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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結集約在佛滅後二百餘年，阿育王聽從目犍連子弟須，於華氏城召集全體僧人開

會，將六萬名不法僧人逐出僧團，並選出一千個德學俱優之尊者結集三藏，經九個月完成，

並編纂了一部《論事》。

    約佛滅後五百年進行第四次結集。事緣犍陀羅國的迦膩色迦王感於各僧以不同部派，解

說不同法理，產生疑惑，乃請脇尊者進行第四次結集，統一各部派的宗義，禮請世友為上座

，解釋三藏，造《鄔波第鑠論》十萬頌釋經藏，《毗奈耶毗婆沙論》十萬頌釋律藏，《阿毗

達磨毗婆沙論》十萬頌釋論藏。將三藏鐫刻於銅板上，從此佛典改為文字紀錄。

    佛教的法身慧命，代代相傳，釋迦牟尼佛的生命亦在無限生命的時空中，敷演下去。

  

佛法基礎概要（七） 寂慧

      歷史與現況

 

    佛教著重修行，印度人不注重歷史，因此對佛教的起源，發展，升沉並不看重，故在佛

世時的事蹟，有很多疑案皆無法考究。往者已矣！很多過往事蹟的確對今天的生活沒多大幫

助，但某些觀點，史實卻關係重大，不能不求證。在時空的洪流中，佛法不免失真，被歪曲

。歷史能夠保存其原義，還原昔日狀況以作參考，提供核心價值，去調適、開創新機遇，能

對佛法，修行及弘揚作出輔助，當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

    佛法某些觀點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環境而提出的，並不一定適合現代，如四種姓，但佛教

的平等觀須貫徹及應用。某些修行方式亦適合當時的社會風俗，如頭陀行、阿蘭若住，但現

代社會已難施行，因此，無須不捨過往的風貌、應另闢途徑，精進修道。不過，遠離五欲，

憒鬧的精神仍須保持。歷史能釐清這些迷霧，亦能對歷代祖師開創性的改革提供啟發。

    佛教在印度的發展，生滅提供佛教在每一地方的生、住、異、滅性，我們該好好汲取教

訓，掌握機會。各學派，修持方式，社會性適應皆能讓我們更了解佛教的可能性及其濟世作

用。

    然而，佛教在中國有迴異的發展，其創發性，解脫性，社會性的建立，與印度式的佛教

差距不少，但仍能發揮其普世的作用，也是值得參考深究的。本土的歷史、風俗、民情發展

至今，我們不能不著力研究，否則無以為繼，愧對歷史。

    佛教在其他地方的弘傳，亦深具趣味及啟發性，也是必須學習的。它提供了不同的可能

性，開創性，適應性。是很好的他山之石。

佛教的現況，流行什麼？發展狀況，如何繼承歷史？開創新機遇，亦是我們需要知道的，這

對我們的修持，弘化，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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