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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網經菩薩戒本導讀---師母>>>謗三寶戒 p293頁 20240914 

什麼是菩薩戒？ 

菩薩戒又稱「千佛大戒」，是過去、現在、未來諸佛所受持。 

持菩薩戒的目的，即是實踐發菩提心、行菩薩誓願的精神，止一切惡、修一切善、 

利益一切眾生(戒之核心三聚淨戒)，鼓勵人人發心受持，成長自己、利益他人，建設

淨土在人間。 

回顧十重戒 

1殺戒 2.盜戒 3.淫戒 4.妄語戒 5.酤酒戒 6.說四眾過戒 7.自讚毀他戒 8.慳惜加毀戒

9.瞋心不受毀戒 10.謗三寶戒 

 

「若佛子！自謗三寶、教人謗三寶，謗因、謗緣、謗法、謗業。而菩薩見外道及以

惡人一言謗佛音聲，如三百鉾刺心。況口自謗不生信心孝順心，而反更助惡人邪見

人謗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顯教為謗三寶戒，與密教大乘十八根本墮戒有關的戒，有第 4.誹謗大乘說似是法， 

第 9.執邪惡見，第 14.誹謗小乘。 

四種他勝處法 

第一他勝處法: 

自讚毀他戒 

第二他勝處法: 

慳惜加毀戒 

第三他勝處法: 

瞋心不受毀戒 

第四他勝處法: 

毀謗三寶戒 

為欲貪求利養恭

敬 

1.慳財；有苦有貧無

依無怙正求財者，不

起哀憐而修惠舍。 

2.慳法；雖現有法；

而不給施。 

長養如是種類忿纏；由是因

緣，不唯發起麁言便息。由忿

蔽故；加以手足塊石刀杖捶打

傷害損惱有情。內懷猛利忿恨

意樂。有所違犯，他來諫謝，

不受不忍，不舍怨結。 

謗菩薩藏，愛樂宣說

開示建立相似正法；

於相似法，或自信

解，或隨他轉。 

1.是「貪」，2是「慳」，3.是「忿」，4.是「邪見」，這個受菩薩戒的人要斷除去這四

種過失，「是名四法。」 「如是四法皆屬意業，」這個貪、慳、忿、邪見，在三業裡

都屬於意業，不屬於身業。 

P293 

謗三寶戒，又稱謗亂正法戒或名謗菩薩法，亦有稱為邪見邪說戒。 

謗是乖背之意，在自己對道理不怎樣明白，又沒有正確的知見，對三寶妄加非議，不



2 
 

合乎事實稱之為謗。 

亦即以自己的邪見謗亂正法；原因是說相似正法、謗如來正法，弄的邪正不分。 

斷佛根種，過失眾大，是為根本重罪。 

謗三寶之因在於邪見作祟，邪見是思想的錯誤造成毒害所產生之過失，毒害比什麼都

來的重大。 

菩提法自魔，就是思想錯誤最後變成魔類眾生 

P294 

邪見種類 

1.上品邪見 2.中品邪見 3.下品邪見 4.雜類邪見 

否定一切道

德行為，根

本推翻善惡

業因果律，

不承認什麼

善因善果。 

例如闡提等 

不承認三寶

勝於外道，

錯亂計執，

說三寶不及

外道，加以

毀謗而失去

戒體。 

大乘菩薩以趣向

大乘為目的，後

來改變想法，放

棄本業反而專心

學小乘，不合菩

薩精神。若計執

成功犯重罪、失

戒體。若不成功

屬輕罪中的心背

大乘戒攝。 

執大謗小只要老實學大乘法對菩薩嚴沒有必要學小城法是

範染污起輕垢罪。 

1.有的偏謗一部，合自己的是佛說，不合則否定。 

2.有的信仰不純潔，認為外道鬼神也有他們的威力同樣可

以信奉奉解鬼神神佛不分知見顛倒。 

3.有的由於自身智慧不足.對任何問題不能抉擇.採取不同

解說.認為這也對.那也對.不敢擅己撥他.犯忽略罪。 

4.有的明知他人說是對.但為了彰顯己見.排斥他人不同思

想理論.犯憍慢過失。 

5.有的說相似法.菩薩在生死中度化眾生.不應積極求樂涅

槃.就會如小乘沉空滯寂.安住涅槃享受快樂。密教 4.毀

謗大乘說似是法戒。 

補充資料： 

一闡提【佛光大辭典】梵語 icchantika 或 ecchantika 之音譯。 

又作一闡底迦、一顛迦、一闡提柯、闡提。 

另有阿顛底迦、阿闡提或阿闡底迦等詞，當為一闡提同類語之訛音。 

此語原意為「正有欲求之人」，故譯為斷善根、信不具足、極欲、大貪、無種性、 

燒種，即指斷絕一切善根、無法成佛者。 

 

入楞伽經卷二分闡提為二，即：(一)斷善闡提，即本來即缺解脫因者（斷善根）。

(二)大悲闡提，又作菩薩闡提，即菩薩本著救度一切眾生之悲願，而故意不入涅槃

者。又大莊嚴論經卷一中，亦有二說，即：(一)有性闡提，借助佛力，終可成佛者。

(二)無性闡提，無論至何時，皆不得成佛者。此外，在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卷上，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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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斷善闡提、大悲闡提和無性闡提三者之說。 

其中，斷善闡提乃屬有性闡提一類。一闡提發心至難，有若天生之盲人難以治癒，故

喻為生盲闡提。昔時，道生主張「闡提成佛」之說，遭受守舊僧徒之抨擊，直至曇無

讖譯出大般涅槃經後，此類說法乃漸被接受。然法相宗仍主張有不能成佛之眾生存

在；天台、華嚴及其他大乘諸宗，則主張一切眾生皆能成佛。故一闡提能否成佛，猶

為教界爭論之問題。 

涅槃經上說：「不具信故，名一闡提」，「無信之人，名一闡提，一闡提者，名不可

治」，乃是不信佛法，不信因果，沒有慚愧，不信業報，不信有過去、現在、未來三

世，不親近一切善友，不學一切善法，亦不聽信受持諸佛所說教戒，像這樣的人，就

叫一闡提。世間有病入膏肓的人，無藥可治，惡性重大如一闡提者，為諸佛世尊所不

能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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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聚突吉羅罪    【佛光大辭典】 

將犯戒之相分為七類，即統括五篇與篇外諸戒條為七類。又作七犯聚、七罪聚、七

篇。即： 

(一)波羅夷，意譯斷頭。 

(二)僧伽婆尸沙，即僧殘。僧為僧伽之略；殘為婆尸沙之譯。 

(三)偷蘭遮，意譯大障善道。 

(四)波逸提，意譯墮。 

(五)波羅提提舍尼，意譯向彼悔。 

(六)突吉羅，意譯惡作。 

(七)惡說。 

 

失意為不注意而犯，非不可懺悔者，不失無作戒體。輕重戒的名稱，各種戒本有各種

不同的稱呼。 

以重戒來說，  

《瓔珞經》稱十條重戒為「十不可悔」，《梵網經》稱為「波羅夷」，  

《瑜伽論》戒本稱為「他勝處」，《優婆塞戒經》稱六條重戒為「六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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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輕戒來說，輕垢罪【佛光大辭典】 

為重罪（波羅夷罪）之對稱。其罪雖輕，然污黷ㄉㄨˊ清淨之行，故稱輕垢罪。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卷四輕垢罪篇：「輕垢者，簡前重戒，是以名輕，簡異無犯，故亦

名垢。又釋，黷污清淨行名垢，體非重過稱輕 

 

《梵網經》稱為「輕垢」，有 48輕。《地持經》名之為「突吉羅」，有 43輕。 

《瑜伽論》翻為「惡作」，稱為「違越」，有 43輕。《優婆塞戒經》稱為得「失意

罪」。有 28輕。  

 

這都是根據戒罪的功用及其罪性的分量而立的名稱；名稱雖異，所指則一。  

《瓔珞經》說：「十重有犯無悔」； 犯了輕戒，「得使悔過，對首悔滅」。 

 

犯了十重戒沒有懺悔除罪的方法，所以稱為不可悔；犯了重戒等於人斷了頭，不能再

以任何的佛法之藥來救治， 所以稱為斷頭罪，波羅夷就是斷頭的梵文音譯；犯了重

戒，即被他處來的、外在的、敵對的魔法戰勝，所以稱為他勝處。 

 

犯輕戒是較重戒為輕的罪業之垢，所以稱為輕垢；突吉羅是梵文音譯，意思是惡作或

是惡說； 犯輕戒乃是違背並且越出了修持者的心行範圍，所以稱為違越； 犯輕戒

者，乃是妄念所作，違背了修持者受戒時的意願，所以稱為失意(失去本來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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謗三寶戒具足菩薩三聚淨戒 

攝律儀戒：自他不謗，一一不犯，無惡不斷。 

攝善法戒：聞謗痛心，猶如矛刺，無善不修。 

攝眾生戒：教生信心、孝心，無生不度。 

P306 

從性遮二業看此戒 

謗三寶、謗正法都是從邪見而出，邪見根源自心是性業，佛陀遮止不得違犯，若犯是

屬遮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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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7 

謗三寶戒成極重罪業 

具足五條件 具緣內容 犯罪處斷 

1眾生：毀謗對象 

上品：佛、聖人、父母、師長. 

中品：人及天上眾生 

下品：阿修羅、鬼、神、畜牲

等. 

向上中二品境毀謗 

向下品境毀謗 

犯重罪 

犯輕垢罪 

2.眾生想：毀謗眾生的想法，

包含有情無情在內。 

有當 

1.實在是(眾生) 

2.實在不是(眾生) 

有疑 

3.實在是(眾生)疑>謗 

4.實在不是(眾生)疑>無謗 

有僻 

5.實在是(眾生)沒想是>謗 

6.實在不是(眾生)想是>謗 

 

1.犯根本重罪 

2.無罪 

 

3. 犯根本重罪 

4.犯輕垢罪 

 

5.無罪 

6.犯輕垢罪 

3.欲說心 內心有不正當邪見、錯誤的觀

念、妄認真實。  

並未正式的向外人說。 

4.正吐說 骨稉在喉、不吐不快。 終於把心中想說的話，老實說

出來。 

5.前人領解 前人納受你的邪言，或從著述

認識。 

說一句結一次罪，說多少謗言

結多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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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二總結十重 

「善學諸仁者！是菩薩十波羅提木叉，應當學。於中不應一一犯如微塵許，何況具

足犯十戒。若有犯者，不得現身發菩提心，亦失國王位轉輪王位，亦失比丘、比丘

尼位，亦失十發趣、十長養、十金剛、十地佛性常住妙果，一切皆失。墮三惡道

中，二劫三劫不聞父母三寶名字。以是不應一一犯。汝等一切諸菩薩今學、當學、

已學，如是十戒應當學敬心奉持。八萬威儀品當廣明。」 

P308 

菩薩十波羅提木叉是本源心的「金剛光明寶戒」，木叉是因、解脫是果，是即所謂因

中說果，菩薩行者應當好好修學。若有犯者，現身雖有佛性，必不能發菩提之芽，亦

失去菩薩資格。 

大乘三賢位，又作三十心。指十地以前之菩薩，其階位有三階十心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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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9 

菩薩三十心皆由戒而得 

十住心 

會理之心，安住不

動，稱為住。 

十行心 

行此行，則能進趣於

果，稱為行。 

十回向心 

回因向果，稱為迴向。 

十地菩薩 

又稱十聖位菩薩 

 

1.發心住 2.治地住

3.修行住 4.生貴住

5.具足方便住 6.正

心住 7.不退住 8.童

真住 9.法王子住 

10.灌頂住。 

1.歡喜行 2.饒益行 3.

無違逆行 4.無屈撓行

5.無癡亂行 6.善現行

7.無著行 8.難得行 9.

善法行 10.真實行。 

1. 救諸眾生離眾生相迴向、 

2.不壞迴向、3.等一切諸佛迴

向.4.至一切處迴向 5.無盡功

德藏迴向 6.入一切平等善根迴

向 

7.等隨順一切眾生迴向 8.真如

相迴向 9.無縛無著解脫迴向 

10.入法界無量迴向。 

1.歡喜地 2.離垢

地 3.發光地 4.焰

慧地 5.難勝地 6.

現前地 7.遠行地

8.不動地 9.善慧

地 10.法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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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賢位菩薩 

十發趣 十長養 十金剛 

捨心、戒心、忍心、進

心、定心、慧心、願心、

護心、喜心、頂心。 

慈心、悲心、喜心、捨

心、施心、好語心、益

心、同心、定心、慧心。 

信心、念心、迴向心、達

心、直心、不退心、大乘

心、無相心、慧心、不壞

心。 
P309 

華嚴經云：「戒為無上菩提之本」佛果由淨戒而得，如犯淨戒失佛性妙果。 

總說一句：如犯十重戒，一切重大利益皆失去，世間出世間、大乘小乘殊勝利益都沒

你份、還要墮三餓道受二劫三劫極大苦處。 

一切諸菩薩；今學、當學、已學菩薩行，如是十戒，應當善為修學，應當敬心奉持。 

P311 

丙二>談輕戒相>丁一>總標輕戒 

佛告諸菩薩言：「已說十波羅提木叉竟，四十八輕今當說。」 

重戒關係重大嚴格制止無有問題，輕戒無關宏旨為什麼要制輕戒，是維護世間可能起

的譏嫌，不得不防微杜漸，所以制定輕戒，人之煩惱往往因一些小事觸動煩惱，生起

來指揮三業，為調伏三業不胡作亂抑制，三毒的不妄為活動，來對維繫之動作不能不

予注意，因而輕戒有制定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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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12 

輕戒在善戒經與地持經稱突吉羅，譯為惡作。即所作所為不合於理，對身口二業說屬

身業所做之行為不合於理，口業所做不合理叫惡說，優婆塞戒經叫作失意罪，就是妄 

念所做而乖於本志所構成的罪惡。 

P312 

輕垢分三類 

1.從生輕垢 2.獨頭輕垢 3.根本輕垢 

依前十重戒

去作而未作

成，所起作

前的方便

罪，原因是

從重戒而

生。 

不從重戒而

生，只是由

於單獨生起

的。 

四十八輕罪。又分從生、故犯、誤犯。 

1.由故犯根本輕垢罪前，所起的一切方便稱從生輕

垢。 

2.由內在煩惱衝動而犯的，叫染污犯的根本輕垢，應

作突吉羅懺(惡作懺)。 

3.由懶惰怠無計之心所起的，叫非染污的誤犯，應作

突吉羅懺(惡作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