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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印度王朝年代印度王朝年代印度王朝年代印度王朝年代 

 
年年年年     代代代代 王王王王     朝朝朝朝 備備備備    註註註註 

-3000~ -1500年 印度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印度河文明 西方文明西方文明西方文明西方文明 
-1500~ -1000年 吠陀創始吠陀創始吠陀創始吠陀創始 旁遮普中心旁遮普中心旁遮普中心旁遮普中心 
-1000~ -700年 拘羅為中心拘羅為中心拘羅為中心拘羅為中心 
 -700~ -600年 

梵教極盛梵教極盛梵教極盛梵教極盛 
毘提訶王朝毘提訶王朝毘提訶王朝毘提訶王朝 

-1500  
雅利安文明雅利安文明雅利安文明雅利安文明 
     ~佛元佛元佛元佛元 

東方文明東方文明東方文明東方文明 
-1800~ 
王統文化王統文化王統文化王統文化   
     ~ -700 

 -600~ -430年 
佛陀佛陀佛陀佛陀（（（（-511~-476~-
430）））） 
  誕生誕生誕生誕生 成道成道成道成道 涅槃涅槃涅槃涅槃 

教派興起教派興起教派興起教派興起 
● 佛傳佛傳佛傳佛傳 
   聖蹟聖蹟聖蹟聖蹟 

 
尸修那伽尸修那伽尸修那伽尸修那伽 
王朝王朝王朝王朝 

     
東西方文明交會東西方文明交會東西方文明交會東西方文明交會 

（奧義書奧義書奧義書奧義書 -700~ -600） 

 -430~ -320年 難陀王朝難陀王朝難陀王朝難陀王朝 
 -320~ -184年 孔雀王朝孔雀王朝孔雀王朝孔雀王朝    …阿育王阿育王阿育王阿育王………… 

●●●● 山奇山奇山奇山奇,無佛像無佛像無佛像無佛像 

       摩竭陀國摩竭陀國摩竭陀國摩竭陀國 

旃陀羅掘多→賓頭沙羅王→阿育王阿育王阿育王阿育王→達摩沙陀那王→多車王 
                      B.C.271~232 

B.C.184~ B.C.73年 熏迦王朝熏迦王朝熏迦王朝熏迦王朝 弗沙密多羅…→10地天王 
B.C.73~ B.C.28年 甘婆王朝甘婆王朝甘婆王朝甘婆王朝 婆須提婆→…→4 善護王 

-220~230年 案達羅王朝案達羅王朝案達羅王朝案達羅王朝      南朝南朝南朝南朝 
● 石窟的起源與開展石窟的起源與開展石窟的起源與開展石窟的起源與開展 

或稱娑多婆訶王朝  
南北朝 

0~ 250年 貴霜王朝貴霜王朝貴霜王朝貴霜王朝        北朝北朝北朝北朝 
● 犍陀羅犍陀羅犍陀羅犍陀羅,秣菟羅二中心秣菟羅二中心秣菟羅二中心秣菟羅二中心 

大乘佛教興起 

225~320年 分裂分裂分裂分裂  
320~ 490年 笈多王朝笈多王朝笈多王朝笈多王朝   

● 秣菟羅秣菟羅秣菟羅秣菟羅,鹿野苑二中心鹿野苑二中心鹿野苑二中心鹿野苑二中心 
梵文學興盛，婆羅門教復

興，而成印度教。 
490~690年 後笈多王朝後笈多王朝後笈多王朝後笈多王朝 ● 摩竭陀 
490~770年 伐彈那王朝伐彈那王朝伐彈那王朝伐彈那王朝 中印 

分為 
多國 

490~770年 摩臘婆王朝摩臘婆王朝摩臘婆王朝摩臘婆王朝 西南印 
660~1139年 波羅波羅波羅波羅(帕拉帕拉帕拉帕拉)王朝王朝王朝王朝 ●  
1139~1206年 斯那王朝斯那王朝斯那王朝斯那王朝 佛教在印度滅亡佛教在印度滅亡佛教在印度滅亡佛教在印度滅亡 
1207~1526年 德里回教五王朝德里回教五王朝德里回教五王朝德里回教五王朝  
1526~1803年 蒙兀兒帝國蒙兀兒帝國蒙兀兒帝國蒙兀兒帝國  
1858~1947年 英治印度英治印度英治印度英治印度  
1947年~迄今 印度獨立印度獨立印度獨立印度獨立  

● 印度佛教美術的特質印度佛教美術的特質印度佛教美術的特質印度佛教美術的特質 

二二二二、、、、時代的文明時代的文明時代的文明時代的文明    

一、印度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印度河文明   史前文明，大約 -3000 年→  -1500 年 文明

分期 二、雅利安文明雅利安文明雅利安文明雅利安文明  （西方）－－→ 東西方文明交會 三、東方文明東方文明東方文明東方文明 

年代 -1500~ -1000 -1000~ -700 -700~ -600 -600~-佛元 -1800~-500 

時代時代時代時代    吠陀創始時代吠陀創始時代吠陀創始時代吠陀創始時代    梵教極盛時代梵教極盛時代梵教極盛時代梵教極盛時代 教派興起時代教派興起時代教派興起時代教派興起時代 王統文化王統文化王統文化王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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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時期時期時期    殖民五河地方殖民五河地方殖民五河地方殖民五河地方

時期時期時期時期    

移民恆河流域時期移民恆河流域時期移民恆河流域時期移民恆河流域時期    開拓南方時期開拓南方時期開拓南方時期開拓南方時期    七國七城七國七城七國七城七國七城    

十大王統十大王統十大王統十大王統    

中心 旁遮普中心 拘羅為中心 毘提訶王朝 摩竭陀為中心 瞻波為中心 

思想 由多神到一神教

並建立宇宙觀    

婆羅門教處於極盛而衰微 達本窮理之學 王族領導思想

與婆羅門對抗 

    

    

聖典聖典聖典聖典    

梨俱吠陀梨俱吠陀梨俱吠陀梨俱吠陀    

沙摩吠陀沙摩吠陀沙摩吠陀沙摩吠陀    

夜柔吠陀夜柔吠陀夜柔吠陀夜柔吠陀    

阿達婆吠陀阿達婆吠陀阿達婆吠陀阿達婆吠陀

梵書梵書梵書梵書    

奧義書奧義書奧義書奧義書    
1.真心之梵我論 

2.業感之輪迴說 

六師外道興起 

思想活躍而陷

於混亂。 

釋尊誕生釋尊誕生釋尊誕生釋尊誕生    

六派哲學學風 

促使新宗教的

勃興，發展出

東方新宗教。 

特色 崇拜自然神 

四姓階級萌芽 

確 立 婆 羅 門

三 綱 及 四 姓

階級 

反 

婆羅門三綱 

 

1 王族領導宗

教 

2 反婆羅門之 

  沙門文化 

東方宗教勃興 

釋尊

時代 

釋尊是東方的，卻是接近西方的，薰陶東西方文明，攝取東西方文明的精華，吐

棄糟泊，創立了佛教。 

 

婆羅門三綱婆羅門三綱婆羅門三綱婆羅門三綱：：：：婆羅門至上婆羅門至上婆羅門至上婆羅門至上、、、、吠陀天吠陀天吠陀天吠陀天啓啓啓啓、、、、祭祀萬能祭祀萬能祭祀萬能祭祀萬能 

四姓階級四姓階級四姓階級四姓階級：：：：  婆羅門婆羅門婆羅門婆羅門、、、、剎帝利剎帝利剎帝利剎帝利、、、、吠舍吠舍吠舍吠舍、、、、首陀羅首陀羅首陀羅首陀羅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佛教的興起佛教的興起佛教的興起佛教的興起    

    

    釋尊時代釋尊時代釋尊時代釋尊時代，，，，東西方之比較東西方之比較東西方之比較東西方之比較    

1111....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及吠陀天啟及吠陀天啟及吠陀天啟及吠陀天啟    

西方婆羅門 東方 

吠陀天啟，吠陀的語法即神或雅利安人的語言。宗

教與語言密切結合，加強宗教的信仰。 

雅利安人散居各處，每與土著民族

混合，語言上到處差別很大，東方

已不能說純粹的梵語。 

釋迦前後時代，已注意語文的整理工作，如：「式

叉論」的聲調學，「閳陀論」的音律學，「毗伽羅

摩竭陀及毗舍離一帶方言，大抵近

於拍拉喀利語，後又分化為拍拉喀



 5 

論」的文法學，「民祿多論」的吠陀難句釋，種下

後來婆羅門教復興的機運。 

利（耆那教用）與巴利語（佛教

用）等。 

釋尊與摩竭陀一帶信徒所用語言，在西方系看來：

「我諸聖者，不閑音律，逐句隨文，猶如寶棗置之

異器」。 

釋尊對各處方言，一律尊重：「聽隨

國音讀誦，但不得違失佛意」。 

語言為婆羅門教的武器之一，但一到東方，便不能

受人的尊重，此時吠陀的權威動搖。 

影響婆羅門「吠陀天啟」的權威。 

    

    

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社會組織————破婆羅門至上破婆羅門至上破婆羅門至上破婆羅門至上    

西方婆羅門 東方 

婆羅門四姓之規定：婆羅門至上，為一

最高的特殊階級。 

宗教的權威支配一切，決定一切。 

四姓階級：婆羅門、剎帝利、吠舍、 

          首陀羅 (一生族) 

˙雖四姓階級已存在，但宗教師婆羅門地位已

降落，由剎帝利領導一切。 

˙政治與權利第一，宗教與思想，受政治的指

導，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同時也是東

方的民族複雜。 

早期奧義書所有 

（1）梵我不二論 

（2）輪迴業感論 

非純婆羅門之產物，而與東方王朝有

關。 

˙東方的雅利安人，呼吸到東方的空氣，不大

願意受婆羅門之支配。 

˙非雅利安人，也一族一村的在各自為政，自

己走向王朝統一的路向。 

婆羅門在此社會組織下，只有屈服。為

了保持尊嚴，只有不到東方去。 

˙新宗教與新思想，在東方王朝愛護下興起，

射出反婆羅門教之光芒。 

 

 

 

 

 

 

2222.... 祭祀之主要儀式祭祀之主要儀式祭祀之主要儀式祭祀之主要儀式————反祭祀萬能反祭祀萬能反祭祀萬能反祭祀萬能    

西方婆羅門 東方 

婆羅門教主要儀式是祭祀，夜柔吠陀已

有祭祀萬能之傾向；梵書之思想更極

端。 

重視宗教實質，輕視儀式與慈悲思想之發達，

直接影響到婆羅門之宗教。 

祭祀主要是血祭 

（漁獵時代之遺制） 

∣演 

↓變 

奧義書列「不殺生」為徳目之一。 

因為東方： 

1 農業發達 

2 愛護生物之思想濃厚 

血祭被視為不道德無意義，東方興起的佛教、

耆那教、阿耆毗迦外道，都嚴格禁止殺生。 

離去宗教，負宗教專職之婆羅門，自然

受到冷落。 

東方摩竭陀一帶的文明，有他的特色，無怪乎

正統的婆羅門，把摩竭陀一帶，看作異教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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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二二二二、、、、釋尊真諦之比較釋尊真諦之比較釋尊真諦之比較釋尊真諦之比較    

1111.... 否定部份否定部份否定部份否定部份    

西方傳統婆羅門教 釋尊 

A.以為古聖傳述梵天的吠陀－吠

陀天啟。 

B.創造論。 

A.否認傳說吠陀的梵天，即從根本否定一切。 

B.關於創造之神話，釋尊稱之為「尊祐論」。以為

此思想，不免影響人類的努力與責任心。 

「重天輕人」思想流行。 

天上不過長壽富貴，其前途只是沒落，不能進求真

理與自由的享欲，實在不值羨慕。「人身難得」被

提出，「諸佛世尊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人

間才是更好的；真理與自由，唯人間才能實現。明

確讚歎人間之優越，引導人從天國思想中解放出

來，祈禱天神的價值徹底推翻，前途操之在己，決

不因天帝與祭師之祈禱而改變。 

祭祀萬能，特別是血祭。 
釋尊反對，殘殺犧牲凌虐奴僕之大祭祀，簡直作

惡。 

「阿闥婆吠陀」以來之咒法，占

卜星相等。 

釋尊認為左之見解，純是無知的迷信，凡末能見真

理者，決不接受 

假借神權而確立之四姓階級，假

託神權之階級制。 

以為印度之種姓只是社會之分工，無所謂優劣。這

種人為的階級制，沒有接受之義務。 

總之，釋尊對神權而引起的祭祀、咒術，給予徹底的廓清。以種種理由發揮種族平等

的思想。 

 

2.2.2.2.融攝之部份融攝之部份融攝之部份融攝之部份：：：：    

西方傳統婆羅門教 釋尊 

有關人生道德之積極成分，是為 

A.想使人類有一種堅定而合理的生活 

B.法，是人生正常的生活。 

C.社會習慣，善良風俗，合於正確的

軌律，都是法。 

D.前彌曼薩派，即宣稱祭祀的宗教為

「法」。 

釋尊之宗教也稱為「法」（內容不止於此），正

法中心之佛教雖不是祭祀，然重視人生道德，

破除神權與人為的階級，再度確定人生為行之

正軌，引導人類進入合理的生活中，實與西方

系有共同之傾向。 

如：五戒，十善是「世間常道」釋尊繼承此道

德傳統，使他深化，不能說與西方系無關 

婆羅門教祭祀之三火。 

供養三火： 

A.供養父母名根本火 

B.供養妻兒眷屬名居家火 

C.供養沙門、婆羅門名福田火 

禮拜六方。 

佛說六方： 

親子、師生、夫婦、朋友、主從、宗教師與信

徒間合理之義務 

包達耶那法典：五戒 

A.不害生物之命 

B.語言真實 

釋尊所制五戒： 

A.不殺生 

B.不妄語 



 7 

C.不盜他人財物 

D.忍耐 

E.離欲 

C.不偷盜 

D.不飲酒 

E.不邪淫 

使婆羅門從神秘與不平等階級中，解放出來。肅清神教不祭祀儀式，把人類合理的生

活，確立於社會的正常關係上，實為佛教之根本特色。 

 

3.3.3.3.與奧義書思潮之比較與奧義書思潮之比較與奧義書思潮之比較與奧義書思潮之比較    

奧義書之思潮 釋尊 

釋尊受其理性的思辨與直覺的悟證影響

甚深，亦為佛教解脫的重心。 

完整的佛教體系，出發於現實經驗之分析，

在此上作理性的思辨再進而作直覺之體悟，

所以「要先得法住智，後得涅槃智」。 

重視經驗的事實，才與奧義書分流。 

以自我的本體是真常的，妙樂的，唯心

的。釋尊：非見真我以契入梵界。 

釋尊看來簡直幻想。自我的錯覺，正是生死

的根本，「無常故苦，苦故無我」而從無我以

契入正法。 

輪迴說 ┌依業而有輪迴 

       └依智而得解脫 

釋尊大致看作事實，但生死之根源是煩

惱。 

原則上接受，不過初期業，側重善行為，關

於業之體性少有考慮。 

奧義書時代流行苦行與瑜伽。 

世尊修學時代曾從阿羅邏伽藍摩，鬱陀迦羅

摩子專修瑜伽，繼而捨棄。又專修苦行六

年，又捨棄，然後到菩提伽耶自覺成佛，明

顯的表示不滿。 

瑜伽或禪定為攝持身心，以達內心澄靜

之直觀，為證悟之重要方法。 
佛教中當然有此。 

修習禪定每能引發身心超常經驗。 佛教也不否認。 

然而修習禪定容易走上神秘之迷信，誇

張神通，流弊也是不可免的。 

釋尊指示安放在正確的見解，純潔的行為

上。認為專修瑜伽不能證悟真理與實現解

脫，反之解脫不一定要深入禪定，如偽宣自

己有神通，得逐出僧團。 

總之，釋尊深入奧義書與瑜伽，認識其長處更了解其危險，所以能採其精意，又能防

範他。佛教之解脫道，屬於理智證悟的宗教，實繼承此種學風而來。 

 

4.4.4.4.東方新宗教之比教東方新宗教之比教東方新宗教之比教東方新宗教之比教    

東方新宗教 釋尊 

注重現實經驗，重視變化，尊重自由思考，主

張種族平等，反對吠陀權威。 

釋尊到東方修學，接觸東方之時代精

神，佛教的真精神是屬於東方的，與

東方之新宗教採同樣的立場。 

極端的縱欲與苦行。 

抨擊之。倡導不苦不樂之中道，為釋

尊 

徹始徹終的教說。 

「命則是身」之唯物論， 

「命異身異」之二元論， 

一一加以破斥，代以不落兩邊，無常

無我之緣起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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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心是我，無二無異，常存不變」之梵我

論。 

新思想的缺點： 

A.在破舊而不能確立新的。 

B.見到變動而不能見到變動雜多中的條理。 

C.不能確立崇高的理想。 

D.傾向庸俗的功利世界，有否定道德否定真理

之傾向。 

釋尊指出真實的事理，中道的實踐，

究竟的歸宿，給予「法性、法住、法

界、常住」的特質，也就是真理與道

德的建設。 

釋尊從自覺獨到的境界中，綜合東西印度的文明，加以洗鍊，完成折中東西的新宗

教。道德的，理智的，平等的，自由的宗教特質，為印度各系所偏到的，唯有在佛法

中，才完整的統一起來。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釋尊略傳釋尊略傳釋尊略傳釋尊略傳 

一一一一、、、、釋尊略傳釋尊略傳釋尊略傳釋尊略傳 

1.1.1.1.出家前之釋尊出家前之釋尊出家前之釋尊出家前之釋尊：：：：    

    「釋迦」訓「能」，為種族之名。「牟尼」訓「寂默」，乃聖者之德。合言之為「能

寂」，所以尊釋迦族中之聖者也。 

    釋族非雅利安系，其為黃種也，所住地在恆河支流羅泊提河東北。面積約三百二

十方里，盧毗尼河貫期間，遂分十家，各主一城。河之西北迦毗羅衞城，即釋尊父

王之治地。 

父：淨飯王，母：摩耶夫人是拘利國善覺王之妹。 

    

2.2.2.2.出家出家出家出家：：：：    

    時代之政教趨勢既明，進論釋尊出家之動機。釋尊入道之初心，社會救濟與生死 

解脫，實兼而有之。釋尊其有感於國族之苦乎！不為轉輪王，則為一切智人，二者

不 

相兼而不相悖。捨無可為之故國，謀生死之解脫，兼求淑世善生之道，釋尊毅然成

行。 

    二十九歲，比丘化太子，下定決心出家告別妻兒、父老、姨母、宮殿…車匿陪

同，犍陡馬飛奔，出迦毗羅，經彌尼迦村行至拘利國外，走進跋伽婆高士所居之森

林，一苦行林，父王派三大臣勸駕無功，另派五親言去衛護。    

    



 9 

3.3.3.3.成正覺成正覺成正覺成正覺：：：：    

    釋尊以大悲大智大精進力，宴坐禪思者凡四十九日，於禪定中正觀緣起法，證覺 

緣起的寂滅，破魔障，得三明。是年十二月八日黎明「夜睹明星」，廓然圓悟而成正 

覺，因得佛陀之名。 

    成正覺云者，簡言之，即正覺世間之實相，智明成就而生死永寂。佛陀追述悟道 

之經過，不外正覺緣起之生滅。釋尊嘗以「我說緣起」示異於外道，持此以為佛法

之 

特質可也。 

    期間魔王現家人之悲苦，美人關色誘，威脅不成，菩提樹下恢復平靜，頓然大

悟，體現諸法真理，完成無上正覺，內心清淨無一絲煩惱，無始以來之生死大苦頓

時消除，成為人間最高覺者。    

    曾作七七日之思維，享受解脫之法樂，本想不說法，即入涅槃。嘗慨然：「寧不說

法，疾入涅槃」，是何言之痛也！其不易說，即說亦難信難行之道，或解為緣起及緣

起之滅；或解為緣起之性空；或解為一乘之實相；所說不必同，而不離緣起正法則

一。    

    長期熟思已，決意唱道一適應時代之方便教，而寓真實於其中，俾漸加格化，以

達暢盡正覺之本懷也。    

    

    

    

4.4.4.4.轉法輪轉法輪轉法輪轉法輪：：：：    

    釋尊教化凡四十五年，其足跡所及，東至瞻波，西至拘睒彌及摩偷羅，南至波羅

奈，北至迦毘羅衛：猶不出恆河流域。其常住說法之處，非信徒奉獻之精舍、園

林，即水邊、林下，大率以清淨而宜教化為主。其有名者，如王舍城之竹園、靈鷲

山、溫泉林，舍衛城之祇園、鹿子母講堂，華氏城之雞園，波羅奈之鹿苑，毘舍離

之庵羅園、重閣講堂，獼猴河畔之牛角林，迦毘羅衛之尼拘律園，拘睒彌之瞿師羅

園等，以在竹園及祇園之時日為多。 

    釋尊之說法也，不務深邃理論之闡述，不為苦行奇事以惑眾，惟以簡明切實之教 

旨，示人以中道之行。務使聞法者，人能隨分隨力，去惡進德以自淨其心。 

    佛法之在恆河兩岸，如春風時雨之化洽無間，固由說法之善巧，解脫道之純正，

與適合時代根性之要求，然有賴於釋尊崇高之德性、悲懷、平等、躬行、身教者尤

多。 

    

5.5.5.5.入涅槃入涅槃入涅槃入涅槃：：：： 

    釋尊遊化四十五年，年八十矣。由王舍城而拘尸那，為最後之遊行。於時大眾知

佛將滅，未離欲者，悲痛淚落不自勝，佛乃起為作最後之教誨曰：「汝等勿謂失師

主，我涅槃後，所說法、律，是汝師也」。佛諭眾有疑者，可疾問之，無得懷疑不求

決也。世尊三唱而無人問者，乃更謂弟子曰：「汝等勿懷憂惱，若我住世一劫，會亦

當滅。世相如是，當勤精進！自今已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即是如來法身常在而

不滅也」。 

    八十歲，在波婆受純陀之最後供養，最後度須跋陀羅為弟子，於拘尸城娑羅雙樹

下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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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印度佛教流變概觀印度佛教流變概觀印度佛教流變概觀印度佛教流變概觀    

  

印度佛教之發展與佛教美術 喻 佛法特質         佛教大事 
根本佛教 約 
（BC476~BC431）年 

誕生 佛陀在世說法 45年。 

原始佛教 約 
（BC431~BC300）年 

 
聲聞為本聲聞為本聲聞為本聲聞為本之

解脫同歸 
 

《阿含》聖典結集， 
一味和合之佛教。 

佛法佛法佛法佛法

時期時期時期時期 
 
以以以以    

阿育阿育阿育阿育

王為王為王為王為

代表代表代表代表 

 
部派佛教 約
（BC300~BC50）年 

 
 
童年  

傾向菩薩之

聲聞分流 
 

┌大眾部─大眾部─大眾部 
└上座部┌分別說部─分別說部 

      └上座部┌犢子部 
              └說一切有部                                                                                     

初期大乘佛教初期大乘佛教初期大乘佛教初期大乘佛教 約
（BC50~200） 
以貴霜王朝以貴霜王朝以貴霜王朝以貴霜王朝    

為代表為代表為代表為代表    

    

性空唯名系性空唯名系性空唯名系性空唯名系 
 
少壯 

 
菩薩為本菩薩為本菩薩為本菩薩為本之

大小兼暢 

龍樹菩薩（150~250），起而綜合

南北、空有、性相、大小，以大

乘性空為根本，再建佛教的中

道，形成中觀學系。 

後期大乘佛教後期大乘佛教後期大乘佛教後期大乘佛教

（200~500） 
以笈多王朝以笈多王朝以笈多王朝以笈多王朝    

為代表為代表為代表為代表 

虛妄唯識系虛妄唯識系虛妄唯識系虛妄唯識系    

    

真常唯心系真常唯心系真常唯心系真常唯心系 

 
漸衰 

 
傾向如來之

菩薩分流 

無著、世親唯識系大成。 
後期中觀：僧護傳佛護與清辨。 
如來藏依附於中觀、瑜伽而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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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 
約（500~1206）年 
延續笈多王朝延續笈多王朝延續笈多王朝延續笈多王朝 

 
 
老死 

 
如來為本如來為本如來為本如來為本之

天佛一如 
 

笈多王朝梵文學興盛，促成婆羅

門教的復興，而成印度教。佛教

衰而重信仰、加持者，在如來果

德傾向中，攝取印度教群神與教

儀，密教形成。 

 

導師云：『『『『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梵化之機應慎梵化之機應慎梵化之機應慎），），），），攝取攝取攝取攝取

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佛法佛法佛法佛法」」」」時期時期時期時期－－－－－－－－聖典之結集聖典之結集聖典之結集聖典之結集    

壹壹壹壹、、、、舍利塔與經典結集舍利塔與經典結集舍利塔與經典結集舍利塔與經典結集 

佛陀涅槃後，佛教界有兩件切要的大事： 

一、釋尊的遺體釋尊的遺體釋尊的遺體釋尊的遺體－－舍利 
    在大迦葉的主持下，舉行荼毘典禮。荼毘遺下來的碎舍利，由拘尸那，摩竭陀，

釋迦等八王，分得舍利回國建塔，供佛弟子的瞻仰禮敬，這是在家佛弟子的事。 
    西元前三世紀中，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信佛。育王集合一部分的佛舍利，分送到有

佛法流行的地區，（多數）在僧寺旁建塔，作為禮敬供養的對象，以滿足佛弟子對佛

懷念的虔誠。舍利塔與出家眾的僧寺相關聯，出家眾也漸漸的負起建塔及對塔的管

理責任。 
    舍利塔的莊嚴供養，也就傳出舍利的神奇靈感。舍利塔的供養與神奇，是佛教界

一致的，對於「大乘佛法」的傳出，是有重大意義的。 
二、釋尊的法身釋尊的法身釋尊的法身釋尊的法身－－釋尊所說的法，所制的（戒）律一向是傳誦、實行於出家的僧

伽中，也部分傳誦在民間。現在釋尊入滅了，為了免於法、律的遺忘散失，各

地區佛教的各行其是，所以舉行結集。 

 

 

 

根本佛教 原始佛教 部派佛教 

佛陀時代，45（49）年的教

化 活動， 是 一 切 佛 法 的根

源。律部僅有波羅提木叉經

一部分。 

結集聖典： 

1111.... 經經經經 （（（（ 修多羅修多羅修多羅修多羅 ）：）：）：）： 四阿四阿四阿四阿含含含含（（（（或或或或五五五五

部部部部））））    

2222.... 律律律律（（（（毘那毘那毘那毘那耶耶耶耶）：）：）：）：重重重重要部分要部分要部分要部分 

大眾部與上座部分

立，繼承原始佛教

的發展傾向。 



 1

探求（根本佛教）←－－－－－（（（（原原原原始始始始佛教佛教佛教佛教））））的的的的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理解（部派佛教） 

    

    

    

    

    

    

    

    

    

    

    

    

貳貳貳貳、、、、聖典聖典聖典聖典（（（（佛法佛法佛法佛法））））的來源與成立的來源與成立的來源與成立的來源與成立    

    

一、聖典的來源聖典的來源聖典的來源聖典的來源 

（一）佛陀自身並無著作，佛弟子也無當場紀錄；無原始手稿，也無最初刊本。 

（二）聖典是佛法，源於佛陀的自證，而為人宣說出來。 

其實，佛法不只是口說，不只是佛陀的身口意三業德用，也是佛弟子的清淨

三業，故也不只是佛說的。 

《大智度論》云：佛法有五種人說：1.佛親口說，2.佛弟子說，3.仙人說， 

4.諸天說，5.化人說 

（三）佛法是根源於佛陀的自證；而成為人間佛法的，是以佛為根本，以僧伽為中

心，統攝七眾弟子，而展開於人間的救世大業。這就是用文句來集成聖典的

來源。 

（四）（原始佛教）初階段，離佛不遠，對佛法是有一種明智合理的看法。 
二、聖典的成立聖典的成立聖典的成立聖典的成立 
受持受持受持受持 
 

（一）佛說，剎那間過去了，而留於聽眾內心的，是佛說的影像。在佛法

中，稱為「聽聞受持」。 
大乘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受持」階段。 

傳傳傳傳頌頌頌頌    

 
（二）如依佛說的次第意義，精簡為一定的文句，在虔敬的心中，確信為佛

所說。傳授簡略的文句，附以內容解說。這種定形文句，傳布開來，就進入

了－－－－「傳頌」階段。 
 

結集結集結集結集    

 

（三）僧伽內部有公認的佛法標準：佛弟子有領悟力特強，成為法義的論說

者，名為「持法者」，「論法者」。記憶力很好者，成為「多聞者」。  

這種傳頌而來的佛法，要經僧伽大會的共同審定，即名為結集，才被公認為

真正的佛說。－－－「結集」階段。 

    

師承師承師承師承    

 

（四）弟子所說，大致也經歷受持，傳頌，結集三階段，都是當代的名德長

老。這是從佛弟子的特殊性中，重現佛陀的教法。在佛弟子的師承傳受中，

都會成為思想流派的淵源之一。 
    

審審審審定定定定    

（五）還有諸天、夜叉等說，是來自民間，因佛法普化社會。這部分，理智

淡感性濃；所宣說的佛法，通俗，簡要，直覺，缺乏分別精嚴的佛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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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眾共同審定中，承認是佛法而結集下來。 

    

結集結集結集結集    

    

（六）（根本佛教），佛陀半世紀的長期教化，傳頌的佛說，弟子說…決非少

數。由早期結集，而又日益開展，進入第二期結集，已成為大部。佛法是在

這樣的情況下，成為大眾公認的佛法。 

  

 

 

 

 

 

參參參參、、、、佛教佛教佛教佛教界公認界公認界公認界公認的的的的兩兩兩兩大結集大結集大結集大結集    

    

名稱 王舍城結集王舍城結集王舍城結集王舍城結集（（（（第第第第一結集一結集一結集一結集）（）（）（）（五五五五百百百百結結結結

集集集集））））    

毘舍毘舍毘舍毘舍離離離離結集結集結集結集（（（（第第第第二結集二結集二結集二結集）（）（）（）（七七七七百百百百結結結結

集集集集））））    

 

緣緣緣緣起起起起    

佛陀涅槃，大迦葉在途中聽比丘

云：「…我等於今脫此苦，任意所

為，無復障礙」。到達時，阿難又傳

佛遺命：「小小戒可捨」，因此下了

結集的決心。 

西方比丘耶舍在毘舍離，見到跋耆族

比丘乞討金錢，認為非法。引起東西

方比丘對「十事非法」公論，西方七

百比丘來到東方，雙方派代表結集於

毘舍離。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    

人物人物人物人物 

大迦葉發起結集， 

優波離主持結集戒律， 

阿難主持結集經法。 

西方爭取一切去、沙藍、離婆多長老

支持西方，東方不得不敗。 

參參參參與與與與    五百比丘 七百比丘 

地地地地點點點點    摩竭陀國首都王舍城的七葉窟。 跋耆族的毘舍離。 

    

重重重重要要要要性性性性    

決定了初期佛教的動向，也造成佛

教分化的必然形勢。 

東方雖然失敗，但大眾不的力量愈來

愈強，不久終不受上座的制約，而獨

立成部。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毘尼取得優先的地位： 

1. 否定否定否定否定小小戒可捨小小戒可捨小小戒可捨小小戒可捨，，，，確定確定確定確定輕重等持輕重等持輕重等持輕重等持

的的的的原則原則原則原則，逐漸完成嚴格瑣碎的律

制。 

2222.... 對尼眾採對尼眾採對尼眾採對尼眾採取取取取嚴厲管嚴厲管嚴厲管嚴厲管教教教教，，，，樹樹樹樹立立立立尼眾尼眾尼眾尼眾

絕對絕對絕對絕對尊尊尊尊敬男眾敬男眾敬男眾敬男眾的的的的制制制制度度度度。。。。    

3333.... 上上上上座座座座的的的的權威權威權威權威提提提提高高高高。。。。    

4444.... 以以以以戒律戒律戒律戒律為主為主為主為主，，，，加深頭加深頭加深頭加深頭陀陀陀陀精神精神精神精神的佛的佛的佛的佛

法法法法，，，，即所謂即所謂即所謂即所謂的的的的小小小小乘乘乘乘。。。。    

阿難阿難阿難阿難晚晚晚晚年年年年長長長長期在東方期在東方期在東方期在東方弘弘弘弘化化化化，身受佛陀

宗風之陶冶，如尊重大眾、正法中

心、律重根本、男女平等、少欲知足

非頭陀、慈悲心重而廣為人間化導。 

此次爭議之十事，除金銀戒外，盡是

些衣食住等瑣碎規制，跋耆比丘容許

十事，實是繼承繼承繼承繼承阿難傳佛陀遺阿難傳佛陀遺阿難傳佛陀遺阿難傳佛陀遺命命命命「「「「小小小小

小戒可捨小戒可捨小戒可捨小戒可捨」」」」的的的的學風學風學風學風。。。。 

阿難阿難阿難阿難對對對對東方的佛教東方的佛教東方的佛教東方的佛教，，，，無無無無疑給予深遠疑給予深遠疑給予深遠疑給予深遠的的的的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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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部派分化部派分化部派分化部派分化    

壹壹壹壹、、、、「「「「二部二部二部二部、、、、三系三系三系三系、、、、四派四派四派四派」」」」 
難陀王朝-320…………孔雀王朝…………………-184………熏迦王朝……-73…甘婆王朝…-28 

-431 -300        -270                   -200                 -100      -50 大乘興起 

二部 三系 四派   分裂 地理 

大眾部 大眾部 大眾部 東,南印 

（上座）分別說部 化地法藏飲光 銅鍱 

戒律之歧見 

中印 

犢子部－－正量部 中印 

 

上座部 上座（說一切有）

部 說一切有部 

教理之爭 

西北印 

一

味

和

合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上部上部上部上部座座座座    大大大大眾眾眾眾部部部部    

成員 多耆年，急於自利，持律守寂，學

務律己。 

多少壯，重於為人，多聞求悟，學貴化

他。 

律 深入其微，開遮持嚴。作法惟密，

未免拘滯瑣碎。 

貴得大體，開遮貴通，作法務簡，不免於

脫略。 

法 尊舊，得力於推衍分別。 好博，得力於歸納直觀。 

 

西西西西系系系系（（（（說說說說一一一一切有切有切有切有部部部部））））    中中中中系系系系（（（（分分分分別說別說別說別說部部部部））））    東東東東系系系系（（（（大大大大眾眾眾眾部部部部））））    

尊《雜含》 尊《長含》 尊《增一含》 

東系與西系，若不兩立 態度和緩而折中 東系與西系，若不兩立 

對戒律，輕重等持輕重等持輕重等持輕重等持 偏東系 律重律重律重律重根本根本根本根本，不拘細行 

堅拒「雜藏」，雖知佛法多所

零落，而寧缺勿濫。 

佛法務求其廣備，遮拾遺

聞，未可厚非。 
同中系 

         辨析精嚴 取精用弘 圓融賅攝 

    

貳貳貳貳、、、、部派的部派的部派的部派的律律律律典與典與典與典與論論論論典典典典： 

部派部派部派部派    律律律律典典典典    論論論論典典典典    

大眾部 《摩訶僧祇律》 《摩訶僧祇阿毗曇》（蜫勒） 

法藏部 《四分律》 《舍利弗阿毘曇》 

化地部 《五分律》 《舍利弗阿毘曇》 

飲光部 《解脫戒經》 《舍利弗阿毘曇》 

 

分別

說部 

赤銅鍱部 《善見律毘婆沙》 《南傳七論》 

說一切有部 《十誦律》 《一身六足論》 



 1

犢子部（正量部） 《佛阿毘曇經》 《舍利弗阿毘曇》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初期初期初期初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大乘佛法」」」」    

壹壹壹壹、、、、『『『『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大乘佛法』』』』興起的興起的興起的興起的因緣因緣因緣因緣    

（（（（一一一一））））從從從從「「「「佛法佛法佛法佛法」」」」發發發發展展展展到到到到「「「「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動力動力動力動力，，，，是是是是「「「「佛涅槃以後佛涅槃以後佛涅槃以後佛涅槃以後，，，，佛佛佛佛弟子對弟子對弟子對弟子對佛佛佛佛

的的的的永永永永恆懷恆懷恆懷恆懷念念念念」」」」。。。。        佛弟子對佛陀的信敬與懷念，在： 

1.1.1.1.事相事相事相事相上上上上    發展為對佛的遺體、遺物、遺跡的崇敬；如舍利造塔等，種種莊嚴供

養，使佛教界煥然一新。 

    

2. 2. 2. 2. 意識意識意識意識上上上上    

從真誠的信仰中，傳出了釋尊過去生中的大行──「譬喻」與「本

生」， 

出世成佛說法的「因緣」。           

希有的佛功德，慈悲的菩薩大行，是部派所共傳共信的，與現實人間

的佛──釋尊，有些不協調，因此傳出了： 

3.3.3.3.理想理想理想理想的佛的佛的佛的佛

陀陀陀陀觀觀觀觀    

現在十方有佛與十方淨土說，菩薩願生惡趣說。這都出於大眾部及分

別說部，到達了大乘的邊緣。 

＊從懷念佛而來的十方佛（菩薩），淨土，菩薩大行，充滿了信仰與理想的特 

性，成為大乘法門所不能或缺的。 

（（（（二二二二））））從不斷從不斷從不斷從不斷傳出的釋尊傳出的釋尊傳出的釋尊傳出的釋尊過去過去過去過去的本生的本生的本生的本生事跡事跡事跡事跡，，，，歸納歸納歸納歸納出成佛的大行出成佛的大行出成佛的大行出成佛的大行────────波羅波羅波羅波羅蜜蜜蜜蜜多多多多，，，，譯譯譯譯為為為為

「「「「到彼岸到彼岸到彼岸到彼岸」」」」，，，，也也也也就是就是就是就是「「「「究竟完究竟完究竟完究竟完成成成成」」」」的的的的意意意意思思思思。。。。    

1. 說一切有部立四波羅蜜多。 

2.「外國師」立六波羅蜜多──施、戒、忍、精進、靜慮、般若。 

是法藏部、說出世部等所用，也是一般大乘所通用的。 

 

波羅波羅波羅波羅蜜蜜蜜蜜

多多多多    

 3.赤銅鍱部立十波羅蜜多。 

＊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欲度眾生，所以沒有一處不是釋尊過去生中，捨身救度眾

生的地方。 

為法為眾生而無限精進，忘己為人，不求速成──不急求自己的解脫成佛，而願長

期在生死中，從利他中完成自己。菩薩修行成佛的菩薩道，無比的偉大，充分表現

出來；這才受到佛弟子的讚仰修學，形成『大乘佛法』的洪流！ 

    

般若般若般若般若    

    

菩薩道繼承「佛法」，自利利他，一切都是以般若為先導的。般若的體 

悟法性，名為得無生法忍；知一切法實相而不證，登阿鞞跋致位──不退

轉。以前，名柔順忍。 

    

三三三三心心心心    

    

    

修菩薩行的，「以一以一以一以一切智智相切智智相切智智相切智智相應應應應作意作意作意作意，，，，大大大大悲悲悲悲為為為為首首首首，，，，用用用用無無無無所得所得所得所得而為方而為方而為方而為方便便便便」。 

菩提心，大悲，（般若）無所得，三者並重。如以般若為先導來說，般 

若於一切法都無所得，在聞、思、修、證中，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大 

乘佛法」的甚深，依般若無所得而顯示出來。 

慧增慧增慧增慧增上上上上    

        ↓↓↓↓    

信增信增信增信增上上上上    

    

一般人嚮往有心，而又覺得不容易修學成就，所以有「魚子、菴羅華， 

菩薩初發心，三事因中多，及其結果少」的慨歎。恰好大眾部等，說 

十方世界現前有佛，於是信增上人，以念佛（及菩薩）、懺悔等為修行。 

求生他方淨土，見佛聞法，而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三三三三））））由由由由於於於於「「「「對對對對佛的懷佛的懷佛的懷佛的懷念念念念」」」」，，，，所所所所以以以以「「「「念念念念佛佛佛佛」」」」、、、、「「「「見見見見佛佛佛佛」」」」，，，，為初期大乘經為初期大乘經為初期大乘經為初期大乘經所重視所重視所重視所重視的的的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重慧重慧重慧重慧的菩薩的菩薩的菩薩的菩薩    勝義的真實觀 「無所念名為念佛」，「觀佛如視虛空」。 

重信重信重信重信的菩薩的菩薩的菩薩的菩薩    世俗的勝觧觀 觀佛的色身相好，見佛現前而理解為「唯心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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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二大流，初期大乘經中，有的已互相融攝了。西元一世紀起，佛像大大流行起來 

觀佛（或佛像）的色身相好，

也日漸流行。 

「唯心所現」；（色身相好的）佛入自身，經「佛在

我中，我在佛中」，而到達「我即是佛」。 

這對於後期大乘的「唯心」說，「如來藏」說；「祕密大乘佛教」的「天慢」， 

給以最重要的影響！ 

佛法越來越通俗，從「觀佛」、「觀菩薩」，再觀（稱為「佛教令輪身」的）夜叉等金

剛；「天慢」──我即是夜叉等天，與「我即是佛」，在意義上，是沒有多大差別的 

「原始佛教」經「部派佛教」而開展為「大乘佛教」，「初期大乘」經「後期大乘」

而演化為「祕密大乘佛教」，推動的主力，正是「佛涅槃以後佛涅槃以後佛涅槃以後佛涅槃以後，，，，佛佛佛佛弟子對弟子對弟子對弟子對佛的佛的佛的佛的永永永永恆懷恆懷恆懷恆懷

念念念念」。 

在大乘興起聲中，佛像流行，念佛的著重於佛的色身相好，這才超情的念佛觀，漸

漸的類似世俗的念天，終於修風、修脈、修明點，著重著重著重著重於天於天於天於天色色色色身的修身的修身的修身的修驗驗驗驗。 

    

貳貳貳貳、、、、「「「「佛法佛法佛法佛法」」」」與與與與「「「「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大乘佛法」」」」之之之之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佛法佛法佛法佛法」」」」    「「「「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大乘佛法」」」」    

發發發發心心心心    

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修出離行，以「逮得己利」。 以「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成

就佛果」為目的。 

對於

「律」 

「導之以法，齊之以律」，以達

成正法久住，利樂眾生為目的 

重「法」的自行化他，而不重

「律」的。 

    

    

探究其探究其探究其探究其

根本根本根本根本差差差差

異異異異    

對於

「法」 

緣起說，從眾生─人類現實心

中，知迷悟、染淨的必然而通

遍的「法」，觀一切為無常、

苦、無我我所而契入的。 

卻以為這是世俗諦說，要依勝

義諦說。如：《佛說文殊師利淨

律經》說：「彼土眾生，了真義

諦以為元首，不以緣合為第一

也」 

世俗世俗世俗世俗諦諦諦諦

與與與與勝勝勝勝義義義義

諦之諦之諦之諦之別別別別    

「此土」，是釋尊以來傳統的

「佛法」；以緣起（四諦，世

俗諦）為先要的。 

「彼土」，是文殊所宣揚的「大乘佛法」。

以了達真諦──勝義諦為先，菩薩從東

（南）世界來，也就出現在東南印。 

法法法法住智住智住智住智

與涅槃與涅槃與涅槃與涅槃

智智智智之之之之別別別別    

「不問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

住，後知涅槃」如實之緣起的法

住智，是修道的必要歷程，決不

能離世間的如實知而能得涅槃

的。 

無論是利根、中根、鈍根；初學、不

退讓，都直從與涅槃相當的「甚深

處」入門。 

而【般若經】是「初期大乘」的重要經典，充分表達了這一意趣，試引經所說：「深

奧處者，空是其義、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染、寂滅、離、如、法

性、實際、涅槃。如是等法，是為深奧義。」 

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中觀大乘中觀大乘中觀大乘中觀大乘----------------「「「「性空唯名論性空唯名論性空唯名論性空唯名論」」」」    

龍樹龍樹龍樹龍樹菩薩傳菩薩傳菩薩傳菩薩傳 
年代 西元 150~250年，（案達羅王朝時期）。 
出家前 菩薩乃南印之婆羅門，天資聰穎，事不再告，於吠陀等世間學藝，彌不

練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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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因緣 嘗與契友三人，聘情極欲以為樂，潛入王家，穢亂宮廷。事覺，倖免於

難，乃悟欲為苦本，厭離心生，詣佛塔出家受戒。 

先在說一切有部寺院中出家受戒，讀誦聲聞乘的三藏。 
九十日中，誦三藏盡達其意，更求餘經，都無得處。 

北有、重

相、小乘 
出家綜合

南北、空

有、性

相、大小 
後於北方雪山深處一佛塔中，遇老比丘，授以大乘經 
典，讀而善之。 

南空、重 
性、大乘 

初期大乘是興起於南方，而大盛於北方的。北方大乘教區，是以烏仗那山陵地帶為

中 
心，而向東、西山地延伸，向南而到犍陀羅。 

北印 《婆沙》初編，《婆沙》師執一切有而礙空，執小

障大，專橫不可一世。 
 
時代背景 

南印 方廣學者，執一切空而壞緣起，執理而廢事，說

一切法如龜毛、兔角之常無。 
菩薩攻異

端，暢中

道 

斥迦旃延尼子為非釋子，其弟子輩為生死人。以方廣者為邪空，信戒無

基而取一空。息戲論之雲霧，朗中道之秋月，大乘光芒萬丈，安達羅王

朝與有榮焉！ 
《中論》

等出 
法界雷動，智者欣受，愚者驚攝，大乘乃不復依傍小宗，卓然自立，宜 
後之言大乘者，咸仰菩薩為大祖也。 

 
 

提婆菩薩 
 

 

師子國人，初於犢子部出家。 
嘗不避萬人之怒，抉大自在天神像之寶目，

以明神之無靈，又自抉一目以報之，人因以

迦那（一目）提婆稱之。 
後來扣龍樹之門，執弟子禮，精中觀，斥破

外道，不遺餘力。 
其著作以《四百論》為最著，其終為外道利

刃刺之，命未畢頃，猶愍此愚頑而善遣之。

爲法不惜身，無我不瞋敵。 
羅睺羅跋陀羅 提婆弟子，亦曾譯《中觀》。 
再傳龍樹 漸為唯心、密咒之弘傳。 

 
 
 
 
 
 
菩薩師資 
 
 

龍樹菩薩師資之學，經煞車王子須利耶沙摩之介，以之授鳩摩羅什三藏

而傳來中國，弘布彌廣。 
其在印度，則提婆以去，日漸衰落，即《大智度論》等，亦迭失無聞

矣！ 

龍樹龍樹龍樹龍樹菩薩之菩薩之菩薩之菩薩之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論名 《印度佛教思想史》 《印度之佛教》 

《中觀論》 
4卷 

龍樹本頌與青目釋論合編的。 
傳說出於《無畏論》，《無畏論》是

龍樹所作偈頌（及注釋）的總集。 

明 
甚 
深 
法

義 
《十二門論》 
1卷 

論中引到龍樹所造《七十空（性）

論》。 

闡發緣起性空之深

義，揭示生死解脫之

根本。 

 
 
深深深深

觀觀觀觀 

《大智度論》 
100卷 

中品《大般若波羅密經》的釋論，

也是經、論合編的。 
釋《大般若經》之第

二分。 
 
 
廣 《十住毗婆沙 是《華嚴經》〈十地品〉之廣說， 釋《華嚴經》之〈十

 
 
廣廣廣廣



 1

論》 
17卷 

僅解說二地。是菩薩道----十地的

廣釋，可能就是《莊嚴佛道論》。 
地品〉，即以深見而

暢發菩薩之大行。 
行行行行 

《大智度論》與《十住毗婆沙論》是在甚深義的基石上，明菩薩廣大行，對於

境、行、果都有所解說，特別是聲聞與菩薩的同異。 

明 
菩 
薩 
大 
行 龍樹曾在北方修學，弘傳於北方，很早就經西域而傳入我國。北印度的佛教漸

漸衰落，後起的佛護、清辨生於南方；在中印度學得中觀學，又弘傳於南方。

所以西藏後期所傳中觀學，竟不知有《大智度論》等，世俗安立，也就不免無

所適從了。 

 
 
 
 
 
 
 
 
 
 
 
 

 
 
 
 
 
 
 
 

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        後期後期後期後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大乘佛法」」」」    

壹壹壹壹、、、、後期大乘經後期大乘經後期大乘經後期大乘經 
後期後期後期後期 
大乘經典大乘經典大乘經典大乘經典 

雖也是部類眾多，而以如來藏、佛性，及與如來藏思想接近的

佛菩提、涅槃功德的闡揚，為後期大乘經的一般傾向。 
從從從從南南南南

而北而北而北而北 
無著、世親造論通經，成立阿賴耶識為依止的瑜伽行派。  

大乘大乘大乘大乘論論論論典典典典 瑜伽派的發揚，中觀派也告中興；兩派的「相奪相成」，與兩派

內部的論諍，使論議進入嚴密的思辨時期。 

從從從從北北北北

而南而南而南而南 
 

經典是從南而北的，論書是從北而南的，相互交流，而中印度的佛法，從笈多王朝

（西元 320~ 490）起，再成為佛法的主流。 
200~500 後期大乘經，大多已經傳出。 
500~ 一則論議的風氣高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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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紀 
以下 

一則是一個新時代（「秘密大乘佛法」），正孕育接近成熟，將流布面目

一新的教典。 
南方案達羅王朝（-220~230），於西元二二五年滅亡。 這一時代 

200~ 500 北方的貴霜王朝（0~250），三世紀也日漸衰落，印度又是到處分裂割據

的局面（250~320）。 
旃陀羅 
笈多第一 

自摩竭陀興起，於西元 320年，建立笈多王朝。 
經薩母陀羅笈多，到了旃陀羅笈多二世， 

旃陀羅 
笈多二世 

國勢相當強盛，統治了東、西及北印度，南印度也表示臣服。那時，梵

文學大大的興盛起來（引起以後印度教的盛行）。 
鳩摩羅 
笈多末期

455年前 

北方受白匈奴，即我國史書中的嚈噠的侵入；不斷來侵，國力大受損

耗，終於在五世紀末，北印度落入嚈噠的統治。 
佛教受到嚈噠的摧殘，北印度的佛教，開始走向衰落。 

鳩摩羅笈多以後，笈多王朝分化了；中印度「大乘佛法」的兩大中心──東方摩竭東方摩竭東方摩竭東方摩竭

陀陀陀陀，，，，西方摩臘婆西方摩臘婆西方摩臘婆西方摩臘婆，，，，也也也也因此漸漸形因此漸漸形因此漸漸形因此漸漸形成成成成。。。。 

 

 

 

 

 

 

 

 

 

 

 

 

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        瑜伽大乘瑜伽大乘瑜伽大乘瑜伽大乘----------------「「「「虛妄唯識論虛妄唯識論虛妄唯識論虛妄唯識論」」」」 

大乘佛教的二大正軌： 
龍樹菩薩 150~250年 中觀學派 
無著菩薩 336~405年 
世親菩薩 361~440年 

瑜伽行派 

(一一一一)無無無無著著著著與與與與世親世親世親世親 
無著與世親是兄弟，犍陀羅人。無著依化地部出家，世親從說一切有部出家。無著修

學大乘，在阿瑜陀國，夜晚上昇兜率天，從彌勒菩薩受學『瑜伽論』──應該是稱為

『十七地論』的「本地分」。實是事出有因的： 



 2

一、彌勒是未來佛，現在兜率天宮，是佛教界公認的。如對佛法有疑難而無法決了，

可以「上昇兜率問彌勒」。 
二、問答決疑，一般是與所見聖尊的法門有關的。無著見彌勒，在早期大乘經中，佛

為彌勒說的，彌勒為大眾說的並不多。。與彌勒有關的少數經典，思想都與後起的瑜

伽行派相同，這是值得注意的！ 
三、『瑜伽師地論』是以瑜伽行為中心，攝持境相與果德的。瑜伽行，都是有所傳

承，展轉傳授而後集出的。 

＊依上三點，可以推定為：在未來彌勒的信仰下，北方有不滿說一切空，不同意偏讚

大乘的彌勒學；也有含攝離越寺所傳的聲聞瑜伽，彌勒的大乘瑜伽行；北方確有姓

彌勒而被稱為菩薩的大德。無著出於這樣的北印度，總持傳統的聲聞行，面對當時

的大乘法門，有不能貫通的地方，在修彌勒觀行中，見彌勒菩薩，而得到疑滯的決

了；也就依此而集出，作為彌勒所傳的『瑜伽師地論』「本地分」──『十七地

論』。這是瑜瑜瑜瑜伽行派伽行派伽行派伽行派學學學學行的根源行的根源行的根源行的根源。。。。 
 
無著有所受而傳出的早期論書，可歸於彌勒；無著後來有所抉擇，有所發展而造的大

乘論，應該說是無著造的。依據這一原則， 
彌勒論彌勒論彌勒論彌勒論：：：： 
一、『瑜伽師地論』 『十七地論』。 
二、辯[分別]中邊論』 本頌，真諦、玄奘譯。 
三、『分別瑜伽論』 沒有譯出，大概與『解深密經』的「分別瑜伽品」有關。 
四、『辯法法性論』 現代法尊由西藏本譯出。 

西藏所傳，有彌勒解說『般若經』的『現觀莊嚴論』。 
(二二二二)無無無無著論著論著論著論：：：： 
一一一一、『、『、『、『大乘大乘大乘大乘莊莊莊莊

嚴嚴嚴嚴經經經經論論論論』』』』 
唐（733年）波羅頗蜜多羅譯。品目是依『瑜伽』「本地分」「菩薩

地」的，而在「菩提品」中，廣說「法界甚深」，三身、四智；在「述

求品」中，廣說唯識。依玄奘所傳，本頌是彌勒造的。 
二二二二、『、『、『、『攝大乘攝大乘攝大乘攝大乘

論論論論』』』』 
我國有四種譯本。依『阿毘達磨大乘經』的「攝大乘品」，以「十種殊

勝」，作有條理而詳明的，成立不共二乘的大乘唯識。 
 
 
三三三三、『、『、『、『阿毘達阿毘達阿毘達阿毘達

磨磨磨磨大乘集大乘集大乘集大乘集

論論論論』』』』 

唐玄奘譯。「遍攝一切大乘阿毘達磨經中諸思擇處」，是與『阿毘達磨

大乘經』有關的。本論是阿毘達磨論：「本事分」四品：「三法品」明

「自相」與「共相」；「攝品」明「攝」；「相應品」明「相應」；「成就

品」明「成就」──這是阿毘達磨的主題。 
本論是以大乘立場，賅攝二乘的。莊嚴大乘，攝大乘，集大乘，應該

是無著的主要論著。 
 
四四四四、『、『、『、『瑜瑜瑜瑜伽伽伽伽師師師師

地地地地論論論論』』』』的的的的

「「「「攝攝攝攝決擇決擇決擇決擇

分分分分」」」」 

廣論「五法」：引『解深密經』全部，及『寶積經』的本母。對『瑜

伽』的阿賴耶識，以八相論證其決定是有的；依阿賴耶建立流轉與還

滅。無漏新熏說，與『攝大乘論』相同。這是無著對「本地分」所有

的決擇。『瑜伽論』的後三分，「攝事分」中事契經的本母，確定與說

一切有部的『雜阿含經』相合。這可能是舊有傳來的，而綜合為『瑜

伽師地論』五分。表示大乘是勝於聲聞的，而佛法根源在「阿含」。 
五五五五、『、『、『、『顯揚顯揚顯揚顯揚聖聖聖聖

教教教教論論論論』』』』 
玄奘譯。前三品，攝『瑜伽論』的文義；後八品──「成無常品」，

「成苦品」，「成空品」，「成無性品」，「成現觀品」，「成瑜伽品」，「成

不思議品」，「攝勝義決擇品」，著重於觀行，明勝過聲聞的大乘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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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六六六六門教門教門教門教

授習授習授習授習定定定定論論論論』』』』

頌頌頌頌 

唐義淨譯，這是有關止觀修行的。 

 
七七七七『『『『金剛般金剛般金剛般金剛般

若若若若（（（（經經經經））））

論論論論』』』』 

隨達磨笈多譯，以「七種義句」來解說經文。據『金剛仙論』的傳

說，這是彌勒所造的長行義釋，由無著傳受流通。還有『順中論』，元

魏瞿曇般若流支譯，是隨順『中論』的，題無著造。西藏譯本中缺，

這是可疑的。 
 
(三三三三)世親世親世親世親的的的的論論論論書書書書：：：： 
一、『辯中邊論』 這部是彌勒頌的解釋。 
二、『大乘莊嚴經論』長行 
三、『攝大乘論釋』 
四、『六門教授習定論』長行 

 
這三部是解釋無著論的。 

世親世親世親世親的主要創的主要創的主要創的主要創作作作作：：：： 
 
五、『唯識二十論』 

有頌與長行，有三種漢譯本。這部論，成立「唯遮外境，

不遣相應，內識生時似外境現」的唯識說；遮破種種外人

的疑難，是重於遮遣外境的。 
 
六、『唯識三十論』頌 

重於成立唯識的事理、行果。傳說是晚年所作，沒有長行

解說就去世了。『唯識三十論』，成為後起的唯識學者，研

究與解說的重要論書。 
在漢譯中，世親有不少的釋經論： 
一、『十地經論』 
二、『文殊師利菩薩問菩提經論』 
三、『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 
四、『彌勒菩薩所問經論』 
五、『大寶積經論』（西藏所傳，這是安慧造的） 
六、『涅槃（經）論』 
七、『妙法蓮華經憂波提舍』（又有勒那摩提譯本） 
八、『無量壽經優波提舍』 

 
 
 
元魏菩提流支

譯 

九、『寶髻經四法優波提舍』 
一０、『轉法輪經優波提舍』 
一一、『三具足經優波提舍』 

東魏毘目智仙

譯的 

一二、『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 
一三、『遺教經論』 

陳真諦譯的 

北魏早期（西元五０八──五四０年）譯出的世親論，主要是些釋經論；譯者是北印

度人，可能與當時當地的學風有關。 
在這些釋經論中，『『『『十地經十地經十地經十地經論論論論』』』』與與與與『『『『無無無無量壽量壽量壽量壽經經經經優優優優波提舍波提舍波提舍波提舍』，』，』，』，對對對對中國佛教的中國佛教的中國佛教的中國佛教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極極極極深深深深！！！！ 

 

(四四四四) 虛妄唯識論虛妄唯識論虛妄唯識論虛妄唯識論：：：： 
大乘不共的唯識說，雖有不同派別，然依虛妄分別識為依止，是一致的。 
虛妄分別的根本──阿賴耶識，是妄識，剎那剎那的生滅如流；攝持的種子，也是剎

那生滅，瀑流那樣的恆轉。 

一、以虛妄分別攝持種子為 依此而現起一切，「一切唯識現」，是「緣起」的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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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生果。 
境不離識，  「一切唯識現」， 二二二二、、、、現起的一切法， 
境依識起，  是「緣起所生」的依心有境。 

（現起的一切，境不離識，境依識起，「一切唯識現」，是「緣起所生」的依心有

境。） 
雖有二系，都是虛妄分別識為依的唯識說，所以導師稱之為「虛妄唯識論」。 

綜觀瑜伽行派，以眾生生死事為出發點： 

「佛法」尊重 瑜伽行派依「緣起」以成立一切，保持了「佛法」的特色。 
「「「「緣緣緣緣起起起起」」」」 依依依依此說迷妄而生死， 
「「「「緣緣緣緣起起起起所所所所生生生生」」」」 轉轉轉轉迷染而清淨解脫。 
也就因此，重於正常道的「多聞熏習，如理思惟」。雖發展流行於「後期大乘」時

代，傾向「唯心論」，而沒有落入偏重信仰與神秘的佛教！ 

 
「佛法」主要為了 瑜伽行派因此而提出轉轉轉轉依依依依一詞。 
轉轉轉轉迷迷迷迷啟啟啟啟悟悟悟悟 轉生死為涅槃 生死雜染等所依轉去了， 
轉轉轉轉雜染雜染雜染雜染為為為為清淨清淨清淨清淨 轉迷妄為菩提 轉而顯現成就的，名為轉依。 

總之，轉轉轉轉依是依是依是依是轉生轉生轉生轉生死雜染死雜染死雜染死雜染而而而而得清淨得清淨得清淨得清淨法法法法界界界界，，，，也也也也就是不可就是不可就是不可就是不可思思思思議議議議的的的的般般般般涅槃涅槃涅槃涅槃界界界界。。。。 

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        如來藏與如來藏與如來藏與如來藏與「「「「真常唯心論真常唯心論真常唯心論真常唯心論」」」」    

壹壹壹壹、、、、西元四西元四西元四西元四世紀世紀世紀世紀後後後後半半半半起起起起 
虛妄唯識系虛妄唯識系虛妄唯識系虛妄唯識系 真真真真常唯常唯常唯常唯心心心心系系系系 （（（（後期後期後期後期））））性空性空性空性空為為為為名系名系名系名系 

 
如上ㄧ章 
 

這時期，重在如來本具的

如來藏說，在重信仰與修

持（念佛）的學流中，流

行不衰。 

「初期大乘」經與龍樹的「一

切皆」空說，也在流行；佛護

與清辨的興起，使後期龍樹學

大盛。 
如來藏說與瑜伽學，有了相互的影響，開展不同的新猷：理論傾向於真常的唯心，事

行傾向於念佛。 
三系論義的多采多姿，非常興盛，而在適應印度的時代文化下，重信仰重修持的傾

向，由真常的如來藏心說，推進佛法到另一階段──「秘密大乘佛法」。 

 

貳貳貳貳、、、、如來如來如來如來藏藏藏藏與與與與我我我我 
虛妄唯識系 真常唯心系 （後期）性空為名系 

真如真如真如真如、、、、法法法法界界界界 
這是無著與世親論的見

解，多少融會了如來藏

說。 

如來如來如來如來藏我藏我藏我藏我，是『大般涅槃經』

說的。從如來常住，說到如來

藏我，我是「常樂我淨」──

四德之一，是如來大般涅槃的

果德。 

『大般若經』說「實有實有實有實有菩菩菩菩

薩薩薩薩」，世親解說：「顯示菩

薩實有空體」，以為菩薩以

實有空性為體。 

陳那這一系，重於論理，接近『瑜伽論』義，所以不取無著、世親調和真常大我的意

見。 

 
參參參參、、、、代代代代表表表表如來如來如來如來藏說藏說藏說藏說主流的主流的主流的主流的 
 魏（西元 508年來華）勒那摩提譯，四卷，堅意造。有說是世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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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藏傳說彌勒論。 
立有垢真如，無垢真如；轉依。三身──實體身，受樂身，化身；

二障──煩惱、智（所知）障；二種（出世間）無分別智；無漏界

等，都是與瑜伽學相合的。 

 
 
一一一一、『、『、『、『究竟究竟究竟究竟 

一乘一乘一乘一乘 
寶性論寶性論寶性論寶性論』』』』 

但五法，三自性，八識，四智，卻沒有引用；不取瑜伽學的種子

說，不說唯識所現。這可能是學出瑜伽系而自成一派；更可能是如

來藏說者，引用瑜伽學的法義來莊嚴自宗。 

唐提雲般若譯，也是堅意造的。 二二二二、『、『、『、『法法法法界界界界無無無無差差差差

別論別論別論別論』』』』 以菩提心為主，以十二義來解說。菩提心是菩薩位中，依如來藏而

修證圓滿的；內容與『寶性論』相通。 
被編入『勝天王般若經』（西元 548年傳來），即『大般若波羅蜜多

經』第六會。 
組織與內容，與『寶性論』相近，應該是參考過『寶性論』的，信

（發菩提心）為種子，般若為生母，定為胎藏，大悲為乳母：在

『大乘莊嚴經論』中，是菩薩善生的因。 
「為無上菩提作因」，比『寶性論』為如來藏的因，似乎要適當些。 

 
 
 
三三三三、『、『、『、『無上無上無上無上依依依依

經經經經』』』』 

不取如來藏九喻，如來事業九喻，要接近瑜伽學些，但的確是如來

藏說。 
發發發發展中的如來展中的如來展中的如來展中的如來藏說藏說藏說藏說，，，，與與與與瑜瑜瑜瑜伽伽伽伽學學學學的的的的關係是很深切關係是很深切關係是很深切關係是很深切的的的的。。。。 

 
肆肆肆肆、、、、『『『『寶性論寶性論寶性論寶性論』』』』 

眾生因位 如來在纏 
名如來藏 

佛界 佛性 佛所依止的因——界。 
（如來藏異名） 

實體 菩提 圓滿証得的菩提。 
德相 佛法 佛所圓滿的一切法，也就是功

德。 

 
 
生佛 
不二 

 
如來果位 

 
眾生出纏 
名為法身 

業用 佛業 利益眾生的事業。 

 
「一葉落而知秋」，『『『『寶性論寶性論寶性論寶性論』』』』與與與與『『『『無上無上無上無上依依依依經經經經』』』』的出現，暗示了印度佛教冬季的迅速

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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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    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    

秘密思秘密思秘密思秘密思想想想想之之之之濫觴濫觴濫觴濫觴 
印度文明 咒法 秘密教 

梨俱吠陀 息災 息災 
沙摩吠陀 咒詛 調伏 
夜柔吠陀 

 
祭祀萬能 
「三明」 
 

開運 增益 

阿達婆吠陀 以咒術為中心，乃鬼魅幽靈之

崇拜，用以適應低級趣味者。 
幻術 （與咒法大致相

同） 
釋尊出世，斥婆羅門「三明」，而猶略事含容。於咒法、幻術，則拒之唯恐不及。 

 
大乘佛教與密教之大乘佛教與密教之大乘佛教與密教之大乘佛教與密教之關涉關涉關涉關涉：：：： 

大乘佛教 秘密教 
大乘佛教與秘密，無必然之關係，然大乘佛教之興起，確予秘密思想以活躍之機。 
佛力無量，菩薩願大，他

力加持之思想乃勃興。 
菩薩遍入六道，龍、鬼、夜叉中，自應有菩薩存在。 

佛弟子之編集遺聞，融攝

世俗， 
既以魔王及外道師宗多菩薩之示跡，又以天、龍、夜

叉之護法，而謂傳自夜叉或龍宮。魔王、外道、天、

龍、夜叉與菩薩同化之傾向，日益顯著。 
『十地經』之金剛藏，亦

夜叉之一。『大智度論』謂

夜叉語音隱密雜亂不易

知，此與密咒之密有關。 

尤以夜叉為甚。夜叉本為達羅維荼民族之神群。佛世

傳有金剛力士護佛，『密跡經』即謂其為大菩薩，以護

持千佛之佛法而示現夜叉者。夜叉手執金剛杵，金剛

乃常住不壞之寶物，因與真常論特相契合。 
自中印法難，安達羅王朝

之文化大啟，大乘由此而

勃興，夜叉即於此菩薩

化。 

後之傳密法者，謂龍樹開南天竺鐵塔，見金剛薩埵而

後傳出；密典多以秘密主或金剛手為當機者，其間之

關係，固顯然可見也。 

大乘佛教之演化為密教，雖千頭萬緒，而菩薩與外道、龍、鬼、夜叉之合化，為一

特要之因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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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之印度佛教之印度佛教之印度佛教之衰衰衰衰亡亡亡亡 
佛元八世紀以來， 
外 佛教外以印度教之復興，於具有反吠陀傳統之佛教，予以甚大之逼迫。 
內以「唯心」、「真常」、「圓融」、「他力」、「神秘」、「欲樂」、「頓證」思想之泛

濫，日與梵神同化。幸得波羅王朝之覆育，乃得一長期之偏安。 
論理務瑣屑玄談，供少數者之玩

索； 

 
 
內 
 
末期

之 
佛教 實行則迷信淫穢，鄙劣不堪！ 

可謂無益於身心，無益於國族。律

以佛教本義，幾乎無不為反佛教

者！ 
 
 
 
外 

    佛教已奄奄一息，而又有強暴之敵人來。佛元十四世紀初，阿富汗王摩訶

末，率軍侵略印度，佔高附而都之，回教漸滲入印度內地。每侵入，必舉異教

之寺院而悉火之。佛教所受之損害，可想見也。於是恆河、閻浮河兩岸，西至

摩臘婆，各地之佛徒，改信回教者日眾。其佛教僅存之化區，惟摩竭陀迤東

耳。迨波羅王朝覆亡，回教之侵入益深，漸達東印，金剛上師星散。 
    不久，王室改宗，歐丹富多梨寺及超岩寺，先後被毀；即僅存之那爛陀寺，

亦僅餘七十餘人。佛教滅跡於印度大陸，時為佛元十六世紀。佛教興於東方，

漸達於全印，次又日漸萎縮而終衰亡於東方。吾人為印度佛教惜，然於後期之

佛教，未嘗不感其有可亡之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