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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人，皆喜歡chat 個不停，且中氣十足，故到處可聽到吵鬧的閒談；如果沒有對象，人們總

愛拿起手機，不著邊際地說過沒完沒了，可都是「言不及義」。

    回顧上一個世紀，找工作不容易，娛樂項目不多，很多人皆有「悶」的感覺，可是現代

已沒有人會「悶」，找工作固然容易，人與人的溝通既容易亦全面，視像通訊、互聯網、打

機等，足以使每一個人忙得不亦樂乎，再不會感到悶；可是，儘管如何忙碌，卻做不出事情

來，或是花費大量時間，完成的工作卻極少，亦有一部份人無所事事，終日悠手好閒，提不

起勁去工作。

    環視整個社會，顯得暮氣沉沉，不健康，甚至古靈精怪，一時說不上問題出在那裏，何

以演變成這樣？但從因果法則看，我們是在消耗福報，浪費生命。該居安思危，審視人生真

諦，作出一些實質的工作，明確的目標，最要緊是利益大眾，從佛教立場，度一切苦厄。

  

戒律與自由  寂慧

 

　　「不自由，毋寧死」，自由是何等珍貴、重要。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才是快樂的人生。

可是自由必然減少責任感、自我、不關顧他人。愛自由的人大多較為貧窮，人際關係差，不可

信賴、交託，凡事總有利弊兩面，自由是個人的選擇，有苦有樂。

　　自由與戒律是對立面，遵守戒律必然有很多制肘，不夠自由。戒律是一種束縛，對自我的

制約，難怪很多人敬而遠之，不願遵守，認為守戒是一種愚蠢的行為，為難自己的「苦行」。

　　人與人相處，難免有衝突、干擾，相處時間愈長，人數愈多，矛盾愈大愈多，做成的爭執

亦相對增加，甚至勢不兩立，你死我活。這是每一個團體必然遇到的困難，如何克制自己，與

人共融共和，至為重要。與人相處，必然減輕自身的自由度。因此，離羣索居，可以享受自由

的樂趣，逃避怨憎會苦，然而，人是群體動物，不與他人相處，恐難做到，與人相處，無可避

免必須遵守約則；若各人能盡本份去遵守，衝突便可避免。這些約則，如能具體明確制定，奉

行可依循。可是，人與人相處紛陳難料，環境複雜多變，約則在不同狀況下亦有所不同，甚至

相反，難以遵循。約則的原則性、方便性、適應性、開許或是堅執，遂形成一套學問；在佛教

來說，便是戒律、學處。

　　我們日常的工作、生活，必然有一種秩序，規約，去限制我們，我們亦樂於遵守，依從，

不想去費心衡量每一個生活細節，那是一種慣性，沒有不自由的感覺。例如過馬路，我們樂於

遵從燈號，害怕那些不依燈號的行人及車輛，對我們做成危險或困擾；上班時依從工作時間，

可以與同事一起工作、溝通、交流工作，改善及建立工作成果，這些固定的行為模式，不但沒

有制約及不自由的感覺，且有順應及合作愉快的喜悅，佛教的戒律亦如此，不在減少我們的自

由度，限制我們的行為，而是在有限的空間，人與人相處上找出一些規則，共同遵守，避免衝

突，自他傷害。表面上，戒律是對我們的限制，減少自由度，自找麻煩，實則是為了我們好，

為了防患於未然，為了制止惡果的產生。例如抓癢，表面上是舒服愉快，但其後帶來的惡果，

皮膚腐爛的痛苦，遠遠超出那種愉快的感覺。抓癢是一種誘惑，能帶來即時短暫的快感，忍耐

不抓癢的確不易做到。可是，一時短暫的快感，與日後長遠災難性的痛楚，該如何選擇呢？



3

  

　　戒律與自由常處在對立面，亦有人擔心犯戒而不敢受戒，但那是消極的態度。我們必

須了解受戒的好處及持戒的態度，才是對應之道。

　　持戒的好處是人際關係好，所到之處，受人歡迎、愛戴。自我適意，心安理得，自在

。無悔、無疚，無往而不自得，可說是一個幸福的人生。除了當下、今生幸福外，來世亦

會是美滿，燦爛的人生。最重要是打下解脫的重要基礎，通向成佛大道，招感護法、善神

、佛菩薩的保護、指導，快速成就佛果。

　　受戒與不受戒，如果干犯了，在因果上所受的果報同等，是屬於性罪。但受戒後犯戒

，除了得到性罪外，更有戒罪。戒罪的果報使將來修道或是向善受到障礙。既然受戒有如

此不利，是否不應受戒呢？受戒有弊亦有利，受戒後有一種制約的力量，使不會犯戒；若

是犯了，仍有一種力量制約，不會再犯，或是防止犯得更深。此外，容易有所反省。佛教

裏，還有一種殊勝的法門――懺悔法，對治犯戒。佛教戒律在處理對治法外，尤著重於預

防，對輕微的過失不敢小看，怕小過演變成大過，星星之火，不可小覷，防微杜漸，徹底

防止煩惱的生起。

　　受戒初期，確有不自由，受拘束的感覺，但這些都是為了自己好，防止放縱自我而帶

來嚴重的過失，禍延自己。可是，當持戒一段時間後，再不會有種拘束的感覺，因為已經

習慣了，且有一種喜悅，一種為善的喜悅，一種無往而不自得的喜悅，一種不踰矩的喜

悅。

　　與愈多人相處，愈多規矩必需遵從。因此，減少和人接觸，減少群體的活動，有助避

免犯戒，這是從廣度來說。另一方面，「相見好，同住難」，減少與人過從甚密，除了減

輕樂著外，更能有效防止犯戒，這是從深度來說。佛教稱這是阿蘭若行。

　　在合情合理的框架下，才是真自由。如何看待戒律與自由呢？

　　１･必須明白因果昭然。小心留意為了自己的自由，可能傷害他人，做成不可挽救的罪

業。

　　２･得不償失。當享受自由時，要注意自由帶來的禍害，可能得不償失。

　　３･自由是一種享受。在佛教來說是消耗福報。享受之餘，還要不忘積福、培福，才不

會福盡，無以為繼。

　　４･戒律是一種指引，具體地指引我們不會犯錯。因此，不是一種約束，而是讓我們明

確地有所遵從。

　　５･感同身受。感同他人的所受，我們當樂於持戒，願意持戒，沒有不自由的感覺。

　　６･防微杜漸。大惡從小惡的屢犯，而至一發不可收拾；尤其在意念上的放縱，更是無

聲無息，容易使人陷落。防微杜漸，不要小看小惡及隱藏的壞意念。

　　戒律不礙自由，只要站在利他立場，習慣了，便能真正自由自在，不踰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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