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佛陀真正的教法展现吧! 

达摩悟陀大长老 

 

 

离佛陀入般涅盘（入灭）己经2500多年的今天，有许多不同的教

导自称为佛陀的教法。正因如此，很多人对佛法感到困惑及无所

适从，而这一切早被佛陀所预见。 

 

 

伪冒的佛法 

在律藏及《增支部》第8.51经里，佛陀表示真正的佛法将会维持

五百年。佛陀的意思是指唯有在这段时期的佛法，才是纯正而无

杂染的。 

 

于《相应部》第16.13经里，佛陀告诫弟子们，伪法将会出现於这

个世间，就如伪金的出现致使真金失去价值一般，伪法亦会导致

正法的消失。所以，为了维护正法，当务之急是把佛陀的正法从

种种伪法中分辨开来。 

 

 

佛陀的正法 

当佛陀即将进入般涅盘的时候，他这样教导比丘们：“在我入灭

后，我所教导的法（Dhamma）与律（Vinaya）将成为你们的老

师。”（《长部》第16经） 

 

律藏里的戒律只适用於出家众（比丘及比丘尼），而所有佛教的

传承都有着相似的戒律。 

 



什么才是佛陀的教法呢？于《增支部》第4.180经里，佛陀说倘若

一位出家人声称“这是法、这是律；这是佛陀的教导。”我们不

应立即接受或拒绝他所说的话，而应该以佛陀的经与律对照。唯

有当那些话语符合经与律时，我们才可以认同它们为佛陀的教导。

然则，我们应当拒绝。 

 

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可以清楚知道佛法仅指佛陀的话语（即原始

的佛经，Suttas），而并非其它老师的话。这亦是为何我们只以

佛、法、僧为皈依处。佛陀对此早有先见之明，于《增支部》第

5.88经里，佛陀说即使一位出家人出家已久、广为人们所熟悉、

著名、拥有众多在家及出家信徒、熟悉於经典，也可能拥有邪见。

所以，在《长部》第16经里，佛陀告诉我们：“以自己为明灯，

以自己为皈依处，不以他人为皈依处；以法为明灯，以法为皈依

处，不以其它为皈依处。”换言之，佛陀劝告我们要依靠他的教

法及我们自己的努力，而不要依靠其它事物。 

 

于《相应部》第20.7经里，佛陀亦预言在未来，出家人将不会聆

听、研究或精通佛陀的话语。反之，他们却愿意聆听、研究及精

通弟子们的话语（即後来的出家人），而这将导致佛法的消失。

佛陀于此明确地指出我们只应聆听、研究及精通原始佛经

（Suttas），而并非其它的书籍或教导。 

 

 

 

 

 

 

 

 

 



原始佛经 

要知道哪一些是佛陀真正的话语，我们就必须知道在佛陀入般涅

盘后的五百年期间的佛法内容。根据考古学的挖掘、新的发现及

研究等，我们目前能确认于阿育王（King Asoka）时期（约佛陀

入般涅盘后 250年），佛陀的教法就只记载于五部尼柯耶

（Nikayas）中。这五部尼柯耶为： 

 

（一）《长部》，载有长篇的经文。 

（二）《中部》，载有中等长度的经文。 

（三）《相应部》，按主题分类的短篇经文。 

（四）《增支部》，按内容数目顺序排列的短篇经文。 

（五）《小部》，汇集杂项的小部经文。 

 

巴利（Pali）语系的尼柯耶被完整地保存至今（参照平川彰博士

Prof. Akira Hirakawa 著作《A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第73页）。但其中的《小部》则持续扩展而最终成为最大的一部。

目前只有六本《小部》书籍与早期的四部尼柯耶内容是不相抵触

的（请参阅作者另一本作品《解脱－经与律的关联》）。 

 

 

这些经文就是现今我们所拥有最为可靠的佛陀言教。 

 

 

 

 



正见 

佛陀在《中部》第117经（Mahacattarisaka Sutta，大四十经）

里指出，若一个人要修习八正道必须先具有正见。正见为首要原

素，它将致使八正道的其它原素如正思维、正语......的生起。

换言之，未具有正见的人尚未进入八正道。所以，获得正见是极

其重要的。获得正见同义于证得“入流”（即已成就初道或初

果），亦意味着他已获得“法眼”（Dhammacakkhu）。 

 

依据《中部》第43经，获得正见需要两个条件：另一个人的话语

（即他人教导我们佛法）及彻底的思量（Yoniso manasikara）。

所以，佛陀常强调听闻佛法的重要性，并称呼他的弟子们为‘声

闻弟子’（Savaka）。该篇经文进一步指出，要达至解脱或证得

阿罗汉，除了需拥有正见以外，还需要辅以五个条件：持戒、听

闻佛法、讨论佛法、修止及修观。这说明了于八正道修习的始端，

以至获得解脱之前的最後阶段，听闻佛法都是重要的。 

 



结语 

可悲的是，很多所谓的‘佛教徒’（‘声闻弟子’）并不聆听

（或不研究）佛陀的话语。他们没有意识到能听闻一位正等正觉

宣说教法是多么的困难。于《长部》第14经里，佛陀提及在过去

的91劫中，只有六尊正等正觉出现於世。这意味着一位愿意宣扬

佛法的佛陀是多么的罕见啊！而在佛入般涅盘五百年後，大量自

称为佛陀言教的书籍涌现，导致人们分不清何为正法，何为非法。 

 

于《长部》第29经里，佛陀表示他所教导的圣贤生活是圆满、完

整及完全净洁的。倘若有任何人欲增添或删减他的话语，那么他

仍未看见佛法。这意识说我们只应聆听及研究哪完整记载着佛陀

原始教法的五部尼柯耶。这也意味那些编写许多伪法的人，还未

看见佛法，即他们根本未拥有正见。 

 

这一点从对菩萨道（即成佛之道）的理解就可见一斑。后期发展

的教导中声称一个要成佛的人，必须培育六波罗密或后来的十波

罗密（即圆满的人格）。然而，佛陀在《中部》第27经〈象迹喻

小经，Culahatthipadopama Sutta〉里，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何谓

真正的菩萨道。佛陀称菩萨道为‘如来的足迹’，并阐了包含在

内的七个步骤： 

（一）初禅 

（二）二禅 

（三）三禅 

（四）四禅 

（五）回忆起过去的多生多世（宿命通） 

（六）看见众生如何于身坏命终后依据业力再生（天眼通） 

（七）透过思维四圣谛而停止诸漏（漏尽通） 

 

你们看，後期的教导是多么的误导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