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廣論 

第三十講 

［下士道-深信業果 6］ 
（十惡業-粗惡語、綺語，飲酒） 

最尊貴的淨蓮上師講解 

 

  口業的第三個是「粗惡語」。 

  只要說出讓對方生氣惱怒的話，這個就算惡口，不論你是有意還是無

意。有意的情況，大概就是因為自己發脾氣了、生氣了，所以故意說一些激

怒對方的話，這個時候就是惡語；或者是嘲笑、諷刺對方，說一些尖酸刻薄

的話，這個時候也算是惡語。 

  我們現在大概都不太會故意跑去惹別人，或者是故意去嘲笑別人，我們

現在大概都不會做這樣的事，可是有一種情況之下，恐怕到目前為止還很難

斷，譬如說父母親管教子女，或者是夫妻之間、情人之間、朋友之間，為了

要讓對方好，或者是對方犯錯了，說錯話或者是做錯事，這個時候因為愛護

的關係，難免就會說一些責備的話、責難的話，然後讓對方很傷心。這個都

是因為愛之深、責之切，恨鐵不成鋼，這種情愛是比較難斷的，所以我們大

概就是從這方面來下手。你可以管教子女，你可以把聲音提高八度，但是心

不動，可以這樣子做，就是達到嚇阻的效果，讓小孩子知道你在生氣，可是

實際上你的心沒有動，把該說的、該責備的話都講完了，但是我們沒有動瞋

心；這個很重要，要不然變成說我們為了愛護對方，結果自己造了業，造了

口業，也造了瞋恚的業，這當然就不理想了。所以我們看能不能練習，我們

為了對方的好，可以呀，那說一些應該說的話，也可以，可是我們要小心地

觀自己的起心動念，有沒有跟瞋恚心相應，言語、措詞方面，不要讓對方聽

了太難過，或者是傷到他的自尊心，或者是讓他心中從此刻下一道很深的疤

痕，最好是不要有這樣的後果，是比較理想的。這是有意方面。 

  那無意間說呢，就譬如朋友之間開玩笑，結果對方居然生氣了，搞了半

天，對方是禁不起開玩笑的，結果不小心把他弄生氣了，這就是無意的。本

來只是開玩笑，也不是真的惡意地想要說一些重傷、或者傷害他的話，是不

小心，這是無意的一種例子。 

  另外一種情況，有些人講話會有一些口頭語，譬如說帶著三字經，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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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什麼比較低俗的話語在他的言語之間，可是他是無意的，因為他已經變成

習慣性的，這個也是無意的一種惡口的狀態。 

  只要對方了解你說什麼，這個就構成了惡語業。我們儘量不要說惡口，

儘量說柔軟語，以這個柔軟語來代替惡口。 

  如果能夠遠離惡語的話，我們就可以成就八種清淨的口業。哪八種呢？ 

  第一個，我們說話就會非常的得體、有分寸。如果我們說話讓人家聽了

好像不是很恰當，或者老是不知道怎麼拿捏分寸，我們常常形容說這個人沒

大沒小，就是說他說話沒大沒小，不懂得那個輕重，像這種情況我們現在就

知道，原來是他惡口的語業的過失，才會造成他今天講話非常沒有分寸。 

  第二個清淨的語業，說的都是利益別人的話。如果我們常常為了對方

好，明明是好話，可是我們說出來，對方聽起來也不是很歡喜，好話變成了

壞話，像這種情況我們現在也知道，是因為我們過去惡語業的果報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講話，雖然是為他好，可是他不認為你是為他好，說不定還會

生氣，可能我們表達的方式、或者措詞不是很恰當的緣故。 

  第三個，我們說話都非常的有道理。不管怎麼說，都是合乎道理的，不

會像有些人，我們說他這個人講話就是沒有道理，那就是說他有這些口業的

過失，所以每每講話我們都會覺得他一大堆歪理，或者沒有辦法契理，契合

這個道理來說話。 

  第四個，說話的時候，言語高雅，用詞恰當。非常的美妙動聽、又有吸

引力，很喜歡聽他講話，就是各方面都是非常的美妙、悅耳。反過來說，如

果我們講話也不動聽，也沒有吸引力，人家也不愛聽，就是口業有過失。 

  第五個，所說的話能夠讓對方很歡喜的接受。所以我們就不會責怪別人

說：「為什麼我講話，你總是唱反調？」那是有原因的，不是對方喜歡唱反

調，而是我們過去無量劫以來，可能就是惡語業會比較重一點，所以我們就

是懺這個就對了。奇怪！怎麼老是有人跟我唱反調？我們現在也知道原因出

在哪裡了。 

  第六個，講話是一定非常有信用的，不會言而無信。 

  第七個，說話的時候，話說出來不會被人家諷刺、或者是批評。所以有

些人也是，他一說出來就會遭到別人的譏笑、或者是諷刺、或者是批評，老

是喜歡跟人家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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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個，說的都是柔軟語的緣故，所以讓對方聽了心裡非常的高興。當

然粗惡語講出來，對方當然就不高興，只有講柔軟語的時候，對方才願意接

受，然後聽了心中非常的歡喜。 

  這八個就是遠離惡口而成就的八種清淨的語業。如果把這個功德迴向無

上菩提的話，將來成佛的時候，就能夠具足佛的梵音聲相。梵音，就是清淨

的音聲，可以具足如來清淨的音聲。 

  這個是「惡口」。 

  接下來是「綺語」。只要說沒有意義的話，都屬於綺語。所以學佛修行

人只講有意義，還有利益別人的話。在一起只討論有關於佛法見地、理論，

或者是實際功夫這樣子的內容，其他的都算綺語。 

  其他的就包含非常、非常的廣了，就是我們每天在講的，就是這些其他

的內容。譬如說有些人喜歡跟人家鬥嘴，逞強好鬥，這個互相鬥嘴，或者是

互相叫囂、叫罵的這些內容，甚至嚴重一點就是訴訟、或者是打官司，這當

中所有所說的話，都是屬於綺語。還有，就是佛法以外的言論，也算是綺語。

像世間的言語，或者是外道的言語、言論，或者是咒語，這些都是屬於綺語

的內容。 

  我們只在一種情況之下，會去談論外道的一些言論，或者是他們的咒

語，那就是為了要折服外道的時候。菩薩要利益一切的眾生，要度盡一切的

眾生，這個「一切」，當然是包含了魔道、外道，不管他是什麼道，我們都

發願要度盡一切眾生，當然是包含了所有其他的所謂的魔外，一切的眾生，

都要發願去度他們。所以，外道的經論要不要去研究？以菩薩道來講，大菩

薩他也要研究，可是他如果研究、研究，然後就一頭鑽進去，非常的好樂學

習，也經常為人家演說，然後又讚歎說：「這個說得好！」這個就犯了菩薩

戒。所以菩薩戒裡面的違犯有這一條，就是你為了要度外道的那些眾生，你

可以去研究外道的經論，可是，時間不能夠超過你研究佛法的一半。意思就

是說，譬如我每天都花四個小時來研究佛法，你研究外道言論的時間，就不

能夠超過一半——兩個小時。所以就不能夠說你研究外道的時間，比研究佛

法的時間多，這個就違犯菩薩戒。為了調伏外道，你可以去研究，可是也不

能夠非常的好樂，然後經常的憶念、誦持，然後去讚歎，這個都是違犯菩薩

戒。有關這方面的言論，都是屬於綺語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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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在我們心情不好的時候、傷心痛苦的時候，所說的一些話語，「活

著真沒意思呀」，什麼很消極的話，這個也算是，就是你因為痛苦而發出的

一些言詞，這個都屬於綺語的內容，就是心情不好、發發牢騷，這個都算是

綺語；或者是你在放逸、縱情玩樂的時候，所發出的一些言詞，所說的一些

話，那個是跟放逸、跟貪欲相應的一些話，這個也是屬於綺語之類的；還有，

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談什麼？談國家大事、政黨政治、社會新聞，這個算綺

語；要不然就是三姑六婆聚在一起，東家長、西家短，談論人家的是非，這

個也算綺語；或者是群居終日、言不及義，想到哪裡就扯到哪裡，天馬行空

隨便扯，這個也都算是綺雨；還有，就是在一些熱鬧的場合，婚喪喜慶，或

者是開 party 的時候，講的一些應酬話，這個都是綺語；或者是你在看表演，

做秀表演的時候，或者你在家裡看電視，一面看、一面講的所有言論，都算

是綺語。 

  完了！這不是我們每天在講的嗎？我們每天講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

是屬於綺語，怎麼辦？我們今天念完這一段，是不是明天開始就閉嘴不講

話？有人要跟你談政治，談今天發生了什麼社會新聞，你說：「阿彌陀佛！

我是佛教徒，我不講綺語，所以我沒有意見。」可以這樣子嗎？這樣很快你

就會變成孤家寡人，旁邊的人都跑光了，被你嚇光了。那怎麼辦呢？菩薩利

益眾生，我們剛才講了，大前提就是說講有意義、利益他人的話，我們怎麼

把一般人談論這些言語的內容，本來是綺語，一般人講是綺語，可是換到我

們的口裡說出來，它就會變成利益眾生的話，會變成有意義的話，而跟佛法

相應的話，只要我們心住正念。跟他談論政治的時候、國家大事的時候，我

們的心安住在正念當中，心跟佛法相應，知道它是生滅、無常、無我的，不

要太衝動，所以就不會講一講，講到自己比他還激動，比他還投入，就不會

有這樣的情況，因為我們有定慧力的攝持，來跟眾生談論這些話語的內容，

可以，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都是大乘菩薩，都是行大乘菩薩道的，所以我們不可能遠離人

群，我們有家庭、有子女，還在這個社會當中，每天還要工作，我們怎麼可

能不跟人家講話呢？他們講的大部分都是綺語，我們不要矯枉過正，可以談

論，只是我們要心住正念，然後用定慧力來跟他談。你是在跟他談佛法的道

理，可是他不知道，你可以把佛法的道理，你平常體會的，把它帶進到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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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社會事件等等的這些內容，在聊天的時候，其實你在跟他談佛法，可

是他不知道，你在度眾生。所以儘管談沒有關係，因為只要跟佛法相應，它

都是有意義，而且是真實利益眾生的話，這樣我們就不會害怕，不敢講話，

可以儘量講，只是我們要很小心。 

  心住正念的意思，就是說你一定是跟佛法的內容是相應的。定慧力的意

思，就是說有定力的攝持，你的心不會動，心平氣和的、清清楚楚的。慧力，

就是對方講的每一句話都很清楚，你都透過智慧的觀察、智慧的分辨，然後

用佛法的智慧的內容來回答他，這樣就可以不算犯綺語。菩薩都有無量的善

巧方便，所以沒關係，不要害怕。 

  如果我們能夠遠離綺語的話，就可以成就三種功德： 

  第一個，有智慧的人，都會對你非常的尊重敬愛。 

  第二個，你在回答問題的時候，也都能夠以智慧來回答。不會廢話一堆，

或者是講了半天，一直繞、一直繞，抓不到重點，不會有這樣的情況。因為

平常閒扯扯慣了，就會講話沒有重點，平常都在講廢話，所以現在也沒有辦

法把握重點，很清楚的、條理分明的把事情說清楚。 

  第三個，在人天當中是最有威德的，會讓人又恭敬、可是又害怕，心裡

面有那個怖畏的心，可是又很喜歡親近你，所謂「敬畏」的心。可是不會因

為那份敬畏的心，又不敢接近你，不會，因為每次親近你的時候，跟你談，

都覺得自己很受用，都覺得自己得到了佛法的利益，所以又很喜歡親近你，

雖然心中非常的敬畏。 

  這就是三種功德。如果把這個功德迴向無上菩提的話，就能夠得到如來

的授記。所謂的授記，就是為了鼓勵這些發大心的菩薩，所以祂事先會授記

說：你將來會在什麼時間、什麼地方成佛，你的佛的名號叫什麼，這個就是

所謂的授記。 

  四種語業介紹完了。 

  下面是飲酒戒。飲酒戒原來《廣論》是沒有這個部分，可是因為殺、盜、

婬、妄，五戒的另外四戒都已經介紹了，就是飲酒戒沒有介紹，所以我們就

把這個放進來，這樣五戒也介紹圓滿，同時也可以介紹十惡業的內容，所以

我們就把它放進來。 

  飲酒戒是唯一的遮戒，前面四個：殺、盜、婬、妄是屬於性戒，性戒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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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自性有罪，它本身就有罪，殺盜婬妄本身就有罪。可是喝酒它的本身沒

有罪，只是佛遮止的，後來制定戒律的時候遮止的，所以它沒有根本罪，只

有犯，但是沒有根本罪，所以它是可以懺悔的。 

  因為我們現在也是要交際應酬，有時候不得已，一些婚喪喜慶，或者是

跟自己的老闆，或者是朋友，有一些場合真的是很難避免的時候，我們就喝

一口懺悔一次，喝一口懺悔一次，所以它是可通懺悔的。 

  可是，佛為什麼要遮止不能夠喝酒呢？那就是因為酒精的成分會讓人

醉，喝醉了之後就會喪失理性，也可能會亂性，而犯了前面的殺盜婬妄，因

為喝酒的緣故。就是曾經有這樣的一個事件發生，所以佛陀才制定以後不能

夠喝酒。 

  而且，更重要的是，喝酒會讓我們的智慧很難開發。喝過酒的經驗就知

道，你說我也沒有喝的大醉，我喝一點點，喝到微醺，身心好像在一種很舒

暢的狀態，那個不是可以養身嗎？促進血液循環，對身體也會有幫助。因為

有些人他晚上喝一點紅葡萄酒，也可以幫助睡眠，又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尤

其是年紀大的，有人是這樣子做。可是，你喝到這樣子有一點好像茫茫然，

那種情況之下你來思惟佛法看看，看那個腦筋可不可以轉得動？那時候思惟

佛法的內容，恐怕是很難，因為頭腦有一點昏昏的那種狀態之下，頭腦不清

醒的狀態，是很難思惟佛法，所以它為什麼障礙智慧的生起，最主要的原因

在這裡。所以佛陀制定不能夠飲酒，制定這個戒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為

它會障礙智慧。所以不要以為喝點小酒沒有關係，我又沒有酗酒，有什麼關

係？喝一點說不定還對健康有幫助，有什麼關係？不是這樣子，最主要是障

礙智慧的開發，因為我們學佛就是希望能夠開智慧，開悟成佛。 

  酒的種類有很多，像五穀釀的酒，米釀的酒，就是米酒，或者麥釀的酒，

又非常、非常多，很多 whisky 是麥釀的，啤酒也是麥釀的，高梁釀的高粱

酒，都是屬於五穀之類的；另外一類，就是植物的根、莖、葉、花、果、種

子所釀的酒，最多就是水果酒，我們常看到的梅子酒，植物所釀的酒；或者

是藥草所釀的酒，我們叫做藥酒，種類非常非常的多。 

  什麼叫做酒呢?就是它只要有酒的顏色、酒的香味、酒的味道，還有喝

了會讓人家醉的，這個就稱為酒，定義為酒。就是有酒色、酒香、酒味、喝

了會醉的，這個就叫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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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什麼樣的情況之下犯？它是酒，然後你知道它是酒，有時候不知

道，不知道就不算犯。有時候人家請客、你去做客，可是你不知道它那個菜

裡面、或者是它的哪一個料理裡面，有時候是煮完然後上面灑一瓢米酒，說

這樣子可以提味，可是你不知道就給它吃下去，這種情況之下就不算，因為

你不知道是酒。所以有三個條件：第一個它是酒；第二個你確定它是酒、知

道它是酒；第三個，一入口就算犯。所以進入口裡面，一口懺悔一次，喝第

二口再懺悔一次，就是你喝一口的當下你就懺悔，沒辦法嘛，不得已，要懺

悔，不是喝得很高興，喝一口懺悔一次，這樣就可以。非不得已的情況之下

就是這樣子，這就是它的開緣。 

  如果是看起來有酒的顏色，但是沒有酒的香味，也沒有酒的味道，喝了

不會醉的，有的醋的顏色很像是酒，或者茶的顏色，或醬油的顏色很像酒的

顏色。雖然有酒的顏色，可是沒有它的香味、還有酒的味道，那喝了不會醉

的，這個當然就不算犯。如果為了生病的理由，醫生說你開這個藥方裡面就

一定要加酒，這種情況之下不算犯，就是當做醫療用的情況之下不算犯。還

有，就是煮菜會放一些米酒，只要它那個酒精被蒸發之後，喝了不會醉的，

這個時候也不算犯。所以常常有人問說菜裡面加酒，算不算犯飲酒戒？不

算，只要它沒有酒精的成分，就是酒精的成分已經被蒸發之後，就不算犯。 

  如果能夠不飲酒的話，就不會有以下所說的這十種過失。 

  第一個，不會氣色不好。常常喝酒的人一定面容憔悴，整個神情很黯淡，

不喝的話，當然就沒有這樣的過失。 

  第二個，也不會虛弱無力。 

  第三個，眼睛也不會不好。我們知道喝酒傷肝，肝開竅於目，就是我們

的肝臟開竅在我們的眼睛，所以我們喝酒傷肝，然後眼睛就不好，很多眼睛

的毛病就是因為喝酒所引起的。 

  第四個，不會有那個瞋恚相。你如果遠離喝酒，不犯這個戒律的話，就

會看起來和藹可親、慈眉善目。常常喝酒的人就是有兩種情況，一種就是眼

光呆滯；另外一種情況，就是眼露凶光、青筋暴露。 

  第五個，我們的田業或者家產，不會被我們敗掉。因為你不會交到酒肉

朋友，不會整天花天酒地，也不會喝酒誤事情，所以家裡的田產或者是家業

都能夠守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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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六個，不會生有關於喝酒的疾病。像我們知道酗酒的結果就會酒精中

毒、或者是肝硬化，很多疾病是因為喝酒之後所引起的。現在既然不喝的話，

當然就沒有這些毛病，身體會非常的健康，氣色會非常的好。 

  第七個，也不會跟人家結怨或者是互相鬥毆。很多青少年他喝了酒之

後，就互相看不順眼，還沒有開口，只是看不順眼就打起來了，那都是喝酒

鬧事，就不會有這樣的過失。嚴重一點的就是打官司，官司纏訟，這個也是

因為喝酒的關係。 

  第八個，就不會有壞名聲。人家不會批評說他是敗家子，或者是整天喝

酒不務正業，是酒鬼、又是什麼，不會有這樣的壞名聲。 

  第九個，能夠聰明有智慧，耳聰目明，頭腦清晰。常常喝酒就是頭腦不

清楚，整天渾渾噩噩的過日子。 

  第十個，死後不會墮三惡道。那是因為不會喝酒引發貪瞋癡，而造下三

惡道的業，當然死後就不會墮三惡道。 

  這是五戒講完了，四種口業也講完了。 

  我們講一個結論，就是不能夠不講話，一定要講，我們就希望講的是什

麼？真實語，就是絕對不打妄語，講的是真實語；講的是不挑撥離間，講的

是和合語；不講粗惡語，講柔軟語；不講綺語，講有意義、利益眾生的話。

我們要講話就一定是講這樣的話，其他的話不講，從此就可以遠離一切口業

的過失。 

  好，我們今天就講到這裡。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切，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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