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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緣經注讀書會

• 時間：美西星期五7pm；亞洲星期六10am
• 上課方式：

1.由幾位學友輪流為大家導讀及複習
2.不清楚的地方隨時開放討論及提問

• 發言注意事項：
1.討論以阿闍梨開示相關內容為主
2.每人發言時間約1-2分鐘，可視情況延長
3.法門間可客觀比較異同但勿爭論是非好壞對錯
4.如有離題或時間過久主持人會敲鈴提醒

• 聯絡方式(上課訊息通知，佛法交流等)：
1.email: wisdomlifeus@gmail.com
2.http://wisdomlife.info/studygroup5.html
3.讀書會Line & Wechat群組

• 歡迎大家一起參與討論、旁聽、或帶領導讀!

mailto:wisdomlifeus@gmail.com
http://wisdomlife.info/studygroup3.html


開印阿闍梨給學員們的勉勵
• 現代佛教徒只讀近代人的著作，不讀印度傳來的經論？

• 近人所教的修行方法和所寫的書容易入門，原因不外
是他們使用了現代人熟悉能懂的善巧，但也可能有解
讀不當的地方。

• 印度佛教傳來的經論有非常豐富的內涵，久學者只停
留在看現代人的書，會有不知原典所說為何的問題。

• 跟某一個系統老師學習禪修方法不是問題，但因此就
瞧不起別的老師，或者沒辦法回到印度佛教傳來的經
論，那就是有問題（很容易自由心證）。

• 現代人所教的修行方法和所寫的書像加糖水的牛奶特
別好喝；印度佛教傳來的經論則像原汁牛奶不好喝但
質是濃郁的、未經改變太多的。

• 研讀《一切漏經注》不太好啃，但可以往上直探兩千
多年前的古印度佛教原典。這樣的話就會體會到翻出
一宗一派的牆。一些宗派固執之見，會形成佛教內部
的消耗、鬥爭，及不必要的煩惱。佛陀的教法是為了
減少煩惱、解脫煩惱，培養品德和增長福慧的。



注釋文獻特色

• 注釋文獻特色：A.語彙釋義、B.義理闡發、C.提供
背景緣起

• A.語彙釋義：注釋書的古層，為研究原始佛法珍貴
資料

• B.義理闡發：以上座部(大寺派)論藏法義為理論架
構而闡發經義—以論解經

• C.提供背景緣起及故事：激勵作用、淺化佛法大義、
通俗化。



探討注釋文獻與經義分歧處

• 一切漏經(注)：A.四漏、B.四道四果、C.種姓

• A.四漏：經—三漏；注—四漏

• B.四道：經—四向四果；注—四道四果

• C.種姓：經—僧團成員的種類；注—種姓智

• **體見斷的修行方法：經—法念處；注—十六觀智

• 大因緣經(注)：A.菩薩、B.緣起、C.名色

• A.菩薩：經—未來成佛；注—追求覺悟的有情

• B.緣起：經—緣起；注—緣行相

• C.名色：經—不包含識；注—五蘊



四悉壇

• 「佛法」的「四部阿含」以外，大乘經的傳出，部類眾
多，宗趣不一，所以龍樹依據古說，依「四阿含」的不
同特性，立四種悉檀，以貫攝一切佛法，悉檀是宗旨、
理趣的意思。四悉檀是：有的是適應俗情，方便誘導向
佛的「世界悉檀」；有的是針對偏蔽過失而說的「對治
悉檀」；有的是啟發人心向上向善的「各各為人悉檀」；
有的是顯示究竟真實的「第一義悉檀」。(<<印度佛教思
想史>>p.126)

• 佛法一切聖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在不
同適應的底裏，直接於佛陀自證的真實。佛教聖典的不
斷傳出，一直就是這樣的。所以佛教聖典，不應該有真
偽問題，而只是了義與不了義，方便與真實的問題。(<<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878 ~ p.879)



文獻資料

• 尼柯耶五部：相應部、中部、長部、增支部、小部

• 阿含經四部：雜阿含、中阿含、長阿含、增一阿含

• 南傳：尼柯耶—阿毘達磨七論—解脫道論—清淨道論—
攝阿毘達磨議論

• 北傳：阿含經—阿毘達磨七論—大毗婆沙論—俱舍論—
順正理論

• 時間：阿含經/尼柯耶—無礙解道/義釋—舍利弗阿毘曇/
南北傳七論—大毗婆沙論—俱舍論/成實論/解脫道論/清
淨道論/大智度論/瑜伽師地論—攝阿毘達磨議論

• 巴利七論：法集論、分別論、人施設論、論事、界說論、
雙論、發趣論

• 有部七論：法蘊足論、集異門足論、施設足論、識身足
論、界身足論、品類足論、發智論

• 律藏：赤銅鍱部為《銅鍱律》，大眾部為《摩訶僧祇
律》，說一切有部為《十誦律》，法藏部為《四分律》，
化地部為《五分律》















部派佛教



部派佛教



四念住中文線上禪七（無著比丘主七）
佛陀曾表示「當作自洲而自依，當作法洲而法依」，實際修
行內容為「四念住」，《雜阿含607經》則說：「有一乘道，
淨諸眾生，令越憂悲、滅苦惱，得如實法，所謂四念處。」

無著比丘為「念住」這個主題的知名學者，著有《念住──通
往證悟的直接之道》《從比較的觀點看念住的實修方法》等
書，並於斯里蘭卡及歐美主持密集禪修多年。他基於《念住
經》三個現存的巴利文及中文版本，以經解經描繪出念住修
行的理論架構和禪修指引。

開印阿闍梨：無著比丘不落一宗一派，是當代力求還原「初
期佛教修行方法之原貌」的大力推手。鼓勵法友們參加。

台灣時間：2022年7月30日（六）至8月6日（六）全程/隨喜

簡章/報名: http://agamaresearch.dila.edu.tw/sati-zh-2022

**下星期開始讀書會將一起研討《念住—禪修指引》譯稿

**美西時間：星期一 7PM；亞洲時間：星期二 10AM

**Zoom ID: 852 6790 6008；Password: 202207

http://agamaresearch.dila.edu.tw/sati-zh-2022


Sabbe sattā averā hontu 願一切眾生沒有敵意
abyāpajjhā hontu 願一切眾生沒有瞋害
anīghā hontu 願一切眾生沒有憂苦
Sukhī attānaṁ pariharantu 願一切眾生保持快樂

願此功德種善根、累世怨親同沾恩、
由斯解脫諸苦惱、共証菩提度有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