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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教經講義（一）                  111. 9. 25 

文意：敘述佛陀在拘尸那羅之娑羅雙樹間，臨入涅槃前的最後垂教事蹟，謂佛入

滅後，當以波羅提木叉為本師，以制五根，離瞋恚、憍慢、諂曲之心，勉人不放

逸，於日常生活，要懂得調節飲食、睡眠；從少欲、知足乃至不戲論等法精進道

業。經文略意廣，扼要親切，以各種比喻，反復叮嚀，是佛法的精要。最後再三

問大眾有疑問否？處處表現佛度生之悲心，在他的生命過程示現真理。 

版本：唐貞元以前，經題多無「佛」、「佛說」，新譯本乃添上。又因篇幅

短，譯筆流暢，為歷代佛子所講讀，故註本多： 

1. 西晉．白法祖譯，《佛般泥洹經》，一卷。 

2. 東晉．法顯譯，《大般涅槃經》，三卷。 

3. 失譯，《般泥洹經》，一卷。 

4. 姚秦．鳩摩羅什譯，《佛遺教經》，一卷。 

地位及特色： 

1. 《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八大人覺經》，合稱佛遺教三經。此

三經乃末法之導師，括三藏而無遺；古德列為日誦經典。 

2. 《溈山警策》與《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合稱佛祖三經，是禪宗初

學者必讀。 

3. 是世尊將入滅，總結住世的說法綱要，以堅定末法行者，使其有依止。更

知佛來到世間的ㄧ大因緣。 

4. 佛的教法，皆四諦範圍。以解脫為目的，修善積德為宗旨，帶領人回歸佛

本懷的修行。 

5. 佛成道六年後，開始制戒、修正，至入涅後，成不可更改的條文。它是佛

法的基礎，教徒的基本生活規範。如重視人跟大自然的共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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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透由入涅讓弟子瞭解到生死是難治的病，要面對超越它。 

7. 本經既具有經的性質，又具律的性質。如遠離迷信，禁用寓言、卜卦、觀

天文恐嚇人，謀取財物。又須以正念吃飯，否則披毛帶角還。 

※為何將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遺教經放一起，合稱佛遺三經？ 

明蕅益最早把三經放一起，因三經的特質，偏向對出家的教誡，且內容再三闡

釋的，幾乎是佛對阿難說的「以戒為師」的各種說明。 

經題： 

1. 五重玄義：釋名、辨體、明宗、論用、判教 

2. 十門開啟：教起因緣、藏教所攝、義理分齊、教所被機、教體淺深、宗趣

通局、部類品會、傳譯感通、總釋經題、別解文義。 

3. 八相成道：降兜率、入胎、出胎、出家、降魔、成道、轉法輪、涅槃。  

僧團成立： 

（1） 端緒 ─憍陳如等五比丘僧 

（2） 完整組織─迦葉、舍利弗、目犍連及 250 位弟子、須菩提等；迦葉三兄

弟及弟子千人；度羅睺羅為沙彌，姨母波闍波提和 500 釋迦女為比丘尼；

耶舍父母成為優婆塞、優婆夷。於是成立「千二百五十人俱」的僧團。 

譯者：鳩摩羅什 

1. 三次結集 ： 

（1）  王舍城 七葉窟（五百結集） 

（2）  毗舍離       （七百結集） 

（3）  巴特那       〈華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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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位譯經家。有二說：（1）鳩摩羅什、真諦、玄奘、不空。（2）鳩摩羅什、

真諦、玄奘、義淨。 

3.  七佛：毗婆尸、尸棄、毗舍婆、拘留孫、拘那含、迦葉、釋迦 

內容：分經序，正宗分，流通分 

第一段：  

              序分：緣由；有通序（證信序）、別序（發起序） 

＊ 三分科判   正宗分：宗旨、要義   

               流通分：信受、流布                  

＊ 東晉釋道安─東方聖人傑出貢獻  

1. 三分科判─序分、正宗分、流通分  

2. 確立釋姓 ─《增一阿含》：「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出家，同稱釋氏」  

3. 佛經目錄─首編《綜理眾經目錄》  

佳話─ 「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  

＊ 四果：須陀洹果（又作「預流果、入流果」，七次受生）、斯陀含果（一來）、

阿那含果（無還）、阿羅漢果（無生）。  

＊「三轉十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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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以先說果，後說因？ 

因眾生的根性，「果」易明「因」難曉，為方便化導，先明示苦相，令人生厭離

心，再示業因，使之斷集，繼以涅槃樂相，令其欣慕，然後再說修道之法，令其

行持，目的是使人「知苦、斷集、慕滅、修道」。 

＊ 苦諦： 苦，指逼迫身心苦惱的狀態。苦諦，說明人生實相是苦的道理。 

1. 三苦：苦苦、壞苦、行苦。  

2. 八苦：生、老、病、死， 憂悲惱、怨憎會， 恩愛別離、所欲不得。 

＊三十七道品：道品（又稱覺支,菩提分,道法）： 

1. 四念處： 身、受、心、法。 

2. 四正勤：已生惡令速斷、未生惡令不生、未生善令生起、已生善令增長。 

3. 四如意足：欲求、心念、精進、觀照。 

4. 五根：信根、進根、念根、定根、慧根。 

5. 五力：信力、精進力、念力、定力、慧力。 

6.七覺支：念覺支、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輕安覺支、定覺支、舍覺支。 

7. 八正道：正見、正思維、正業、正語、正命、正念、正精進、正定。 

＊ 吠陀經有四吠陀 ：梨俱吠陀、婆摩吠陀、 耶柔吠陀、阿達婆吠陀。 

＊ 四禪八定：四禪者，色界諸天；分〔一禪、二禪、三禪、四禪〕。 

八定者，色界之四禪與無色界之四無色定〔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

非想非非想處〕的四種定。 

＊ 四果：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 

※ 「如是我聞」為何置於經首 ？ 

1. 《大智度》：佛教以信為第一，信則能入，理解佛法，得受佛法之功德利益；

而信者言是事如是，不信者言是事不如是，故為先使信受經言，乃於經首置

如是語。 

2. 其意義，《大智度論》認為教徒應依止經典中的法，「法」除佛所說外，也有

由佛弟子、仙人、天等所說。為令信順此等為正法，並法永不失傳，故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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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首加此語 。 

          經（定學）：佛成道後，45 年間所說得宇宙人生的一切真理。 

  三藏    律（戒學）：戒律（五戒、沙彌十戒、比丘 250、比丘尼 380、菩薩戒）                      

          論（慧學）：弟子對佛所說的教理、戒律，將相互討論、議論集起來。 

＊ 六成就（通序）： 

  信   聞   時 主  處  眾 

彌陀經 如是 我聞 一時 佛 舍衛國 1250 人 

遺教經 佛主持的法 

會，人即生信 

與「眾成就」 

同 

是時中夜 佛 裟羅雙

樹 

阿若憍陳

如等 

＊晝夜六時（二六時） 

       晝 三 時            夜三時 

 初日分  中日分  後日分  初夜分  中夜分  後夜分 

A 6：00 

∣ 

A 10：00 

A 10：00 

∣ 

P 2：00 

P 2：00 

∣ 

P 6：00 

P 6：00 

∣ 

P10：00 

P 10：00 

∣ 

A 2：00 

A 2：00 

∣ 

A 6：00 

※ 習題： 

1. 此經譯者是誰？何方人士？ 

2. 每部經都分科為哪三分？ 

3. 何謂三藏？ 

4. 佛初轉法輪時，度化了誰？又最後度了誰？ 

 
名相： 

佛陀耶     許慎《說文解字》         上座派、大眾部→十八部 

冬（10／15－1／15）坐禪夏講經學律   自恣日   

經題有人、法、譬       大方廣佛華嚴經   婆羅門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