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雜阿含經攝頌初探：兼談印順導師在《雜阿含經》攝頌研究的創見 89 

《雜阿含經》攝頌初探 
兼談印順導師在《雜阿含經》攝頌研究的創見 

 "First Exploration to the Uddānas of Za-A-Han-Jing (T 99): And Ideas 

Highlighted and Inspired by Master Yin-Shun" 

 

蘇錦坤 
 

摘要 

在漢譯或巴利文獻的經、律、論都有「攝頌」，本文所探討的攝頌主要為

「四阿含」和「五部尼柯耶」的攝頌。 

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為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解讀攝頌的創

見；第二部分則詳細比對《雜阿含經》的五卷攝頌與其對應經文，並且標記

攝頌詞句所代表的經號。此處也指出《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的部分特點也適

用於《雜阿含經》的攝頌。第三部分則比對了赤沼智善《漢巴四部四阿含互

照錄》和《佛光藏，雜阿含經》，敘述這兩者與攝頌之間的差異。第四部分為

結語和謝詞。 

There are uddānas in Pāli and Chinese canonical documents. This article 

focuses simply on uddānas of the first four Nikāyas and Chinese Āgamas.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about the remarkable 

comments of Master Yin-Shun in the exposi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uddānas 

against Za-A-Han-Jing (“Saṃyuktāgama”, T 99). In the second part, the 

uddānas of Za-A-Han-Jing are examined in detail, and the corresponding suttas 

against the keywords of them are suggested. It also highlights that we can find 

her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shown in that of Bie-Yi-Za-A-Han-Jing (T 100). In 

the third part, examination of uddānas against Chizen Akanuma’s ”The 

Compara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Āgamas & Pāli Nikāyas” and “Fo-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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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A-Han-Jing” is conducted. The last part is “Conclusion” and 

“Acknowledgements”. 

 

 

 

關鍵詞：印順導師、雜阿含經、攝頌、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雜阿含

經論會編、姉崎正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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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印順導師在釐清《雜阿含經》攝頌的創見 

一，前言 

現今存世的漢譯四阿含中，《長阿含》的譯本沒有攝頌1，《增一阿含》譯

自曇摩難提的闇誦，攝頌(錄偈)不全2，《中阿含》的攝頌涵蓋全部 222 經，

沒有遺漏。各版本藏經收錄單卷本、二十卷本(或十六卷本)、五十卷本等三

種《雜阿含經》，單卷本《雜阿含經》無攝頌，五十卷本《雜阿含經》僅五卷

有攝頌3，二十卷本(或十六卷本) 雜阿含經，各版藏經例稱為《別譯雜阿含

經》，十六卷本《別譯雜阿含經》有三十一首攝頌，二十卷本《別譯雜阿含經》

遺佚其中一首而僅有三十首攝頌。至於巴利五部尼柯耶，除了《小部尼柯耶》

之外，各部尼柯耶均保存有較完整的攝頌4。 

攝頌為結集經典後，摘取經文的字詞，或者另以字詞隱括經義，約十

經成為一首偈頌5。這樣的偈頌有稱為「錄偈」的、有稱為「嗢拕南頌」或

「嗢拕南」的、有稱為「結頌」的、有稱為「總頌」的、有稱為「欝陀南」

                                                 
1 Hartmann, (2004), 指出新近發現的梵文《長阿含經》殘卷有攝頌，漢譯《長阿含經》有

30 經，梵文《長阿含經》依攝頌推論有 47 經，巴利《長部尼柯耶》有 34 經，有攝頌。

漢、梵、巴三版本並非完全相同。 
2 《出三藏記集》道安法師〈增一阿含序〉「分為上下部，上部二十六卷，全無遺忘。下

部十五卷，失其錄偈也。」(CBETA, T55, no. 2145, p. 64, b12-13) 
3 印順導師，(1983)，〈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雜阿含經》的〈五陰誦〉部分，傳譯時保存

了攝頌，所以可依攝頌而知道經文的次第。保存攝頌的，共五卷，現存本編為卷一，卷一

０，卷三，卷二，卷五。」( 2 頁 ) 
4 五部尼柯耶為《相應部》、《長部》、《中部》、《增支部》與《小部》。《增支部尼柯耶》部

份篇章沒有攝頌。《小部尼柯耶》中，例如《法句經》無攝頌；《長老偈》有攝頌；《長老

尼偈》無攝頌。由此可見，五部尼柯耶的攝頌也不是整齊地出現在各章節之後。《經集》

則除第五品〈彼岸道品〉無攝頌外，前四品均有攝頌；《小義釋》對《經集》〈彼岸道品〉

的註解留有攝頌，在意義上，可以作為《經集》〈彼岸道品〉的攝頌。 
5 攝頌的體例大致上以十經為一頌，但是也有如《中阿含經》卷 48：「馬邑及馬邑，牛角娑

羅林，牛角娑羅林，求解最在後」(CBETA, T01, no. 26, p. 724, c15-16)只有五經， 或者如

《別譯雜阿含經》攝頌：「優陟分匿俱迦那，須達長爪奢羅浮，重床三諦及聞陀，二不留

得尸蔔根，尸蔔那羅婆力迦，須跋陀羅第十五」(CBETA, T02, no. 100, p. 453, b19-21)多達

十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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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巴利文獻稱此攝頌為 uddāna6；以下為行文簡潔方便，統一稱為「攝頌」。

佛教文獻中，攝頌顯示三種主要功能：一是協助口誦傳承，作為背誦經文的

提示；二是避免經典前後次第錯亂，以利僧團齊聲合誦；三是維持此階段集

結時的原貌，避免後起的經典混入原來的結集而變得駁雜。7 

在漢譯或巴利文獻的經、律、論都有「攝頌」，本文所探討的範圍主要為

「四阿含」和「五部尼柯耶」的攝頌。 

為行文方便，以下將赤沼智善《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簡稱為《互

照錄》，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簡稱為《會編》。 

二，《雜阿含經》次第的整理 

呂澂在〈《雜阿含經》刊定記〉文中，如此敘述其比對《瑜伽師地論》的

過程與發現： 

由此取舊翻《雜阿含經》與《論》文相較，以《經》錯簡過多，時阻

困難，然前後推尋，《論》文畢十四卷，《經》文亦畢二十二卷，而後

恍然《瑜伽》之文純引《雜含》本母無疑義也。《雜含》結集乃以義為

部類；每一類中出經千百，亦但義類相同，諸經卻無次第。至於本母

就義決擇，又不必盡，一門或釋一經，或釋多經，又或多門以釋一經，

文段次第更為難見，然比觀經文固若網在綱、有條不紊也。今為『經

論對勘表』如次，以證此說。8  

印順導師承襲呂澂的舊說而更進一步標註、抉擇，而發揮《經》、《論》

對照的精神，如說： 

呂澂發表了〈雜阿含經刊定記〉，依《瑜伽師地論》，知道四《阿含經》

是依《雜阿含經》為根本的；《瑜伽論》〈攝事分〉中，抉擇契經的摩

                                                 
6 例如《相應部尼柯耶》(S i 5): “tassuddānaṃ” 
7 蘇錦坤，(2008)，8 頁，〈三、攝頌的功能〉。 
8 《佛光大藏經，阿含藏》《附錄》，呂澂，〈雜阿含經勘定記〉，6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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呾理迦（本母），是依《雜阿含經》的次第而造。9  

到近代（民國十二年，西元一九二三年），支那內學院呂澂，發表 〈雜

阿含經刊定記〉，證明了《瑜伽師地論》〈攝事分〉的『契經事擇攝』，

實為《雜阿含經》主體的本母──摩呾理迦。《論》文從卷八五到九八，

凡一四卷；依《論》義對讀《經》文，經文應有二二卷，但一卷已經

佚失，只存二一卷。這樣的經論對讀，《雜阿含經》主體的分部與次第，

總算已充分的明了出來。10  

宋求那跋陀羅的原譯本，...誦品的記錄不完全，又誤編『無憂王譬喻』

在內，卷次又有些錯亂，所以一向以為雜亂而沒有次第的。...現在，

依漢譯現存本的卷帙次第，確定佚失了的卷數，以及次第錯亂的改正，

而推定原譯本的次第，可依五誦而分成多少相應，試敘列如下：...。

依現存的『雜阿含經』，改正次第，就回復了『雜阿含經』原譯本的

次第。11  

《瑜伽師地論》卷 85 到卷 98 雖被稱為《雜阿含經》之本母(摩呾理迦)，

並未包含《雜阿含經》〈八眾誦〉(或相當於《相應部尼柯耶》〈有偈品〉)的

釋義，只在其他卷留有數首偈頌的解說。12印順導師也提到以攝頌交互比對

現存《雜阿含經》與《別譯雜阿含經》經文，來推定「應有的次第」。如

以下的敘述： 

《雜阿含經》這一部分的次第，也是錯亂的。好在有《別譯雜阿含經》，

可比對而得到完整的次第，這是近代學者整理的成績。…所以《別譯》

二０卷本，次第與內容，大體可信，而多少也要依《雜阿含經》來校

                                                 
9 印順導師，(1983)，〈序〉(1 頁 ) 
10 印順導師，(1983)，〈序〉(1 頁 ) 
11 印順導師，(1983)，〈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41-49 頁) 
12 如《瑜伽師地論》卷 17 到卷 19 留有數首偈頌的解說，這些偈頌有的相當於《小部尼柯

耶》《經集》的偈頌，有的則與《雜阿含經》〈八眾誦〉的部份偈頌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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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現在依《別譯本》卷一到一二，及卷二０──偈頌部分，比對

《雜阿含經》，以推定這一部分的應有次第。13  

印順導師稍晚14又於《會編》的篇首長文〈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敘述： 

在現存本中，次第也是有錯亂的，好在有《別譯雜阿含經》可以比對。

《別譯》前一二卷及卷二０，與《雜阿含經》的〈八眾誦〉相當，攝

頌多數保存，便於整理，所以近代學者，都依《別譯》二０卷本，比

對出《雜阿含經》〈八眾誦〉的次第。15  

如此，依照以上兩則引文，印順導師認為一方面可以利用《別譯雜阿含

經》的攝頌，來釐清 50 卷本《雜阿含經》的原來次第；另一方面，也可以

利用 50 卷本《雜阿含經》，來整理《別譯雜阿含經》。由此可見，對於目前《別

譯雜阿含經》與《雜阿含經》原來經文次第的議題，兩者的攝頌有相當關鍵

的作用。這樣的見解，印順導師自稱是受到呂澂的〈雜阿含經刊定記〉的啟

發16。 

印順導師也建議利用《增一阿含經》的攝頌(以及「增一法」)去「復原」

《增一阿含經》的原貌，如《華雨集第三冊》：「《增一阿含經》的次第倒亂，

實由於誦出者的遺忘。除『錄偈』外，還可以從次第去發見倒亂。」17 

1983 年出版的《佛光大藏經》《雜阿含經》，除了賦予新式標點符號和

增加許多註解之外，也重編了《雜阿含經》的經號。書中的〈凡例〉宣稱其

編定的依據為： 

由於《雜阿含》在內容和次第上的混亂顛倒，本經之編整乃根據印順

                                                 
13 印順導師，(1978)，p. 668-669.  
14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完成於 1978 年，《雜阿含經論會編》完成於 1983 年。 
15 印順導師，(1978)，〈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b22-b24.  
16 印順導師，(2004)，「第九章〈原始集成之相應教〉（629-694 頁），及以後寫成的《雜

阿含經論會編》，是受到呂澂〈雜阿含經刊定記〉的啟發而研討完成的。」( p243~244 )  
17 印順導師，(2004)，(2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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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所著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雜阿含經論會編》，及國內外阿

含學者之研究而重整部帙，新編經號，共整理成五誦 1359 經。18 

即使如此，《佛光藏，雜阿含經》在「對應經典」與「經典編次」上，

並未完全依據《會編》，兩者之間仍然有一些差異。19例如《佛光藏，雜阿

含經》編列為 1359 經，在《會編》則編為 13412 經，僅僅經數就差異極大。

在各部經典的巴利對應經典的取捨上，《佛光藏》常有捨《會編》而跟隨《大

正藏》頁底註解的現象。 

一般而言，各部著作如果嘗試重編《雜阿含經》經次，其主要的依據，

在長行部分為《經》、《論》對勘，在《八眾誦》部分則倚賴《雜阿含經》

與《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來釐定次序。筆者認為，對於《雜阿含》經典次

第的釐定，巴利對應經典及其攝頌所能提供的幫助不大。 

三，《會編》在「《雜阿含經》攝頌研究」的創見 

印順導師受到呂澂的啟發，依據《瑜伽師地論》〈攝事分〉，於《會編》

書中編列新的經典次序，其中有不少獨特的見解，釐清了部分攝頌晦澀難解

的疑點。 

整體來說，書中的〈五隂誦〉〈隂相應(1)〉部分，為依據《雜阿含經》

攝頌，並且參照《瑜伽師地論》而編訂次第，印順導師對此攝頌有許多註解

與校訂；編訂〈八眾誦〉十一篇〈相應〉20的次第時，則依據《別譯雜阿含

經》攝頌。印順導師對此攝頌較少有補註或訂正，此一部分與姉崎正治的〈漢

譯四阿含〉大致相同，筆者比對兩者之後，在經名與次序上並未發現有太多

差異。其他部分21為依據《瑜伽師地論》與呂澂〈雜阿含經刊定記〉而編定

                                                 
18 《佛光藏，雜阿含經》〈凡例〉，第五項 (2 頁)。 
19 詳見本文第八節〈《佛光藏，雜阿含經》與攝頌〉。 
20 《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總目次〉，〈八眾誦〉列有〈比丘相應〉、〈魔相應〉、〈帝釋相應〉、

〈剎利相應〉、〈婆羅門相應〉、〈梵天相應〉、〈比丘尼相應〉、〈婆耆舍相應〉、〈諸天相應〉、

〈夜叉相應〉、〈林相應〉等十一〈相應〉。 
21 此處指《雜阿含經論會編》的上、中兩册，〈六入處誦〉、〈雜因誦〉、〈道品誦〉等共三誦、

十五相應〉。實際上，《雜阿含經論會編》的下册，已經沒有「經、論會編」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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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第。 

《會編》進行經典的編次、攝頌的解讀與增訂註解，必須從「卷」的對

應到逐經的編訂。可以想見，這樣的工作在今日電腦的輔助與中華電子佛典

協會(CBETA) 光碟的協助之下，仍然耗時費日，折磨耐心；導師當年勢必要

投入相當多的時間與精力來反覆對讀與修訂，書成之後，不僅嘉惠後來的學

者，也讓呂澂所開啟的這一見解，更加落實。 

以《雜阿含經》攝頌的觀點來閱讀《會編》新編的次序，首先是「攝頌

一」、「攝頌二」、「攝頌三」、「攝頌四」，為《雜阿含 1 經》到《雜阿含 29

經》22；接著為「攝頌十四」(《雜阿含 30 經》到《雜阿含 32 經》，《雜阿含 

256 經》到《雜阿含 262 經》)、「攝頌十五」(《雜阿含 263 經》到《雜阿含 

272 經》)，回頭接到「攝頌九」、「攝頌十」、「攝頌十一」、「攝頌十二」(《雜

阿含 59 經》到《雜阿含 81 經》)，其次為「攝頌五」(《雜阿含 82 經》到

《雜阿含 87 經》，《雜阿含 33 經》到《雜阿含 36 經》)，之後為「攝頌六」、

「攝頌七」(《雜阿含 37 經》到《雜阿含 56 經》)，最後為「攝頌十三」(《雜

阿含 57 經》、《雜阿含 58 經》，《雜阿含 103 經》到《雜阿含 110 經》)。其

中，「攝頌八」是當作「重頌、內攝頌」而不另外標示對應經典23。 

依照《別譯雜阿含經》攝頌來對照《會編》，新編的次序，例如將《雜

阿含 1222 經》接到《雜阿含 1120 經》之後24，此為依「《別譯雜阿含經》

攝頌五」25。將《雜阿含 1145 經》接到《雜阿含 1240 經》之後26，此為依

「《別譯雜阿含經》攝頌七」27。將《雜阿含 88 經》接到《雜阿含 1163 經》

                                                 
22 攝頌的編號為筆者依據《大正藏》出現的次序所編，請參考本文第四節〈攝頌與對應經

典的標示〉。 
23 《雜阿含經論會編(上)》，179 頁，註 4：「此頌是『內攝頌』，攝一經十問之義，與攝

十經為一頌不同」。 
24 《雜阿含經論會編(下)》，77 頁，《1224 經》相當於《大正藏》《雜阿含 1120 經》，《1225

經》相當於《大正藏》《雜阿含 1222 經》。 
25 《別譯雜阿含經》卷 3：「須毘羅(43)仙人(44)，滅瞋(45)月八日(46)，病(47)并持一戒(48)，

鳥巢(49)及婆梨(50)，貧人(51)及大祠(52)」(CBETA, T02, no. 100, p. 391, b28-c1)。 
26 《雜阿含經論會編(下)》，100 頁，《1243 經》相當於《大正藏》《雜阿含 1240 經》，

《1244 經》相當於《大正藏》《雜阿含 1145 經》。 
27 《別譯雜阿含經》卷 4：「得勝(63)毀壞(64)從佛教(65)，一法(66)福田(68)可厭患(67)，明

闇(69)石山(70)著一衣(71)，諸王(72)喘息(73)名跋瞿」(CBETA, T02, no. 100, p.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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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28，此為依《別譯雜阿含 84 經》到《別譯雜阿含 91 經》的次序(沒有攝

頌含攝此八經)29。將《雜阿含 1178 經》接到《雜阿含 102 經》之後30，此為

依《別譯雜阿含經》的經序與《雜阿含經》的經序交互校對31。將《雜阿含 993

經》接到《雜阿含 1221 經》之後32，此為依「《別譯雜阿含經》攝頌二十二」

33。將《雜阿含 576 經》接到《雜阿含 1022 經》之後34，此為依《別譯雜阿

含經》順次編列35。將《雜阿含 1267 經》接到《雜阿含 603 經》之後36，此

為依「《別譯雜阿含經》攝頌十五」37。 

如此，《會編》所呈現的「恢復原貌」的整理結果，將《雜阿含經》原

來分散在五卷的十五首攝頌，成為連續銜接在一起的十四首攝頌，這樣子也

提供一個嶄新的面貌：「《雜阿含經》的〈五陰誦〉相關經典不再散落於各卷，

新編的〈五陰誦〉包含了現存的攝頌對應的所有經典，現存的攝頌也完整地

涵蓋〈五陰誦〉的範圍」。 

但是，《會編》呈現的「新面貌」也引起一些考量，《別譯雜阿含經》

攝頌的對應經典，在《雜阿含經》大都位於〈八眾誦〉〈比丘相應(17)〉到

                                                                                                                                      
a21-22)，請參考蘇錦坤(2008)，35 頁，第七節〈《別譯阿含經》攝頌與經文的差異〉第 
13 項，及<表一>。 

28 《雜阿含經論會編(下)》，126 頁，《1262 經》相當於《大正藏》《雜阿含 1163 經》，

《1263 經》相當於《大正藏》《雜阿含 88 經》。 
29 參考蘇錦坤(2008) ，37 頁，第七節第 17 項，及<表二>。 
30 《雜阿含經論會編(下)》，150 頁，《1277 經》相當於《大正藏》《雜阿含 102 經》，《1278

經》相當於《大正藏》《雜阿含 1178 經》。 
31 參考蘇錦坤(2008)，37 頁，第七節第 17 項，及<表二>。 
32 《雜阿含經論會編(下)》，210 頁，《1321 經》相當於《大正藏》《雜阿含 1221 經》，

《1322 經》相當於《大正藏》《雜阿含 993 經》。 
33 《別譯雜阿含經》卷 13：「本如酒醉(252)四句讚(253)，龍脇(＊)拔毒箭(254)，尼瞿陀劫賓

入涅槃(255)，讚大聲聞(256)，婆耆奢滅盡(257)」(CBETA, T02, no. 100, p. 463, c24-26)參
考蘇錦坤(2008) ，50 頁，第七節第 45 項，及<表七>。 

34 《雜阿含經論會編(下)》，242 頁，《1351 經》相當於《大正藏》《雜阿含 1022 經》，

《1352 經》相當於《大正藏》《雜阿含 576 經》。 
35 《雜阿含 576 經》到《雜阿含 603 經》以及接於其後屬於〈諸天相應〉的經典排列於此。 
36 《雜阿含經論會編(下)》，271 頁，《1379 經》相當於《大正藏》《雜阿含 603 經》，《1380

經》相當於《大正藏》《雜阿含 1267 經》。 
37 《別譯雜阿含經》卷 9：「牟鋑(170)及天女(171)，四轉輪(172)髻髮(173)，睡厭(175)極難

盡(174)，伊尼延(177)駛流(178)，無縛著解脫(179)，而能得濟度(180)」(CBETA, T02, no. 100, 
p. 439,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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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相應(27)〉」。在《會編》的「新編次序」之下，『攝頌十』位於〈大迦

葉相應(41)〉，『攝頌十一』位於〈聚落主相應(42)〉，『攝頌十三』位於〈馬

相應(43)〉，『攝頌十四』位於〈摩訶男相應(44)〉，『攝頌二十九』、『攝

頌三十』位於〈無始相應(45)〉，『攝頌十七』位於〈婆蹉出家相應(46)〉、

『攝頌十八』位於〈外道出家相應(47)〉，詳細列表如＜表一＞，這當中仍

然有待進一步探討。 

＜表一＞ 

《別譯雜阿含

經》攝頌編號 

位於《會編》的

〈相應〉編號 

相當於《大正藏》《雜阿含經》經號 

1 17 1062~1072 
2 17 1073~1083 
3 18 1084~1093 
4 19 1104~1113 
5 19 1114~1225 
6 20 1226~1235 
7 20 1236~1240, 1145~1150 
8 21 1151~1160 
9 21 268, 1178~1187 
10 41 1136~1144, 905~906 
11 42 907~916 
12 25 995~1003 
13 43 917~926 
14 44 927~936 
15 25 598~603, 1267~1269 
16 25 586~597 
17 46 957~964 
18 47 965~979 
19 23 1198~1207 
20 24 1208~1216 
21 25 1013~1022 
22 24 1217~1221, 993~994 
23 21 92~101 
24 25 1280~1289 
25 25 1290~1299 
26 25 1300~1308 
27 25 1309~1318 
28 26 1319~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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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45 937~947 
30 45 948~956 
31 27 1331~1339 
除此之外，《會編》還有下列創見： 

1  將「攝頌八」定位為「內攝頌」，而將「攝頌十三」的「彼多羅十問」詮

釋為「波多羅、十問」兩經，代表《雜阿含 57 經》與《雜阿含 58 經》。 

《會編》： 

《大正藏》以為『彼多羅十問經』缺，並推定為《相應部》（四三）〈聚

落主相應〉之一二經，即《中阿含經》（二０）《波羅牢經》38。此乃

不知前『陰根陰即受』為內攝頌而引起之誤解。今謂：『彼多羅』一頌，

即今一六九──一七八經。「十問」為一七０經，乃與陰有關之十項問

答。『彼多羅』即今一六九經。『彼多羅』應為『波多羅』之誤。依巴

利文，經在 Parileyya（波陀）說，『波多羅』即『波陀』，今改『彼』

為『波』。39   

《互照錄》標示《雜阿含 57 經》為「陰根」、《雜阿含 58 經》為「陰即

受」，《互照錄》中也沒有任何《雜阿含經》被標示為與攝頌中「彼多羅十問」

有關的經名40，這與《會編》不同。 

赤沼智善《互照錄》標示《雜阿含 57 經》的對應經典為《相應部》的《SN 

22.81》41，經題為 Pālileyya Sutta，巴利攝頌為 “Pālileyyena” 42，相當於《雜

                                                 
38 大正藏原註解為，《雜阿含經》「[6]彼多羅十問」(CBETA, T02, no. 99, p. 37, b26)[6]彼多羅

十問經缺，(約當於)～S. 42. 13」。 
39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212 頁，註 7。 
40 赤沼智善，(1929)，29 頁，第六、七、八行。 
41 赤沼智善，(1929)，29 頁，第六行。《大正藏》的附註與此相同：《雜阿含 57 經》(CBETA, 

T02, no. 99, p. 13, c7) [13]～S. 22. 81. Pārileyya. 
42 CSCD 版 SN 22.81 經題為 Pālileyya Sutta，(S iii 94)，巴利攝頌為 “Pālileyyena”此處 PTS 

版的《相應部尼柯耶》SN 22.81 Pārileyya ，與 CSCD 不同，PTS 版省略而未列攝頌，

而非此處缺攝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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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 57 經》「波陀聚落」43。 

《會編》認為「攝頌十三」的「十問」就是「攝頌八」的「陰、根、

陰即受、二陰共相關、名字、因、二味、我慢、疾漏盡」44 等十問，而「攝

頌八」只是《雜阿含 58 經》的「內攝頌」。 

依體例而言，「重頌」是在單一經中「重宣此義」，這一首「頌」應該位

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定型句之前；「攝頌」是含攝「十經之文」，

「內攝頌」則是含攝「一經之文」，兩者均在此定型句之後。所以《會編》將

「攝頌八」判定為「含攝單一經文」的「內攝頌」，給了清楚的解釋，也解

決對「攝頌八」的定位問題。。 

2  依「攝頌十一」「其道有三種，實覺亦三種；有身四種說，羅漢有六種」

判讀經文： 

此攝頌相當難解，《互照錄》列「其道」為兩經、「實覺」為兩經、「有身」

為兩經、「羅漢」為一經45，並未清楚地反映攝頌的意涵。姉崎正治的〈漢譯

四阿含〉標示「其道」為三經、「實覺」為三經、「有身」為四經、「羅漢」為

六經46，雖反映攝頌，但並不是完全妥善。 

導師認為「攝頌：『其道有三種，實、覺亦三種』，三經各有『當說』、『有

（實有）』、『知（覺）』，成為九經。此處經文，獨缺『如當說，有及當知，亦

如是說』。尋經文，乃被誤寫於下經之後，故今移此以符頌義」47。 

也就是說，此攝頌有「道(69)」、「實(70)」、「覺(71)」三經，各經均有「當

說」、「有（實有）」、「知（覺）」三種，成為九經48。未編經號的「餘如是說。

差別者，『當知有身、當知斷有身集、當知證有身滅、當知修斷有身道跡』。

                                                 
43 《雜阿含 57 經》「世尊遊行北至半闍國波陀聚落」(CBETA, T02, no. 99, p. 13, c17-18) 
44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179 頁，註 4：「又原本作「二味」，今改「二我

慢」，即「我慢」與「無我慢」。」因為《雜阿含 58 經》關於「味」只有一問，而有「我

慢」、「無我慢」兩問。 
45 《互照錄》，29-30 頁，第三卷，15-21 項。 
46 姉崎正治，(1908)，82 頁，第十三部，1-16 項。這也是赤沼智善《互照錄》並未完全遵

循姉崎正治〈漢譯四阿含〉的一個例子。 
47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115 頁，註 6。 
48 「實(70)」的對應經典為 SN 22.103 Ante(邊)，《雜阿含 70 經》也談論「有身邊」，如果判

定攝頌「實」字為「邊」字的訛寫，則會更貼切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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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49為對應攝頌的「有身四種說」，

接下來的「如當說，有及當知，亦如是說」50，應移到《雜阿含 71 經》的「佛

說是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之後，單獨成一行。接下來對應攝

頌「羅漢有六種」的經文是： 

又復差別者：『比丘知有身、斷有身集、證有身滅、修斷有身道，是名

比丘斷愛、欲、縛、諸結等法，修無間等，究竟苦邊』。 

又復差別者：『是名比丘究竟邊際，究竟離垢，究竟梵行，純淨上士』。 

又復差別者：『是名比丘阿羅漢，盡諸有漏，所作已作，已捨重擔，逮

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智心解脫』。 

又復差別者：『是名比丘斷關、度塹，超越境界，脫諸防邏，建聖法幢』。 

又復差別者：『云何斷關？謂斷五下分結。云何度塹？謂度無明深塹。

云何超越境界？謂究竟無始生死。云何脫諸防邏？謂有愛盡。云何建

聖法幢？謂我慢盡』。 

又復差別者：『是名比丘斷五枝、成六枝、守護一、依四種，棄捨諸諦，

離諸求，淨諸覺，身行息，心善解脫、慧善解脫，純一立梵行，無上

士。』51  

如此，就與攝頌和經文吻合。也顯示《大正藏》漏編了部分《雜阿含經》

的經號。 

3  依《瑜伽師地論》訂正攝頌與經文：  

《雜阿含 20 經》「深經亦如是說」52，《互照錄》與姉崎正治的〈漢譯四

阿含〉標示《雜阿含 20 經》經名為「深」。其他版本《雜阿含經》與對照目

錄在此都沒有任何註解，《會編》依照《瑜伽師地論》認為此處「深」字應作

                                                 
49 《雜阿含經》卷 3，(CBETA, T02, no. 99, p. 18, c12-14)。 
50 《雜阿含經》卷 3，(CBETA, T02, no. 99, p. 18, c15)。 
51 《雜阿含經》卷 3，(CBETA, T02, no. 99, p. 18, c15-p. 19, a1)。 
52 《雜阿含 20 經》(CBETA, T02, no. 99, p. 4, 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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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字；而且應該是《相應部尼柯耶，SN 22.70 經》的對應經典。53  

又如《雜阿含 65 經》「如觀察(1)，如是分別(2)、種種分別(3)、知(4)、

廣知(5)、種種知(6)、親近(7)、親近修習(8)、入(9)、觸(10)、證(11)，二經，

亦如是廣說」54，《佛光藏，雜阿含經》認為此處的「二」字，應該是「十

二」兩字脫落而成的55 。《會編》認為此處僅列十一經，參照《瑜伽師地

論》，均「約聞、思、修慧，解釋『親近、修習、多修習』」，所以此處的

「親近、親近修習」疑為「親近、修習、多修習」以補足經文所謂的「十

二經」。56 

4  對《雜阿含經》現存攝頌的校正或詮釋： 

四阿含中的攝頌向來佶屈聱牙、晦澀難解，一般書籍也將之當作「無關

大義」而少有解說。唯獨《會編》作了為數不少的註解。例如，「攝頌六」的

「三世陰世食(46)」，則註明為「『所食』原本作『世食』，依經文改」57 。「攝

頌七」的「除(55)漏無漏法(56)」，「除」校正為「陰」58 。「攝頌八」的「二

味，我慢」，校正為「味、二我慢」。59  

又如解釋「攝頌九」： 

『等觀察』乃『60 經(大正藏編號《雜阿含 63 經》)』，如『論』說『等

隨觀察』。『貪著』乃『59 經(大正藏編號《雜阿含 62 經》)』。『三種分

別』乃『58 經(大正藏編號《雜阿含 61 經》)』，不知何為三種。或如

經中所說：隨信行、隨法行之『分別觀察忍』，及須陀洹與阿羅漢之『如

實正慧等』，可參考『相應部』(22)「蘊相應」之 108~~110 經，同一

                                                 
53 《雜阿含經》，(CBETA, T02, no. 99, p. 17, b14-15)。 
54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30 頁，註 2。 
55 《佛光大藏經》《雜阿含經》，第 109 頁，註 4。 
56 《雜阿含經論會編(上)》，111 頁，註 2。 
57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160 頁，註 5。 
58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170 頁，註 3。 
59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179 頁，註 4：「又原本作『二味』，今改『二我慢』，

即『我慢』與『二我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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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實知，而以沙門、預流、阿羅漢為三經。 60  

又如依「攝頌十一」釐清《雜阿含 71 經》的經文： 

依攝頌：『其道有三種，實、覺亦三種』，三經各有『當說』、『有(實有)』、

『知(覺)』，成為九經。此處經文獨缺『如當說，有及當知，亦如是說』。

尋經文，乃被誤寫於下經之後，故今移此以符頌義。61   

如「攝頌十二」的「略說(79)」，解釋為「『略說』即說三世有性。」62，

確認「攝頌十二」未含攝《雜阿含 75 經》，以及解說「攝頌十三」的長註63。

《會編》將「攝頌七」的「婆羅」，依照《元本》改為「薩羅」64，但是五十

卷本的「薩羅聚落」只出現於《雜阿含 53 經》一經，而「婆羅聚落」卻出

現於《雜阿含 1095 經》「入婆羅聚落乞食」65與《雜阿含 1180 經》「婆羅聚

落」66。《雜阿含 1180 經》的對應經典《別譯雜阿含 94 經》，則譯為「一時

佛在娑羅婆羅門聚落。爾時世尊，於其晨朝，著衣持鉢，欲入娑羅聚落乞食」

67，所以，此處應該是「娑羅」訛寫為「婆羅」，元本的「薩羅」或許是後來

抄寫者的補正。 

對於攝頌的對應經典，姉崎正治〈漢譯四阿含〉、赤沼智善《互照錄》、

《佛光藏，雜阿含經》與《會編》之間偶有不同之處(詳見本文第二部分)，

就筆者學力所及，筆者認為大部分還是《會編》的編列為正確或者較為合

適。 

                                                 
60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106 頁，註 3。 
61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115 頁，註 6。 
62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133 頁，註 5。 
63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212 頁，註 7。 
64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165 頁，註 1。 
65 《雜阿含 1095 經》(CBETA, T02, no. 99, p. 288, a14)，請參照《房山石經》、《趙城金藏》

與《契丹藏》。 
66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165 頁，註 1。 
67 《別譯雜阿含 94 經》(CBETA, T02, no. 100, p. 407, a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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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雜阿含經》攝頌與對應經典的比對 

四、攝頌與對應經典的標示 

五十卷本《雜阿含經》只有五卷留有攝頌，分別為卷一、卷二、卷三、

卷五與卷十，都在〈五陰誦〉的範圍內。總共只有十五首攝頌。68為了敘述

簡潔，本文依《大正藏》《雜阿含經》的卷次將現存攝頌編號，以方便稱引，

同時也依《大正藏》的《雜阿含經》經號來附註對應的《雜阿含經》攝頌。 

 
1.  《雜阿含經》卷 1：「無常(1)及苦(1A)空(1B)，非我(1C)正思惟(2)；無

知等四種(3-6)，及於色喜樂(7)」(CBETA, T02, no. 99, p. 1, c20-21) 

此攝頌含 1-7 經。參考＜表二＞。 

 
＜表二＞ 

雜阿含 相應部尼柯耶 附註 
1 22.12 1.1 
1A 22.13 1.2 
1B ----  
1C 22.14  
2 22.52 1.3 
3 22.24  
4 22.24 1.4 
5 22.24, 22.29 1.5 
6 22.24  
7 22.29  

［附註］： 

1.1  《互照錄》與《佛光藏，雜阿含經》列《SN 22.12》為《雜阿含 1

經》的參考經典；《會編》註明《SN 22.12》與《SN 22.51》為此

經的對應經典69，這是十分合適的。因為《SN 22.12》未提及「正

                                                 
68 本文將「攝頌八」當作「內攝頌」，因此比較嚴謹地說，五十卷本《雜阿含經》只有十

四首攝頌，而不是十五首攝頌。 
69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6 頁，註 7。赤沼智善在《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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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而《SN 22.51》的經文 “sāssa hoti sammādiṭṭhi” 與《雜阿含 

1 經》經文的「如是觀者，則為正觀」相當。70 

1.2  《雜阿含 1 經》:「如觀無常。苦、空、非我亦復如是」71，分別

對應為苦(SN 22.13)、空(無巴利對應經典)、非我(SN 22.14)，《雜

阿含經》經文並舉「無常、苦、空、非我」時，對應的巴利經文

通常只有「無常、苦、非我」，而無「空」的相關經文。 

1.3  《互照錄》列《SN 22.15-17》為《雜阿含 2 經》的對應經典，《互

照錄》在《SN 22.52》未列任何對應經典72，而《會編》註明《SN 

22.51》為此經的對應經典73。 

1.4  《互照錄》與《佛光藏，雜阿含經》列《SN 35.27》為《雜阿含 4

經》的參考經典74，《雜阿含經論會編》則列《SN 22.24》為對應

經典75，應以《SN 22.24》為較合適，因為《SN 22.24》與《雜阿

含 4 經》都談五蘊(在〈五陰誦〉、〈蘊相應 Khandhasaṃyutta〉內)，

而《SN 35.27》則是說十八界。 

1.5  《互照錄》與《佛光藏，雜阿含經》列前半段對應經典為《SN 

22.29》，後半段為《SN 22.24》76。 

 
2. 《雜阿含經》卷 1：「過去四種說(8)，厭離(9)及解脫(10)；二種說因緣(11, 

12)，味亦復二種(13, 14)」(CBETA, T02, no. 99, p. 3, a4-5) 

此攝頌含 8-14 經。參考＜表三＞。 

 
＜表三＞ 

雜阿含 相應部尼柯耶 附註 

                                                                                                                                      
錄》207 頁，在《SN 22.51》處未列任何對應經典。 

70 《雜阿含 1 經》(CBETA, T02, no. 99, p. 1, a7-8)。 
71 《雜阿含 1 經》(CBETA, T02, no. 99, p. 1, a14-15)。 
72  赤沼智善，(1929)，205 頁與 207 頁。 
73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6 頁，註 10。 
74  赤沼智善，(1929)，26 頁。《佛光藏，雜阿含經》，第 5 頁，註 3。 
75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9 頁，註 1。 
76  赤沼智善，(1929)，26 頁。《佛光藏，雜阿含經》，第 7 頁，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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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2.9-11  
9 22.15  
10 22.16-17 2.1 
11 22.18-20 2.2 
12 22.18-20  
13 22.28  
14 22.27 2.3 

［附註］： 

2.1  《會編》僅註明「大同前經」77，未特別說明是否對應經典亦為《SN 

22.15》。《佛光藏，雜阿含經》、《互照錄》都將《SN 22.16-17》列

為對應經典，此兩種對應經典其實與漢譯《雜阿含 9 經》或《雜

阿含 10 經》差異不大。不過，可以見到《佛光藏，雜阿含經》在

編列各經的「對應經典」時，大都採用《互照錄》，而非《會編》。 

2.2 《會編》列《SN 22.18-20》為《雜阿含 11 經》與《雜阿含 12 經》

的對應經典78，《佛光藏，雜阿含經》、《互照錄》則前者列為《SN 

22.18》、後者列為《SN 22.19-20》。巴利經文此三經依次為「無常」、

「苦」、「非我」，漢譯《雜阿含 11 經》與《雜阿含 12 經》之間

的差異，前者為「如是觀者，厭於五蘊則不樂，不樂則解脫」，後

者為「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聖弟子！如是觀者，於五蘊解脫」；

所以，漢譯的差別不是巴利經文的差別，應以《會編》的列法為

較適當。 

2.3 《佛光藏，雜阿含經》、《互照錄》都將《SN 22.26》列為此經的對

應經典。 

 
3. 《雜阿含經》卷 1：「使(15)增諸數(16)，非我(17)非彼(18)；結繫(19)動

搖(21)，劫波所問(22)；亦羅睺羅所問二經(23, 24)」(CBETA, T02, no. 99, 

p. 5, b26-27) 
此攝頌含 15-24 經。參考＜表四＞。 

攝頌缺《雜阿含 20 經》 

                                                 
77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15 頁，註 2。 
78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16 頁，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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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雜阿含 相應部尼柯耶 附註 
15 22.36  3.1 
16 22.35  3.2 
17 22.68  3.3 
18 22.68   
19 22.70  
20 22.70 3.4 
21 22.64 3.5 
22 22.124-125  
23 22.91 3.6 
24 22.92 3.7 

［附註］： 

3.1  《會編》註明「參照《相應部》(二二)〈蘊相應〉六三經義」79。

《佛光藏，雜阿含經》、《互照錄》都將《SN 22.36》列為對應經

典。《SN 22.63》經文並未談及「使」的法義，《SN 22.63》所提及

的魔羅(Māra)也未出現在漢譯《雜阿含 15 經》，所以，應以《SN 

22.36》為較合適。《會編》此處或許為筆誤。 

3.2 《會編》未列此經的對應經典。 

3.3 《會編》註明對應經典為「《相應部》(二二)〈蘊相應〉六九經」80 。

《佛光藏，雜阿含經》、《互照錄》都將《SN 22.68》列為對應經

典。《SN 22.68》與《SN 22.69》的差別，前者談及「我」，後者談

及「我所」；漢譯兩經(17 經、18 經)的差別，前者為「色非我所應」，

後者為「色非我、非我所應，亦非餘人所應」，因此不須將巴利兩

經分開列為漢譯兩經。 

3.4《雜阿含 20 經》「深經亦如是說」81，各藏經版本此處經文相當一

致，沒有其他「異讀」，此處《會編》作：「『染』原本作『深』。

依《論》：『二、愛結所染諸有漏事』，知深乃染字形似之誤，今改。

                                                 
79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24 頁，第二行，註 1。 
80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27 頁，註 1。 
81 《雜阿含 20 經》「深經亦如是說」(CBETA, T02, no. 99, p. 4, 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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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經」與上「結所繫」經，與『相應部』（二二）『蘊相應』七

０經相當。」82。此經未包含在攝頌之內。 

3.5  《會編》列對應經典為《SN 22.63-65》83。 

3.6  《會編》也將《SN 18.21》列為對應經典84。 

3.7  《會編》也將《SN 18.22》列為對應經典85。 

 
4. 《雜阿含經》卷 1：「多聞(25)善說法(26)，向法(27)及涅槃(28)；三蜜離

提問云何說法師(29)」(CBETA, T02, no. 99, p. 6, a22-23) 

此攝頌含 25-29 經。參考＜表五＞。 

 
＜表五＞ 

雜阿含 相應部尼柯耶 附註 
25 ----  
26 22.115-116  
27 22.39-42  
28 22.115-116  
29 22.115 4.1 

［附註］： 

4.1  《會編》註明「《相應部》(二二)〈蘊相應〉一一五經」86。《佛光

藏，雜阿含經》除此之外，還列《SN 22.154》為對應經典87。 

 
5. 《雜阿含經》卷 2：「竹園(82)毘舍離(83)，清淨(84)正觀察(85)；無常(86)

苦(87)非我(33)，五(34)三(35)與十六(36)」(CBETA, T02, no. 99, p. 8, 

b13-14) 
此攝頌含 82-87, 33-36 經。參考＜表六＞。 

 
                                                 
82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30 頁，註 2。 
83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30 頁，註 3。 
84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34 頁，註 1。 
85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34 頁，註 4。 
86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38 頁，註 5。 
87 《佛光藏，雜阿含經》，39 頁，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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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雜阿含 相應部尼柯耶 附註 
82 ----  
83 ----   
84 22.45  
85 ---- 5.1 
86 ----  
87 ----  
33 ---- 5.2 
34 22.59  
35 ----  
36 22.43  

［附註］： 

5.1  《佛光藏，雜阿含經》列《SN 22.46》為對應經典88，《互照錄》

雖然列《SN 22.46》為對應經典，但是於後面加註「問號(？)」89。 

5.2  《佛光藏，雜阿含經》列《SN 22.59》為對應經典90，但是筆者仍

以為《互照錄》與《會編》不列對應經典為合適。 

 
6. 《雜阿含經》卷 2：「我(37)卑下(38)種子(39)，封滯(40)五轉(41)七(42)；

二繫著(43, 44)及覺(45)，三世陰世食(46)」(CBETA, T02, no. 99, p. 12, 

a7-8) 
此攝頌含 37-46 經。參考＜表七＞。 

 
＜表七＞ 

雜阿含 相應部尼柯耶 附註 

37 22.94  

38 ---- 6.1 

39 22.54  

40 22.53  

                                                 
88 《佛光藏，雜阿含經》，141 頁，註 2。 
89 赤沼智善，(1929)，30 頁，第 36 項。 
90 《佛光藏，雜阿含經》，137 頁，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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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22.56  

42 22.57  

43 22.7  

44 22.8  

45 22.47  

46 22.79 6.2 

［附註］： 

6.1  《佛光藏，雜阿含經》與《互照錄》都將《SN 22.94》列為對應

經典。《會編》則在此未列對應經典。《雜阿含 38 經》提及有一器

物，有各種名稱，而《SN 22.94》除了對應《雜阿含 37 經》的經

文之外，未提及此一器物為例子，反而有《雜阿含 37 經》與《雜

阿含 38 經》都未提到的藍色、紅色、白色蓮花的例子，因此，以

《會編》不列對應經典為較合適。 

6.2  關於「攝頌六」的「三世陰世食」91，《佛光藏，雜阿含經》的註

解為：「指『三世之五受陰所食』之意，故第二個『世』字可能為

『所』字之誤植。」92《會編》則註明為：「『所食』原本作『世食』，

依經文改」93。因此，作為「三世陰所食」應是十分恰當。 

 
7. 《雜阿含經》卷 2：「二信(47, 48)二阿難(49, 50)，壞法(51)欝低迦(52)；

婆羅(53)及世間(54)，除(55)漏無漏法(56)」(CBETA, T02, no. 99, p. 13, 

c5-6) 
此攝頌含 47-56 經。參考＜表八＞。 

 
＜表八＞ 

雜阿含 相應部尼柯耶 附註 

47 22.146 7.1 

                                                 
91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165 頁，註 1。 
92 《佛光藏，雜阿含經》，第 169 頁，註 1。 
93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160 頁，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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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22.146 7.2 

49 22.37  

50 22.37-38 7.3 

51 22.32  

52 ---- 7.4 

53 ---- 7.5 

54 ----  

55 22.48 7.6 

56 ----  

［附註］： 

7.1  《佛光藏，雜阿含經》、《互照錄》都將《SN 22.146》列為對應經

典，這應該是恰當的。《會編》在此未列對應經典。 

7.2  《會編》在此列《SN 22.146》為對應經典，《佛光藏，雜阿含經》、

《互照錄》都將《SN 22.147》列為對應經典。《SN 22.146》與《SN 

22.147》的差別，《SN 22.146》為「於五蘊厭離」，《SN 22.147》

為「於五蘊觀無常」；《雜阿含 47 經》提及「厭已，離欲，解脫，

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

《雜阿含 48 經》不同的是「正信非家出家」與「於五蘊得離，...

悉離一切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所以，巴利兩經的差異並不是兩

部《雜阿含經》的差異，將巴利兩經分別配屬《雜阿含》兩經，

如此安排並不恰當。筆者認為，《SN 22.147》的「於五蘊觀無常」

經文，並未出現在《雜阿含 47 經》、《雜阿含 48 經》之中，因此，

《會編》不列《SN 22.147》為對應經典是有其獨到的見解。 

7.3  《會編》在此未列對應經典。 

7.4  《會編》的註解：「『鬱低迦修多羅』，別部所誦《增壹阿含經》，

及《增支部》，均未見此經。」94  

                                                 
94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165 頁，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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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會編》將攝頌對應此經的「婆羅」，改為「薩羅」。95  

7.6  《會編》將攝頌對應此經的「除」，改為「陰」。96 

 
8. 《雜阿含經》卷 2：「陰、根、陰即受，二陰共相關；名字、因、二味，

我慢、疾漏盡」(58) (CBETA, T02, no. 99, p. 15, b2-3) 

《會編》認為「此頌是『內攝頌』，攝一經十問之義，與攝十經為一頌(的

攝頌)不同。」97《會編》認為「二味，我慢」應該作為「味，二我慢」

以符合經文。 

 
9. 《雜阿含經》卷 3：「生滅(59)以不樂(60)，及三種分別(61)；貪著(62)等觀

察(63)，是名優陀那(64)」(CBETA, T02, no. 99, p. 17, a21-22) 

攝頌含 59-64 經。參考＜表九＞。 

 
＜表九＞ 

雜阿含 相應部尼柯耶 附註 
59 22.5  
60 22.5 9.1 
61 ----  
62 ----  
63 22.47  
64 22.55  

［附註］： 

9.1 《互照錄》將《雜阿含 59 經》作為《SN 22.5》前半部分的「參考」

經典，將《雜阿含 60 經》作為《SN 22.5》後半部分的「參考」經

典。《會編》在《雜阿含 59 經》與《雜阿含 60 經》都未列對應經

典。 

 
10. 《雜阿含經》卷 3：「受(65)與生(66)及樂(67)，亦說六入處(68)；一一十

                                                 
95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170 頁，註 2。 
96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170 頁，註 3。 
97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179 頁，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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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種，禪定三昧經」(CBETA, T02, no. 99, p. 18, a24-25) 

此攝頌含 65-68 經。參考＜表十＞。 

 
＜表十＞ 

雜阿含 相應部尼柯耶 附註 
65 22.5, 22.6 10.1 
66 22.7 10.2 
67 ----  
68 ---- 10.3 

［附註］： 

10.1  《佛光藏，雜阿含經》、《互照錄》、《會編》都將《SN 22.5》及

《SN 22.6》列為《雜阿含 65 經》的對應經典。 

10.2  《會編》在此未列對應經典。 

10.3  《雜阿含 65 經》「如觀察(1)，如是分別(2)、種種分別(3)、知(4)、

廣知(5)、種種知(6)、親近(7)、親近修習(8)、入(9)、觸(10)、證(11)，

二經，亦如是廣說」(CBETA, T02, no. 99, p. 17, b14-15)，《佛光藏，

雜阿含經》認為此處的「二」字，應該是「十二」兩字脫落而成

的98 。《會編》認為此處只列十一經，參照《瑜伽師地論》，均「約

聞、思、修慧，解釋『親近、修習、多修習』」，所以此處的「親

近、親近修習」疑為「親近、修習、多修習」以補足經文所謂的

「十二經」。99  

 
11. 《雜阿含經》卷 3：「其道有三種(69)，實 (70) 覺 (71) 亦三種；有身四

種說，羅漢有六種」(CBETA, T02, no. 99, p. 19, a2-3) 

此攝頌含 69-71 經。參考＜表十一＞。 

 
＜表十一＞ 

雜阿含 相應部尼柯耶 附註 

                                                 
98 《佛光藏，雜阿含經》，第 109 頁，註 4。 
99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111 頁，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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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22.44 11.1 
70 22.103 11.2 
71 22.105 11.2 

［附註］： 

11.1  《佛光藏，雜阿含經》與《互照錄》也列《SN 22.44》為此經的

對應經典。「其道有三種」，《互照錄》只編兩經，《佛光藏，雜阿

含經》標點為「如當說有及當知，亦如是說」，顯然也是只作為兩

經。100 

11.2  《互照錄》列《SN 22.65》為此經的對應經典，並且標為「實覺」，

導師認為「攝頌：『其道有三種，實、覺亦三種』，三經各有『當

說』、『有（實有）』、『知（覺）』，成為九經。此處經文，獨缺『如

當說，有及當知，亦如是說』。尋經文，乃被誤寫於下經之後，故

今移此以符頌義」101。《佛光藏，雜阿含經》於 117 頁第三行之後，

未將「如當說有及當知，亦如是說」移至此行，仍然維持《大正

藏》原貌，此處未遵循《會編》的創見。 

 
12. 《雜阿含經》卷 3：「知法(72)及重擔(73)，往詣(74)觀(76)欲貪(77)；生

(78)及與略說(79)，法印(80)富蘭那(81)」(CBETA, T02, no. 99, p. 21, 

a23-24) 
此攝頌含 72-81 經。參考＜表十二＞。 

攝頌缺《雜阿含 75 經》 

 
＜表十二＞ 

雜阿含 相應部尼柯耶 附註 
72 22.106 12.1 
73 22.22  
74 22.117 12.2 
75 22.58 12.3 
76 22.118, 22.119  

                                                 
100 《互照錄》，29 頁，第三卷，15-16 項。《佛光藏，雜阿含經》，第 115 頁。 
101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115 頁，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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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22.25  
78 22.30  
79 22.9, 22.10, 22.11 12.4 
80 ----  
81 22.60  

［附註］： 

12.1  《佛光藏，雜阿含經》與《互照錄》也列《SN 22.23》為此經的

對應經典。 

12.2  《佛光藏，雜阿含經》與《互照錄》也列《SN 22.65》為此經的

對應經典。經文與攝頌的『往詣』無明顯關聯。 

12.3  《會編》將「攝頌十二」列為『知法及重擔，往詣，（差別）、觀、

欲貪，生及與略說，法印、富蘭那』，所增列的『差別』為對應《雜

阿含 75 經》。原攝頌缺《雜阿含 75 經》，「攝頌十二」為五言四

句，並沒有明顯的缺字掉句現象，因此比較合適將「攝頌十二」

標誌為缺《雜阿含 75 經》，而此經可能是攝頌成型後所增編的經

典。 

12.4  《會編》的附註說明《雜阿含 79 經》及附屬的三經為「立三世有

性，為『說一切有部』立義所依102」，因此未列對應經典；《佛光藏，

雜阿含經》與《互照錄》則列《SN 22.19》、《SN 22.10》、《SN 22.11》

為此經的對應經典。《雜阿含 79 經》與巴利對應經典的差異是，《雜

阿含 79 經》「若無過去色者，多聞聖弟子無不顧過去色，以有過

去色故，多聞聖弟子不顧過去色。若無未來色者，多聞聖弟子無

不欣未來色，以有未來色故，多聞聖弟子不欣未來色。若無現在

色者，多聞聖弟子不於現在色生厭、離欲、滅盡向，以欲現在色

故，多聞聖弟子於現在色生厭、離欲、滅盡向。受、想、行、識

亦如是說。103」，對應的《相應部尼柯耶》無此經文。因此，此處

《會編》不列對應經典為較合理，《互照錄》與《佛光藏，雜阿含

經》應該註明巴利經文僅為參考經典，而非對應經典。 

                                                 
102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第 127 頁，註 1。 
103 《雜阿含 79 經》(CBETA, T02, no. 99, p. 20, a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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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雜阿含經》卷 5：「彼多羅(57)十問(58)，差摩(103)焰(104)仙尼(105)；

阿[少/兔]羅(106)長者(107)，西(108)毛端(109)薩遮(110)」(CBETA, T02, no. 

99, p. 37, b26-27)。 

此攝頌含 143-151 經。參考＜表十三＞。 

 
＜表十三＞ 

雜阿含 相應部尼柯耶 附註 
57 22.81  
58 22.82  
103 22.89  
104 22.85  
105 44.9 13.1 
106 22.86  
107 22.1  
108 22.2  
109 13.2 13.2 
110 ---- 13.3 

［附註］： 

13.1  《會編》在此未列對應經典。 

13.2  《會編》在此未列對應經典。 

13.3  《會編》、《互照錄》與《佛光藏，雜阿含經》在此未列《相應部

尼柯耶》的對應經典。不過，三者都列《中部尼柯耶 35 經》與《增

一阿含，37.10 經》為對應經典。 

 
14. 《雜阿含經》卷 10：「輸屢那三種(30-32)，無明亦有三(256-258)，無間

等(259)及滅(260)，富留那(261)闡陀(262)」(CBETA, T02, no. 99, p. 67, 

a20-21) 
此攝頌含 30-32, 以及 256-262 經。參考＜表十四＞。 

 
＜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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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 相應部尼柯耶 附註 
30 22.49 14.1 
31 22.50  
32 ----  
256 22.127 14.2 
257 22.135 14.3 
258 22.129, 22.131 14.4 
259 22.122  
260 22.21 14.5 
261 22.83  
262 22.90  

 
［附註］： 

14.1  攝頌：「輸屢那三種(30-32)，無明亦有三(256-258)，無間等(259)

及滅(260)，富留那(261)闡陀(262)」104，對照閱讀的《瑜伽師地論》，

在論文「聽聞正法，為他演說，自正修行，法隨法行，是名行圓滿。

果圓滿者，謂即由聽聞正法，為他演說，此法隨行增上力故，心善

解脫，又能證得現法涅槃，是名果圓滿。」105「聽聞正法」對應「攝

頌四」的「多聞(25)」，「為他演說」對應攝頌「善說法(26)」，「法隨

法行」對應攝頌「向法(27)」，「現法涅槃」對應攝頌「涅槃(28)」，

《瑜伽師地論》論文又說「分別勝劣稱量自他，謂己為勝，是名

第一愚夫之相。」106對應攝頌「輸屢那(30)」經文的「於無常色，

變易、不安隱色，言『我勝、我等、我劣』」107，《瑜伽師地論》「由

證彼故，能於諸行如實了知」108 對應攝頌「輸屢那(31, 32)」經文

的「於色不如實知，色集不如實知，色滅不如實知，色滅道跡不

如實知故」109，接下來《瑜伽師地論》「一於過去諸行如實了知是

                                                 
104 《雜阿含經》卷 10：(CBETA, T02, no. 99, p. 67, a20-21) 
105 《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778, a26-b1) 
106 《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778, c3-4) 
107 《雜阿含 30 經》(CBETA, T02, no. 99, p. 6, a28-29) 
108 《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779, a8-9) 
109 《雜阿含 31 經》(CBETA, T02, no. 99, p. 6, c8-10)，《雜阿含 32 經》「於色不如實知，色

集不如實知，色滅不如實知，色味不如實知，色患不如實知，色離不如實知故」(CBETA, 
T02, no. 99, p. 7, a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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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常性，二於現在諸行如實了知是滅法性，三於未來諸行如實了

知生滅法性」110 對應攝頌「無明亦有三(256-258)」等等。依照《瑜

伽師地論》，在《雜阿含 25 經》到《雜阿含 29 經》之後，接續

的對應經典是《雜阿含 30 經》到《雜阿含 32 經》，然後是與「攝

頌十四」呼應的《雜阿含 256 經》到《雜阿含 262 經》，這是將

「攝頌十四」的對應經典接續到「攝頌四」之後的理由，否則，

就有可能將《雜阿含 30 經》到《雜阿含 32 經》移到《雜阿含

255 經》到《雜阿含 256 經》之間。 

14.2  《雜阿含 256 經》到《雜阿含 258 經》，《會編》註明為與《相

應部尼柯耶，SN 22.133-135 經》相近111。《佛光藏，雜阿含經》

顯然是接受《互照錄》的編列方式，而將對應經典依次作為《SN 

22.126-130》、《SN 22.133-135》、《SN 22.131-134》。上述巴利各經

都論及「無明」與「明」，差異不大；如果非得作一選擇，《雜阿

含 256 經》的對應經典應該以《SN 22.127》較接近，《SN 22.126》

為「一比丘問世尊」，《SN 22.133》為「舍利弗問摩訶拘絺羅」，

只有《SN 22.127》為「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但是，《雜阿含 256

經》發生地點在其「耆闍崛山」，而《相應部尼柯耶，SN 22.127 經》

為「鹿野苑」。 

14.3  《雜阿含 257 經》的對應經典為《SN 22.135》，同樣為「摩訶拘

絺羅問舍利弗」，主要法義也同樣是對五蘊的「集、滅、滅道跡」

如實知。 

14.4  《雜阿含 258 經》的對應經典為《SN 22.129》與《SN 22.131》，

同樣為「摩訶拘絺羅問舍利弗」，主要法義也同樣是對五蘊的「集、

滅、味、患、離」如實知。 

14.5  《雜阿含 260 經》，《會編》、《佛光藏，雜阿含經》、《互照錄》

均未列對應經典。《SN 22.21》的法義與此經相同，不過，無「本

行所作、本所思願」的相當經文，兩者差異為，漢譯是「舍利弗

                                                 
110 《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779, a17-19) 
111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48 頁，註 1。 



 
 
 
 

雜阿含經攝頌初探：兼談印順導師在《雜阿含經》攝頌研究的創見 119

問阿難」，巴利經文為「阿難問世尊」；《SN 22.21》可以作為參

考經典。 

 
15. 《雜阿含經》卷 10：「應說(263)小土摶(264)，泡沫(265)二無知(266, 267)， 

 河流(268)祇林(269)樹(270)，低舍責(271)諸想(272)」(CBETA, T02, no. 99, 

p. 72, b12-13) 
此攝頌含 263-272 經。參考＜表十五＞。 

 
＜表十五＞ 

雜阿含 相應部尼柯耶 附註 
263 22.101 15.1 
264 22.96  
265 22.95  
266 22.99  
267 22.100  
268 22.93  
269 22.33-34  
270 22.102  
271 22.84  
272 22.80  

［附註］： 

15.1  《雜阿含 263 經》經文沒有「應說」兩字，也沒有與「應說」相

關的說法或情節。對應的《SN 22.101》的經題為「斧柄 vāsijaṭa」

或「船 nāvā」，也不是「應說」。檢索巴利經文，經中有「原因為何？

應說『(因為)不修習』taṃ kissa hetu? abhāvitattā’tissa vacānīyaṃ」112，

對應的《雜阿含 263 經》為「所以者何？不修習故。」113，譯文並

未出現「應說」。 

 
就攝頌以「十經為一頌」的原則而言，現存《雜阿含經》的攝頌並非

                                                 
112 此句菩提比丘的翻譯為：”For what reason? It should be said: because of nondevelopment.” 

(CDB, p. 959, line 31) 
113 《雜阿含 263 經》「所以者何？不修習故。」(CBETA, T02, no. 99, p. 67, a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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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符合此一原則，請參考＜表十六＞。＜表十六＞中「修訂後的經數」僅

提供另一種計數「攝頌所含攝的經數」的方法，並非認定此種計數方法較為

正確。 

 
＜表十六＞ 

攝頌

編號 

攝頌含

攝的經

數 

修訂

後的

經數 

附註 

1 7 10 依攝頌將「苦」、「空」、「非我」各算為一經則為十

經 

2 7 10 依攝頌將「過去四種說」算為四經則為十經 

3 9 10 將攝頌所無的「20 經」計入則為十經 

4 5 5 -- 

5 10 10 -- 

6 10 10 -- 

7 10 10 -- 

8 -- -- 內攝頌，不是「含攝十經」的攝頌 

9 6 6 -- 

10 4 48 依攝頌將「受」、「生」、「樂」、「六入處」均算為 12

經則為 48 經 

11 3 16 依攝頌將「道」與「覺」均算為 3 經，「身」算為 4 

經，「羅漢」算為 6 經，則有 16 經。 

12 9 10 將攝頌所無的「75 經」計入則為十經 

13 10 10 -- 

14 10 10 -- 

15 10 10 -- 

五，攝頌與現存《雜阿含經》的經典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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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雜阿含經》的次序與攝頌比對，可以發現幾樣差異。以卷一而言，

「攝頌一」到「攝頌三」都是十部經，「攝頌四」卻只有五部經。緊接著卷二，

從《雜阿含 33 經》開始，依次到《雜阿含 36 經》，然後是「攝頌五」。「攝

頌五」含有十部經，卷二在此攝頌之前卻只有四部經，以攝頌為判斷的準繩，

在此應該另有六部經。印順導師認為此六經就是卷三的最後六經：「竹園(82)

毘舍離(83)，清淨(84)正觀察(85)；無常(86)苦(87)」，依照「攝頌五」，在此

後面接著「非我(33)，五(34)三(35)與十六(36)」，相同的經文結構依次敘述

「無常(86)、苦(87)、非我(33)」，與「攝頌一」的「無常(1)及苦(1A)空(1B)，

非我(1C)」相似，也是相當合理，唯一不同的是，「攝頌五」與經文都沒有

對應「空」義的經典。從《雜阿含 33 經》之後，卷二的「攝頌六」到「攝

頌八」，接著卷三的「攝頌九」到「攝頌十二」，都依順序排列，次序沒有

混亂。 

那麼，攝頌五為何會有卷三的最後五經呢？可能是怎樣的文卷錯亂才會

造成這個相貌呢？嘗試作經典「復原」排列的著作，都傾向於主張「攝頌五」

的次序是正確的，也就是今本《雜阿含經》卷二的位置應該會排在更後面114，

現今《雜阿含 59 經》到《雜阿含 81 經》應該在卷二，在分卷時「錯」把《雜

阿含 82 經》到《雜阿含 87 經》收入卷二，在《雜阿含經》各卷位置發生錯

亂時，原來的卷二被移到今本的卷三，所以有目前攝頌排在前面的經文，反

而排在後面了。 

卷二的「攝頌八」如果未經導師指示，也是很難識別與確認。 

「攝頌十三」的「彼多羅十問」如果未經導師指示，一直是個大難題，

不知道這到底是一部經呢？還是十部經呢？意指的是那些經？ 

「攝頌十四」：「輸屢那三種(30-32)，無明亦有三(256-258)，無間等(259)

及滅(260)，富留那(261)闡陀(262)」，也是明顯地同一首攝頌涵蓋距離相當

遠的經典。因此，「攝頌十四」也被建議為銜接在「攝頌四」之後，也就

是《雜阿含 30 經》到《雜阿含 32 經》緊接在《雜阿含 29 經》之後，而《雜

阿含 256 經》到《雜阿含 272 經》則安排在《雜阿含 32 經》之後。 

                                                 
114 佛光版《雜阿含經》將原本的卷三列為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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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由「攝頌五」與「攝頌十四」可以推定，今本《雜阿含經》至

少在攝頌對應的經典次序是有錯亂的。 

六，《雜阿含經》與《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的特點 

《雜阿含經》攝頌是否有《別譯雜阿含經》攝頌呈現的特點115？ 

現存的《雜阿含經》只有十四首攝頌，而《別譯阿含經》則保留三十一

首攝頌。現存的《雜阿含經》攝頌都在「五陰誦」之中，對應的巴利經典除

了兩部經以外，都相當於〈蘊品 Khandhavagga〉〈蘊相應 Khandhasaṃyutta〉

的經文。不巧的是，《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沒有相當於《雜阿含經》的攝頌，

我們也失去了互相核對的機會。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在《雜阿含經》攝

頌找到《別譯雜阿含經》攝頌所呈現的特點；因為現存的《雜阿含經》攝頌

數量較少，相對的能夠列舉的例子也就不如《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的多。 

《別譯雜阿含經》的特點如「攝頌的部分文字與經文有顯著差異」，類似

的例子為《雜阿含 41 經》。《雜阿含 41 經》的攝頌為「五轉」116，經文雖然

完全沒有出現「轉」字，此經的相應經典《相應部尼柯耶，SN 22.56 upādānaṃ 

parivattaṃ》，提及於色如實知苦、集、滅、道，於受、想、行、識如實知苦

集滅道。巴利註釋書在此處作補充說明：「對五蘊完成完整的苦集滅道的轉輪」

117。所以攝頌的「五轉」是恰當地呼應巴利註釋書的註解，可是卻完全未出

現在經文中。《雜阿含 74 經》的對應攝頌文字為「往詣」，但是經文找不到與

此有關聯的字句。「攝頌十五」的「應說(263)」，攝頌中的「應說」並未出

現在《雜阿含 263 經》中，而是出現在巴利對應經文之中。 

《別譯雜阿含經》的第二個特點為「部分攝頌中的詞沒有對應經文」，《雜

阿含經》的攝頌無此類詞句。 

《別譯雜阿含經》的第三個特點為「部分經文在攝頌中無對應詞句」，類

                                                 
115 蘇錦坤，(2008)，57-66 頁，〈八、《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的特點〉。 
116 《雜阿含經》「我(37)卑下(38)種子(39)，封滯(40)五轉(41)七(42)；二繫著(43, 44)及覺

(45)，三世陰世(所)食(46)」(CBETA, T02, no. 99, p. 12, a7-8) 
117 菩提比丘，《相應部尼柯耶英譯》(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1064 頁，註

80，《相應部疏 Spk-pṭ》”By way of turning round the Four Noble Truths with respect to each 
of the five aggregates. 對五蘊的每一蘊完成完整的苦集滅道的一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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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例子為《雜阿含 75 經》，雖然前後的經典都可以在「攝頌十二」找到對

應詞句，《雜阿含 75 經》並未出現在此攝頌中。《雜阿含 20 經》只有短短的

六個字：「深經亦如是說」此經也未出現在「攝頌三」118。 

第四個特點為「部分攝頌的次序與經文的次序不同」，這樣的次序錯亂出

現在《雜阿含》「攝頌五」與「攝頌十四」，雖然「重新排列」後，這個現象

可以去除，可是，就《雜阿含經》的現狀來看，攝頌與經典的次序是不符的。 

第五個特點為「漢譯的攝頌未保持漢詩的形式」，在《雜阿含經》，只有

「攝頌三」119 為例外，其餘都保持「五言四句」的形式。相對於《別譯雜阿

含經》的攝頌，此處攝頌的句式較為整齊。 

第六個特點為「傳抄造成的錯別字」，在《雜阿含》「攝頌六」的「三世

陰世食(46)」應該是「三世陰所食」的訛寫。在「攝頌十三」的「彼多羅(57) 」

應該是「波多羅」的訛寫。 

所以，除了第二個特點「部分攝頌中的詞在《別譯雜阿含經》沒有對應

經文」、第五個特點「攝頌的漢譯未蓄意維持漢詩的型式」與第七個特點「另

一組可能存在的《別譯雜阿含經》攝頌」之外，《別譯雜阿含經》的其他四個

特點都出現在現存的《雜阿含經》的攝頌之中，差別只是《雜阿含經》攝頌

所包含的經典數量較少，出現的例子也相對減少而已。  

III，赤沼智善《互照錄》、《佛光藏，雜阿含經》與攝頌 

七，赤沼智善《互照錄》與攝頌 

漢譯《雜阿含》各經本無經名，赤沼智善在《互照錄》的「雜阿含經漢

巴對照」部分，對《雜阿含經》各經都賦予經名，在與攝頌對應的《雜阿含

經》而言，大致上是遵循姉崎正治的〈漢譯四阿含〉所登錄的經名，所不同

的是，《互照錄》於對應經典在《雜阿含經》的位置標示得更清晰，容易對照。

                                                 
118 《雜阿含經》(CBETA, T02, no. 99, p. 4, b25) 
119 《雜阿含經》卷 1：「使(15)增諸數(16)，非我(17)非彼(18)；結繫(19)動搖(21)，劫波所

問(22)；亦羅睺羅所問二經(23, 24)」(CBETA, T02, no. 99, p. 5, b26-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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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以為，如果要在原無經名的《雜阿含經》各經安上「新的」經名，應該

要遵循四個原則： 

1. 如果該經有《雜阿含經》攝頌作對應，應以攝頌對應的文字作爲「經

名」。 

2. 如果該經有《別譯雜阿含經》攝頌作對應，應以攝頌對應的文字作爲

「經名」。 

3. 如果該經在《雜阿含經》與《別譯雜阿含經》都沒有對應攝頌，但是

有巴利對應經典，應以對應的巴利經典的經名或攝頌作為「經名」。 

4. 如果該經在《雜阿含經》與《別譯雜阿含經》都沒有對應攝頌，也沒

有巴利對應經典，則應謹慎選取經中法義、譬喻、主要人名或地名作為「經

名」。 

在標識完畢《雜阿含經》與《別譯雜阿含經》的現存攝頌與其對應經典

之後，比對《互照錄》所標示的「經名」，發現其中有「經名標識不恰當」、「抄

錄或排版訛誤」、「增減攝頌詞句」、「雖有攝頌，卻仍然依漢譯經文或巴利經

文另予標名」與「雖有攝頌，不知《互照錄》命名的緣由」等五種問題。依

筆者的觀點來說，《互照錄》所標示的《雜阿含經》經名，似乎沒有固定的「凡

例」作為選立「經名」的標準，「經名」文字的增減看不出《互照錄》所依循

的準則。 

雖然赤沼智善在《互照錄》的自序如此說：「現在將漢巴、巴漢的對

照收在一起，主要是使從事這項研究的人方便，而博士的書在內容上已十

分完善，並不必作太多的增補，只是其增一阿含、增一部的對照十分簡略，

並且缺少增一部、增一阿含的對照，因此本書中增補了前者的內容，並對

後者作新的補充。」從文意看來，《互照錄》除了《增一阿含》、《增支部》

的對照表之外，是遵循姉崎正治的〈漢譯四阿含〉而未作大量的更動，因

此以下所提的例外同時出現在〈漢譯四阿含〉與《互照錄》之中，也應該

是合理的。120  

                                                 
120 赤沼智善《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原書自序〉，第 5 頁。但是，在此之前，自序還

說「長久以來，我就一直希望能獲得姉崎博士的『對照』，以補正自己所作的缺失，

但總無法如願，直到大正十二年末(西元 1923 年)才從羽溪了諦氏處借到抄寫得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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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名標識不恰當」： 

《雜阿含 57 經》，《互照錄》標示為「陰根」；《雜阿含 58 經》，《互照錄》

標示為「陰即受」，此兩經應該依《會編》分別訂正為「彼(波)多羅」與「十

問」。實際上，〈漢譯四阿含〉標識「攝頌八」為「陰根、陰即受、二陰相關、

名字、因、味、我慢疾、漏盡」等八經121，《互照錄》雖作改變，仍然不是合

理的標識。 

《雜阿含 1240 經》，《互照錄》標示為「福田」122，此處應為標識錯誤，

對應的攝頌字句為「可厭惡」。《雜阿含 1145 經》，《互照錄》標示為「可厭患」，

此處應為標識錯誤，對應的攝頌字句為「福田」。《互照錄》此兩經的標識失

誤與〈漢譯四阿含〉相同123，很可能是因循此文而來的錯誤。 

《雜阿含 935 經》，《互照錄》標為「舍羅」應為標識錯誤，攝頌「舍羅」

應為《別譯雜阿含 176 經》，對應經典為《雜阿含 601 經》。至於《雜阿含 935

經》，其對應經典《別譯雜阿含 159 經》，攝頌與《別譯雜阿含 160 經》相同

為「粗手」，呼應經文的「粗手釋」124。《互照錄》標識《雜阿含 601 經》為

「池水」，《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無如此字句，應為「舍羅」較為合適。〈漢

譯四阿含〉於《雜阿含 935 經》標為「舍羅」125而《雜阿含 601 經》標為「池

水」126，顯然是《互照錄》遵循的來源。 

《互照錄》標識《雜阿含 940 經》為「土丸」，附註對應經典為「別雜 16.4」

(《別譯雜阿含 333 經》)，《互照錄》標識《雜阿含 941 經》為「如豆粒」，

附註對應經典為「別雜 16.5」(《別譯雜阿含 333 經》)，其實《雜阿含 940

                                                                                                                                      
完美的寫本，達成了多年的心願。... 於是，我也想將自己所作的對照付諸發表，另

一方面，雖然姉崎博士的書很難得到，但我所要出版的這本書，內容上並不見得比那

本書好，因此內心有些不好意思和猶豫，但終究為了研究者的方便，在大正十三年出

版一部分。」並未明確說出《互照錄》大量參考了姉崎正治的〈漢譯四阿含〉，與何

處因此而作大量的更正。 
121 Anesaki Masaharu (姉崎正治), (1908), page 81, line 7, item 1-8. 
122 赤沼智善，《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經》，111 頁，第一行。 
123 Anesaki Masaharu (姉崎正治), (1908), page 120, item 15-16. 
124 《別譯雜阿含 159 經》「麁手釋」(CBETA, T02, no. 100, p. 434, a12) 
125 Anesaki Masaharu (姉崎正治), (1908), page 135, item 9. 
126 Anesaki Masaharu (姉崎正治), (1908), page 127, item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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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與《別譯雜阿含 333 經》敘述的是「斬草木為籌」，而《雜阿含 941 經》

與《別譯雜阿含 334 經》敘述的是「土丸如豆粒」，所以標識《雜阿含 940

經》為「土丸」並不恰當。〈漢譯四阿含〉於《雜阿含 940 經》與《雜阿含

941 經》的標識與《互照錄》相同127，顯然此處又是《互照錄》遵循〈漢譯

四阿含〉。 

《雜阿含 1313 經》，《互照錄》標識為「實智」為訛誤，對應的《別譯雜

阿含 312 經》，對應的攝頌為「極難及伏藏」，而《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實

智」，呼應經文《別譯雜阿含 314 經》「種別大利智」128 與《雜阿含 1315 經》

「聞瞿曇大智」129，攝頌「極難及伏藏」呼應經文《雜阿含 1313 經》「所學

為甚難」130 與《別譯雜阿含 312 經》「云何名為難為難作」131，實際上《雜

阿含 1313 經》並無與「實智」呼應的經文。此處經名的標識也是與〈漢譯四

阿含〉相同132 。 

 
2. 「抄錄或排版訛誤」： 

此類情況有相當多例子，略舉數例，如：《雜阿含 60 經》，《互照錄》作

「不乘」應該是排版錯誤，攝頌為「不樂」。《雜阿含 259 經》，《互照錄》標

示為「世間苦」應為排版訛誤，攝頌為「無間等」。《雜阿含 1069 經》，《互照

錄》標示為「般闍聞」應為排列訛誤，攝頌為「般闍羅」。《雜阿含 1079 經》，

《互照錄》標示為「秡殄」應為排列訛誤，攝頌為「拔彌」。《雜阿含 1091

經》，《互照錄》標示為「求德」應為排列訛誤，攝頌為「求慎」。《雜阿含 1119

經》，《互照錄》標示為「婆稚」應為排列訛誤，攝頌為「婆梨」。《雜阿含 1180

經》，《互照錄》標為「構巢處」應為排版訛誤，攝頌為「講集處」。《雜阿含

598 經》，《互照錄》標識為「睡眠」應為抄寫訛誤，攝頌為「睡厭」呼應經

                                                 
127 Anesaki Masaharu (姉崎正治), (1908), page 135, last item, and page 136, item 5. 
128 《別譯雜阿含經》(CBETA, T02, no. 100, p. 479, c6) 
129 《雜阿含經》(CBETA, T02, no. 99, p. 361, b14) 
130 《雜阿含 1313 經》(CBETA, T02, no. 99, p. 361, a6) 
131 《別譯雜阿含 312 經》(CBETA, T02, no. 100, p. 479, b2) 
132  Anesaki Masaharu (姉崎正治), (1908), page 130, item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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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睡臥厭」133。《雜阿含 923 經》，《互照錄》標識為「乘調」，攝頌為「調

乘」。《雜阿含 1208 經》，《互照錄》依《雜阿含》標識為「揭伽他」為訛誤，

經文為「揭伽池」134，攝頌未包含此經。《雜阿含 1021 經》，《互照錄》標識

「偈者何者初」為訛誤，攝頌為「偈為何者初」。 

又如《雜阿含 1101 經》，《互照錄》標為「強親廻」應為排版錯誤，

攝頌為「強親逼」。實際上，應該依經文為「強侵逼」。 

 
3. 「增減攝頌詞句」： 

此類例子比前一項「抄錄或排版訛誤」更多，略舉數例，如：《雜阿含

28 經》，《互照錄》標示為「見法涅槃」與漢譯經文呼應，攝頌僅為「涅槃」。

《雜阿含 29 經》，《互照錄》標示為「三蜜離提」，攝頌為「三蜜離提問云何

說法師」。《雜阿含 34 經》，《互照錄》依經文標示為「五比丘」，攝頌為「五」。

《雜阿含 35 經》，《互照錄》依經文標示為「三正士」，攝頌為「三」。《雜阿

含 36 經》，《互照錄》依經文標示為「十六比丘」，攝頌為「十六」。《雜阿含

42 經》，《互照錄》依經文標示為「七處」，攝頌為「七」。《雜阿含 102 經》，

《互照錄》標為「旃陀羅」，攝頌為「旃陀」。《雜阿含 995 經》，《互照錄》標

為「阿練」，攝頌為「阿練若」。《雜阿含 998 經》，《互照錄》將攝頌「云何得

大力」縮寫為「云何大得」。《雜阿含 1292 經》，《互照錄》標識「糧」，攝頌

為「誰齍糧」。 

此段《互照錄》標示的經題對攝頌文字都有所增減取捨，就《雜阿含 995

經》、《雜阿含 998 經》而言，減字反而意義不完整。就《雜阿含 1015 經》而

言，《互照錄》依《雜阿含》經文標識為「持戒至老」，攝頌為「持戒」，增字

也非絕對必要。 

《互照錄》在經名對攝頌所作的增減取捨，其尺度並不容易理解。 

 
4. 「雖有攝頌，卻仍然依漢譯經文或巴利經文另予標名」： 

《雜阿含 9 經》，《互照錄》依巴利經題作「無常」，攝頌為「厭離」，攝

                                                 
133 《別譯雜阿含 175 經》「睡臥厭」(CBETA, T02, no. 100, p. 437, c26) 
134 《雜阿含 1208 經》「揭伽池」(CBETA, T02, no. 99, p. 329, a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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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與經文「厭於色，厭受、想、行、識」135呼應。《雜阿含 10 經》，《互照錄》

也標為「無常」，攝頌為「解脫」，與經文「如是觀者，於色解脫，於受、想、

行、識解脫」136 呼應。《雜阿含 1151 經》，《互照錄》依經文標為「阿修羅鹽」，

攝頌為「第一阿修羅」。 

《雜阿含 971 經》，《互照錄》依《雜阿含》經文標識為「上坐」，攝頌為

「重巢」呼應《別譯雜阿含》經文。《雜阿含 970 經》，《互照錄》依《雜阿

含》經文標識為「舍羅步」，攝頌為「奢羅浮」呼應《別譯雜阿含》經文「奢

羅浮」137。《雜阿含 1203 經》，《互照錄》依《別譯雜阿含》經文標識為「鼻

黎」，攝頌為「毘羅」，很奇怪地，《互照錄》在此不依《雜阿含經》及攝頌標

此經為「毘羅」。 

又如＜表十七＞所示，《雜阿含 1312 經》到《雜阿含 1318 經》等七部經，

《互照錄》所擬的經名與對應的攝頌均有出入，卻無法歸納出一致的準則。 在

《雜阿含 263 經》，《互照錄》依攝頌標名為「應說」，實際上應以巴利經題「斧

柄」為合適。由此檢驗《互照錄》在遵循或不遵循既有的攝頌上，可以看出

此處並沒有一個明顯的尺度。 

 
＜表十七＞ 

 《互照錄》 筆者所擬 

雜阿含經號 別譯雜阿含經號 對應攝頌 別譯雜阿含經號 對應攝頌 
1312 311 所斷 311 多羅詢所短(斷) 
1313 312 實智 312 極難及伏藏 
1314 313 度流 313 迦默決二疑 
1315 314 栴檀 314 實智 
1316 315 栴檀 315 渡流栴檀之所說 
1317 316 迦葉 316 無垢有非有 
1318 317 迦葉 317 斯兩迦葉談 

 

                                                 
135 《雜阿含 9 經》(CBETA, T02, no. 99, p. 2, a7-8) 
136 《雜阿含經論會編(上)》〈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 (70~71 頁 ) 
137 《別譯雜阿含 204 經》「奢羅浮」(CBETA, T02, no. 100, p. 449, b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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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雖有攝頌，不知《互照錄》命名的緣由」： 

《雜阿含 74 經》，《互照錄》標示為「往詣？」；《雜阿含 75 經》，《互照

錄》標示為「觀？」；《雜阿含 76 經》，《互照錄》標示為「欲」。筆者以為，《互

照錄》於《雜阿含 74 經》標示為「往詣？」為不合理，因為「往詣」實際與

經文沒有關聯。《雜阿含 75 經》應如《會編》所建議的：「未在攝頌之內」，

而「觀」則為呼應《雜阿含 76 經》「汝等比丘當觀察於色。」 

《雜阿含 101 經》，《互照錄》標識為「人間」，對應的攝頌為「輪相」。《雜

阿含 101 經》雖有「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的經文138，但是佛在某某處人間

遊行的經典數量非常多，不如對應的攝頌「輪相」139，有含攝經義的功能。 

在此就本節作一結論。赤沼智善在 1929 年出版的《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

錄》，一直是漢巴對照閱讀最重要的工具書，此書不僅有以四部尼柯耶的次第

編列的對照目錄，也有依四阿含的次第編列的目錄。以四阿含次第為主軸的

對照目錄，對查閱漢譯經典的讀者來說，檢校起來更為方便140；書中也編列

了部分藏譯對應經典供參考，但是因為是草創時期的工作成果，這一類資料

不夠完備。不過，作者以一人之力核對如此數量龐大的經典，可以說是殫心

盡力來嘉惠後學。 

雖然如此，此一目錄也難免有一些疏漏，也因此急需當代學者對此八十

年前的《互照錄》作一些訂正。《中部尼柯耶》已有白瑞德教授與無著比丘在 

2006 年發表的〈《中部尼柯耶》對應經典目錄〉141作訂正；《中阿含經》部分，

台灣學者應該可以藉助於此，增加《中阿含經》獨有的經典作補正即可。對

於《互照錄》的《雜阿含經》與《增一阿含經》部分的訂正，除了對應經典

的勘誤與補正之外，就《互照錄》標識的經名，應該訂立「凡例」，以決定新

                                                 
138 《雜阿含 101 經》「佛在拘薩羅人間遊行」(CBETA, T02, no. 99, p. 28, a20-21) 
139 《雜阿含 101 經》「見佛脚跡千輻輪相」(CBETA, T02, no. 99, p. 28, a23-24) 
140 以漢譯經次為主的目錄，如果巴利經典沒有漢譯對應經典，則此經與其巴利對應經號就

不會出現在目錄中；反之亦然，巴利目錄也不會出現無巴利對應經典的漢譯經號。例如

《中阿含 62 經》不會出現在「四部尼柯耶對照目錄」中。 
141 Anālayo, Bhikkhu and Bucknell, R. S., (2006), ”Correspondence Table for Parallels to the 

Discourses of the Majjhima Nikaya: Toward a Revision of Akanuma’s Comparative Catalogue. 
Journal of the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Sri Lanka. Volume IV (2006), pp. 215-243.完整的

文章譯名應為：〈《中部尼柯耶》對應經典目錄——作為赤沼智善《互照錄》的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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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對照錄經名之取捨。 

赤沼智善一方面說姉崎博士的目錄已經十分完備，除了《增ㄧ阿含》與

《增支部尼柯耶》之外，不需要補充。另一方面卻說： 

『於是，我也想將自己所作的對照付諸發表，另一方面，雖然姉崎博士

的書很難得到，但我所要出版的這本書，內容上並不見得比那本書好，因此

內心有些不好意思和猶豫，但終究為了研究者的方便，在大正十三年出版一

部分。』 

表明他的《互照錄》並沒有機會參考到姉崎博士的〈漢譯四阿含〉。檢討

《互照錄》，又發現有不少雷同之處(包含經名)，實際上，兩者也有些差異(如

本文 p. 100, 頁底註 46)，在此提醒關心兩者異同的讀者，對此可能需要另

外一番比對工夫。 

 

八，攝頌與《佛光藏，雜阿含經》 

《佛光藏，雜阿含經》在〈凡例〉宣稱其編定的依據為： 

由於《雜阿含》在內容和次第上的混亂顛倒，本經之編整乃根據印順

長老所著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雜阿含經論會編》，及國內外阿

含學者之研究而重整部帙，新編經號，共整理成五誦 1359 經。142 

即使如此，《佛光藏，雜阿含經》在《會編》與《互照錄》的「對應經

典」有差異時，常常捨《會編》而取《互照錄》，甚至有時則獨排眾議，接

受《大正藏》頁底註解的說法，依據筆者的見解，這些兩者之間的差異通常

是《會編》比較合理。 

《互照錄》與《佛光藏，雜阿含經》列《SN 22.12》為《雜阿含 1 經》

的參考經典；《會編》註明《SN 22.12》與《SN 22.51》為此經的對應經典，

因為《SN 22.51》的經文比較接近《雜阿含 1 經》，所以《會編》的編列較合

                                                 
142 《佛光藏，雜阿含經》〈凡例〉，第五項，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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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143 

《互照錄》與《佛光藏，雜阿含經》列《SN 35.27》為《雜阿含 4 經》

的參考經典144，《會編》則列《SN 22.24》為對應經典145，應以《SN 22.24》

為較合適，因為《SN 22.24》與《雜阿含 4 經》都談五蘊(在〈五陰誦〉、〈蘊

相應 Khandhasaṃyutta〉內)，而《SN 35.27》則是說十八界。 

《佛光藏，雜阿含經》在《雜阿含 20 經》處的註解為：「本經云『深經

亦如是說』，表示有一部經名為『深經』，和前經有相同說法」146 ，顯然未採

納《會編》的註解。147  

《佛光藏，雜阿含經》、《互照錄》都將《SN 22.36》列為《雜阿含 15

經》的對應經典，《會編》則列《SN 22.63》。《SN 22.63》所提及的魔羅(Māra)

未出現在漢譯《雜阿含 15 經》，經文並未談及「使」的法義，所以，應以《SN 

22.36》為較合適。此處《會編》的差異或許是出自筆誤。 

《佛光藏，雜阿含經》雖然將原《雜阿含 57 經》、《雜阿含 58 經》接續

於原《雜阿含 103 經》、《雜阿含 104 經》之前，但是，書中對「攝頌八」的

標點為「陰根、陰即受，二陰共相關，名字、因、二味，我慢、疾漏盡」，斷

句與《會編》不同，也沒有解說此攝頌的對應關係。 

《佛光藏，雜阿含經》對於「攝頌十三」的「彼多羅十問」，其註解為：

「《彼多羅十問》，為一經名，求那跋陀羅譯本缺此經，《中阿含》卷四有《婆

羅牢經》，南傳《相應部》(S 42.13 Pātali 婆羅牢 or Manāpo 可意)經名類似。」

148顯然採用《大正藏》的解說，而未遵循《會編》或《互照錄》的解說。 

IV，結語與謝詞 
                                                 
143 《佛光藏，雜阿含經》，1 頁，註 2。《SN 22.51》的經文 “sāssa hoti sammādiṭṭhi” 與《雜

阿含 1 經》經文的「如是觀者，則為正觀」相當。 
144 赤沼智善，《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26 頁。《佛光藏，雜阿含經》，第 5 頁，註 3。 
145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9 頁，註 1。 
146 《佛光藏，雜阿含經》，27 頁，註 2。 
147 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30 頁，註 2：「『染』原本作『深』。依《論》：『二、

愛結所染諸有漏事』，知深乃染字形似之誤，今改。『染經』與上『結所繫經』，與『相

應部』（二二）『蘊相應』七０經相當。」 
148 《佛光藏，雜阿含經》，236 頁，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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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結語 

藉助呂澂〈《雜阿含經》刊定記〉、姉崎正治〈漢譯四阿含〉、赤沼智善《漢

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印順導師《雜阿含經論會編》與《佛光藏，雜阿含經》

的詮釋，《雜阿含經》與《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逐漸明朗可解。就《會編》

所「重新編列」的《雜阿含經》次序而言，攝頌所含攝的經典都在〈五陰誦〉

之中，而且〈五陰誦〉的經典(有兩部例外的經)也全部在攝頌有對應詞句；

攝頌對應的《雜阿含經》在《相應部尼柯耶》的對應經典也都在〈蘊品 

Khandhavagga〉的〈蘊相應 Khandhasaṃyutta〉之中(有兩部經例外)。 

如果我們接受「《雜阿含經》與其攝頌是同一部派、同一口誦傳承、

同一翻譯團隊所翻譯」的假設，即使不依據《瑜伽師地論》，單純地檢驗攝

頌，也可以斷言《雜阿含經》的現狀，它的經典次序是錯亂的。如＜表十八

＞ 

＜表十八＞ 
《會編》經次 攝頌編號 《佛光藏》經次 《大正藏編號》 
1-10 1 1-7 1-7 
11-20 2 8-14 8-14 
21-30 3 15-24 15-24 
31-35 4 25-29 25-29 
36-45 14 30-39 30-32, 256-262 
46-55 15 40-49 263-272 
56-61 9 50-55 59-64 
62-109 10 56-59 65-68 
110-125 11 60-62 69-71 
126-138 12 63-72 72-81 
139-148 5 73-82 82-87, 33-36 
149-158 6 83-92 37-46 
159-168 7 93-102 47-56 
169-178 13 103-112 57,58, 103-110 

 
從＜表十八＞的對照，可以認定《雜阿含經》的十五首(實際為十四首)

攝頌其實都是〈五陰誦〉的攝頌，是完整的一個篇章的攝頌，而不是凌亂而

散落在各卷的攝頌。 

《雜阿含經》各經本無經名，《互照錄》對此中每一部經「賦予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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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對與《雜阿含經》攝頌相關的版本之後，可以發現《互照錄》並未完全

遵循《雜阿含經》或《別譯雜阿含經》的攝頌作書中的「經名」，有時甚至也

未依照對應的巴利經名與攝頌命名，《互照錄》在增減取捨之間，頗為凌亂，

這樣子的「命名」方式，其實是不盡理想的。《互照錄》在差異處大部分與姉

崎正治的〈漢譯四阿含〉相同，但是也不是完全承襲此文。 

《雜阿含經》攝頌的特點大致與《別譯雜阿含經》攝頌相同，但是其中

有三個特點未出現案例，各個特點的例證數量也較少。 

印順導師在《會編》中，參照《瑜伽師地論》論文與《雜阿含經》攝頌、

《別譯雜阿含經》攝頌，對攝頌作了一些釐清，也給了關鍵性的註解，對於

攝頌的解讀有很大的助益。 

另外，有些例子顯示《佛光藏，雜阿含經》在對應經典的編列，有時不

遵循《會編》而遵循《互照錄》，也有兩者都不遵循而遵循《大正藏》頁底

註的例子，《佛光藏，雜阿含經》的這幾個例子，似乎仍然是以《會編》

來得正確。 

雖然如此，這些所謂的「《雜阿含經》次第的整理」，以及將此整理的結

果當作「《雜阿含經》原形」的見解或作法，蔡耀明對此提出警訊；他並且基

於學術的立場與實事求是的精神，呼籲「 對現存《阿含經》的完整面貌給予

高度的尊重」。149  

他也建議： 

有鑒於如上指陳的種種缺失，一條比較可行的道路應該是，一方面更

廣泛且更根本地重新檢視一般學者的部派佛教觀念，並且避免以輕忽

的手法把《阿含經》部派佛教化，另一方面則有賴於吾人學習去尊重

                                                 
149 蔡耀明，(1998)，〈判定《阿含經》部派歸屬牽涉的難題〉，文中，他並且認為：「稍微保

險的一個說法是，現存的《雜阿含經》是對佛陀一代教法中的《雜阿含經》的一個見證

(witness)，正如同《相應尼柯耶經》(Saṃyutta-nikāya）以及《瑜伽師地論‧攝事分》也

都是這一點上重要的但有所不同的見證；這些見證在形式上與歷史上，亦皆同具相對獨

立的存在地位與價值。在這些見證之間的家譜(family tree)能夠很精確勾畫出來之前，吾

人完全沒有理由一廂情願認定《瑜伽師地論‧攝事分》所記載的誦別次第和其它的見證

比起來可具有任何優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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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阿含經》的完整面貌。150  

十，謝詞 

本文承蒙無著比丘與白瑞德教授提供〈新編校訂四部尼柯耶對照表〉(尚

未發表)，讓本文對應經典的比對進行得更為省時省力。他們兩位也熱心寄來

姉崎正治〈漢譯四阿含 The Four Buddhist Agamas in Chinese〉的複印本，

以供筆者參考，缺乏這份重要資料，本文就會顯得不夠完備，在此向兩位致

謝。 

筆者也要向中華電子協會(CBETA) 與福嚴精舍及印順文教基金會全體

工作人員致謝，沒有 CBETA 提供的全面而高效率的電子資料與工具，本

文勢必無法完成必要的資料核對，也無法讓本文的部分構想成型；而後者

所提供的《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的光碟，讓筆者能夠更有效率地查索與引

用印順法師的著作。 

本文執筆期間，經常出入福嚴佛學院與法鼓佛教學院的圖書館查閱《乾隆

大藏經》、《金版高麗大藏經》、北京版《中華大藏經》、《房山石經》、《大正新修

大藏經》，以及期刊如《佛學研究評論》(Buddhist Studies Review)、巴利文獻如

PTS 五部《尼柯耶》，感謝院方及常住慈悲，讓筆者能就近參考這些重要佛教

文獻。 

本文初稿雖經筆者反覆校讀，可惜仍然出現為數不少的訛誤，感謝編輯費

時費力，細心校讀，幫筆者梳爬出許多失誤，在此致謝。 

 

 

作者為福嚴佛學推廣班學生 

 

                                                 
150 蔡耀明，(1998)，〈判定《阿含經》部派歸屬牽涉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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