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是我聞」略釋 
蕭金松 

《佛所行讚》說：釋迦佛祖圓寂後，以大迦葉

為首「有五百羅漢，永失大師蔭，恇然無所恃，還

耆闍崛山。集彼帝釋巖，結集諸經藏，一切皆共推，

長老阿難陀，如來前後說，巨細汝悉聞，鞞提醯牟

尼1，當為大眾說。阿難大眾中，昇於師子座，如佛

說而說，稱如是我聞。合坐悉涕流，感此我聞聲，

如法如其時，如處如其人。隨說而筆受，究竟成經

藏，勤方便修學，悉已得涅槃，今得及當得，涅槃

亦復然。」 

《大智度論》說：之所以就耆闍崛山，集結經

藏，是王舍城中，「中食易得，易可集法，餘處無如

是常供。」避免「行乞食時，諸外道來共論議，若

共論議，集法事廢；若不共論，便言諸沙門不如我。」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也說：「故涅槃十五

云。始從如是我聞。終至歡喜奉行。一切皆名修多

羅故，」 

以下引用八世紀印度論師師子賢《聖般若波羅

蜜多八千（頌）解說•現觀莊嚴光明》，略釋「如是

我聞」（梵文：evaṃ wayā śrutaṃ，藏文：'di skad bdag 

gis thos pa）的含義。此中所謂「如是」，是以能詮

決定義，無餘宣說隨順己智所憶持之經義，以堅定

語詞純無顛倒而說。所謂「我」，是以表達「本人」

之詞，直接從世尊親聞。所謂「聞」，指用耳識領納。

唯除如來外，餘者無解悟所有如是法之能力，故屬

未證。但以「如是、我、聞」三詞，作為以世尊言

教本身著作經典的開頭語，保證「彼如是語，我如

是聞」。 

至於是否有非佛語之過，如是世尊般涅槃後，

於種種義但以增上勝解開顯，對善逝言教之流續難

以解悟，對能證得菩提之法義，已無通達之人。此

時有人想到：「應如何結集，令所化有情得除疑惑。」

已受如來加持之聲聞等眾曾求問世尊說：「世尊！於

未來際，正法應如何正確結集？」 

世尊心想：「其已無顛倒現前聽聞，雖未解悟其

義，但對令其結集正法並無過失。」世尊遂於《法

集經》說：「諸比丘！應以『如是我聞』結集正法。」

《般若經》也說「地點及時間」等語，及「如是諸

天之王帝釋啟問世尊」等詞，世尊隨即允許故，諸

結集者已作正結集故，沒有非佛語之過。 

如是已遠離讓佛語成非佛語過失之機會故，稱

「照所聽聞如是正確結集」應為合理。若爾還有人

立難說：「寧說『如是開示於我』，何必說『如是我

聞』？」隨後又說了一些「世尊所言不對」等其他

道理，凡此皆非善說。 

若有人依據聖者阿難於餘處說：「任何以『如是

我聞』一詞所憶持者，有我聞自世尊親自所說經，

也有世尊在天宮所說，也有間接而來者」後，當大

迦葉說：「此《轉法輪經》，世尊何處說，大慧汝請

說，佛子汝且言。」已，聖者阿難不就是因隨念佛

陀功德澤潤，而面泛淚光，以宏廣聲音說「如是我

聞」嗎？他云何能以表達本人之詞，說「我親自聽

聞」呢？  

答謂此中無過失。何以故？因受如來加持故，

譬如教法是彼所開示，藉彼威力從餘處得聞，也是

從世尊直接聽聞。再者，即使是從他人得聞，也因

為他持法最勝，為得決定義故，已問過世尊。因此，

是以決定義的緣故，從世尊聽聞如是語，故說「如

是我聞」。總之，凡以「如是我聞」一詞所宣說，其

一切所說皆依據經典，故無過失。 

 
1.鞞提醯牟尼，「鞞提醯」為所居城名，藏譯本為：lus 

'phags thub pa，義為「勝身牟尼」，比擬牟尼，想是推

崇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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