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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史（12）                           101/ 6/ 4  釋清德 

部派思想泛論部派思想泛論部派思想泛論部派思想泛論 

《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二章 第三節 

一一一一、、、、部派思想分化部派思想分化部派思想分化部派思想分化之主因之主因之主因之主因：：：： 

一一一一、、、、地區文化的影響地區文化的影響地區文化的影響地區文化的影響：  

大眾部在東方，以毘舍離，央伽一帶為重鎮；上座部在西方，以拘睒彌，摩偷羅為中心，

形成東西二派。 大眾部大眾部大眾部大眾部向東傳布而入南方，是經烏荼，迦陵伽而到達案達羅（主要的大乘

思想，都由這一帶傳出）。西方上座部中，有自拘睒彌等南下，經優禪尼̂而到達阿槃提，成

為（上座）分別說部分別說部分別說部分別說部。  阿育王時，分別說部中，有分化到楞伽島，成為赤銅鍱部。留在印

度的，與南方大眾部系的化區相啣接，所以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思想都接近大眾部。

化地等三部，後來也流化到北方。 自摩偷羅而向北發展的，到達犍陀羅，罽賓地區的，是

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 由拘睒彌、摩偷羅而向東西發展的，是犢子系的正量部正量部正量部正量部。  

地區不同，民族不同民族不同民族不同民族不同。 阿育王以後，南方南方南方南方案達羅民族日見強大，西元二八年，竟滅了

中印度的摩竭陀王朝。 在北方在北方在北方在北方，有稱為臾那的希臘人，稱為波羅婆的波斯人，還有塞迦人；

一波一波的侵入西北，直逼中印度。外來民族，雖也漸漸的信受佛法，但在兵荒馬亂中，不

免有「破壞僧坊塔寺，殺諸道人」[比丘]的事件，所以被稱為「三惡王三惡王三惡王三惡王」。其中塞迦族，傳

說為釋迦遺族，非常信仰佛法。烏仗那一帶的佛教，對未來有深遠的影響。  

在佛法的分化中，孔雀王朝孔雀王朝孔雀王朝孔雀王朝於西元前一八四年，為權臣弗沙密多羅弗沙密多羅弗沙密多羅弗沙密多羅所篡滅，改建熏伽王熏伽王熏伽王熏伽王

朝朝朝朝。那時，旁遮普一帶，希臘的彌蘭陀王彌蘭陀王彌蘭陀王彌蘭陀王的軍隊，南侵直達中印度，虧得弗沙密多羅弗沙密多羅弗沙密多羅弗沙密多羅逐退希

臘部隊，也就因而篡立。弗沙蜜多羅恢復婆羅門教在政治上的地位，舉行馬祭；不滿佛教的

和平精神，及寺塔莊嚴，而採取排佛運動排佛運動排佛運動排佛運動。。。。中印度中印度中印度中印度佛法衰落了，佛法的重心，轉移到南方與

北方。動亂中成長的佛教，「「「「末法末法末法末法」」」」思想思想思想思想，，，，偏重信仰的佛教偏重信仰的佛教偏重信仰的佛教偏重信仰的佛教，由此興盛起來。 

由於分化地區與民族的不同，各部派使用的語言語言語言語言，也不一致。傳說說一切有部用雅語[梵

文]，大眾部用俗語，正量部用雜語，上座（分別說）部用鬼語[巴利文]。邊遠地區的民族

與語文不同，對部派佛教的思想紛歧，是有一定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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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思想偏重的不同思想偏重的不同思想偏重的不同思想偏重的不同：   

世間是相對的，人類的思想、興趣，不可能一致。佛在世時，比丘們已有同類相聚的情

形，這可說是部派分化、思想多歧的主要原因。 

1對「佛法」的態度與思想不同，如大眾部是重法的，上座部是重律的。上座部中的分

別說系，對律制特別尊重。如漢譯的『四分律』屬法藏部，『五分律』屬化地部，『解脫戒

經』屬飲光部，『善見律毘婆沙』屬赤銅鍱部。每派都有自宗的律典。這是重法與重律重法與重律重法與重律重法與重律的不

同。  

2對於經法，重於分別的，如赤銅鍱部有『法聚』等七論七論七論七論；；；；說一切有部也有六足、一身

（『發智論』）──七論。南、北兩大學派，特重阿毘達磨，對一切法的自相，共相，攝，相

應，因緣，不厭其詳的分別抉擇，使我們得到明確精密的了解。 大眾部是重貫通的，有『■

勒論』，重於貫攝，也就簡要得多，是重經輕論的學風。以上是重於分別重於分別重於分別重於分別，，，，重於貫通重於貫通重於貫通重於貫通的不同。 

3大概說：上座系上座系上座系上座系是尊古的，以早期編集的聖典為準繩，進而分別抉擇。大眾部系大眾部系大眾部系大眾部系及一

分分別說者，是纂集遺聞，融入新知的。這是尊古與融新尊古與融新尊古與融新尊古與融新的不同。  

4對於經說，大眾部與經部大眾部與經部大眾部與經部大眾部與經部等，一切依經說為準；如來應機說法，都是究竟的。  

但重義理的，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自稱「應理論者」，赤銅鍱部赤銅鍱部赤銅鍱部赤銅鍱部自稱「分別論者」；佛說是有了

義、不了義的，應論究諸法實義，不可以世俗的隨宜方便說為究竟。 如「四部阿含」宗趣

不同；覺音所作：『長部』注：（吉祥悅意）；『中部』注：（破斥猶豫）；『相應部』注：

（顯揚真義）；『增支部』注：（滿足希求）。四部注釋的名稱，表示古代所傳，四部（阿

含）的不同宗趣。  

龍樹所說的四種悉檀四種悉檀四種悉檀四種悉檀，就是依此判說，而作為判攝一切佛法的準繩。如「世間悉檀」是

「吉祥悅意」；「對治悉檀」是「破斥猶豫」；「各各為人（生善）悉檀」是「滿足希求」；

「第一義悉檀」是「顯揚真義」。   

這一佛法化世的四大宗趣四大宗趣四大宗趣四大宗趣，說一切有部也有相近的傳述，如『薩婆多毘尼毘婆沙』說：

「為諸天世人隨時說法，集為增一，是勸化人所習。為利根眾生說諸深義，名中阿含，是學

問者所習。說種種隨禪法，名雜阿含，是坐禪人所習。破諸外道，是長阿含」。 

上座系與大眾系的學風，就是「隨教行」與「隨理行」，重經與重論的不同。對佛法的對佛法的對佛法的對佛法的

偏重不同偏重不同偏重不同偏重不同，應是部派異義紛紜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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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部派分化而引起信解的歧異部派分化而引起信解的歧異部派分化而引起信解的歧異部派分化而引起信解的歧異    

（（（（一一一一））））從信仰的佛佛佛佛與菩薩菩薩菩薩菩薩說起 
(1)(1)(1)(1)    從從從從佛佛佛佛說說說說。        

佛與弟子們同稱阿羅漢，而佛的智德勝過一般阿羅漢，是教界所公認的。傳說大眾部大眾部大眾部大眾部的

大天五事大天五事大天五事大天五事：「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入，道因聲故起」，引起了教界的論諍。「道因聲

故起」，是說音聲可以引起聖道，可作為修道的方便。前四事，都是說阿羅漢不圓滿，顯出

佛的究竟。 

但上座部上座部上座部上座部的立場，，，，佛是現實人間的佛是現實人間的佛是現實人間的佛是現實人間的，，，，與一般人相同與一般人相同與一般人相同與一般人相同，要飲食、衣著、睡眠、便利，病了

也要服藥。佛的生身是有漏的，佛之所以為佛，是佛的無漏功德法身。   

大眾部系大眾部系大眾部系大眾部系傾向於理想的佛陀理想的佛陀理想的佛陀理想的佛陀，，，，以為佛身是無漏的佛身是無漏的佛身是無漏的佛身是無漏的。說佛有病服藥，那是方便，為後人作

榜樣。從佛出人間佛出人間佛出人間佛出人間而佛身無漏佛身無漏佛身無漏佛身無漏；；；；演進到人間佛為化身人間佛為化身人間佛為化身人間佛為化身，，，，真實的佛真實的佛真實的佛真實的佛，如『異部宗輪論』說：「如

來色身實無邊際，如來威力亦無邊際，諸佛壽量亦無邊際」。佛是無所不在的佛是無所不在的佛是無所不在的佛是無所不在的，，，，無所不能的無所不能的無所不能的無所不能的，，，，

無所不知的無所不知的無所不知的無所不知的，，，，而壽命是永遠無邊際的而壽命是永遠無邊際的而壽命是永遠無邊際的而壽命是永遠無邊際的。同時，大眾部大眾部大眾部大眾部以為：此土的釋尊以外，十方世界也有

佛出世。經說沒有二佛同時出世，那是約一佛所化的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說的。  

佛陀佛陀佛陀佛陀的理想化理想化理想化理想化，，，，十方化十方化十方化十方化，實由於「釋尊的般涅槃釋尊的般涅槃釋尊的般涅槃釋尊的般涅槃，，，，引起了佛弟子內心無比的懷念引起了佛弟子內心無比的懷念引起了佛弟子內心無比的懷念引起了佛弟子內心無比的懷念」。這

與尊古的上座部系，堅定人間佛陀的信心；思想上是非常的不同！  

(2)從菩薩說。        

釋尊智德的崇高偉大，由於未成佛前，長期利益眾生，被稱為菩薩菩薩菩薩菩薩。過去生中的修行，

廣泛流傳出來，名為「本生」。本生中的菩薩，是在家，出家；有婆羅門、王、臣、外道；

也有天（神）、鬼、畜生；如「六牙白象本生」，「小鳥救火本生」。 

惡趣中的象與鳥，能有偉大德行嗎？上座部上座部上座部上座部以為可能。 大眾部大眾部大眾部大眾部系以為不可能。因菩薩

能「隨願往生惡趣」的是願力不是業力。這樣，菩薩修行可分二階段：初修是凡位，入決定

以上是聖位；入聖位的菩薩，與「大乘佛法」的不退轉（阿毘跋致）菩薩相當，可隨願往生。 

這與上座部所說，未成佛前的菩薩是「有漏異生」，非常不同。 

總之，大眾部系的佛及菩薩佛及菩薩佛及菩薩佛及菩薩，是理想的，信仰的；上座部系是平實的。對滿足一般宗教

情緒來說，大眾部系所說，容易被接受；這是一項引向「大乘佛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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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義 

(1)(1)(1)(1)大眾部系著重理性的思考 

如無為法無為法無為法無為法，在「阿含經」中，指煩惱、苦息滅的涅槃；涅槃是依智慧的抉擇而達成，所

以名為擇滅擇滅擇滅擇滅。1赤銅鍱部但立擇滅擇滅擇滅擇滅無為，代表了初期的法義。無為是不生不滅的，有永恆不

變的意義。  

2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立三無為：擇滅，非擇滅，虛空。如因緣不具足，再也不可能生起，不是

由於智慧的抉擇而得滅（不起），名為非擇滅。虛空無為，是含容一切色法，與色法不相礙

的絕對空間。 

3大眾部系及分別說系，立九種九種九種九種無為法；都是在推究永恆不變的理性；傾向於形而上的

理性探究。這一傾向，論到理想的佛陀觀，就是絕對不二的佛陀，是超越常情的。大眾部系

發展到此，與「大乘佛法」是沒有太多不同的。 

(2)重於重於重於重於事相論究事相論究事相論究事相論究的的的的，，，，是上座部系的阿毘達磨是上座部系的阿毘達磨是上座部系的阿毘達磨是上座部系的阿毘達磨────────「「「「論論論論」。」。」。」。探求的內容探求的內容探求的內容探求的內容：：：： 

一一一一、、、、自相自相自相自相：佛所說的，我們平常所了解的，都是複合體；就是「一念心」，也有複雜的

心理因素。所以，從複合而探求（分析）到「其小無內」的單位，不同於其他而有自體的，

「自相不失」，就立為一法。  

二二二二、、、、共相共相共相共相：一切法所有的通遍性。  

三三三三、、、、攝攝攝攝：佛所說的，有同名而含義不同的，也有不同名而內容同一的；這就化繁為簡了。  

四四四四、、、、相應相應相應相應：這是複雜的心理而與心同起的。由於心理因素的性質不一，可同時緣境而起

的，是相應；不能同時緣境而起的，是不相應。 

五五五五、、、、因緣因緣因緣因緣：一切有為法，都依因緣而生起，這是佛法的定律。佛所說的因緣，意義非常

多，如赤銅鍱部『發趣論』立二十四緣；『舍利弗阿毘曇論』立十因十緣（十種因緣）；說

一切有部的『發智論』立六因、四緣。 

佛所說的，經自相等論究，才條理分明，容易了解（不斷論究而成為繁密的義學，是以

後的事）。在論究中，經「自相」、「攝」而成立的一一法（一般所說的七十五法，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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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來的），加以分類。以色，心，心所，心不相應行，無為為五類，統攝一切法，可說

「綱舉目張」，一直為後代的論師所採用。 

 

三三三三、、、、部派的異義極多部派的異義極多部派的異義極多部派的異義極多，，，，略述三項最重要的略述三項最重要的略述三項最重要的略述三項最重要的：：：：    

一一一一、、、、三世有與現在有三世有與現在有三世有與現在有三世有與現在有：：：：  

佛說「諸行無常」，一切有為法有為法有為法有為法是生而又滅的。在生滅現象中，有未來、現在、過去的

三世，有依因緣而生果的關係。但經深入一一法的最小單元，生滅於最短的時間──剎那，就

分為二大系，三世有與現在有。  

1三世有三世有三世有三世有，是上座部中，說一切有部，犢子部（本末五部），及說轉部所主張的。「三

世有」是一一有為法的體性，是實有的。生滅、有無，約法的作用說；自體是恆住自性，如

如不異的。 

2現在有現在有現在有現在有說，如大眾部大眾部大眾部大眾部等說：一切依現在而安立，過去與未來，假名而沒有實法。這是

說：人生、宇宙的實相，都在當前的剎那中。  

三世有與現在有，論諍得尖銳的對立著；但論究到一一法的自性，現出了是常是恆的共

同傾向；對「大乘佛法」來說，可說殊途同歸了！ 

 
二二二二、、、、一念見諦一念見諦一念見諦一念見諦與次第見諦次第見諦次第見諦次第見諦，，，，是有關修證修證修證修證的重要問題。  

由於安立四諦：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在正見為先導的修行中，知苦、斷

集而證滅，名為「見滅得道」或「一念見諦」。 然在「阿含經」中，於四諦別別生智，就

是別別悟入了。 

在分化的部派中，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立十五心見道；犢子系立十二心見諦（經部，立八心見諦）：

這都是次第見諦次第見諦次第見諦次第見諦。 大眾及分別說系大眾及分別說系大眾及分別說系大眾及分別說系，立「一念見諦一念見諦一念見諦一念見諦」、「」、「」、「」、「見滅得道見滅得道見滅得道見滅得道」說。 

對於這二派，我以為都是可行的。因佛法中的阿羅漢，有慧解脫與俱解脫。慧解脫者慧解脫者慧解脫者慧解脫者是

以法住智法住智法住智法住智，知緣起的因果生滅而得證的。俱解脫者俱解脫者俱解脫者俱解脫者能深入禪定，得見法涅槃，也就是以涅槃

智得證的。 阿羅漢如此，初見諦理的也有此二類：以法住智見道的，與次第見四諦得道相

合；以涅槃智而證初果的，與一念見滅得道相合。修學者的根性不同，修證見諦，也因師資

授受而形成不同的修學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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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派論書中的修慧次第，在基本修證次第中，加以組織條理，似乎嚴密周詳；但對真正

的修行者，怕反而多所糾纏，不能有釋尊時代那種簡要直入的修證了！ 

 
三三三三、、、、補特伽羅與一心補特伽羅與一心補特伽羅與一心補特伽羅與一心： 

眾生個體的活動，是現實的存在。佛法說（生滅）無常、無我；那怎樣解說憶念，作業

受報，生死流轉，從生死得解脫──這一連串的事實？ (1)主張「三世有」的部派，是依蘊、

界、處（身心的綜和活動）來解說的。(2)主張「現在有」的，是依「一心」來解說的。 

(1) 主張「三世有」的部派，依蘊、界、處而立補特伽羅：  

１、說一切有部以為：在這執受為有情自體的和合相續上，說有「假名我」，有移轉（從

前生到後世）可能。假名我是沒有自性的，所以佛說「無我」。 

２、犢子部等說：別立為「不可說我」。 

３、說轉部說：體常而用無常，綜合的立為勝義補特伽羅。有常一性，又有轉變性。  

這三家都是說三世實有三世實有三世實有三世實有，，，，法性恆法性恆法性恆法性恆（（（（常常常常））））住住住住的；後二家，與大乘的「真常我」，可比較研

究。 

((((2) 2) 2) 2) 主張主張主張主張「「「「現在有現在有現在有現在有」」」」的的的的，，，，依心立我依心立我依心立我依心立我，一心論，不是剎那生滅而是剎那轉變剎那轉變剎那轉變剎那轉變的。 

心性本淨心性本淨心性本淨心性本淨，是大眾部、分別說部系所說；但說「識」而有特色的：1有「意界是常論」

者；不知是那一部派的意見！2赤銅鍱部立有分識有分識有分識有分識：有分識是死時、生時識；在一生中，也

是六識不起作用時的潛意識：一切心識作用，依有分識而起。這二說，都從一般的六識，探

求到心識的底裏。  

部派早期的心識說，都為了說明憶念，造業受報，從繫縛得解脫，通俗是看作自我的作

用。「心性本淨」，「意界是常」，與大乘的真常心，是有深切的關係的。 

 

四四四四、、、、再論僧伽僧伽僧伽僧伽     

釋尊「依法攝僧」，將出家弟子，納入組織；在有紀律的集體生活中，安心修學，攝化

信眾。釋尊入滅後，佛法依僧伽的自行化他而更加發展起來。 

「毘尼是世界中實毘尼是世界中實毘尼是世界中實毘尼是世界中實」，有時與地的適應性，所以佛法分化各地而成立的部派，僧伽所依

毘尼──律，有多少適應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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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大眾大眾大眾部系部系部系部系是重重重重「「「「法法法法」」」」的，對律制不拘小節。衣服，飲食，住處，雞胤部以為一切都可隨

宜，不必死守律制。 以僧伽住處來說，律制是要結界結界結界結界的；界界界界̂是確立一定區域，界內的比丘，

依律制行事。雞胤部雞胤部雞胤部雞胤部以為結界也可以，不結界也可以；這等於對僧伽制度的全盤否定。但這

一派比丘，並不是胡作非為，反而是精進修行，專求斷煩惱得解脫的。這也許是不滿一般持

律者的墨守成規，過分形式化；也許是懷念佛法初啟，還沒有制立種種規制時期的修行生活。

因而忽略佛制在人間的特性，陷於個人主義的修持。  

大眾部大眾部大眾部大眾部的律制隨宜律制隨宜律制隨宜律制隨宜，發展在南方的案達羅學派及方廣部說：為了悲憫，供養佛，如男女

同意，可以行淫。這破壞了佛制出家的特性。 北道部北道部北道部北道部說：在家人可修得阿羅漢果，依然妻

兒聚居，勞心於田產事業。這是律制所沒有前例的。 在家阿羅漢與同意可以行淫，對釋尊

所制出家軌範，幾乎蕩然無存。大眾系重法而律制隨宜的傾向，將使佛法面目一新了！ 

 

補充教材補充教材補充教材補充教材──思想分化之原因思想分化之原因思想分化之原因思想分化之原因 

《印度之佛教》第八章 第一節  

    僧伽以和合為本，事既六和六和六和六和，理則共證共證共證共證，顧何為佛後百年而異說蜂起異說蜂起異說蜂起異說蜂起耶？其原因固甚複

雜也。師承師承師承師承有異，尊古與出新尊古與出新尊古與出新尊古與出新有異，文字文字文字文字、、、、語言語言語言語言有異，上來已略及之，今請更言其餘。  

1.1.1.1.聖典之存異也聖典之存異也聖典之存異也聖典之存異也：如戒定慧三學，佛或當機抑揚，學者從而輕重之，雖言三學而精神則

異。 

2222....性習之各異性習之各異性習之各異性習之各異也也也也：多聞者與多聞者俱，同氣相感，此合彼離，事之常也。 

3.3.3.3.傳說之紛歧傳說之紛歧傳說之紛歧傳說之紛歧也也也也：「因緣」、「譬喻」、「本生」、「本事」、「未曾有」，凡此佛及

弟子之事跡，諸天、鬼、畜之事跡，甚至世俗之傳說，佛弟子每失之未能甄別。不問其為譬

喻、寓言、神話，為史實，為妄說，概視為史實而求其不違於教理；傳說既新新不窮，教法

亦變化而莫可究詰。 

4.4.4.4.觀點之不盡同觀點之不盡同觀點之不盡同觀點之不盡同也也也也：所依之教典，所處理之問題同，以觀點之異，論法之異而結論亦異。

設得其當，異說不妨皆是，正不必執一以非餘。然一失其正，並存適足以為病。學者出入於

貫攝、簡別之間，離合錯綜，學派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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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時地之有異時地之有異時地之有異時地之有異也也也也： 時時時時者，釋尊以平淡篤實為教，一掃空談與無義之行。佛元百年，僧

眾猶仍身體力行之舊。迨迦王迦王迦王迦王御世，佛教並政力而隆盛，為學漸重外化為學漸重外化為學漸重外化為學漸重外化，，，，內外之諍辨日多內外之諍辨日多內外之諍辨日多內外之諍辨日多，

論理說明之要求日亟，理論乃日趨發達也。如迦王廣建塔婆，而供養塔婆之是否能得大福，

遂成諍論，此則與時勢有關者。 地地地地則環境文化之熏染，西北山地西北山地西北山地西北山地，，，，樸實而接觸希臘、波斯

之文化強；南印南印南印南印富想像，其文化融神秘藝術以為一；恆河流域恆河流域恆河流域恆河流域，思想自由，夙為異學爭鳴之

場。佛教受環境之熏染，不無受其影響焉！ 

6.6.6.6.僧制之崇高僧制之崇高僧制之崇高僧制之崇高也也也也： 佛教僧團之制，以小區域為獨立之單位（界）。於此中住者，事事

依法，事事從眾，來不拒（犯罪者例外）而去不留，無彼此之分。治之以眾，化之以德，齊

之以法，均之以利，自他共處之制，蔑以加矣！釋沙門融世界僧伽為一體，而無權力統一之

組織，僅有文化、道德，即精神之聯繫。此崇高之僧制，適宜於學德崇高之理智生活，中人

以下似不及。如諍論而稍涉感情；或雙方並有僧眾為之支持；或一方利用軍政者之權力，輒

無法使其合一。佛教常有諍論數年而不得和合說戒者，亦由於此。兼之，佛教重自由、德化，

不願勉為之合。其傳統精神，判是非不如得諒解，苦合不如樂離。「此僧也，彼僧也，如析

金杖而分分皆金」。學派思想之分化，乃至以一頌之微而分為四部，實與此制有關。此今之

言僧制者，不可不知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