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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釋初品中尸羅波羅蜜義第二十一 （卷第十三） 

 

【經】 

「罪、不罪不可得故，應具足尸羅波羅蜜。」1 

 

【論】 

尸羅2（秦言性善），好行善道，不自放逸，是名尸羅。 

或受戒行善，或不受戒行善，皆名尸羅。 

 

思惟題： 

1. 無論受戒與否，只要行善皆稱作「尸羅」。如是，受戒仍有其必

要性嗎？ 

2. 不受戒行善也稱作尸羅，如此和檀那「行善」有何區別？ 

 

 

 
1 上文已闡明布施度，以下龍樹菩薩接著解釋持戒度。必須真正解悟罪與

不罪皆是了不可得，方是圓滿具足持戒度。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序品〉：「佛告舍利弗：『菩薩摩訶薩以不

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以無所捨法應具足檀那波羅蜜，施者、受者及財物

不可得故；罪、不罪，不可得故，應具足尸羅波羅蜜……。』」 

2 尸羅：梵文 śīla 的音譯，義譯為：戒、持戒、清涼、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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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羅者，略說身、口律儀3有八種：4不惱害、5不劫盜、不邪婬，不妄

語、不兩舌、不惡口6、不綺語，不飲酒，及淨命7，是名戒相。 

 

三種律儀： 

1. 別解脫律儀（身律儀、口律儀）：又作「別解脫戒」，一一各別

棄捨身三惡、口四惡。 

2. 靜慮律儀（意律儀）：又作「定共戒」，得色界禪定者，於禪定

中自然不造作惡業。 

3. 無漏律儀（意律儀）：又作「道共戒」，得無漏智慧者，有防非

行善的能力。 

三律儀 別解脫律儀 靜慮律儀 無漏律儀 

 別解脫戒 定共戒 道共戒 

相應之三業 身、口 意 意 

所止之惡 殺盜婬妄 貪瞋癡8 貪瞋癡 
 

 
3 律儀：律法和儀則。 

4 上文（卷 12）解釋布施能生持戒波羅蜜時，已提及「十不善道」。此處

略去不貪、不瞋、不癡之三善，僅列出身三善、口四善，再加上「不飲

酒」，共成八種身口律儀。 

5 不殺生。 

6 惡口： 1、所說的言語如口出刀槍、利矛，刺傷他人；2、咒詛他人之

語；3、下流的髒話。 

7 淨命：即八正道中的「正命」，以清淨、正直的方式活命。 

8 禪定中僅能降伏惡業，令其暫時不起，並未完全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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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護、放捨，9是名破戒。破此戒者，墮三惡道中。 

若下持戒生人中，中持戒生六欲天中，上持戒又行四禪、四空定，生

色、無色界清淨天中。10 

上持戒有三種：11下清淨持戒得阿羅漢，中清淨持戒得辟支佛，上清淨

持戒得佛道。不著、不猗12，不破、不缺，聖所讚愛，如是名為上清淨

持戒。 

若慈愍眾生故，為度眾生故，亦知戒實相故，心不猗著；如此持戒，將

來令人至佛道，如是名為得無上佛道戒。 

若人求大善利，當堅持戒，如惜重寶，如護身命。何以故？譬如大地，

一切萬物有形之類，皆依地而住；戒亦如是，戒為一切善法住處。 

復次，譬如無足欲行，無翅欲飛，無船欲渡，是不可得；若無戒欲得好

果，亦復如是。 

若人棄捨此戒，雖山居苦行，食果服藥13，與禽獸無異。或有人但服水

為戒，或服乳，或服氣14；或剃髮，或長髮，或頂上留少許髮；或著袈

 
9 放捨：放棄、捨棄。將戒律拋諸腦後而不顧，即是破戒。 

10 色界之四禪：初禪天、二禪天、三禪天、四禪天。 

 無色界之四空定：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

處天。 

11 此處的上持戒為出三界的「清淨持戒」，或可稱作「上上持戒」，與上

文所說三界的「上持戒」不同。 

12 猗：通「倚」，依靠。 

13 藥：草藥。 

14 服氣：吸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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裟，或著白衣，或著草衣，或木皮衣；或冬入水，或夏火炙；若自墜高

巖，若於恆河中洗；若日三浴，再供養火。種種祠祀，種種呪願，受行

苦行，15以無此戒，空無所得。16 

若有人雖處高堂大殿，好衣美食，而能行此戒者，得生好處及得道果。 

若貴若賤、若小若大，17能行此淨戒，皆得大利。 

若破此戒，無貴無賤、無大無小，18皆不得隨意生善處。 

復次，破戒之人，譬如清涼池而有毒蛇，不中澡浴；亦如好華果樹，而

多逆刺。若人雖在貴家生，身體端政，廣學多聞，而不樂持戒，無慈愍

心，亦復如是。如偈說： 

  「貴而無智則為衰，智而憍慢亦為衰，  

  持戒之人而毀戒，今世後世一切衰！」  

人雖貧賤而能持戒，勝於富貴而破戒者。 

華香、木香不能遠聞；持戒之香，周遍十方。19 

 
15 1、以上所說種種苦行，為佛法以外的修行人所奉行，其所信持的知見

為「戒禁取見」。 

 2、無益苦行非修行的正道。 

16 雖然有心修行，由於缺乏戒德的助力，修行難以得到善果、正果。如同

上文所說：「無足欲行，無翅欲飛，無船欲渡，是不可得。」 

17 1、年紀或大或小；2、身分地位或高或低。例如：大人、小人。 

18 無：不論。既已破戒，則無貴賤、大小之分。 

19 《雜阿含經》（一○七三）：「有三種香，順風熏，不能逆風，謂根

香、莖香、華香。……有善男子、善女人，在所城邑、聚落，成就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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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戒之人，具足安樂，名聲遠聞，天、人敬愛，現世常得種種快樂。 

若欲天上、人中、20富貴、長壽，取之不難；持戒清淨，所願皆得。 

復次，持戒之人，見破戒人刑獄考21掠，種種苦惱，自知永離此事，以

為欣慶。 

若持戒之人，見善人得譽，名聞快樂，心自念言：如彼得譽，我亦有

分。 

持戒之人，壽終之時，刀風解身，筋脈斷絕，22自知持戒清淨，心不怖

畏。如偈說： 

   「大惡病中，戒為良藥；大恐怖中，戒為守護；死闇冥中，戒為明燈； 

    於惡道中，戒為橋梁；死海水中，戒為大船。」  

復次，持戒之人，常得今世人所敬養，心樂不悔，衣食無乏，死得生

天，後得佛道。 

持戒之人，無事不得23；破戒之人，一切皆失。 

 

法，盡形壽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如是善男子、善

女人，八方上下，崇善士夫，無不稱歎言：『某方某聚落善男子、善女

人，持戒清淨，成真實法，盡形壽不殺，乃至不飲酒。』阿難！是名有香

順風熏、逆風熏、順風逆風熏。」 

【註】持戒之香，無論順風、逆風皆可聞。 

20 若欲生天上或生人中。 

21 考：拷。 

22 性命終了時，四大分散。 

23 得：能、成就。 



 7 

譬如有人常供養天，其人貧窮，一心供養，滿十二歲，求索富貴。 

天愍此人，自現其身而問之曰：「汝求何等？」 

答言：「我求富貴，欲令心之所願，一切皆得！」 

天與一器，名曰德瓶，而語之言：「所須之物，從此瓶出。」其人得

已，應意所欲，無所不得。得如意已，具作好舍，象馬、車乘、七寶具

足，供給賓客，事事無乏。 

客問之言：「汝先貧窮，今日所由得如此富？」 

答言：「我得天瓶，瓶能出此種種眾物，故富如是。」 

客言：「出瓶見示，并所出物！」 

即為出瓶，瓶中引出種種眾物。其人憍泆24，立瓶上舞，瓶即破壞，一

切眾物亦一時滅。25 

持戒之人，亦復如是，種種妙樂，無願不得；若人破戒，憍泆自恣，亦

如彼人破瓶失物。 

復次，持戒之人，名稱26之香，今世、後世周滿天上及在人中。 

 
24 泆：放蕩、放縱。憍泆：驕奢淫泆。 

25 《眾經撰雜譬喻》卷 1（四）：「其人驕逸，捉瓶起舞，執之不固，失

手破瓶，一切諸物俱時滅去。持戒之人，種種妙樂，無願不得。若人毀

戒，驕逸自恣，亦如彼人，破瓶失物。」 

26 名稱：好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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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持戒之人，人所樂施，不惜財物；不修世利，而無所乏；得生天

上、十方佛前，入三乘道而得解脫。唯種種邪見持戒，27後無所得。 

復次，若人雖不出家，但能修行戒法，亦得生天。 

若人持戒清淨，行禪、智慧，欲求度脫老、病、死苦，此願必得。 

持戒之人，雖無兵仗，眾惡不加；持戒之財，無能奪者；持戒親親28，

雖死不離；持戒莊嚴，勝於七寶。以是之故，當護於戒，如護身命，如

愛寶物。 

破戒之人，受苦萬端，如向29貧人破瓶失物，以是之故應持淨戒。 

復次，持戒之人，觀破戒人罪，應自勉勵，30一心持戒。 

 

思惟題： 

1. 持戒的功德除了龍樹菩薩所列舉者，是否還有其他益處？ 

2. 我有沒有因為守護尸羅而親嘗利益的經驗？是否因為持戒而覺得修

行生命有所不同？ 

 

 
27 戒禁取見，如古印度之外道修行人持牛戒、雞戒，亦如上文所提及的於

恆河中浴、修火供。 

28 親親：最親近、親愛的親屬。 

29 向：剛才。 

30 如《論語•里仁》中，子曰：「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破戒者所造之

罪，一則內省是否也如對方一樣有造罪過，以此自我惕勵；二則思惟對方

因破戒所導致的己苦與他苦，以此防非止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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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名為破戒人罪？31 

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家如塚，人所不到。 

破戒之人，失諸功德，譬如枯樹，人不愛樂。 

破戒之人，如霜蓮花，人不喜見。 

破戒之人，惡心可畏，譬如羅剎。 

破戒之人，人不歸向32，譬如渴人，不向枯井。 

破戒之人，心常疑悔，譬如犯事之人，常畏罪至。33 

破戒之人，如田被雹，34不可依仰35。 

破戒之人，譬如苦苽36，雖形似甘種而不可食。 

破戒之人，如賊聚落，不可依止。 

破戒之人，譬如大病，人不欲近。 

破戒之人，不得免苦，譬如惡道難可得過。 

破戒之人，不可共止，譬如惡賊難可親近。 

破戒之人，譬如大坑，行者避之。 

 
31 以下列出二十七種破戒的罪過，實則罪過之多不可稱數。 

32 歸向：親近、依止。 

33 破戒者，心常不定，多疑多慮，後悔萬端，極其害怕隨之而來的罪罰與

苦痛。 

34 田地被雹覆蓋。 

35 依仰：依靠、仰賴。不可依仰：無法賴以維生。 

36 苽：音ㄍㄨ（gū），同「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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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戒之人，難可共住，譬如毒蛇。 

破戒之人，不可近觸，譬如大火。 

破戒之人，譬如破船，不可乘渡。 

破戒之人，譬如吐食，不可更噉。37 

破戒之人，在好眾中，譬如惡馬在善馬群。 

破戒之人，與善人異，如驢在牛群。 

破戒之人，在精進眾，譬如儜38兒在健人中。 

破戒之人，雖似比丘，譬如死屍在眠人中。 

破戒之人，譬如偽珠在真珠中。39 

破戒之人，譬如伊蘭40在栴檀林。 

破戒之人，雖形似善人，內無善法；雖復剃頭、染衣41、次第捉籌，42

名為比丘，實非比丘。 

 
37 嘔吐物不可食。 

38 儜：音ㄋㄥˊ （néng ），弱小、虛弱。 

39 猶如魚目混珠。 

40 伊蘭：一種樹木，花雖可愛，但散發惡臭。 

41 僧人的服裝通常染以壞色，因此稱作染衣。 

42 籌：以木片或紙張，做為計數的用具。 

 次第捉籌：出家人依順序取籌，以計算受供的人數或參與投票。捉籌，

又作「行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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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戒之人，若著法衣，則是熱銅鐵鍱43以纏其身；若持鉢盂44，則是盛

洋銅45器；若所噉食，則是吞燒鐵丸，飲熱洋銅；若受人供養供給，則

是地獄獄鬼守之；46若入精舍，則是入大地獄；若坐眾僧床47榻，是為

坐熱鐵床上。 

復次，破戒之人，常懷怖懅48，如重病人，常畏死至。亦如五逆罪49

人，心常自念：「我為佛賊」，藏覆避隈；50如賊畏人，51歲月日過，

常不安隱。 

破戒之人，雖得供養利樂，是樂不淨；譬如愚人，供養莊嚴死屍，52智

者聞之，惡不欲見。53 

 
43 鍱：音ㄧㄝˋ（yè ），薄鐵片。 

44 鉢盂：出家人的飯器。 

45 洋銅：鎔化的銅，或作「烊銅」。 

46 受供時，猶如被獄鬼在一旁看守著，膽戰心驚。  

47 床：睡或坐的床椅。 

48 懅：害怕。 

49 五逆罪：五種極度違逆於正理的重罪，即：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

佛身血、破和合僧。 

50 隈：音ㄨㄟ（wēi），角落。 

 藏覆避隈：東躲西藏。 

51 1、活在黑暗中，羞於見人、愧對於他。 

 2、若於人群中，心有恐懼之情，怕被發現。 

52 莊嚴死屍：令屍體看起來莊嚴。此處的莊嚴為動詞。 

53 感到厭惡，不想見到「供養莊嚴死屍」這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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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種種無量破戒之罪，不可稱說，行者應當一心持戒。 

 

思惟題： 

1. 龍樹菩薩列出二十七種破戒的罪過，我能想到其他的罪過嗎？ 

2. 如果我已受戒，當初受戒時的發心，至今是否依然堅固？ 

3. 學習了持戒之功與破戒之過，若我尚未受戒，我想發心受戒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