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迦葉，命阿難，結集經，石窟間。

•「大迦葉」尊者認為要使佛法久住，必須要結集三藏(經、律、

論)，阿難是世尊的堂弟，隨佛出家，當侍者有二十五年之久，而

且多聞第一，能持佛法藏，最適合背誦佛所說的經典。結集經的

地方，據說是在摩揭陀國王舍城「耆闍崛山中」

的七葉樹「石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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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多羅」(sutra)為「契經」，上契諸佛之理，下契眾生之機。

迦葉尊者先命阿難背誦出釋迦牟尼佛的教誨，經由在場僧眾一致

同意後，形成最初的「經藏」；毗奈耶（梵語：Vinaya）即是佛

教戒律之意，迦葉尊者次命優波離結集「律藏」。

修多羅，是經藏；毗奈耶，是律藏；
阿毗曇，是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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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葉尊者復命阿難結集阿毗曇（梵語：Abhidharma），即是「論

藏」，論藏大都是世尊座下的大弟子或世尊滅度以後大阿羅漢與

菩薩們所造，問答抉擇諸法性相，故名「論」，收入三藏之中。

修多羅，是經藏；毗奈耶，是律藏；
阿毗曇，是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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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正」的佛「法」興「隆」，不涉及

絲毫的迷信，且能指引眾生，悟自本心，

識自本性。如能使正法興隆，「外道」

(96種外道)的邪法，自然而然就會「喪」

失信眾的信仰，而歸於消滅。

正法隆，外道喪。藏分三，部十二。
遇有緣，作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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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的三藏(經、律、論)就其文體或內含的不同，可分為十二部

類，或者又名十二分教。如來以平等大悲普度眾生，而眾生受化

的因緣，則千差萬別；「遇」到「有緣」的

眾生，就可以為其「作」「佛」陀廣度眾生的教

育「事」業。

•【故事】佛不能度無緣之人

正法隆，外道喪。藏分三，部十二。
遇有緣，作佛事。

5



•佛法的三藏(經、律、論)就其文體或內含的不同，可分為十二部

類，或者又名十二分教。如來以平等大悲普度眾生，而眾生受化

的因緣，則千差萬別；「遇」到「有緣」的

眾生，就可以「作」「佛」陀廣度眾生的教

育「事」業。

正法隆，外道喪。藏分三，部十二。
遇有緣，作佛事。

6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