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四分律》，又称《 昙无德律》、《 四分律藏》，原为印度优波

崛多系统的云无德部所传的戒律。据记载，释迦牟尼佛入灭以

后，有“ 持律第一”的优婆离尊者，结集律法，分八十次颂出根本

律制。后再传时，由于对戒律理解的不同，逐渐分为五部，其中

《 四分律》是因其全部由四分构成而得名的。汉译律典中，《 四分

律》在道宣由小会大，圆融大小乘的改革后，不仅成为律宗所依

据的根本典籍，也是中国所翻译各种律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的佛教戒律。所以，本文在探究佛祖结戒本意时，就依《 四分律》

为基本典籍，从中析理出佛祖结戒的本意及其历史演变的原因。

一、佛祖结戒的缘起探源

在佛教戒律创建之初，戒和律的涵义并不一致，而是有细微

分别的。戒律是梵文 !"#$ 和 %"&$’$ 二字的意译，其中戒，梵语尸

罗，指防非止恶的戒法；律，梵语优婆罗叉，或毗尼，指生活上的

规律!。在佛教看来，戒是以自发之心守规范，律则含有他律规范

的意义。律在一开始是专为出家丘尼定，在家徒不得闻。所以我

们在探讨佛祖结戒本意时，就应该主要从专为僧人而制的律的

层面着手分析。首先我们从《 四分律》发起序中舍利弗请佛结戒

因缘我们可以看出佛祖结戒的缘起。

释迦佛首先历述过去七佛的佛法住世久暂情况，为舍利弗

开示佛法不久住的原因所在。通过佛法住世的久暂无不以是否制

戒摄僧为定表明戒律为佛法的生命：“ 舍利弗当知，尔时彼佛及诸

声闻在世，佛法广流布。若彼佛及诸声闻度灭后，世间人种种名、种

种姓、种种家出家，以是故疾灭佛法不久住。何以故？不以经法摄

故。” "并以线穿散花作喻说明戒律对于佛法久住的纽带功能：

“ 舍利弗，譬如种种花散置案上，风吹则散。何以故？以无线贯穿

故。如是，舍利弗，彼佛及声闻众在世者，佛法流布。若彼佛及诸

声闻众灭后，世间人种种名、种种姓、种种家出家者，令法疾灭不

久住。何以故？不以经法摄取故。”#

可见，戒律的产生并非随着佛教的产生而自古有之，它是在

佛教僧团成立后为了维持僧团和合并最终令正法久住的产物。

因此当舍利弗恳请佛祖“ 唯愿大圣，与诸比丘结戒说戒，使修梵

行，法得久住”时，佛告舍利弗：“ 且止。佛自知时。舍利弗，如来

未为诸比丘结戒。何以故？比丘中未有犯有漏法。若有犯有漏法

者，然后世尊为诸比丘结戒，断彼有漏法故。”$自此考之，足以明

制订多戒，原非佛陀之本意，洵为出诸不得已。戒律的规范性功

能在决定它的不可或缺性的同时，如世尊临涅磐时特别告诫阿

难及其他众弟子说：“ 汝等比丘，于我灭后，当尊重珍敬波罗提木

叉 ，如 暗 遇 明 ，贫 人 得 宝 ；当 知 此 则 是 汝 大 师 ，如 我 住 世 无 异 此

也。”%也潜在的规定了“ 随方、随时毗尼”的制戒原则：“ 虽是我

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

必行者，皆不得不行。”&所以，“ 以戒为师”和“ 小小戒可舍”看

似矛盾，实际上准确的表达了佛陀“ 以律摄僧”的意图。这反映

了佛陀对己灭度后佛教的发展和佛法的弘扬的方便和智慧：“ 一

摄取于僧，二令僧欢喜，三令僧安乐，四令未信者信，五已信者令

增长，六难调者令调顺，七惭愧者得安乐，八断现在有漏，九断未

来有漏，十正法得久住。”’最后世尊为结戒集十句义，准确而全

面的表达了佛祖结戒的双重涵义。

那么何以后期“ 戒”“ 律” 逐渐合而为一并偏重以戒为主

呢？这除了佛陀入灭后，佛陀的榜样性力量需要戒律去填补，在

家居士力量的壮大也迫使佛教轻律重戒，以更具包摄性的戒体

精神而非清规戒律来统摄僧信两众。当然，重戒轻律并不是要取

消佛陀制定的各种律仪，因为，无论是大乘还是小乘都是从否定

和 合 僧 团 正 法 久 住

———从《 四分律》探究佛祖结戒本意

戴群英 王振钰

摘 要：佛陀为“ 法得久住”制定戒律，流传到中土的主要是《 四分律》为主。《 四

分律》从佛祖结戒的缘起和结戒的内容上都反映了世尊“ 和合僧团、正法久住”的结戒

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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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面来阐释“ 戒”的真是涵义，所以，“ 戒与律并非分离而行，

而是平行地共同维持教团之秩序”!，最终达到和合僧团、令正法

久住的目的。

二、从《 四分律》的主要内容看佛祖制戒本怀

《 四分律》序分中佛祖为结戒集十句义，表示通过制戒“ 摄

取于僧、正法久住”，最终体现是通过《 四分律》的主体正宗分表

现出来的。

由于戒律具有止恶生善两重意义，所以后世律宗又将佛陀

所制的一切诸戒归纳为“ 止持”、“ 作持”二门。止持门是指对于

身口等的过非，制止而不作，就是守持戒法，如比丘、比丘尼二众

制止身口不作诸恶的“ 别解脱戒”，则为止持戒。作持门是指对

于社会人群乃至一切有情有益之事，能积极去作，就是守持了戒

法，如戒律中安居、说戒、忏悔等行持规则为作持戒"。下面我们

分别从二门去探究佛陀制戒的本怀。

首先，我们来看止持门中的各种戒律是如何制定的。佛教的

根本思想是以脱离“ 贪爱”、“ 系缚”为目的，因此禁欲成了随缘

制戒的基本原则。但通过结戒净化僧团，从而令不信者信、已信

者令增长才是佛陀最现实的考虑。譬如四波罗夷法之一———不

与取：“ 时，罗阅城中有诸居士不信乐佛法众者，皆讥嫌言：‘ 沙

门释子无有惭愧，无所畏惧，不与而取。外自称言，我知正法。如

实，何有正法？尚取王材，何况余人？我等自今已往勿复亲近沙门

释子，礼拜闻讯，供养恭敬，无使入村，无复安正。’⋯⋯世尊尔时

以无数方便呵责檀尼迦比丘言：‘ 汝所为非，非威仪，非沙门法，

非净行，非随顺行，所不应为。’”#可见世尊制戌不仅仅是为了

把佛法转化为可供具体操作的规范，而是更多的是考虑到现实

的影响，通过摄取于僧来调服违法者，护持正法的久住。

再譬如四波罗夷法之二———上人法，由于当时“ 时世谷贵，

人民饥饿，乞食难得。”所 以 世 尊 集 众 比 丘 于 讲 堂 ，告 诸 比 丘 ：

“ 汝等当知，今时世谷贵，人民饥饿，乞食难得。汝等诸有同和上

同师，随亲友知识，各共于此毗舍离左右，随所宜安居。我亦当于

此处安居。何以故？饮食难得，令众疲苦。”
!!

如果说以上几则主要表明了佛陀慈愍白衣家故，还不足以

说明佛陀制戒的和合僧团的主要意图的话，那么十三僧残法之

十———破僧违谏戒中，世尊则明确的指出了 制 戒 的 最 终 意 图 ：

“ 时，世尊以无数方便呵责提婆达已，即告诸比丘：‘ 自今已去，

不得别众食，听齐三人食。所以然者，有二事利故，为摄难调故，

为慈愍白衣家故。何以故？恐彼难调人故， 自结别众， 以恼众

僧。’”
!"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印度佛教初期，僧人主要靠化

缘为生，所以白衣对僧人的看法直接决定着僧团能否得以生存。

而没有如法如律的僧团，佛教的生命也就不存在了
!#

。所以，为

摄难调故，为慈愍白衣家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最终可以归结到

依律摄僧，和合共住。世尊“ 毗尼臧者，是佛法寿，毗尼若住，佛法

亦住”的劝告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提出的。

不只如此，佛陀还从佛教内部自身的团结上考虑，特为女人

制八敬法$八尽形寿不可过法%：“ 尔时，阿难即至世尊所，头面礼

足却住一面，白佛言：‘ 善哉&世尊，愿听女人在佛法中出家受大

戒。’佛告阿难：‘ 且止，莫欲女人于佛法中出家受大戒。何以故？

若女人在佛法中出家受大戒，则令佛法不久。譬如阿难，有长者

家男少女多，则知其家衰微。如是，阿难，若女人在佛法中出家受

大戒，则令佛法不久。’阿 难 白 佛 ：‘ 若 女 人 于 佛 法 中 出 家 受 大

戒 ，得 须 陀 洹 果 乃 至 阿 罗 汉 果者，愿佛听出家受大戒。’佛告阿

难：‘ 今为女人制八尽形寿不可过法，若能行者，即是受戒。何等

八？⋯⋯’”
!’

虽然以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八敬法，佛陀似有不公之

嫌。但从当时随大爱道出家的女众地位尊贵的实际和男女的具体

区别来看，八敬法的制定主要是为了对治女众自身的傲慢习气，以

和合丘尼两众，最终达到正法久住的意图是显于言表的。

止持门如此，作持门又是如何体现佛陀制戒“ 和合僧团，正

法久住”的功能的呢？《 四分律》中的后半部分解释受戒、说戒、

安居、自恣等仪式及缘起的二十犍度属于作持门。它们都是佛陀

制定的关于僧团日常生活、修行的一些仪式和羯磨等。譬如受戒

犍度之五：“ 佛言：‘ 自今已去，听先问十三难事，然后授具足戒。

当作白四羯磨，如是授具足戒。尔时，立欲受具足戒者，置眼见耳

不闻处，时戒师当作白羯磨言：大德僧听，彼从某甲求受具足戒，

若僧时到僧忍听，某甲为教授师。’”
!(

宗教作为信仰，它必须有自己举行宗教活动的各种仪式、程

序和忏悔布法时的祷文咒语等。佛教虽然主张“ 万法皆空”，但

它毕竟也要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来达到一种神秘的宗教体验，

最终证得无上菩提。所以尽管佛教的各种程式和羯磨更多的只

是体现神圣性的载体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却是不可或缺的。

主张向内用力、“ 以心持戒”的中国禅宗曾极力反对这种形式主

义的戒律：“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

；并使得中国佛教

有着不同于印度佛教的中土特色。但“ 戒坛一闭，仪法尽亡”之

日，也就是佛教寂灭之时。“ 慧能禅宗越往后发展，以往戒律对于

南宗门人就越丧失拘束作用”
!*

，所以，百丈怀海杂糅儒佛，别创

禅律，通过制定《 百丈清规》重新收拾僧团纪纲和人格品行，不

仅完成了佛教戒律的中国化，也延续了佛教的生命。因此，可以

说作持门更是明显的体现了通过各种仪式规范来和合僧团，令

正法久住的结戒本怀。

三、中土佛教戒律的发展演变

既 然 戒 律 对 于“ 和 合 僧 团 、正 法 久 住 ”有 着 如 此 重 要 的 作

!!"



用，为何中土佛教却乘急戒缓，将外在的戒条律仪看作是悟道的

障碍
!"

。这其中既有佛教戒律自身的原因，同时也与中土的文化

特质密切相关。

正如前面所说，佛入灭后所造成的信仰载体的空缺必然要

求“ 佛入灭后，以戒为师”，而且“ 佛教的生命在戒律，戒律的生

命在正见”
!#

，所以世尊所制戒律最能体现佛陀精神，“ 毗尼若

住，佛法亦住”。而另一方面，“ 若菩萨摩诃萨于色法中修行持戒

求解脱时，无所解脱持戒可得，无能解脱持戒可得。何以故，谓色

自性无所得故。”
$%

戒律规范僧团行为的工具性功能又决定了

“ 大众若欲弃小小戒，可随意弃”。这就为以后对戒律的纷争埋

下了伏笔。

不过，在印度本土，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有其传统的轮回说

作为理论支撑，沙门依托钵为资粮，十方和合又特别重律，所以

分派以后的佛弟子们，于根本律学，仍然是遵行奉守，未敢轻犯，

犹如一根金杖，段段分折，但其金之本体，未曾减损
$%

。所以在印

度本土，佛教戒律通过对僧团的规约来护持佛法的原始功能始

终没有得到颠覆性质疑。

佛法东传后，由于中土文化对“ 乱、力、鬼、神”的回避，佛教

为了融入主体文化进行了伦理化的转型：“ 持戒而背五常，何取

为戒。”与此相应，更具伦理色彩的大乘佛教也在中土佛教占据

了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于是许多突出宗教特色的仪式和羯磨

因其与伦理毫无关系而被视为形式主义的悟道的障碍。甚至近

代佛教连自身的宗教属性也不承认了。佛教的入世化倾向迫使

佛教进行契理契机的教理革命，“ 防邪检失、禁止四魔”的戒律

也逐渐转换为基于“ 戒本源自性清静”的无相戒。“ 以戒为师”

也让位给“ 以定慧为本”
$!

。对内心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外在戒律

的遵从：“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

。

四、戒律功能的原始回归

今天，佛教的世俗化和世界化已经成为当今佛教发展的两

大主题
$&

。人间佛教的提出正是近代佛教积极适应时代的嬗变

而契理契机进行的一场教理革命。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佛教

僧团自身能够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近代高僧太虚法师从教理革命、教制革命等层面来加强佛

教僧团自身的发展。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大师弘一大师则从

末法时代律学不严的颓败气象入手，认为要抵制当今时代道德

腐败，罪恶孳生的潮流的冲击，一定要严持毗尼，以戒为师
$’

。所

以他曾两次燃臂香和发愿，以弘扬南山律为自己的使命，并身体

力行严持佛戒。赵朴初先生在《 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中就针对

那种以为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就应忽视戒律的修学的错误观点明

确指出：“ 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

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否则，“ 戒德衰颓，正法焉能

久住？净戒不修，僧伽的庄严形象复何存在？”
$(

理明即事。在宗教信仰自由的社会中，佛教要想发挥更大的

拯世救生功能，利乐有情、庄严国土，首要的任务就是根据佛陀

制 戒“ 和 合 僧 团 、正 法 久 住 ”的 本 怀 加 强 佛 教 戒 律 的 恢 复 和 重

建，以克服近代中土佛教“ 信仰淡化，戒律松弛”的现象。而这单

靠学术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需要僧信个体的身体力

行和佛教界对戒律的重视。

由此可见，重新认识佛陀结戒“ 和合僧团，令正法久住”的本

怀，理清中土佛教重戒不重律的理论渊源，从而澄清戒律的功能所

在，回归印土佛教戒律的他律性规范功能，对于力挽末法时代律风

颓废的现状颇为紧要。目前中国佛教协会针对某些寺院滥收徒众、

滥传戒法的现象再三提出整饬意见，并颁发了“ 关于汉族寺庙剃

度传戒问题的决议”、“ 汉传佛教寺庙共住规约通则”等，对于僧

众和合共住，如法修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

。而这也表明了戒律

功能的原始回归已经成为当代佛教界重兴的共识。

（ 作者单位均为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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