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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集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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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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無量壽經》所說：

「光闡道教，欲拯群萌，惠以真實之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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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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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啟蒙教育－「光闡道教，欲拯群萌，惠以真實之利」

• 佛教是「佛陀對九法界眾生至善圓滿的教育」。

• 佛陀證悟成佛時，在《華嚴經如來出現品》云：

「爾時，如來以無障礙清淨智眼，普觀法界一切眾生，而作是言：『奇哉！

奇哉！此諸眾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愚癡迷惑不知不見？我當教以聖道，

令其永離妄想執著，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即教彼眾生

修習聖道，令離妄想。離妄想已，證得如來無量智慧，利益安樂一切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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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啟蒙教育

• 佛又說：「無一眾生而不具有

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

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

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

• 上述兩段經文，皆明顯說明一

切眾生只要接受佛陀的「啟蒙」

教育，修習聖道，放下妄想執

著，人人都有成佛的資格。

• 《無量壽經》所說：「如來以

無盡大悲，矜哀三界，所以出

興於世。光闡道教，欲拯群萌，

惠以真實之利。」正是世尊出

現在這世間，一生「講經四十

九年，說法三百餘會」之教育

事業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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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大法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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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明帝」永平七年(西元64年），某一天的夜裏，明帝做了一個

「夢」。他在夢中看到一位「金」色的巨「人」，頭項外罩了一圈圓

光，飛行而來；太史傅毅奏曰：「臣覽《周書·異記》，載周昭王時，

有五色祥光入貫太微。太史蘇由奏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

瑞。一千年後，聲教及此。』昭王勒石記之。陛下所夢，將必是乎！」

• 明帝納其言，即「遣」中郎將「蔡愔」(ㄧㄣ)、秦景等十八人前往西

域拜「求」佛經、佛法等「聖教」，這就是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

漢明帝，夢金人，求聖教，遣蔡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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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高僧迦葉摩「騰」、竺法「蘭」

二位大師，「來」到中國傳法。以

白馬駝著佛「經」和佛「像」至

「鴻臚寺」暫住，開始翻「譯」佛

「經」，譯出的現存的《四十二章

經》(這是從印度傳到中國的第一部

重要佛教經典著作，也是古代中國

譯出的第一部佛教經典)。

• 【故事】僧道鬥法

騰蘭來，經像至。初譯經，《四十二》。

8



•「道教徒」中，有一些道士因兩位高僧攫取

了他們素來崇高的地位，就「興」起了妒忌

的「惡念」。

•上書漢明帝，「請」求試驗經典的真偽，就

是把佛所說的經典和道教所說的經典，放在

一起用火「焚」燒(「請焚經」)，來作「試

驗」。

道教徒，興惡念，請焚經，為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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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道教的經典，一燒就燒著，都被火燒到沒有了(「道經毀」)。

佛教的經典不但沒有燒著，一字無損(「佛經全」)，而且都光明

熾盛，光明照耀遍滿人天界（「光熾盛，耀人天」）！佛的舍利

也放五色的光，經典也放光到空中，好像太陽照耀世間似的。

道經毀，佛經全，光熾盛，耀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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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善男善女也都一起相信佛教

(「善男女，皆生信」)，紛紛要

「求出家」，「期」望證得自心，

也能顯「現」心體的妙用，現「證」

聖果也。

善男女，皆生信，求出家，期現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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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帝因而在城內、城外建築「十」個大「寺」，城外七寺「安

僧」，城內三寺安「尼」，以安置宮眷及百官眷屬出家當僧尼的

人；至此，住持「三寶」－佛寶(佛像)、法寶(《四十二章經》)、

僧寶(高僧和出家僧尼) 的完「備」，從這時候開始(「始於茲」)

• (按：《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佛說八大人覺經》被稱

為佛遺教三經)

建十寺，安僧尼。三寶備，始於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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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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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流，知宗派，宗有十，分大小。

•學佛的人應該追本「溯源」，由研究「知」

道各「宗」的流「派」，再向上窮其本

「源」，了解佛教的「十」大宗派，有「大」

乘和「小」乘，這樣才能對佛教有個全盤的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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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實宗專門以弘揚《成實論》為主，所以叫「成實宗」。成實宗

最興「盛」的時期，是在「六代」。六代就是六朝(指中國歷史上

魏晉南北朝的六個朝代，在建康（今南京）建都的南方六朝：孫

吳、東晉以及南朝的劉宋、南齊、南梁、陳朝)。

成實宗的興盛，在《高僧傳》中，「可」作「為證」

明， 不過後代式微矣！

(一)成實宗「成實宗，六代盛；高僧傳，可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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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舍宗」係屬小乘說一切有部，以《俱舍論》為主要經典。在六

朝之末的「陳」到李氏天下的「唐」之一段時期，很受到學佛者

崇拜，因而成了一宗。「五代」以「後」，俱舍宗就逐漸衰敗了。

(二)俱舍宗，陳至唐，五代後，漸微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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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實宗和俱舍宗，這「二宗」的教義，只能使修行人斷煩惱障的

人我執，超越三界，脫離生死苦海，證得「偏空涅槃」，而且只

能自利，所以被貶為「小乘」；

•律宗則通於「小」乘和「大」乘。至於「七大乘」則是十宗中除

去成實、俱舍、律宗，其餘的如禪宗、天臺、華嚴、法相、三論、

密宗、淨土宗等「七」宗，都是屬於「大乘」宗派。

此二宗，是小乘。律大小，七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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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宗以「心心相印」為傳法的必要。此一傳統的規矩，使普天之下凡

屬修禪的佛弟子，皆要遵循而不敢逾越，所以就演變成「為禪宗」。

• 「佛」陀「拈花」示眾時，大眾茫

然，唯有摩訶「迦葉」尊者坐在位

子上，面露著笑容。佛陀知道，迦

葉尊者「通」達佛意，而會心的微

笑。

(三)禪宗 「傳心印，為禪宗；佛拈花，迦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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