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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的集结与特色 
宏印法师 
 

 

序                                                            
  佛经可完全相信吗？印顺导师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的最後一章中曾说：『佛经不应该有真伪的

问题，只是了义说与不了义说，究竟托与方便说的问题。』虽然我们知道了佛经有实说有权说，但是，到

底怎样去判断那一类实说、那一类权说？                   
 
  关於目前佛教界争议的一些事件，比如婴灵的存在与否、陀罗尼被的可信度等，提倡者都说是根据佛

经的记载，反对者却又大肆抨击。诸如此类的问题，不禁教人怀疑，佛经可不可以尽信？又每部经的开头

都冠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或王舍城或……某某地点，说了这部经。然而，是否真的这些经都是佛说

的？佛又为何在这部经说这些法很重要，在那部经却教众生不要执著这些法？如果各位常看佛经或常听弘

扬佛法的演讲，就会发现这些问题。 
 
 

佛经结集的因缘与开展                         
阿育王时代，才有文字记录的佛经出现，在这之前有没有佛经？如何流传下来？                                                           
 
  为什麽每位法师对於自己所弘扬的佛法都说有佛经做根据，但是有时彼此所说的法门又似乎有点不相

容？遇到这些问题又该怎麽去处理呢？基於这样的原因，我选择了『佛经的结集与特色』这个题目，就佛

经的形成、由来以及产生佛经的过程，向各位提出我个人的研究与看法。 
 
  大家都知道，一些古代的伟大思想家，如东方的孔子、西方的苏格拉底……；这些圣者都没有亲自写作

流传，而後世的人所读到的，有关这些先哲的思想作品，都是他们的弟子所记录结集而成的。佛教经典的

产生也是如此，虽然佛陀在世的时代，印度已有文字，但当时的佛陀并没有文字的著作，至於正式以文字

记录佛陀的一言一行并流传成为佛教典籍，是在佛陀入灭後一百五十年，阿育王称帝时代产生的。阿育王

登基的时间，有说是佛入灭後二百五十年，有说是一百五十年，根据印度流传下来的碑文或者文字考证，

阿育王时代为佛陀入灭後一百五十年开始，此说法较为学术界所采信。 
 
  那麽，是不是在阿育王时代之前，或者没有文字整理的时候，就没有佛经呢？是否有了文字的记录、

编辑才算有佛经？其实不是这样。佛陀在世时就有佛经了，只不过那时候的佛经是口耳相传罢了；佛陀在

某一个地方，对某一些人讲某些法门，这个因缘的始未，以及讲一部经的来龙去脉的前後结集，就是一部

经了。也就是说，在佛陀住世时，以及佛陀刚入灭，而僧团尚末分裂成上座部与大众部之前，佛经都是口

耳相传的。僧团正式分裂成上座部与大众部也是在佛陀入灭後一百五十年左右的阿育王时代，称为部派佛

教。 
 
  现在的学术界，南传佛教的学者与北传佛教的学者共同认定，最早期的佛经确实是阿含经，其中又以

杂阿含为最早。『阿含』两个字，按照佛经的解释有二种意思，一种是理相上，一种是事相上的解释；譬

如普门品说：『於大海遇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就事相上，是在叙述事件；在理相上，是说

一个人遇到逆境而起了嗔恨心。从这两个观点来说，『阿含』的第一个意思是『法归』－－一切法之归趣；

好像百川汇於大海一般，佛弟子将佛说的法都归聚在一起，这叫做法归。 
 
  阿含经依照性质与出现的前後不同，分成四种阿含。比如，讲感应、讲神通或讲天人加持，这一类的

在『增一阿含』说得多；讲无常、无我、涅盘等真实观的，『杂阿含』说得多；记载佛弟子的故事，以及

佛陀过去的故事与佛陀一生的业力，『长阿含』说得多。 
 
  总之，『阿含』的意思就是『法归』与『转诵』－－辗转传诵；也就是要告诉各位，最初的佛经是口

耳相传，转诵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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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说佛经的结集，并不是文字的记录就是结集，比如佛陀刚入灭的第一年夏天，佛经就开始结

集了，这次的结集是由大迦叶尊者出来倡导的。 
 
  因为佛陀在北印度拘尸那城的双树间入灭之後，弟子们把他放在金棺木中准备火化，但是怎麽烧也烧

不起来；有神通的人就说佛陀是要等大家到齐，等大迦叶尊者来主持荼毗大典。佛陀入灭的消息传开来之

後，大迦叶尊者即由南印度赶回北印度来参加荼毗大典。在路上遇到很多的比丘，绝大多数的比丘都伤心

难过，一面痛哭一面赶路要回拘尸那城。但是就有一些恶性比丘听到佛入灭的消息却很开心，他们说：

『佛在世时实在很罗嗦，戒律一大堆，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的，现在大沙门走了，我们可自由了。』

迦叶尊者一听这话，心里难过的想，佛陀刚入灭，就有这些恶劣的比丘如此嚣张，绝对不能因为佛陀入灭

而便得佛法也在人间消失。於是他徵求所有证阿罗汉果的长老上座同意，号召起来立刻著手佛经的结集，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舍城结集。 
 
  王舍城就在灵鹫山下，有一个洞窟叫『七叶窟』，是因为那个洞窟的峭壁上有一棵树只剩下七片叶子

而得名。就在洞窟里举行了结集的典礼，参加的人一共有五百位，所以王舍城结集也称为五百结集或称七

叶窟结集，这是第一次的结集。 
 
  第一次的结集，并没有用文字作记录，只是参加结集的这五百位长者阿罗汉，共同默契承认结集了那

些经典，公推阿难尊者结集『经』，公推优婆离尊者结集『律』。第一次的结集只有经和律而已，经的梵

语叫修多罗，律叫做波罗提木叉或叫□奈耶。 
 
  印顺导师他曾经把经典结集的前後次序分成四个阶段，以我查考的历史资料显示，第一次与第二次的

结集，比较有历史可信性，至於是不是有第三次结集，说法见仁见智。第二次结集，参加的人有七百位，

所以也叫做七百结集，如果以地点来说，就叫做吠舍□结集，结集的原因是由於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分裂而产

生的。 
 
  第三次结集，有说是在华氏城或说是在迦湿弥罗，迦湿弥罗就是西北印度，古代叫做尉宾。第三次结

集不是全面性的结集，是属於部派的结集，因为那个时期是已经进入分裂後的部派佛教时期，当西北印度

【迦湿弥罗】的部派在举行大结集时，东南印度的人却不承认，也不参加结集。所以第三次的结集是 
地区性的部派结集。 
 
 
大乘经典的争议                           
大乘是否为佛所说？这个争议在古印度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到了佛灭五百年，虽然大家都承认大乘经，

但是大乘经如何产生，仍是一个『谜』。   
                                                             
  说到这里，我要告诉各位，小乘的经典在历史上是可以考证的，有可信的历史可以研究，但是大乘经

典的产生却是一个『谜』，历史上没有记载有那些人在什麽时间、什麽地点结集了大乘经典。但在佛灭二

百五十年或三百年的部派佛教时代，就逐渐有类似大乘经出现，佛灭四百年再出现大量的大乘经，到了佛

灭五百年时，出现了更多量的大乘经，而且取得更多人的相信。 
 
  大乘是否为佛所说？在当时的印度就已发生争执，相信的人就说大乘是佛说，不相信的人就说大乘非

佛说，并排拒大乘经。大乘经典的争议，在占印度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间题。到了佛灭五百年，龙树菩萨出

现，那时候的大乘已经成了气候，成了时代的主流，大家都承认大乘经，可是大乘经怎麽产生的，还是一

个『谜』。 
 
  承认大乘经的人，对於大乘经如何产生，认为并不是问题，顶多说是某一位老比丘从大雪山上下来，

重新传诵出来的，就把它当做是佛所说的，流传了下来。或者像龙树进入龙宫，在龙宫发现大乘经；又密

教说，在南印度的一个南天铁塔，打开铁塔门，发现了大量的密教圣典、佛经；就用这样的一种譬喻、一

种象徵，使经典传诵出来。这是经典本身的隐喻，可是仍然不能满足比较人间的、历史的、理性的态度，

人家还是要追间大乘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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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和律由於冠上『佛说』二字的缘故，受到较多的争议，『论』的争议就比较不明显了，因为论多是

历史上的高僧大德、菩萨论师所造，有人名、有时间、有地点。譬如『大毗婆沙论』有二百卷，就是收集

关於上座部到一切有部的部派总集成，这一部论在研究佛教方面的地位很崇高，内容很丰富。像这种书在

印度的梵文已经都没有了，保留在汉文尤其弥足珍贵。 
 
  本来在日本有一位权威学者宇井伯寿教授，他认为汉译的佛典不足采信，不能当做研究佛学的文献依

据。直到近代，透过印顺导师的研究、著作，把汉译经典的地位提高，日本学者也开始重视汉译经典了。

不过欧洲的研究佛学者依然看轻汉译经典，尤其在几十年前，除了巴利文与梵文以外，其他资料都只是列

入参考而已。经过日本人不断的充分考证，将巴利文、梵文与汉文作对照、研究，并经常修正欧洲人的观

念及欧洲人的文献资料，渐渐的欧洲人才了解到，原来中国佛教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汉译经典，也是价值很

高、不容忽视的。 
 
  从我前面所介绍的内容，我们已经了解小乘经典是有根据的，而大乘经典比较没有根据。那麽，究竟

大乘经典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间题稍後再来介绍，我们先谈谈经典的结集与形成的先後，以及它们的特色。 
 
 
经典结集的先後与特色                        
第一次结集，把佛陀的言行结集成九部经。现在我们所读的佛经，已经不是当初结集时的样子，而是经过

增饰的。                             
 
    印顺导师提到，佛陀一入灭後，佛弟子第一次的经典结集，是将佛陀的一言一行结集成九部经。现在

我们讲三藏十二部经，其实早期只有九部，三部是後来再增加的。唐朝以前也没有『大藏经』这个名称，

是南宋以後，有了雕刻编辑，在皇帝支持下雕刻大藏经，才有这个名称，古人只称为『一切经』。 
 
  最初结集佛经，是分成九类性质而编成九部： 
 
  第一类叫做『修多罗』，中文叫做「契经」，是散文体的佛典。 
 
  第二类是『只夜』，也叫『重诵』，是韵体文；例如诵读普门品，前面有一段长文，後面有一段偈诵

【重诵】，就叫做只夜。 
 
  第三类是『伽陀』，就是佛经完全用偈诵的韵文体出现，叫做伽陀。 
 
  第四类是『因缘』，是记载佛陀或佛弟子的事迹始末。 
 
  第五类是『譬喻』，佛用譬喻的力式所讲的经都归於此。 
 
  第六类是『本生』，就是世尊或佛弟子过去生的因缘，称为本生。 
 
  第七类是『本事』，佛陀对弟子叙述，过去七佛修行、度众生的故事，称为本事。 
 
  第八类是『末曾有』，是在说明佛陀本人以及佛弟子不可思议的奇迹，或者证悟的境界。 
 
  第九类是『优婆提舍』，就是『论』，是最早期论藏的前身；佛陀偶然言简意赅的开示，再由大尊者

上座加以演绎发挥的这类佛经，就编入优婆提舍。 
 
  第一次结集是将佛陀的言行结集成九部经，第二次结集是演九部经为四阿含。四阿含的成书是到了阿

育王的时代，接著是依四阿含成立『杂藏』。 
 
  我在前面说过，四阿含以杂阿含出现最早，丙来是中阿含、长阿含，而後增一阿含。四阿含的性质各

不相同，比如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讲到四种悉檀，他认为杂阿含属於『第一义悉檀』，也就是『究竟说』、

『了义说』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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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檀』叫做显扬真义。明显弘扬真义的经都在杂阿含，所以，同一个故事出现在杂阿含很简略，出

现在增一阿含就很详细；而且杂阿含的经文很枯燥简要、生涩，增一阿含对於故事的叙述就来得生动，比

较文学、比较活泼；这涉及到佛经编辑先後的关系。 
 
  南传有位高僧叫做觉音，他把增一阿含整理出来，称为『吉祥悦意』，内容为劝人布施、持戒、修定，

能长寿消灾、免难得福升大，让人得吉祥、得悦意这种思想与天神教的信仰动机、愿望有关。像这一类随

顺凡情而宣说的法门，就归入增一阿含，为世界悉檀。 
 
  如果是对治性的，破斥外道邪知邪见的这一类经文，中阿含收集的多，所以龙树解释中阿含为『对治

悉檀』。在印度那样的种族与信仰繁杂的文化背景下，特别需要破邪显正。这一类引导众生起正信的对治

性法门，都在中阿含。 
 
  众生根机无量无边，法门也就无量无边，各个众生可能要各个不同的法门来修；契合众生个别根机，

满足众生个别差异性需求的这一类法门，就归集在长阿含。所以长阿含是属於『各各为人悉檀』。 
 
  了解四阿含的性质以後，关於佛经的内容问题，我们会发现正如妙法莲华经所说：佛陀讲经有一种态

度－－『开权』、『显实』。权就是权宜、权巧方便；实就是实畅本怀、如实。佛陀讲经有实说与权说，

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像杂阿含第一义悉檀的显扬真义就是实说；增一阿含的世界悉檀或者长阿含的各各为人悉檀，就是权

说，权宜契机的说法。所以，我们常说佛法有契机、有契理，契机和契理到底怎麽去把握？说到这个地力，

前面在尚未讨论主题之前的几个疑问，差不多得到一个明朗的态度了。 
 
  佛经可完全相信吗？印顺导师在『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的最後一章曾说：『佛经不应该有真伪的问

题，只是了义说与不了义说，究竟说与方便说的问题。』虽然我们知道了佛经有实说有权说，但是，到底

怎样去判断那一类实说、那一类权说？那就见仁见智了。 
 
  譬如报纸大登特登的『婴灵』，它也有根据，我们勉强也相信它是佛说，但顶多也只能称为权宜中的

权宜、方便中的方便罢了。佛经本身就有一个譬喻：佛法最早最原始是很纯的，好像高山上流下来的水，

没有受到任何污染、清凉可口，甚至可以直接掏饮。但是，当水流到中游、下游时，就渐渐受到污染了。

佛法也是如此，佛最初讲法是很纯的，但是印度版图大、种族、语言、阶级制度与文化都相当复杂，战乱

又多，佛法流传久了就会开始掺杂。 
 
  佛陀在世时，只在中印度的恒河两岸行化，佛陀入灭一百五十年，孔雀王朝阿育王统一全印度，也把

佛法遍布全印度。根据历史的考证，阿育王甚至派遗传教师，到过今天的希腊、越南、缅甸、西域，可能

还来到龟兹，甚至有人怀疑他也到了大秦，当时秦始皇与阿育王国同时代。 
 
  孔雀王朝一没落，中印度再产生第二个王朝，国土信奉婆罗门教，中印度兴盛的佛教受到严重的伤害。

中印度的出家人向南北逃去，向北逃的到了西北印度，『说一切有部』就在这里发展；向南逃的就到东南

印度，所以佛灭三百年到四百年左右，中印度恒河流域的佛教相当没落衰微。 
 
  第一次的佛教法难，西北印度和东南印度的佛法仍然相当兴盛，以後的大乘唯识学就是从西北印度来；

中观性空般若就是从东南印度发展出来。因为区域性的不同，区域性的适应，使得後来的中观和唯识学一

直很难相融。这是受到这些帝王对佛教的迫害，而分成南北两路发展，佛法在历史上的发展，不能不注意

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麽，现在的小乘经和大乘经典，是否就是当初结集完成时的样子？譬如现在读到某一部经是五千字，

是否当初结集时就是五千字？事卖上，大藏经里面往往早期与後期的同一部经典，会出现好几个人的翻译，

不论小乘经大乘经，看多了就会发现佛经有经过『增饰』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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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增饰的佛经，不能说是後来假造的。比如我前面说过的，佛陀有时候只对弟子做简要的开示，而

中、下根器的人没有听懂，就要靠上座阿罗汉再加以演绎。有一次舍利弗尊者将佛陀讲的一句话，诠释了

七天七夜还没有讲完，後来人家把他所说的话去请教佛陀，佛陀回笞：『如是法，如佛说。』意思是说：

舍利弗说给你们听的法，和我所说的一样。舍利弗亲自得到佛的印证，所以他被称为智慧第一。由此看来，

佛陀在世时弟子们就有增饰的情形了。 
 
  佛弟子将佛说的话又加以发挥解释，是属於一种增饰，佛经也是一样；比如妙法莲华经有七卷，但目

前的学术界认为最原始的妙法莲华经可能只有三卷或四卷。佛经经过历代的传承、时空的演变，比如从东

南印度传到中印度，再传到北印度，这个流传的历史演化，使得这些文章增加了几品进去，或某一段、某

一品的叙述增长了。 
 
  尤其从显教传到密教的经典，这其中的增饰最明显，好多大乘经典在早期的翻译并没有咒语，但是到

了後期的翻译，明显的增加了陀罗尼品，也就是咒语，这就是传到密教时增饰的。密教成为佛教公认的一

种修行法门，大家也接受他了，所以後来这些经典在结集的时候，也都要有陀罗尼品，少了陀罗尼品会觉

得不像佛经。事实上，可以查证得出来，佛陀亲口说的陀罗尼并不多。 
 
  譬如药师灌顶真言，是十二药叉大将说的，十二药叉大将是天神护法、夜叉，他们听佛陀讲药师经後

发愿：末法时代如果有人讽诵这部经、持我这个咒，我就加持这个人。所以，大部分咒语都是属於这种天

龙八部、夜叉、罗刹、鬼神的名号；也有少部分被认为是本尊【佛】现药叉相而宣说的陀罗尼。 
 
  又譬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六祖坛经』都不是原本，已经是第四手的，都是丁福保注解的那一本六

祖坛经。中国的大藏经与日本人编的大正藏，就搜集了两个版本的六祖坛经：一本是元朝的高僧编订的，

也是目前最常见的版本；另一本是民国以後在敦煌发现的『敦煌本』。经过学界包括印顺导师在内的研究，

敦煌本也不是第一手，在敦煌本之前可能还有一本占本的六祖坛经。 
 
  如此一来，大家或许会疑虑，以为我们看不到真面目的佛经。其实，看佛经要有慧眼，六祖大师也告

诉我们：『心疑法华转，心悟转法华。』看经要会转经，不要被经转。所以，经文本身也会暗示，那些地

方是如实说，那些地方是方便说，那个是主题，那个是副题。比如法华经，六七品之前是主题，十、十一

品可能是副题，到二十品之後显然是增饰。 
 
  要了解佛经增饰的间题，应该还要知道印度人的民族性。印度人的文字、哲学、宗教几乎是密不可分

的，所以印度人的文学创作就是宗教创作，印度人的宗教创作也几乎就是用文学创作。文学注重的是象徵

的、衬托的，以及生动的文字描写，因此，印度的宗教徒对於他们宗教的圣典结集，不论是文字上的润饰

及文章的体裁，就带有浓厚的文学性质，尤其大乘经的这种成分更重。 
 
 
大乘经典与小乘经典的异同           
大乘经是艺术性的，它保有佛教传统的实践精神，富有感化力，小乘经论却不免流於枯燥烦琐……                      
 
  印顺导师曾经在书里面提到：大乘经是艺术化的，小乘经是科学化的。科学是什麽？科学是理性的，

科学是有多少证据讲多少东西出来的；艺术则是文学性的、象徵性的、衬托性的。大乘经是艺术性的，它

保有传统佛教的实践精神，富有感化力，小乘经论却不免流於枯燥而繁琐。所以各位读大乘经一定票用宗

教情操来读，才能与宗教的境界相印证。尤其大乘的修行者称为菩萨【觉有情】，更必须具备有菩萨的精

神，菩萨的悲心愿力，这样才能体会到菩萨的人格情操。 
 
  所有的大乘经都在赞叹菩提心，都是在提倡菩萨道，至於解脱、断我执、空、无相、缘起、性空，这

些『般若』理论，严格说起来，是有佛教时就有了。只不过，小乘人积极於个人求解脱、了生死，而末加

重视罢了；大乘则强调入世度众生的悲愿情怀，而不急於断烦恼的解脱，这是大乘经的特色。 
 
  我们刚刚提到，由四阿含而立杂藏。为什麽有杂藏的产生呢？早在第一次结集就出现杂藏这个称呼了。

当时大迦叶尊者发起的王舍城五百罗汉结集，经过三个月结集完成之後，富楼那才终於由南印度带了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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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众赶回来。富楼那请教迦叶尊者结集的结果，於是迦叶尊者向富楼那说明了这次的结集内容。富楼那听

完迦叶的说明，对於戒律方面有些部分认为佛不是这麽说的，并提出自己所听到的佛说的内容，但是迦叶

不赞同，於是两人意见产生分歧。 
 
  第一次结集时，没有参加结集的人当中也有很多是证圣果的，而只选了五百位参加，部分原因也是因

为阿□世王发心供养五百位，太多人了他也负担不起，因此很多人没有被选上。没被选上的人就在外面自己

结集，人数比窟内更多，称为『窟外结集』，富楼那尊者比较支持窟外结集的意见，於是渐渐的佛教僧团

由於意见不同而产生了分裂。 
 
  窟外结集在结集的态度上比较兼容并蓄，没有像窟内结集那麽拘泥。在第一次王舍城窟内结集不承认

的那些神通，或者是天神说、在家居士说，包括持咒，不属於四阿含之内，也不属於律藏这一类的，就把

它归在一起，所以称为『杂藏』。由杂藏再引申出『摩诃衍藏』，摩诃就是大，摩诃衍藏就是大乘藏－－

大乘法、大乘经。由杂藏里面的本生、本事、因缘以及末曾有，很多都是编入杂藏，後来编入摩诃衍藏，

甚至从这些产生後期密教的『陀罗尼禁咒』。 
 
  大乘讲菩萨精神，什麽是菩萨精神？有人说是慈悲喜舍、积极入世、悲心度众，或自利利他，自他两

利。古时候印度人弘扬佛法，智慧很高超，例如讲菩萨精神就用譬喻、用故事，既生动又深刻有力；『本

生谈』所讲的就是菩萨精神的故事。我现在就说一个本生谈的故事： 
 
  有一只小麻雀住在深山里面；有一次，当动物们还在熟睡中，森林却起了大火，只有这只小鸟发现起

火了。它著急的想：『火一烧起来，一定会烧死很多飞禽走兽，没烧死的也会无家可归、没食物吃！该怎

麽办呢？』於是它大喊：『失火了！失火了！大家赶快逃命啊！』一方面它灵机一动，飞到森林边上的小

河去把身上沾湿，然後飞回来用身上的水滴撒在火上，希望把火扑灭。 
 
  这实在是杯水车薪，怎麽救得了呢？可是这只小鸟却来回不停的滴水，持续不断的救火。天神帝释在

天上看到了，觉得很可笑，於是问小鸟说：『小鸟呀！火这麽大，小河又远，不但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且

你那麽弱小，想灭火简直自不量力啊！』小鸟一面救火一面回答：『火能不能灭掉是一回事，但是我的悲

心愿力一定要这麽做。』这就像孔子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天神帝释被小鸟感动了，於是降

了一场大雨将火熄灭。 
 
  这个故事中的小鸟就是现在的释迦牟尼佛，他在多生多世之前就已实行菩萨道精神－－但愿众生得离

苦，不为自己求安乐。本生谈记载的就是这种菩萨道精神的故事。 
 
  修行一定不离戒定慧三无漏学，这是大小乘共同解脱的根本，修菩萨道同样要与此三无漏学相应。我

再讲一个菩萨行为的故事： 
 
  释迦牟尼在过去多生以前，有一次与五百个商人到大海里去捞宝。回程时走到荒郊野外，天色已晚无

法再赶路，於是大夥儿就在荒野上休息过夜。半夜里来了一个人，看到这夥人带了这麽大批金银财宝，於

是起了盗心，准备谋财害命。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还没睡，他发觉有盗贼，并且这个盗贼还想杀人，这

个商人心想：『如果任由这个盗贼杀人劫财，那他将来要背负的恶果太可怕了，若叫醒大夥，则这个盗贼

也会被杀，一样有人会犯了杀戒，倒不如我将他杀了，如此一来，可以救五百人的生命财产，还可免去这

个人的恶果，纵使我因杀人而必须下地狱，这也是值得啊！』於是这个商人起来与盗贼搏斗，并杀了对方

而保护了这群同伴。後来的经典赞叹这是菩萨的行为。 
 
   像这种破了戒反受赞叹的观念，印顺导师在妙云集的『佛法概论』里面也提到。起初我看这本书，觉

得导师的这个观念怎麽这麽特殊？原来他是根据唯识宗『瑜伽师地论』的说法，後来我又看到西藏黄教的

祖师宗喀巴大师写的一本『菩提正道菩萨戒论』，也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菩萨持戒，有时候为了菩提心、

度众生而不自观戒。不自观戒，就是杀盗淫妄酒五戒皆可犯，为度众生而不持五戒，竟是菩萨的殊胜戒；

这就是菩萨的修行与小乘人不一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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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乘持戒很严格，譬如比丘出门托钵，遇见一位年轻的小姐落水了，这位此丘如果不救她，她就要被

淹死了，可是男女授受不亲，戒律是禁止比丘近女色的呀！怎糜办？该不该下去救人呢？笞案是：不行。

我查过中国的四部戒律－－五分律、四分律、十诵律及大众部的摩诃僧只律，其中有三部共同的说法认为，

比丘不能犯戒，至於落水的少女只有听天由命了。这是小乘的做法。 
 
 
佛法不一定由佛亲口说                         
佛法不仅是佛说者，一切世间真实善语、微妙好言，皆是佛法。佛法有五种人说．．．                                                    
 
  接下来我要告诉各位一个观念：佛陀说的法称为佛法，但是佛法不一定是由佛亲口说的。龙树菩萨的

大智度论第二卷说：『佛法非但佛说者，一切世间真实善语、微妙好语，皆出佛法中。如佛毗尼中说：何

者是佛法？佛法有五种人说：一者佛口自说，二者佛弟子说，三者仙人说，四者诸天说，五者化人说。』

毗尼是律藏，佛弟子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比如杂阿含记载，有位质多长者，说法无碍，比

丘尼、初学比丘在他的指导下证果。所以现在有些人在争议说居士可不可以升座说法？其实在印度时就有

居士升座说法了，只是，不论居士或出家人讲经说法都应该将功德回向三宝及一切众生，感谢得力於佛法

僧三宝的功德加持，这样就不违背了。 
 
  第三个『仙人说』，仙人不一定指佛教仙人，外道的五通仙人或者一通仙人、二通仙人，他们有时候

说的和佛法意思一样，就是佛法了。第四种诸天说，就是天人、天神说的佛法。第五种化人说，证果位的

罗汉、菩萨或佛陀运用神通变化成各种形象而说佛法。但是并没有提到梦中说，可是我们大藏经有提到梦

中说，那是明朝的一个皇后，她梦见天神来向她说法，就一字不漏的背诵出来，经过高僧验证认为是佛法，

於是皇帝颁令将它编入佛经。所以到了中国，就加了一个梦中说，这也不能说完全错，只是另一种观点以

及审核的间题罢了。 
 
  综合这五种，我们再看大智度论龙树菩萨说：『入佛法相，名为佛法。』在印度历史上的高僧，他们

已经培养出一个共识，就是刚刚那五种人说的都是佛法，所以到了龙树就说：『修多罗相应，不越毗尼，

不违法相。』只要与修多罗【经】相应，不越□尼就是不违背戒律的条文，也不违反阿毗达磨【论】的法相，

如此就是合乎佛法。 
 
  在四分律里面讲到，有一个法则来认定法或非法，即佛亲口所说，或者是佛弟子、诸天、仙人、化人

说而经过佛的认可，就是佛法。比如『大方广佛华严经』，释迦牟尼佛都是紧闭金口，整部华严经几乎都

是大菩萨在讲他们的境界，他们的菩萨道、菩提心怎麽修，最後再由佛陀来印证他们所说的法。又比如

『维摩诘所说经』，整部经从头到尾都是声闻弟子和大菩萨应对辩论，以及维摩诘居士说法，由他示现生

病而引导出这一部生动的经典，最後也都是佛陀来印证收场。所以大乘佛教才有一句话说：『法王无事，

法付法子』，佛陀很少先开口说法，都是由菩萨们讲示自己修行的法门。楞严经也是个个菩萨在讲他们的

圆通法门，观音菩萨是耳根圆通法门，大势至菩萨是念佛圆通法门，而最後也都是佛陀来圆场。 
 
  我对佛经、佛法做这样的介绍，就是要告诉各位一个观念：佛法和佛经不一定要与佛说连成一直线。

甚至佛在世时，所谓的佛经就没有那麽死板的要『佛亲口说』才能够称为经，佛弟子说的也都称为经。而

且大量的佛经都是在历史的结集形成中出来的，佛弟子的修持，体会到佛陀的精神，深信佛的法印相印证

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境界，而且得到这些圣者的共识，结集出来的这些经典，在历史上越来越多。 
 
  想要了解这地历史的演变和结集的形成，也要晓得佛经在印度的文化和背景，以及契合印度人的根机，

所以佛经的实说和权说，这种力便的、权宜的说法就有相当的弹性了。 
 
  佛经传到了中国，由於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是一但高级文化了，所以对於佛经那种适应印度民

间信仰的权宜说法，以及佛经传入西藏以後，与当地民间信仰相结台的神鬼色彩，中国的儒家、理学家或

高级知识分子是比较排斥的，尤其近代深受西洋科学影响的，像胡适这一类的知识分子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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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对於佛法的选择与接受，以及如何弘扬佛法的真面目？都需要从佛经结集的历史，去抉择

何者才是真正了义的佛法。由於里面的细节太多，我只能重点式的、简单扼要的介绍，希望能帮助各位，

对这方面有多一点的认识。 
 
七十七年十一月九日讲                                  
 
 
      输入者: kftseng.bbs@bbs.nchu.edu.tw 
 
******************************************************************** 
【录自：电子佛教藏经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