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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九六七年，我在《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自序”中说：在战乱中所写的《印度之
佛教》，“是用文言写的，多叙述而少引证，对佛教史来说，体裁是很不适合的，而且错误与空疏的
也不少。
⋯⋯我要用语体的，引证的，重写一部”。
但直到现在，二十年的悠长岁月，《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以外，只写了《原始佛教
圣典之集成》、《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如来藏之研究》、《空之探究》，晚年衰病，“
重写一部”——分为多少册的意愿，已无法达成，所以三年前，将《印度之佛教》重印出版。
《印度之佛教》的错误与空疏，在上面几部写作中，虽已做部分的改正与补充，但印度佛教演变的某
些关键问题，没有能做综合联贯的说明，总觉得心愿未了。
现在据我所理解到的，再扼要地表达出来。
“佛法”在流传中，出现了“大乘佛法”，更演进而为“秘密大乘佛法”，主要的推动力，是“佛涅
槃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
怀念，是通过情感的，也就可能有想像的成分；离释尊的时代越远，想像的成分也越多，这是印度佛
教史上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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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印顺法师对印度佛教的论究，想理解佛法的实义与方便，而缩短佛法与现实佛教间的距离。
方便，是不能没有的；方便适应，才能有利于佛法的弘布。
然方便过时而不再适应的，应有「正直舍方便」的精神，阐扬佛法真义，应用有利人间，净化人间的
方便。
希望诚信佛法的读者，从印度佛教思想的流变中，能时时回顾，不忘正法，为正法而怀念人间的佛陀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印度佛教思想史>>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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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正法第二章　圣典结集与部派分化　第一节　舍利塔与结集　第二节　部派分化与论书　第三节　
部派思想泛论第三章　初期“大乘佛法”　第一节　初期大乘经的流布　第二节　深智大行的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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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行者与论书　第二节　瑜伽行者对一般大乘法的见解　第三节　瑜伽行派学要第八章　如来藏与“
真常唯心论”　第一节　般若学者的佛性说　第二节　融唯识而成的“真常唯心论”　第三节　如来
藏与“如来论”第九章　瑜伽·中观之对抗与合流　第一节　瑜伽与中观论师　第二节　瑜伽学的发
展　第三节　中观学的复兴　第四节　对抗与合流第十章　“秘密大乘佛法”　第一节　“秘密大乘
”的时地因缘　第二节　如来（藏）本具与念佛成佛　第三节　金刚乘与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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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阿育王登位以前，出镇优禅尼（Ujjayani），这是上座（分别说系）部向西南发展的重要地区。
阿育王在这里，娶了卑地写（Vedisa）的提毗（Devi），生了摩哂陀与僧伽蜜多兄妹；提毗一直住在
优禅尼。
阿育王因妻儿是优禅尼人，因镇守优禅尼，得到当地力量的支持而得到王位：与这里的佛教——分别
说部的关系，也许更密切些，这所以摩哂陀出家，而从目犍连子帝须为和尚吧！
摩哂陀初受沙弥十戒，依律制，应从二师受戒，所以依目犍连子帝须为和尚，摩诃提婆为阿阁黎。
年满二十，应该受（比丘）具足戒，要有三师——和尚与二位阿阁黎。
在阿育王的心目中，说一切有部似乎没有大众部与分别说部的亲切，但同样的尊重，请末阐提为阿阁
黎。
从摩哂陀受戒的三师，知道部派的存在；阿育王一体尊敬，表示三部的平等和合，并共同为佛法努力
的厚望！
所以阿育王时，大德们分化各方，可能分别说部多些，但大天与末阐提，决不是目犍连子帝须的统系
。
摩哂陀分化到楞伽岛，成为赤铜鍱部，今称南传佛教。
这一派传说“五师相承”，以目犍连子帝须为正统，其他的部派为异说，那只是宗派意识作祟！
释尊的“无诤”精神，显然是淡忘了！
南传阿育王时有“第三结集”，其他部派都没有说过。
传说帝须当时论决正义，作《论事》，其实《论事》所破斥的部派，当时多数还没有成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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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印度佛教思想史》：希望诚信佛法的读者，从印度佛教思想的流变中，能时时回顾不忘正法，为正
法而怀念人间的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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