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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印度佛教史  
  

第六章 大众部及有部的教义 

 

第一节 两个根本部派 

两部的特质 

在阿育王时代，佛教自中印度向南印度发展的，是大众部，以大天为中心人物；自中印度向

西印度及西北印度发展的，是上座部，可能是以末阐提为中心人物。当南 方的大众部由一

味而再三分裂，乃至消失於大乘佛教中时，由於南方王朝势力的向西北方推进，西北方的一

味的上座佛教，便受到新思潮的激荡，内部发生了再分 裂。其中自以为是保持上座根本部

思想的说一切有部，便是再分裂后最大的一派。 

 

大众部是重视佛陀的根本精神的发展，基於自由思想及实际生活的要求，一面在对佛陀的观

念上趋於理想化，一面在现实的生活上则要求人间化。 

 

说一切有部则适巧相反，为对於原始的经义的保守，为基於对经律的整理疏释的要求；一面

在对佛陀的观念上仍保持人间化，一面在现实的生活上则趋於学究化。 

 

因此，大众部终究盛大了大乘佛教，它所留下的典籍，却仅有一部佛传《大事经》，据说是

大众部下说出世部所传，论典是一部也没有。 

 

要知大众部的思想，尚须从有部等其他上座系的典籍中去找。至於说一切有部，它有以《发

智论》为首的七论，到了迦腻色迦王时的第四次结集，又出现了一部二百卷的《大 婆沙

论》而集有部论书的大成。 

 

有部对经义的疏释及组织条理，是如此努力，对於律仪的发挥，也有超过任何一个部派的成

绩：先有西印摩偷罗有部的《十诵律》六十卷，以及解释《十诵律》的 《萨婆多论》；次

有西北印迦湿弥罗的《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略称《有部律》）五十卷，但此部的律书为义

净三藏译成汉文的，多达十八种，计一百九十八卷，传 译到西藏去的律典，也是《有部

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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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有部学者的学究气味太浓，佛教便与人间脱节，也与实际的修道相背。要想学佛而知

佛教者，必须出家，穷其毕生的岁月，在寺院中钻究浩繁的论书。这不是 平易近人的佛

教，佛教学者也只求其自我的解脱。后来被大乘佛教贬为小乘的对象，多分是指的他们。 

  

现象论 

观察万有的活动，为现象论。大众部主张「现在有体，过未无体」。有部则主张「三世实

有，法体恒有」。同样是说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同样是 把万法的变易，放在过去、

现在、未来的三个位置上来观察。大众部只承认当下的现在为实有，过去的已成过去，未来

的尚未出现，以为过去及未来是由现在法所推 定而有的名称。於现前一刹那，名为现在

法，此乃是由於现在主观的存在。过去及未来的客观法，不能离开认识的主观法而存在，所

以称为「过未无体」而「现在有 体」。 

 

这是基於缘起观的思想，以为三世的存在，并没有独立的实体性。因为现在法永远都在变成

过去而进至未来，但其仍有暂住於现在的观念，故被称为「色法暂住」说。 

 

至於有部之称为有部，《部执异论疏》谓：「其说一切有义故，用标部名。」主要是「三世

实有，法体恒有」。有人以为，这是采用了外道的自然哲学的思惟方法， 而完成的教系；

有人并以此「有」为「实在论」的有；有人把此「实有」、「恒有」，说成「物质（能）不

灭」、「势力恒存」。却更有人以为有部之「有」，是基 於原始教义「诸行无常」的开

展，乃是无常、无我的具体表现或延长。这种实有观，有现代实存哲学（Existential 

philosophy）的倾向。因为三世是现在一刹那的内容，正如有人所说：「现在是过去的儿

女，也是未来的父母。」现在的一刹那虽已不是过去，也不是未 来，却是过去的继续，也

是未来的源头，所以是「三世实有」的。一切事象，均是生灭於刹那的变化，前一刹那到后

一刹那，已不相同，无数事象在每一刹那，均不 相同，因此，在一法（事象）之上，即建

立有无数的法体，各各无数的法体，又无不涉及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三世既是实有，

其一一「法体」，也必是「恒 有」的，然而，法体是使「色」（事象）能成为其自相，使

其时时出现於现在而充足它自己。所以法体的「恒有」，是指它的每一刹那的自相的价值次

第，而不是在 时间次第上的「常有」。法既无常，必然是无我。 

 

可见，大众部是基於缘起观而立论，说一切有部是基於无常无我而发展，开出的理念虽不

同，基本的源头则均是佛陀的遗教。 

 

 

本体论 

追究现象的根本，为本体论。大众部的本体论，是「无为法论」。将一切法分成有为及无为

的两类，乃大众部及上座部的通说，但其所立的内容，颇有不同，上座部 的无为法，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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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於虚无的状态，是属於消极或否定的，大众部则以「无为」有生起万法的能力（所以这是

化地部真如无为缘起的先驱），是规定有为法的根据和法 则，是属於积极或肯定的。 

 

为便於明了两部及各派对无为法的差别起见，列表如下： 

 

心性论与有情论 

所谓心性，即是心的本性、本质，不是日常的分别心及肉团心，对於心的本性，大众部是主

张「心净说」的，《宗轮论发轫》（明治二十四年，小山宪荣编撰）中 说：「心性本净，

客尘随烦恼之所杂染，说为不净。」有青众生的主体为心，心的本性本来是净，由於客观的

烦恼染污，此心即成不净而称为凡夫。对此大众部的心 性本净说，站在大乘的立场，有相

宗及性宗两种不同的看法，但它是后来真如缘起的先驱思想，能是属於众生皆有佛性论的性

宗系统。大众部另有「心自缘」之说， 《异部宗轮论》（《大正藏》四九．一五页下）

说：「诸预流首，心心所法，能了自性。」预流首是小乘初果圣人，他们的心及心的所缘之

法，能够了别其自心的本 性。这与心净说是一致。，圣首返於心的本 净，所以心能自缘其

自己的本性，这也与后来大乘菩萨心的作用一致。大众部又有「随眠」与「种子」说，它将

随眠与「缠」分开，以随眠是烦恼的种子，缠是现行 的烦恼；种子是潜伏着的因素，现行

是发生了的事实。这一种子思想，也与后来大乘的唯识有渊源。 

 

对於有部来说，则与大众部相反，认为心性本来不净，认为心不能自缘，认为随眠就是烦

恼。同时，《成唯识论》卷三（《大正藏》三一·一五页上）中说到「大众 部阿笈摩（阿

含）中，密意说此名根本识，是眼识等所依止故。」这个为眼等六识所依止的「根本识」，

与犊子部的「非即非离蕴我」的「补特迦罗」类似。化地部 承此而立「穷生死蕴」。正量

部的「果报识」，经量部的「细意识」或「一味蕴」，作用大同，为业之所依而流转生死。

到了大乘佛教，便成了阿赖耶识的思想。大 乘阿赖耶识，实由部派佛教而出，大众部的根

本识，则早已在原始圣典中胚胎於第六意识的功能。 

 

有部看有情众生，是基於无常无我的原则，以有情为五蕴的假合，乃是一种机械的实在论。

对於有情生死的观察，则唱生有、本有、死有、中有的四有说。「中有」 是死后至投生期

的灵体，是一种微细的物质（色法），但这中有的观念，却不为分别说系的上座部所接受。 

 

有情是无我的，但因各各的业力而有轮回生死，因此，有部特别重视「业」说的分析。业在

《阿含》经典，是一种「意志」，如说「业是思」。到了有部，则将业分 为二：1.思业，2.

思已业。前者为意业，后者为身、语二业。又将身语二业各分为二：1.表业，2.无表业。身

表业的「体」是「形色」，语表业的「体」是 「声言」；无表业是业的馀势，是留存於行

为者心上的一种习惯性或影响力，因此意业即不另立无表业。由业分为二业，配合三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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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五业，如下表： 

 

可见有部特别重视外表的业的分析。由表业而形成无表业，由无表业的相续，即招致将来的

苦乐果报。但其立无表业的目的，是补助表业（色法）的不负行为责任； 至於吾人心中所

想而不表现於身语的行为，不论思想何事，对吾人之 心性亦无重大影响。像这种偏重於外

表业而偏轻於思想业的观念，则与原始佛教「业是思」的观点不合，更无法接通大乘佛教的

菩萨以意业为重的思想了。 
 

修道论与果位论 

佛教的唯一最高目的，是在求得众生的解脱；要求解脱的方法，便是修道；修道的重心是

戒、定、慧；以戒定慧三无漏学而包摄一切善法。戒定慧三学相互为用，乃 为各派一致的

见解。唯其大众部重於慧，乃有「慧为加行」之说；分别说系重於戒律；说一切有部重於禅

定，乃有「依空，无愿，二三摩地，俱容得入，正性离生思 惟」之言。依修定为解脱道的

根本法，乃是印度内外道的保守派的本色。定有渐次，所以有部及犊子系对证入见道位的修

行法，主张「四圣谛渐现观」；大众部及分 别说系，则主张「四圣谛一时现观」。所谓渐

现观，是以十五心或十六心中，次第而入见道位，证得初果预流；所谓一时现观，是顿入四

谛共相的空无我性，也就是 观一切法无常故苦，苦故无我，亦无我所。证入空寂无生之灭

谛，即是见道。 

 

所谓以十五心或十六心中次第而入，即是渐次修四谛观，进八圣道以前的加行位上，便是十

五心的次第，十六心即入见道位。（十六心以其名相阐释较繁，请自参阅丁福保《佛学大辞

典》一一三三－一一三四页，在此从略） 

 

在小乘圣果，分有学及无学两类，自初果至三果为有学人，四果为无学人。 四果又分为八

辈：初果向、初果，二果向、二果，三果向、三果，四果向、四果，合称为四双八辈。第十

六心位是见道位，自预流初果位至阿罗汉四果向位，均属修 道位，四果阿罗汉，即是无学

道位，如云：「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知如真。」这就是证入寂灭的

涅盘境了。 

 

对於罗汉的看法，大众部有大天五事说，与有部争持不已，已见第四章了。另有大众部主张

三果之前有退，四果无退；有部则主张初果必不退，后三果容有退。大众 部以为「诸预流

者，造一切恶，唯除无间。」（无间为五种大恶业：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

佛身血。）有部则以为一旦证得初果，即不再造恶业。如 照《杂阿含经》卷三九及四七的

记载看，罗汉有退是正确的见解，因有三位罗汉在退失而复得之后，恐怕如果退了而尚未再

得之时便命终死去，所以即在罗汉果位上 自杀而入了涅盘，佛陀倒是赞成他们的。四果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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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退，大众部的预流者造一切恶，并否定有部所说的初果「忍不堕恶趣」，当然也有道理；

这与有部认为「诸阿罗 汉，犹受故业」，也是一致。因此，两部思想，不妨综合。 

 

大众部的果位论有三种，即是阿罗汉、菩萨、佛陀，并以佛陀为最后的目的。有部则以罗汉

为目的，主张「佛与二乘，解脱无异，三乘圣道，各有差别。」菩萨是佛 的因行，即是尚

未成佛的佛。大众部主张菩萨是超人间性的：「一切菩萨，入母胎中，皆不执受羯刺蓝……

（胎质）为自体……一切菩萨不起欲想、恚想、害想；菩 萨为欲饶益有情，愿生恶趣，随

意能往。」一切有部却说：「应言菩萨，犹是异生，诸结未断。」这是人间性的看法。 

 

至於佛陀，大众部也是从高调理想上立论：「佛以一音，说一切法。世尊所说，无不如义。

如来色身，实无边际，如来威力，实无边际，诸佛寿量，亦无边际。」 「诸佛世尊，尽

智、无生智，恒常随转，乃至般涅盘。」大众部以佛的肉身是无漏，故无边际，「常在定

故」；并且全知全能；「一刹那心，了一切法」；答问不假 思惟；佛语无一句不是转法

轮。大众部的此等思想，是渊源於早期的圣典，即因缘、本生、譬喻等，尤以本生为甚。但

在有部方面，仍从人间性的佛陀来立论：「非 如来语，皆为转法轮。」「非佛一音，能说

一切法。」「世尊亦有不如义言；佛所说经，非皆了义，佛自说有不了义经。」并且以佛身

为有漏，仍能使众生生起漏 法；佛一念智不能遍知；威力亦有边际。 

 

以上引号所用的字句，多采自《异部宗轮论》，读者可以参阅。实则，此二部异见，亦不妨

调和。人间的圣者乃至佛陀，当以不违人间的尺度来叙说他们；至於不可 思议的超人间性

的境界，当以宗教经验的神通观念来接受他们。总之，大众部的思想，每每都在接通原始佛

教与大乘佛教之间的消息；上座部中的大乘思 想，多少也是受了大众部的影响而来。 

 

 

 

此检体版资料录自法鼓全集 HTML 版（繁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