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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關齋戒要義 
一、戒之義涵 
《大乘義章》：「言毘尼者。名別有四。一曰毘尼。二名木叉。三曰尸

羅。四名為律。言毘尼者。是外國語。此翻名滅。外國說滅凡有三種。

一者涅槃。二尼彌留陀。謂四諦中滅諦名也。三曰毘尼。此三何別。

若通論之。體一名異。其猶眼目。外國之言。一法十名。此三即是十

中數也。若別分之。非無差異。異相如何。涅槃彌留。當體立稱。是

二何異。義釋有三第一義云。所滅不同。如涅槃釋。諸結火滅名為滅

度。此即是其彌留陀滅。離諸覺觀稱曰涅槃。第二釋云。通局有異。

涅槃之滅。偏據滿處。尼彌留陀滅義通因果。是故滅諦有滅皆收。第

三釋云。通別以分。隨事別滅。說為涅槃。通相三滅名尼留陀。約對

品異名為事別盡止妙出四義。寬通名為通相。此二雖異。當體是滅。

若論毘尼。體非是滅。有為行德。能有所滅。故名為滅。又能證得寂

滅之果。故說為滅。何故戒行名曰毘尼。有其兩義。一者戒行能滅業

非。故稱為滅。二能得彼究竟滅果。故說名滅。何故律教得名毘尼。

亦有兩義。一能詮於毘尼之行。從其所詮故號毘尼。二能生於毘尼行

德。從其所生故稱毘尼。言木叉者。此名解脫。解脫有二。一者無為

二者有為。無為解脫直名木叉。有為解脫名毘木叉。是故相續解脫經

言。涅槃解脫名為木叉。五分法身有為解脫。名毘木叉。何故戒行名

為解脫。有其兩義。一者戒行。能免業非。故名解脫。二能得彼解脫

之果。故名解脫。是以遺教經經言。戒是正順解脫之本。故名波羅提

木叉也。何故律教名為解脫。釋有兩義。一能詮於解脫行德。故名解

脫。二能生於解脫行德。故名解脫。言尸羅者。此優婆塞戒經名清涼。

亦名為戒。三業炎非焚燒行人。事等如熱。戒能防息。故名清涼。清

涼之名。正翻彼也。以能防禁故。名為戒。何故律教名之為戒。亦有

兩義。一詮戒行。故說為戒。二能生戒。故說為戒。所言律者。是外

國名優婆羅叉。此翻名律。解釋有二。一就教論。二就行辨。若當就

教詮量名律。若當就行調伏名律。毘尼之教。詮此律行。故稱為律。」 

 

二、齋戒之義涵 
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問何故此律儀名為近住。答近阿羅漢住

故名近住。以受此律儀隨學彼故。有說。此近盡壽戒住故名近住。有

說。此戒近時而住故名近住。如是律儀。或名長養。長養薄少善根有

情令其善根漸增多故。有說長養在家善根令近出家善根住故。」 

 

2、《成實論》：「八戒齋名優婆娑。優婆娑秦言善宿。是人善心離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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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故名善宿。」 

 

三、八戒各別戒相 
《齋經》卷 1：「「佛法齋者，道弟子月六齋之日受八戒。何謂八？ 

「第一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無有殺意、慈念眾生，不得

賊害蠕動之類，不加刀杖，念欲安利莫復為殺，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不殺生戒) 

「第二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無貪取意、思念布施，當歡

喜與、自手與、潔淨與、恭敬與、不望與，却慳貪意，如清淨戒以一

心習。(不偷盜戒) 

「第三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無婬意、不念房室，修治梵行，

不為邪欲、心不貪色，如清淨戒以一心習。(不淫戒) 

「第四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無妄語意，思念至誠、安定徐

言，不為偽詐、心口相應，如清淨戒以一心習。(不妄語戒) 

「第五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不飲酒、不醉、不迷亂、不失

志，去放逸意，如清淨戒以一心習。(不飲酒) 

「第六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無求安意，不著華香、不傅脂

粉、不為歌舞倡樂，如清淨戒以一心習。(不花香瓔珞香油塗身) 

「第七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無求安意，不臥好床，卑床草

席，捐除睡臥，思念經道，如清淨戒以一心習。(不高勝床上坐,作倡

伎樂故往觀聽) 

「第八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如真人，奉法時食，食少節身，過日中

後不復食，如清淨戒以一心習。(不非時食)」 

 

四、八戒之關係 
1、《成實論》：「八戒齋名優婆娑。優婆娑秦言善宿。是人善心離破戒

宿故名善宿。問曰。何故正說離八事耶。答曰。此八是門。由此八法

離一切惡。是中四是實惡。飲酒是眾惡門。餘三是放逸因緣。是人離

五種惡是福因緣。離餘三種是道因緣。白衣多善法劣弱。但能起道因

緣故。以此八法成就五乘。問曰。是八分齋但應具受為得分受。答曰。

隨力能持。有人言。此法但齋一日一夜。是事不然。隨受多少戒。或

可半日乃至一月有何咎耶。有人言。要從他受是亦不定。若無人時但

心念口言我持八戒。」 

 

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問如是所說八支律儀。幾是尸羅支。幾

是不放逸支幾是遠離支。答五是尸羅支。謂離害生命。乃至離飲酒。

一是不放逸支。謂離非時食。餘二是遠離支。又前四是尸羅支。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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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故。第五是不放逸支。雖受尸羅。若飲諸酒心便放逸不能護故。後

三是遠離支。以能隨順厭離心故。厭離能證律儀果故。」 

 

五、受持心態與要領 
1、《優婆塞戒經》卷 1〈4 解脫品〉：「有人雖於無量世中以無量財施

無量人。亦不能得解脫分法。有人於一時中以一把麨施一乞兒。能得

如見解脫分法。有人乃於無量佛所受持禁戒。亦不能得解脫分法。有

人一日一夜受持八戒。而能獲得解脫分法。有人於無量世無量佛所。

受持讀誦十二部經。亦不能得解脫分法。有人唯讀一四句偈。而能獲

得解脫分法。何以故。一切眾生心不同故。善男子。若人不能一心觀

察生死過咎涅槃安樂。如是之人雖復惠施持戒多聞。終不能得解脫分

法。若能厭患生死過咎。深見涅槃功德安樂。如是之人雖復少施少戒

少聞。即能獲得解脫分法。」 

 

2、《大智度論》卷 13〈1 序品〉：「問曰：五戒、一日戒，何者為勝？ 

答曰：有因緣故，二戒俱等；但五戒終身持，八戒一日持。又，五戒

常持，時多而戒少；一日戒，時少而戒多。 

復次，若無大心，雖復終身持戒，不如有大心人一日持戒也。譬如軟

夫為將，雖復將兵終身，智勇不足，卒無功名；若如英雄奮發，禍亂

立定，一日之勳，功蓋天下。是二種戒，名居家優婆塞法。 

居家持戒，凡有四種：有下、中、上，有上上。 

下人持戒，為今世樂故；或為怖畏，稱譽、名聞故；或為家法，曲隨

他意故；或避苦役，求離危難故——如是種種，是下人持戒。 

中人持戒，為人中富貴，歡娛適意；或期後世福樂，[14]剋己自勉，

為苦日少，所得甚多——如是思惟，堅固持戒。譬如商人，遠出深入，

得利必多；持戒之福，令人受後世福樂，亦復如是。 

上人持戒，為涅槃故，知諸法一切無常故，欲求離苦、常樂無為故。 

復次，持戒之人，其心不悔，心不悔故得喜樂，得喜樂故得一心，得

一心故得實智，得實智故得厭心，得厭心故得離欲，得離欲故得解脫，

得解脫故得涅槃——如是持戒為諸善法根本。 

復次，持戒為八正道初門，入道初門，必至涅槃。----- 

上上人持戒，憐愍眾生，為佛道故；以知諸法，求實相故，不畏惡道，

不求樂故——如是種種，是上上人持戒。 

是四總名優婆塞戒。」 

 

六、齋戒功德 
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問受晝非夜。受夜非晝。得此戒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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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得。所以者何。佛說此為晝夜戒故。問若爾者。尊者迦多衍那所

說因緣當云何通。如說時彼尊者告屠兒言。汝等皆應離此惡業。勿於

來世受大苦果。屠兒答言。我以此業而自存活如何能離。尊者告言。

汝等所作屠羊等業何時分造。屠兒答言。唯於晝分。尊者告曰。汝等

可於夜分受持近住八戒。諸屠兒輩歡喜奉行。命終皆生曠野鬼趣。每

於晝日有黑駁狗欻然而現噉食其肉。唯餘骸骨俄頃肉生平復如舊。還

被食噉受諸苦惱如地獄趣。每至夜分五欲自娛。遊戲受樂猶如天趣。

尊者復詣諸欲邪行婬女等處告言。汝等應離此業。勿於來世受大苦果。

彼人答言。我等久習如是事業非卒能離。尊者告言。汝等所作邪穢事

業在何時分。彼人答言。唯於夜分。尊者告曰。汝等可於晝分受持近

住八戒。諸邪行者歡喜奉行。命終皆生曠野鬼趣。每於夜分有百足蟲

欻爾而生唼食其肉。唯餘骸骨俄頃肉生平復如舊。還被唼食受諸苦惱

如地獄趣。每至晝分五欲自娛。遊戲受樂猶如天趣。如是所說當云何

通。答彼妙行攝非是律儀。受妙行果。非律儀果。是以無過。有餘師

言。是彼尊者神力化作非是真實。令俱胝耳厭世間故。化為彼事故不

須通有說亦得。謂有要期。月八日等恒受齋戒有緣礙故得如是受。評

曰。前說為善晝夜戒故。問若至午後受此戒者亦得戒不。答應言不得。

除先要期。月八日等恒受齋戒。彼有餘緣午前不憶。食已方憶深生悔

愧。即請戒師如法受者亦得此戒。」 

 

2、《成實論》：「是戒五種清淨。一行十善道。二斷前後諸苦。三不為

惡心所惱。四以憶念守護。五回向涅槃。能如是齋則四大寶藏不及其

一分。天王福報亦所不及。帝釋說偈。佛訶之。若漏盡人應說此偈。

偈言。 

 六齋神足月  奉行於八戒  此人獲福德  則為與我等 

受此齋法應泥洹果。故漏盡人應說此偈。受齋法中繫縛桎梏。皆應放

捨。亦斷一切不善因緣。是名清淨。」 

 

3、《中阿含經》：「阿難！是為因持戒便得不悔，因不悔便得歡悅，因

歡悅便得喜，因喜便得止，因止便得樂，因樂便得定心。阿難！多聞

聖弟子有定心者便見如實、知如真，因見如實、知如真便得厭，因厭

便得無欲，因無欲便得解脫，因解脫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

所作已辦，不更受有，知如真。阿難！是為法法相益，法法相因，如

是此戒趣至第一，謂度此岸，得至彼岸。」 

 

七、受戒資格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 1：「若受齋已欲捨齋者。不必要從五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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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齋也。若欲食時趣語一人。齋即捨。凡得波羅提木叉戒者。以五道

而言。唯人道得戒。餘四道不得。如天道以著樂深重。不能得戒。如

昔一時大目揵連以弟子有病。上忉利天以問耆婆。正值諸天入歡喜園。

爾時目連。在路側立。一切諸天無顧看者。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

一手。乘車直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子。而今受天福。以著

天樂都失本心。即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禮目連足。目連。種種

因緣責其不可。耆婆答目連曰。以我人中為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

頗見諸天有爾者不。生天上著樂染心不得自在。是使爾耳。目連問耆

婆曰。弟子有病當云何治。耆婆答曰。唯以斷食為本。有時目連。勸

釋提桓因。佛世難值。何不數數相近諮受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

遣使勅一天子。令來反覆三喚。猶故不來。此一天子唯有一婦有一伎

樂。以染欲情深。雖復天王命重。不能自割。後不獲已而來。帝釋問

曰。何故爾耶。即以實而對。帝釋白目連曰。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妓

樂。以自娛樂。不能自割。況作天王。種種宮觀無數天女。天須陀食

自然百味。百千妓樂以自娛樂。視東忘西。雖知佛世難遇正法難聞。

而以染樂纏縛不得自在。知可如何。凡受戒法。以勇猛心自誓決斷。

然後得戒。諸天著樂心多善心力弱。何由得戒。餓鬼以飢渴苦身心焦

然。地獄無量苦惱種種楚毒。心意著痛無緣得戒。畜生中以業障故。

無所曉知無受戒法。雖處處經中說龍受齋法。以善心故。而受八齋。

一日一夜得善心功德。不得齋也。以業障故。」  

 

八、齋戒清淨 
《薩婆多毘尼毘婆沙》卷 1：「問曰。受八戒法。得二日三日乃至十

日一時受不。答曰。佛本制一日一夜。不得過限。若有力能受。一日

過已次第更受。如是隨力多少。不計日數也。夫受齋法必從他受。於

何人邊受。五眾邊已受八戒。若鞭打眾生齋不清淨。雖即日不鞭打眾

生。若待明日鞭打眾生。亦不清淨。以要而言。若身口作不威儀事。

雖不破齋齋不清淨。設身口清淨。若心起貪覺欲覺瞋恚覺惱害覺。亦

名齋不清淨。雖身口意三業清淨。若不修六念。亦名齋不清淨。受八

戒已精修六念。是名齋清淨。有經說。若作閻浮提王。於閻浮提中一

切人民。金銀財寶於中自在。雖有如是功德。以八齋功德分作十六分。

閻浮提王功德。於十六分中不及一分。所謂最後清淨八齋也。若人欲

受八齋。先恣情女色。或作音樂。或貪飲噉。種種戲笑。如是等放逸

事。盡心作已而後受齋。不問中前中後。盡不得齋。若本無心受齋。

而作種種放逸事。後遇善知識即受齋者。不問中前中後。一切得齋。

若欲受齋。而以事難自礙。不得自在。事難解已而受齋者。不問中前

中後。一切得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