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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佛学的标准 

 

             在星洲英文佛教会讲 

 

    承陈会长邀我与各位讲点佛理，盛谊甚为可感。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问题：「研究佛学应依什 为标

准？」我想这问题由研究佛学而学佛的人，都应该要先把它搞清楚的；不然，在研究佛法的过程中，容易

发生执著，自是非他，是一非诸，失却了学佛的意义。 

    讲这问题有两点意思：第一、佛教流传世界各国至今已有二千四百多年，慈悲、无我、平等的佛教宗

旨，各国的佛教尽管相同，而在教义的发展上各有所重，各有所偏，意见或不免有所参差；那 ，我们现

在研究佛学，应采什 态度？依什 为标准？是值得提出来研究和讨论的。 

    第二、贵会标名英文佛教会，顾名思议，如各位是读英文书的，或以英文作为媒介研究佛书。英文佛

教的典籍，少数是从日本文字翻译过去的，多数是从巴利文三藏译过去的。其从巴利文三藏译去的经典，

与祖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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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的大乘佛教，或者会有出入。各位平时多数听锡兰、暹、缅各国的法师 讲佛法，但也有请祖国法师来讲

的，听了不同之佛法，或者会有疑问；究 竟谁是谁非？何去何从？到底采什 态度？依什 为标准？这便

是我现在 要来讲这条题目的意思，希望从中找出一个标准来解决这问题；不然，「 南传佛教是小乘的，

北传佛教是大乘的」，未曾讲佛法，大家先来一个排 斥（小乘）或否认（大乘）的心理，便不免要因执见

而生隔膜，不是要失 了学佛的善意吗？  
 
一、阿难四问 
 
    在龙树菩萨作的大智度论中，说到佛临涅盘时，阿难尊者因为还是初果罗汉，未能惑尽情忘，悲哀号

哭。当时惑尽情忘的尊者阿逸楼陀提醒他说：「阿难！佛涅盘後须要结集经典，你的责任重大，现在已不

是你哭的时候了，有许多问题，你要趁此机会，赶快请教世尊，寻求解决！」结果阿难收泪，向佛提出四

个问题：第一、涅盘後佛的弟子修学佛法，应依住什 来做修学的标准？第二、佛世依佛为师，佛後依何

为师？第三、对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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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的恶人如何处置？第四、每部经首应置何语，才使後人信是佛说？当 时佛即答复这四个问题：第一、

四念处是学佛修行的基本准则，大家应依 四念处住！所谓四念处，是四种观法，一是观身不净；二是观受

是苦，不 贪境界，三是观心无常，悟入真常；四是观法无我，彻证空理。第二、几 佛弟子，须依止经律：

律为入定的基础；经是发慧的根本。第三、对於同 住的恶人，不宜恼怒相同，只宜以慈默摈。第四、一切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20/zhumo-b20-16.htm?rr=1470&db=zhumo�


经首，须置「如是 我闻」等六种证信的文句，方使後人净信佛语，不起怀疑。 
    在这四个问题的解答中，前面三个问题，我想无论在南传佛教或北传 佛教，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有了

最後一个问题的解答，我们可以理解到 凡是经首安有「如是我闻」等文字的经典，我们便不能否认它不是

佛说。 如依这个标准来判别佛经，那 不但巴利文的阿岌摩是佛亲口所说，一切 梵文的经（修多罗）律

（ 捺耶），亦必是佛亲口所说。因华文的四阿含 经中，许多经首安有「闻如是」，佛在某处说经等的文

字；而华文的大乘 经典中，则几乎每部经首都有「如是我闻」等的证信文字了。 
    这是根据佛陀亲口咐嘱的，从一切大小乘经典文字组织，首尾类似的 方式上，我们可以肯定不但小乘经

典是佛说，一切大乘经典亦是佛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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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要抱著平等的心来研究，放宽自己的视线，扩展自己的胸怀，运用理智 来抉择，不好感情用事，局於一

隅，一脔自赏，失却了佛法的全貌。  
 
二、经论四依 

 

    在涅盘经、解深密经、四分律、大智度论等佛语中，曾讨论到後世由研究佛学而学佛的人，应照四依

来做标准。四依有行四依、法四依、人四依、说四依。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法四依」与「说四依」。由

於法四依，使我们千秋万世後的学佛者，对五法的信解取舍，获得一个很理智的、很开明的学佛标准。什 

是法四依呢？ 

    A.依法不依人：法指佛所说的理法，或法尔本然的真理，可为轨模，依之入道；人是有情的假名，变

迁无定，真伪莫测，暂时依之过渡，不可视为究竟。所以不论其为凡夫外道都好，只要他所说的话（法）

契於正理，便可依之信受奉行；否则，即使他身现佛相，说不契理，即不能依他，依他便是自己的损失。

由於这种启示，我们对於一切经典的认识取舍，便知真理自有所在，绝不因他人的歪曲，瞎却了自己的眼

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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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了义经，是指那经中所说的义理很明自、 很显了、很彻底的，不是含

糊不清的，有疑难决的；否则，即成为不了义经 。又了义经中所说的道理是真实的，直捷了当的；不了义

经中所说的道理 是方便的，隐有其他用意的。如我国法华经的化城喻品中有个比喻说得很 好：有一个导

师率领许多弟子要去五百里远的宝所采宝，弟子因畏路远， 意怯欲退。导师方便，在三百里的中途化了一

城，妙好庄严，引诱前进， 可供歇息：既至其城，已过半程，宝所在望，大家只好前进了。这说化城 的

道理，就是方便的、不真实、不了义的；说宝所的所在，才是真实、究 竟、了义的。从这启示中又告诉我

们後世研究佛理的人，自己看什 经都 好，要照这个准则去衡量，就如那一部经是究竟的、合理的、了义

的，那 一部经是不究竟、不合理、不了义的，决不因文字、语言、地域、流变等 种种隔阂的知见，拘系

了自己，使自己陷入小圈子裹，终是兜不出来。  

    C.依义不依语：义为义理，乃诸法的真实性；语是语言，乃藉以诠表 真理的假设名言。又义为精

华，语为糟柏。融会义之精华，便可弃却语之 糟柏；且语言方便，随说不定，所以不能依为究竟，可依为

究竟的，是在 义理而不在语言。这启示我们对一切佛经的抉择真伪，其取舍的标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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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容所说的义理是否合於佛理，是则肯定其为真，否则判断其为伪。故 在小乘经中用「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涅盘寂静」的「三法印」 来审定一切佛经的真伪，合於这三个理论条件的，就印定它是



正确性的经 典，否则虽文字语言说得如何巧妙，也不好承认它是佛说的教义。在大乘 的经典中，更添一

「诸法实相印」，来印定诸经的义理，也是这种性质。 因此，我们後世读经典的人，不论其为梵文、华

文、英文、或巴利文的经 典，只要其内容理论合於「四法印」的正确性，我们就承认它是佛说，否 则便

非佛说。这也是审定真伪的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法。  

    C.依智不依识：智为真智，识是妄识。妄识分别妄境，飘驰六尘，耽 迷不觉，对一切实理实事，

都失却真知灼见。若是任这妄识恣意增长，起 惑造业，便受轮回，难逃生死，所以不可依止。若依真智则

不然，其智具 含本心照明之德，可与法性契合，涤垢存净，背尘合觉，直证菩提。故修 学佛法的标准，

宜依智而不依识。定止妄识，策发真智，是为学佛的要务 。 

    现在研究佛学，修习佛的人，能依上说的「法四依」做为标准，基本 坚定，认识正确，那 对於

一切经典的文字真伪以及取舍的问题，我想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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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解决的；就是在思想上，也不难沟通的。 

    「说四依」，是指佛说法时所运用的四种秘密意趣。在摄大乘论中有 扼要的阐述。第一平等意

趣，如佛说「我昔曾於彼时彼分，即名胜观正等 觉者」；此中意趣，在显佛佛道同，法身平等。第二别时

意趣，如说「若 诵多宝如来名者，便於无上正等菩提已得决定。」此中意趣，为使懒惰之 人，其心不

退，知道学佛并非艰难之事。第三别义意趣，如说「若已逢事 尔所 伽河沙等佛，於大乘法方能解义。」

此中意趣，是指证悟胜义，非 短时间所可通达，须要经久修持，始能解了，与前但诵多宝佛名，於菩提 

道便得决定的意趣，显然有异了。第四众生欲乐意趣，如说「为一补特伽 罗（众生）先赞布施，後还毁

訾」；此中意趣，显佛为悭贪众生，先赞布 施好处：但布施而起执著，以为究竟，佛便呵说布施不过是下

品善根吧了 ，不是究竟的佛法。同是布施一法，前後解说，赞毁不同，意趣有异。由 於这四种意趣来做

标准，我们研读经论，可以获得一种启示，知道佛无定 法，为众生说；何况「已说之法，如爪上尘，未说

之法，如大地土。」且 因时地机宜不等，说时意趣各异，或小或大，或显或密，或赞或毁，不是 矛盾，

也无抵触，只要自己理解融会，许多在教理上有关性相、空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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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显密等问题，都可思过其半了。 

    其他「行四依」：一是著粪扫衣、二是常乞食、三是树下坐、四是修 身心清净观。这是偏说出家

比丘所依所过的生活方式。「人四依」，是说 明後世能弘扬佛法而为众人所依所范的人有四种：一是虽具

烦恼而能弘法 的人；二是初果须陀洹和二果斯陀含人；三是三果阿那含人；四是四果阿 罗汉人。这指凡

夫修学佛法，应依此四种贤圣为标准，其前面法四依中的 「依法不依人」就理说，此就事说，各有意趣，

重点不同，亦不相妨碍的  
 

 

三、佛法四系 

 

    佛教导源於印度，从历史的发展，我们可见到印度佛教的三个时期：即佛世及佛初入灭前後，为小乘

发达时期；佛灭四五六百年前後，为大乘发达时期；佛灭千年前後，为密乘发达时期。初期小乘流传於锡

兰、缅甸、暹罗等地；二期大乘流传於中国、朝鲜、日本等地；三期密乘流传於西藏、尼泊尔、蒙古等

地。这是从佛教的性质来说。若从今日佛教流传各地 

 

60 



的文字来说，显然已成了四系文字的佛法，即梵藏文系、巴利文系、中日 文系、英美文系。英美文系的佛

法，是近世才发展出来的。在座各位研究 英文佛学的，自然都知道现在在英、美、法、德等国都有佛法

了，都有佛 教组织机构了，也有人发心来出家弘扬佛法了。但这是佛教後起的生力军 ，还需要东南亚各

佛教国在教理的宣传上，在人材的交换上，做多方面的 实力支援，将来英美文系的佛法，才能在欧美大陆

普遍地树立起来。同时 现在欧美流行的佛法，多数是从南传佛教的区域传播过去的所谓「原始佛 教」，

对於我国的大乘佛法，恐怕还是很生疏隔膜的，不过从日本佛教方 面、亦已有不少的大乘经籍翻译过去。

说到这裹，使我对在座各位研究英 文佛教的朋友，生出无限羡慕的心理，也寄以无穷的希望！即是希望各

位 除了研究南传佛教的巴利文三藏外，还要多研究祖国的大乘三藏，不但要 把南方的佛教从文字语言上

传到欧美去，同时亦要把祖国的佛教从文字语 言上传到欧美去，使未来的佛教，普遍到五大洲，在这地球

上重建新的和 平的佛教王国！ 

    人类是理智的动物，亦是感情的动物。理智伸展，配合感情，消去胸 中的块垒，联络融和，不因

各民族文字、语言、地域不同，发生真理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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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隔，那 要做什 事都容易成功。我们要认识学佛的标准，是在理解的 融会，不在形式的拘执，从而消

除各地域佛教的观念，用共同集体的力量 ，发挥我佛慈悲平等的教义与精神，以挽救今日世界的危机。我

讲这题目 ，也不外在这一点点底微意。 

                 

                                           

 曾刊无尽灯月刊?李心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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