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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是佛親口說的嗎？ 

在中國佛敎傳統的信仰裡，一定得相信佛經上的每字每句，都是佛金口說的； 

但現在的佛敎學者卻另有異議，祂的眞象爲何呢？ 

一、佛經的形成 

經是佛親口説的嗎？這在中國佛教的傳統信仰裡，一定得相信佛經裡的每一

句、每個字都是佛金口説的，中國佛教幾千年來就是這麼信仰著。譬如有一個

很有名的講法，説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成道後，先講《華嚴經》，共講了三

七日──就是二十一天。然因爲《華嚴經》的義理較深，所以只有登地以上的

菩薩才聽得到。《華嚴經》講完之後，剩下一些根器較差者。故對之就只好按

部就班地從最基礎的佛法講起。故華嚴講完之後，就開講阿含，阿含經共講了

十二年；然後再講方等經，方等經也講了八年的時間；然後再講般若經，據説

般若經前後共講了二十二年之久；最後才講法華、涅槃。從上所言，故中國人

一向相信佛教中所有的經典都是佛親口講的。不論是阿含、般若、法華、涅槃，

都是佛住世時，逐字逐句從頭講到尾的。 

但是這種説法有幾點讓我們覺得不太以爲然：事實上佛講經説法，並不像我

們現在這樣，拿一本教材，從頭講到尾。佛住世時，經常在四方遊化、托缽。

於是碰到什麼人，問那些問題，他就回答些什麼，講經只是隨問隨答而已。因

此不可能巧在十二年中，碰到的都是屬於阿含根器的；而等過了那個時段，又

剛好都遇到方等根器的。天下那麼大，無奇不有，怎麼可能那麼湊巧，在講般

若經之前，都沒有般若根器的眾生，講之後也沒有？這種講法，我們覺得太不

可能。又佛並非事先設好一個組織架構，説我的佛法要怎麼講，第一講要講什

麼，第二講講什麼，因此不會有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等，這麼死板

的次第。 

其次講到《般若經》，我們知道《大般若經》有六百卷，如用我們誦經的速

度，一小時誦一卷，六百卷要怎麼講啊？要連續唸將近一個月哩！且不要吃飯、

不要睡覺，故依我們的理解判斷，般若經是不可能一口氣就把它講完的。尤其

般若經有十六會，十六會事實上是十六部經合編出來的。所以認爲「所有的經

典都是佛住世時親口所説的」的信仰，經不起理智的分析。現在西方人，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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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歐美的佛教學者，他們用另一個角度去看佛經，故認爲佛經並不是那樣子講

出來的。以下我們根據現代人的一些整理，慢慢得知佛經是怎麼形成的： 

1.聽聞 

經典裡有所謂「聲聞弟子」，聲聞是指親耳聽到佛講經説法的意思。佛親

口所講，他的弟子親耳所聞，故稱爲聲聞弟子。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佛當時遊

化四方，隨機問答，不同的人，問不同的問題。故有時問題雖回答了，但問的

人卻不一定就懂了，懵懵懂懂的，過一段時間後也就忘了；於是這部經就可能

消失，根本沒有流傳下來。或者有時對方聽懂了，但不一定全部記下來，於是

又有一部份教法被流失了。尤其佛在各地分別講經，故很多人所聽到的都將不

一樣。那時並不像現在這樣，趕快用錄音機錄下來，再慢慢整理，所以我們可

以想像得到，那時候的佛法一定是遍佈在每個聽聞者的心中。又當時還沒有用

文字記錄下來，只是每個聽過的人，將彼印象反覆記誦以存留心中。故大乘經

典上説「佛以一音演説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是有它歷史的背景作根據的。 

2.受持 

聽了，如果受用，它自然會被記下來，甚至輾轉講給另外的人。在受持者當

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那就是阿難尊者。我們知道阿難恰是在釋迦牟尼佛

成道時出生的，佛陀大概是三十五歲時成道，但直到五十五歲或五十六歲時，

才敦請阿難做侍者。佛爲什麼選定阿難做侍者呢？因爲阿難的記憶力特別好─

─大概和錄音機一樣，只要他聽過的佛法，就可以一字不漏的記下來。佛法入

阿難的耳，就像江河入大海一樣，絕對跑不了。於是因阿難是佛的侍者，佛走

到哪裡，他就跟到哪裏；所以從阿難當侍者以後，佛所講的經典，阿難就聽得

很多。又即使有一些當場沒聽到的，佛也會跟阿難重述一遍。佛之所以選阿難

做侍者，意思就是要他將來把所聽到的佛法流傳下去。同樣的，有些在前二十

年間已講過的經典，也再講給阿難聽；也有一些人把他們已聽到的經典再轉給

阿難。因此經典的受持，主要是以阿難尊者爲代表。 

3.傳誦 

不論是阿難尊者本身受持的，或是佛對另外人所講的經典，都將慢慢流傳開

來。雖當時還沒有用文字做記載，但印度人習慣上口口相傳，就是用口、用心，

諷誦經句而把它印記下來。佛以這樣説法，直到四十九年後涅槃。涅槃之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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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荼毗，當時有八個國家都派軍隊來討舍利子，差一點爲了舍利子打仗，後

來大家談妥，把舍利子均分成八份，每個國王都帶一份回去供養。但佛的大弟

子迦葉尊者，卻認爲供養生身舍利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供養法身舍利──就

是要把佛所説的教法流傳下去。生身舍利供養了，雖能祈福，但佛法最重要的

不在祈福，而在增長智慧。所以迦葉尊者，以他的號召力，號召了五百個羅漢，

準備把他們所聽到的佛法，作重新的整理，此即所謂的「結集」。 

4.結集 

有個故事説，當時已找到五百個比丘來參加結集，但其中卻有一個人還沒有

證阿羅漢果──那就是阿難尊者。我們知道其實他是最重要的人物，因爲佛法

大部份都由他來受持。沒有證阿羅漢果者，是不夠資格參加結集的。可是迦葉

尊者卻故意把阿難選進去，然後才向大眾説：「這個人還不夠資格進來」，於

是把他趕出去。又説他在侍候佛陀時，犯了很多過失：比如説，佛陀涅槃之前，

聽説還拉肚子，這一定是阿難的錯；又佛涅槃之後，讓很多人在旁邊哭哭鬧鬧，

以致於把眼淚灑在佛陀的遺體上面。如是指責了他很多過失，阿難因此很苦惱，

他想：我跟隨佛陀那麼久，都沒被人家駡過；現佛陀不在了，就被駡得這樣慘

兮兮的。但他也因此而起大精進心，於是很努力的去修行，結果很快地就證阿

羅漢果。證果之後有了神通，人家不請，他自己就進去參加結集了。 

結集從諷誦經句開始，即把佛所講過的經典重新誦一遍。誦經，主要是阿難

誦，而其他四百九十九個羅漢，則以他們的智慧來審定這一部經典有沒有問題。

因爲有些經典雖是佛所説，但經過長時間的轉來轉去，很可能轉錯了，必須有

其他四百九十九個羅漢來共同審定，這部經才有它公定的價值。 

就這樣一部一部唸、一部一部審定，審定完之後，有所謂「結集文」。即從

每一部經典中，挑出其比較代表性的詞句爲代號，然後將十部經典的代號，連

起來稱爲結集文。如此以結集文便能確定每一部經的前後次第，且不會有遺漏

之虞。這有點像我們現在所講的目錄，把十部經做成一個小目錄。就這樣把經

典漸次結集而確定下來，而在當時也還沒有做成文字記載。 

講到這裡，我們可以理會到，這五百個羅漢所結集的經典，因爲離佛涅槃不

久，故所結集的文句，一定跟佛所説的最相近──因爲時間近，又是聲聞弟子，

故不可能偏離太遠。但有一點我們也可以認定，那時所結集的經典一定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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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如前面所講的，佛説法的場合非常多：有時對天説法，有時對鬼神説法，有

時候對在家居士説法，地區遍佈印度恒河兩岸。那麼大的地區中，要在很短時

間内把經典完全結集起來，那是不可能的事。 

而且這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他們所請的五百比丘，必然是跟他們根性比較

類同者，因此彼所聽到的佛法，就多屬於同一種典型。然以另一種典型的人未

必被選上，因此另一種典型的佛法就未能被結集。所以五百結集結束之後，佛

教中就有一些異議：因爲有的人認爲他所聽到的教法對他很受用，可是卻不被

承認。那時説法第一的弟子──富樓那，正在邊區教化，等他趕回來時，會眾

已結集完了，但他確定還有很多法藏未被結集。我們知道富樓那在佛陀的弟子

中，是比較接近於菩薩乘的，以他這一系列的經典沒被公認，教内就產生一些

歧見。有一些人不服氣，又另找人去結集，但是這結集也不被承認。 

所以最初結集稱爲「王舍城的五百結集」，主要是以阿難和大迦葉等出家弟

子爲領導核心而結集的經文。後來慢慢又蒐集到一些經典，人家也認爲那些教

授不錯，但是沒有辦法，只能以附錄的方式處理。以此過了兩、三百年之後，

佛教裡又有一些問題發生，所謂「十事非法」，由於大家對戒律的看法不一樣，

所以佛教又起了一些紛爭。爲了平息這個紛爭，國王又找了七百個比丘來結集

經典，於是再把一些當時沒收錄而被大部份人公認爲合乎佛法的經典再收納進

去，此即所謂「毘舍離城的七百結集」。 

5.部派分裂 

我們可以理解到，毘舍離城所結集的經典一定要比第一次更多，而且性質上

可能會更複雜。因爲第一次主要是以聲聞弟子，尤其是上座部的弟子爲主。而

第二次的結集主要是爲平息大眾對佛法上的一些諍議，所以涵容性較大，而不

再那麼單純。表面上那次的紛爭經過結集之後稍有緩和，但實際上的問題還存

在，所以再經過一段時間後，佛教還是不免要分裂。 

最初分裂成兩部，稱爲上座部和大眾部。所謂上座部，是以釋迦牟尼佛的大

弟子，就是跟隨他比較久的出家眾，從這一系列傳承下來的稱爲上座部；而親

近他時間比較短的，或者是比較年輕的，甚至包括很多在家眾的思想爲主，所

集成的是屬於大眾部。一般來講，上座部思想比較保守，尤其注重戒律。而大

眾部則較開放活潑。從最初分爲兩部，爾後越分越多，到最後慢慢變成所謂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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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部。每一部所根據的教理都不太一樣，都有一些偏差，也都有一些事實。 

6.抉擇與統合 

分派後對於最初所結集的經典，他們就選擇一些跟自己宗派比較相應的文句

而加以特別的強調；相反地，如跟他們較不相應的就慢慢因隔閡而被疏忽掉了，

於是就有所謂的「抉擇跟統合」。抉擇是説，如果是「三世一切有」部，則它

所強調的經典都是偏向於講「有」的，這把跟它們教理比較相近的經典擷取下

來，稱爲「抉擇」。擷取之後再把它統合──本來是很多小經典，後來把它連

貫成一部大經。像般若經，事實上不單是一部經典，而是已把很多類同的小經

典連貫起來了；華嚴經也不單是一部經典，從第一會、第二會、第三會各是在

不同地方講的便可明了。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即使最初是同樣的一部經典，

但流傳到最後，十八部派所傳的經典也都不一樣了。如《雜阿含經》，大眾部

有，上座部也有，可是他們所傳承下來的經文，互相對照一下就知道不一樣。

後代的學者根據部派的教義，便可推測各部經典大概是哪一部派所傳承下來的。 

7.取捨、翻譯、刻板 

此部份所講主要是指中國佛教而言。中國高僧到印度取經，要先確定現在要

取的是哪一部派的經典，是上座部？還是大眾部的經典？取的部派不一樣，它

裡面的文字義理就不太相同。以律典來講，有所謂「五部律」。事實上律典最

初只有一部，怎麼會有五部呢？那也是因各部所傳承的不一樣。取經後再加以

翻譯，又因爲每位翻譯者的見地語法不一樣，故即使是同樣的梵文，也將翻譯

成不一樣的經文。翻譯成中文之後，再經過很多次的抄寫、刻板，最後才收入

大藏經，於是不同版本的大藏經，也略有出入。 

所以，從頭講到這裡，可得個結論：我們既不能説現在所看到的任何一部經

典，都是佛親口説的──因爲已經歷過這麼多變化；但亦不能説這不是佛所説

的。若這些都不是的話，也就沒有佛書可看了。每一部經典事實上都經過這麼

的次第，才傳到我們手中，這樣的講法，對以「信」爲主的教徒而言，最初必

是無法忍受的。比如説，有些人對《地藏經》特別有興趣，不但去誦它，甚至

一句一字地去拜它，對他來説，應該每字每句都是佛説的，拜起來才能落實。

現在一聽那些字句都經七轉八轉，才轉成這個樣子，而讓我拜，那太沒意思了！

現在有人説《楞嚴經》是僞經、《起信論》有問題、……等等，從以上角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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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最後，每一部經典都會有一些問題的。 

所謂的學術就是如此，研究每一部經典的傳承變化。這樣的研究方法，對純

信仰的人好像有點衝突。但依佛理而言，這並不是什麼嚴重的事。事實上釋迦

牟尼佛説法時早就説過：你不要因爲是我説的，就非得相信它不可。你要用理

智去判斷，用修行去體認，等確定無疑後再去相信它吧！所謂「三法印」便是

用來判斷是否合乎佛法的大原則？故不能因上面標著某某經你就相信它，而是

要用我們的智慧去判斷。 

8.如是我聞 

我們看所有的經典，第一句都是「如是我聞」。這個「我」，最初就是指阿

難尊者，意思是：「我聽到，佛是這麼説的！」「我親耳聽到，佛是這麼説的。」

或「我從其他人輾轉聽到，佛是這麼説的。」事實上也是有一些佛法並不是佛

所説的，而是佛弟子間互相問答。如經佛印證，認爲沒有問題，這也算是經典。

甚至有一些是在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再對答的，如也經當時的阿羅漢鑑定認爲

沒有問題，這也算是經典。所以我們看阿含經裡就有很多是佛涅槃之後才説的

經典──文字寫得非常清楚，説佛涅槃之後，什麼人跟什麼人問答等。 

9.對機與流行 

剛才講過，佛説法有時是對天人講，故有些教理是先在天上流行，然後再轉

到人間。而在人間中，那一部經典能流行，這就有「是否對機」的問題。相應

於那個時代眾生根器的經典，在當時就比較流行。一般來講，整個佛教是先流

行小乘經典，再流行大乘經典，但這並不是説大乘是後來自己無中生有跑出來

的。釋迦牟尼佛説法當時，並沒有大小乘之分。但在佛涅槃之後，眾生共業偏

向於小乘之類的思想，所以那類經典就先流行。後來眾生根器慢慢變了，就有

另外的經典慢慢地流行開來。不流行的時候，不代表它沒有，它可能只是少部

份人受持；而後來卻流行了，當然不能説是無中生有。 

現代有人稱「大乘非佛説」，因爲他從文字上考證，可以知道這是佛涅槃五

百年之後才流行的經典。五百年之後，怎麼還會流行出這些經典來呢？顯然非

佛所説！但我們知道那是對機後流行的，故形之於文字時，便有了當時的色彩。 

二、成立時代之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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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佛教學者根據一些原則，可以確立此部經典在那個時候比較流行。

原則略有幾點： 

1.經名：像《彌勒上生經》上有一句話説：「彌勒菩薩成佛之後的世界，

如《下生經》上面所説。」這句話很明顯地顯示，在《上生經》成立的時候，《下

生經》早已有了，而且非常流行。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先有《下生經》，再有《上

生經》。 

2.論名：像在《大智度論》上引用了很多經典，如《般若經》、《彌陀經》、

《維摩經》……等。以我們確定知道《大智度論》就是龍樹菩薩所作的，而龍

樹菩薩是生存於佛涅槃之後大概五百年到六百年之間。利用這樣的資料，就可

以肯定佛元五百年之前，般若經典、維摩經典等早已存在流行了。因若不先存

在，龍樹菩薩就不可能引用那些經文，來做爲論説之依據。 

3.人名：有時候經典上會講到某個人名，如阿育王。阿育王大概是佛涅槃

三百年後，才存在的一個人。有些人認爲佛有神通，知道將來會有阿育王，所

以在經典上提到他的名字，但那是從信仰上講的。若從文獻的觀點來看，我們

寧可相信那一部經典是在阿育王時代以後才慢慢成立的，所以才會提到阿育王

這個名字。 

4.地名、物名：或有些地名，在釋迦牟尼佛講經説法時，還未受教化，

直到幾百年後，才成爲佛法的教區。所以從經典所提到的地名，相對於教區變

動的時代，也可估計那部經典成立的時代。同樣，利用經典上所提到的一些事

件及物品，也可慢慢整理出每一部經典的成立次第。 

5.思想次第：最後就是用思想次第。每一個時代，有它特別的思想典型。

故那一類思想的經典，大概就是屬於那一時期的。比如説佛教的經典，最初都

沒有咒語，故有咒語的經典大概都是中、晚期以後的事。 

講到這裏，便牽涉到我們對佛經的態度。如從修持的觀點來看，不管它是

怎麼地變化，只要言之有理，我們主要還是根據它的義理來修行。因此對一個

以義理爲導向的修行者而言，這些學術研究對他還是有些幫助；但如純從信仰

來講，就可能會有一些打擊。 

佛經大概是這樣成立的，我們用歷史的觀點來看，就是有這樣的變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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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來很單純的佛法，也因此漸漸變得很複雜。以在流傳的過程中，被加入

不少雜質，至於什麼才是最清純的佛法？唯有智者慢慢去參究了！ 

然阿含經，尤其是《雜阿含經》，是現代學者公認最早結集成的經典，因此

應更接近於佛陀教化之本懷。當我們於大乘佛教，太多的方便與儀軌中，弄得

頭暈目眩、消化不良後，再回頭看這部經典，則應有另番的超脫與清涼。 

(一九九０年三月  開講《雜阿含》於台中慧光佛學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