
受
戒
與
懺
罪

       

釋
常
信
撰
文

壹
、
前
言

一
、
慈
：
與
樂
即
『
受
戒
』
；
悲
：
拔
苦
即
『
懺
罪
』
。

二
、
受
戒
須
戒
子
起
殷
重
心
，
經
莊
嚴
的
儀
式
，
正
確
的
引
導
，
始
獲
無
作
戒
體
。

三
、
受
戒
後
清
淨
不
犯
，
稱
『
本
淨
』
；
犯
戒
懺
罪
，
還
得
清
淨
，
稱
『
懺
淨
』
。

四
、
化
制
二
教

四
、
一
、
化
教  
依
大
乘
律
宗
，
經
論
所
言
理
觀
等
，
名
化
教
；
而
大
小
二
乘
若
道

              

若
俗
，
當
守
之
戒
律
，
皆
屬
制
教
。

四
、
二
、
制
教  

亦
云
行
教
。
依
小
乘
律
宗
，
制
教
唯
是
道
眾
當
守
之
戒
律
，
局
於

              

小
乘
，
以
外
悉
為
化
教
。
今
且
依
大
乘
律
宗
之
說
。

                   ┌

—
理
懺
…
…
…
…
…
…
…
…
…
…
…
無
生
懺

     ┌

—
化
教
通
懺
—┤

懺
悔 ┤

            └

—
事
懺
—
且
約
大
乘
取
相
懺
言
…
…
取
相
懺

     └

—
制
教
局
懺
…
…
…
…
…
…
…
…
…
…
…
…
…
…
…
…
作
法
懺

         

（
犯
篇
聚
中
性
罪
者
，
若
惟
依
制
教
懺
，
則
業
道
全
在
，
故
須
兼
修
化
懺
。
）

化
教
通
懺
—┬

─

通
理
事

制
教
局
懺
—┬

─

局
事

          ├
─

通
大
小
乘

    ├
─

局
小
乘

          ├
─

通
道
俗

    ├
─

局
道

          ├
─

通
悔
三
世

    ├
─

局
現
犯

          └
─

通
牒
十
業

          └
─

局
篇
聚(
出
家
戒)

貳
、
懺
悔
法

     

懺
謂
止
斷
未
來
非
，
悔
謂
恥
心
於
往
犯
。
懺
悔
的
當
下
，
斷
相
續
心
，
後

起
防
非
止
惡
的
功
能
。

　
　
　
　
　┌

理
　
懺─

─

無
生
懺

懺
悔
法─

─
┤

　
　
　
　┌

取
相
懺  

　
　
　
　
　│

　
　
　
　│

作
法
懺

　
　
　
　
　└

事
　
懺─

┤

對
首
懺

　
　
　
　
　
　
　
　
　
　└

責
心
懺

一
、
理
懺 

 

又
名
觀
察
實
相
懺
、
無
生
懺
，
觀
諸
法
本
無
自
性
，
深
達
業
性
本

 
 
 
 
 
 
 
 
 
 

空
，
罪
福
無
主
。

二
、
事
懺 

 

屬
於
事
相
上
的
懺
悔
，
稱
為
事
懺
，
又
稱
隨
事
分
別
懺
悔
。

二
、
一
、
取
相
懺 

 

懺
除
上
品
重
罪
，
藉
禮
拜
、
誦
經
咒
、
發
露
罪
相
等
之
懺

 
 
 
 
 
 
 
 
 
 
 
 
 
 
 

儀
，
要
見
好
相
。

二
、
二
、
作
法
懺 
 

依
制
教
作
法
而
行
之
懺
悔
，
有
一
定
的
儀
軌
，
針
對
某
一

 
 
 
 
 
 
 
 
 
 
 
 
 
 
 

個
罪
業
來
懺
悔
。

二
、
三
、
對
首
懺 

 

面
對
一
名
同
梵
行
者
對
首
發
露
懺
悔
，
適
用
於
懺
下
品
中

 
 
 
 
 
 
 
 
 
 
 
 
 
 
 

罪
及
輕
罪
。

二
、
四
、
責
心
懺 

 

又
名
心
念
懺
，
起
意
未
動
身
口
，
或
悞
心
犯
小
過
，
自
於

 
 
 
 
 
 
 
 
 
 
 
 
 
 
 

佛
前
責
心
懺
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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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梵
網
取
相
懺
，
罪
滅
重
受
戒

                           ┌

—
上
品
纏
犯
十
重
—┤

　
　             ┌

—
根
本
—┤

                └

瓔
珞
、
瑜
珈
不
取
相
，
悔
更
受
戒

　     ┌
—
懺
重
—┤

　
　
　
　└

—
中
品
下
品
纏
犯
十
重
—
—
未
失
戒
，
應
對
四
菩
薩
懺

菩
薩
戒 ｜
　
　
　
　└

—
方
便
—┬

—
犯
十
重
下
重
方
便
—
—
對
首
懺

懺
悔
法 ┤

　
　
　
　
　
　
　
　
　└

—
犯
十
重
下
輕
方
便
—
—
責
心
懺

　
　   ｜

　
　
　
　┌

—
根
本
—
—
對
首
懺

　
　   └

—
懺
輕
—｜

                 └

—
方
便
—
—
責
心
懺

三
、
各
種
罪
相
之
懺
罪
法
：

（
一
）
逆
罪
—
—
出
佛
身
血
、
弒
父
、
弒
母
、
弒
和
尚
、
弒
阿
闍
棃
、
破
羯
磨

轉
法
輪
僧
、
弒
聖
人
。
—
—
無
生
懺
、
取
相
懺

（
二
）
上
品
纏
波
羅
夷
罪
—
—
取
相
懺
（
梵
網
、
法
華
、
方
等
、
大
悲
、
占
察

等
一
切
行
法
）

（
三
）
中
品
纏
波
羅
夷
罪
—
—
作
法
懺
（
向
四
菩
薩
悔
過
）

（
四
）
下
品
纏
波
羅
夷
罪
—
—
作
法
懺
（
向
二
三
人
悔
過
）

（
五
）
波
羅
夷
近
方
便
罪
—
—
作
法
懺
（
向
二
三
人
悔
過
）

（
六
）
波
羅
夷
遠
方
便
罪
—
—
對
首
懺
（
向
一
人
悔
過
）

（
七
）
惡
作
（
染
污
心
犯
）
輕
垢
罪
—
—
對
首
懺
（
向
一
人
悔
過
）

（
八
）
悞
作
（
非
染
污
犯
）
垢
罪
—
—
責
心
懺
（
佛
前
具
儀
，
心
生
慚
愧
自

悔
）

參
、
行
法

三
、
一
、
責
心
懺 

 

應
自
具
修
威
儀
，
心
生
慚
愧
云
：
我
某
甲
故□

□
□

，
犯

   

波
羅
夷
罪
輕
方
便
。
我
今
自
責
心
悔
過
。
（
一
說
）

三
、
二
、
對
首
懺 

 

應
具
修
威
儀
，
對
一
人
前
云
：
大
德
一
心
念
，
我
某
甲
故

   □
□

□

，
犯
波
羅
夷
罪
重
方
便
。
今
向
大
德
發
露
懺
悔
，

   

更
不
敢
作
。
願
大
德
憶
我
。
（
三
說
）
受
懺
者
呵
責
云
：

   

自
責
汝
心
，
生
厭
離
。
答
言
：
爾
。

三
、
三
、
取
相
懺 

 

三
、
三
、
一
、
以
『
占
察
懺
』
（
地
藏
懺
）
為
例
：

 
 
 
 

在
《
占
察
善
惡
業
報
經
》
中
，
堅
淨
信
菩
薩
向
佛
請
問
末
世
眾
生
福
薄
，

國
土
數
亂
，
災
害
頻
起
。
大
悲
世
尊
設
何
方
便
化
導
眾
生
，
令
生
信
心
。
後
由

地
藏
菩
薩
宣
說
木
輪
相
法
，
占
察
善
惡
宿
世
之
業
及
現
在
苦
樂
吉
凶
等
事
。

 
 
 
 

此
經
甚
為
明
末
清
初
的
藕
益
大
師
推
崇
，
並
為
其
作
義
疏
及
《
占
察
懺
悔

行
法
》
。
近
代
則
有
弘
一
大
師
及
夢
參
老
和
尚
大
力
倡
導
。

 
 
 
 

三
種
輪
相
差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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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初
輪
共
十
輪
，
書
十
善
十
惡
之
名
。
能
示
宿
世
所
作
善
惡
業
種
差
別
。

(
但
觀
善
惡
種
子
有
無)

。

    (
二)
次
輪
共
三
輪
，
書
身
口
意
各
主
一
輪
。
能
示
宿
世
集
業
久
近
所
作
強
弱
大

小
差
別
。

    (

三)

第
三
輪
共
六
輪
，
以
一
至
十
八
等
數
，
每
輪
各
書
三
面
。
能
示
三
世
中
受

報
差
別
。(

有
一
百
八
十
九
種
果
報
善
惡
之
相)

三
、
三
、
二
、
占
察
懺
悔
行
法(

智
旭
集)

 
 
 
 

緣
起
第
一
。
勸
修
第
二
。
簡
擇
同
行
第
三
。
占
察
輪
相
第
四
。
正
修
懺
法

第
五(

亦
具
十
科)

。
別
明
二
種
觀
道
第
六
。

三
、
三
、
三
、
正
修
懺
法
十
科

 
 
 
 

一
、
嚴
淨
道
場
。
二
、
清
淨
三
業
。
三
、
香
花
供
養
。
四
、
啟
請
護
法
。

五
、
讚
禮
三
寶
。
六
、
修
行
懺
悔(

通
懺
順
逆
十
心
，
另
有
別
懺)

。
七
、
發
勸
請

願
。
八
、
發
隨
喜
願
。
九
、
發
迴
向
願
。
十
、
補
發
願
。

三
、
三
、
四
、
順
逆
十
心

順
十
心 

 

我
與
眾
生
。
無
始
來
今
。

聽
我
懺
悔
。

惟
願
一
切
三
寶
．
地
藏
菩
薩
。
慈
悲
攝
受
。

(

一)

由
愛
見
故
。
內
計
我
人
。

廣
修
諸
善
。
徧
斷
眾
惡
。

     

惡
。
今
知
空
寂
。
為
求
菩
提
。
為
眾
生
故
。

從
無
始
來
。
不
知
諸
法
本
性
空
寂
。
廣
造
眾

(

二)

外
加
惡
友
。

及
諸
眾
生
。
從
二
死
海
。
置
三
德
岸
。

念
十
方
佛
有
大
福
慧
。
能
救
拔
我
。

(

三)

不
隨
喜
他
一
毫
之
善
。

隨
喜
凡
聖
一
毫
之
善
。

(

四)

惟
徧
三
業
廣
造
眾
罪
。

勤
策
三
業
翻
昔
重
過
。

(

五)

事
雖
不
廣
惡
心
徧
布
。

發
菩
提
心
斷
惡
修
善
。

(

六)

晝
夜
相
續
無
有
間
斷
。

斷
相
續
心
。

(

七)

覆
諱
過
失
不
欲
人
知
。

發
露
懺
悔
。

(

八)

不
畏
惡
道
。

生
大
怖
畏
。

(

九)

無
慚
無
愧
。

生
重
慚
愧
。

(

十)

撥
無
因
果
。

深
信
因
果
。

逆
十
心  

故
於
今
日

肆
、
結
論

◎
 

持
戒
念
佛
，
老
實
修
行
可
保
底
：
不
失
人
身
。

◎
 

持
戒
、
護
戒
有
長
期
複
利
效
果
。

◎
 

以
戒
為
基
石
，
由
事
懺
到
理
懺
，
一
路
涅
槃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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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戒
的
譬
喻
—
—
佛
云
：
諸
有
智
者
，
以
譬
喻
得
解
。

戒
如
大
地
，
能
生
萬
物
。
（
出
自
《
善
生
經
》
）

道
品
樓
觀
，
以
戒
為
柱
。

禪
定
心
城
，
以
戒
為
廓
。

入
善
人
眾
，
要
佩
戒
印
。
（
以
上
《
成
實
論
》
）

亦
名
善
夢
，
持
者
常
得
善
夢
故
。

亦
名
為
池
，
群
聖
所
浴
故
。

亦
名
纓
絡
，
老
少
中
年
服
常
好
故
。

亦
名
如
鏡
，
由
戒
淨
故
，
無
我
相
現
。
（
以
上
《
毗
婆
沙
論
》
）

大
惡
病
中
，
戒
為
良
藥
。

大
恐
怖
中
，
戒
為
守
護
。
（
十
方
諸
佛
愍
念
常
守
護
）

死
暗
冥
中
，
戒
為
光
明
。

於
惡
道
中
，
戒
為
橋
樑
。

死
海
水
中
，
戒
為
大
船
。
（
以
上
《
大
智
度
論
》
）

戒
如
大
明
燈
，
能
消
長
夜
闇
。

戒
如
真
寶
鏡
，
照
法
盡
無
遺
。

戒
如
摩
尼
珠
，
雨
物
濟
貧
窮
。

如
暗
遇
明
。

如
貧
人
得
寶
。

如
病
者
得
瘥
。

如
囚
繫
出
獄
。

如
遠
行
者
得
歸
。
（
以
上
《
佛
說
梵
網
經
菩
薩
戒
本
》
）

戒
為
妙
寶
藏
，
亦
為
七
財
寶
。

戒
為
大
船
師
，
能
渡
生
死
海
。

戒
為
清
涼
池
，
澡
浴
諸
煩
惱
。

戒
為
無
畏
術
，
消
伏
邪
毒
害
。

戒
為
究
竟
伴
，
能
過
嶮
惡
道
。

戒
為
甘
露
門
，
眾
聖
之
所
由
。
（
以
上
《
摩
訶
僧
祇
律
》
）

戒
如
海
無
涯
，
如
寶
求
無
厭
。
（
大
海
有
八
不
思
議
）

如
守
門
牢
固
，
不
憂
失
財
物
。

若
欲
涉
遠
路
，
當
自
護
其
足
。

如
人
欲
渡
河
，
用
手
及
浮
囊
。

如
乳
母
慈
愛
，
養
護
於
其
子
。

如
有
勇
猛
將
，
沒
死
不
顧
命
。
（
臨
命
終
時
正
見
心
歡
喜
）

譬
如
得
王
印
，
所
往
無
罣
礙
。
（
以
上
《
四
分
律
》
）

戒
如
高
樓
大
廈
的
地
基
，
是
建
築
安
全
的
保
障
。

戒
如
登
山
鞋
，
能
充
分
支
持
崎
嶇
山
路
的
行
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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