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仁波切論肉食的過患

根據別解脫戒、菩薩戒及密乘戒等三種戒律，吃肉是不被允許

的。在《楞伽經》中，佛說：「我從未已允許、今允許或將允許食眾

生肉。」他開示：「我的弟子不可食眾生肉。」一般而言，無論是屠

夫或買肉者都會墮入像燒熱地獄般的地方受苦。在《楞伽經》中，佛

陀告誡我們：「無論是為了營利殺害眾生，或是買眾生肉都是惡行，

此惡業會導致來生投生在嚎叫地獄中受苦。」另：「違逆佛語食眾生

肉者是大惡人，摧毀世出世間諸等利益。」佛陀進一步說明：

於任何時處，眾生肉悉非清淨食。我與諸佛從未允弟子食肉。眾

生彼此相殘為食者，投生食肉野獸。食肉者周身惡臭，旁人不

喜，為人輕賤，智根鈍濁，種性下劣。佛菩薩及聲聞等共同喝斥

肉食，若依舊食肉無慚愧者，必恆常諸根不具。棄捨肉食者將投

生為具足智慧福德之婆羅門。所食之肉，若見、若聞、若疑來自

屠室者尤當訶責。俱生肉食之邪見者不足以知此。彼當倡言肉食

愚見，曰：「肉可食，諸方無遮，諸佛應允。」智者唯喜適量蔬

食，見肉食如見子肉。修學安住大悲心之佛子，於任何時處，當

嚴禁肉食。於任何處若見肉食即見恐怖，遠離涅槃。遠離肉食乃

智者相。

在《大涅槃經》中，佛告弟子迦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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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諸意欲聲聞果者，當從今起斷絕食眾生肉。若有具信布施

肉食，當觀如子之肉。」佛子迦葉問佛：「云何當斷絕肉食？」佛

答云：「善男子，食肉礙大悲心。諸上求佛道者當從今起斷絕肉

食。迦葉，食肉者若坐若臥若行，他眾生聞其味心生怖畏。善男

子，如人食辛蒜，眾聞其味悉皆遠離，食肉者亦復如是，諸旁生聞

其味，心生死怖。」迦葉復問佛：「聖者，若比丘、比丘尼及沙彌

等恆常受他人供養飲食。若施主供以肉食，當云何受？」爾時佛告

迦葉：「當區分食與肉，洗淨非肉食而用。若缽清淨無肉餘味，可

用缽盛食之。若否，則應洗缽。若食供中有肉甚多，則應拒之。若

食中見肉，則不應用，若用，則惡業積聚矣！吾嚴禁肉食之理說不

能盡。吾即將入大涅槃，無復多言。」

在《央掘魔羅經》與律藏中，佛陀有進一步闡揚肉食之過。再者，

蓮花生大士在伏藏法《仁欽忠美》中清楚地喝斥緇素二眾食肉之過，

云：「諸佛弟子，無論比丘、比丘尼、沙彌及在家居士等皆應遵奉七種

戒律。此即四種根本戒（殺、盜、淫、妄）及嚴禁酒、肉與非時食。」

或許有些人認為佛陀喝斥肉食，乃就遵守小乘七種別解脫戒律的持

守者而言，而未必適用於大乘或金剛乘的修持者。但是，以下大乘經文

卻明白地指出肉食之過：「肉乃三界流轉食，如劍斬斷解脫根，如火燒

盡菩提種，如電遮止人天道。」既然無論在家、出家肉食都是不被允許

的，有志於菩提道者則應斷絕肉食。已經發過菩提心、受過菩薩戒者，

若食過去父母之肉，將會造下極重的的罪業。即便是在金剛乘，除非是

已經實證淨觀了義見的大成就者之外，也是不得食肉的。處悉貝瑪督度

仁波切提到他所經驗的一個淨觀，之後，他斷絕肉食：

具大悲心者─觀世音菩薩在我前面的虛空中出現，告訴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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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菩提道上有些進展，且獲得一些教理知識。但是，你缺乏慈

悲心。大悲心是佛法的根本。若有大悲心，則不可能食肉。肉食者

會經歷許多痛苦與疾病。看那些可憐的人們呀！每個人都因一己之

惡行而受苦……而斷絕肉食者不會經歷這些痛苦，相反地，十方諸

佛菩薩、上師、本尊及空行等都會隨喜讚嘆並賜與護佑。」

許多偉大的修行者亦多喝斥肉食如毒食。施身法覺的傳奇女性

修持者─瑪吉拉準說：「對我來說，我絕無可能食肉。當我看到

旁生充滿恐懼且無助的眼神時，我會產生極廣大的慈悲心。」偉大的

寧瑪派瑜珈士─立津吉美林巴祖師說：「就像阿闍梨卡達亞納乞食

的故事般，我看到此旁生即是我過去世的母親，我怎麼可能見到屠夫

殺害我母親，而我還嚥得下母親的肉呢？可想像我們會多麼憂心呀！

因此，只要我們真實地去思維，我們是不可能不對旁生生起大慈悲

的。」有些人聲稱自己是修行者，且說：「為了健康著想，多少也該

吃一點酒肉，否則身體會衰弱甚至死亡。」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無

論如何，若是為了修持佛法，或禁絕酒肉而死亡，這也是值得的。誠

如偉大的修持者哲雷立津所說：

我從內心深處，真誠地祈願

願此生及來世

生生世世不與食肉飲酒者為伍

願持守戒律者永不投生在

酒肉不禁之處

即便我因禁絕酒肉而亡

我也會因堅持佛陀戒律的緣故

而成為真正的修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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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菩薩巴楚仁波切（烏金吉美卻基旺波）說：「作為一位佛教

徒，我們已經皈依三寶。皈依法寶的主要內涵，是我們不能對任何眾

生有任何的暴力行為。因此，若是我們繼續吃肉，而這些肉都是無辜

的眾生遭受屠殺而來的，這麼一來，我們豈不違反當初皈依三寶所

立下的承諾？」在確知酒肉之過患後，我於菩提迦耶金剛座的菩提樹

前，以十方諸佛菩薩做見證，立下盡形壽永斷酒肉的誓願。此外，我

在我所有的寺廟，都立下禁絕酒肉的規矩。因此，任何願意聽我開導

者，都不得違越此重要的佛陀戒律。

肆、仁波切論護生的利益

皈依無量壽佛及諸菩薩眾！

此殊勝行的不可思議功德利益，在佛陀經續典籍裡有詳述。印

藏諸班智達與成就者亦多立論廣讚此善行。大乘教義的精華─慈悲

心，是嚴禁殺生與傷害眾生的基乘基石，同時也是金剛乘行者與被度

脫者之間神聖的三昧耶誓句。

此外，一個最主要的重點是，對於在此地球上生存的人類而言，

沒有任何罪孽比殺害另一有情更重大的了。這也意味著，沒有任何積

功累德之行比放生更加殊勝！我們只要遵循著所有宗教共同的非暴力

原則，即可獲得世上的安樂。既然我們不想獲得任何形式的痛苦，我

們怎可讓其他生靈去承受呢？

沒有任何供養諸佛的祈願文，比慈悲關懷及斷絕殺害他人、動

物、鳥、魚及昆蟲更殊勝的。嘗試解救瀕臨性命危險的生靈，或減輕

牠們的痛苦，是慈悲眾生更積極的一步。此外，向被人類殘害的生命

唸誦祈願文，也是我們下一步所應該作的。只要我們的心清淨、無私

無染，遵循此道必然障礙自消，並帶來內心的安樂與將來的覺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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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愛心及虔信者必力行不獵殺動物，並勸誡他人共同護生。

例如，在慈心的驅動下，我們除了不會對在世界各地遷移，客居本地

的候鳥，投石、設網或獵殺外，我們還會盡可能地提供各種可能的援

助，讓牠們得以安穩地到達目的地。偉大的班智達阿底峽尊者曾云：

「對無助及貧窮者給予慈愛照顧，與觀修空性同等重要。」慈悲心是

大乘佛法的基石。

因此，我想熱切地向不分國籍、階級與宗教的所有人類呼籲，共

同修持這最簡單卻最深奧的慈悲心。如果我們想讚美佛陀，或想讓佛

陀高興，則沒有一個方法比盡我們所能，去拯救無辜、不會說話且沒

有防衛能力的動物、鳥、魚及昆蟲，給予牠們寶貴的生命更好的了。

我們的道德規範嚴禁我們取走我們無法給予的東西，我們無法給

予其他眾生新的生命，這是閻王死主的管轄範圍。因此，若我們掠奪

其他眾生的生命，在我們這一方，將造下極為無恥、傲慢與邪惡的重

罪。

我堅信，如果人類普遍接受並修持此慈悲行，則祥和與快樂將降

臨在這地球的每個角落，人類的各種痛苦都將銷聲匿跡。我們大家都

會極幸運地享有安樂、繁榮、健康與長壽。在這種吉祥的情況下，即

便死亡來臨時，我們在心境上也會是平靜、滿足，沒有遺憾的。遠離

紛擾的妄念與錯亂，內心正念知佛法的精要，他（她）會在完美的寧

靜中往生，且會投生善趣。持續地修持此尊貴之道，在究竟上會導引

我們證得涅槃。

普願大眾遵循此最殊勝之道，不僅能累積一己在道上的福德資糧

外，而且能廣泛地利益所有眾生。

瑪瑪科臨莎曼他（吉祥圓滿） （全文完）

本文節錄自《白玉法訊》第八期
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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