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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範圍 
經文 主題 

書籍 光碟 

P.234~237 無 

不應作而作，應作而不作；悔惱火所

燒，後世墮惡道。──大智度論卷一

七〃釋初品中禪波羅蜜 

1.語譯 

2.解說 

 

經文 

不應作而作，應作而不作；悔惱火所燒，後世墮惡道。──大智度論卷一七〃

釋初品中禪波羅蜜 

1.語譯 

  不該做的去做了，應該做的卻不去做，這兩種情況都會使人後悔，若犯了嚴 

  重的錯誤，今生後世都會面對惡劣的環境。 

2.解說 

  2.1該做、不該做，應有其準則 

    2.1.1謹守做人的本分很要緊。什麼是該做，什麼是不該做，一定有其準則。 

    2.1.2不能主觀決定，而需要有智慧做客觀的判斷 

  2.2客觀的判斷標準 

    2.2.1為全體所需要而做，為全體的利益著想，即是客觀的標準。 

    2.2.2實際上仍是個人的判斷，必須參考大眾的意見，才可得到比較客觀的 

          標準。 

  2.3以團體制度、風俗民情為準則 

    2.3.1社會團體共同的制度規章、風俗民情，許可、要求我們做的，叫作該 

          做，而且必須要去做。 

  2.4佛教戒律的制定有其不變的原則 

    2.4.1佛教戒律，在佛的時代就是因人因事因地而有不斷地改動。 

    2.4.2不變的原則，是保證身、口、意行為的清淨健康。 

    2.4.3因此便是順應化導當時當地的制度規章及民情風俗。  

  2.5應做而做，不應做不做，便是行的菩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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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做人的本份為何? 

2.如何判斷何者該做或不該做? 

3.如何能夠真正的客觀的判斷該做或不該做？ 

4.佛教的戒律也是因時因地而有改動，是否有其不變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