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實論』

『成實論』凡十六卷或二十卷。又作誠實論。訶梨跋摩（梵 Harivarman）《漢

譯：師子鎧》著，其簡取諸部最長之義，以為一類而成宗矣。而姚秦時代鳩摩

羅什於弘始十三年至十四年（411～412）間譯出，凡十六卷二百零二品，收於

大正藏第三十二冊，為成實宗之根本經典。「成實」即解說如來所說實義之

意。簡言即「成四諦之實」之意。論中說明宇宙各種現象之存在皆為無實體之

假象，最後終歸於空，修如是觀可體解四諦之理，以八聖道滅除所有煩惱，最

後到達涅槃。 　內容分發聚（序論）、苦諦聚、集諦聚、滅諦聚、道諦聚（以

上為本論）等五聚，計二○二品。發聚共三十五品，先論述佛、法、僧三寶，

後說造論之理由及四諦之法義，並列舉佛教有關有相、無相等十種重要異說，

以示明本論之立場。苦諦聚共五十九品，說明五受陰（五取蘊）之苦，並詳敘

色、識、想、受、行。集諦聚共四十六品，說明苦因與業、煩惱。滅諦聚共十

四品，披瀝本書獨特之見解，即謂滅盡假名心、法心、空心等三心，可達於涅

槃之境界。道諦聚共四十八品，說明滅苦而實現涅槃之方法，為禪定與智慧。

其中，智乃空無我之真智，係滅煩惱後所得者；此外，復言及空與無我之實

踐。 　本論之立場取二世（過去及未來）無論、性本不淨論、無我論等，且說

人法二空；全書之教說不僅網羅部派佛教（小乘佛教）重要教理，亦含有大乘

之見解；又多立於經量部之立場，以排斥說一切有部之解釋。在佛教史上，被

認為是由小乘空宗走向大乘空宗過渡時期之重要著作。古來對本論究竟為大乘

或小乘時有爭論，如南朝梁代之三大法師；乃光宅寺法雲、開善寺智藏、莊嚴

寺僧旻、立於《 般若、法華、涅槃》諸經立場，判定本論為大乘論，南北朝時

一度出現專講此論之成實學派。 　本論之卷數有各種異說，高麗藏本為十六

卷，宋、元、明藏本為二十卷，諸經錄中則有十四卷、十六卷、二十一卷、二

十四卷等說。注疏頗多，有南朝宋代僧導之成實論義疏若干卷、北魏曇度之成

實論大義疏八卷、隋代靈祐之成實論抄五卷等，今多已散軼，僅於隋代慧遠所

 著大乘義章內尚保存部分。

研究成實論之極大難處：〈從南北朝時代至唐朝初年約二百五十年間，《成實

論》所弘傳之史料論書付之闕如，相關之編纂疏述至唐代中葉後遂至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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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