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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世的時代，印刷術還沒有發明，沒有用文字印成書本，所以佛

說法四十九年，都是以身作則，憑自己修證的所得，來開示徒眾，沒

有用甚麼經書來作講本的。徒眾們聽了之後，亦只用口頭傳誦，互相

授受；用針刺在多羅樹葉(tāla)上，把它用線貫穿成為册子，那是佛滅

以後的事；至於用紙墨抄寫或版印流通，是在更後的後世才有的。 

 

佛滅度後，徒眾想要結集經典，大槪有三個原因︰一、沒有根據

的本子，大家只靠口頭傳誦，時間久了，一定會發生錯誤；二、沒有

所依的經本，時間久了，佛法必易失傳；三、佛法沒有正確記錄的範

本，將來恐被外道的邪說攙入，混亂了眞相。同時在佛滅不久，有人

聽到一些佛徒說︰「佛在世時，常常拿戒律來約束我們，說某事應做，

某事不應做，大家感到極不自由，今後可以為所欲為了。」這話傳到

摩訶迦葉(Mahākaśyapa)的耳朶裡，他就緊張起來，感到若不結集經典，

以後的徒眾必難以統制，佛法也不會長久地流傳下去。於是他就發起

作第一次的結集。 

 

第一次結集經典；結集的本意，就是會誦；由會誦的結集，審定

內容，便編成經本。當時大迦葉旣覺得佛法有結集的必要，他就發起

選集五百個學德俱高的比丘，作第一次的結集。時間大約在西元前四

八六年的夏季。地點是在王舍城附近的畢波羅窟(Pippala)。王舍城是

摩竭陀國的首都。國王阿闍世(Ajātaśatru)王，是一個由謗佛而轉過來

信佛的虔誠弟子，聽見這事，大為贊成擁護，供給他們一切所需的飲

食臥具，使他們安心工作。當時大眾推大迦葉為上座，又因阿難陀

(Ᾱnanda)親近佛最久，聽得佛法最多，就推他升座主誦四阿含等經典。

《阿含經》有四種︰一、是《長阿含》，破斥婆羅門教的邪見；二、是

《增一阿含》，說明世人修善得報人天福樂的因果；三、是《中阿含》，

進一步說明修出世間的善因，來世能超出生死大海，而登涅槃彼岸的

妙果；四、是《雜阿含》，說明世間的禪定和出世的涅槃是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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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聽了這些道理，如有疑難，便可發問，經過阿難陀的解答無誤，

然後定為佛說。其次，因優波離(Upāli)以持律著名，又推他出來主誦

戒律。他在九十日中間，每日誦出幾多條戒律。一共誦了八十次，就

成一部「八十誦律」。每條都經過大眾的審問和解答，公認沒有錯誤，

就定為佛所親制的戒律。 

 

經為佛說，律為佛制，旣經大眾審定，就編成二藏；至於論藏，

是徒眾用以註解經律的，應該是後來才加入的。但有的說是大迦葉或

阿難陀當時誦出的；有的說是議論第一的迦旃延或說法第一的富樓那

誦出的；各據推論，未易判定。總之，佛世時代只有經藏和律藏，當

時未必有論藏的結集，是可以相信的。 

 

第二次結集典︰釋迦佛滅度後一百多年，有毘舍離城(Vaìśālī)和跋

耆城(Vṛij 梵文)的僧侶共七百人，因在戒律上發生意見，大家就會集

在毘離城議論，作第二次的結集經典。原因是兩城的比丘，有的違背

佛律，於每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盛水滿缽，持向人多的地方，

對着缽水向眾人說︰「有投錢向水中的人，可得到吉祥。」於是就有

很多人來投錢，希望得福。時有耶舍(Yaśa)長老，廵遊至此，知有這事，

大不以為然，就向僧俗雙方勸告︰「出家人遵守佛戒，不蓄金錢；在

家人也不應該拿金錢來布施；否則雙方都有罪過。」多數僧侶，不肯

聽耶舍的話，反怨恨耶舍在俗人面前誹謗出家人，並引起戒律上其他

問題的諍論，於是就分成兩派意見，每派選四個代表，推耶舍為上座，

同赴毘舍離城會議。結果耶舍一派年老的勝利，另一派年少的失敗，

重新扶持禁戒。但年少的一派思想比較前進，人數又多，就自成一集

團，名為「大眾部」，用以和耶舍一派的保守黨對抗，因耶舍一派多是

高年碩德，遂被稱為「上座部」。這兩個教派思想的分歧，就是根本佛

教分裂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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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練習︰ 
 

 

一、 佛憑甚麼來說法？是否有經本？ 

 

二、 佛徒要結集經典大約有幾個原因？ 

 

三、 第一次結集是誰發起和領導的？ 

 

四、 第一次結集在何時？何地？共有幾多人？ 

 

五、 第一次結集的經典應有幾藏？ 

 

六、 第二次結集在何時？何地？何人主持？ 

 

七、 第二次結集的原因何在？ 

 

八、 佛教最初分裂成幾個派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