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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由釋迦牟尼創立，他在世時，佛教是統一的，沒有派別的區分，然而在

釋迦牟尼去世後，因着佛義的發展，衍生出不同的派別。本文為佛教派別淺論系

列的首部份，以淺論「早期佛教」為本系列之開端，接着按其發展順序，介紹佛

教在印度的發展。 

  釋迦牟尼三十五歲那年在菩提樹下結跏趺坐1，據說經過七天七夜2，終於超

越自身的限制，超越時空的障礙，獲得解脫，得道成佛。此後四十五年，佛陀在

恆河兩岸傳揚其學說，教導弟子，組織僧團，建立寺院。 

  釋迦牟尼起初並沒有為僧團設立任何戒律，只是僧人遇事請釋迦牟尼親自裁

決，而這些裁決漸漸成為佛教的戒律，而這些戒律沒有以紙筆記錄下來。釋迦牟

尼在世時「為僧伽規定了雲遊乞食、雨季安居和犯過懺悔等制度。」3同時將教

義口授給弟子，但並沒有任何著作或記錄，只靠弟子口耳相傳。其後，因為僧人

的數目增加，在雨季需有安居之所，故此建立了寺院制度4。這就是佛陀在世時

佛教的情況。佛陀湼槃後，大弟子迦葉集結僧眾，誦念佛經；大弟子阿難和優婆

離分誦經、律二藏，這是第一次集結，可視為佛陀死後第一次的大型聚會。第一

次集結的意義是在頌念佛陀教導的過程中將其記錄下來，這些記錄可說是佛經的

初型，讓佛陀的教導能記錄下來，有利日後傳播。集結活動，在佛陀去世後的一

百年間約有四次。 

  此時期的僧團較為統一，均奉行佛陀的教化，嚴守戒律。這一時期的佛教主

要特徵概說如下︰ 

1. 人人階可成佛 

  佛教主張人人皆可成佛，此一主張明顯是對當時婆羅門教的反動。婆羅門教

將人分成不同階級，人亦因其階級而有高低貴賤的分別。婆羅門教強調只有「婆

羅門、剎帝利及吠舍三種姓才能有宗教生活。這三個種姓才能有「信仰宗教、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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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鬼神和死後靈魂升天的資格。」5而第四種姓首陀羅因為其階級低微，所以「沒

有舉行宗教儀式的權利，自然死後也更談不上靈魂升天了。」6釋迦牟尼創立佛

教，認為不論是那一個種姓，只要努力修行，就可以成佛。釋迦牟尼的聲聞弟子

中，就有一位優波離，據記載他是首陀羅出身，是釋迦牟尼為太子時於皇宮中當

理髮師的。據前所述，在婆羅門教中是不配有宗教信印的，而釋迦牟尼不僅接受

其加入僧團，更對其親自教導，可見其人人階可成佛的主張。 

  婆羅門教中，女姓的地位是十份低賤的。釋迦牟尼創立佛教後，初期雖不接

受婦女出家，但後來接受了讓婦女出家，讓婦女也有成佛的機會，此舉可視為接

受女姓參與宗教活動，將女姓的地位提升。釋迦牟尼的弟子中就有他的姨母及妻

子，此外，亦有鹿母毗舍佉、波闍波提等均是以尼僧(比丘尼)身份接受釋迦牟尼

的教導，可見其大大提升了婦女參與宗教活動的權利，亦可視之為對婆羅門教的

反動。 

2. 不造像 

  釋迦牟尼的遺言的大意為︰「已成者皆滅。不可放逸，修我法。吾滅後以法

為師。」7釋迦牟尼遺言中所見，他只認為自己是一「覺者」及「智者」，是一位

精神領袖，與現今法力無邊、有求必應，被神化了的「佛」是完全不同的。釋迦

牟尼認為自己只是一「覺者」，所以在世時禁止信徒為自己造像，僧眾只是學習

其教導，而沒有膜拜其象的行為。直至佛陀死後一二百年間仍然遵守此規矩，後

來才漸漸出現對膜拜佛象的行為。由此可見，釋迦牟尼反對個人拜，他認為自己

並沒有任何神力，只是一位「覺者」。 

3. 釋迦牟尼是唯一的佛 

  「佛」的意思是「覺者」或「智者」，在梵文中本指一般的覺者，但佛教創

立後其詞義縮小了，變成專指佛教中取得最高成果的人。佛陀在世時及在大乘佛

教出現前，僧眾及信徒認為釋迦牟呢是唯一取得最高修行成果的人。故當時是僧

眾均視釋迦牟尼為唯一的佛，眾人均奉行其教化。這項信條並沒有背叛前述人人

階可成佛。這只是顯示出初期佛教徒如何看待「佛」，這個宗教中修得最高成果

的人，在他們心中只有釋迦牟尼一人。然而，他們並沒有反對釋迦的主張人人階

能成「佛」，即成為「覺者」這一信條。 

4. 人生觀與世界觀 

  佛教認為世界是「無常」的。何謂「無常」？所謂「無常」即變化迅速和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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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佛教認為現實世界是變化迅速和虛幻的世界。正因為世界是虛幻的，故只要

無視社會及現實中的一切，專心於個人修行，達致個人心靈平衡、精神上的愉快，

即可抗衡世界的無常。 

  佛教認為人生是「苦」。釋迦牟尼離開安舒的皇宮，捨棄皇子的身份，源於

出遊時見到「生、老、病、死」人間四苦，所以他認為人生是苦的，為而苦的根

源就是因為「生」，正如方立天在《中國佛教文化》一書中所述「生命是受苦的

實體」8。人為何會有生呢，追本溯源是因為「無明」(無知)，人因為無「無明」

而「造業」；因「造業」而六道中「輪迴」，因「輪迴」而生；因為生而有「苦」。

人要除掉「苦」，就要破除「無明」，要除掉「無明」，就要做到去掉貪心和去掉

享樂的慾望。只要如此，就能達到消滅「苦」，人就能從「苦」中得到「解脫」。 

小結 

  從上述所見，原始佛教由釋迦牟尼創教至部派佛教出現前，為佛教的唯一教

派，其思想較貼近佛陀的教導，只尊釋迦牟尼為唯一的佛，而對佛陀只尊其為智

者，並沒有將其神化，更沒有任何膜拜或鑄造佛像的行為；此時的僧團較團結，

並未分裂出任何教派，僧團的活動在恆河流域，並未傳至中國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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