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第三場 第 1 頁  共99頁 

千年一脈 從佛陀到玄奘  穿越古今的人生正見 系列講座 

--- 第三場 --- 

講座內容：《玄奘文化千年路》第 2集影片導讀─高昌王助西行 

佛法巡禮—從佛陀時代的整體佛法到後世的分宗立派 

日期：2022/06/26  

地點：桃園市綜合會議廳 

1 《玄奘文化千年路》第 2 集影片導讀─高昌王助

西行 

(主持人) 

現場的桃園朋友們  

大家午安 

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 

正覺教育基金會所舉辦的 

【千年一脈 從佛陀到玄奘】系列講座的 

第三場活動 

首先要謝謝桃園市政府 

借我們這麼好的場地來辦活動 

相信很多人一聽到佛陀 

就會跟佛法聯結在一起 

我們也常常以為佛法只是宗教 

看不到它的格局 

是超出了一切文化、科學以及思想 

我們很幸運可以用華文直接薰陶 

佛陀帶給我們的宇宙人生實相 

這一切都要歸功於唐朝玄奘大師 

他為我們保存了佛法文化的寶藏 

正覺教育基金會為了幫助社會大眾 

瞭解玄奘大師一生的心志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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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偉大的功業 

因此在 2020年製作播映 

《玄奘文化千年路》系列影集 

今年更特別規畫 

這【千年一脈 從佛陀到玄奘】的系列講座 

我們希望透過這七集的影片 

以及講師深入的解說 

來讓更多人認識玄奘大師 

這位聖者一生的偉大故事 

並且由北而南在全省辦理九場的巡迴講座 

在第一場講座 

陳介源老師告訴我們 

玄奘大師在歷史上 

是被稱為中華民族的脊樑 

是堅毅勇猛 捨身求法的僧人楷模 

宜蘭第二場的講座 

郭宏益老師他為我們解說 

玄奘大師為什麼要到天竺取經的真正目的 

今天我們邀請到台大碩士 

也是生命科學專家余書偉老師為我們導讀 

《玄奘文化千年路》系列影集的第二集影片 

導讀之後  

老師會為我們分析 

佛法巡禮 

從佛陀時代的整體佛法到後世的分宗立派 

余老師博學多聞 

涉獵的範圍非常的廣 

見解也相當的獨到 

所說內容經常讓人耳目一新 

相信大家已經迫不及待了吧 

這精彩的內容我們就交給余書偉老師 

讓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歡迎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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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各位現場的貴賓們 大家好 

(大眾回答:好) 

今天是正覺教育基金會 

玄奘文化千年路第二集的導讀 

那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們 

都已經在網路 YouTube 上面看過 

我們教育基金會這一系列的影集講座了 

第二集講的是「高昌王助西行」 

也就是玄奘法師他終於離開了長安 

踏上了往印度之路 

好 我們首先來看 

那玄奘法師往印度去 

他跟其他前後的這個法師  

去印度取經的法師 

有非常大一點不同之處在於 

在玄奘法師之前  

大家曉得有法顯法師 

在玄奘法師後 

大概 100年有義淨法師 

他們去印度的時候其實並沒有目標 

他只是知道說我要去印度取經 

但是到底是要去取什麼經 

要找誰 跟誰學 他們都不知道 

反正我就到了印度再說 

到時候我再去找老師 

但玄奘他跟其他的大德不太一樣的地方是 

他從一開始就很清楚知道他要幹嘛 

我要去取得《十七地論》的原本 

要跟誰學 他一開始就很清楚知道 

我要跟戒賢法師去學 

好 我們來看 

（影集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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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不是在玄奘法師之前 

中國就沒有《十七地論》 

沒有《瑜伽師地論》呢  

並不是 

其實呢大部分的典籍 

在玄奘法師之前都已經翻譯出來了 

但是各家所說都不一樣 

所以剛才影片裡面講到說 

玄奘法師他不只是要取回原本 

他要去弄清楚裡面的諍論之處 

好 我們就來看 

剛才講到這位波頗法師 

他的名字叫 Prabhā karamitra 

他本身是中印度人 

而他自己就是這一位戒賢法師的學生 

他在那爛陀寺的時候 

跟著戒賢法師學《十七地論》 

那爛陀寺當時是印度最大的佛教大學 

各位 有多大呢 

全盛時期的學生有一萬多個人 

今天我們如果去那爛陀寺的地方看 會嚇壞 

一望無際的土地全部都是屬於那爛陀寺的 

並且現在只把最中央的地方挖出來 

其他地方還埋在下面 

那這位波頗法師呢 

他出名了之後 

於是就沿著西北印度 

然後到了西突厥王宮接受國王的供養 

那他的名字叫做波頗三藏  

波頗羅納 波頗蜜多  

意思是明知識 

所以我們中國把他翻譯成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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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他正在西突厥葉護可汗的皇宮受供 

唐太宗知道這件事情之後呢 

就寫信給他 請他來中國接受供養 

所以他就在貞觀三年 

到了長安大興善寺接受國王的供養 

並且翻譯出《寶星陀羅尼經》三卷 

《莊嚴經論》等等 

從波頗法師那裡知道 

原來有戒賢大師正在那爛陀寺 

宣講《瑜伽師地論》 

所以玄奘法師知道  

他不能夠再等待了 

他要趕快去印度 

所以奘大師他一開始的目標就非常清楚 

那這位波頗法師呢  

窺基 基大師曾經引用過波頗法師的話說 

波頗三藏曾經說  

在應化佛的淨土 

各位都曉得佛有法身 報身 化身 

如果是應化身的淨土 

裡面會有各式各樣的眾生 

包括了凡夫、包括了二乘 

包括了還沒有入地的菩薩 

但是如果是報身佛的淨土 

就只會有初地以上  

地上的大菩薩 

所以呢 那麼《阿彌陀經》裡面講到 

說西方淨土有各式各樣的眾生 

包括我們這樣子  

這個程度這麼差 

也一樣有機會能夠去到阿彌陀佛淨土 

所以呢他就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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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因此呢 

阿彌陀佛淨土它有聲聞弟子也有大菩薩 

所以顯然西方淨土是屬於化身佛的淨土 

那大致上波頗法師說的並沒有錯 

好 那麼在影集裡面我們就會看到 

玄奘法師從長安出發之後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的困境 

後來他到達了高昌國 

（影集播放） 

好 那麼在玄奘法師前往高昌國 

受到了高昌國王高規格的歡迎 

高昌 大概是古時候所謂的涼州 

但是實際上呢  

高昌跟涼州大概還距離二千(口誤)公里左右 

也就是現在的吐魯番盆地 

大陸現在叫吐魯番市 

它是整個絲路上面 

一定會經過的一個大綠洲 

也就是來往的商旅 

他一定得要在高昌這個地方  

吐魯番做整補 

不過呢 高昌這個地方 

它剛好夾在中國跟北方的那些大國 

譬如古時候的匈奴 

後來的樓蘭 鐵勒 突厥 

它被夾在中間 

那中國人其實早在漢朝時代 

就已經在這個地方設立了屯軍 

也就是說有軍隊 

因此呢 這個地方叫高昌 

那麼就沿用這個名字一直下來 

所以後來就把這個地方叫高昌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第三場 第 7 頁  共99頁 

那麼陸陸續續都是  

大部分都是漢人在這個地方建立了政權 

例如闞氏高昌 張氏高昌 馬氏高昌 

玄奘法師去的時候  

當國王的人姓麴 

所以就叫麴氏高昌 

那麼這個麴氏所建立的王朝 

大約是公元 500年到 640 年 

高昌這個地方 

由於它剛好位於絲路的大的綠洲 

所以它這個地方人很多 錢也很多 

來往絲路的旅客都要在這個地方交稅 

不過呢 各位看看它的位置 

高昌旁邊夾著西突厥 右邊夾著唐朝 

所以它是被夾在兩個強國之間的一個小國 

因此它受制於唐朝 也受制於西突厥 

法國的學者給高昌下了一個評語叫做 

它位於槌子與砧板之間 

也就是「人為刀俎 我為魚肉」的意思 

實際上也真的是如此 

簡單來說 高昌這個國家太小了 

它很有錢 

可是它隨時隨地 

一夜之間就會被大國所吞掉 

或者說 就是因為它夾在眾大國之間 

沒有一個國家敢先動手把它吞掉 

所以它就能維持它的這個繁榮的樣貌 

只是日子不好過 

有多不好過呢  

舉例 麴文泰的老爸叫麴伯雅 

公元 600年即位 

他才剛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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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北方的突厥就來了命令 

下令他去娶他阿公的老婆 

為什麼 因為他阿公老婆是突厥的公主 

那按照北方的習慣呢 

記不記得王昭君 

王昭君嫁到匈奴去 

結果老公死了 

她就嫁給老公的兒子 

不久之後老公兒子也死了 

怎麼辦 她就嫁給老公的孫子 

後來因為叫她嫁給孫子  

她覺得這個是侮辱 

所以王昭君後來就自殺了 

這是北方匈奴人的習慣  

這是表面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 

突厥公主放在高昌 

其實這位公主就是突厥的代言人 

所以他的老爸麴伯雅才剛剛一就任 

就得去娶自己的阿嬤 

然後 609年 

麴伯雅他就接受了隋朝隋煬帝的命令 

因為隋煬帝要去征討高句麗 

也就是征討今天的朝鮮 

然後呢 那按照習慣 

搞一個浩浩大大的聲勢 

所以叫附近的小國 

你們都出兵  

跟著我一起去打高句麗 

於是呢 

麴伯雅就只好捏著鼻子帶著國家的軍隊 

去趕赴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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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隋煬帝一起去遠征 

其實關他什麼事 

高昌國跟朝鮮國沒有半毛錢關係 

但是他也得去 

去了以後  

隋煬帝一看 

哎唷 你身邊有突厥公主哦 

那是突厥的代表 

那我中國怎麼可以沒有 

於是隋煬帝就隨便找了一個大臣的女兒 

宇文玉波 

然後封給她一個公主的名號叫做華容公主 

就嫁給這個麴伯雅 

所以麴伯雅左邊是突厥公主 

右邊是隋朝公主 

叫做處於錘子跟砧板之間 

哎 看來當國王也不見得快樂啦 

619 年麴文泰繼位 

欸 他一繼位第一件事情 

就得去接收他的小媽 

他的小媽就變成他的老婆 

也就是宇文玉波  

隋朝的公主就變成了他的老婆 

隋朝在高昌的代表 

所以各位可以曉得哦 

麴文泰的日子可能 

不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快樂 

公元 630年已經是唐朝了 

麴文泰就來長安參見唐太宗 

宇文這個人非常聰明 

按照書裡面寫的 

宇文玉波每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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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斷的收集高昌發生的大小事情 

然後向隋朝 向後來的唐朝去報告 

所以宇文玉波就立刻要求 

我以前是隋朝的公主 

現在我效忠唐朝 

於是唐太宗也封她一個長樂公主 

麴文泰一直非常小心地處於兩個大國之間 

儘量不去得罪任何一方 

但 不可能年年日子都這麼好過 

後來當西突厥的力量越來越強大以後 

他不直接對唐朝用兵  

他施壓在麴文泰的身上 

要求麴文泰一定要選邊站 

麴文泰就只好跟著突厥 

實際上不跟也不行 

因為突厥派了一支軍隊直接駐紮在高昌裡面 

然後呢 他就聽突厥的話 

阻絕了其他西域國家 

其他西域國家要進貢唐朝的東西 

被高昌國給扣下來 

甚至他配合了突厥的軍隊 

去攻破了唐朝的焉耆的三城 

而且把這裡面的人民都給擄回高昌去 

所以呢 唐太宗就寫信給他  

請他解釋 

結果他竟然敢不回信  

叫作已讀不回 

結果唐太宗就派出了侯君集 

這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名將 

然後帶著  

也是帶著附近小國的這些騎兵 

然後來攻打高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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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這個侯君集第一次使用了 

他的秘密武器 

叫做投石衝車 

投石就是大家如果有打線上遊戲就知道 

那個在攻城的時候會有一個大大的手臂 

咻 把大石頭丟過去 把城牆弄破 

衝車只是說它是一個尖尖的 

蹦 把城牆撞破 

那侯君集把這兩種武器集於一體 

又是投石又是衝車 

第一次就用在高昌的身上 

但是實際上並沒有用到  

為什麼呢 

因為這時候的高昌國呢 

西突厥派了一個欲谷將軍駐紮在這邊 

本來跟麴文泰講好 

不要怕唐朝 他來了 我幫你打 

結果沒想到唐朝真的來了 

欲谷跑得比誰都快 第一個就跑掉了 

跑掉以後呢  

結果唐朝軍隊還沒有兵臨城下 

只是到都城的附近 

麴文泰就嚇得病發身亡 

講白了 他被唐朝嚇死了 

哎 所以各位一定都可以理解 

麴文泰到底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 

以及為什麼他會這麼樣地依賴 

或者說依靠玄奘 

那當時整個高昌這個國家 

其實是一個漢化的國家 

他們人民現在挖出來的墓碑 

發現他們的墓誌銘上都是用漢文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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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國王的這個廟碑上面 

卻有一連串突厥送給他的尊號 

那整個麴氏王朝它的官府的這個制度 

通通仿照漢人的模式 

那高昌這個國家在公元 4 世紀以後 

國王、王子等等全部都是佛教徒 

例如在中國《出三藏記集》裡面 

提到涼州 44次 

所以高昌自古以來佛教就非常的發達 

如果各位曾經有受過菩薩戒一定會聽過 

所受的這個菩薩戒是曇無懺的譯本 

曇無懺的譯本就是從涼州拿來的 

那高昌為什麼佛教這麼發達呢 

因為它剛好位於兩個佛教系統的正中央 

什麼意思呢 

高昌的左邊是龜茲跟焉耆 

這是屬於印度系佛教 

龜茲到公元 7 世紀 

它所使用的文字仍然是印度  

西北印度的這個佉樓文  

我們後面還會講到 

所以是屬於一個 

可以說是印度佛教的最西界 

而高昌的右邊則是唐朝  

就是漢朝佛教 漢文佛教 

所以高昌同時位於兩個系統的正中央 

大體上說起來呢 從龜茲  

從這個龜茲 

傳來高昌的是屬於中亞所傳來的小乘佛教 

而大乘中國傳過去的則是大乘佛教 

那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這個高昌國 

叫做「手把酒杯脫鞋襪 不知明日穿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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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賺很多錢 我很開心 

喝酒喝到半夜 

一邊喝酒一邊脫了鞋跟襪上床睡覺 

天知道明天還有沒有得穿 

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何必想這麼多 

這種情況也就造成了當時的高昌國 

彌勒信仰非常的盛行 

大體上說起來 

一個地方如果比較動亂 

大家就會把希望寄託在未來世 

所以彌勒菩薩淨土的信仰就會比較發達 

公元 590年印度僧人達磨笈多 

曾經在高昌停留了兩年 

詳細地記錄了這個地方 

那它旁邊的龜茲  

其實每次講龜茲 我覺得好憋扭 

這兩個字要念龜茲 不是龜茲 

也就是大陸現在的庫車縣 

它的本文 原文就叫做 Kuchi 

它從來沒有叫過龜茲這兩個字 

所以不曉得為什麼 

我們的國文要把它改成這樣子 

我講它叫 Kuchi  

人家還說它叫龜茲 

說我說錯了  

那它是梵文系佛教東邊 

而東方則是漢文系佛教 

所以呢 它同時受到兩個系統的影響 

那麼他們對於佛教有進步到什麼程度呢 

當時的高昌有設立官方寫經系統 

有僧官系統 

從中央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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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管理僧戶的這個專門的公家組織 

而且呢明白列入法律當中 

出家人有納稅的義務 

為什麼這樣講呢 

一個國家如果進步到能夠規定 

出家人什麼情況下不納稅  

什麼情況下要納稅 

代表這個國家對於僧人的管理 

是不是非常的完整 

出家人是不納稅的 

但是如果出家人拿著錢去投資軍火公司呢 

好 我們往下 

那麼所以呢  

為什麼一直要講高昌這個地方 

各位有沒有發現 

玄奘到了高昌其實還沒有離開新疆境內 

他是不是已經經歷了這個九難、十八難 

對不對 

又要在沙漠裡面被乾死 

又被人家給拋棄  

又要這個那個 

各位可以以高昌劃界 

從長安到高昌  

玄奘遭受了很多的苦難 

有沒有發現  

從高昌一路到印度 

幾乎沒有什麼奇怪的苦難了 順順利利 

為什麼  

麴文泰的幫忙 

麴文泰幫他什麼忙呢 

當然他給了他人力 四個沙彌 

他給了他二十年的索費(盤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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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給他二十年的錢 

最重要的是麴文泰給了他二十四封國書 

因為當時高昌是絲路上的一個大綠洲 

沒有一個國家不知道它 

任何國家的商旅都有可能要經過 

所以麴文泰就在這個  

他讓這個玄奘作為他的弟弟 作為王弟 

所以西遊記後來不是  

這個西遊記裡的唐三藏不是王弟嗎 

這個王弟的典故是來自於這裡 

為什麼要讓他做國王的弟弟 

因為他在國書裡面就寫得很明白 

這個人是我麴文泰高昌國國王的弟弟 

請大家多多幫忙 

所以呢一路上會要經過的國家 

麴文泰都幫他修了國書 

所以呢有沒有發現  

從此以後 

玄奘法師再也沒有遭受到 

任何政治勢力的干擾 

甚至呢小的干擾打不到 

都已經影響不到玄奘 

因為他有錢、有人 

還有政治的勢力 

所以一路上他順順利利的 

能夠到達印度 

就要歸功於麴文泰的幫助 

舉例 例如高昌 

後來這個玄奘法師離開了高昌國 

接下來 

他來到當時絲路最強盛的國家叫做西突厥 

在達頭可汗的王宮裡面接受到廣大的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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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達頭可汗又不信佛教 

他對玄奘這麼好幹什麼 

哦 因為高昌國麴文泰的姊姊嫁給了達頭可汗 

因為當時國家是這樣子嘛  

彼此互相通親 

所以呢 

這時候對達頭而言是姐夫 

姐夫的弟弟來了 

那我怎麼可以不好好招待 

所以大概上就用這樣的規則來想 

所以接下來玄奘法師在一路上 

當然你說遇到大雪啦  

遇到大風 

這個是沒有辦法 

但是其他的干擾幾乎就不見了 

這就是麴文泰最大最大的功勞 

好 那麼玄奘離開了高昌之後 

就進入下一個國家龜茲 

（影集播放） 

好，那麼奘大師他從中國到印度 

花了很長的時間 

各位曉得唐朝的紀錄裡面 

從離開長安  

然後到達印度菩提迦耶 

最快用了多少的時間到達 

各位想想看  

如果是唐朝的時候 

要靠走路 要靠騎馬  

一路到達印度要花多少時間 

在記錄裡面最快的是 5 個月  

5 個月 

那麼唐太宗派出去的使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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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王玄策他們 

最快的曾經用 7個月到達中印度 

可是玄奘法師用了好多年才到 

為什麼  

喔 因為玄奘法師一路上 

他每到這個地方就會去問  

這邊有什麼大德  

有什麼這個有學問的僧人 我跟他學  

他就跟他學 

欸發現這個人有學問我就跟你學一個月  

兩個月、三個月、半年不等的日子 

然後呢  

當時的龜茲國是梵文系佛法的東邊界 

我們剛說過七世紀的時候 

它仍然是使用西北印度的這個犍陀羅的文字 

佉樓文 Kharoṣ ṭ hī 文 

所以它也是西域佛法的中心之一 

那因此呢 玄奘法師在西域記裡面記載著 

有許多高昌國的留學生在龜茲 人很多  

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寺院 

當時龜茲最出名的大德叫做 

木叉麴多 Mokṣ agupta 

看他的名字就知道 

Mokṣ a就是指木叉 

也就是戒律的意思 

代表木叉麴多是很重視戒律的 

他尤其擅長說一切有部的典籍 

在部派佛教裡面最強大的一支 

就叫作「說一切有部」 

第二大的叫作「分別說部」 

但是第一跟第二  

兩個規模差非常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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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位木叉麴多尤其擅長《俱舍論》 

一開始玄奘法師非常尊重他  

跟他去學 

結果呢 一見面 一問才發現 

哎喲 這個人根本不信大乘佛法 

他說《俱舍論》是最好的 

你們那個《瑜伽師地論》是邪論 

所以呢就知道 

這個人他不相信大乘佛法 

他就是失去了佛法的根本 

他破壞了整體的佛法 

好像把一個人的心臟挖出來一樣 

所以當時玄奘法師立刻就已經確定了 

這個人他對於《俱舍論》的了知 

一定流於表相 

所以接下來就開始駁斥他 

就開始問他說 

《俱舍論》裡面 

有這樣這樣這樣說 

結果對方竟然沒聽過 

身為《俱舍論》的大師 

竟然連《俱舍論》的一段拿出來 

他都沒有聽過 

而且這位大師說他擅長《俱舍論》也有問題 

各位曉得《俱舍論》是部派佛教 

特別是說一切有部的大論典 

可是 各位知道嗎  

俱舍論是誰寫的 

世親菩薩 

世親當年他是 

偷跑到說一切有部的大本營罽賓去偷學的 

因為當時的說一切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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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我們的《大毗婆沙論》太好了  

不能外傳 只傳給自己人 

所以世親法師從中印度跑到罽賓去學的時候 

在書裡面還寫他裝瘋賣傻 

假裝自己是一個笨蛋 

人家才肯把 才能夠讓他聽這個論 

他一邊聽 

一邊默默地記下《大毗婆沙論》的問題 

於是修改了《大毗婆沙論》的錯誤 

形成《俱舍論》 

他聽完之後 

他又跑回中印度開始寫《俱舍論》 

不久之後《俱舍論》在中印度開始流行 

於是罽賓國本部的人說  

奇怪 怎麼會有《俱舍論》 

拿來一看 

哎呀 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嚴格來說 

《俱舍論》它也不是 

說一切有部本來就有的經典 

而是修正了它本來有的錯誤而形成的 

好 那麼所以呢 

玄奘法師在這個地方  

他就曉得 

你如果不信大乘佛法 

世親菩薩後來迴小向大 

才知道大乘佛法是最究竟的 

那你不信大乘佛法 

代表我不必再跟你多說 

我接下來就開始破斥你就好了 

好 那麼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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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佛法是一整體 

為什麼都是佛教徒 

怎麼會嚴重到說  

我信小乘 我不信大乘 

你們大乘論是邪論呢 

我們就要開始今天下一個主題 

那也就是「從整體佛法到分宗分派」 

在佛陀出世之前 

其實要能夠了解這個問題 

必須要從佛陀出世前的印度就要了解起才行 

那叫做吠陀時代 

大概是公元前 1500年到公元前 500年 

剛好佛陀出世以後 

吠陀時代就結束了 

那當時在社會上流行的 

或者是說唯一能學到的 

就是代表雅利安文明的《吠陀經》 

中國人在佛經裡常常講到它叫作圍陀經 

其實就是 Veda 的意思 

或者是梵書 

梵書是用來解釋《吠陀經》的 

或者是森林書 

森林書 為什麼叫這麼奇怪的名字 

因為按照印度的傳統 

所有的這個有文化的人 

他必須要去森林裡面修行 

森林裡面修行的時候 

你要學文化嗎 

你要學這個學文字嗎 

你要學這個宗教理論嗎 

那你必須要到森林裡面去跟隨著一位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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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叫森林書 

後來呢又有奧義書 

奧義書原名叫作 Upaniṣ ad 

Upaniṣ ad的意思是坐在我旁邊 

意思是說 你要學文化嗎 

你得坐在我旁邊 我一句一句講給你聽 

你一句一句把它記起來  

不可以再告訴別人 

所以叫做奧義書 叫做森林書 

那各位都知道在佛陀出世的時候 

印度有很嚴重的種姓制度 

現在也還一樣的嚴重 

為什麼有種姓制度  

因為《吠陀經》裡面明白寫明 

最高級的人叫作婆羅門 

因為他們是從大梵天的嘴巴裡面流露出來的 

那其次的叫 rajanyah 也就是王族 

也就是剎帝利種姓 

那麼這些國王是從大梵天的雙手流出來的 

一般的老百姓則是從大梵天的腿流出來的 

叫做吠舍 

那最低級的人叫做首陀羅 Ś ū dra  

也就是奴隸 

那奴隸則是從腳板裡面流出來的 

前面三種人有靈魂  

首陀羅沒有靈魂 

前面三種人未來可以繼續輪迴 

首陀羅此世結束之後 

就如同水泡破掉消失了 

好 那麼這是當時的情況 

那為什麼會有種姓制度 

主要就是因為雅利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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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屬於一個外來人種 

他的皮膚是白色的 

以現在的 DNA 檢驗發現雅利安人 

實際上是來自於高加索山的這個白皮膚的人 

一路南下到達伊朗  

再從伊朗進入印度 

那原來住在印度的人叫作達羅毗荼人 

皮膚比較黑 

所以雅利安人剛剛進去的時候 

為了統治方便 

就從宗教經典上面竄改 

然後把人群設為四種 

把被他們征服的這些黑皮膚的人 

叫作首陀羅 

後來隨著領地越來越增大 

還增加了比首陀羅更低級的人 

叫作達利特 

即使到今天 

各位曉不曉得印度人口有多少人 

在今年 3月  

印度正式成為全世界第一大國 

超過中國 

13 億多人 今年 3 月 

那麼 印度人呢 

目前達利特的有兩億人 

達利特加首陀羅超過一半 五億人 

好 那麼 然後呢 

為了統治方便 

於是設立了種姓制度 

在佛經裡面各位常常會看到 

形容某一種人很高貴  

他是屬於金色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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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波斯匿王是金色皮膚 

不是白的 不是黑的 他是金色 

好 請問金色代表什麼意思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波斯匿王是金色皮膚 

因為他是混血兒嘛 

白人黑人交配久了之後  

混血兒就出來了 

所以有沒有發現頻婆娑羅王看不起波斯匿王 

頻婆娑羅王認為我們是高貴的雅利安種姓 

波斯匿是後來才出現的 金色皮膚的 

哦 意思是說他的血種不夠純啦 

那在悉達多太子佛陀出世之前呢 

整個印度哲學的弘揚方式 

或者這樣講 

你在印度 

如果你想學這個語言 

你想學哲學  

你想成為有文化的人 

你只有一條路 

就是要去拜一個婆羅門的老師 

那麼他們教授方式是口授 口誦 

我老師唸給你聽  

你聽著就把它背起來 

然後呢 不可以告訴別人 

我們後面還會再看 

那為了保護婆羅門的專利 

婆羅門是祭司 

婆羅門的地位甚至在國王之上 

那要怎麼樣保護他們的專利呢 

所以就設立了摩奴法典 

裡面規定  

婆羅門一出生就是天下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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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血就是尊貴的  

為什麼 

因為婆羅門可以保護我們的吠陀法庫 

而且明白規定 

首陀羅是不准學習吠陀的 

首陀羅如果敢偷聽吠陀經 

就用燒融化的錫灌進他的耳朵 

如果他嘴巴敢念吠陀經文就割掉他的舌頭 

如果他竟然把吠陀經背起來就腰斬  

殺了他 

所以各位會聽到這樣的消息哦 

今天喔 就是直到今天喔 

就是說首陀羅接近印度教的寺廟 

結果印度教寺廟裡面跑出來人 

把這個狠狠打到遍體鱗傷 

結果警察竟然不予受理 

這樣的消息非常地多 

為什麼  

因為摩奴法典裡面寫清楚的啊 

首陀羅沒有資格來念我們吠陀經 

他還敢偷聽  

不殺了他算是不錯的 

所以連警察都裝作 裝傻不受理 

好 那這裡面是怎麼一回事呢 

婆羅門所說的語言叫做梵語  

叫作聲明 

所謂的梵語它是一種宗教的語言 

它根本不是任何人的母語 

也就是說即使是婆羅門要學梵語 

他也得出門去拜一位老師慢慢地學 

他媽媽教給他的也不是梵語 

講白了 梵語就是婆羅門獨佔的營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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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 各位有沒有看過三個傻瓜電影 

三個傻瓜裡面那個女主角佩雅 

是不是有一次不小心要去結婚 

結果結婚的時候是不是在升起一堆火 

有一個穿著白色衣服的俗人在那邊喃喃有詞 

然後帶著他們繞著那個火在走 

那個人就是婆羅門 

你知道嗎 當那個婆羅門在念經的時候 

你猜猜看 旁邊的人聽不聽懂他在唸什麼 

其實聽不懂  

他念的就是梵語 

婆羅門有宗教的專利權 

梵語則是他的工具 

那麼 所以在古時候的這個印度  

沒有文字 或者說很少有文字 

這是我們中國人很難想像的一件事 

什麼意思  

因為印度人輕視文字 

在古印度呢  

文字用在什麼地方 

商業 工巧 比如說用來記帳 

或者呢 阿拉伯數字 

我們現在都說 123456 叫阿拉伯數字 

其實不是  

這個是印度人發明的 

印度人很自豪說這個數字是他們發明的 

傳到阿拉伯  

阿拉伯再傳到歐洲 

所以歐洲人就把它叫做阿拉伯文字 

一方面是因為婆羅門嚴格的規定 

所有的聲音不可以行之於文字 

這是我們吃飯的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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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我們中國人比較難理解的就是 

它是拼音文字 

什麼叫拼音文字 

我們中文每一個字是不是都有每個字的意思 

好 那我們來看什麼叫做拼音文字 

請問大家  

這是什麼文 

這是拼音文字  

請問那它代表的是什麼 

哪一個國家的文字 

欸 不可能吧  

這是各位的母語耶 

來 一些台語的資料給大家參考一下(拼音文字 

Chi̍t-kóa-á Tâi-gí ê chu-liā u hō ͘   

ta̍k-ke chham-khó.) 

我們的台語本來  

台語流傳了一兩千年 

請問台語有沒有文字 有  

這幾十年我們很努力地編輯台語文字 

也就是說 一千多年來台語沒有文字 

但是現在決定要讓它文字化 

可是怎麼文字化呢 

於是就用羅馬拼音來拼  

這就是臺語的文字 

好 當你看到所謂臺語文字的時候 

你是不是還得把它唸出來 

一些台語的資料(拼音文字 Chi̍t-kóa-á Tâi-gí ê chu-liā u) 

我們還是得把它轉成聲音 

我們是不是才能夠明白裡面的道理 

所以對印度人而言  

反正你什麼文字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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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是要轉成聲音 

我才知道在講什麼 

同樣的羅馬拼音 

我可以拿來拼台語 

我可以拿來拼阿美語  

我可以拿來拼伊朗語 

所以文字本身不重要 

重要的是文字後面所反映出來的那個聲音 

好 所以各位就可以理解啦 

佛教裡面第一要學的叫作聲明 

是聲明喔 不是文字明喔 是聲明 

那什麼是印度的文字呢 

主要有兩個系列的文字 

這一個叫作婆羅米文字 

它這個柱子就是 

在阿育王當初立在那個鹿野苑 

Sā rnā th的這個柱子上面的文字 

第一次去的時候  

你手還可以摸 

現在去立了一個欄干 摸不到了 

那這個是婆羅米文字  

但是這個婆羅米文字本身沒有意義 

因為婆羅米文字 

它可以拿來拼伊朗文 

可以拿來拼埃及文 

都是 都可以用這個文字 

都是用這樣的 

各位看到這個字 

所以你還是要把它轉成聲音以後 

才知道他到底要唸的是什麼東西 

另外呢 

在西北印度還有一種佉樓文 Kharoṣ ṭ h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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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是這樣的一個文字 

它又可以叫做驢唇文  

驢子的嘴巴 

那所以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中國人 

其實很早以前就曉得印度的這種情況 

最早在中國進行有系統化翻譯的人 

其中一位叫道安法師 

他就有記載啦  

外國的僧人即使是  

也就是指印度 

包括中亞的佛教僧人 

當他們要學法的時候要怎麼學 

得先拜一個老師 

然後呢 

眾學生跪在老師的面前 口授 

也就是老師唸一句 你背一句 

同師所授 

一群學生大家一起聽 

那麼老師唸啊唸啊唸  

大概唸個十句、二十句 

停 那麼後面 

今天你就要把這十句、二十句背起來 

那可是背的時候中間可能會有錯亂 

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錯亂呢 

在佛教裡有一個好的傳統叫做覆誦 覆讀 

什麼叫覆誦  

現在我們好像佛教已經很少有這個傳統了 

以前有覆讀  

覆讀就是第二天的時候 

昨天聽老師講話的師兄弟聚在一起 

各自再把自己背起來的東西念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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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互相再來較量 

欸 為什麼你的東西跟我有一個字差異 

我們再來看看到底誰是對的 

如果最後終於達成一致 

好 是該怎麼樣 

如果有人說不對 我聽的才是對的 

那我們就要把他趕走 把他驅趕開來  

他不是我們的人 

僧法無縱也 

也就是說 你學法要一句一句地學 

一個字都不能錯 

好 所以道安法師 

很早以前我們中國人就曉得 

印度人是這樣子 

好 接下來那我們要講 

在佛出世以前的東西瞭解了 

那佛  

記不記得世尊出世在印度的什麼地方 

迦毗羅衛城 Kapilavastu 

各位知道迦毗羅衛是什麼意思嗎 

它有用意的哦 

一本又一本的經裡面不斷地介紹 

佛自己介紹迦毗羅衛的意思 

迦毗羅衛的意思叫黃色仙人 

也就是數論派  

記不記得六師外道  

那些外道其中有一個數論派 

數論派的祖師就住在 Kapilava 

然後在《阿含經》裡面說到 

世尊的前世就是數論派的祖師 

他住在這個地方 

所以後來這個地方就叫作迦毗羅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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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乘的經典裡面好幾本都講到 

這個地方是黃頭仙人  

黃髮仙人住的地方 

也就是世尊花了很多的時間告訴大家 

我過去世是數論派的祖師 

然後今生是釋迦牟尼 

請問 不禁讓我們想到 

世尊是不是常常講他過去世怎麼樣怎麼樣 

他曾經為一隻魚  

他曾經為一隻馬 

他曾經為鹿王等等 

我先問各位喔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整體佛法 

世尊過去作鹿、作馬的那些事情 

算不算整體佛法的一部分 

算不算 

哇 大家程度都這麼好 

直接破梗 算 

如果不是因為世尊過去長時間 

在人天二乘累積的這些福報 

他今生能夠成佛嗎 

不行 他沒有辦法成佛 對不對 

所以呢 

整體佛法就是世尊親自告訴我們的 

他過去三大阿僧祇劫的努力 

全部的一切都是他成佛的條件 

少一點都不行 

那麼 好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所以世尊講了好幾次黃頭仙人的事情 

講了好幾次 Kapilava 的這個意思 

代表世尊過去曾經做數論派的祖師 

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他成佛過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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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一個經歷 

或者說他的福德資糧的來源之一 

那到底世尊小的時候是怎麼受教育的呢 

其實他的本傳 本行裡面都有寫 

可是很奇怪是 

我們大乘佛教好像很少人願意去讀這個部分 

他的啟蒙親教師 

也是淨飯王特別挑給他的老師 

叫作 Vismamitra 選友 

當然是剎帝利種姓 

至少要跟世尊同一個種姓才能教世尊啊 

印度人很重視種姓的 

然後他傳授給太子的是四吠陀 

吠陀經跟五明之學 

也就是世尊從小就接受標準婆羅門式的教育 

除此之外 難道你要世尊  

難道淨飯王會要世尊去學記帳嗎 

還是學什麼數字嗎 不會 

那麼在世尊的傳記裡面還提到 

他習六十四書  

什麼六十四書 

就是說呢 

各地的語言他都會 

六十四書列出來 

大概就是 

從印度一直到中亞各國的這個語言 

世尊都會 

怎麼學呢 

唱阿字 唱一字 唱利字 

如果各位曾經學過梵文 

或者曾經學過密教裡面的聲明就知道 

啊 或者各位學過西班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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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西班牙文的時候 

是不是很重要 

每天早上起床要拿一杯水在那邊 

啊啊啊啊啊 練發聲 

印度人也是  

要學梵文 

每天早上起來要唱歌  

要練舌頭 

練ㄚㄚ ㄧㄧ 利 Z 利立 ㄜㄜ ㄛㄛ ㄤㄚ 

要不斷地練那個舌頭  

就是在講這個意思 

那麼這就是世尊小的時候所受的教育 

然後呢  

喔世尊看到了人間無常 

所以決定離開家裡去找老師 

去求解脫之道 

記不記得世尊他有兩位對他最重要的老師 

乃至於世尊成佛之後 

第一件事情就想要度這兩位老師 

結果一看  

哇 兩位老師都掰掰了 

哪兩位啊 

阿羅邏迦藍 鬱頭藍弗 

阿羅邏迦藍曾經傳授世尊無所有處定 

鬱頭藍弗傳授世尊非想非非想定 

記不記得他們一傳  

世尊馬上一練就會 

可是一會就知道這個東西不是涅槃 

比如說 他跟鬱頭藍弗學非想非非想定 

結果一學他就會 

會了以後 他只問鬱頭藍弗一句話 

非非想定裡面是有我還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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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鬱頭藍弗楞住了 

這個問題他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所以世尊就離開了這兩位老師 

開始進入獨修 

因為世間最好的兩位老師他已經都學過了  

這兩位老師都不能給他答案 

好 這兩位老師都是數論派 

黃頭仙人後裔的這個大師 

到今天學術界裡面很多的人都說 

其實佛教就是從印度教 

或者說就是從數論派裡面演化出來的 

這些教授為什麼會這樣講呢 

來 我們來看看 

佛教說人的一切不過就是五陰 

離開色受想行識也就沒有什麼東西了 

數論派怎麼說呢 

它說有五大 地水火風空  

有五根 眼耳鼻舌身 

五大跟五根交會就會出現色聲香味觸 

有了色聲香味觸就能表現在手、腳 

比如說手做的事情、腳做的事情 

舌頭做的事情 說話 

男女根的事 或者大便、小便的事 

背後有一個心在控制 

嘿 你說這怎麼跟佛教很像 

當然囉 要不然人家 

為什麼教授會說 

佛教是從數論派裡面發展出來的 

那麼或者我們再來講 

記不記得 

這個世尊離開了兩位老師 

世間再也沒有他的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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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決定去行六年苦行 

各位 為什麼世尊選擇的是苦行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六年苦行之後他告訴大家 

苦行不對  

我用我親自六年的苦行告訴你們  

不對 這個苦行並不能夠成佛 

要選中道才能成佛 

為什麼是苦行 

因為吠陀經裡面明白說了嘛 

要透過苦行才能夠取得最後的成就 

所以呢 那或者有人還不信 

不信的話我們再來講 

記不記得世尊出家以後 

淨飯王馬上派出了五個侍者去服侍世尊 

也就是後來的五比丘 

所以世尊在苦行的時候 

五比丘就跟在這個  

就跟在旁邊 

後來為什麼這五個人決定拋棄世尊 

不再服侍世尊 

因為他看到了 

太子竟然在尼連禪河旁邊 

接受了牧羊女乳糜的供養 

所以他們認為說  

哦 你拋棄了苦行 

這樣子你就  

我們就不用再服侍你 

你沒有資格了 

所以那五個人是不是就跑掉了 

看到沒有 苦行 

那在吠陀經裡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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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苦行能夠得一切 

好 那麼世尊成佛了  

世尊成佛以後 

他一生的法教 

我們把它匯集為五時三教 

在前面第二集的時候 

郭老師已經詳細的為各位說過 

我們這邊不再重複 

我們今天用的是這五時三教 

我們用玄奘法師的角度來講 

玄奘法師說 

五時三教 第一時 

當然第一時是華嚴時嘛 

那個是從天界講到人間 

那世尊一生的法教叫作三轉法輪  

對不對 

初轉法輪 二轉法輪 三轉法輪 

初轉法輪講的是二乘 小乘教 

二轉法輪講的是方等般若 

三轉法輪講的是唯識種智 

然後呢  

那麼玄奘法師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解釋 

玄奘法師說  

第一 初轉法輪講的 

是四聖諦、十二因緣法 

這個叫作轉法輪 

為什麼呢  

因為本來有一個法輪 

本來法輪沒有轉 

當世尊開始出來說四諦 十二因緣 

這個法輪是不是就開始轉了 

所以叫作轉法輪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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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世尊出世  

這個法輪就沒人來轉 

二轉法輪則是密意說諸法本空 

叫作照法輪 

意思是說  

當我們能夠學到二轉法輪的時候會發現  

法輪本來就在轉 

不是因為世尊出來才有一個法輪在轉 

也不是因為世尊沒有出世  

法輪就不轉 

法輪本來就在轉 

所以學到二轉法輪的時候 

叫作照見法輪 

我們能夠真的看到  

哦 本來就有法輪在轉嘛 

也就是這個在二轉法輪的時候 

是密意的 

因為二轉法輪是通教  

然後是密意的 

有緣的人能夠照見此法輪 

各位有沒有照見法輪 

那麼到了三轉法輪的時候 

則是顯示了義說 

  

了義之說  

然後說什麼呢  

說三性 對不對 

圓成實性 這個依他起性  

然後呢 

說真如不空的道理 

這個時候叫持法輪 

法輪本來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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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學到三轉法輪程度的這個弟子 

他不但發現法輪  

自己本來法輪就在  

而且呢 

執持著這個法輪 

怎麼執持法輪 

哦 記不記得捻花微笑 對不對 

各位以為大迦葉手上拿的是一朵花嗎 

不是 他是在持法輪 

好 接下來  

那麼當然世尊所說的所有的法 

雖然是五時三教 

但這五時三教全部都是同一個味道 

都是牛乳的味道 

只不過隨著鮮乳  

然後把它拿去提煉 

提煉成乳酪  

乳酪呢再提煉成生酥 

生酥再提煉成熟酥  

熟酥提煉到最後就叫作最極致的醍醐味 

但醍醐是不是也是從牛奶裡面來的 

乳酪是不是也是牛奶裡面的 

從來沒有離開過牛奶 

離開牛奶也就不會有什麼乳酪 

不會有什麼醍醐了 

所以叫五時一味 

那就是一佛乘  

如來藏的味道 

那所以整體的佛法 

好 回來我們的標題 

什麼叫作整體的佛法 

可以說是三乘佛法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第三場 第 38 頁  共99頁 

更廣泛地來說 

一個人要成佛所要經歷的一切 

都是屬於成佛的資糧 

因此呢 

佛法可以說是三乘 

但是如果把他前面該完成的 

人天二乘的資糧也算進來 

佛法就叫五乘佛法 

所以在佛傳法的時候呢 

他五時三教傳法 

這是一點都沒有錯亂 

無論是我現在是傳比較難的 

或者比較簡單的 

通通都是一個牛乳的味道 

3 分宗立派的原因 

那世尊在世的時候 

就沒有所謂分宗分派的問題 

有人說 有  

老師你記不記得那個提婆達多 

是啊 提婆達多他不再奉世尊為佛 

另外成立教團 

所以代表他不是釋迦牟尼佛的法教 

但是在僧團內部也有很多麻煩事情 

各位都有聽過六群比丘 

六群比丘就是那個當佛一走了 

當佛一過世 

結果裡面的六群比丘就開心地說 

哇 好棒喔 老頭子走了 

再也沒有人管我們囉 

所以大迦葉聽到這句話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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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趕快結集經典 

世尊才剛走就這樣子 

我要不結集經典還得了 

其實不只六群比丘 

在佛經裡面還有十七群比丘 

六群比丘後來年齡逐漸老了 對不對 

不是好人變壞 是壞人會變老 

然後呢 結果呢 

又出現了十七群比丘 

那當然不是十七個比丘  

是十七群 

六群代表是年紀比較大的 

年紀比較大的老不休 

十七群的代表是比較年輕的小屁孩 

那麼他們彼此互相爭鬥 

爭鬥得有多嚴重呢 

比如說十七群比丘剛出家的時候 

他們看到六群比丘就問說 

長老啊 請問要怎麼樣修初禪、二禪 

到這個三、四禪呢 

結果這個六群比丘一看年輕人就很討厭 

就跟他講 

你現在問這個問題已經喪失了你的比丘戒 

你要還俗 

結果十七群就跑去找佛哭訴 

佛就把六群叫來罵一頓 

後來呢 

這個六群比丘處處的欺負十七群比丘 

這樣聽起來好可憐的年輕人 對不對 

被霸凌 

這十七群比丘本身也有問題 

譬如說在接受信徒大供養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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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信徒在喝酒  

然後呢 信徒就問說 

欸師父啊 我們在喝酒 你要不要喝 

比丘就說你能喝的 我當然也能喝 

來 乾杯 

結果呢 醉到倒在地上被人家抬回僧團 

當然又是被佛呵責一頓 

漸漸地呢 十七群比丘膽子越來越大 

有一次 

他們看到六群比丘其中有一個人落單 

兩邊就打架   

就活活的把六群比丘其中一個老人給打死 

打死了而且還  

等於發生了命案 

而且還坐在人家的屍體上 

耶 勝利 平常欺負我終於給你欺負回來 

蛤 你怎麼死了啊 

廢話 人家年紀那麼大一碰就死了 

所以呢 即使是佛在世的時候 

僧團裡 也是亂七八糟的事情是很多 

所以記不記得有的時候 

平實導師會說 

其實在僧團裡有很多人要幫忙佛去處理 

這些阿哩阿雜的事情 

像彌勒菩薩在世的時候 

還在僧團的時候 

也是一樣幫忙處理這些事情 

那到底怎麼樣才能夠被叫作 

佛真正的弟子呢 

顯然六群跟十七群 

這不是佛真正認為祂的弟子 

佛有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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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弟子是什麼樣的人 

四雙八輩 

也就是呢 

佛有講過 

我的僧團裡面 

你不要以為都是好人 

裡面最好的叫勝道比丘 

也就是實際上證得果位 

其次是說我知道該怎麼證 

但是我還沒有證得 

我的一切都是對的 

叫作入道比丘 

但是也不可以 

不能否認說 

在僧團裡面一樣有生活比丘 

他來作比丘只是為了每天有東西吃 

不會餓死 

更嚴重的是什麼 

污道比丘 

假裝自己是出家人 

實際上作的都是奇怪的事情 

所以呢 佛有說過 

不是我的弟子 都是我的弟子 

我真正的弟子必須是四雙八輩 

也就是證得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或者是即將證得初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加起來這八種人才算是我真正的弟子 

才是世之福田 

才是值得恭敬的人 

佛在世的時候就已經明白交代 

他是以證果來計算 

而不是以出家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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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說他穿那什麼衣服來判斷的 

所以這個是在佛世的時候  

佛在世的時候都已經講好 

好 那麼今天學術界 

特別是研究比較宗教學的 

都說佛教的東西都是從印度教裡面發育出來的 

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比如說呢 

在世尊之前的奧義書裡面就有提到 

過去生的業 今生的業 下一生的業 

簡單來說就是 一個人因為無明而造業 

有了業就得輪迴 

一個人因為智慧而能夠停止造業 

沒有業 他就不必再輪迴 

早在世尊出世前  

奧義書已經在這樣講了 

所以今天有人講說 

佛教的獨特地方就是講清楚了因果法則 

我猜他一定沒有讀過印度學 

然後呢 

一個見道的人就能夠 

就有能力漸漸地趣入涅槃 

這些是在這個奧義書裡面都已經講到 

二轉法輪的東西 

非此非彼 無我無人 無眾生 無受者 

有一個真實性 

所以呢 此世界能夠生死輪迴運轉 

如果呢 沒有這個真實性 

這個世界就沒有真實輪迴的運轉 

這也是奧義書裡面的東西 

或者說呢 

一個人 他認為這個東西叫作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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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眾生就是被這個東西害死 

用自己的意識心去認為說這件事情是什麼 

那個東西是什麼 

知見決定了一切 

這就是眾生的實況 

那你說這個東西叫瓶子 

憑什麼它叫瓶子 

是不是因為我們從小去學 

我們腦袋裡的一個觀念 

所以呢 愚癡的人他有身見 

有身見就不斷地輪迴 

如果一個修行人懂得把自己的身見 

把這個意識心的認知 

像蛇脫皮一樣把它脫掉 

那就只剩下一個莊嚴解脫身 

你說 老師 好偉大喔 

這是哪一本佛經啊 

不 這個叫自我奧義書 

喔 這樣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那一些教授都說 

佛教是印度教的一支 

來 再來看這一句話 

是真諦三藏翻譯的金七十論 

交代 汝 弟子啊 

你們不但要把法捨掉 

把非法也捨掉 

喔 讓我們想起一句話 

法尚應捨 何況非法 

實的也要捨掉 

虛的也要捨掉 

全部都捨掉 

把這個想要捨掉的念頭通通都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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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就能夠剩下清淨 獨自存 

哇 老師  

這個金七十論是誰講的 很好欸  

金七十論就是剛才講的 

數論外道的根本論 

而且呢 是由真諦三藏去翻譯 

怎麼會一個佛教法師去翻譯 

有人會說  

老師 佛教法師幹嘛去翻譯那一些 

花這麼多時間 跟錢 跟精力 

來翻譯外道的典籍 

那我告訴你 

玄奘法師還有翻譯勝論十句義 

勝論的一本根本論 

所以呢 這個大部分的教授們 

真正這個所謂學術界的那些有名的教授們 

他們就會講 

哎呀 二乘法就是這個 

吠陀經裡面發育出來的啦 

大乘龍樹所說的那個空 

就是奧義書裡面所說的 Manas 

Manas 就是幻化 末那 

然後呢 龍樹所講的東西 

都跟印度教講的一樣啦 

好 你說 老師 

欸 這些教授不懂嘛 

好 那也就算了 

比較令人傷心的是什麼 

各位知道嗎 

龍樹菩薩的論剛剛出來的時候 

即使是佛教裡面的人 都說他是外道 

來 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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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傳裡面講到 

于闐諸部 所謂道行經 

道行經就是最早的般若經 

于闐諸部呢 是學小乘的 

他們認為龍樹菩薩講的這一些 

般若經講的這一些道理 

是婆羅門書 

龍樹菩薩所講的東西呢 

在烏茶國的小乘 

說你們這一些般若經叫作什麼 

空花外道 

一切都是空嘛 

一切都是空嘛 

那一切不就像一朵空花一樣嗎 

沒有意義的海市蜃樓嗎 

就是空花外道 

好 到這個地方 

各位就可以理解了 

我們這一集裡面講到的那一位木叉鞠多  

為什麼他會直接說 

你們這些是邪論 

當時就是有很多人這樣認定 

那至於三法 

這個三轉法輪的教法呢 

如來藏啦 阿賴耶識這些教導 

有一個會持種子的 

這個持種子的本身 

就有雄偉不可思議的力量 

不用人家去動祂 

祂自己會動 

自力在下 動力居上 

那麼一切的神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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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是由這個大梵天所創造的 

到底大梵天是什麼呢 

沒有人知道 

那神明知不知道 

神明也不知道 

所以 教授就會講 

啊 你看啦 

這一些其實你們所學的三轉法輪的東西 

也只是 只是這個印度教裡的東西啊 

印度教都有講過啦 

但是各位都曉得 真的是這樣嗎 

方廣錩 大陸的老教授 

教父級的人物  

他也這樣說 

奧義書裡的東西 

跟佛教的涅槃是一模一樣的 

西方最早研究佛學的大教授之一 

舍爾巴斯基  

他直接就說 

佛教裡的大乘思想就是奧義書 

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了 

連印度人自己 師覺月 

他曾經 他是一個印度教授 

然後來中國好多年 

比較中印兩國的這個佛教 

他就告訴大家 

其實 佛陀接受的是 Upaniṣ ad 

奧義書的哲學 

佛陀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只不過祂用涅槃來取代過去的大梵兩個字 

這就是學印度教 佛教的比較宗教學的人 

共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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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仍然是如此 

但是各位大部分人都曉得 

那不對 

為什麼不對 

不必問我們  

問頻婆娑羅王 

在頻婆娑羅王時代 

這些東西都已經盛行於世 

但是當佛出世以後 

祂最早就是選擇頻婆娑羅王的摩揭陀國 

開始教化這個國家 

如果佛陀所說的東西 

跟那一些大師一樣 

頻婆娑羅王為什麼要供養佛陀 

祂到底說 佛說什麼 

佛對頻婆娑羅王一開始就講 

有一個識能夠生意根 

有了意根就有眾色法所生 

如果只就字面上來看 

這個跟印度教講的一模一樣 

但是呢 裡面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我們先看結果 

後來呢 不但頻婆娑羅王接受了佛的教法 

而且整個摩揭陀國 

大家開始通通跟著佛學法 

所以在《普曜經》裡面說到 

摩揭陀國當時是最強的國家 

最有錢的國家 

每天唱歌跳舞 

後來呢 自從佛入了這個國家開始教化 

晚上不唱歌跳舞了 

大家都回去誦持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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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回去學習佛法 

好 為什麼  

摩揭陀國的國民跟國王  

聽到佛所說法之後 

放下了這些娛樂 

開始去學法 

各位認為差在什麼地方 

佛所說的法跟那些印度教大師說的法 

差別在哪裡 

是表面上 字面上的不同嗎 

差別在哪裡 

兩個字 實證 

印度教的大師跟我講一大堆屁話 

結果他自己都證不了 

就像剛才所說的那個阿羅邏伽藍一樣 

可是呢 當佛陀一來這邊 

祂說的道理很簡單 

卻是一步一步可以實證 

遇到了真正能實證的佛陀 

那我當然要跟祂學 

值得放棄我的唱歌跳舞 

跟著祂學一輩子 

對不對 

就差在這裡 

那 如果看字面 很難理解 

好 接下來呢  

那佛在世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分宗分派 

來看看佛才剛剛走 

走了以後 

記不記得 

才開始作經典的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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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集的梵文叫作 saṃ gī ti 

saṃ gī ti 是什麼意思呢 

就叫作合誦 

就大家僧伽集合在一起 

一起來把我們曾經聽過的經誦一遍 

那為什麼要講僧伽呢 

什麼叫僧伽 

佛弟子叫作 jinaputrā ḥ  

佛弟子有四眾 

有四種佛弟子 

哪四種 

比丘 比丘尼 優婆塞 優婆夷 

這個叫四眾 對不對 

四眾他們所謂的團體就叫作 saṃ gha 

僧伽 

所以在印度的時候呢 

乃至於在經典裡面都有講到 

四眾各有各的僧伽 

不可以混淆 

比如說出家人在誦他的這個出家戒 

在家人可不可以跑去偷聽 

不可以 

因為那是  

你不是那個團體 

你不可以聽 

那如果在家人在那邊唱歌跳舞 

出家人可不可以加入 

可不可以去喝酒 

不行 你不是那個團體 

你不可以去行那個團體的法 

所以呢 saṃ gha 是指這四眾的團體 

結果 在北魏的時候傳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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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的四眾的 saṃ gha 

現在你如果去看 

四眾 saṃ gha 變成什麼 

到了中國變成比丘 比丘尼 沙彌 沙彌尼 

把在家眾的僧伽給切掉 

彷彿在家眾是沒有團體的 

這是北魏時候刻意作的事情 

但是有一個大問題喔 

請問沙彌有資格獨立安住成立團體嗎 

不行 戒律裡面規定 

沙彌是不是要依比丘住 

沙彌尼是不是要依比丘尼住 

他是沒有資格成立獨立團體的 

所以一開始在中國的時候 

就把它給壞掉了 

好 所以我們來看結集的意思喔 

叫 saṃ gī ti 僧伽集合 

來大家 集結的事情 

各位也都知道 

不用我講太多 

在佛一過世  

六群比丘就說 

老頭子走囉 好棒喔 

所以大迦葉說 

這樣不行 我要結集 

於是呢 就把大家叫來結集 

所以在七葉窟內來結集 

那結集要花錢啦 

所以說要阿闍世王來出錢 

然後呢 叫五百結集 

五百阿羅漢進來結集 

其他人不准進來 門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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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叫窟內結集 

但是呢 記不記得這個窟內結集 

結集出什麼經 

四部阿含經 

經 律 論都有 

這是聲聞僧伽的結集 

我們是聲聞僧伽結集我們的《阿含經》 

天經地義 

所以呢 這個時候在七葉窟外 

就有人說 不對啊 

明明佛說的經不只這一些啊 

你們怎麼只結集你們僧伽 

怎麼只結集解脫道的四部經典 

所以呢 要求吾等意欲結集 

然後由誰 婆師婆來帶領 

婆師婆是五比丘之一 

然後由萬人來結集 

萬人就代表不只在家人 

還包括 

不只出家人 

還有在家人 

然後呢 所有佛的弟子來結集 

結集出來的就已經是 

除了經律論之外 

還有這個雜集 禁呪 五藏 

那在西域記裡面也是這樣在講 

但實際上當時的紀錄非常地多 

因為呢 

請澄清一個觀念 

目前我們所能夠看到的佛經 

最早最早也都是在佛滅後五百年 

公元以前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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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當時我們後面會講到 

不同的部派傳自己的經典 

各有各的經典 

所以不同部派對於結集的說法就各異 

所以後面我有列出他的  

這個哪一本經在講 怎麼講 

所以呢 聲聞的僧伽結集他的四部阿含 

菩薩 那菩薩不滿意 菩薩去結集 

但你不能聲聞僧伽結集了這個解脫道 

沒有不對 

欸 可是呢 記不記得 

富樓那他是在西方最遠的僧團 

當他回來以後 結集已經結束了 

他一看到  

怎麼我們的結集只結集出四部阿含 

於是他就找大迦葉去算帳 

說我要求重新結集 

有兩種說法 

一種是大迦葉跟他說 

已經結集完了  

這一件事就不要再講了 

另外一種說法是  

他真的有再重新結集 

還是由同一個阿難再去結集 

那也有人說 

不對 不是在王舍城結集的 

是在 Kushinagar (拘尸那迦) 

也就是佛所滅度的那個地方就在結集 

然後是由大迦葉 阿那律 迦旃延 

共同結集 

然後呢 那麼主要也是 

結集出這個四部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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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 有特別講到 

當時這個有國王出錢 

由拘尸那迦國的國王出錢 

然後用這個很好的白帛 

白色的細布 

然後把這個經寫上去 

好那麼 至於菩薩有自己的傳說 

文殊菩薩教導我們 

《大智度論》裡面講到 

菩薩的結集叫鐵圍山結集 

帶頭的人是文殊菩薩 彌勒菩薩 

一樣把阿難帶過去 

在什麼地方結集呢 

不在人間結集 

用神通飛到鐵圍山結集 

還有呢 有的說法是什麼 

八藏結集什麼 

各有各的說法 

很亂 非常地亂 

好那麼 到了佛滅後兩百年 

那就是二次結集 

也就是 Vaiṣ ā lī  

毘舍離結集 

那這一次的結集大家都知道 

主要是結集 

只有在律典上它作討論 

並沒有什麼經律論全面 

但是在南傳的經典裡面卻寫到 

二次結集的時候 

東方比丘有一萬人大結集 

一萬人 

東方比丘有一萬人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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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的結集 

所以呢 即使到二次結集的時候 

不同的經典仍然各說各話 

到了佛滅後大概三百年才開始 

那就是阿育王開始結集的時候 

這才比較統一 才有統一的說法 

而且結集裡面的說法又有各自不一喔 

比如說一般的結集講到二次結集的時候 

講到大天這個人 

說到大天五事 是破壞佛法 

大天不是阿羅漢 假稱自己是阿羅漢 

大家把他罵得跟臭頭一樣 

欸 窺基法師的書裡面卻說 

你們都錯了 

大天是好人 大天是阿羅漢 

大家故意汙衊他 

所以才創造了大天五事來誣賴他 

哇賽 那我們到底要聽誰的 

這本經 這本講  

窺基 基大師是何等人也 

所以 

那 也就是 

那接下來 

那整體佛法是怎麼變成分宗分派 

從結集的時候 

我們結集的時候還沒有很嚴重 

只是說聲聞人結集聲聞的 

菩薩結集菩薩的 

什麼時候才開始嚴重 

我們大致上把佛的時代切一下 

佛世的時候  

就以公元前 531 到 486 來算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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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實際上不一定 

因為這邊 

這個沒有確切的證據 

當佛走了以後 

大迦葉跟阿難接任摩揭陀國僧團的領導人 

記不記得 

好 請問 

大迦葉有沒有權力去管別的地方的僧團 

例如說 他有沒有權力去管富樓那的僧團 

沒有 

佛在世的時候已經交代 

你們各自出去弘法 

各自成立的僧團 

彼此並沒有互相隸屬的關係 

好 那麼 

然後呢 所以在佛走了不久之後 

《阿含經》裡面有講到 

有一位摩揭陀王舍城的大臣叫雨勢大臣 

大概就相當於首都的  

首都的市長差不多 

他曾經去問過阿難 

自從佛走了之後 

你們還有沒有像佛一樣尊貴的人 

可以領導大家呢 

阿難說 沒有 

那有沒有佛指定什麼人來領導大家呢 

也沒有 

那或者說有哪一個人你們大家 

願意跟著他學  

請他來帶領你們呢 

還是沒有 

於是呢 雨勢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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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 那我知道了 

自從佛走了之後 

你們就散掉了  

沒有人能率領你們了 

阿難說 不 我們有領導人 

雨勢問說 

你們的領導人在哪裡 

我們的領導人就是阿羅漢 

誰能夠成就四雙八輩 

誰就是我們的領導人 

我們就聽他的  

我們就跟他學 

記不記得佛走之前有交代 

從此以後 依法 不依人 

這樣能夠連貫在一起了嗎 

以實證為主 

那可能有人還想不通 

老師 那你所說的這個四雙八輩 

只是二乘人的成就啊 

那大乘人的成就呢 

來如果把二乘法撥開  

把解脫道撥開 

有沒有可以獨立存在的大乘法 

大乘法修不修二乘法 

修不修解脫道 

當然修 

正覺就是最好的例子 對不對 

解脫道是大乘道的基礎 

所有在大乘道上有成就證果的人 

他必定已經完成了解脫道上對應的 

比如說大乘的見道之前 

他已經是二乘須陀洹斷我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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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初地之前 

他是不是已經完成了阿羅漢的實證 

對不對 

所以呢 那尤其是在僧團裡面 

因此用四雙八輩 

用證量來作為判斷 

這本來就是佛交代的事情 

好 那麼 

但是呢 即使如此 

在阿難時代佛法已經嚴重劇烈地敗壞 

有多快 

記不記得  

阿難為什麼決定要入涅槃 

有一次他年紀大了 

然後聽到下面的小沙彌在那裡背經典 

說如果人活一百歲啊  

沒有見到水白鶴 

不如活一天能夠見到水白鶴 

阿難一聽 

不對啦 不是水白鶴啦  

是解脫法 生滅法 

於是就糾正他 

結果這個小沙彌搞不清楚 

就回去問自己的老師 

自己的老師告訴他 

阿難老糊塗啦  

你不要相信他 

所以阿難知道這件事  

就決定要入涅槃了 

這個其實就是代表 

在短短的不到一百年當中 

整個僧團迅速地敗壞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第三場 第 58 頁  共99頁 

敗壞的意思是說 

那一些原來證果的人走了  

不回來了 

然後呢 下面就沒有再接的人了 

那有人說 

老師 我們可以把經典拿出來看啊 

你剛剛不是說 

當初有這個結集《阿含經》的時候 

有這個白布嗎 

即使身為摩揭陀國領導人的阿難跟迦葉 

他們也沒有辦法說 

把經典拿出來看一看 

沒有 

所謂結集的經典  

從結集那個時候 

我們再也沒有看到任何紀錄 

也沒有看到任何人說看過這一部經 

從來沒有 

也許被深深地埋在王宮裡面  

毀於戰火吧 

不知道 

反正印度的習慣就如同我們剛剛所說的 

是師父誦 弟子背 

好 接下來 

那麼 然後呢 

在這個漢朝翻譯出的《分別功德論》 

就已經說到 

本來呢 《增一阿含》部頭非常的大 

可是呢 在阿難之後  

阿難般涅槃  

阿難的下一任的摩揭陀的比丘叫優多羅 

優多羅也般涅槃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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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時候呢 

其實阿難的時候就有一個現象 

諸比丘各自學習坐禪  

不再去誦習 

也就是不學習智慧  

不學習經典 

大家都努力地坐禪 

因為坐禪快樂嘛  

有境界嘛 

坐禪會受到人家的尊重 

他們嘴巴還說 

佛有身語意三業  

其中坐禪第一 

所以我們就要努力坐禪 

不需要再讀經典了 

所以呢 等到阿難走了以後 

優多羅也走了之後 

本來這個《增一阿含》有一百篇 

有一百回 

結果呢 喪失九十回 

現在只剩其中的十個部分 

只剩十分之一 

而且講到外國師徒  

也就是印度的師徒相傳都是口授相付 

不聽載文 

也就是說 

就像剛剛所說的 

印度的習慣是不把它寫成具體文字 

因為具體文字翻出來還是聲音 

他們也不重視 

印度人有多麼地不重視文字  

各位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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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各位猜 

中國人早在漢朝的時候就開始發明印刷術 

給各位猜猜 

印度的印刷術是什麼時候開始 

到了十五世紀  

印度才有印刷術 

所以呢 所有在十五世紀之前的佛教經典 

全部是手抄本 手抄本 

好 接下來 

那不信的話我們再來看一個例子 

大家都會背禪宗二十八祖 

佛陀傳大迦葉 大迦葉傳阿難 

阿難傳末田地 或者說商那和修 

然後這兩個人有時候會顛倒一下 

最後傳給優波鞠多 

好 各位知道嗎 

阿難是摩揭陀國教團的領導人 

摩揭陀國教團領導人在今天的巴特那 

現在箭號指的地方 

是印度的東邊 

可是阿難的下一任叫作末田地 

末田地在哪裡 

後面的三任 

末田地 商那和修 優波鞠多 

他們的弘法地點全部在這邊 

罽賓國 Taxila(呾叉尸羅) 

一個在印度的東邊 

一個在印度的西邊 

所以在經典裡面它有講到 

當阿難要入滅之前 

他先要把法傳給下一任 

他怎麼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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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飛出去傳  

用神通出去傳 

那麼 其實這個所謂的二十八祖的故事 

也告訴我們 

阿難之後  

整個法 或者說大乘佛法 

就從印度的東邊往西邊  

移動到 Taxila 罽賓國 

也就是現在的喀什米爾 

然後呢 再從喀什米爾到中亞 

再從中亞進入中國 

我們可以說是佛法的敗壞 

也可以說是這是佛法不得不出現的流傳 

後面這三位全部都是在喀什米爾人 

優婆鞠多就是阿育王的國師之一 

所以這三個人並不是真的很緊密的 

這樣一任傳一任啦 

因為這前後跨度三百年啊 

好 那麼跨度兩百多年 

接下來 所以 好我們可以先作第一個結論了 

到底為什麼佛法會從原本的整體佛法 

變成分宗分派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 

沒有人能按照佛所說的 

實證四雙八輩 

或者說 太少太少了 

所以呢 就只好分宗分派 

我懂的跟你懂的不一樣 

你懂的跟他懂的又不一樣 

各自都認為自己是對的 

但是佛有交代 

一個實證四雙八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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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把這些東西貫穿起來 

如同佛自己一樣 

如果沒有這樣貫穿的人呢 

那就 

好接下來 

那麼 然後呢 

阿育王 

那麼再一個原因則是印度的語言很亂 

它跟中國完全不一樣 

直到 2001 年  

全印度有 1396 種的母語 

母語就是媽媽教我們的話 

那代表印度人常常要用不同的話囉 

對 印度能使用 29種語言的人超過一百萬 

能夠用 121 種語言的人超過一萬 

好 再換一個角度來看 

大家現在常常用的 google 翻譯 對不對 

Google 翻譯呢 

中文是不是就只有一個  

中文轉英文 中文轉什麼文 

可是各位曉得印度文嗎 

Google 裡面翻譯的功能 

2017年印度文有九種 

上個月 2022 年 5 月 11 號再增加十種 

目前有 19 種的印度文 

這就是印度跟中國根本上  

這個語言很大的差異 

那我們關心的是  

那佛自己弘法用什麼話 

十個人裡面大概七八個都會說 

開玩笑 佛陀當然是用梵語 

梵語在弘法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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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 佛在四分律 五分律裡面 

佛都有交代 

有弟子跟佛說 

佛啊 那個你現在 

這個眾比丘 

大家各自用各自的聲音在弘法 

很亂 那所以呢 

我們是學婆羅門語的 

我們是學高貴的梵語 

我們就用梵語來幫你 

把佛經翻譯成高貴的這個語言 

好不好 

佛就罵他什麼 

汝愚癡人也 

你這樣子作是毀壞我的佛法 

原因我們也剛剛說過了 

因為梵語是婆羅門的專利 

如果你用梵語  

那就是毀壞我的佛法 

所以不許你用梵語弘法 

那不許用梵語弘法  

用什麼法(語) 

要用各國的俗語 

那麼接下來 

同樣的在五分律裡面有講到 

佛說 你要用各國的俗語來誦讀 

可是有一個先決條件 

你不得違背我的意思 

在不違背我原來的意思下 

你要用各國的語言來弘法 

好 怎麼樣  

什麼樣的人才是知道佛陀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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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者 對不對 

如果你是阿羅漢 

那當然你就知道佛陀在解脫道上的意思 

如果你是初果人 

你就會知道整個佛道不會太錯誤 

等等等等 

好 那麼對中國而言呢 更嚴重 

那剛才說到梵語是這個婆羅門的專利 

然後呢 可是大概從公元前二世紀開始 

因為整個印度逐漸地學梵語 

當時呢 馬鳴菩薩有說 

社會上國王跟大臣講梵語 

一般的老百姓講各地的俗語 

我們台灣大概民國 38 年 40 年也是 

對不對 

高等人講北京話  

普通人講台語 

對不對 

這是一樣的道理啦 

然後呢 

可是漸漸地 漸漸地 

是不是大家通通講普通話 

已經沒有高不高等的問題了 

因為書同文 話要同語 

印度也是 

從公元前二世紀開始  

梵語復興活動 

各個層面都  

梵語變成唯一標準的話 

那馬鳴菩薩也講到了這一點 

所以呢 佛的  

這個佛教的僧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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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足足花了好幾百年的時間 

把原來各地的俗語轉變成為純梵語 

梵語很難學 非常難學 

要足足學上三年到五年才能有所小成 

很困難 

所以呢 這個時候就大概足足兩三百年時間 

有所謂的佛教混合梵語 

也就是看起來像梵語  

實際上是俗語 

整個字彙是混在一起的 

它有一本大字典 

專門就是佛教混合梵語的大字典 

那麼 方言跟梵語的混合體 

各位也能體會嘛 

我們常常會聽到台灣國語 對不對 

這個就是所謂的混合體的意思 

那在中國呢 

因為中國的佛法呢 

不是從印度直接傳過來的 

中國的佛法是 

我們看中國一開始翻譯的時候 

在早期翻譯的時候 

有人去統計過 

有印度人 有漢人  

有安息人 也就是伊朗人 

有大月支人 也就是西北印度人 

有龜茲人 有康居人 

就是那個撒馬爾罕那個地方 

那個叫什麼國家的 

有罽賓人 有吐火羅人 

還有一位佛陀羅剎人 

各自以他們國家的佛經來翻譯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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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呢 亂得不得了 

當時還有記載 

如果你要翻譯  

你必須要解 36 國語 

因為整個西域就是這 36國語啊 

你要能夠通達  

那你要會各國文字 

雖然各國彼此的差異是有相當大 

表面上看起來 

我們一開始就接受了很多的佛經 

但各自說的各自亂七八糟 

再加上 當時很多人來中國的時候 

譬如說四分律 

四分律傳來的時候純粹是口傳  

沒有文字 

這個 佛陀耶舍  

他用口傳的方式 

也就是他背  

祂從小就背  

把它唸出來 

然後鳩摩羅什幫忙翻譯 

旁邊呢 

國家國王的弟弟姚爽在旁邊 

看到嚇了一大跳 

怎麼可能有人能背出這麼多東西 

就是有 

那其他還有像那個《增壹阿含經》 

也是全部都是背出來的 

像《十誦律》 

鳩摩羅什翻譯的另外一本律更好笑 

他翻譯的時候 

一開始是一個老法師來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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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結果翻翻翻 

這個弗洛多羅 

結果翻譯其中十品裡面翻譯兩品 

結果他死掉了 

太老了 

死掉以後只好整個停下來 

停下來之後 

就等到下一個人才能夠繼續翻譯 

所以早期的時候 

中國很多佛經是這樣的情況 

那麼就會造成什麼呢 

語言的大錯亂 

錯亂本來在印度就已經是各地的俗語 

然後傳到中國的時候 

又轉成中亞新疆小國之語 

傳到最後全部變成中文佛法 

好 結果造成了什麼現象呢 

所以玄奘法師 

他還有一個很重要、很辛苦的工作是 

在他活著的時候 

他就告訴人家 

哪些經典是對的 

哪些經典是不對的 

哪些經典不許再唸 

鳩摩羅什的好 繼續用 

結果沒想到跟玄奘同時的 

同樣出名的另外一個叫法冲法師 

講《楞伽經》出名的喔 

他竟然跟玄奘說 

你自己是按照舊的律出家 

現在你卻說是不許 

這個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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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還俗 

你還俗以後再來跟我講 

對一個出家人來講 

叫人家還俗 

這是大概最嚴重的一種侮辱了 

或者即使像是玄奘法師自己的高徒 

直接列在他的翻譯群裡面的 

一個靈潤法師 

他是幫玄奘法師作證義 

證明兩邊的義理 

這一定是要自己相當有修行的人才能證 

沒想到在玄奘死了之後 

靈潤提出十四門義 

證明玄奘所翻譯的 

新的這一些瑜伽論是錯誤的 

舊的才是對的 

那靈潤主張什麼呢 

他說 玄奘法師 他(靈潤)主張說一悟即到初地 

悟的人就是初地菩薩 

你不可能說我還沒有到初地就已經開悟 

沒有這樣的事情 

然後 實際上也就代表說 

分宗分派即使是在玄奘的時候 

他自己的高徒也是一樣 

亂得不得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這個疑惑直到現在 

這個就要講到 

不但是大乘門派 

大乘、小乘 

大乘各個宗派 

就算是在唯識學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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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也在分宗分派 

為什麼 

因為護法跟戒賢他們是叫作唯識今學 

安慧跟德慧被叫作唯識古學 

表面上他們講的都是唯識 

但實際上安慧跟戒賢所主張的東西 

是完全不一樣的 

為什麼呢 

是他們代表了不同地方 

實際上代表的是什麼呢 

簡單來說 

護法、玄奘法師這一派主張 

人有八個識 轉識成智 

阿賴耶識轉識成為最後的大圓鏡智 

但安慧主張不對 

要一切都要滅掉 

阿賴耶識要滅掉 

滅掉以後就可以出現一個第九識菴摩羅識 

為什麼即使在唯識的門牆裡面 

彼此也在分宗分派 

原因何在 

還是我們今天講的一貫的原則啊 

你有沒有實證 

你沒有實證 

你怎麼能說要滅阿賴耶識 

你都不知道什麼是阿賴耶識 

你滅什麼東西 

就差在這個地方 

就差在這個地方 

所以整體佛法跟分宗分派 

其實它的根本的原因是在於 

你到底有沒有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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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實證 

根據自己的想法就會胡說八道 

像這個真諦三藏就是 

他主張要有第九識 

其實不是他主張 

而是他跟著安慧學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所以他的《決定藏論》 

他所翻譯的《瑜伽師地論》裡面 

就講到說要有第九識 

但我們現在如果去比對梵文本子 

或者是藏文本子 

都沒有講到菴摩羅識這種東西 

根本沒有這個名詞在 

好 那麼所以 

我們最後把今天講的東西作一個結論 

在佛世的時候就是一佛乘 

佛所說的東西不會自相矛盾 

但在不同的時期說這個五時三教 

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麼佛所在乎的弟子叫四雙八輩 

只要有證果的人 

都可以說是出家僧 

都是勝義僧 

即使穿白衣也說你是黑衣 

即使你穿黑衣但是你沒有證得 

你只能夠是這個打外圍的 

那麼佛在世的時候 

出家有出家的團體 

在家有在家的團體 

大家學習的是整體的佛法 

那主要還是出家人 

有聲聞相但是修學解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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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修學大乘道 

因為他們是有出家相所以叫上座 

迴小向大同時學大乘法 

所以玄奘法師把這些人稱為大乘上座部 

在《西域記》裡面 

有五個地方提到大乘上座部 

這也是學術界今天的謎 

他們沒有人講得清楚 

到底玄奘法師所說的大乘上座部是什麼 

既然是上座又怎麼會是大乘 

既然是大乘怎麼會是上座 

其實這是玄奘法師心中的理想 

到後來主要是由於證果的人逐漸凋零 

於是就越來越錯亂 

不同見也不同行 

那麼已經違背了世尊所交代的 

要依法不依人 

然後所以呢 

那麼世尊交代的是不依止表相 

而要依止實證三乘菩提的勝義僧團 

如果是以這個原理 

所立的僧團它從未分裂 

因為立的是四雙八輩實證 

任何人在佛法裡面所證的四雙八輩 

都是一樣的 

不管今天你穿什麼衣服 

不管今天你的皮膚是什麼顏色 

可是如果不是以這個為前提的話 

那就是各自以各自認定對的東西開始分裂 

那麼其中特別是 

在家相的菩薩僧團非常的少 

因為人本來就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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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寫過 龍樹菩薩寫過 

龍樹菩薩有講 

當他想學大乘法的時候他好辛苦 

他跑遍了整個印度 

因為要去各地尋找那些大乘菩薩 

大乘菩薩不像出家僧團很龐大 

都是少少、少少的 

所以他找遍了整個印度 

最後甚至找到龍宮裡面去 

才能夠把完整的大乘佛法學起來 

所以玄奘法師他畢生努力的目標 

其實就是要破除分宗分派 

他要回到佛在世的時候 

佛的內心想要的 文佛本懷 

要重振整體的佛法 

好 今天時間關係 

就先為各位介紹到這一邊 

謝謝大家 

(主持人) 

非常謝謝余老師精闢的解說 

讓我們對於佛法有更正確的瞭解 

讓我們再給老師熱烈的掌聲好嗎 

現場的朋友們 

請問有看過第二集影片的人請舉手 

喔 很多人喔 

大家都是有備而來的喔 

所以大家都知道 

玄奘大師不為自己 

心心念念都是為了利益大眾 

玄奘大師的心量 

在後面五集的《玄奘文化千年路》 

會一一為我們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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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可以上 YouTube 觀賞 

接下來 

我們請工作人員作一下現場的佈置 

我們現在要來跟三位老師 

我們即將要進行的是座談會 

我們先跟三位老師拍一張大合照 

謝謝大家 

也謝謝我們攝影人員 

接下來我想請大家用兩分鐘的時間 

幫我們填寫一下意見回饋單 

就在我們的牛皮紙袋裡面 

有一張意見回饋單 

您的寶貴意見是我們進步的動力 

請您寫在回饋單虛線的下方 

然後撕下來交給我們場邊的人員 

每一場活動最辛苦的 

就是我們幕後的工作人員 

我們用熱烈的掌聲來謝謝所有的工作人員 

接著我們要進行的是 30分鐘的座談 

4 三乘法的差異 

這個階段有三位老師 

三位老師都是正覺教育基金會 

非常資深也非常優秀的講師 

第一位我們邀請的是主講人 

台大碩士余書偉老師 

請老師上台 

第二位是座談的講師 

鴻林堂生物科技研發長郭俊賢博士 

第三位是與談人 

高苑科大電機系副教授王俊超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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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三位老師 

老師請坐 

我們再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三位老師 

那我們就將主持棒交給王俊超老師 

謝謝老師 

(王俊超老師)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謝大家來參與此次 

我們《玄奘文化千年路》 

這個第三場的一個座談 

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在這剩下大概 45 分鐘之間的時間 

我們也希望藉由剛才我們看到的影片 

以及我們余老師這個精闢的剖析以及分析 

這樣的整個 

這個文化 

佛法文化的過程介紹 

我們希望用幾個問題來提問 

希望藉由這樣相關 

或者是類推的問題 

來幫忙為各位觀眾或者朋友們 

對這樣的一個文化的一些背景 

尤其是佛法文化背景來作一個解答 

目前我們就 

開始進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既然我們釋迦世尊講的是整體的佛法 

為什麼世尊 

是依什麼樣的原因 

要把佛法分為所謂的二乘法及大乘法 

什麼叫作二乘法 

什麼又是大乘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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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者之間有什麼樣的差異 

我們在此先提出這樣的第一個問題 

我們請兩位老師可以答覆這樣的問題 

我們先請余老師來 

(余書偉老師) 

我們都知道 

佛法浩瀚 又深又廣 

釋迦牟尼本人用了三大阿僧祇劫 

才完成了祂全部的佛菩提道 

所以在佛菩提道的路上 

剛才說到 

它可以廣分為五乘 

或者就解脫來講可以分為三乘 

它都是需要長時間 

無量的福德、智慧、功德的累積 

在這個修道的過程當中由簡而繁 

我們把前面的二乘 

叫作這個解脫道 

其實用小乘這一個字 

現在有些人其實覺得不好的 

因為本來小乘叫作 Hinayā nā  

它並沒有小這個字 

是到了中國以後 

站在大乘的人說 

我們很大 你們很小 

所以它一開始是一個貶抑詞 

這不得不承認 

的確是如此 

那剛才我們講到 

其實三乘佛法它是整體的 

是一貫的 

並沒有說你是學小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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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學大乘的 

我不學你們小乘的 

沒有這回事 

玄奘法師以他自己的經驗告訴我們 

三乘就是整體的 

只不過說在前面的解脫道 

它是後面大乘道 佛菩提道的基礎 

如果前面的基礎沒有完成 

後面也必將唐捐其功 

所以依照前後不同的屬性 

把它分成所謂的一般人所謂的小乘與大乘 

現在我們叫作解脫道與佛菩提道 

在解脫道的時候 

它所要修的主要是人我空 

也就是從個人心的角度 

從五蘊的角度 

來看諸法的真實的相貌 

完成了二乘須陀洹 

也就是初果的實證之後 

那麼這一位修行人 

如果他有意求取更上的證悟 

他就有能力去追求大乘的見道 

所以不管是人我空或法我空 

人我空是法我空的基礎 

而二乘或者是大乘 

它都是必須要以二乘的初果須陀洹為基礎 

否則他就會唐捐其功 

(郭俊賢老師) 

大乘跟二乘 

在操作面上是真的有所不同的 

這牽涉到它們的內涵 

有深淺廣狹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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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法要學 要學多久 

哦 要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這麼久欸 

所以他所學到的內容 

他所要開展的是不是又深又廣 

好 相對的 

那麼所謂的二乘法呢 

解脫道的部分呢 

當然就是因為世尊在當時 

因應了眾生的需求 

那個時候的人們 

是不是覺得 

這個真的是有苦有無常 

所以想要能夠得到解脫 

在這個前提之下 

自然能夠 能夠什麼 

先讓自己能夠脫離那個苦 

才是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但是整個佛法又是一個整體啊 

怎麼辦 

如果我們是世尊 我們是佛陀 

要怎麼把這麼一個豐富完整的佛法 

卻要分切割開來 來教導 

卻又不失為一個整體呢 

那就是世尊的方便善巧了 

所以我舉一個譬喻來說明 

為什麼大乘跟二乘會有這樣的關聯 

我們大家都有學過算術嘛 

加滅乘除這是四則運算 

我們叫作數學 好囉 

可是如果 

當你要開始教一個小朋友算術的時候 

要讓他瞭解數學最基本的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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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減乘除的概念的時候 

會從什麼開始教 

加減 對不對 

譬如說一個蘋果 

好 放在這裡 

再另外一個蘋果合在一起 

有幾個啊 兩個 

學會「加」了 

然後這兩個蘋果把一個拿開之後 

那剩下幾個 一個 

好 所以一開始把加跟減就可以 

可以瞭解 

有加法跟減法的概念 

有數字的概念 

然後呢 小朋友學了 

欸 我會數學了 我自己會數字了 

會加跟減的概念了 

然後這樣子後續 

當這個小朋友有可以上手 

有信心了之後 

就像是當時的二乘人學法之後 

知道真的可以解脫了之後 

再進一步教他第二階段是什麼 

「加減」接下來是什麼 「乘除」 

因為當我們知道一加一等於二 

兩個蘋果的時候 

那麼就可以瞭解 

兩個蘋果有兩堆是幾個 

四個 二乘以二等於四 

然後呢 相反的 

把兩堆蘋果放剩下一半 

剩幾個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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欸 除法的概念就出來了哦 

然後整個你加減乘除都會了之後 

是不是越來越有信心 

而且接下來把這個加減乘除 

開展到極致 

是不是接下來在日常生活上怎麼算術 

在天文地理上 

在什麼任何一個學問上 

你都可以把加減乘除派上用場了 

所以這整個看起來 

哦 原來是一個次序次第性的 

把四則運算都囊括在內了 

那麼可以說 

哦 因為加減乘除 

乘除比較厲害 

所以乘除就是最厲害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佛法 

我們的數學四則運算 

就只有乘除嗎 不行 

因為都要從哪裡開始 加減 

所以加減乘除合在一起來 

就像是我們說大乘法一樣 

需要涵蓋這個加減乘除這四個層次 

但是要不要從加減開始 要 

就從我們的二乘開始 

這樣才能夠讓自己 

讓學的人真的有所受用之後 

也能夠漸漸地深廣 

未來可以開展大乘法無窮無盡的妙法 

無窮無盡的運用的 

這樣的一個大乘法 

才能夠真的開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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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超老師) 

我們感謝兩位老師的答覆 

那在此我們就作一個小結論 

那也就是因為 

釋迦世尊因學佛人的根性不同 

那就是小根性的人 

他畏懼生死輪迴的話 

那就授與二乘法為主 

但是對於大根性的菩薩們 

就知道他們不畏懼生死輪迴 

所以 以三大無量數劫 

所能成就的成佛之道 

而授與大乘法 

那這樣子的話 

小乘法其實是大乘法的基礎而已 

所以十方諸佛所說就是唯一佛乘 

那唯一佛乘就是所謂的大乘 

所以大乘才是究極的 

究竟的成佛之道 

5 真正的佛法從未演化 

那接下來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從我們先前的影片當中 

以及我們余老師精闢分析的過程 

可以看到 

那在佛教的歷史當中 

一直都有研究佛學的學者強調 

說佛法是一直在演化的 

那這樣第二個問題就是 

釋迦世尊所說的法既然是整體的佛法 

那為什麼佛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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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聲聞法 

會分成十八個部派 

那這樣子大乘法卻沒有分部派 

那這樣子算是研究佛學學者所說的 

那這個過程是屬於佛法一直在演化嗎 

那這邊呢 

我們就想請 

請教兩位老師來作這方面的答覆 

(余書偉老師) 

如果說就表相上來講 

二乘佛法分十八部派 

大乘佛法不要講別的 

今天在台灣 

各位把第四台打開 

大乘佛法分多少部 

我們是念佛宗的 

我們是參禪宗的 

乃至於呢 

我們是環保宗的 對不對 

所謂大乘佛法沒有分部 

或者說佛法不分部 

意思是說 

就它的核心而言 

剛才我們說到 

佛所傳授的就是佛菩提道 

教導大家怎麼樣從一個凡夫 

像佛自己一般 

能夠從凡夫 

然後呢完成解脫 

然後完成圓滿的佛果 

那剛才郭老師講到數學 

讓我想起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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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達哥拉斯 

欸 有人聽說 

欸 老師 這個名字我聽過欸 

記不記得初中的時候學的那個畢氏定理 

哎呀 當時把大家都搞死了 對不對 

畢達哥拉斯他曾經說過一句話 

一切皆數 數下為零 

意思是說 

一切數字的背後都有一個數字 

叫作零 

什麼意思 

各位隨便說一個數字 五百 

你為什麼把它叫五百 

因為它是一份一份加起來有五百份 

它相對於什麼 

相對於零而言是不是它有一份一份 

可以加到五百 

再說一個數字 

負五 你為什麼叫它作負五 

因為它相對零而言 

一分一分減下去 

是不是減了五次叫作負五 

所以呢當每一個數字出現的時候 

它的背後是不是都是零 

有人說 老師 我們今天講佛法 

你跟我講零 

講數學幹什麼 

各位曉得嗎 

印度人被叫作全世界最厲害的數學民族 

在印度文裡面 

大乘佛法 

或者說佛法的核心叫作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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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空 

有人說般若 

有人說如來藏 

各位曉得空這個字 

在印度文裡呢 

空就是零 

因為一切的法要能存在 

背後是不是都要有零  

對不對 一切的數字存在 

當我們隨便說一個數字存在的時候 

是不是背後已經有零 

如果沒有零這個觀念 

則一切數字是不是都不存在 

有人說零是最沒有用一個數字啦 

因為零是什麼都沒有 

可是如果沒有零 

是不是什麼數字都不能存在 

在阿拉伯數字裡面 

其實是印度數字裡面 

零這個字本來是打一點 

後來轉到阿拉伯以後 

他們才畫一個小圈圈變成零 

那代表的意思是說什麼 

空不是什麼都沒有 

很悲哀的是 

當我們把空 

或者說般若這個字轉成中文以後 

我們把它理解成為什麼都沒有 

但是這樣的錯誤 

在原來的印度人的世界是不會發生的 

應該說空等於一切什麼 

一切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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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切都有到底空是一個什麼樣的數字 

空叫作空其一切 

也就是什麼數字 

不管你想到的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全部拿掉那就是零 

那是一切數字 

跟一切數字同時必然存在的那個根源 

所以叫作空 

叫作般若 

叫作如來之藏 

只有如來才能夠明白此藏為什麼 

那在印度文裡面呢 

沒有無這個字 

跟空不一樣 它有另外一個字 

或者呢虛空 虛無又有另外一個字 

所以呢整個佛法的核心 

如果說有佛法的核心 

有了零則無論你數字怎麼變 

外表看起來有什麼不同 

它都是同一個零 

可是如果你把這個零推翻了 

你再去說任何數字 

攏是了然(台語)啦 

(郭俊賢老師) 

很有啟發性 

那關於這一個問題 

應該是佛法有沒有演化這件事情 

答案是很肯定的 

沒有演化 為什麼 

因為根本不需要演化 

佛陀當時在說法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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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跟上一次的這個都有提到 

五時三教 

在第一時間 

就已經頓說了所有的佛法 對不對 

好 所以也就是一開始 

成佛要能夠具備的 

就是已經知道完整具足全面性的佛法 

才叫作佛法 

要成佛也就是要懂得這個完整 

沒有缺憾 沒有無明的 

才能夠叫作佛 是嗎 

對 好 如果佛法有演化的話 

那麼今天各位如果一起修學佛法 

到了未來成佛的時候 

是不是未來佛 

那麼你未來佛就說 

欸 未來佛 

我現在成佛了 

我比你之前那個佛 證量比較高 

合理嗎 不合理 

因為全部都在唯一的一個完整的 

絕對的智慧 全面的智慧 

一開始就是要能夠掌握了 

能夠透析了 

明白了才叫作成佛 

好 既然知道大乘佛法沒有演化 

所以沒有演化的情況之下 

就讓我想起了另外一個 

我們在生命科學上面的一個例子 

譬如說大家有沒有聽過幹細胞 

用來再生醫學 

那麼幹細胞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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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這個細胞啊 很特別 

它跟我們其他身體上面的細胞不一樣 

譬如說我們頭髮神經細胞有很特別的細胞 

皮膚有皮膚 各長得不一樣 

可是幹細胞看起來就是很原始 

但是呢 它卻可以由幹細胞 

分化出各式各樣不同的細胞 

神經細胞啦 皮膚細胞等等 

內臟 血球長得不一樣 

那如果有一個人說 

我來觀察身體哦 

那麼我看到的神經細胞長這個樣子 

神經細胞好厲害哦 

可以讓我們這個頭腦運作 

好 所以神經細胞 

相較於原始的幹細胞比起來 

哦 幹細胞變成了神經細胞 

所以 你的身體有演化 有變化 有分化 

結果是這樣嗎 不是 

為什麼 

因為啊幹細胞本來它就具足了 

可以變成神經細胞 

可以變成內臟 血球細胞等等 

它本來就具有本自具足的一個功能 

而且即便在身體的某一個時間點 

它變成了頭髮啦 

變成了這個神經細胞之後 

它還在不在 

身體中還有幹細胞 

好 這就像是我們的這個佛法一樣哦 

並沒有演化 

它的根本像幹細胞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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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本自具足的 

好 謝謝 

(王俊超老師) 

好 我們謝謝兩位老師的答覆 

那剛才從兩位老師的答覆當中呢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佛法的核心是不變的 

但是因為個人各自對佛法的一個理解 

所以才會產生這些外相的一個變化 

那事實上呢 

這些改變跟演化呢 

其實是因為個人的 

自己的認知不同 

才產生這樣的一個誤會 

那在沒有實證之下 

再怎麼樣閱讀經教 

那一定會有錯解 

這是必然的結果 

那接下來就是 

6 中國佛教之分宗立派 

我們再請教兩位老師的地方就是 

佛教在印度滅亡之後呢 

三乘佛法東移到中土來 

而且成為我們華人世界 

很重要的一個普遍的信仰 

而且對中國文化的底蘊 

它影響非常深廣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有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大乘法傳到中國來了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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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原因讓大乘法有分宗立派的問題 

譬如我們有什麼天台宗啦 三論宗啦 

法相宗、禪宗、淨土宗等等 

是什麼樣原因 

會產生這個分宗立派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煩請兩位老師來答覆一下 

(余書偉老師) 

那剛才王老師已經說到了 

因為沒有依照佛意本來設定的 

以證果為先 

也就是沒有四雙八輩 

沒有實證的情況下 

然後按照自己的意思 

就會各自認為說 

哪個地方重要 

哪個地方不重要 

或者說我認為佛的意思是怎麼樣 

我認為祂不是這個意思 

於是呢人的心的變化 

比海上的波浪還要多 

所以呢當然就會各自的分宗立派 

在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自己的私心 

也就是名聞利養個人的私心 

其實心裡也很明白自己沒有實證 

但是卻要把自己認為懂的那個地方 

獨立拿出來設立一個宗派 

那麼這就是切割佛法 

本來整體的佛法 

被他切成一塊一塊的  

對不對 

太虛大師以前就這樣講某位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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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的佛法給你切成一塊一塊的 

其實這是很悲傷的一件事 

如同把一個好好的活人切成一塊一塊 

他還能活嗎 

剛才郭老師有說到 

身體的細胞無仿各自生長 

而完成一個完整身體 

可是呢它背後是幹細胞 

背後是有一個該依循的軌道 

也就是它的整體佛法的核心 

也就是世尊所交待的 

應該以證量為先 

那反過來講 

如果現在出現了一些細胞 

它不肯按照世尊的設定 

不肯按照這個人體該有的 

依照幹細胞原本該有的法則 

作色、作肌肉、作血球、作神經 

而它要自己在那邊亂長 

分宗分派 

在我們身體裡面 

我們把這種細胞叫作什麼細胞 

癌細胞 

如果是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會趕快用盡一切方法 

來把這些細胞給割掉 

或者用放射線把它給燒死 

欸 可是很奇怪哦 

在佛教界裡面這麼多的癌細胞跑來跑去 

大家卻很開心地掏出紅包來供養 

我們也不知道該講什麼了 

好 大概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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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賢老師) 

嗯 我們常常聽說 

佛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 

佛法是這樣子的 

聽佛講 然後大家都有不同的理解 

那麼我的問題是 

隨類各得解 如果誤解了之後怎麼辦 

完蛋了哦 真的啊 

所以雖然說佛法是一整體的 沒有錯 

可是既然講出來了 

如同剛剛余老師也有提到了 

佛法在口耳相傳的過程當中 

本身就有可能會聽錯跟記錯 會講錯 

更何況在開始接受這些說法的時候 

理解錯誤了 

那就很糟糕了嘛 

好 所以因為沒有實證的關係 

當然就會越來越來 

變得有分宗立派的這件事情 

對不對  

不過在 

真的如果是在大乘法上 

真的有實證的 

還會主張我要別立某某宗 某某派嗎 

不會的 

相反地 如果假設自己沒有實證的 

不管在印度還是到了中國 

是不是都有可能分宗立派 

對 好 那話又說回來了 

那為什麼當時在印度 

我們說大乘佛法比較沒有分宗立派 

這件事情到中國好像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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欸 更嚴重呢 

什麼三論宗 法相宗等等 

我覺得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因為 

在當時 至少在印度的時候 

離佛世還是比較近的 

好 當時又有很多的大善知識 

相繼地來住持著大乘的佛法 

馬嗚菩薩 龍樹菩薩 提婆菩薩等等 

那麼這些至少有一個大乘的菩薩 

在住持著正確實質核心的佛法 

所以自然能夠讓這些 

想要立宗分派的這些雜音 

自然就不會是太張狂 

但是到了中國的時候呢 

雖然一開始翻譯有很多種 

經論也很多 

可是如同剛剛余老師告訴我們的 

要直到玄奘菩薩翻譯很多的經典 

楷定了很多佛法之後 

那時候才能夠真正的 

把佛法的 

大乘佛法的核心精神作正確的闡釋 

好 那即便是玄奘菩薩 

玄奘大師本身 

為什麼他的宗派又被叫作法相宗這件事呢 

是玄奘大師自己主張的嗎 

不是 其實當然就是後面的人 

為了加以區別而加以給它安立 

哦 這個叫作法相宗 

但是如果真的要安立什麼宗派的話 

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名字更為合適 

叫作「法相唯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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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碼要這兩個合起來 

才能夠比較完整來說明嘛 

但即便是「法相唯識」 就夠了嗎 

就足夠了 就全部掌握了嗎 

沒有 

所以在分宗立派這件事情 

真的是不需要 

不應該去加以去別立分宗立派的 

謝謝 

7 如何契入佛法 

(王俊超老師) 

好 我們感謝兩位老師的答覆 

在這邊也作個小結論 

就是因為原來三乘佛法傳到中國之後 

其實就是因為各自所解 

各自的見解所知所見不同 

才產生了這些分宗立派的問題 

其實這個是對佛法全盤瞭解不夠 

那也會違犯一個過失 

也就是會有割裂佛法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分宗分派呢 

的確對整體佛法的理解 

是有很大的一個障礙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從剛才回收的一些問題當中 

其實都有一些癥結 

雖然學人或者是對佛法有一些憧憬 

那如果學人想要對佛法有進一步的瞭解 

尤其我們在回收的一些問題當中哦 

常常有提到說實證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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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還有 

還有人提到說這個 

不識本心 學法無益 

那像這樣子的話 

如果我們學人想要進一步 

對佛法想要瞭解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請兩位老師來談一談 

有什麼樣的一個建議 

在目前 在大乘法裡面 

這樣的分宗立派的情況之下 

有什麼樣好的建議可以讓學人 

能夠進一步對修學佛法容易契入 

我們請兩位老師來作一個答覆 

(余書偉老師) 

問題其實也很簡單 

六個字 

學正法 來正覺 

正覺所作的事情 

是把整體佛法 

也就是佛法是一整棵的樹 

有根 莖 枝條 葉片 

花 果實 種子 

每一個構造該放在什麼位置 

該什麼時候成就 

整棵樹 哪個地方 

它該擔任的工作是什麼 

如果我要種樹應該先從哪邊種起 

如果我要接枝要怎麼接 

每一個樹上的功能 

樹上的構造的位置 

我們都很清楚 法住法位  

然後呢 瞭解了整體佛法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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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能力去培養我們自己這一棵菩提樹 

如果一開始就錯亂了 

認為說摘下一片花瓣 

塞到土裡它就會長根 

那結果怎麼沒長 奇怪 

這就是外面現在很多 

只抓到一片樹葉就說這叫整棵樹的 

這個教授的錯誤 

那在正覺講堂 

在我們所告訴大家的 

就是整體佛法的法住法位 

那你說 老師 

那我如果 我來跟你學 

你什麼時候能夠讓我 

這個變成見道的人 

讓我變成四雙八輩 

很抱歉 不要講說你了 

如果你去問正覺講堂任何一個人 

請問你什麼時候成佛 

有沒有人能開一個數字給你 

沒有 沒有 

但是我們可以把一路以來 

一個菩薩 

一個或者要修解脫道 

他什麼時候該作什麼事情 

要如何作 

這些部分完整地在我們的課程裡面會介紹 

至於說自己能夠跑 

肯不肯跑 

能夠跑多遠 

其實是要看自己 

沒有辦法作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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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既然是學解脫 

解脫就是要空其所有 

但是空不是沒有哦 

剛剛已經講過了 

那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為這是大丈夫之事 

(郭俊賢老師) 

那為什麼學正法要來正覺呢 

好 這個問題是在說 

欸 我想學淨土啊 

所以我應該學淨土宗 

我要往生阿彌陀佛的淨土啊 

這樣的想法對不對 

好像對 對不對 

而且我們也聽說 

法門無量誓願學啊 

哎呦 這麼多的法門 

難道我不能夠先學某個法門適合我的嗎 

好 這就牽涉到我們今天剛剛有個題目 

叫作分宗立派的問題 

就是因為佛法確實是一個根莖葉一整體的 

那只要有人說我是淨土宗或什麼派 

只要分宗立派的時候 

就把這一棵佛法的大樹  

就切割了嘛 

啊 切割有很重要嗎 

有可能後果很重要哦 

佛法這一棵大樹 一個整體 對不對 

我們知道哦 

如果有一個人啊 

他譬如說主張說 

欸 我只不過是把這個佛法圈起來啊 



【千年一脈-從佛陀到玄奘】玄奘文化系列講座 第三場 第 96 頁  共99頁 

圈起來這個是屬於我講的這個 

我主張我某某宗 我某某派 

那有什麼關係 

對於這棵佛法大樹來講 

如果我們把它的樹幹表皮啊 

這樣繞一圈 畫一圈 切割一圈 

之後會怎麼樣 

對 只是畫一圈 全部畫一圈 

這棵樹後來就沒辧法了 

為什麼 

因為這棵樹它的關聯 

從根莖葉都是整體的 

都是有維管束等等 

整個把它串聯在一起的 

不適當地切割就讓這棵樹 

就怎麼樣 掛掉了 

好 所以回過頭來講 

難道我們修學佛法 

沒辧法選一個適合自己的法門 

不能嗎 可以啊 

「法門」不是「宗派」啊 

所以在這邊對大家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真心想要學佛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親近善友為第一」 

找一個真正的善知識 

這個善知識 

是知道這一棵佛法大樹的全貌的 

很重要嗎 很重要 

因為如果我是想學淨土好了 

可是我現在到底在哪裡 

我怎麼樣能夠達到淨土呢 

沒有這棵佛法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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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麼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裡呢 

好 知道全部佛法全貌的善知識 

就可以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讓我們目標正確 

目標正確還不夠 

還有呢 方法正確  

步驟正不正確 都很重要 

如果不知道這佛法的大樹 

那我只是知道目標 

我還是不知道從這個根 

要到那一根枝 

到底要走哪些步驟  

從爬幾步才能夠到那個地方啊 

如果不小心去找一個這個如果… 

假設今天是修學 

沒有這個善知識 

那麼會不會自己爬爬 

從這棵樹就掉下來 

也未可知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對於衷心想要學佛法的一個建議就是 

真的找一個好的善知識 

瞭解佛法全貌的 

那麼最好這位善知識還是能夠有通達佛法的 

那請問在哪邊呢 

正覺（眾人答） 

好 以上謝謝 

(王俊超老師) 

我們謝謝兩位老師的答覆 

藉由兩位老師的答覆 

我們在這邊也作一個總結 

也就是佛法就像一棵菩提樹 

菩提樹它的根 樹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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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 葉 花 果等等 

那這些它的功能 作用 法相 

都是法住法位 

但是這樣的一個知見 

卻是要有善知識來方便引導教授 

那所以呢  

善知識可以一步一步引導我們 

如何來體現什麼叫做菩提樹的 

根莖枝葉等等的功能德用 

所以藉由此我們兩位老師的答覆再做一個總結 

也就是呢  

學正法 來正覺 

今天我們做出這樣很重要的一個結論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座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大家參與今天的一個盛會 

我們後續還有五、六場的 

【玄奘文化千年路】的這樣的一個會議 

那也希望各位菩薩能踴躍參加 

好 謝謝各位大家 

謝謝各位 

(主持人) 

非常謝謝三位老師的對談 

內容實在太精彩了 

不知不覺就過了兩個多小時 

那請大家再給三位老師熱烈的掌聲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比較快 

謝謝老師們帶來這豐富的精神饗宴 

也非常感謝大家在嚴峻的疫情當中 

踴躍地熱情參與 

今天因為有您的參與 

所以我們今天的活動特別的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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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也為自己掌聲鼓勵鼓勵 

這一系列的講座 

包括今天的活動 

之後我們都會上傳到 YouTube 平台 

如果您喜歡今天的活動 

請分享給您的親朋好友 

讓更多人認識中國偉大的聖者 玄奘大師 

接著我跟大家預告下一場的講座 

7 月 17 號星期天下午 

在新竹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國際會議廳舉辦 

相關資訊 大家可以到 

正覺教育基金會官網查詢 

再次提醒您 離開的時候 

請記得填好的意見回饋單 

要交給我們的工作人員 

在此謝謝各位的參與 

也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事事順心  

我們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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