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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传佛教大事年表 
 

年代/ 佛历 公元  佛教大事  其他关系 
一零世纪前後 四世纪中叶 “岛史”编成。     马来亚吉打梵语碑

文出土。 
906-933 362-389 大寺修复；铸造摩哂长老金像。  

南印度迦陵伽国陀多王子，携佛齿逃难至锡

兰，供奉於无畏山寺，每年举行盛大庆祝。  

锡兰在印度佛陀伽耶圣地，建一锡兰佛寺。 

  

933-953 389-409 锡兰有雕刻精美的大乘菩萨像。  

达摩瞿谛长老首次将各种巴利文经典译成锡兰

文。  

佛授论师至锡兰受僧教育。 

  

953-975 409-431 法显法师自印度回归，途经锡兰住二年(公元

四一一--四一二)，求得弥沙塞律、长阿含、杂

阿含、杂藏等归国。法显佛国记中记载无畏山

寺住五千僧，大寺三千僧，只园寺(塔山)二千

僧。  

佛音论师在锡兰，领导完成巴利三藏的注释，

及著成“清净道论”，奠定大寺派教学的基础。

稍後又有护法论师，继续完成小部各圣典的注

释。 

公元四二六年，有

锡兰比丘尼八人至

中国南京(宋文帝元

嘉三年。“行事钞”
说为元嘉十年)。 

一零世纪中叶 400 年前後    有印度婆罗门乔陈如赴扶南为王，改用天竺

法，扶南(古柬埔寨)愈加印度化，信婆罗门

教。 

  

977-1022 433-478 南印度陀密罗族人侵入锡兰，称王统

治达二十五年。  

公元四六零年界军王完成复国。王建造多所佛

寺，又塑立很多佛像及菩萨像，其中有一尊弥

勒菩萨之巨像，表示弥勒思想传入锡兰。 

  

1022-1040 478-496 锡兰悉耆利耶山上，开凿六个石窟，现有部份

完好，保存精美的壁画，其中多为天女散花

图。  

公元四八四年，扶南王者耶跋摩，遣天竺僧人

释那伽先至中国上表，献金缕龙王佛坐像一

躯，白檀佛像一躯，牙塔二躯；并言扶南俗事

大自在天。 

 

 

公元五世纪下叶，

印度教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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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世纪上叶 五世纪末 下缅甸卑谬附近，出土的薄金片上有巴利语刻

文，为南印度字体一种。又在帽查发现金色雕

板，上刻巴利文佛经，认系公元五世纪南印度

字体一种；或不能迟於公元六、七世纪。 

马来西亚北部，出

土公元五世纪末笈

多形式佛首。 

1040-1057 496-513 印度一王子带佛发至锡兰。  

扶南国僧伽婆罗(公元五零四)及曼陀罗(公元五

零三)携梵本往中国译经。 

  

一一世纪中叶 六世纪初 “大史”编成；或推定於公元五一八年以前完

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