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谛三藏与“正量部”研究
① 圣 凯

摘 要:真谛出身于优禅尼国，即“邬阇衍那国”，而真谛所游历的诸国，尤其以乌阇衍那为中心的西印

度，正是正量部的弘化区域。同时，真谛还翻译了《律二十二明了论》、《立世阿毗昙论》等正量部论书，讲注

《明了论疏》，可见他对正量部僧团的戒律具有很高的造诣。在《律二十二明了论》、《四谛论》等译籍中，提出

“忍、名、相、世第一”的独特四善根位，《显识论》则将其纳入熏习四方便。真谛接受正量部独特的历史时间

观，如“现在劫是第九劫”、距第九劫“七百年”等说法，并且弘扬正量部的这些思想。因此，可以推测真谛所属

部派应该为正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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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 论

真谛从广东南海上岸来华，晚年逝于广州，虽然一生颠沛流离，但仍然译出大量的佛教典籍。但是，

由于史料的缺乏，对于真谛在印度的游学，真谛所属部派等问题一直未能突破。①2012 年，京都大学人文

科学研究所船山徹先生在其主编的《真谛三藏论集》一书中对真谛与正量部的关系有简单的论述。②受

到船山徹先生的启发，本人在旧作《摄论学派研究》的基础上，对真谛所属部派、真谛的译籍等进一步深

入探讨，以完善摄论学派的整体研究。
大乘佛教兴起后，部派佛学中只有说一切有部和正量部能与大乘佛学相抗衡。正量部的梵名有

s爞mitīya 和 s爞matīya，汉译为“一切所贵部”，音译为“沙摩帝”、“三弥底”、“式摩”、“三密底耶”。③正

量部兴起于三世纪后半叶至四世纪后半叶，正量部从龙树时代起逐渐抬头，直到玄奘、义净去印度的时

候还是很盛。玄奘、义净说到当时小乘佛学四大部，都以正量部和上座等并举。
有关正量部的研究，由于本身现存文献的有限，一直无法取得很大的进步。K．Venkata Ｒamanam 和

本多至成对《三弥底部论》进行研究④，在西藏大藏经中发现十二世纪 Dasabalasrimitra 的著作《有为无为

抉择》( 藏语题名dus byas dang dus ma byas rnam par nges pa，东北 No．3897、大谷 No．5865) ，其中第 16 章

到第 21 章详细解说了正量部的教义。⑤最近几年，日本学者岡野潔发现正量部的一部作品的尼泊尔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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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写本“Mahsa爞vartanīkath”( 世界破坏期的大史话，简称: MSK) ，并且校订出版，进行了系列研究，取

得举世瞩目的成就。①MSK 全篇是韵文的作品，由 390 诗节所成，技巧地运用了 16 种韵律的华丽文体的

古典梵语文学作品 ( kvya ) ; 共 6 章，各章分 4 节 ( visrma ) 。MSK 的大部分内容是讲述世界的发生

到毁灭为止的过程，即成劫、住劫、坏劫、空劫的历史的宇宙论。在《有为无为抉择》第八章引用了 MSK
的底本，而且作品名不详，岡野潔暂定名为“文献 X”。

我们正是在岡野潔、并川孝仪等学者对正量部文献的研究基础上，深入探讨真谛三藏与正量部的关

系，最终试图揭露真谛三藏所属的部派。

二 真谛所游历诸国与正量部

《历代三宝记》卷十一:“西天竺优禅尼( Ujjayanī、Ujjainī) 国三藏法师波罗末陀( Paramqrtha) ，梁言

真谛。”②《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说: “拘那罗陀，陈言亲依; 或云波罗末陀，译云真谛，并梵文之名字

也。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焉。”③道宣所记载真谛的名字有两个，其根据何在? 真谛的弟子慧恺《摄大乘

论序》:“有 三 藏 法 师，是 优 禅 尼 国 婆 罗 门 种，姓 颇 罗 堕 ( Bhradvja 或 Bharadvja ) ④，名 拘 罗 那 他

( Kulantha) ，此土翻译称曰亲依。”⑤可见，道宣是吸收费正房和慧恺的记载，故列出两个名字。慧恺是

真谛的弟子，参与真谛的译场，其记载应该说是最可靠的。拘罗那他( Kulantha) 经过 la 音( 罗) 和 na
( 那) 的“音位转换”，“他”变为“陀”，正好成为“拘那罗陀”。⑥梵文 ntha 是“守护者”的意思，Kula 是

“亲”或“家”，故合起来为“亲依”或“家依”。
真谛的出身地为优禅尼国，优禅尼国的区域，《历代三宝记》、《续高僧传》皆提到为“西天竺”，道基

《摄大乘论释序》说:“南身毒优禅尼国有真谛三藏”⑦，“西天竺”可能比较可靠。但是，《续高僧传·拘

那罗陀传》附录记载亦从优禅尼国来华翻译经典的月婆首那，“时有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陈

言高空，游化东魏”⑧，而且《历代三宝记》卷九也称“中天竺优禅尼国王子月婆首那”⑨，明确记载优禅尼

国属于“中天竺”。因此，探讨优禅尼国在印度的真实区域及其佛教传播情况，是非常有必要的。
优禅尼国即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邬阇衍那国”:

从此东南行二千八百余里，至邬闍衍那国，南印度境。邬闍衍那国周六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三

十余里。土宜风俗，同苏剌侘国。居人殷盛，家室富饶。伽蓝数十所，多以圮坏，存者三五。僧徒三

百余人，大小二乘兼功习学。天祠数十，异道杂居。王，婆罗门种也，博览邪书，不信正法。去城不

远有窣堵波，无忧王作地狱之处。瑏瑠

根据季羡林等校注，优禅尼( Ujjayanī、Ujjainī) 又译作优禅耶尼、乌惹你、郁禅尼、郁阇尼、嗢逝尼、讴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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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研究所，2012 年，第 69 页。
慧恺《摄大乘论序》，《大正藏》第 31 卷，第 112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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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乌舍尼、郁支。优禅尼国的国都乌阇衍那城即现今中央邦的乌贾因( Ujjain) 。乌阇衍那城是印度古

代十六大国中的阿槃底 ( Avantī) 的西部分国的首都。该国的领土大体相当于现代马尔瓦、尼马尔

( Nimr) 以及中央邦( Madhya Pradesh) 部分地区。阿槃底有两个分国，其南国以摩醯昔摩地( Mhis·atī)
为国都，其北国则以乌阇衍那为首都。佛陀时代，阿槃底是印度的四大强国之一，后来曾经被并入摩揭

陀国。公元前三世纪初，阿育王在登位之前，曾任乌阇衍那总督。后来，乌阇衍那的超日王，即乌阇衍那

的超日王，即旃陀笈多二世( 公元后 375 年) 曾驱逐塞人于印度之外，并称霸于印度的大部分。①可见，优

禅尼国的领土广阔，横跨西天竺、南天竺和中天竺，故不同史书会有不同的记载。
乌阇衍那和摩醯昔摩地都位于王舍城通往南方普拉提斯坦那城( Pratis·t·hna) 的大道上，和希腊、罗

马也有贸易往来。真谛出家后，《续高僧传·拘那罗陀传》说:“群藏广部，罔不厝怀。艺术异能，偏素谙

练。虽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远涉艰关，无惮夷险，历游诸国，随机利见。”②可见，真谛少时博访众

师，学通内外，云游各国，弘法利生。
我们确实无法了知真谛游学的具体区域，但是以乌阇衍那为中心，大约可以推测到其游学的一些区

域，这些地方大部分应该是正量部的弘法区域。③在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记载正量部有 19 个处所，而

记载说一切有部有 14 个处所，可见正量部的兴盛。《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如下表所示:

印度区域 国 名 内 容 出 处

中印度

恶醯掣呾逻国
玩道笃学，多才博识，伽蓝十余所，僧徒千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
法。天祠九所，异道三百余人，事自在天涂灰之侣也。

卷四，第 892 页下—
893 页上

劫比他国

风俗淳和，人多学艺。伽蓝四所，僧徒千余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
天祠十所，异道杂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

卷四，第 893 页上
城西二十余里有大伽蓝……僧徒数百人，学正量部法，数万净人宅
居其侧。

阿耶穆佉国
人淳俗质，勤学好福。伽蓝五所，僧徒千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
天祠十余所，异道杂居。

卷五，第 897 页上

鞞索伽国
气序和畅，风俗淳质，好学不倦，求福不回。伽蓝二十余所，僧众三
千余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余所，外道甚多。

卷五，第 898 页下

室罗伐悉底国
虽多荒圮，尚有居人，谷稼丰气序和，风俗淳质，笃学好福。伽蓝数
百，圮坏良多，僧徒寡少，学正量部。天祠百所，外道甚多。

卷六，第 899 页上

劫比罗伐窣堵国
伽蓝故基千有余所，而宫城之侧有一伽蓝，僧徒三千余人，习学小
乘正量部教。天祠两所，异道杂居。

卷六，第 900 页下

婆罗痆斯国

伽蓝三十余所，僧徒三千余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

卷六，第 905 页中婆罗痆河东北行十余里至鹿野伽蓝，区界八分，连垣周堵，层轩重
阁，丽穷规矩。僧徒一千五百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
精舍。

吠舍厘国
伽蓝数百，多已圮坏，存者三五，僧徒稀少……宫城西北五六里至
一伽蓝，僧徒寡少，习学小乘正量部法。

卷六，第 908 页中

伊烂拏钵伐多国 伽蓝十余所，僧徒四千余人，多学小乘正量部法。 卷十，第 926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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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印度区域 国 名 内 容 出 处

东印度 羯罗拏苏伐剌那国
伽蓝十余所，僧徒二千余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余所，

异道寔多。别有三伽蓝不食乳酪，遵提婆达多遗训也。
卷十，第 928 页上

西印度

摩腊婆国
五印度境两国重学，西南摩腊婆国，东北摩揭陀国。贵德尚仁，明
敏强学，而此国也，邪正杂信。伽蓝数百所，僧徒二万余人，习学小
乘正量部法。

卷十一，第 935 页下

伐腊毗国 伽蓝百余所，僧徒六千余人，多学小乘正量部法。 卷十一，第 936 页中

阿难陀补罗国 伽蓝十余所，僧徒减千人，习学小乘正量部法。 卷十一，第 936 页下

信度国
学不好博，深信佛法。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并学小乘正量部
法。大抵懈怠性行弊秽。其有精勤贤善之徒，独处闲寂，远迹山
林，夙夜匪懈，多证圣果。

卷十一，

第 937 页上—中

阿点婆翅罗国
其俗淳质，敬崇三宝，伽蓝八十余所，僧徒五千余人，多学小乘正量
部法。

卷十一，第 937 页下

臂多势罗国
而风俗犷暴，语异中印度，不好艺学，然知淳信。伽蓝五十余所，僧
徒三千余人，并学小乘正量部法。

卷十一，第 938 页中

阿軬荼国
言辞朴质，不尚学业，然于三宝守心淳信。伽蓝二十余所，僧徒二
千余人，多学小乘正量部法。

卷十一，第 938 页中

根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7 世纪前半叶的正量部主要集中在中印度和西印度，化区非常广大，佛

法传播亦兴盛。中印度流行的正量部，是以犊子国( Vatsa) 拘舍弥为中心，而流行于恒河、阎浮那河中上

流域，学习正量部的僧徒有一万八千人。东印度学习正量部的僧徒有二千人，而西印度则达到四万八千

僧徒之多。摩偷罗出土的铭文，也有属于正量部的。①正量部更西南进入分别说系的故乡———摩腊婆、
伐腊毗。正量部并深入西北沿海区，如信度、阿点媻翅罗、臂多势罗、阿軬荼。②除此之外，随着印度古代

碑塔铭文的发现，Sarnath、Kosambī、Mathur 等地区皆是正量部的弘化区域。③

《三藏法师行状》④、《慈恩法师传》⑤卷四皆提到，当时南印度老婆罗门般若毱多( 智护) 阐述正量部

的思想，撰作《破大乘论》七百颂，为各派小乘师所一致推崇，戒日王为他建立辩论大会。那烂陀寺戒贤

论师答应戒日王的请求，派海慧、智光、师子光、玄奘四人前往参加辩论。除了玄奘以外的另外三位印度

大德都丧失了自信，这也可说明正量部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其后，虽然经过玄奘《制恶见论》的破斥，

又有过曲女城无遮大会的扩大宣传，但它的势力依然存在。
公元 7 世纪后半叶，义净去印度时，他记录了印度与南海的部派佛教:

摩揭陀则四部通习，有部最盛。罗荼⑥、信度则少兼三部，乃正量尤多。北方皆全有部，时逢

大众。
南面则咸遵上座，余部少存。东裔诸国，杂行四部。师子洲并皆上座，而大众斥焉。然南海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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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并川孝仪:《インド佛教教团 正量部の研究》，东京: 大藏出版，2011 年，第 48 页。
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台北: 正闻出版社，1992 年，第 432—433 页。
本多至成:《正量部の业思想》，京都: 同朋舍，2010 年，第 163—164 页。
参见《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大正藏》第 50 卷，第 217 页上—中。
参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大正藏》第 50 卷，第 244 页下—245 页下。
《大唐西域记》里没有提到“罗荼”。罗荼一名，梵名是 Lt·a，古代铭文和文献中出现过多次，地理位置在今天印度古吉拉特( Gu-

jarat) 邦马希河( Mahi Ｒ．) 与基姆河( Kim Ｒ．) 两河之间，这与信度国所在的印度河中下游地区正相连接，都属于西印度。王邦维《唐高僧

义净生平及其著作论考》，重庆出版社，1996 年，第 86—87 页。



洲有十余国，纯唯根本有部，正量时钦，近日已来，少兼余二……南至占波，即是临邑，此国多是正

量，少兼有部。西南一月，至跋南国，旧云扶南，先是裸国，人多事天，后乃佛法盛流。①

根据义净的记载，西印度的正量部最兴盛; 同时，南海诸洲间杂流行大众部、上座部、根本说一切有部与

正量部，而临邑则盛行正量部。
玄奘与义净的记载同时表明，西印度流传正量部的时间比较长。与乌阇衍那相毗邻的几个城邦，如

摩腊婆国、伐腊毗国、阿难陀补罗国等皆是正量部弘化的区域。尤其是伐腊毗( Valabhī) 国位置大约是

当今卡提瓦半岛( Kthiwr) 。②依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一的记载，伐腊毗国物质富饶，四方奇货多聚于

此。而且，德慧、坚慧二菩萨，曾在此处造论。伐腊毗国是西印度的小乘佛教学术中心，可与大乘佛教中

心那烂陀相提并论。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记载，当时佛教徒欲求深造，都得去伐腊毗国和那烂

陀。③真谛译《随相论》，题名“德慧法师造”，显然与德慧有密切的关连。所以，真谛所游历的诸国，尤其

以乌阇衍那为中心的西印度，包括扶南诸国，刚好是正量部的流行地区。如下图所示④:

同时，真谛所翻译的典籍中，除了瑜伽行派以外，出现多部的正量部著作。

三 真谛译籍与正量部文献

正量部具备独立的经律论三藏，《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曾由印度带回正量部的经律论十五部。⑤玄

奘并未译出正量部的典籍，而且这些经律论早已散失。依吕澂先生的研究，正量部的经藏即是四阿含里

面的重要义类，律藏即是《律二十二明了论》，论藏是以《舍利弗阿毗昙》为根本。⑥《三藏法师传》卷四记

载，玄奘在北印度钵伐多国学习正量部《根本阿毗达磨》、《摄正法论》、《教实论》。⑦《摄正法论》或者即

05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大正藏》第 54 卷，第 205 页中。
伐腊毗的遗址已于近代发现，在卡提阿瓦半岛东岸，保纳加尔( Bhaonagar) 西北 18 英里，即北纬 21 度 52 分、东经 71 度 57 分地

方。《大唐西域记校注》强调，今名瓦密拉普罗( Vamilapura) ，显然是伐腊毗城( Valabhipura) 一名的讹转。参见《大唐西域记校注》，第

913 页。
《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然后函丈传授，经三二年，多在那烂陀寺，中天也; 或居跋腊毗国，西天也。斯两处者，事等金马石渠、

龙门阙里，英彦云聚，商搉是非。”( 《大正藏》第 54 卷，第 229 页上)

春日井真也:《真谛三藏のアビダルマ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 3 卷第 2 号，1955 年，第 655 页。
参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六，《大正藏》第 50 卷，第 252 页下。
吕澂:《略述正量部佛学》，《吕澂佛学论著选集》( 四) ，济南: 齐鲁书社，1991 年，第 2369 页。
参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大正藏》第 50 卷，第 244 页上。



是宋译的《诸法集要经》，原系观无畏尊者从《正法念处经》所说集成颂文，阐明罪福业报，正是正量部的

中心主张，而《正法念处经》唐人也认为是正量部所宗的。《教实论》即是《圣教真实论》，瞿沙所造，没有

译本，相传是发挥“有我”的道理，为犊子部根本典据。①

现存正量部的文献有梵语、巴利语、藏语、汉语等庞大的文献群，许多汉译文献与真谛翻译相关。②

如《律二十二明了论》、《立世阿毗昙论》等是正量部的典籍，而《十八部论》、《部执异论》等阐释部派分

裂史，《显识论》③、《随相论》④等皆言及正量部。
现存文献中，《三弥底部论》是真谛之前传到汉地，译者不详，题为“失译人名，今附秦录”⑤。印顺根

据归敬辞“归命一切智”，这种体例与后魏瞿昙般若流支的译品相类似; 其次，瞿昙般若流支所译的《正

法念处经》一向有“正量部诵”的传说，因此推定《三弥底部论》为瞿昙般若流支所 译。⑥三弥底部
( s爞matīya) 即是正量部的音译，全论主要在讨论命终后的转生与业之关系。⑦

1．《律二十二明了论》的“四善根位”
《律二十二明了论》是正量部的律论，首题“正量部弗陀多罗多法师造，陈天竺三藏真谛译”⑧，末尾

记载:“此论是弗陀多罗多阿那含法师所造。为怜愍怖畏广文句人故，略摄律义。”⑨有关本论的传译，卷

末后记云:

陈光大二年，岁次戊子，正月二十日，都下定林寺律师法泰，于广州南海郡内，请三藏法师俱那

罗陀翻出此论，都下阿育王寺慧恺谨为笔受，翻论本得一卷，注记解释得五卷。瑏瑠

《律二十二明了论》主要是以二十二首偈颂，列出律藏中的名目，并以散文体解释其义。陈光大二年
( 568) ，法泰在广州译真谛译出，慧恺任笔受。真谛在翻译论本时，同时边翻边讲，所以有《注记》五卷，

已经散佚不传。《大唐内典录》卷五提到“律二十二明了论，亦云明了论并疏五卷”瑏瑡，在道宣《四分律删

繁补缺行事钞》中共 9 次引用了《明了论疏》，可见道宣曾见到《明了论疏》。根据道宣的引用，如“一拘

卢舍，《明了论疏》云: 一鼓声间”瑏瑢，《明了论疏》将羯磨“翻为业也，所作是业，亦翻为所作”瑏瑣，关键是一

些词语的解释和一些戒律作法的规定。
在《律二十二明了论》中，叙述了犊子外道来见佛、闻法、证阿罗汉果，为佛所赞，这部分内容长达全

书七分之一，为其他律部所未见的，可见正量部与犊子部的关系。但是，在论述正量部的修行体系时，

《律二十二明了论》说:

修三学者，于诸佛正法，正学有三，谓依戒学、依心学、依慧学。此三学生起，位在忍、名、相、世
第一见地修地中。瑏瑤

在说一切有部的修行体系中，顺抉择分的四善根位是暧、顶、忍、世第一，正量部则明显不同。《异部宗轮

论》、《十八部论》、《部执异论》阐释犊子部的四善根位也是“忍、名、相、世第一”瑏瑥，这是因为正量部和犊子

本宗关系比较密切，正量部所有的新主张最初都被看作犊子变化之说，并不用正量部的名义出现。瑏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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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瑏瑡

瑏瑢瑏瑣

瑏瑥

瑏瑦

吕澂:《略述正量部佛学》，《吕澂佛学论著选集》( 四) ，第 2370 页。
并川孝仪:《インド佛教教团 正量部の研究》，第 21—29 页。
参见《显识论》，《大正藏》第 31 卷，第 880 页下。
参见《随相论》，《大正藏》第 32 卷，第 161 页下、166 页上。
参见《三弥底部论》卷上，《大正藏》第 32 卷，第 462 页上。《开元释教录》卷四，《大正藏》第 55 卷，第 518 页下—519 页上。
印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台北: 正闻出版社，1992 年，第 467—468 页。
有关正量部的业思想研究，参考本多至成《正量部の业思想》。

⑨⑩瑏瑤 《律二十二明了论》，《大正藏》第 24 卷，第 665 页中; 第 672 页下; 第 672 页下; 第 665 页下。
参见《大唐内典录》卷五，《大正藏》第 55 卷，第 273 页中。

参见《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卷上，《大正藏》第 40 卷，第 7 页上; 第 11 页上。
参见《异部宗轮论》，《大正藏》第 49 卷，第 16 页下;《十八部论》，《大正藏》第 49 卷，第 19 页下;《部执异论》，《大正藏》第 49 卷，

第 21 页下。有关正量部四善根位的具体思想，请参考并川孝仪《インド佛教教团 正量部の研究》，第 151—160 页。
吕澂先生曾引例论述，在《大毗婆沙论》编纂的时代( 公元二世纪) ，犊子部的主张只有和一切有部不同的六、七条( 见《大毗婆沙

论》卷二) ，到了龙树著作《中论》时( 公元三世纪) 便说犊子部更有“生生”等十四种俱生法和“不失法”之说( 见《中论》的〈观三相品〉、〈观

业品〉) ，这些都是正量部分出以后的新说仍旧归之于犊子名下的。参见吕澂:《略述正量部佛学》，《吕澂佛学论著选集》( 四) ，第 2368 页。



样，在婆薮跋摩造、真谛译《四谛论》中，提到三十七助觉( 即三十七菩提分法) ，而且将三十七助觉配合

修行阶位:

四念处观是初发行位，即解脱分，四正勤名忍位，四如意足是名位，五根名相位，五力名第一法

位。此四通名决了位。八圣道名见位，七觉分名修位，尽智无生智名究竟位。①

《四谛论》的四善根位亦是正量部的修行体系，可见与正量部亦有一定的关连。在真谛译《显识论》中，

提到熏习的四种方便———忍、名、相、世第一②，则与四善根位的结构一致，可见真谛所传唯识古学对正

量部思想的融摄。
2．《立世阿毗昙论》的“劫末意识”
真谛译《立世阿毗昙论》，依《历代三宝纪》卷九、《开元录》卷七的记载，真谛于永定三年( 559) 译出

此论。③在《小三灾疾疫品》夹注则出现“至梁末己卯年，翻度此经”④，梁朝的“己卯”就是陈朝的“永定三

年”，当时之梁实际上已经为陈所灭的缘故。全书十卷，共含二十五品，旨在阐明佛教之宇宙论，主要是

叙述天地世界之建立及有情世间之相状，内容与《长阿含·世记经》、《俱舍论·世间品》等略同。印顺

推测，《立世阿毗昙论》可能是属于犊子部的。⑤而日本学者岡野潔则通过详细的论证，强调该论是正量

部的论书。⑥

岡野潔从 MSK 和文献 X 的研究中，得出正量部非常重要的三大教义: ( 1) 现在劫是第九劫; ( 2) 到

劫末还有七百年; ( 3) 于胡麻、甘蔗、凝乳等中，分别做成的胡麻油、甘蔗汁、奶油等可能于劫末消失。在

《有为无为抉择》第八章( 3—8) 、( 3—9) 中，可以发现相应的记载:

如来涅槃后第八百年，由 Bhūtika 与 Buddhamitra 结集了该部派的诸传承，这被称为正量部的第

五次结集。Bhūtika 与 Buddhamitra 两人说到:“这是谷子出现以来，开展的第九劫。”若要说［他们的

话的］主要的意义的话———就现在而言，于胡麻、甘蔗、凝乳等中，现在分别，虽然仅有少量，但产生

有胡麻油、甘蔗汁、奶油等精髓。应该知道胡麻油等是由于众生所尽有的福报力，现在仍然存

在着。⑦

这是正量部的“劫末意识”。所谓的劫末是指现在人寿百岁的寿命递减到人寿十岁的时候，那时将有三

种小灾难发生，以迎接现在劫 ( 第九劫) 的终了; 现在到其终了的时期尚余七百年。这种劫末所残余时

间的主张是在其他佛教经典中所没见到的，是正量部的历史宇宙的最大特色。⑧

这种“劫末意识 ”在《立世阿毗昙论》中出现:

是二十小劫世界起成已住者，几多已过，几多未过? 八小劫已过，十一小劫未来，第九一劫现在

未尽。此第九一劫，几多已过? 几多在未来? 未来定余六百九十年在。至梁末己卯年翻度此经

为断。⑨

《立世阿毗昙论》提到距第九劫仍然有“六百九十年”，与劫末七百年的说法有小小的差距。或许印度不

以十年为单位，而以百年为单位进行预言。而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时间观，对于大而化之的“七百

年”说法不满，故真谛在翻译《立世阿毗昙论》时则加以修证，以顺应中国人的历史时间观。如《成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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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四谛论》，《大正藏》第 32 卷，第 399 页中。
参见《显识论》，《大正藏》第 31 卷，第 879 页中。
《历代三宝纪》卷九，《大正藏》第 49 卷，第 87 页下;《开元释教录》卷七，《大正藏》第 55 卷，第 545 页下。
⑨ 参见《立世阿毗昙论》卷九，《大正藏》第 32 卷，第 215 页中。

印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第 141 页。
岡野潔:《インド正量部のコスモロジー文献、立世阿毘昙论》，《中央学术研究所纪要》第 27 号，1998 年，第 55—91 页。
见并川孝仪:《インド佛教教团 正量部の研究》，第 362—363 页。
岡野潔:《正量部の历史的宇宙论における终末意识》，《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 49 卷第 1 号，2000 年，第 406—402 页; 《正量部

における现在劫の终末意识をめぐる问题点》，《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 51 卷第 1 号，2002 年，第 393—388 页。



作者诃梨跋摩的年代，玄畅《诃梨跋摩传序》记载为“佛涅槃后九百年出”①，而僧叡的《成实序序》记载

“佛灭度后八百九十年”②。二者记载的不同，或许是中印文化历史时间观的不同。
《立世阿毗昙论》接受“现在是第九劫”的说法，包括其他特有的宇宙观，证明该论是正量部的论

书。③同时，真谛本人亦接受与传播这种说法。如遁伦《瑜伽论记》卷第十上记载:

真谛云: 成坏空劫皆无佛出，唯于住劫有佛出世。于二十劫中，前十劫中有佛出世，后十劫无。
前十劫中，前之五劫亦无佛出，第六劫中，拘留孙佛出世，第七劫那含牟尼佛出世，第八劫中迦叶佛

出，第九劫中释迦佛出，第十劫中弥勒佛出。④

释迦佛出现就是现在劫，即第九劫。可见，真谛不仅译出《律二十二明了论》、《立世阿毗昙论》等正量部

论书，同时亦认同与传播正量部的思想。

四 结语:真谛所属部派为正量部

真谛出身于优禅尼国，即是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邬阇衍那国”。真谛所游历的诸国，尤其

以乌阇衍那为中心的西印度，正是正量部的弘化区域。同时，真谛所翻译的典籍中，除了瑜伽行派以外，

出现多部的正量部著作，如《律二十二明了论》、《立世阿毗昙论》等正量部论书。
同时，真谛讲注《明了论疏》，可见他对正量部僧团的戒律具有很高的造诣。在《律二十二明了论》、

《四谛论》等译籍中，提出“忍、名、相、世第一”的独特四善根位，《显识论》则将其纳入熏习四方便。真

谛接受正量部独特的历史时间观，如“现在劫是第九劫”、距第九劫“七百年”等说法，并且弘扬正量部的

这些思想。
所以，我们推测真谛所属部派应该为正量部。但是，真谛的唯识思想与正量部的关连，则有相当大

的研究前景，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责任编辑 唐忠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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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一，《大正藏》第 55 卷，第 78 页下。
参见《三论玄义》，《大正藏》第 45 卷，第 78 页下。
具体论证参考岡野潔:《インド正量部のコスモロジー文献、立世阿毘昙论》，《中央学术研究所纪要》第 27 号，1998 年，第 55—

91 页。
参见《瑜伽论记》卷第十上，《大正藏》第 42 卷，第 524 页下。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Keywords: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com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theoretical

logics，practical difficulties

New Great Project: Creating New Atmosphere in Leading the New Era
( by BAO Xin-jian)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speci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CPC should have new atmosphere，make a
difference，and create a new situation in the new great project of constructing the Party． As the new era asks for more difficult
missions from CPC，we must uphold and strengthen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Party's
governing capacity and the ability to solv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key issu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s encountering more
severe tests，so we must comprehensively govern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through institutional building and combating
corruption and building a clean government． We must have courage to conduct self-revolu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As more serious requirements are proposed in terms of the Party-masses relationship，we must remain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adhere to the idea that people are the subject of the nation，
regard people as the center，and make sure that the Party shares the same heart，fate and breath with people．

Keywords: new era，new atmosphere，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Party-masses relationship

On the Concept of“Skillful Means”in Skillful Means Paramita Sutra
( by CHENG Gong-rang)

Abstract:“Skillful means”is one of the core concepts in Buddhism in general and in Mahayana in particular． While prajna
means the wisdom of knowing Buddhist truth and“skillful means”is to know human culture and human proprieties． Hence，the
organic integration between prajna and skillful means should be the reasonable direc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octrine of
wisdom and ethics in Mahayana． However，prajna has been overestimated while skillful means have been ignored for a long time．
Skillful Means Paramita Sutra was the first Mahayana sutra that constructed the doctrine of“skillful means”in a strict way，so
that an examination of“skillful means” in this sutra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ding the ess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transcending the secular world”and“entering the secular world”in Mahayana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in modern times．

Keywords: skillful means，Skillful Means Paramita Sutra，Mahayana，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m

Paramrtha and the Study of“Sam-matīya” ( by SHENG Kai)
Abstract: Paramrtha was born in Ujayana and he traveled to many nations surrounding Ujayana in Western India，where

the doctrines of sam-matīya were widely preached． Paramrtha translated a series of works of sam-matīya such as Clearly
Understanding the Disciplines in 22 Verses，Abhidharm on Bring Peace to the World，and wrote and lectured on Annotations to
Clearly Understanding． This shows his proficiency in sam-matīya disciplines． Proposed in Clearly Understanding and On Four
Truths，the special four good roots of“endurance，name，appearance，laukikgradharma”are included in the“four skillful
means of perfumation”in Vidyanirdesa-sastra． Paramrtha accepted and preached the unique sam-matīya view of history and time，
including“the present kalpa is the ninth kalpa”，and there are“seven hundred years”away from the ninth kalpa． Therefore，it
is plausible to conclude that Paramrtha adhered to sam-matīya．

Keywords: Paramrtha，sam-matīya，Ujayana，four good roots，consciousness of the end of kalpa

Daoxuan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His Buddhist Epiphany ( by WANG Da-wei)
Abstract: Daoxuan is mainly praised for his obedience to Buddhist disciplines and his historical writings． However，a careful

reading of his works will tell us that Daoxuan held a strong belief in Buddhist epiphany and made great efforts to build a“perfect”
Buddhist world． His records of epiphany show that Daoxuan interpreted Buddhist history and figures in a particular way． The
stories of Buddhist epiphany not only recorde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but also were used to demonstrate the holiness of
Buddhism． With their strong mysterious color，they helped Daoxuan construct and preach a more sacred Buddhism as the“center
of the universe”． Examining the records of epiphany related to Daoxuan，we can also see that he was a Buddhist master above all，
and then he was respected as the founder of Vinaya school of Chinese Buddhism and a historian of Buddhism．

Keywords: Daoxuan，Buddhist epiphany，sacred explanation

ZHU Xi's Doctrine of the“Transmission of Orthodox Confucian Teachings”
and the CHENG Brothers ( by ZHU Jie-re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research on the doctrine of daotong， that is， the “transmission of Confucian orthodox

teachings”，has been quite fruitful． The new discovery of a document by Charles Hartman，an American scholar，provides
important clues and proofs for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octrine of daotong in the Song Dynasty on the one ha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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