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波羅提木叉，梵語為prātimok a，音譯又作「波羅提毘木叉」、「般羅

底木叉」、「鉢喇底木叉」。意譯「別解脫」、「保解脫」、「最勝」、

「無等學」。別解脫是指能夠受持一條戒，就能各別得到一分解脫；保解

脫意謂嚴持淨戒，即保證得到解脫。戒能保護眾生得解脫自在、無漏清淨

智，遠離惑業之繫縛，是世間諸學之最上者，故有最勝、無等學之譽。

道證法師開示，曾有初學佛子，因對「波羅提木叉」望文生義，以

為波羅就是鳳梨，意思是拿著木頭牙籤來吃鳳梨，鬧了這樣的笑話。從

佛典來看，有關「戒」的釋義實是甚為殊勝的。《遺教經》言：「戒是正

順解脫之本。」《善見律毘婆沙》卷七云：「一切世間學，波羅提木叉為

最。」《大藏一覽集》卷三進一步解釋：「過去諸佛，因之成道；現在菩

薩，以之度生；未來行人，由之解脫。」《四十二章經疏鈔》亦謂：「戒

如平地，萬善從生；戒如良醫，能療眾疾；戒如明珠，能破昏暗；戒如船

筏，能渡苦海；戒如瓔珞，莊嚴法身。」由此可見戒學的重要。

聖嚴長老在〈戒律與人間淨土的建立〉一文中，談到持戒的功德：

「近則可得現實生活中的健康、平順、和樂；中則依其功德的大小，來生

可於天上人間，享受安穩快樂；遠則能夠成為出世的資糧，乃至種下成佛

的正因。」但受持戒律的動機，不能只為獲得人天福報。佛典故事中，佛

陀為了調伏貪圖天女容色而受持戒律的難陀，要求其他弟子們同予擯斥；

再透過帶領難陀遊歷天界與地獄，讓尊者徹底了解輪迴的苦痛，難陀後來

果真因此證悟解脫。這說明了，若只貪求享樂而持戒，福報盡時，終究還

得返回三界火宅，擔受無盡眾苦。

是故，不論出家或在家佛子，對於戒律都應嚴謹奉持，因一切佛法都

奠基於戒律之上。身為正信佛教徒，若能「以戒為師」，修學解脫之路就

不致產生偏離，直向培福增慧的菩提大道行去。

佛陀最後的言教─波羅提木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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