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小乘之關係及其來源 1 

---天台宗補充教材 

小乘經典 

據【佛光大辭典】： 

「小乘經典：又作小乘修多羅、聲聞契經。屬小乘之經典，即宣說四諦、八正道、十二因緣等義

理之經典。乃「大乘經典」之對稱。如北傳之四阿含經、南傳之五尼柯耶等均是。U「小乘經典」

一詞係北傳大乘佛教徒所取之貶稱，非印度原始佛教所固有，南傳佛教徒亦不承認。U考諸經錄，

道安錄、出三藏記集不立大小乘之別。又依歷代三寶紀卷十五所載，法上之齊世眾經目錄亦不分

大小乘；然宋世眾經別錄則立大小乘經錄之別，….李廓之魏世眾經目錄立大小乘之經、律、論等

之別，….隋代法經之眾經目錄則將大小乘之經、律、論各分為一譯、異譯、失譯、別生、疑惑、

偽妄六種，….此外，開元釋教錄卷二十則舉出，小乘經有二四○部六一八卷。」 

F

日人 平川彰在「大乘與小乘」中說：「小乘則是…小車的意思，但…（梵文）原意是『已被捨棄

的』，也有『卑下』、『劣等』的意思，因此小乘是鄙視的稱呼，是大乘佛教徒鄙視部派佛教的稱呼。

1
F」 

日人 今津洪嶽 在《阿含經解題》論及「阿含經在聖典中之地位」說：「佛教到了中國，特別是

在南北朝佛教以後，如所謂隋唐佛教十三宗派之諸宗教學，除俱舍、成實二宗，其餘諸宗均貶說

小乘三藏之一阿含聖典為小乘經典，為最下層之聖典，他們差不多都持有這種看法，日本佛教是

中國佛教之延長，論起宗派亦不出此範圍。如天台宗智者大師判釋東流一代諸教為五時八教之判

攝，阿含在五時教中為第一阿含時。八教中，化法四教判釋斷定為三藏教。又華嚴賢首大師五教

十宗判釋中，若依五教判釋是第一小乘教。F

2

F」「然而據近代佛教學研究，特別是歷史的研究成果，

卻完全推翻了有關對阿含聖典的教判解釋，而再度切實地認識阿含的地位和價值。三藏中特別是

阿含(尼柯耶) 聖典，不但是根本佛教及原始佛教之研究資料，是獨一無二的寶典。同時也是佛教

發展與所謂除開小乘佛教諸教學的大乘佛教諸學派的母胎，阿含聖典是一切大、小乘教學思想之

基礎與軸心。要了解三藏，不從阿含(尼柯耶)聖典著手已難求得。大乘諸教學，主要以阿含為根

本原理，從而開顯其幽微深意。F

3

F」 

日人增谷文雄F

4
F（1902-1987）在「阿含經總論」論及「阿含經成立之因緣」說：「總之，此一被稱

為「阿含」之經集，在中國、日本等佛教界，長時以來，可說完全不受重視，不被讀誦，不被研

究。究竟何以造成這種現象呢？雖然事屬遺憾，但不能不對此一事實詳述所以，否則，就無從闡

                                                 
1 參見平川彰《印度佛教史》〈第三章 初期大乘佛教 第三節 初期大乘佛教的源流〉頁 216 商周出版 2004.12 
2 日 今津洪嶽《阿含經解題》《佛光大藏經》《阿含藏附錄上》高雄 佛光出版社（1993/5）頁 372 
3 同前註 頁 373 
4 日本佛教學者。東京大學宗教學科畢業，歷任東京大學、大正大學教授，及都留文科大學校長、日本宗教學會會長。

平生致力於比較宗教學與佛教原典之研究。著作頗豐，有原始經典阿含經教、根本佛教與大乘佛教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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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我們之所以必須重新論究「阿含經」之理由。其所以形成如此之現象，實是由於「阿含經」被

判釋為小乘經典之緣故。若更具體說明之，是受到天台大師智顗(538～597，六十歲示寂)「五時

教判」之壓倒性影響力所致。F

5
F」「然近年以來，所謂「五時教判」，已漸失其壓倒性之影響力，

目前甚至已到無人問津之地步。另一方面，這部「阿含」經集，卻被察知實是理解根本佛教，亦

即理解釋尊說法的原始風貌之最珍貴資料。F

6

F」「首先要舉出的是與所謂的「南傳佛教」之會合。

在此之前，日本佛教素被稱為三國傳來之佛教，即由印度、中國傳來日本之佛教；這是相對於「南

傳佛教」而言，即所謂的「北傳佛教」，而他們對有關南傳佛教的種種，幾乎全然無所知。及至

近年，才受到日本佛教研究者之重視，而這又是因為受到歐洲之東方學學者們之刺激所致。F

7

F」「此

一領域之研究，即以一日千里之勢向前發展，終於匯成一股洪流。F

8

F」「然因歐洲學者們在新的佛

教研究上之驚人成果，並且隨從他們學習之日本佛教研究者亦大為增加，故自明治後半期以來，

日本之佛教研究遂漸演變成以原始佛教之研究為主流，而邁向新里程碑。F

9

F」 

以上見解可說代表近世紀以來，佛教學界從追尋原典，並依據印度歷史的演進情形所作的結論。（印

度歷史資料極其缺乏，如何取信，即是一大問題所在。） 

**小乘之名，早在經中已見之： 

《增壹阿含經》卷 18〈26 四意斷品〉：「然復眾生，不能知如來壽命長短。舍利弗當知，如來有

四不可思議事，非小乘所能知。云何為四？世不可思議，眾生不可思議，龍不可思議，佛土境界

不可思議。」F

10
 

此為阿含經自稱「小乘」，並承認如來有小乘所不知之事，足證小乘極果，絕非是佛。 

東晉 瞿曇僧伽提婆《增壹阿含經》卷 1〈1 序品〉：「菩薩發意趣大乘，如來說此種種別。人尊說

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精進、禪、智慧力如月初，[還]逮度無極[觀]覩諸法。」F

11
 

《增壹阿含經》卷 45〈48 十不善品〉：「今此眾中有四向、四得及聲聞乘、辟支佛乘、佛乘。」F

12
 

《百喻經》F

13
F（本緣部）卷 2：「如來法王有大方便，於一乘法分別說三，小乘之人聞之歡喜以為

易行，修善進德求度生死，後聞人說無有三乘，故是一道。」F

14
 

                                                 
5 同前註 頁 218 
6 同前註 頁 220 
7 同前註 頁 221 
8 同前註 頁 221 
9 同前註 頁 222 
10 (CBETA, T02, no. 125, p. 640, a3-7) 
11 (CBETA, T02, no. 125, p. 550, a12-14) 
12 (CBETA, T02, no. 125, p. 792, b11-12) 
13五世紀印度僧人僧伽斯那著，由其弟子求那毘地漢譯於南齊永明十年（492）。本經乃集錄有關善惡罪福報應之譬喻

故事而成，以寓言形式，用一百個（今存九十八喻）事例來說明佛教之基本教義。大部分故事係以一般民眾為對象，

亦有對外教徒、出家眾、國王等而說者。內容包括︰愚人食鹽喻、婦女欲更求子喻、入海取沈水喻、毘舍闍鬼喻、

估客駝死喻、歡喜丸喻、口誦乘船法而不解用喻等，悉皆利用譬語教訓，以增加理解。 
14

 (CBETA, T04, no. 209, p. 548, a28-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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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經》卷 3：「佛法學徒亦復如是，方等學者非斥小乘，小乘學者復非方等F

15
F，故使大聖法典

二途兼亡。」F

16
F----大 

《百喻經》卷 2：「如來法王有大方便，於一乘法分別說三，小乘之人聞之歡喜以為易行，修善進

德求度生死，後聞人說無有三乘，故是一道。」F

17
 

《百喻經》卷 3：「方等學者非斥小乘，小乘學者復非方等，故使大聖法典二途兼亡。」F

18
F-----方

等與小乘互毀，玉石俱焚。 

劉宋 求那跋陀羅譯《央掘魔羅經》F

19
F（阿含部）卷 3：「云何名為四？所謂四聖諦，是則聲聞乘，

斯非摩訶衍。一切諸如來，第一畢竟常，是則大乘諦，非苦是真諦。一切諸如來，第一畢竟恒，

是則大乘諦，非集是真諦。一切諸如來，第一不變易，是則大乘諦，非滅是真諦。一切諸如來，

第一畢竟靜，是則大乘諦，非道是真諦。是大乘四諦，非苦事是諦。」F

20
F--- 

**以下以小乘法為非了義教： 

北涼 曇無讖《悲華經》（本緣部）卷 3〈4 諸菩薩本授記品〉：「彼界無有聲聞、辟支佛名，亦無

有說小乘法者，純一大乘清淨無雜。」F

21
 

隋 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本緣部）卷 40〈43 教化兵將品〉：「諸一切人中，或聞如來說此

妙法，或有發心求出家者，或有得於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或復有為未來

世作聲聞乘中種子因緣，或復有為未來世作緣覺乘中種子因緣，或復有為未來世 U作菩薩乘中種子

因緣U，其中或有受三歸依及五戒者。」F

22
 

隋 闍那掘多《佛本行集經》F

23
F（本緣部）卷 6〈4 上託兜率品〉：「菩提心，是法明門，不斷三寶

故。依倚，是法明門，不樂小乘故。」F

24
 

                                                 
15 或譯為方廣、廣破、廣大、廣博、廣解、廣、無比等。又作大方廣、大方等。九部經之一，十二部經之一。指大

乘經典。即廣說廣大甚深之義者。於大乘佛教中，主要作為指大乘經典之用語，後世之小乘三藏中並未說及方等；

故方等不僅意味其量之廣大，主要乃指在內容上說廣大平等之理趣者。 
16 (CBETA, T04, no. 209, p. 551, a6-8) 
17

 (CBETA, T04, no. 209, p. 548, a28-b2) 凡四卷。又稱百句譬喻經、百句譬喻集經、百譬經、百喻集。五世紀印度僧

人僧伽斯那著，由其弟子求那毘地。漢譯於南齊永明十年（492）本經乃集錄有關善惡罪福報應之譬喻故事而成，以

寓言形式，用一百個（今存九十八喻）事例來說明佛教之基本教義。內容悉皆利用譬語教訓，以增加理解。 
18 (CBETA, T04, no. 209, p. 551, a7-8) 
19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本經乃敘述央掘魔羅歸依佛陀之事蹟，及如來對於此事件所作之種種說法。佛陀住於舍衛城時，

有凶賊央掘魔羅受邪師摩尼跋陀羅之教，殺千人，並取其指作為指鬘，當彼欲加害佛陀時，佛陀要他「住」，而為佛

陀所教化，遂捨指鬘而歸依佛。未久，彼與舍利弗、目犍連等諸大弟子及文殊菩薩討論法義時，佛亦教以受戒之事。

本經之教旨謂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佛性，佛法為唯一究竟乘，其餘皆為方便法門，故本經與妙法蓮華經、大般涅槃

經之旨趣相同。 
20

 (CBETA, T02, no. 120, p. 531, c9-19)  
21 (CBETA, T03, no. 157, p. 184, c23-24) 
22 (CBETA, T03, no. 190, p. 838, c11-16) 
23 略稱本行集經，凡六十卷。隋代闍那崛多譯。其中，敘述世尊誕生、出家、成道等八項成道事蹟，及佛弟子歸化

之因緣。係集佛傳之大成者。乃是一部敘述佛陀之本生譚，為佛傳中最詳盡者。 
24 (CBETA, T03, no. 190, p. 681, c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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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本生鬘論》F

25
F（本緣部）卷 5：「遠離小乘聲聞因行」F

26
 

聲聞乘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卷 3：「以如來法出過聲聞出世間法。聲聞亦過世間境界。如來過彼聲聞

境界。」F

27
 

《央掘魔羅經》卷 2：「若作三分別，亦是聲聞乘，若諸聲聞乘，佛說蚊蚋乘，以彼無[智]知故，

分別有三種。所言邪定者，謂彼一闡提，正定謂如來，菩薩及二乘。」F

28
 

《央掘魔羅經》卷 3：「是則聲聞乘，斯非摩訶衍，所謂摩訶衍，…云何名為一？謂一切眾生，皆

以如來藏，畢竟恒安住。」F

29
 

《央掘魔羅經》F

30
F卷 4：「我為聲聞乘說，此偈意者，謂如來藏義若自性清淨意，是如來藏勝一切

法，一切法是如來藏，所作及淨信意法，斷一切煩惱故，見我界故。若自淨信有如來藏，然後若

說若作，得成佛時若說若作，度一切世間如人見影，見如來藏亦復如是，是故說如影隨形。」F

31
 

《悲華經》F

32
F卷 7〈4 諸菩薩本授記品〉：「我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一音說法，或有眾生學聲

聞乘，聞佛說法，即得知聲聞法藏；或有修學辟支佛乘，聞佛說法，便得解於辟支佛法；或有修

學無上大乘，聞佛說法，便得解了大乘之法純一無雜；」F

33
 

《悲華經》卷 8〈4 諸菩薩本授記品〉：「爾時世界諸大菩薩，修習大乘及發【學】緣覺、聲聞乘

者。」F

34
 

《悲華經》卷 9〈5 檀波羅蜜品〉：「其餘他方清淨世界，所有諸佛本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

不勸眾生於聲聞乘、辟支佛乘，是故諸佛具滿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無有聲聞辟支佛名。」

                                                 
25
凡十六卷。印度聖勇菩薩等造，北宋紹德、慧詢等譯。本書記述佛陀過去世行菩薩道之種種事蹟，並解釋其法義。

記述投身飼虎、尸毘王救鴿命、如來不為毒所害、兔王捨身供養梵志、慈心龍王消除怨害、佛為病比丘灌頂獲安、

造塔勝報、出家功德等十四則本生緣起故事等。 

26
 (CBETA, T03, no. 160, p. 345, b15-16) 凡十六卷。北宋紹德、慧詢等譯。又稱本生鬘論、本生鬘。本書記述佛陀

過去世行菩薩道之事蹟，並解釋其法義。包括投身飼虎、尸毘王救鴿命等出家功德等十四則本生緣起故事。 
27(CBETA, T26, no. 1532, p. 348, a29-b2)  
28 (CBETA, T02, no. 120, p. 529, c8-12) 
29 (CBETA, T02, no. 120, p. 531, b23-26) 
30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凡四卷。本經乃敘述央掘魔羅歸依佛陀之事蹟經過，以及如來借此事而說法。佛陀住於舍衛城

時，有凶惡無匹的央掘魔羅受邪師之教，殺千人，並取其指作為指鬘，當彼欲加害於佛時，卻為佛陀所教化，遂捨

指鬘而歸依佛。其後又與舍利弗、目犍連等諸大弟子及文殊菩薩討論法義。此外，佛更為其說南方一切寶莊嚴國之

「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如來」之化現，並讚歎彼國之不可思議。本經之教旨謂一切眾生皆有如來藏佛性，佛法為

唯一究竟乘，其餘皆為方便法門，是故本經與妙法蓮華經、大般涅槃經之旨趣相同。 
31 (CBETA, T02, no. 120, p. 540, a3-8) 
32

 悲華經，凡十卷。北涼曇無讖譯。本經說明阿彌陀佛及釋迦等之本生，並以對照方式敘述淨土成佛與穢土成佛之

思想，尤特別稱揚釋迦如來穢土成佛之大悲。佛陀回傷口寂意菩薩以出現於不淨國土，係由於大悲心以及前生之誓

願（本願）而來，遂廣說無諍念王之故事。無量壽佛、觀世音、得大勢、文殊師利、普賢等。各發無上菩提心，受

穢土成佛之記。另寶海本人更起五百大願，願於五濁惡世成佛，寶藏如來授記其成佛時名為釋迦牟尼如來等事。 
33 (CBETA, T03, no. 157, p. 209, a12-17) 凡十卷。北涼曇無讖譯。本經說明阿彌陀佛及釋迦等之本生，並以對照方式

敘述淨土成佛與穢土成佛之思想，尤特別稱揚釋迦如來穢土成佛之大悲。 
34 (CBETA, T03, no. 157, p. 216, c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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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F

大乘經典 

【佛光大辭典】： 

「大乘經，指大乘佛教徒所信奉之經典。又作大乘修多羅、菩薩契經、方等經、大方等經。即大

智度論所謂「聲聞藏、菩薩藏」中之「菩薩藏」。大體而言，小乘經典即指阿含經或南傳之尼柯耶，

為部派佛教及今之南傳佛教徒所信奉。此類經典以外，尚有數量甚多之經典則為大乘經典。以大

正大藏經為例，其中所收之經（律、論除外），阿含部及本緣部內之一部分為小乘經典，其餘之般

若部、法華部、華嚴部、寶積部、涅槃部、大集部、經集部、密教部等所含之經書，皆為大乘經

典。大乘經所說之主要內容，為成佛之途徑、菩薩道之內涵，及六波羅蜜、佛性等教義，凡此皆

非小乘佛教之義理所側重者。而北傳中日韓等國之佛教徒，雖不排斥阿含經，然所信大體以大乘

經典為主。….蓋大乘經典出現於世之年代雖不詳，然就東漢桓帝、靈帝時，竺佛朔、支婁迦讖等

人傳譯道行經、般舟三昧經、首楞嚴經等，及龍樹菩薩於大智度論中援引六波羅蜜經、法華經、

十地經、網明菩薩經、禪經、菩薩本起經等而論，則恐係從佛陀入滅後五百年頃，漸次出現於世，

而至龍樹時代，已成重要之經典行世。此等大乘經典，雖經古來諸多論師主張並非佛陀所直接宣

說者，然皆不外 U根據佛陀所說之教理而來U，並進一步發揮佛法之微言大義，闡明其一一之實義，

復深入印證考察而加以整理記述，故大乘經典可謂集佛陀教法之大成者。」 

大乘二字，自經典中即已見之： 

《長阿含經》卷 2：「佛為海船師，法橋渡河津；大乘道之輿，切渡天人。」F

36
 

《般泥洹經》(阿含部)卷 1：「佛為海船師，法橋渡河津，大乘道之典，一切渡天人。」F

37
 

《雜阿含經》卷 28：「佛告阿難：「是世人乘，非我法、律婆羅門乘也。阿難！我正法、律乘、天

乘、婆羅門乘、大乘，能調伏煩惱軍者，諦聽，善思，當為汝說。阿難！何等為正法、律乘、天

乘、婆羅門乘、大乘，能調伏煩惱軍者？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阿難！是名正法、律乘、

天乘、梵乘、大乘，能調伏煩惱軍者。」F

3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401-600 卷》卷 568〈5 念住品〉：「修小乘者示聲聞道，學中乘者示獨覺道，

行大乘者示無上道，如是聽法為無上智，終不為得下劣之乘。」F

39
 

《光讚經》卷 7〈18 蜜十住品〉：「何謂菩薩不起聲聞、辟支佛心？此等所行不應為道，行小乘者

不順佛道，若見乞求者則懷怯弱。行菩薩者當捨離之。」F

40
 

                                                 
35 (CBETA, T03, no. 157, p. 224, b23-c2) 
36

 (CBETA, T01, no. 1, p. 12, c27-28) 
37 (CBETA, T01, no. 6, p. 178, a29-b1) 
38 (CBETA, T02, no. 99, p. 200, c25-p. 201, a2) 
39 (CBETA, T07, no. 220, p. 935, a21-23) 
40 (CBETA, T08, no. 222, p. 198,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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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 9〈24 囑累品〉：「阿難！U汝若因小乘法，為小乘人說U，三千大千世界眾

生，皆以是法，證阿羅漢。汝為弟子，功德蓋少不足言；U若以六波羅蜜，為菩薩說，U汝為弟子，

功德具足，我則喜悅。」F

41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 2〈3 法界品〉：「菩薩摩訶薩知不倒路，凡所示道，不違眾根。為大

乘人示無上道，不說聲聞、辟支佛路；為小乘人示聲聞道，不說大乘；辟支佛根示緣覺路，不說

薩婆若道；為著我見說無我道；著法眾生為說空道；著二邊者為說中道；為散亂者說奢摩他、毘

婆舍那，不說散亂；戲論眾生示如如道，不說言語；著生死者示涅槃道，不說世間；為迷塗者而

說正道。大王！是名菩薩知邪正路。」F

42
 

《佛說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卷 1：「佛言：「須菩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須菩提！若有

不種善根諸惡朋友，鈍根懈怠，無智愚癡，少解少聞，初學淺識，及樂小乘，智慧狹劣者，於此

般若波羅蜜經，難解難入而不信受。汝等當知。」F

43
 

《妙法蓮華經》卷 1〈2 方便品〉：「 U終不以小乘，濟度於眾生。 U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

力莊嚴，以此度眾生。自證無上道，大乘平等法，若以小乘化，乃至於一人，…」F

44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 3〈2 報恩品〉：「宣說大乘報恩之法，父母及子并諸眷屬，為聽法故，…

宣說四恩甚深妙義，令彼惡子生孝順心，此世當生令得安樂。」F

45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F

46
F卷 1：「何以故？正法住者。為大乘故說。大乘住者。即正法

住。正法滅者。為大乘故說。大乘滅者。即正法滅。」F

47
 

《妙法蓮華經》卷 1〈2 方便品〉：「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所以者何？我以無數方便，種種

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U唯有諸佛乃能知之。所以者何？諸佛世

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U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佛世

尊， U欲令眾生開佛知見，U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悟

                                                 
41 (CBETA, T08, no. 227, p. 578, a28-b3) 
42 (CBETA, T08, no. 231, p. 697, b5-14) 
43

 (CBETA, T08, no. 248, p. 846, b2-7) 
44 (CBETA, T09, no. 262, p. 8, a22-26) 
45 (CBETA, T03, no. 159, p. 301, a13-19) 凡八卷。唐代般若譯。略稱本生心地觀經、心地觀經。乃釋迦如來於耆闍崛

山，為文殊師利、彌勒等諸大菩薩敘述出家住阿蘭若者，如何觀心地、滅妄想，而成佛道。 
46 南朝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又稱師子吼經。本經為大乘如來藏系經典中代表作之一。內容敘述勝鬘夫人立十大誓願、

三大願，並自說大乘一乘法門，闡釋法身、如來藏等。經中以三乘之教歸於大乘之一乘，得一乘即得如來法身。眾

生雖被煩惱所纏，然其本性清淨無垢，與如來同等，故皆具有如來之性（佛性、如來藏）。且以如來藏為基礎，即使

在生死輪迴之世界，亦有獲得涅槃之可能。本經之一乘思想，即是承繼法華經者，而成為大乘佛教之重點所在。又

本經之特色乃在以在家婦人說法，故與維摩居士所說之「維摩經」，並為大乘佛教在家佛教之代表作。於天台宗所立

藏、通、別、圓四教中，本經被攝於別、圓二教；而於華嚴宗所立小乘、始、終、頓、圓等五教之中，本經被攝於

終教中。 

47
 (CBETA, T12, no. 353, p. 219, b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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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舍利弗！是為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

現於世。」 

佛告舍利弗：「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舍利弗！如

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舍利弗！ U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U「舍

利弗！過去諸佛，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

故。是諸眾生，從諸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舍利弗！ U未來諸佛當出於世，U亦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說諸法，

是法皆為一佛乘故。U是諸眾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 

「舍利弗！是諸佛但教化菩薩，欲以佛之知見示眾生故，欲以佛之知見悟眾生故，欲令眾生入佛

之知見故。 

「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舍利弗！諸佛出於五濁惡世，所謂劫濁、煩惱濁、

眾生濁、見濁、命濁。如是，舍利弗！劫濁亂時，眾生垢重，慳貪嫉[8]妬，成就諸不善根故，諸

佛以方便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舍利弗！若我弟子，自謂阿羅漢、辟支佛者，不聞不知諸佛如

來但教化菩薩事，此非佛弟子，非阿羅漢，非辟支佛。」F

48
 

《妙法蓮華經》卷 6〈23 藥王菩薩本事品〉：「又如一切凡夫人中，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

羅漢、辟支佛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一切如來所說、若菩薩所說、若聲聞所說，諸經法中，最

為第一。有能受持是經典者，亦復如是，於一切眾生中、亦為第一。一切聲聞、辟支佛中，菩薩

為第一；此經亦復如是，於一切諸經法中、最為第一。如佛為諸法王；此經亦復如是，諸經中王。」

49
 F

                                                

小乘自大乘出 

唐 神清撰 慧寶注《北山錄》卷 6：「若以大道虛懷，小行傷德；則於菩薩戒經復何有矣(原註：

小乘戒若不能持，又安能持菩薩戒。小乘之戒，本自大乘流出)」F

50
 

《大寶積經》F

51
F卷 119：「勝鬘！我於無數阿僧祇劫。稱讚如是攝受正法所有功德。不得邊際。是

故攝受正法。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佛告勝鬘：汝今復應演我所說攝受正法。一切諸佛共所愛樂。

勝鬘白言：善哉世尊。攝受正法者則名大乘。何以故？大乘者出生一切聲聞獨覺。世出世間所有

善法。…如是大乘。出生一切聲聞獨覺。世出世間所有善法。世尊。又如一切種子草木叢林，皆

 
48 (CBETA, T09, no. 262, p. 7, a18-b29) 
49 (CBETA, T09, no. 262, p. 54, b4-11) 
50 (CBETA, T52, no. 2113, p. 610, c15-17) 
51

 又作寶積經，唐代菩提流志等譯。係纂輯有關菩薩修行法及授記成佛等之諸經而成。寶積，即「積集法寶」之意。

因其為大乘深微奧妙諸法，故謂之「寶」；聚集無量之法門，故謂之「積」。全經內容泛論大乘佛教之各種主要法門，

涉及範圍甚廣，每一會自成一部經，成獨立之主題，例如四十六會「文殊說般若會」主要論述「般若性空」之義；

第五會「無量壽如來會」宣說彌陀淨土思想。全經每會雖然各具特色，但從整體而言，缺乏一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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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大地而得生長。如是一切聲聞獨覺。世出世間所有善法，皆依大乘而得生長。是故世尊。住於

大乘攝受大乘。即住攝受聲聞獨覺。世出世間所有善法，如佛世尊所說六處。謂正法住、正法滅、

別解脫、毘奈耶、正出家、受具足；為大乘故說此六處。所以者何？正法住者為大乘說，大乘住

者即正法住。正法滅者為大乘說，大乘滅者即正法滅。」F

5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001-200 卷》卷 168〈30 校量功德品〉：「由有菩薩摩訶薩證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故，便有剎帝利大族、婆羅門大族、長者大族、居士大族出現世間，由此復有四大王眾天….

色究竟天出現世間，…非想非非想處天出現世間，由此復有布施波羅蜜多、淨戒波羅蜜多、安忍

波羅蜜多、精進波羅蜜多、靜慮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出現世間，由此復有內空、外空、內外

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

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出現世間，由此復有真如、法

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出現

世間，由此復有苦聖諦、集聖諦、滅聖諦、道聖諦出現世間，由此復有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

定出現世間，由此復有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出現世間，由此復有四念住、四正斷、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出現世間，由此復有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無願解

脫門出現世間，由此復有五眼、六神通出現世間，由此復有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

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出現世間，由此復有無忘失法、恒住捨性出現世間，由此復有

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出現世間，由此復有一切陀羅尼門、一切三摩地門出現世間，由此復

有一切聲聞乘、一切獨覺乘、一切大乘出現世間」F

53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 2〈2 陀羅尼護持國界品〉：「今我聲聞亦復如是，從他聞說正法之

聲，勝解修行自求涅槃，是名聲聞。今見聖者，法應問之。我若聞已，樂欲修習得安樂故，為欲

增廣大乘法故。 U又一切聲聞、獨覺悉從大乘出故U。」F

54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22 十地品〉：「是諸眾生其心狹劣，樂於小法，遠離無上一切智慧，U貪2

著小乘不能志求大乘出法；我應令彼住廣大心，無量無邊諸佛道法，所謂無上大乘。U」F

5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22 十地品〉：「是諸眾生其心狹劣，樂於小法，遠離無上一切智慧，U貪2

                                                 
52

 (CBETA, T11, no. 310, p. 675, a1-17) 凡一二○卷，唐代菩提流志等譯。係纂輯有關菩薩修行法及授

記成佛等之諸經而成。寶積，即「積集各種法寶」之意。因其為大乘深妙之法，故謂之「寶」；聚集無量之法門，故

謂之「積」。有新舊二譯本。全經內容泛論大乘佛教之各種主要法門，涉及範圍甚廣，每一會相當一部經，亦各有其

獨立之主題，例如四十六會「文殊說般若會」主要論述「般若性空」之思想；第五會「無量壽如來會」宣說彌陀淨

土之信仰；另如第二、第三、第七、第十一、第二十四會等則闡揚密教之各種重要教義。 
53 (CBETA, T05, no. 220, p. 906, a25-b29) 
54

 (CBETA, T08, no. 261, p. 871, a8-12) 
55 (CBETA, T09, no. 278, p. 550, a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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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小乘不能志求大乘出法；我應令彼住廣大心，無量無邊諸佛道法，所謂無上大乘。U」F

56
 

《十住經》卷 1〈2 離垢地〉：「 U是諸眾生其心狹劣，樂於小法，遠離無上一切智慧。以是貪著小

乘心故，不求無底大乘出法。我等應令是眾生住廣大心無量無邊諸佛法中，所謂無上大乘。U」F

57
 

《大方等大集經》F

58
F卷 27：「汝等大士。為護大乘出生無量聲聞緣覺。」F

59
 

《文殊師利問經》卷 2〈15 分部品〉：「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佛入涅槃後，未來弟子，

云何諸部分別？云何根本部？」佛告文殊師利：「未來我弟子，有二十部F

60
F能令諸法住。二十部者

并得四果，三藏平等無下中上。譬如海水，味無有異；如人有二十子，真實如來所說。文殊師利！

根本二部從大乘出，從般若波羅蜜出，聲聞、緣覺、諸佛悉從般若波羅蜜出。文殊師利！…如是

般若波羅蜜及大乘，是一切聲聞緣覺諸佛出處。」F

61
 

《十地經論》F

62
F卷 4：「論曰。正行梵行求小乘過。此小乘意有二種。一者小心：佛法微妙廣大無

量。其心退沒而不能證故。二者狹心：於無量眾生作利益懈怠故。如經是諸眾生小心狹劣不求大

乘法故。復依小乘心願過。願小乘故。如經其心遠離無上一切智智故。修行過。不定聚眾生實有

大乘出法而修行小乘。如經等有出行而樂聲聞辟支佛乘故。」F

63
 

《華嚴經探玄記》卷 1：「如來應供等正覺亦復如是。先起菩薩諸行智慧，次起緣覺聲聞及餘眾生

一切善根，依此等文明佛初時說大後漸說小，約法以明依本起末，非約根器。以無先學大後學小

故。問法豈不別耶。答小乘之法定從大乘所流出故。文殊問經云。十八及本二皆從大乘出。普超

三昧及入大乘論意並同此。三攝末歸本門者。依無量義經：初時說小乘，次說中乘，後時說大乘。

                                                 
56 (CBETA, T09, no. 278, p. 550, a5-8) 
57 (CBETA, T10, no. 286, p. 505, c17-20) 
58

 大集經，凡六十卷。北涼曇無讖等譯。全稱大方等大集經，乃大集部諸經之匯編。係佛陀於成道後第十六年，集

合十方佛剎諸菩薩及天龍鬼神等，為彼宣說十六大悲、三十二業等甚深法藏；以大乘六波羅蜜法與諸法性空為主要

內容，兼含密教說法及陀羅尼與梵天等諸天護法之事。除「空」之思想以外，尚富濃厚之密教色彩。 
58 (CBETA, T13, no. 397, p. 185, c4-5) 
58 (CBETA, T14, no. 468, p. 501, a19-28) 
59 (CBETA, T26, no. 1522, p. 152, b9-16) 
60
指小乘教之二十部派。有關小乘諸部分裂之年代、部數，及分派之原因等，歷來異說甚多，迄今未有定論。據異部宗輪論之記

載，佛陀入滅後百餘年，阿育王君臨摩竭陀國，其時有龍象等四眾議論大天五事，因所議不合，遂分成上座、大眾二部。後大眾

部又分成九部，上座部分成十一部，合其本末，總共二十部。又除去根本之上座、大眾二部外，末派十八部，稱為十八異部，其

論主稱為十八部主。上座十一部，如： (八)化地部，「吾人即是佛」U之大乘先驅思想。U(九)法藏部，有經、律、對法（阿毘達磨）、

明咒、菩薩本行事等五藏說，特重明咒藏及菩薩藏，開後來大乘密教之端緒。又漢譯之四分律即出於此部。(十)飲光部，其或融

入吠陀而尊為佛說。(十一)經量部，此 U部鳩摩羅多論師之思想為大乘唯識「道理三世」之先聲U；又此部之「細意識」，亦即第八阿

賴耶識之先驅思想。 

61 (CBETA, T14, no. 468, p. 501, a19-28) 
62

 凡十二卷。印度世親著，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譯。略稱十地論。係注釋十地經（華嚴經十地品之別譯）之

作。內容係解說菩薩修行之階位，十地融攝一切善法。此書為六朝時代地論學派所依據之重要典籍，至隋代淨影寺

慧遠作十地義記十四卷（現僅存八卷）集其大成。 
63 (CBETA, T26, no. 1522, p. 152, b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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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解深密經：初時唯小乘，第二時唯大乘，第三時具三乘。依妙智經：初時唯小乘，次具三乘，

後唯一乘。此即無量義經合大開小，深密等合小開大。謂於大乘開於權實，然深密、妙智既各聖

教，不可取一捨一。」F

64
 

大乘是無乘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401-600 卷》卷 417〈19 出住品〉：「復次，善現！汝問『誰復乘是大乘而出？』

者，善現！都無乘是大乘出者。何以故？善現！若所乘乘、若能乘者、若時、若處，如是一切皆

無所有不可得故。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無所有都不可得，如何可言有所乘乘、有能乘者、乘時、

乘處？故不可說實有乘是大乘出者。何以故？ 

「善現！我無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畢竟淨故。如是有情乃至見者亦無

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畢竟淨故。「善現！法界無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

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畢竟淨故。真如、實際、不思議界、安隱界等亦無所有不可得故，乘大

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畢竟淨故。」F

6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401-600 卷》卷 538〈1 妙行品〉：「汝次所問『如是大乘從何處出至何處住？』

者，善現當知！如是大乘從三界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然以無二為方便故無出、無住。「汝次所

問『如是大乘為何所住？』者，善現當知！如是大乘都無所住，以一切法皆無所住，然此大乘住

無所住。「汝後所問『誰復乘是大乘出？』者，善現當知！都無乘是大乘出者。所以者何？若所乘

乘、若能乘者、由此、為此、若處、若時，皆無所有都不可得，以一切法皆無所有、不可得故，

於中何法乘何法出至何處住而言乘者？」…如是大乘與虛空等。譬如虛空，普能容受無量無數無

邊有情，大乘亦爾，普能容受無量無數無邊有情。又如虛空，無來、無去、無住可見，大乘亦爾，

無來、無去、無住可見。又如虛空、前、後、中際皆不可得，大乘亦爾，前、後、中際皆不可得。

如是大乘最尊最勝與虛空等，多所容受、無動、無住，三世平等超過三世，故名大乘。」F

6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1 卷-第 200 卷)》卷 4〈學觀品 2〉：「除諸佛慧，一切聲聞、獨覺等慧所

不能及，以不可得空故。」F

67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卷 1：「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

所現涅槃，何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以輪迴心生輪

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是故我說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先斷無始輪迴根本。善男

子！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已如空花。用此思惟辨於佛境，猶如

空花復結空果，展轉妄想無有是處。」F

68
F---此中謂「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

                                                 
64 (CBETA, T35, no. 1733, p. 115, a19-b3) 
65 (CBETA, T07, no. 220, p. 92, b9-22) 
66 (CBETA, T07, no. 220, p. 767, b3-22) 
67 (CBETA, T05, no. 220, p. 18, b9-10) 
68 (CBETA, T17, no. 842, p. 915, c22-p. 916,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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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何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小乘尚然，何況凡夫？豈能以凡

情度佛智也。此所以佛陀要加以方便法門施教，此權、實教之所由生也，是亦佛之慈悲教化方式

也。 

首先說明的是：佛陀的理念與教化，當從整體觀。即融會貫通諸經，得到一個整體概念，未

可斷章取義。也未可只從歷史的角度，作唯一判定的標準。如是，則會失去佛教的原義。佛教係

「緣起論」，此一基本原理，任誰也不致反對。無論從義理，以至歷史中，均當做如是觀。故只從

歷史一端去考量，佛教勢必成為「進化論」不可；自有違佛陀原義。歷史充其量，只不過屬外在

的緣起因素（--此屬外相之『跡』---如佛經中不乏以印度歷史為背影的人文與思想）。至其內在義

理實質，乃是內在的緣起（---此屬內在的『本』---如《法華經》中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事」固

是佛陀本懷）。何況，就平川彰所言：「印度…是缺乏歷史的國家，確實的年代資料可說幾乎完全

沒有，因此要撰寫《印度佛教史》的確很勉強。」如是不足信的歷史依據，如何即可便作為評斷

之結論，在邏輯上自是有其問題的。 

據此，結合以上引用之諸經典，試加分析大小乘之關係如下： 

以上引證五點證明： 

1. 小乘未必是貶辭，有時用大乘、小乘用語；有時用聲聞乘、辟支佛乘、佛乘用語。 

2. 阿含經中就直接說明有聲聞乘、辟支佛乘、佛乘。 

3. 大乘固非從小乘演進而來。 

4. 是小乘出於大乘，大乘非小乘所知也。 

5. 大乘為正法所在。為「U無量無邊諸佛道法 U」具「U無上一切智慧U」。而「U大乘滅者即正法滅。U」 

6.大乘屬無乘：就如大般若經以乘大乘者不可得義言之，總成空義理念出發：「誰復乘是大乘而

出？…都無乘是大乘出者。何以故？…若所乘乘、若能乘者、若時、若處，如是一切皆無所有

不可得故。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無所有都不可得，如何可言有所乘乘、有能乘者、乘時、乘

處？故不可說實有乘是大乘出者。何以故？…法界無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

者何？畢竟淨故。真如、實際、不思議界、安隱界等亦無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

所以者何？畢竟淨故。」 

故知所謂「回到素樸的法義」、「代表佛教思想基礎的」不是《阿含經》，而是大乘經典。即就現

代學術所認為「代表佛教基礎」的「原始佛教」經典《增壹阿含經》卷 18 即直說明：「如來有

四不可思議事，非小乘所能知。…佛土境界不可思議。」《大般若經》有：「除諸佛慧，一切聲

聞、獨覺等慧所不能及，以不可得空故。」《圓覺修經》有：「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

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何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此二段說明二乘所以不

能及菩薩乘故也。其中，至少又顯示兩點：1.如來之教與小乘教義有深淺的不同，2.大乘教義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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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小乘所能知。3.正法所在在「大乘」，而非「小乘」。故今從佛教的「義理」上作根本的研究，

而非現代學者從歷史的角度作研究。如是，非但能另闢新境，且又合乎佛法本旨。 

7.「方等學者非斥小乘，小乘學者復非方等，故使大聖法典二途兼亡。」是故佛教不必互相排斥，

否則是相殘而已。但其中有立、有破、有取有捨，所以也是佛陀的善巧方便，當細心體察。天

台宗五時八教與華嚴宗五教十宗的的判教，即在整合教理，善加運用而已。 

8.佛陀教化有其整體的概理，及善巧的方便：成佛證一切種智是佛陀的本懷，故只有一乘說，沒

有三乘說。但成佛非一蹴可幾，故有二、三乘等方便法門。而大乘是究竟了義教，而一切其他

無不從此出。約要言之，大乘（菩薩乘）教無論般若、如來藏等思想，都是以一實相印為依據。

小乘教(聲聞乘)依三法印為依據。這是十方、三世不變的準則。不隨歷史，或國士，絕不容有

差異。否則，則是外道、邪說。即便在不同區域，縱然各有特色，如藏傳、漢傳、南傳，雖是

隨緣(依文化與歷史而有差異)但不變(三法印、一法印)此原則不會變。 

**近代佛教的學術研究情形： 

日人 平川彰---國寶級及世界級的佛教大師，《印度佛教史》對大乘的起源，是具有學術之權

威性及代表性的。其第三章 初期大乘佛教 第三節 大乘佛教的源流：「大乘佛教是由何與興起的？

現在並不清楚。但是從大體上來看，認為其有中有三大源。第一是由部派佛教而來的發展；至今

為止，一般認為大眾部發展成大乘佛教，但是大乘佛教出現以後，大眾部仍持續存在，所以難以

看作是由大乘大眾部發展而消解成大乘。但是大眾部的教理與大乘佛教有共通的地方，所以可以

想見大眾部於大乘的興起給予了影響。但是說一切有部、化地部及法藏部等上座部系的教理，也

同時被採用到大乘佛教中，特別是大乘經典中採用最多說一切有部的教理，還有經量部的教理也

給予大乘佛教很大的影響。所以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在教理上的關係並不單純。 

第二是佛教文學：即讚佛乘之流，佛傳文學說不定由部派佛教之中興起的，但是可以想見其逐漸

發展出超越部派佛教的思想，可以說這佛傳文學思想鼓動了大乘的興起。 

第三是佛塔信仰：在佛滅後分佛骨而於中印度建了八座佛塔，逐漸聚集信眾的信仰，佛塔信仰於

是盛行起來；有足以認為大乘佛教是由佛塔信仰發展出來的理由。大乘佛教生起之前的事。大乘

經典本身什麼都沒提到，因此大乘起源問題雖然不出推測的範圍，但是將從以上的三個觀點來簡

單地審視。」F

69

F有關佛塔信仰方面：「佛塔擁有財產，據此可能有宗教者的集國生活與活動，所以

可說是以這佛塔為中心，宣說佛陀救濟的教理發展起來，佛搭教團便成立了。由許多大乘經典與

佛塔信仰密切結合在一起來考慮，可說這佛塔教團在大乘佛教的興起上扮演重大的角色。在大乘

佛經典裡，載有菩薩的集團是作菩薩眾，存在部派教團聲聞僧伽之外，將菩薩眾的趣源假設於佛

塔教團，未必是牽強的。但是般若經支持者的起源，應在與佛塔不同的方向上探求。」F

70

F歸納其

                                                 
69 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商周出版 2004.12 頁 219 
70《印度佛教史》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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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大乘出自非僧非俗的信仰佛塔集團，以此為核心發展而來，而非出自小乘部派僧團。 

平川彰F

71

F（1915-2002）自序：「印度…是缺乏歷史的國家，確實的年代資料可說幾乎完全沒有，因

此要撰寫《印度佛教史》的確很勉強。…本書…U儘可能試著就歷史的發展來敘述印度佛教。U所述

雖然人儘量順從學界的定說，然未成定說的問題也不少。」F

72

 

印順法師《印度佛教史 自序》F

73

F：「佛法在流傳中，出現了大乘佛法，更演進而為秘密大乘，主

要的推動力，是佛涅槃後，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懷念，是通過情感的，也就可能有想像的成分；

離釋尊的時代起遠，想像的成分也越多，這是印度佛教史上的事實。」 

藍吉富教授推薦文：「十九世紀下半葉歐洲學術所發展出來的佛學研究，為人類的佛教研究史開啟

了一片新的視野。從此，一種客觀的重視原典與史實的探究風氣，逐漸瀰漫到各國佛教學界，並

且逐漸扭轉了亞洲佛教國家的傳統佛教研究法；其中，受到最大影響的佛教國家是日本。/日本的

傳統佛教研究，所承襲的是中國漢傳佛學傳統。」F

74

F其中，藍教授分佛教研究為：「學術性的佛教

研究」與「信仰式的佛教研究。」認為係兩種不同的研究。 

呂真觀《實證佛教導論》：「十九世紀有些歐洲學者，本於白人基督徒的傲慢與偏見，只是把佛

教當成是歷史、文化和思想來研究，並沒有把佛教所楬櫫的智慧解脫，當作一條實際可行的途徑。

很遺憾的是，歐洲學者研究佛學的態度，透過日本學者的傳播，竟然成為世界佛學的研究主流。

這也是本書所指稱的歐式佛學。歐式佛學的研究者，因為從未將佛教當成是實際可行的智慧解脫

之道，所以即使窮一生的精力研究，也不可能達到佛教所應許的解脫；就好像拿到一張寶藏圖的

人其關心紙張的成份和年代，從沒想到它所說的寶藏有可能是真實存在的，所以永遠無法將寶藏

發掘出來。」F

75 

「目前學界有許多佛教史的專著，因為撰著者不承認超自然現象，所以許多珍貴的史料及文獻被

斥為迷信而捨棄。二十世紀中期以後，西方科學界進行了許多研究，已證實許多超自然現象是存

在的，佛教六道論迴觀和因果報應的世界觀，也有一小部份被證實。研究佛教史的方法，必須隨

著科學上的親發現，有所反省和檢討。…大乘佛法其實是阿含佛法更深入而完整的開演，以致把

深妙的大乘法，誤認為歧出的佛法，類同外道。如果能夠以三乘見道的觀點，重新評詁史料和文

獻的價值，所得的結論將會完全不同。…目前的學術界，有科際整合的趨勢，許多運用宗教學、

哲學、超心理學等各種學科的重要理論概念與佛教有關者，以詮釋佛學，或者作比較研究。這個

                                                 
71

 日本知名佛教學者。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印度哲學梵文學科。歷任早稻田大學教授、東京大學教授。平生致力

於原始佛教、阿毘達磨、戒律之研究。著有：原始佛教研究、初期大乘佛教研究、大乘起信論，及「中國、日

本、印度佛教通史」、印度佛教史等。 
72《印度佛教史》頁 14 
73 印順法師《印度佛教史》正聞出版社 1988.9頁 1 
74 《印度佛教史》頁 5  
75 呂真觀《實證佛教導論》橡樹林文化 2010.7 頁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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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本身是對的。只要對佛教法義有正確的理解，配合其他學科的理論，的確可以幫助現代人更

全面地理解佛教。還有佛教的各宗派以及各種經論，其間的法義層次及相互關係，也亟待重親架

構，使佛教的面貌完整的呈現在世人面前。…有待龍樹、玄奘實證水平相當的大學者主編大部論

著，分科判教，將資料更新到現代，並符合現代學術要求---這是第五項令人期待展望。」F

76 

「以學術方法探討實證佛教 ，是用世俗諦來證明佛法的真實性。證明佛法的真實性，就能夠由世

俗諦轉入勝義諦，這是合於修證原理和次第的。…因此，不要厭惡學術方法，以為學術必然和實

修無關。歐式佛學出現弊病，是因為它在方法上有不符合事實的預設，以致成為假名學術。實際

上，世間智者也反對這種假名學術。只要除去不符合事實的預設，回歸到學術崇尚理性、科學的

基本面，學術方法的優點還是很突出的。…能夠實證佛教義理的傳統佛教徒，特別是菩薩道的修

行者，沒有道理捨棄這個論義的所在。」F

77 

研究的態度與方法： 

清 戴東原曾有兩句名言，是研究學術者不可不注意的：「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 F

78

F

其說就針砭學術而言，可謂一針見血。就戴東原而言，它一生重考據，但卻也未免自蹈於：「蔽於

考據而不知義理」的過失。今日吾人也不要陷於：「蔽於學術的思維，而不知佛教實修實證出來的

本義。」霍韜晦教授說：「U西方學者的成就，老實說只是學術的成就，而與其人生觀點不相干。U因

此許多 U西方學者只是說佛教，而不是受用佛教。U…西方學者除少數外，研究佛教仍未能落在生命

上說。這樣佛教的前途決不會太光明。他們的研究，U只能視為資料的研究U。/U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中

國佛教傳統的價值了。U中國佛教對最高理境的追求，是從生命的內面進入的，無論天台、華嚴，

或禪宗，都在注重實踐修持，以求與最高理境的相通。這一種精神，今後還是需要守住的。由此

下來，中國佛教所重視的問題，也是需要繼續宏揚的。我們決定不能捨棄我們的傳統。」F

79

F歷代

古德高僧(無論漢藏、南傳)憑藉他們的智慧與一生實修的經驗，所見所證，難道都是只是傳說？ 

凡探討學術思想問題，它的研究方法： 

鄔昆如教授在其《哲學概論》論及「哲學的方法」：「 U從聞、思、辯、修、信、見，形成了整個哲

學的內涵和哲學的功用，這也就是人性的超昇以及人格的完成，U可以用中國哲學中所謂的天人合

一來理解，也可用西洋基督宗教中的神人合一來理解，也可以用佛學的涅槃來理解。」F

80

 

又在論及康德的「批判論哲學」時，：「 U純理性或純經驗無法得到真相，U無法獲得真正的知識，U必

須以道德的層次，用內心的要求或道德的命令，乃至於用精神的超越走上藝術的人生境界，才算

是獲得真的知識。U/康德的這種想法，類似中國莊子所謂「『有真人，然後有真知』。認為人性的提

                                                 
76《實證佛教導論》頁 475-476 
77 《實證佛教導論》頁 471 
78 見《東原文集 答鄭用牧書》 
79 霍韜晦《絕對與圓融》東大圖書 1986.4頁 21 
80 鄔昆如《哲學概論 緒論》五南圖書 1994.4 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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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才是知識的保證。當然這種哲學的模式，U不只是認識，而且還要實踐U；也就是說，U從知識論

跳到倫理學，從理論的哲學跳上實踐的哲學。U」F

81

 

是故佛學研究法，宜是兼具客觀的研究，與主觀的驗證二者。前者屬於「宗教性的」。後者屬於「學

術性的」。 

（一）、進入問題核心以探討問題： 

王國維《人間詞話》論及詞人之學養說：「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

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F

82

F此段話雖是對詞人、詩人而言。即便是詞人、詩

人，仍必須要身歷其境，乃可親切的寫出人生的真情實感。何況施之於以澈悟人生，追求解脫的

佛教中？何得捨去實修、實證之理而研究之？佛教講求信、解、行、證。 

F必須從「比量」---「如理作意」的「正思維」---信（尊重）、解（正解），始克與聖教量(聖言量)F

83

相應，庶幾不致錯會、錯解（非量）經義。最後，當是以實修、實證的「證量」，明自本心、見自

本性。澈悟宇宙、人生的「實相」，得解脫、自在，出生死的目的。首先要知大乘的「一實相印」，

小乘的「三法印」。是佛教的不易原則，不論三世(過、現、未)無論十方世界，都是不可更易的。

無論何經？何論？都不出此原則。否則，則非佛教，是世間法，甚或是魔說了。凡是合乎「一實

相印」，小乘的「三法印」，就是佛法。便是以學術研究佛教，也都不能違離此。由此之比量，始

得與佛法相應。否則，即屬非量。佛教講緣起，任誰也不會反對。但一論及大乘的興起，在印度

的產生，就都以「進化論」的歷史思維，作唯一標準。而未能回歸到佛陀教化的本懷。佛教的思

考，全然超越了歷史，而追述及三世、十法界。若從佛典，則是從緣起觀視之。歷史只能算是跡，

而非其本。依據經典（如《法華經》、《涅槃理》）而論：佛陀非於此世成佛，久遠劫來，己然成佛。

今世不過只是化現而已。天台思想，依據佛陀本懷。解釋最為明晰。如：U天台曰本門、跡門之說。

跡門是法之外相、外表之緣起（歷史佛即屬外相—化身佛），本門（過去已成之佛---法身佛）乃

屬內在緣起。跡本不二，跡門屬外表，本門屬內涵。二者借此以相溝通歷史與實質。本門與跡門

並稱。又曰本地垂跡，略云本跡。本謂久遠所成之本地；跡謂近時所成之垂跡。即指實體之外相

與影現之表相。本門，謂如來於久遠往昔即已成道，以顯示佛陀之本地、源頭、本體，故謂實體；

跡門，指新近示現之佛陀（伽耶始成），以顯示本佛為教化眾生，而自本地應化垂跡之說，故謂應

跡、影現。故有超超一般邏輯思惟的範圍，不可以凡俗之常識去理解，必須用佛陀之本義以理解

之。就學術言，只有歷史的佛，而無久遠的佛。佛教則二者兼具，前者屬跡，後者屬本，此跡本

不二之說也。（小乘經典，雖有不同之說法，乃由二者所顯示的佛，就眾生根機能理解層次有所不

同而致有異）換言之，佛教要從佛教的思維，而非只從凡俗之見思維之。否則，佛教宇宙觀、本

體論、人生觀是一體的，不能割片斷，否則，不成為其為佛教了。 

雖就學術而言，每喜標榜客觀，以為超然；但殊不知，所謂客觀難免有隔閡、顢頇之蔽。U要當以

佛教的知見為知見，而非強一己之見即為佛教的知見。西哲恆言：哲學家非參與者，而是冷眼旁

觀者。這是東（包括印度）西哲學全然不同的所在。尤其是在宗教層面（無論東西），佛教是從實

踐以求解脫為終極目的。離開解脫與實踐為目的，佛教的意義何在？從實驗室證明出來的可信？

抑憑空臆想出來的可信？不待智者而知了。歷代祖師(不論梵漢藏等)都是從解、行(比量)相應，

始符合佛教的真精神。無論漢、藏，以至南傳歷代高僧，所實修、實證者，都是最堅強的證明。

                                                 
81 同上 頁 90 
82 吳紹志校譯《新釋人間詞話》 祥一出版社 1999.3 頁 84 
83 佛陀具有五眼。六道眾生只有肉眼，天界眾生有天眼，聲聞眾有慧眼(證得宇宙空性之原理 )，菩薩有法眼，能知

諸法空及緣起有的智慧，但不究竟圓滿。佛乃五者皆具，知諸法真空妙有之境。六道眾生各具其業力所及的肉眼，

科學也只能解釋其中肉眼之部份。以至天眼中一小部份而已。佛陀在智正覺世界，則無有不知不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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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問我們能忽視歷代祖師所實修實證出來的？而跟隨但憑自己凡情知見，想像推理而來的學者？ 

蓋宗教本不是僅供知識討論用的。佛教嘗有所謂「說食數寶」、「數他家珍寶」之喻，何等可

惜！就如霍韜晦所言：「西方學者只是說佛教，而不是受用佛教。」此「宗教性的佛教研究」當不

可或缺也。唐 清涼《華嚴經行願品疏鈔》卷 2：「 U有信無解，增長無明；有解無信，增長邪見；

有解無行，其解必虗；有行無解，其行必孤。U」F

84
F 唐 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卷 2：「盲而不跛如

有行無解，跛而不盲如有解無行，若解行具足猶如二全。」F

85
F宋 周琪《圓覺經夾頌集解講義》卷

7：「有解無行。如有目無足。有行無解。如有足無目。單輪隻翼不能飛運。」F

86
F學術若違離此，

則是失去佛陀本旨。試問：依佛的知見，能明自本心、見自本性。證悟宇宙、人生的「實相」，得

解脫、自在，出生死的目的？抑追隨學者之知見，澈悟宇宙人生真理，得到解脫，出生死？ 

 

二、跳出問題以探討問題： 

但入乎其中後，又必須出乎其外；所謂「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的缺點。凡人難免受主觀

思想所拘囿的。戴氏所言既「勿以人蔽己」，亦「勿以己自蔽」。蓋習俗移人，賢者在所不免的。

在學術一面倒之下，所謂風行草偃中，舉世披靡，沛然莫之能禦中。仍能不妄傳統，承襲傳統優

點，「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即在一實相印與三法印不能變的原則下，據四依法，善巧吸取

現代學術知識與成果。否則，固蔽自封、僵化之結果，必然會被時代所洶汰。故在「進入問題核

心以探討考問題」之餘，也要擺脫先入為主的觀念，必放下一切既有成見。始得持平、冷靜的去

思考問題、面對問題，以至解決問題。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歐、日佛學的現代研究，雖其中

不乏從知識層面去理解、甚或錯解佛教。但其中仍有不可忽略的成果（如新資料的發現、新的研

究方式、從語文追述原典的方式），不乏可供宗教研究的參考，如是有助於激發與補充傳統式研究

佛教之不足。此二者之間，相資、相益更相激盪，當是新的研究方法的一個可行途徑。--這類屬

於「學術性的佛教研究」。 

 

三、既要進入問題中，又要跳出問題外，兼顧兩方面去探討問題： 

結合以上兩種，歸納整合，而作研究，最為妥適。換言之，凡一個研究者，不但能參與其中，

深入問題的底蘊；甚至體會實修的經驗，開放真正的智慧，則更能自利利人。此外，也能出乎其

外的作客觀的反省與思考。二者兼而有之，必對學術也能作一正確的導向。二者相得益彰，對宗

教與人類社會與時代作出貢獻。如此研究，才有意義與會值；何樂而不為？ 

總之，兼顧「學性的佛教研究」與「宗教性的佛教研究」。二者之間，並非絕對排斥而不相容。

但在正知正見的佛教思維下（包括佛教的宇宙觀、形上學、本體觀），借學術的方法，正確的詮釋

佛教，是為現代佛教研究的當務之急。 
 

1.《佛學研究導論》 朱文光 臺北：文津出版社 2008 

                                                 
84 (CBETA, X05, no. 229, p. 252, b3-4 // Z 1:7, p. 429, b1-2 // R7, p. 857, b1-2) 
85 (CBETA, T33, no. 1717, p. 829, c19-21) 
86 (CBETA, X10, no. 253, p. 318, a3-5 // Z 1:87, p. 440, c3-5 // R87, p. 880, a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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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判攝的印度佛分期 

第一、「小行大隱時期」F

87
F： 

第二、「大主小從時期」： 

第三、「大行小隱、密主顯從時期」： 

三、印順法師分期F

88

F： 

（一）、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二）、傾向菩薩的聲聞分流（三）、菩薩為本的大小綜合（四）、傾

向如來之菩薩分流（五）、如來為本之梵佛一體 

從可知小乘(聲聞乘)與大乘（菩薩乘）並無絕對的分野，因二者本自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與因素在。

如下： 

----外在的原素（歷史文化背景---『跡』）與內在的因素（三世十方世界觀、本體論的佛教義理---

『本』）結合的「緣起觀」。 

                                                 
87 《太虛大師全書 1 佛法總學》〈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頁（一）509 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   
88 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五、大乘是佛說 五從經論的集出看大乘〉正聞出版社 頁 179 19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