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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歷史上的三大佛教傳統當中，遠東華文聖典的一支和中亞藏文聖典的一

支，至今仍在傳菩薩戒，而這個戒法的傳授，跟聲聞的別解脫戒與密續的三摩

耶戒一樣，都固定在儀式中依照儀軌由和尚傳給弟子。漫長的歷史中，尤其在

中國佛教的三壇大戒將沙彌（尼）戒、比丘（尼）戒及菩薩戒並列傳授的傳統

下所形成的「菩薩戒」概念，如今已根深蒂固，教界少有人注意到傳授的菩薩

戒原本是經過印度祖師的整理、安排，遵守的儀式也並非釋迦世尊制定，而皆

為後期古德編撰。於是閱讀釋氏契經時，「菩薩戒」喚起的聯想難免使人困在先

入為主的認知裡。本文擬以《離世間品》為範疇，透過古譯本的對照探討該品

陳說的「菩薩戒」，指出研讀契經必須跳脫語言習慣的窠臼，以免產生誤解或扭

曲。 

 

 

關鍵詞：菩薩戒、離世間品、尸羅、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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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人類文化每一專業領域，都有其特殊行話，包括科技、學術、宗教等等，

釋氏也不例外。佛門的專門用語——所謂「名相」——歷經兩千五百多年，隨

著佛教文化的傳布，從南亞到中亞、遠東、東南亞，乃至歐美的西方世界，以

多種語言、文字的形式累積了極為豐富的語彙。當然，在漫長的歷史洪流中，

橫跨不同文化的訊息有無數變化的可能性，尤其語義上不免產生各種分歧的發

展。這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合乎佛家的「無常」法則，本毋需大驚小怪。不過，

萬一詞義的轉移導致理解扭曲或詮釋謬誤，學術就有責任把問題釐清，蒐集相

關資料，透過辨識真偽、溯源、考究等等程序，不僅破除錯誤，且更盡力提出

較為合理的新認知。拙文秉持考證的精神，擬對《離世間品》上出現的「菩薩

戒」概念進行初步的整理，惟因才疏學淺，必有諸多待商榷處，尚盼方家學者

不吝賜教。 

二、問題之所在 

「菩薩戒」是華文大乘佛教傳統的重要部分。出家人的戒，不分男女或具

足、不具足，最起碼在形式上，都繼承了聲聞的沙門傳統，亦即有傳戒的和

尚、受戒的弟子、所傳的戒（諸如十條、二百五十條等）、傳戒的場所（戒壇）、

傳戒的規範等等。這一套淵源於印度、記錄在《律藏》，但流傳於遠東、多少

也經過「本土化」的重要儀式，是延續僧眾命脈的關鍵。等到菩薩道行者要將

印度祖師整理的菩薩戒傳給自己弟子時，理所當然地參照別解脫的傳戒前例，

編輯相關儀軌。於是乎華夏的菩薩戒也是傳的——有和尚、戒場、戒本等

等——，而這些戒跟比丘或比丘尼戒的形式一樣，是一條一條的，部分輕，部

分重。所以聽到有朋友要去某地方某道場「受菩薩戒」，諸如此類的聯想便自

然浮上心頭。也正好因為這樣根深蒂固的概念，讀到契經裡「菩薩戒」三個字，

很容易把當今的情景投射到過去，殊不知如此見解頗為顛倒。這個問題一直延

伸到西方學界。例如美國 Columbia 大學 Adamek 教授討論菩薩戒在在家人修

行上所扮演的角色時，就用 “precepts” 來翻譯「戒」，並且配合動詞 “receive” 

來表示「受」1，透露出跟聲聞的出家戒沒差別。 

                                            
1 見 Ada mek ,  Wen di  L e igh ,  The  M ys t ique  o f  Trans miss io n :  On  a n  Ear ly  

Chan  His to r y  an d  I t s  Con tex t s ,  p p .  67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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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印度修多羅的漢譯本上出現「菩薩戒」、「菩薩有……戒」等字

樣時，語義不可能和中國佛教慣用的同形同音詞相同。不只如此，諸經之間儘

管用字一致，要傳達的意義未必相應，或經文用語固然分歧，所指可能無別。

因此，在高談闊論大乘菩薩戒之前，宜先就個別的佛典進行研究，等到個別探

索完成，才綜合分析、歸納。這樣作，或許比較切實。基於這樣的考量，拙文

暫以《離世間品》為範疇而非整部《華嚴》，因為《華嚴》本身是個集子，在

編輯成大部頭經典前，已有部分的品以獨立契經的型態單行流通。這些原本修

多羅形式完備的典籍，內容、思想各具特色，理應受到跟一般個體契經同等的

待遇。《離世間品》便是其一。遺憾的是，該經不像《十地品》或《入法界品》

尚有梵語原典可供參考。目下看得到的核心文本2——漢譯本三種跟一種藏譯

本——，依年代排列，為「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度世品經》六卷、「東晉

天竺三藏佛馱跋陀羅譯」《離世間品》七卷半（即晉譯《六十華嚴》中第三十三

品）、「于闐國三藏實叉難陀奉制譯」《離世間品》七卷（乃唐譯《八十華嚴》

中第三十八品）與  Jinamitra、 Surendrabodhi、Ye-śes sde 三人合譯、由

Vairocana 校訂的3 ’Jig rten las ’das pa’i le’u 共十卷（藏譯《華嚴經》第四十四

品）4。拙文既然以華語「菩薩戒」含義為考察重點，三種漢譯本的相關內容，

分量一樣，自應平等看待，不宜偏重某一譯本。至於藏文的譯本，則用以對

照。它在推測梵語原文、分析語法現象等多方面，提供極大的方便，只可惜少

為華嚴學者所用。 

在華嚴研究的領域內，「戒」並非重點，不過偶爾還是有人在此課題上投

注心血。既然如此，何以再提？因為前人的這些努力似乎尚有不甚理想之處。

例 如 美 國  Adamek 氏 認 為 《 華 嚴 經 》 的 「 菩 薩 戒 」 ， 原 文 為

“bodhisattvaprātimok-ṣa”5，根本不能成立，或如日本平川彰氏，談「華嚴的戒」

時，一口氣將《離世間品》、《十無盡藏品》、《十地品》一併拿來講，卻沒

有用三品裡所有的相關資料，而且探討方式極其片面，只關心經文是否提及聲

聞戒，其他的分析，除開部分《十地品》內容外，幾乎付之闕如6。至於中文的

                                            
2 說「核心文本」，是因為其他譯本都是重譯本：蒙文的本子是從藏文

翻過去的，滿文的譯本以唐譯《八十華嚴》為底本，英語的或德語的

近代譯本跟滿文本一樣等等。既然是展轉產生的重譯本，又進一步

隔了一層，對拙文要探討的主題，參考價值不高。  
3 參 Hakuj u  Ui ,  Mune t ada  Suzuk i ,  Yen shô  K anakura ,  a nd  Tôka n  T ada ,  eds . ,  

A C ompl e te  Ca ta log u e  o f  t he  T ibe t an  Budd h i s t  Ca nons  (Bka ḥ -Ḥg yur  an d  

Bs tan - Ḥgyur ) ,  p .  11。  
4 藏文譯本參考德格版，簡稱   “ D”。  
5 見 Ada mek ,  o p .c i t . ,  p .  68。  
6 參平川彰《〈華嚴經〉中所見初期大乘教徒之宗教生活》，頁  

196-2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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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集大成者是洪普萍的《華嚴戒學之研究》。7這篇論文不錯，不過闡揚的

是華嚴學，亦即透過祖師詮釋的框架看經文——這點從題目中的「華嚴」不用

書名號可窺出一斑——，而「戒」一詞本身到底怎麼理解，作者主張「菩薩戒」

等於「菩薩學處」8，然後講「戒」的定義時，先提 “vinaya”，然後說 “vinaya”

「也可稱為尸羅」（śīla），「又名波羅提木叉」（prātimokṣa）9，似採「一即一

切」的超越視角，比較不像學術要求的嚴謹與細膩。在洪文之前，跟拙文題目

最接近的作品是釋自莊的《〈八十華嚴經‧離世間品〉戒觀》。10單論《華嚴》

一品，而且是早先單獨流傳的契經，進行個別的戒觀研究，方向完全正確，不

過法師大作中大體只用唐譯《八十華嚴》，直接引述或略加改寫的經文也比例

偏高，導致個人的剖析與論述顯得薄弱。 

三、《離世間品》專門談「戒」的段落 

《離世間品》基本上是以普慧菩薩問、普賢菩薩答的格式鋪排，內容十分

豐富。其中牽涉到「戒」的文字可分為專門的段落和零散的文句。前者共有二

段，即依全文問答計第八段和第一百五十六段。茲對照列文如下： 

第八段11 

項 西晉譯本 東晉譯本 李唐譯本 譯本藏文 

 「何謂禁戒？…… 「何等為戒？…… 「何等為戒？…… 
tshul khrims ni gang 

|…… 

  佛子！ 佛子！ kye rgyal ba'i sras  

 菩薩禁戒有十事。 
菩薩 ·摩訶薩有十

種戒。 

菩薩 ·摩訶薩有十

種戒。 

bcu po 'di dag ni 

byang chub sems 

dpa' rnams kyi tshul 

khrims te| 

 何謂為十？ 何等為十？ 何等為十？ bcu gang zhe na |  

  所謂： 所謂： 'di ltar 

 

                                            
7 洪普萍（ 2008）。《華嚴戒學之研究》。臺北：華嚴專宗學院研究所。  
8 同上，頁   7。  
9 同上，頁   8 -9。  
10

 釋自莊，《〈八十華嚴經〉〈離世間品〉戒觀》。  
11

 經文出處分別為： T 10 ,  n o .  292 ,  p .  61 8 ,  a 18、 p .  6 19 ,  a20 -2 9（法護譯

本）， T09 ,  n o .  2 78 ,  p .  63 1 ,  c 26、 p .  633 ,  c 6 -10（東晉譯本）， T10 ,  no .  

279 ,  p .  279 ,  b2 3、 p .  281 ,  a9 -16（李唐譯本）， D 37  pha l  che n  ga   

289 /145  a  3、 29 9 /150  a  1 -5（藏文譯本  ）。依《大正藏》斠勘注，法

護本第八項「猗」字，《宮》、  《宋》、《元》、《明》諸藏作「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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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不捨道心； 不壞菩提心戒、 不捨菩提心戒、 

byang chub kyi 

sems myi nyams 

pa'i tshul khrims 

dang | 

02 捐聲聞、緣覺意； 離聲聞、緣覺地戒、 遠離二乘地戒、 

nyan thos dang rang 

sangs rgyas kyi sa 

yongs su spong pa'i 

tshul khrims dang | 

03 
觀 察 一 切 眾 生 愍

行； 

饒益觀察一切眾生

戒、 

觀察利益一切眾生

戒、 

sems can thams cad 

la phan par dka' bas 

rnam par lta ba'i 

tshul khrims dang | 

04 
開化群萌，令住佛

法； 

令一切眾生住佛法

戒、 

令一切眾生住佛法

戒、 

sangs rgyas kyi chos 

thams cad la rab tu 

dgod pa'i tshul 

khrims dang | 

05 
奉 修 菩 薩 所 應 學

者； 
 一切菩薩學戒戒、 

修 一 切 菩 薩 所 學

戒、 

byang chub sems 

dpa'i bslab pa thams 

cad la nan tan bya 

ba'i tshul khrims 

dang | 

06 
解 一 切 法 悉 不 可

得； 
一切無所有戒、 

於 一 切 法 無 所 得

戒、 

chos thams cad myi 

dmyigs pa'i tshul 

khrims dang | 

07 
所 造 德 本 勸 助 至

道； 

 一切善根迴向菩

提戒、 

以一切善根迴向菩

提戒、 

dge ba'i rtsa ba 

thams cad byang 

chub tu yongs su 

bsngo ba'i tshul 

khrims dang | 

08 
未 曾 猗 著 於 諸 佛

身； 

不 著 一 切 如 來 身

戒。」 

不 著 一 切 如 來 身

戒、 

sangs rgyas kyi sku 

thams cad las phyir 

phyogs su mi lta ba'i 

tshul khrims dang | 

09 
能忍諸法，亦無所

倚； 
 

思惟一切法離取著

戒、 

chos thams cad nges 

par rtogs pa la 

mngon par zhen pa 

med pa'i tshul 

khrims dang | 

10 
濟 護 諸 根 以 為 禁

戒。 
 諸根律儀戒。 

dbang po sdom pa'i 

tshul khrims so | 

    kye rgyal ba'i sras 

 是為十事。」  是為十。 

bcu bo de dag ni 

byang chub sems 

dpa' rnams kyi tshul 

khrims 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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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諸 菩 薩 安 住 此

法，則得如來無上

廣大戒波羅蜜。」 

de dag la gnas shing 

byang chub sems 

dpa' rnams de bzhin 

gshegs pa'i tshul 

khrims rgya chen 

po'i pha rol tu phyin 

pa bla na med pa 

'thob par 'gyur ba 

dag go | 

 於時頌曰：    

 「常和於道心    

 捨聲聞緣覺    

 愍傷於眾生    

 勸使立佛法    

 學諸菩薩行    

 解法無所有    

 一切所行德    

 勸助於佛道」    

第一百五十六段12 

項 西晉譯本 東晉譯本 李唐譯本 譯本藏文 

 何謂戒淨？…… 何等為淨戒？…… 
何等為清淨戒？

…… 

tshul khrims yongs 

su dag pa ni gang 

|……    

  佛子！ 佛子！ kye rgyal ba'i sras 

 菩薩戒淨有十事。 
菩薩·摩訶薩有十

種淨戒。 

菩薩·摩訶薩有十

種清淨戒。 

bcu po 'di dag ni 

byang chub sems 

dpa' rnams kyi tshul 

khrims yongs su dag 

pa ste |  

 何謂為十？ 何等為十？ 何等為十？ bcu gang zhe na  

  所謂： 所謂： 'di ltar 

01 
身行清淨，護其三

事； 

身淨戒，防護身三

惡故； 

身清淨戒，護身三

惡故； 

sdom pa gsum 

yongs su bsrung ba'i 

phyir lus yongs su 

dag pa'i tshul 

                                            
12 經文出處分別為： T10 ,  no .  292 ,  p .  64 4 ,  a8 -9、 p .  6 45 ,  a8 -16（法護譯

本）， T09 ,  n o .  278 ,  p .  63 2 ,  b22、 p .  6 60 ,  a6 -17（東晉譯本）， T 10 ,  no .  

279 ,  p .  28 0 ,  a16、 p .  3 05 ,  a1 -12（李唐譯本）， D 37  ph a l  ch en  ga  2 92 /146  

b  5、 471 /23 6a  3 -47 2 / 236  b  1 - 2（藏文譯本）。依《大正藏》斠勘注，

法護本「戒」，《宮》本皆作「誡」，第十項「遵」字，《宮》、《宋》

二藏作「導」；唐譯本第七項「善」字，《聖語藏》寫卷作「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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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rims dang | 

02 
口言清淨，棄口四

過； 

口淨戒，遠離口四

過故； 

語清淨戒，離語四

過故； 

ngag gi nyes pa bzhi 

yongs su spang ba'i 

phyir ngag yongs su 

dag pa'i tshul 

khrims dang 

03 
捨心三穢，無瞋、

恚、癡； 

心淨戒，永離貪、

恚、諸邪見故； 

心清淨戒，永離貪、

瞋、邪見故； 

tshags sems dang 

gnod sems dang log 

par lta ba yongs su 

spang ba'i phyir 

sems yongs su dag 

pa'i tshul khrims 

dang | 

04 

將養禁戒，一切無

犯，見有過者，隨

時安之，消貪欲業，

去恚、愚冥，其德

照明天上、世間； 

具一切淨戒，於天

人中最勝妙故； 

不破一切學處清淨

戒，於一切人、天

中作尊主故； 

lha dang mi thams 

cad kyi bdag po 

byed du gzhug pa'i 

phyir bslab pa 

thams cad god pa 

med pa'i tshul 

khrims dang | 

05 
守於道心，思樂大

乘； 

守護菩提心淨戒，

不樂小智故； 

守 護 菩 提 心 清 淨

戒，不樂小乘故； 

nyi tse ba'i theg pa 

la 'dod pa med pa'i 

phyir byang chub 

kyi sems yongs su 

bsrung bas dag pa'i 

tshul khrims dang | 

06 
奉諸如來而學正

教； 

守 護 如 來 所 說 淨

戒，乃至微細罪大

怖畏故； 

守護如來所制清淨

戒，乃至微細罪生

大怖畏故； 

kha na ma tho ba 

rdul tsam la yang 

'jigs par blta ba'i 

phyir de bzhin 

gshegs pa thams cad 

kyi bstan pa'i cho ga 

dang | bslab pa'i 

gnas ma god cing 

dag pa'i tshul 

khrims dang | 

07 

而 無 為 戒 默 隨 律

禁，除諸眾生殃釁

眾罪； 

微密淨戒，善拔犯

戒諸眾生故； 

隱密護持清淨戒，

善拔犯戒眾生故； 

sems can thams cad 

ltung ba las bslang 

ba'i phyir 'dul bas 

dben pa'i tshul 

khrims dang |  

08 
遠離眾惡，順從一

切眾德之本； 

不作一切惡淨戒，

積 集 一 切 諸 善 法

故； 

不 作 一 切 惡 清 淨

戒，誓修一切善法

故； 

dge ba'i chos thams 

cad kyi yid ma 

brnan pa'i phyir sdig 

pa thams cad mi 

byed pas dag pa'i 

tshul khrims dang | 

09 
斷眾邪見，不以禁

戒而懷自大； 

遠 離 一 切 有 見 淨

戒，於戒無著故； 

遠離一切有見清淨

戒，於戒無著故； 

rlom sems med par 

bya ba'i phyir dmigs 

pa'i lta ba thams cad 

yongs su spong 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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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hul khrims dang | 

10 
撫育群黎，遵大哀

力。 

守護一切眾生淨

戒，出生大悲故。 

守護一切眾生清淨

戒，發起大悲故。 

snying rje chen po'i 

stobs mngon par 

bsgrub pa'i phyir 

'gro ba thams cad 

rjes su bsrung bas 

dag pa'i tshul 

khrims so ||  

  佛子！  kye rgyal ba'i sras 

 
是為菩薩十戒清

淨。 

是為菩薩·摩訶薩

十種淨戒。 
是為十。 

bcu po de dag ni 

byang chub sems 

dpa' rnams kyi tshul 

khrims yongs su dag 

pa ste|  

  

若菩薩·摩訶薩安

住此戒，則得一切

諸佛遠離眾惡無上

淨戒。 

若諸菩薩安住此

法，則得如來無上

無過失清淨戒。 

de dag la gnas shing 

byang chub sems 

dpa' rnams de bzhin 

gshegs pa'i tshul 

khrims kha na ma 

tho ba med cing 

yongs su dag pa bla 

na med pa thob par 

'gyur ba dag go |   

針對以上經文，首先得注意的是：中文譯本在此僅說「禁戒」或「戒」，

沒有跟動詞相搭配，如「受戒」、「守戒」、「持戒」、「護戒」等等。實際

上，第九個問題就用「受決」（法護）、「自知受記」（實叉難陀），另外還有

「不相求短」、「入菩薩」、「暢說於三世」、「知分別說佛」、「發普賢心」13

等多種動詞帶受詞的組合，所以並不是因為華文的因素而犧牲了原來表示行動

的語詞。既然無妨用動詞，但卻偏偏不提「受」、「守」等，感覺就跟聲聞的

戒或現在大家熟悉的菩薩戒著實不同。再看內容，便發現第八段所講的和所謂

「持戒波羅蜜多」至少有某程度的關係。最明顯的例子是其中第一項「不捨道

心」。這可以參考法護另一重要的譯本——《持心梵天所問經》——在《分別

法言品》載有如下對話： 

又問：「何謂菩薩為布施主乎？」答曰：「勸化一切眾生之類入諸通慧

心故。」又問：「何謂禁戒乎？」答曰：「不捨道心故。」又問：「何

謂為忍乎？」答曰：「見心滅盡故。」又問：「何謂精進乎？」答曰：

                                            
13 分別見  T1 0 ,  no .  29 2 ,  p .  6 18 ,  a18、 T 10 ,  no .  279 ,  p .  27 9 ,  b23、 T10 ,  no .  

292 ,  p .  61 8 ,  a 18 -19、 T10 ,  no .  279 ,  p .  2 79 ,  b23 -2 4、  T1 0 ,  n o .  2 92 ,  p .  

618 ,  a21、 T0 9 ,  no .  2 78 ,  p .  6 32 ,  a2、 T0 9 ,  no .  2 78 ,  p .  632 ,  a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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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求於心，不得處所故。」又問：「何謂一心乎？」答曰：「心休息

故。」又問：「何謂智慧乎？」答曰：「於一切法無音聲故。」14 

這段文字雖然沒有明文標示「六度」，但依序提出的問題，就是以六波羅

蜜多為內容，情況跟法護翻的《魔逆經》也一致： 

又問：「何謂菩薩為布施主？」答曰：「捨身塵勞，不捨一切眾生愛欲。」

又問：「何謂禁戒具足？」答曰：「分別曉了寂然之界，蠲除一切眾生

諸惡，不捨道心。」又問：「何謂備悉忍辱？」答曰：「究盡諸法，見

一切法，除去眾生結恨、厭穢、瞋恚之難，而不違捨一切智，通至德之

鎧。」又問：「何謂究竟精進？」答曰：「菩薩所因可精進者，悉見諸

法，至於無上正真之道，刈除眾生懈怠之穢，遵修精進。」天子復問：

「文殊師利！何謂究竟於禪定已？」答曰：「見一切法本悉清淨，平等

正受，一切眾生因有所著而興生矣！」又問：「何謂菩薩成就智慧？」

答曰：「於諸所行不得所行，蠲除一切放逸之事，刈去眾生沈吟邪見，

遵修聖達。是為菩薩成就智慧。」15 

據此可知，《離世間品》十種「戒」當中第一項指「持戒度」，亦即菩薩到彼

岸、圓滿的戒。那麼，戒既然已經究竟，假設十種「戒」的「戒」等於「持戒

度」的「戒」，還要其後九項作什麼，頗令人納悶。再看第一百五十六段。從

上下文判斷，也是屬於持戒波羅蜜多，如《八十華嚴》所謂：「何等為清淨施？

何等為清淨戒？何等為清淨忍？何等為清淨精進？何等為清淨定？何等為清淨

慧？」16分明談六度。更有意思的是，接在後面的是四無量心：「何等為清淨

慈？何等為清淨悲？何等為清淨喜？何等為清淨捨？」17正跟《持心梵天所問

經》、《魔逆經》安排得一模一樣。18 

漢譯佛典上的「戒」字，背後的印度語詞有不同的可能性19，質言之，若

單憑華文資料論斷，總是有個不確定的因素懸在那兒，這跟藏文  “tshul 

khrims” 專門迻譯單一梵語詞20，情況正好相反。透過《離世間品》的藏譯本就

                                            
14 見 T15 ,  no .  5 85 ,  p .  5 ,  b6 -1 3。  
15 見 T15 ,  no .  589 ,  p .  1 17 ,  a10 -2 4。依《大正藏》斠勘注，「究盡」，《元》、

《明》二本作「究竟」；「厭穢」，《宮》本無「厭」字；「不得所

行」四字，《宮》、《宋》、《元》、《明》無。  
16 見 T10 ,  no .  2 79 ,  p .  2 80 ,  a 16 -18。  
17 同上， a18-19。  
18 分別見  T1 5 ,  no .  58 5 ,  p .  5 ,  b1 3 -17、 T1 5 ,  no .  589 ,  p .  1 17 ,  a24 - 28。  
19 參 Hiraka wa ,  Aki ra ,  A Budd h i s t  Ch in ese -S anskr i t  Dic t ion ary ,  p .  52 0  所

列十九個梵語詞。  
20 參 Hop kins ,  J e f f r ey .  Tibe tan -S anskr i t -E ng l i sh  Dic t io nary ,  p .  4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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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把握地說第八項的「禁戒」／「戒」／“tshul khrims” 來自梵語 “śīla”（尸

羅），正如第一百五十六段的「戒淨」／「淨戒」／「清淨戒」／“tshul khrims 

yongs su dag pa” 等於原來的 “śīla” 再加上形容詞 “pariśuddha” 來修飾。大部

頭《華嚴》譯本裡的《離世間品》非常規律在十項中每提「淨戒」（《六十華嚴》）

或「清淨戒」（《八十華嚴》），跟法護的譯本和藏文本不同。例如第一項，晉譯

的「身淨戒，防護身三惡故」與唐譯的「身清淨戒，護身三惡故」，藏文說「因

為守護三律儀而身清淨的尸羅」（“sdom pa gsum yongs su bsrung ba'i phyir lus 

yongs su dag pa'i tshul khrims dang”），整個的是名詞片語。法護雖然用句子的

型態來翻——「身行清淨，護其三事」——，但是意思卻比《六十》、《八十》

兩部後期的譯本更接近藏譯本。這樣的情形屢見不鮮。  

第一百五十六段第一項中的「律儀」（“sdom pa”，梵語 “saṃvara”），在第

八段第十項已經出現，就是《度世品經》的「濟護諸根以為禁戒」、唐譯《華

嚴》的「諸根律儀戒」（《六十華嚴》在此闕文）、藏譯本的 “dbang po sdom pa'i 

tshul khrims”。這個名相或其中部分（「根律儀」），在《離世間品》甚至於整部

《華嚴》裡再沒有出現過，但正好有一個完全吻合的巴利語詞 —— 

“indriyasaṃvarasīla”。該詞未見於《經》、《律》、《阿毘達摩》三藏，平常

只是編輯、撰寫注（aṭṭhakathā）或疏（tīkā）的古德才用的，不過 Milindapañho 

這部書載有一段那先比丘對國王的開示，解釋佛所宣揚的戒寶（sīlaratanaṃ）

內包括「波羅提木叉律儀尸羅、根律儀尸羅、活命清淨尸羅、牽涉到資具的尸

羅 」（ “pātimokkhasaṃvarasīlaṃ indriyasaṃvarasīlaṃ ājīvapārisuddhisīlaṃ 

paccayasannissitasī-laṃ”）等等，在漢譯釋氏文獻裡，可以與梁扶南三藏僧伽婆

羅譯《解脫道論·分別戒品》「復次戒有四種：波羅提木叉威儀戒、命清淨戒、

根威儀戒、緣修戒」21參照。聲聞聖典提的「根律儀尸羅」每每和「波羅提木

叉（梵 “prātimokṣa”，巴 “pātimokkha”）律儀尸羅」相對，或亦足以為旁證，

確定「菩薩戒」絕非 “bodhisattvaprātimokṣa”。但「根律儀尸羅」的「尸羅」既

不指波羅提木叉一條一條的戒，又該如何定義？就三學論，根律儀屬於定22，

是靠正念、正知，如唐玄奘譯《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第一百九十七：  

問：此中根律儀、根不律儀以何為自性？有作是說：根律儀以念、正知

為自性，根不律儀以忘念、不正知為自性。云何知然？經為量故。如契

經說：「時有天神告苾芻曰：『苾芻，苾芻！莫生瘡疣！』苾芻答曰：

『我當覆之。』天復問言：『瘡疣既大，以何能覆？』苾芻答言：『我

                                                                                                                                
(1313)。  

21 見 T32 ,  no .  1 648 ,  p .  402 ,  b19 - 20。  
22 參《解脫道論 ·分別戒品》〉：「根律儀戒是定陰所攝。」見  T3 2 ,  n o .  

1648 ,  p .  40 4 ,  a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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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以念、正知覆之。』天則讚言：『善哉，善哉，能如是覆！是為善

覆。』」由此故知根律儀以念、正知為自性，根不律儀以忘念、不正知

為自性。23 

「根律儀」這樣的概念跟「尸羅」（梵 “śīla”，巴 “sīla”）連在一起不是偶然的。

就語源論，名詞 “śīlaṃ/sīlaṃ” 和動詞 “śīlati” 同源。“śīlati” 本來指「修定」、

「靜靜地思慮」，接著含「奉侍」、「崇拜」義，後來表達「作」、「製作」、

「常作」。尤其「常作」的意思，在使役式 “śīlayati” 的身上就演變成「重複

作」、「投入作」、「練習」、「培養」或「常去（某地方）」、「作得非常好」

等意思。24因此，名詞 “śīlaṃ” 本來傳達「（個人的）習慣」、「（地方的）風

俗」、「習慣的作法」、「自然的或學來的生活方式或做事模式」、「常做的

事情」、「固定的行為」、「內心的傾向」、「容易作某事」、「個性」、「性

格」之類的概念，進而由中立轉移到正面色彩，指「好的脾氣或個性」、「合

乎道德的行為」、「人格的清白」、「道德」、「德行」等，在佛門則用來命

名「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條規。25義界的範疇稍微釐

清之後，《離世間品》的菩薩戒就好懂。以唐譯《華嚴》第八段為底本的話，

就是：菩薩·摩訶薩培養出來的好個性可以從十個角度來談。他的個性是不放

棄菩提心，所以跟聲聞、獨覺的境地保持距離；去瞭解眾生，並且幫助他們，

好讓一切有情在佛法裡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在菩薩該學的所有課題上下功

夫，但是自己清楚不會有任何實有的收穫；把一切功德迴向無上正等正覺，但

並不執著任何佛身；深入思維一切現象究竟如何，而超越對現象的執著，但在

最基本的守護根門行持上仍然一絲不苟。 

四、《離世間品》零散提「戒」的文句 

翻譯「尸羅」的「禁戒」（法護）與「戒」（大部頭的《華嚴經》）不只在第

八、第一百五十六兩大段裡出現，在其他段落也可以找到個別的例子。以下用

表格來介紹長行的情形26： 

                                            
23 見 T27 ,  no .  1 545 ,  p .  984 ,  c14 -2 3。依《大正藏》斠勘注，「則」字，

《宮》、《宋》、《元》、《明》作「即」。這段文字另見同書卷第

四十四， p .  2 30 ,  b25 - c4。較早的同本異譯對等處，見北涼天竺沙門

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譯《阿毘曇毘婆沙論》， T28 ,  n o .  1546 ,  p .  1 77 ,  

b21-28。論引述的修多羅，見《別譯雜阿含經》 T02 ,  no .  100 ,  p .  38 0 ,  

c1 -10、《雜阿含經》  T02 ,  no .  9 9 ,  p .  2 8 3 ,  b2 7 -c12。  
24 參 Mo nie r - Wi l l i ams ,  Monie r .  A Sa nskr i t -E ng l i sh  Dic t ionary ,  p .  1079a。  
25 同上。  
26 經文出處分別為： T10 ,  no .  29 2 ,  p .  623 ,  a11、 627 ,  c29 - p .  628 ,  a1、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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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項 西晉譯本 東晉譯本 李唐譯本 譯本藏文 

01 036.05 不著禁戒，…… 
具足無著淨戒

勝法、…… 

無 所 依 戒 自

在、…… 

mi gnas pa'i tshul khrims 

kyi dbang dang | 

02 061.07 

敢值佛世，淨

修梵行，奉護

禁戒，終不毀

犯；…… 

於一切佛所修

行梵行，護持淨

戒 ， 不 捨 深

心；…… 

不捨於一切佛

所修行梵行、

護持淨戒深大

心；…… 

sangs rgyas byung ba 

thams cad du tshangs par 

spyad pa spyod cing |  

tshul khrims srung ba 

yongs su mi gtong ba 

dang  | 

03 126.07 

常念禁戒，不

捨菩薩心，以

諸 德 本 施諸

眾生。 

念戒，不離菩提

心，一切善根迴

向眾生；…… 

念戒，不捨菩

提心，以一切

善根迴向眾生

故；…… 

byang chub kyi sems 

dang mi 'bral bas dge ba'i 

rtsa ba thams cad 'gro ba 

thams cad la stobs pas |  

tshul khrims rjes su dran 

pa dang | 

 

                                                                                                                                
640 ,  b6 -7、 p .  64 1 ,  b 3 -6、 p .  6 41 ,  c7 -8、 p .  642 ,  b 14、 p .  643 ,  a 1 -2、 p .  

644 ,  b7 -8、 p .  645 ,  b 7 -9、 p .  646 ,  a 8 -9、 p .  647 ,  c11 -1 3、 p .  6 49 ,  a4（法

護譯本），  T09 ,  no .  278 ,  p .  63 6 ,  b17 -1 8、 p .  641 ,  a5 - 6、 p .  6 55 ,  

a16-17、 p .  656 ,  a 14 - 17、 p .  6 56 ,  b28、 p .  657 ,  b18 - 19、 p .  658 ,  

a11-12、 p .  6 59 ,  b2 - 3、 p .  66 0 ,  b8 - 10、 p .  6 61 ,  a28、 p .  6 63 ,  a1 5- 17、 p .  

664 ,  b19 - 20（東晉譯本）， T10 ,  no .  279 ,  p .  28 3 ,  b12 -1 3、 p .  2 87 ,  

b29-c1、 p .  300 ,  b 24 - 25、 p .  3 01 ,  b19 - 21、 p .  30 1 ,  c18、 p .  302 ,  

b26-27、 p .  3 03 ,  a 14 - 15、 p .  304 ,  a22 -2 3、 p .  305 ,  b1 -3、 p .  3 06 ,  a7 -8、

p .  307 ,  c 18 -20、 p .  30 9 ,  a7 -8（李唐譯本），藏文譯本  D  37  ph a l  che n  

ga  317 /1 59  a  7、 348 / 174  b  7、 4 41 /221  a  4 -5、 448 /224  b  2 -3、 450 /225  

b  5、 455 /2 28  a  7、 4 59 /230  a  4、 46 6 /233  b  6、 473 /2 37  a  7 -47 4 /237  b  

1、 479 /240  a  4、 491 /246  a  3 -5、 49 9 /250  a  4。依《大正藏》斠勘注，

法護本第二例「敢」，《宮》本作「輙」；第八例「禁」，《聖語》、

《宮》、《宋》、《元》、《明》諸藏作「忌」，而「戒」字，《宮》、

《宋》、《元》、《明》各藏作「誡」（這一點，接著三例相同）；

第十一例「得」，《聖語藏》本作「德」，《宮》、《宋》二藏作「惡」；

第  十二例「觀」，《聖語藏》本作「親」，《高麗》、《大正》二

藏作「滅」，茲從《宮》、《宋》、《元》、《明》諸藏。《六十華

嚴》第十一例「瞋心」，《高麗》、《大正》二藏無「心」字，茲從

《宮》、《宋》、《元》、《明》諸藏；「持」後《高麗》、《大正》

有「者是為魔業」五字，《元》本有「是為魔業」四字，茲從《宮》、

《宋》、《明》諸藏；第十二例「止」，《宮》、《宋》、《明》三

本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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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30.08 

又 復 —— 佛

子！—— 
  

| kye rgyal ba'i sras 

gzhan yang  

菩薩大士，其

身、口、意，

無有缺漏，亦

不護戒，將養

如 來 清 淨之

禁， 

菩薩·摩訶薩遠

離身、口、意惡

業，常持淨戒，

一向正求如來

淨戒， 

常善護持如來

淨戒，身、語、

意 業 無 諸 過

失， 

byang chub sems dpa' 

rtag tu tshul khrims legs 

par bsrungs pa dang ldan 

zhing de bzhin gshegs 

pa'i tshul khrims rnam 

par dag pa la rten pas |  

lus dang ngag dang yid 

kyi las kyi mtha' kha na 

mtho ba med pa dang 

ldan yang  

為 諸 凡 夫愚

騃之黨，顯清

淨行，教惡戒

者；…… 

示現一切凡愚、

童蒙眾生持戒

威儀，為教化、

成熟犯戒眾生

故。 

為欲教化犯戒

眾生，示行一

切凡愚之行。 

tshul khrims ngan pa 

dang ldan pa'i sems can 

yongs su smin par bya 

ba'i phyir  

so so'i skye bo tha mal 

pa'i spyod pa thams cad 

ston cing  |  

05 131.01 
修于禁戒，大

願殊特；…… 

淨戒足，積集成

滿 一 切 大 願

故；…… 

持戒足，殊勝

大 願 悉 成 滿

故；…… 

smon lam chen po'i 

khyad par yongs su bsdu 

ba shin tu rdzogs par bya 

ba'i phyir tshul khrims 

kyi rkang pa dang |  

06 137.02 

修禁戒業，壞

除 一 切 犯眾

惡事；…… 

持戒仗，拔出一

切 諸 惡 戒

故；…… 

持戒是菩薩器

仗，棄捨一切

毀犯故；…… 

tshul khrims ngan pa 

thams cad bsal ba'i phyir 

tshul khrims gyi mtshon 

ca dang |  

07 141.08 

得 聽 聲 聞戒

禁、博聞、布

施、智慧道法

之香，慕一切

智 ， 心 未曾

變；…… 

聞聲聞施、戒、

聞、慧香，住一

切智心未曾散

亂；…… 

若聞諸聲聞布

施、持戒、多

聞、慧香，住

一切智心，不

令散動；…… 

nyan thos kyi tshul 

khrims dang |  thos pa 

dang |  gtong ba dang |  

shes rab kyi dri tshor bas 

thams cad mkhyen pa 

nyid kyi sems mi 'khrugs 

par gnas pa dang |  

08 152.02 

覩犯禁者，皆

建 立 於 一切

智戒；…… 

周遍觀察諸犯

戒者，安置如來

清淨戒故；…… 

普觀一切犯戒

眾生，安置如

來 淨 戒 中

故；…… 

thams cad mkhyen pa 

nyid kyi tshul khrims la 

rab tu dgod pa'i phyir 

sems can tshul khrims 

ngan pa can la rnam par 

lta ba dang |  

09 158.06 

無戒無虛，布

施調意，明識

仁和，戒聞施

與 ， 永 無放

逸 ， 啟 受不

廢。 

行不虛妄淨精

進，攝取布施、

戒、忍、多聞及

不放逸，乃至道

場 ， 不 中 息

故；…… 

不唐捐清淨精

進，攝取布施、

戒、忍、多聞

及不放逸，乃

至菩提，無中

息故；…… 

sbyin pa dang dul ba 

dang sdom pa dang des 

pa dang |  tshul khrims 

dang thos pa dang gtong 

ba dang |  bag yod pas 

shin tu bzung zhing thogs 

pa med par snying po 

byang chub tu 'gro ba'i 

phyir thogs pa med 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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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 yod pas yongs su dag 

pa'i brtson 'grus dang |  

10 163.03 

無所逼惱，不

懷怯弱，教毀

戒者；…… 

於犯戒人不生

惡心，教化成就

淨喜、…… 

不嫌棄破戒眾

生而教化成就

清淨喜、…… 

| sems zhum pa med pas 

sems can tshul khrims 

ngan pa can yongs su 

smin par byed pa ni dga' 

ba yongs su dag pa'o|| 

11 174.02 偏心布施， 惡心布施， 惡心布施， 

| sems mi nyams pa'i 

sbyin pa yongs su gtong 

ba dang |  

  
見 犯 戒 者而

懷瞋恚， 
瞋心持戒， 瞋心持戒， 

tshul khrims la 'khrug pa 

dang |  

  遠諸懷恨， 棄捨惡性、 捨惡性人， 
ngan sems dang ldan pa 

yongs su spong ba dang |   

  捨眾懈怠， 懈怠眾生， 遠懈怠者， 
le lo can yongs su gtong 

ba dang |  

  避於亂心， 輕慢厭惡亂心 輕慢亂意， 
sems 'khrugs pa la brnyas 

pa dang |   

  得諸邪智；…… 無智眾生， 譏嫌惡慧， 
shes rab 'chal ba can la 

smod pa ni  

   是為魔業；…… 
是 為 魔

業；…… 
bdud kyi las so |   

12 179.09 施、戒、博聞， 
於布施、淨戒、

多聞， 
施、戒、多聞、 

sbyin pa dang |  tshul 

khrims dang |  thos pa 

dang |  

  慕求寂觀， 專求止觀、 止觀、 
lhag mthong dang zhi 

gnas yongs su tshol ba 

dang |   

  
志積慧、德，

不以為勞。 

功德、智慧，心

無疲厭， 

福慧，如是一

切助道之法，

常勤積集，無

有厭倦， 

bsod nams dang ye shes 

kyi tshogs yongs su tshol 

bas mi skyo ba ni 

   是為智業；…… 是智業；…… ye shes kyi las so |  

以上十二出處中的「尸羅」是否跟前節獲得的結論一樣，並非指類似波羅提木

叉個別戒條的「戒」呢？這個問題必須嚴肅地面對。茲暫以上表第四列經文為

例，也就是「十種莊嚴道」中第八項的開頭——照《八十華嚴》，「常善護持

如來淨戒，身、語、意業無諸過失，為欲教化犯戒眾生，示行一切凡愚之行」

後，經文還進一步說：「雖已具足清淨福德，住菩薩趣，而示生於一切地獄、

畜生、餓鬼及諸險難、貧窮等處，令彼眾生皆得解脫，而實菩薩不生彼趣。是

為第八莊嚴道。」27就字面瞭解，這邊說的是：菩薩因為護持如來的淨戒，實

際上透過身、語、意三門所作的事情，都沒有任何毛病，但是他要教化那些犯

                                            
27

 見 T10 ,  no .  2 79 ,  p .  3 01 ,  b 21 -2 4。  

回目錄頁



 

試論《華嚴經．離世間品》的「菩薩戒」觀 67 

 

戒的眾生，所以行為上的表現刻意和凡夫俗子一樣。乍看之下，真是菩薩精

神，不過我們應該問：要「犯戒」，必須先「受戒」。是不是菩薩在此想協助

的這些人，都是曾受過在家或出家戒的嗎？一看藏文譯本，就知道根本不是。

這段經文談的，意義上跟「受戒」、「犯戒」的「戒」了無關係，而是說菩薩

要引導、讓他們比較成熟的那些眾生，行為很差，品格不好。藏文的  “tshul 

khrims ngan pa dang ldan pa” 翻譯梵語的形容詞  “duḥśīla” （巴利語 

“dussīla”），是指 “badly disposed, ill behaved”28、“of bad character”29，不牽涉

到當事人是否受過什麼戒。複合形容詞  “x-śīla/x-sīla” 表示某人的個性很 

“x”，例如巴利語要說一個人吝嗇小氣，則用 “adānasīla”（「個性不慷慨，不願

意分享」）來描述；覺得一個人很輕浮，便說他 “keḷisīla”（「個性愛玩」）；形

容一個人壞透了，那就給他 “pāpasīla”（「個性邪惡」）的帽子帶；發現一個人

話不停，只好承認他是 “bhaṇanasīla”（「個性傾向於話語」），等等。可見，這

類複合詞的構成部分 “śīla/sīla” 反映名詞 “śīlaṃ/sīlaṃ” 的「常做的事情」、

「內心的傾向」或「個性」義，千萬不要把佛教「五戒」、「具足戒」等「戒」

的意思附會上去，免得鬧笑話。 

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在漢譯《離世間品》裡提到「禁戒」或「戒」，

都譯自「尸羅」。另一來源的例子，在此也用表格大體介紹一下30： 

                                            
28

 參上引  Monie r - Wi l l i ams  書  p .  483a。  
29

 參 Rhys  Da v ids ,  T .  W. ,  an d  Wi l l i a m S te d e .  P al i -Eng l i sh  Dic t i onary ,  p .  

712b。  
30

 經文出處分別為： T10 ,  no .  2 92 ,  p .  61 8 ,  b23 -24、 p .  61 8 ,  b29、 p .  618 ,  

c14、 p .  6 18 ,  c20、 p .  621 ,  a9 -10、 p .  63 0 ,  c 7 -8、 p .  63 8 ,  a22 -2 3、 p .  639 ,  

b11（法護譯本）， T09 ,  n o .  278 ,  p .  63 3 ,  a5、 p .  633 ,  a23、 p .  634 ,  

c24-25、 p .  644 ,  a2 8 - b1、 p .  65 2 ,  c6 -7、 p .  654 ,  a9（東晉譯本）， T10 ,  

no .  27 9 ,  p .  280 ,  c11 - 12、 p .  282 ,  a9 -1 0、 p .  290 ,  c4 -6、 p .  2 98 ,  b3 -4、

p .  299 ,  b 29（李唐譯本）， D 37  p ha l  c he n  ga  29 5 /148  a  2 -3、 296 /148  

b  4、 307 / 154  a  2、 3 71 /186  a  1 -2、 425 / 21 3  a  2 -3、 434 / 217  b  6（藏文

譯本）。依《大正藏》斠勘注，法護本第三例「誼」字，《宮》、

《宋》、《元》、《明》諸藏作「義」；第四例「戒」字，《宮》、

《宋》、《元》、《明》四本作「誡」。《六十華嚴》第六  例「學」

字，《聖語藏》的寫本作「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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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項 西晉譯本 東晉譯本 李唐譯本 譯本藏文 

01 003.03 
普學禁戒，尋

即奉行，…… 
善學一切戒行、  

bslab pa thams cad 

nan tan tu bya ba'i 

don du spyod pa 

dang | 

  而奉行禁戒    

02 005.04 
又當奉行諸菩

薩戒，…… 

究竟一切菩薩所

學勤修精進、 

修行一切菩薩所

學勤精進、 

byang chub sems 

dpa'i bslab pa thams 

cad shes par bya'o 

snyam ste |    

brtsong 'grus rtsom 

pa dang | 

  奉修菩薩行    

03 021.05 

不毀聖誼，興

從嚴心，學諸

菩 薩 禁 戒 之

要； 

發功德莊嚴心，

學一切菩薩諸行

故； 

發功德莊嚴心，

學 一 切 菩 薩 行

故； 

| sems bskyed pa de 

ni byang chub sems 

dpa'i bslab pa thams 

cad la nan tan du 

byed pas yon tan 

gyis brgyan pa'o |  

04 070.10 
復 次 —— 佛

子！——當知 
  

kye rgyal ba'i sras 

gzhan yang  

  菩薩、菩薩 菩薩·摩訶薩 菩薩·摩訶薩 
byang chub sems 

dpa' ni  

   

於一切佛所、一

切菩薩所、一切

法師所， 

於一切佛所、一

切菩薩所、一切

法師所， 

 

  展轉相成 一向專求 一向專求  

  

戒禁、訓誨，

而奉道行清淨

之法。 

教菩薩法、菩薩

威儀、菩薩隨順

法、菩薩清淨法、 

菩薩所說法、菩

薩所學法、菩薩

所教法、菩薩修

行法、菩薩清淨

法、 

byang chub sems 

dpa'i gdams ngag 

dang |  byang chub 

sems dpa'i bslab pa 

dang |  byang chub 

sems dpa'i man ngag 

dang |  byang chub 

sems dpa'i nan tan 

dang |  byang chub 

sems dpa'i yongs su 

dag pa dang |   

05 108.08 
常當精進學菩

薩戒， 

發一切菩薩所學

心， 

發我當善學一切

菩薩所學心， 

| byang chub sems 

dpa'i bslab pa thams 

cad la nan tan tu 

bya'o || zhes  

byang chub sems 

dpa' sems bskyed do 

|  

06 119.02 
奉修禁戒而無

缺漏， 
趣學， 修學， 

bslab pa'i nan tan 

d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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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普慧菩薩第三問——「何等為行？」——，普賢菩薩回答說有「令一切眾

生專求正法行、善根淳熟行、善學一切戒行……」等等十種行。31據此，菩薩

的行為當中就有一種是好好地學習所有的戒。法護譯本的「普學禁戒，尋即奉

行」，用詞雖然略有不同，意思上卻沒有出入。不過藏譯本又讓我們大開眼

界。所謂  “bslab pa thams cad nan tan tu bya ba'i don du spyod pa”  指「為要依

循一切學所作的事」，並沒有談到「（禁）戒」。若是參照其他例子，就一目瞭

然：法護的「諸菩薩戒」、「諸菩薩禁戒」或「菩薩戒」大約等於大部頭譯本

的「一切菩薩所學」或「一切菩薩諸行」，關鍵詞「所學」與「行」都相當於

藏文 “bslab pa”。相似的情形在第一百五十六段第四項，《八十華嚴》的「一

切學處」配合藏譯的 “bslab pa thams cad”。名詞 “bslab pa” 翻譯梵語 “śikṣā”

（對等巴利語詞為 “sikkhā”），與動詞 “śikṣati” 對應，而 “śikṣati”（巴利語 

“sikkhati”）來自 “śaknoti”（巴利語 “sakkoti”）。“śaknoti” 含「有力氣」、「有

能耐作」、「能作」等義，“śikṣati” 則指「希望有能力作」，進而表達「嘗試

作」、「嘗試作到」、「著手作」、「學習」、「獲取知識」、「練習」、「訓

練自己」等概念。與此平行發展的名詞 “śikṣā”（巴利語 “sikkhā”）先當「能作

到……的欲望」、「能作好……的希望」解，接著表示「學習」、「知識」、

「技能」、「善於……的能力」、「練習」等32，佛門裡也常用。例如戒、定、

慧「三學」的「學」，就是  “śikṣā” 。在傳統的巴利語注釋裡常用 

“sikkhitabbaṭṭhena sikkhāti” 來解釋這個詞——「因為是要學會的，所以叫做

『學』」。例如 Khuddakanikāye Mahāniddesa-aṭṭhakathā（《〈小部·大解說〉注》

裡把中文習慣譯為「增上戒學」這個詞訓釋為「更高一層的、至上的尸羅叫做

『增上戒』，因為這增上戒是要學會的，所以叫做『學』」。33可注意的是，同

一個  “sikkhitabbaṭṭhena” 也當作  “sippaṃ” 的定義 34，而  “sippaṃ”（梵語 

“śilpaṃ”），漢譯佛典曾用「技術」、「技藝」、「工巧」等詞來翻35。在這個

基礎上回到菩薩的 “bslab pa”，也許可以說是指「要自我訓練到學會地步的技

巧」，蘊藏了一種期許的意味，有點像當今學佛人圈子裡可聽到的「這是他的

功課」之類句子裡的「功課」。這樣的色彩，從古人習慣用的「學」、「所學」

完全看不出來，茲暫嘗試譯作「應學的技巧」。 

                                            
31 參 T09 ,  no .  2 78 ,  p .  6 31 ,  c 24、 p .  633 ,  a3 -1 0。  
32 參上引 Mo nie r - Wi l l i ams  書  p .  104 4a、 1 070a。  
33 即 “adh i s ī l a s ik khā t i  adh ika ṃ  u t t ama ṃ  s ī l a n t i  adh i s ī l a ṃ ,  a dh i s ī l añca  t a ṃ  

s ikkh i t abba ṭ ṭ hena  s ik khā  cā t i  adh i s ī l a s ik k hā”。  
34 “s ikkh i t a bba ṭ ṭhe na  s ippan t i ”，見  Kh udda kan ikāye  Ud āna -a ṭ ṭ h aka thā  

Nand avag go  S i ppasu t tava ṇ -ṇa nā  等。  
35 參荻原雲來編纂，《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頁  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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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透過藏文本的對照，發現漢譯《離世間品》講到菩薩的「戒」（或「禁戒」）

的地方，背後至少有兩個意義不相同的原典詞—— “śīlaṃ” 和 “śikṣā”——，

而這兩個語詞該如何解讀，必須斟酌具體文脈，根據語境謹慎推敲。如果一股

腦兒從漢文字面發揮，而不留意現實差異，也不加以妥當區別，各種誤解便在

所難免。當然，值得進一步討論的相關課題還不少。例如：西晉法護迻譯 

“śīlaṃ” 或 “śikṣā”，為什麼習慣用「禁戒」、「戒」甚至於「禁」？查《漢語

大詞典》，「禁戒」下第二義項為「指佛教的禁條戒律」，並引《百喻經·子死

欲置家中喻》「出家之人，守持禁戒，如護明珠，不使缺落」、《百喻經·就樓

磨刀喻》「猶如愚人，毀破禁戒，多取錢財，以用修福」為書證。36所謂「禁條

戒律」，就把釋氏的戒律想成一條一條禁止出家人作某些事情的款項，跟「菩

薩戒」一詞引起的聯想如出一轍。其實，不需要那麼辛苦還發明新的意思。古

文「禁戒」本來就含「戒備」義37，即「警戒防備」38，提高警覺而採取保護措

施，免得自己受傷。照佛教業果信仰，做壞事，未來倒霉的——不管是這輩子

還是來生——無非是自己。因此，要避免災難、傷害、困擾等等眾苦，關鍵在

於自己不造惡業。然而積習已深，不造惡業談何容易，必須靠正知、不放逸來

提高警覺，而菩薩關懷的重點放在有情，所以他的戒自然包括上引第一百五十

六問答中的「守護一切眾生」，更何況真懂得保護眾生，同時也在保護自己。

一個人這樣慎重其事的精神與自他都不傷的道德行為（“śīlaṃ”），法護用古文

的「禁戒」來表達，無不貼切。至於 “śikṣā” 同樣譯作「禁戒」，可能反映法

護對佛法修行的一個看法39。照理來說，菩薩要培養的應該是多元、豐富的能

力，但在法護看來，這些不同領域的技巧，也許都涵蓋在既不傷害眾生、又保

護自己的大範圍內。 

《度世品經》上「禁戒」偶有簡化為「戒」的情形，諸如上文援引的「何

謂戒淨」、「是為菩薩十戒清淨」、「見犯戒者而懷瞋恚」、「又當奉行諸菩

薩戒」和「常當精進學菩薩戒」，是為了維持四音節的韻律，盡可能貫串讀誦

的節奏。「戒」本身就含「戒備」、「防備」義40，所以通「禁戒」。較罕見

的情形倒是單獨用「禁」。第一百一十三段問「何謂應時」、「何等為方便」、

                                            
36 見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七卷，頁  922。  
37 同上。  
38 見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第五卷，頁  209。  
39 不過從下面的討論可以知道，這樣的看法並非任意主觀的，而在經

文上有根據。  
40 參徐仲舒主編，《漢語大字典》第二卷，頁  1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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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為勤修」、“sbyor ba ni gang”41，以 “prayoga” 為主體。該詞華文往往譯

作「相應」或「加行」，是「理論」的反義詞，指「實踐」42。普賢菩薩給普

慧菩薩的答案羅列六度、四無量心。第二項的持戒波羅蜜多，《度世品經》則

作「一切奉戒，其禁德43限，閑淨精修，奉行應時，不蔑他人」。44在對照其他

譯本時，由《六十華嚴》的「學一切學，持一切戒，具行頭陀、威儀清淨方便，

不輕他故」、《八十華嚴》的「持戒勤修，頭陀苦行，少欲知足，無所欺故」

及藏譯本的 “gzhan la brnyas pa med pas byang chub sems dpa' rnams kyi tshul 

khrims dang |  bslab pa dang |  sbyangs pa'i yon tan dang |  sdom pa dang |  

brtul zhugs dang dka' thub thams cad du yi dam bcas pa la nan tan byed pa'i sbyor 

ba dang | ”45 得知，實踐持戒度所包括的項目，一開頭就是菩薩們的應學技巧

與尸羅46！法護這位很有經驗的譯師當然不可能把這個地方機械性地翻成「禁

戒、禁戒」。他將「戒」分配到 “śikṣā”，然後用「禁」來照顧「尸羅」，顯然

是要避免譯語的重複。結果，不僅巧妙地達到修辭效果，同時也沒有違背語

義，因為獨自的「禁」也可以表示「用以防護……的設施」概念。47這也是個

小例子，說明漢譯《離世間品》所述菩薩之戒，層面多，牽涉廣，唯一絕對找

不到的，就是當今中國佛教或西藏佛教熟悉的「菩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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