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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尊說法，當時已度化無數人。但涅槃後能將法延續下去，才是千秋萬世之舉，其重要

性不亞於佛在人間。要將法延續下去，仍需依律制集合僧眾，將法誦出，經審議後確立。

    釋尊涅槃後數週內，大迦葉尊者倡議複述世尊的法與律，以防邪法、邪律的興盛。僧眾

選了王舍城的七葉窟，集合五百阿羅漢，由持律第一的優波離誦律，多聞第一的阿難誦法。

可是，阿難尚未證阿羅漢果，大迦葉反對他加入結集，但阿難隨侍佛陀二十五年，多聞第一

，若沒有參與，將有很大缺失，最後得予通過，讓他參與。可是，阿難仍要以阿羅漢身份出

席，雖然多次努力，直至會議前夕仍無法達到，正要躺下休息，在足離地，頭快要觸枕一刻

，突然開悟成阿羅漢。

    會議中，阿難告訴諸比丘，世尊入涅槃前，曾說小小戒可捨。但那些是小小戒呢？阿難

卻沒有問清楚。由於很多戒律與在家眾有關，若捨棄小小戒，難免讓人誤解釋尊入滅後便不

學戒了，因此，大迦葉動議「未制不得制，已制不得壞」，並聲言阿難犯惡作，應懺悔。阿

難辯稱未詢何者是小小戒乃出於失念，非惡作，但對議決的尊重，願意懺悔此惡作。大迦葉

繼而舉阿難多種惡作罪：為世尊補綴雨衣時，以足踐踏；讓婦女先瞻禮世尊之遺體，更讓淚

水沾濕世尊遺體；世尊雖多次暗示可住壽一劫，卻未能請佛住世，利樂人天；由於阿難的勸

請，使女人可於如來的法與律中出家。阿難皆一一否認，但尊重議決，亦一一懺悔此等惡作

罪。

    摩揭陀國的大臣婆羅門禹舍曾問阿難可有一比丘為世尊入滅後，任命皈依此人？可有一

比丘為僧眾挑選皈依此人？阿難俱答沒有，但僧伽的和諧實有可依，法即是皈依之處。世尊

並制定波羅提木义，讓僧伽遵守，每逢半月布薩聚集，依法，依律糾正犯過之人。

    每部經典皆以「如是我聞」開始，代表結集的經典是如此從佛聽聞，經過五百羅漢認可

通過的。經末以「聞佛所說，歡喜信受，作禮而去」作結，表示大眾法喜充滿，深受法益。

經典最初以口誦方式流傳，經過四五百年才以文字傳播，但四五百年的時間已使教義有所差

誤。經典的結集，在雨安居的三個月內完成，這是第一次結集，稱為上座部結集。

    傳說更有七葉窟外數百千比丘結集，稱為大眾部結集。由文殊師利，彌勒諸大菩薩與阿

難集是摩訶衍。除經律論三藏外，還加上雜集藏和禁咒藏五種。

    第二結集約在佛滅後一百年，保守派與改進派在十事非法的戒律觸發下，由保守派七百

比丘在毗舍離進行第二次結集，經過八個月，在國王的外護下舉行。改進派超過一萬人另行

集會，重新修正經藏和律藏，去創新和適應時代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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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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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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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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