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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者序　最原汁原味的佛经　　《阿含经》是原始佛教的第一部经，以语录问答形式，形象地记
述了释迦牟尼佛及其弟子修佛论道的言行，保存了佛教最精要、最究竟的教义和修证。
其形式及地位就如同儒家的《论语》及基督教的《圣经新约》。
佛教任何宗派的学说言教如果要进行检定对错，一定要依据这部经典。
它开百派而竞流，立万岩而争秀，振教化普天下，弘圣言及八方，实是一部宏伟巨著。
　　当年，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证悟成佛后，传法四十九年，最后在拘尸那城郊外的娑罗双树下涅。
释迦牟尼入灭后，弟子们觉得导师已去，茫然无归。
释迦牟尼十大弟子之一的大迦叶当时正在叶波国坐禅，他回来主持丧礼时，认为此时应结集法藏，使
佛法住世，利益众生。
于是，他请阿世王为施主，在王舍城外灵鹫山五峰之最高者毗婆罗山侧的毕波罗窟开始结集。
参加者为已证阿罗汉果的五百比丘，以大迦叶为上首，其中多闻第一的阿难结集经藏，所集者就是《
阿含经》。
阿含的意思是传承的教说，或结集教说的经典。
　　《阿含经》结集之后，文字内容得到统一，但仍以口传的形式流传，并没有记载下来，大约在公
元前1世纪前后，《阿含经》才被逐渐书写成文。
随着佛教的不断传播，作为佛教最原始的经典《阿含经》也随之传向各地。
北传佛教将《阿含经》分为《长阿含经》《中阿含经》《杂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称之为《四
阿含》。
南传佛教则将《阿含经》分为《长部》《中部》《杂部》《增一部》和《小部》五部。
　　《阿含经》北传入我国后，大约在隋唐之后，学佛者耻谈小乘，认为《阿含经》是佛对根基浅的
人所说的佛法，所以不屑于诵读，从此，《阿含经》被束之高阁。
直至近现代的吕澄、梁启超、印顺法师等对《阿含经》作了整理与探究，才使其重又被重视起来。
　　其实，无论是研究佛学还是修证佛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没有小乘佛教的基础，就妄希
大乘，就好比上楼时不上第一层就不能上第二层一样。
如果真要脚踏实地地学习佛法，当从《阿含经》开始。
首先，《阿含经》记载了现实中释迦牟尼及其弟子的活动，尽管有传奇色彩，但欲了解释迦牟尼的现
实人格，除读《阿含经》外，别无他途。
其次，佛教的基本教理，如四圣谛、十二因缘、五蕴论、四念处、八正道、轮回观等，最早在《阿含
经》中有生动详细的说明，如果不对此有准确的理解，谈大乘经论便不知所云。
再者，《阿含经》涉及到印度的社会风俗、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等多个方面。
在印度历史文献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它的文献价值更加珍贵。
最后，《阿含经》完整记载了释迦牟尼破斥各种学派的过程，使人不仅可以了解释迦牟尼所处的环境
，还可以学习释迦牟尼思考问题的方法、独特的辩论术和卓越的智慧，从而启迪我们的人生。
　　本书以北传《四阿含》为蓝本，参考南传五部，将《阿含经》分为五章，包含有《阿含经》的成
书过程、原汁原味的佛法、故事中的教说、佛陀在世时古印度的状况、佛法在俗世中的作用。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图解”编辑手法，可以让您的阅读变为一场轻松愉快之旅。
其特点是：　　1. 将《阿含经》中所涉及的最根本的佛法用图像和通俗的文字加以诠释。
　　2. 将《阿含经》中有关当时古印度的文明用图像和表格加以复原和梳理。
　　3. 将《阿含经》中最根本的佛法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给人以智慧和感悟。
　　希望此书不但能使您对《阿含经》有所了解，更能使您对佛教、古印度有所了解，进而对佛教产
生兴趣，能从中悟到人生的真谛。
当然，由于《阿含经》体系庞大，而且编者自身水平有限，所以在编写本书时难免会出现一些纰漏。
我们在此诚恳地希望您能提出宝贵的意见，以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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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解阿含经：听佛陀讲最原味的佛法（超值白金版）》以北传《四阿含》为蓝本，参考南传五
部，将全书分为五章，包含有《阿含经》的成书过程、原汁原味的佛法、故事中的教说、佛陀在世时
古印度的状况、佛法在俗世中的作用等。
《图解阿含经：听佛陀讲最原味的佛法（超值白金版）》采用全新的“图解”方式，让您回归佛陀时
代，了解原始佛教的原貌。
　　《阿含经》是原始佛教的第一部经，以语录问答形式，形象地记述了释迦牟尼佛及其弟子修佛论
道的言行，保存了佛教最精要、最究竟的教义和修正。
其形式及地位就如同儒家的《论语》及基督教的《圣经新约》。
佛教任何宗派的学说言教如果要进行检定对错，一定要依据这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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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壹章 结集成书：原始佛教圣典　　经书诞生的背景　　佛祖入灭　　看透人生真谛的释迦牟尼
最终没有逃过“死”之苦，佛祖涅槃后，佛门中思想纷杂，于是其弟子迦叶有了结集其教说的想法，
以保持佛祖的正法。
　　佛祖晚年　　佛祖释迦牟尼原名乔达摩?悉达多，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太子，
他在认识到所有人都不可逃避的痛苦后，毅然放弃权位，抛妻弃子，经过六年的修行，获得了彻底的
觉悟，立身成佛。
之后他发誓要在黑暗的世间捶响不朽之鼓，普济众生，足迹踏遍了恒河两岸，讲经三百余次，说法四
十多年，不知教导和感化了多少人。
晚年的佛祖，声誉虽然日隆，但不幸的事却不断发生，在他示寂前的三年，他的故乡遭到了国族灭亡
的悲运，此时的佛祖深深领略到离开人间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于是率领众弟子们离开王舍城，北渡恒
河，到了吠舍离城，他在吠舍离城的竹芳村度过了雨季，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精神不济，身体也大不如
前，于是自动地向众弟子宣告不久将入灭的消息。
之后，佛祖勉强以精神支持病已恶化的身体，继续走向北方的拘尸那迦城外的娑罗树园，选中在此处
的娑罗双树之间作为自己入灭的地点。
　　佛祖涅槃　　自佛祖宣告自己将入灭的消息后，弟子们都流泪不止，佛祖十大弟子之一的阿难向
佛祖问了四个问题，即佛祖入灭后，依谁为师？
依什么而安住？
如何调伏凶恶？
如何结集经典？
佛祖告诉他们，要依波罗提木叉为师，即以戒为师；要依四念处为安住；对恶人的调伏应默摈置之；
结集言教应在一切经首安置“如是我闻”之句。
这时，天际悬着一轮满月，时值二月十五日的午夜时分，佛祖安详地进入涅槃。
佛祖入灭的消息传出后，其弟子大迦叶立刻赶来，拘尸那迦城的末罗族人将佛祖遗体火葬，大迦叶为
佛祖举行荼毗典礼，以完成佛陀入灭的善后。
这时，许多比丘认为佛祖入灭后就可以不受戒律约束，求得自由了，大迦叶听到后感到无比沉痛，于
是有了结集法藏的想法，从而诞生了《阿含经》，也导致了佛教的根本分裂。
　　结集的教说　　阿含　　佛祖入灭后，由其弟子大迦叶主持了王舍城的第一次结集，在这次结集
中，由大迦叶和阿难等结集出《阿含经》，为佛祖教说之所持、所归、所聚。
　　王舍城结集　　佛祖入灭后，其十大弟子之一的大迦叶在主持完丧礼后，鉴于当时佛教内部佛法
不一，就想结集法藏，使佛法住世，利益众生。
于是他就请阿阇世王为施主，在王舍城的七叶窟举行结集，参加者为已证阿罗汉果的五百比丘，以迦
叶为上首，先命持律第一的优婆离结集律藏，所集者即现在的《八十诵律》。
次命多闻第一的阿难结集经藏，所集者即是《阿含经》。
结集的程序极其复杂，先由阿难诵出一经，大迦叶提出质询，阿难答出说时、说处、因缘、对机、说
法、领解，再由大众合诵，确认准确无误后，才完成一部经的结集，如是次第再诵第二部经。
这次结集是佛涅槃后的第一次结集，一方面防止了佛祖遗教的散矢，另一方面也确立了教权，决定了
原始佛教的动向。
　　据说就在大迦叶主持结集的时候，除了有五百比丘参加之外，尚有许多的比丘，以佛祖初转法轮
的五比丘之一的跋波为上首，在七叶窟外不远的地方举行了结集，因而把大迦叶的五百结集称为窟内
结集，跋波领导的结集称为窟外结集。
窟外结集没有留下什么资料，甚至传说结集了五藏，即除了经、律、论三藏之外，还有杂集藏和禁咒
藏，合为五藏。
这种传说是不可信的，但是没有参加大迦叶结集的比丘，另外举行结集也是完全可能的，所以王舍城
的结集又被称为窟内窟外结集。
　　“阿含”释义　　阿含是梵文Agama的音译，也译作阿铪、阿伽摩、阿笈摩，意译法归、无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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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传，意思是传承的教说，或结集教说的经典。
释僧肇在《长阿含经序》中说“阿含”即法归，法归就是万善之渊府，总持之林苑，譬彼巨海，百川
所归，故以法归为名。
唐代释吉藏《法华论疏》说“阿含”名通大小，《四阿含》为小；《涅槃经》等大乘经称“方等阿含
”。
后来阿含专指小乘，在大藏经中属于小乘部。
　　《阿含经》的结集者　　大迦叶和阿难　　以头陀苦修著称的迦叶和以多闻著称的阿难都是佛祖
最有名的弟子，正是在他们的主持下，才有了王舍城的第一次结集，也才有了《阿含经》。
　　头陀第一迦叶　　迦叶，佛祖十大弟子之一，为与其他同名为迦叶者区别，称摩诃迦叶或大迦叶
，又作迦叶波，意为饮光。
他生于王舍城近郊的婆罗门家族，在释迦牟尼成佛后第三年出家为佛陀弟子，八日后即证入阿罗汉境
地，是佛祖弟子中最无执著之念者，人格清廉，深受佛祖信赖。
大迦叶修头陀行，在佛祖的僧团中被誉为头陀第一，头陀就是修习苦行的意思，要过清苦的生活，他
因此不常和僧团在一起，而独自修习头陀。
别人劝他忘却自我，从事弘法利生的事业，可他却坚持修习头陀苦行，他认为弘法者必须要自身健全
，而头陀苦行就是健全自身的最好的方法，正是他这种专心苦修的意志，在僧团中受到普遍的尊敬，
并受到佛祖的赞许，曾受到佛祖分予半座的优待。
佛祖入灭后，大迦叶成为教团的统率者，于王舍城举行了第一次经典结集，被称为付法藏第一祖。
阿难继承佛法后，大迦叶入鸡足山入定，以待弥勒出世，方行涅槃。
　　多闻第一阿难　　阿难，也是佛祖十大弟子之一，他是佛祖的堂弟，出家后二十年间为佛祖之常
随弟子，一直充当佛祖的侍者。
他善记忆，对佛祖所说佛法，大多都能记诵，被誉为多闻第一。
他能持三种不同之法藏，随其功德而受称，所以有三个名字，一是阿难，意译作庆喜，以能传持声闻
而得此名。
二是阿难跋陀，意译作喜贤，以能使持缘觉藏而得此名。
三是阿难迦罗，意译喜海，以能使持菩萨藏而得此名。
据说，在佛祖生前，阿难并未开悟，佛祖入灭后，他受大迦叶的教诫而发愤用功，终证阿罗汉果。
在首次圣典集结时，他被公众指选为经文诵出者，集结成《阿含经》。
又有一说，佛祖传法于大迦叶，大迦叶后又传法于阿难，所以阿难被称为付法藏第二祖。
阿难在佛祖入灭二十多年后，于歹克伽河中游地区示寂，入寂前，将佛法付嘱于商那和修。
　　《阿含经》的传授　　由口传到书写成文　　《阿含经》经过佛教的四次结集最终定型，其中经
历了由口传到书写成文的演变，虽然历经多次变化，但它作为佛教最根本典籍的地位却不容置疑。
　　口传形式　　《阿含经》结集之后，文字内容虽然得到统一，但是仍然以师徒口传的形式流传，
并没有记载下来。
正是由于专恃于谙诵而不著竹帛，所以意义难免出现错误。
相传阿难有一天到一个竹林，听到一个比丘正在诵《法句偈》中的“若人生百岁，不见水老鹤，不如
生一日，而得睹见之。
”就告诉他：“这不是佛语，原文应该是‘若人生百岁，不解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
”比丘因语音相近，将“生灭法”念成了“水老鹤”，意义大相径庭。
阿难纠正他后，他回去将此事告诉了他的师父，他的师父却说：“阿难老朽，言多错谬，不可信矣。
汝今但当如前而诵。
”佛祖涅槃还没多久，佛经竟然错到这种程度，以阿难这么大的权威，竟然都没有纠正过来，真叫人
哭笑不得。
　　毗舍离结集　　佛祖涅槃一百年后，众比丘对戒律发生了争论，而产生第二次结集，争论起因于
西方僧伽耶舍长老游行至东方的毗舍离城，见到跋耆子等诸比丘以十事净法，例如用铜钵盛水置于布
萨会中，劝请在家众弟子布施金银钱币，然后在僧众中均分，作为衣、药等资用。
耶舍长老认为此举非法，在布萨会中拒受所分配的金银财币，并极力责难众僧，又向在家居士们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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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
跋耆子则以耶舍长老诽谤大众，令在家居士起疑而摈斥。
耶舍长老避难至西方，联合诸比丘，共同参谒三浮陀商那和修长老，又请最高戒腊离婆多长老认可，
跋耆子等也请离婆多长老协助，于是离婆多遂至毗舍离集会大众，欲裁决此事，但众说纷纭，难以断
决。
后来双方各请长老出席，与会者达七百比丘，同至婆利迦园由离婆多长老裁定，最后认定跋耆子等所
行十事为非法，这就是佛教的第二次结集，标志着原始佛教结束而进入部派佛教时期，坚持“十事非
法”的被称为佛教的正统派，坚持实行十事的被认为是佛教的非正统派。
　　华氏城结集　　佛祖涅槃二百多年后，印度进入阿育王统治时期，阿育王虔诚奉佛，以正法治国
，在各地广建堂塔、伽蓝，鼎力护持佛教僧团。
然而当时有许多附佛外道并未正式受戒，就自称是佛教的比丘，混迹在僧团中，他们就是所谓的“贼
住比丘”。
这些贼住比丘往往轻忽戒律，超出僧团教制的规范，对教法教义经常提出不同的解释，因此产生许多
纷争，甚至导致僧团无法和合布萨，长达七年之久。
阿育王担心贼住比丘破坏僧团，敕令将邪见、破戒之徒全部摈出，不许混住。
同时，为了确定正确的教制教法，便在首都华氏城举行第三次结集。
在阿育王的亲自召集下，以国师目犍连子帝须为上座，共有一千名精通三藏的高僧参加结集大会。
目犍连子帝须集二百余条异端邪说，由大众共同讨论，加以批判，斥为谬论异说，并将诸派异说的批
判编定汇集成为一部《论事》。
经过第三次结集，佛教典籍中的经藏和律藏可说全部结集完成，其中就有人诵出经藏中的《阿含经》
，使之最后定型。
　　书写成文　　佛祖涅槃四五百年后，印度佛教四分五裂，不断分化，最后形成二十派。
他们都尊奉《阿含经》，但各派的阿含又各不相同，各具特色，并且各派又有所侧重，如大众部重视
《增一阿含经》，根本有部重视《杂阿含经》。
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之后，《阿含经》被书写成文，到公元7世纪时，还存在上座部、大众部、正量部
、化地部、饮光部、法藏部、有部的七种不同梵文本。
而口头传承佛经的传统仍长久地保留着，如到中国传教的一些印度、西域僧人仍能整部地诵读经律，
然后由人写成梵文，再译成汉文。
　　总之，《阿含经》经过佛教的四次集结，成为佛教典籍经部中最基本的经典。
又经历了由口传到书写成文的转变，使之最后定型。
同时，在佛教的不断分化中，《阿含经》也在不断演变。
当大乘佛教兴起时，它被僧众们看成是小乘佛法而渐渐淡忘，但它却是佛教最根本的经典，是研究原
始佛教的必读典籍。
　　《阿含经》的形式　　从九分教到十二分教　　《阿含经》经过多次集结而最后定型，其形式经
历了由九分教到十二分教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阿含经》是经多次结集而成。
　　九分教　　《阿含经》在最初结集的时候是九分教的形式，九分教又称九部经、九部法，是佛典
早期的一种分类形式，关于九分教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小乘的九分教为：修多罗，意译为经或契经，
一般为散文体；伽陀，意译为讽颂、孤起颂、偈颂，为偈颂体；伊提目多伽，意译为本事，为释迦牟
尼说过去世的因缘故事；阁陀迦，意译为本生，为释迦牟尼过去世修道的故事；阿浮陀达摩，意译为
未曾有，为叙述佛与弟子神通变化的故事；尼陀那，意译为因缘，记述佛说法的因缘；阿波陀那，意
译为譬喻，为各种宣扬佛教教义的譬喻或寓言；祗夜，意译为重颂，是用偈颂形式将散文契经中的义
理再提纲挈领地复诵一遍．优婆提舍，意译为议论，为阐释发挥经义的论文。
大乘的九分教则删去尼陀那、阿波陀那和优婆提舍，加上和伽罗那，意译为记说，为佛预言弟子之未
来及成佛的记述；优陀那，译为感兴，指佛不经请问而主动宣说的经；毗佛略，意译为方广，指佛说
方正广大的教义和广说高深玄妙不可思议的经文。
　　十二分教　　《阿含经》经过佛教后来的结集，由九分教发展成十二分教，即修多罗（经）、祗
夜（应颂）、和伽罗那（记说）、伽陀（偈颂）、优陀那（感兴）、尼陀那（因缘）、阿波陀那（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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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伊提目多伽（本事）、阁陀迦（本生）、毗佛略（方广）、阿浮陀达摩（未曾有）、优婆提舍
（议论）。
其中经、应颂、偈颂是按文体的形式立名，其他的九个是按照内容而立名。
　　《阿含经》作为佛教最原始的经典，经过多次集结，其形式从九分教变到了十二分教。
其实所谓的九分教、十二分教的分类应该是佛典发展起来以后对以往佛典形式的概括说法，在佛典口
头传承的时代，未必有如此之变化。
但在佛经口头流传过程中，直到书写成文，经文的分类开始由少到多，内容也由简到繁确是事实。
　　《阿含经》中的佛陀　　了解释迦牟尼　　释迦牟尼不是遥不可及的神，也不是佛教的教主，他
只是如实地揭示了人生世界的真相，是个“自觉觉他”的智者而已。
　　释迦牟尼不是神　　原始佛教的《阿含经》以大量的经文记载了释迦牟尼的人间性格，其教说也
是“以人为本”的佛法，释迦牟尼生在世间，长在世间，是人而不是神，他不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
也不是万物的主宰。
他的生活与一般所谓的凡夫没有什么区别，他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神，而是与凡夫一样有父母，一样会
生老病死，一样需衣食住行，唯一不同的是释迦牟尼是解脱了的人，是觉者；凡夫是沉沦生死的有情
众生，是迷者。
他发现了人生宇宙的真理并证实了它，从而断除人生的迷惑，超越了生死，证入了解脱的涅檠。
　　释迦牟尼不是教主　　随着释迦牟尼的入灭，佛法在流传的过程中，摄入其他印度本有宗教的仪
轨，逐渐成为一种宗教，释迦牟尼也被推为佛教的教主。
其实，释迦牟尼并没有创立一个新兴宗教的意图，也更不同意自己是主宰世界的教主。
他只是说自己是“人数”、“僧数”，外在形式与一般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没有出家之前，有严父
慈母、娇妻爱子，也同样经历着家族的兴衰和人生的生老病死。
出家后在菩提树下正观到人生宇宙的实相——缘起，于缘起而实证寂灭，超脱一切障碍而成就无上正
等正觉。
在弘法布教的几十年中，不过是将自己所悟的如实宣说出来，以让众多的人也能解脱烦恼而超越生死
，就此也可说释迦牟尼不过是一个“自觉觉他的人”而已。
此外，释迦牟尼对看相算命、仰观星宿、召唤鬼神、巫医咒术也是极力反对的，并称这些为“幻法”
。
如印度的婆罗门等信奉咒术，认为能产生种种神秘力量，甚至能降福、降灾等，但在释迦牟尼的眼中
，认为这不过是愚人的迷信，与解脱是不相关的。
释迦牟尼临入涅檠时，有弟子请他选一个接班人，以在佛陀入灭后能统领僧众，而释迦牟尼却极力反
对，教导弟子们只能依“法”而住，不能依“人”而住，当自行修习、修习于法，当自皈依、皈依于
法，若能如是，才能悟道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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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解阿含经：听佛陀讲最原味的佛法（超值白金版）》以现代手法诠释原始佛教第一经，听佛
陀讲最原味的佛法。
最真实的释迦牟尼，释迦牟尼入灭后结集的第一经，最接近释迦牟尼本意的佛法。
　　佛教中的“圣经”，语录问答式佛经，保存佛教最精要、最究竟的教义和修证。
文献价值极其珍贵，真实记述古印度的社会风俗、政治经济、宗教哲学。
　　佛法中的启迪智慧，将释迦牟尼的思考方法、论辩术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给人启发与感悟。
　　全新图解手法展现佛教全景，用图像和通俗的文字对佛法加以诠释，用图片和表格对古印度文明
加以复原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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