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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不但變化大及急促，且常常發生一些意料之外之事，充滿危機。例如天氣突變，溫

差轉大，北極融化等，危機一步一步挨近，可是沒有人願意阻止，縱使吃虧一點點，或是舉

手之勞便有助環保也乏人支持；站在行人道上可能有汽車撞上來；每天喝的食水可能有重金

屬；食物可能有毒素、化學品或農藥；衣服可能有致癌物質；家中物件可能不小心或日久失

修，掉下街中而給控告；大廈維修可能被貪污需付出龐大費用；某訪客在自己居住的範圍內

受傷，被要求索取天價賠償；金融大鱷突來把我們的資產吃掉；恐怖主義可能突襲使喪失身

命；因政府行政失當或制度不善陷入困境。危機處處，可測的，不可測的，可防的，不可防

的，該如何面對？

    1.要謙遜――任何事情皆可發生，可測的，不可測的，我們還自大些什麽？謙遜是我們

應有的態度。

    2.盡責――做好每一件事情，負起應有的責任，能多肩負其他更好。盡責是最好的守護

，亦可為突變作預備。

    3.為善――為善引發善果，趨吉避凶。

    4.正念――保持正念正知，面對一切順逆。

    雖然世界紊亂，危機處處，但仍有其一定的因果軌則，跟隨因果，隨順因緣，好好去走

一趟人生路。

  

 八關齋戒  寂慧

 

  八關齋戒是居士們加行的出世間修法。佛陀為欣羨出家生活的在家眾制定修法。它不僅是

修學的基礎，且廣大無邊，要做到身口意清淨，都攝六根，絕非容易，不但在家眾難持，出

家眾亦不容易。

    八戒是：1.不殺、2.不盜、3.不淫（包括正淫，因效法出家）、4.不妄語、5.不飲酒，

五條戒，是一般在家眾恆持的基本戒條，人天法的條件，是福業因緣。6.不著香花鬘，不香

油塗身；不歌舞倡伎，不故往觀聽。7.不坐臥高廣大床。8.不非時食。是道業因緣，通人天

、三乘聖道之基。

    關――是禁閉義。彷似關閉城門，賊不能入。此八戒能閉一切惡趣門，不落三塗，尤有

甚者，趣向涅槃。

    齋――齋者，清淨義。靜慮攝心，恬淡養志，離過，離煩惱。齋，齊也。齊意志，禁六

情，齊斷諸惡，齊修眾善。

    戒――戒者，防非止惡。

    八關齋戒，唯人趣能受，且要身心健全，解語才能納受。除去種種外在障道因緣，持戒

者尚要意志堅定、淡泊、吃苦，殊不容易，卻很殊勝，能持一天，功德如在淨土中修行一百

年。因此，修持八關齋戒不在多，在專志清淨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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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色，性也。人之大欲，生物的生理需求，這需求卻無限擴大，苦惱不堪。六塵磨損

生物的意志，使在精神上恣意放縱，誘惑六識。必須守護六根，防非止惡，防止六塵的污染

，過簡單的物質生活，提昇精神的層次。八戒中後三戒主要針對精神上的守護，使六根清淨

，如一位如法的出家人。更要在身語意與佛看齊，勇猛精進。

    八關齋戒相當於出家戒，守持在基本上與出家人無異。原意讓心繫出家的在家居士，因

種種因緣不能出家，可以短暫過其出家生活；或是一些羡慕出家的人，可以體驗出家生活；

或是讓有心出家的人，先來一個試驗，看看是否適合；或是在物慾、世間中打滾的勞累眾生

，能於一天或多天的清淨生活中洗滌心靈。

    八關齋戒雖只短短八條戒條，但守持絕不容易，看看我們日常生活中心猿意馬，那一樣

不與八戒相違，那一樣不容易觸犯？在營生中，最易觸犯盜、妄語戒；在家居中，最易觸犯

口業及怨懟、及坐卧高廣大床、故往觀聽等戒。在受持八關齋戒後，發覺在日常生活中，竟

處處不是，處處犯戒，難怪經中說我們罪業盈空。我們被世間污染得相當嚴重，我們被大染

缸薰得無法回頭。因此，乃至一天的八關齋戒，對我們亦是意義重大，在墮落的過程中，能

夠反省、止跌，乃至精進回頭。憑著一點善念，藉三寶加持，脫離生死。

    既然犯戒機會大，危機重重，且犯戒已成習慣，連覺察也成問題，必須有人在旁提點、

監察；並找一些寂靜處生活，減少犯戒的因緣；雖然如此，但仍駕馭心的馳騁，如能配合修

持，如念佛，禪坐，參話頭等，定能徹底防範犯戒。寺院舉辦八關齋戒是最好的場所，除了

清淨的環境讓參加者瞻仰佛像，聽經聞法，與出家人接觸，等同親近三寶；如能禁足出外、

止語更理想，加上大眾一心向佛的心意，戒體可望穩固，修持一天，功德大如須彌。如果有

意修持應摒除萬緣，專精於一天中。對於一些道場，為了迎合信徒，在受八關齋戒後，於黃

昏讓他們回家繼續修持，對此實不太贊同；家居生活，守戒不易，就是持戒者能專意修持，

亦難阻家人有意無意的障礙，徒惹紛爭，製造怨憤。

    此外，有些道場只受持半天或大半天，亦是不太理想，因為無法遵守過午不食戒。因此

，八關齋戒應最少守持一整天，從第一天早上守到第二天黎明。

    如果發心受持，應排除萬緣，專精於一天的修持中。如果不能放下，即因緣未成熟，可

暫時停止，或改修其他法門。

    《中阿含．持齋經》對八關齋戒作了很重要的陳述：「云何名為聖八支齋？多聞聖弟子

，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漢真人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

，饒益一切，乃至昆蟲，彼於殺生，淨除其心；乃至盡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

不夜食，樂於時食。我以此支，於阿羅漢，等同無異，是故說齋。』彼住此聖八支齋已，於

上當復念如來、無所著等十號，出世淨法，捨離穢污，惡不善法，是名聖八支齋也。若族姓

男、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者，身壞命終，得生四王天等六欲天，遠果能得阿羅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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