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實宗 』： 即以《成實論》 為所依之宗派，名《成實宗》。又作成論家、成

實學派。言成實者；釋成如來所說三藏之中實義故也。為我國十三宗之一，日

本八宗之一。宗祖為中印度之訶梨跋摩（梵 Harivarman），約生於佛陀入滅後

七百年至九百年間〈約生於AD.250─350間；依玄暢所著《訶梨跋摩傳》記載，

其出身於中天竺婆羅門家，探究人生無常、苦空等問題。年幼即神清秀拔、長

深思、慮周密，習經論暢達深得其髓。〉，初於鳩摩羅陀處修學小乘薩婆多部

（說一切有部）教義〈初習《發智論》，繼精研《大阿毗曇》，後轉習《方

等》〉，經多年潛心研習大小諸部，廣集精闢澳旨，乃撰述完成《成實論》之

著作，批判有部理論之偏失與不周全之論點，予以詳加闡釋補充，並未後世習

佛者開闢一正確可行之道。未久即震撼摩揭陀國，王譽稱為「像教大宗」。　

姚秦弘始十四年（412），鳩摩羅什漢譯此《成實論》，並與門人僧叡等講述

之，曇影整理諸品，分立五聚，僧導製作成實論義疏，道亮則撰有成實論疏八

卷。僧導涉跡南地，住於壽春東山寺（導公寺），大張講席，講述三論、成

實。又至建康講述之，　僧柔、慧次之門人智藏、僧旻、法雲等為梁代之三大

法師。智藏撰有成實論大義記、成實論義疏，首開南方研習成實論之風。僧旻

撰有成實論義疏若干卷。僧嵩亦為羅什門人，在彭城弘揚成實論，形成北方系

統。門人有僧淵、曇度、道登、慧球等，曇度在北魏都城大同開講席，徒眾有

千餘人，並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

智脫住長安日嚴寺，講論數十遍，並奉煬帝之命撰成實論疏四十卷。

玄奘入竺之前，亦嘗就趙州道深修習本論。高麗之慧慈、慧觀，百濟之慧聰、

觀勒等諸師，皆通成實。

日本聖德太子嘗就學於慧慈、慧聰、觀勒等諸師，作三經疏，以成實論為法相

之門。 　

毘曇宗列舉組成假相之各種要素，如色法、心法等皆是實體，故稱為說一切有

部。

◎《成實宗》以為色心二法結局亦空，將萬有分為五位八十四法〈色法十四、

心王一、心數法四九、不相應法十七，無為法三。〉，此等諸法皆空，若能將

此一苦的世界徹悟為空，從生死二者完全解脫，則可謂已臻修道之極致，是為

滅諦。成實論二○二品可歸納為發、苦、集、滅、道等五聚，其歸結即在於滅

諦。此一滅諦，人人本具，故稱「本有涅槃」；修得證驗之時，則稱「始有涅

槃」。本有、始有，其義雖異，然皆為一體。 　在訶梨跋摩之世，有關五聚、

四諦等之論說極為紛歧，故訶梨跋摩著成實論以評破各種異論。其所評破之異

論，概括之，有：二世有無論、一切有無論、中陰有無論、四諦次第得一時得

論、羅漢有退無退論、心心所相應不相應論、心性淨不淨論、過去業有無論、

佛寶僧寶同別論、有我無我論等十種。

　今就毘曇與成實立義之異處略作比較，以知此宗立義之大要：(一)毘曇主張

三世實有；成實則主張過（去）未（來）無體，惟現在剎那之法有因緣生之體

用。(二)毘曇主張法體實有；成實則主張法體中道，謂現在法係因緣所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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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空，不墮常邊、斷邊；離此二邊，稱為聖中道。(三)毘曇主張於「死有」

與「生有」之間，有「中陰」；成實則說無中陰。(四)毘曇立退法阿羅漢與不

退阿羅漢兩種；成實則主張聖道不退，阿羅漢道已永拔愛根，故為不退。(五)

毘曇主張四大實有；成實則主張四大為假名，若離色等，即無四大。(六)毘曇

主張諸根實有；成實則主張諸根為假名，若離四大，即無諸根。(七)毘曇主張

諸根能照見諸境；成實則主張諸根無知。(八)毘曇主張「心所」有別體；成實

則主張心所無別體，受、想、行等皆為心之異名。(九)毘曇主張心與心所有相

應；成實則主張心所無別體，故心與心所無相應。(十)毘曇主張信勤唯有善

性；成實則主張信勤通善、不善。

備註：

《成實宗》與《成實論》資料引用出處：

《佛光大辭典》、《原始佛教四諦思想》 聶秀藻 著，《八宗綱要》 凝然大德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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