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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知識內容 

 
課文 

 

I. 佛教傳入南亞簡述 

佛教發展於印度，其後分成兩大系統向國外傳播發展：向北方流傳到中國內

地及西藏，再傳到韓國、日本、越南等地，屬於北傳佛教；向南方流傳到斯里蘭

卡，然後再傳到東南亞的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及中國去南傣族等地區，

屬於南傳佛教。 

 

西元前三世紀，佛教由印度傳入斯里蘭卡，經過當地大寺派保守傳統比丘僧

團的整理，傳入緬、泰、老等東南亞地區，後來分成兩派：大寺派比丘屬於上座

部（Theravda）佛教，堅持上座部佛教尊重傳統精神，而無畏山寺派採取開放的

態度，與印度佛教各派進行交流，更容納大乘佛教各派。南傳佛教因其三藏及注

釋都使用巴利語
1
，故又稱巴利語佛教。南傳佛教以斯里蘭卡為起點，先後傳到

東南亞的其他地區，和當地民眾的日常生活深度地整合起來，二千多年間佛教因

為政治動盪而偶然衰落，一旦政治再穩定下來，當地人往往又從其他地區引入佛

教，以致佛教仍然是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份。 

 

II. 南亞佛教的發展概略 

 

甲、 斯里蘭卡佛教 

 

一、佛教傳入斯里蘭卡 

在西元前第三世紀後期，印度阿育王（公元前２６９～２３２）護持佛教，

舉行第三次結集後，向外地派遣九個傳教僧團，其中一支由摩哂陀長老領導至斯

里蘭卡，當時的斯里蘭卡社會制度和文化和印度大陸相似
2
，他第一次說法即得

到國王的皈信，使上座部佛教在斯國弘揚，國王並在首都阿耨羅陀建造大寺供養

僧團，佛教迅速發展起來。不久，阿育王出家的女兒僧迦密多比丘尼，也受邀請

帶著菩提樹分枝到達斯國，成立比丘尼僧團。以後佛教二百年的發展，都以大寺

教團為中心。 

天愛帝須王受摩哂陀長老的引導皈信佛教後，請求摩哂陀在全島各地建立

“戒壇”傳授戒法，使僧種住世不斷，佛法長久興盛。摩哂陀長老帶來的佛教填

補了當時斯國人民的信仰空間，解答了他們一系列人生的問題，並豐富了斯國的

文化，如栽植大菩提樹的分枝、建築佛寺、建築佛塔、引入三藏，促進斯國文學

1 

                                                       
1 佛陀時代佛陀活動地區平民所使用的方言。 
2奉行四姓制度和信奉婆羅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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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
3
，佛教在他所領導的僧團推廣下，慢慢和當地的社會深度地整合起來。 

 

二、佛教在融入當地的生活 

佛教自傳入斯里蘭卡後很快地成為斯里蘭卡的國教。直到西元十世紀中期，

國王和王后都必須皈信佛教，這個傳統直到殖民地時代才終結。 

 

佛教的戒法也影響到當地的生活。南傳佛教國家，每月規定有四個佛日
4
，

特別是十五日，當地曾禁區止每月十五日（斯國阴曆）買賣。過去有多位國王，

曾公布“禁止殺害畜生”的命令，奉行佛陀不殺的教誡。 

 

國家與佛教有極密切的關係。當政府有任何重大事件，習慣上會先詢佛教僧

團的意見，而佛教也一樣，須依賴政府的護持
5
。國王雖有很大權力，但沒有力

量命令僧團，僧人也從未把力量反對政府，只有以佛教的力量，協助政府。 

 

佛教對國家和人民的貢獻，是普遍而偉大的。因為僧人有豐富的學識，高深

道德的修養，人民從僧人受教育，及道德熏陶，佛寺就是文化淘治和教育的地方。

國王以僧為師，貴族子女也從僧人學習。佛法廣被，使人民得到幸福安樂，國家

和平富強。 

 

三、佛教的興衰交替 

西元十一世紀初，南印度陀密羅族朱羅人侵入斯里蘭卡，統治斯國達５３

年，斯國的陀密羅族人因此信仰婆羅門教，毗舍取婆訶一世（西元１０５５～１

１１４）復國後，佛教衰微，清淨的比丘不足十人，於是遣使緬甸，邀請緬甸孟

族僧團至斯國弘揚佛法及傳授比丘戒法。十三世紀以後，斯里蘭卡長期戰亂頻

仍。十六世紀以後，西方葡萄牙、荷蘭、英國殖民者前後入侵，統治斯國長達４

４１年，他們提倡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受到極大壓迫。在殖民地時代，由於殖

民者信奉的是不是佛教，佛教徒就成了當地人的本土文化的象徵，是團結當地人

重要的力量。 

 

四、現代佛教的復興 

十九世紀後葉睛群有志護衛教的佛教徒，以佛教作為民族象徵來喚醒民眾，

起來用間接的方法抵抗英國殖民政府。斯國终於在１９４８年２月４日脱離英國

獲得獨立。復國後的斯國政府大力推動佛教，特別是佛教教育，現時信仰佛教的

人口比例約七成，另外一成半是信奉印度教的泰米爾人。斯國佛教的實踐成分比

2 

                                                       
3他也帶來了三藏註釋到斯國，後來有比丘用巴利文及僧伽羅語著作，這促進了斯國文學的發展 
4即佛制的八日、十五日、廿三日、三十日（月小為廿九日），為八戒日，佛教徒在八戒日會守持

八戒(除五戒外，還守身不帶香花裝飾品、不臥高廣大床、過午不食等戒)，換上白衣，到寺院聽

法誦戒。 
5 如有比丘犯了淨戒，失去比丘身份，僧團判定還俗，也須依靠政府的力量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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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重，弘法工作以向人民宣傳教義為主流，政治氣氛淡薄。佛教僧伽結合佛教會

兩大在家組織，共同合作領導國內廣大佛教徒從事宗教實踐、教育、慈善等活動。

另外，斯里蘭卡人熱心向外國弘法，表現積極，成就巨大，豐功偉績，能使很多

外國人歸信佛教，成績可觀。 

 

乙、 緬甸佛教 

 

一、佛教傳入佛教 

緬甸在西元五、六世紀已經傳入了上座部佛教，後來大乘佛教及密宗也慢慢

傳入緬甸。西元１０４４年，阿奴律陀（西元１０４４～１０７７）建立強大的

蒲甘王朝，熱忱擁護佛教改革，特別是上座部佛教，不久，上座部佛教興盛發達，

普及全國。而原先的各派，包括蒲甘原有的上座部、大乘佛教、密教，以及婆羅

門教，漸被淘汰消失。 

 

阿奴律陀王又與斯裡蘭卡通好，派遣僧團往斯裡蘭卡，迎請斯國佛教巴利三

藏，王又令在各地興建許多佛塔、佛寺，塑造佛像。蒲甘著名的瑞海宮佛塔，蒲

甘王朝統治的二百多年期間，有很多有德行的學僧到期里蘭卡求法學戒，回國各

自努力弘法，雖然因為「小小戒
6
」而分裂成為不同派別，但大家都奉行同一套

的三藏經典，所有大致都能和諧共處。 

 

蒲甘王朝後，緬甸進入長達二百五十年的 “戰國時代”，直到西元１５５

５年，全國長期戰爭不息，各地人民流離失所，災難不盡，很少有和平安定的時

期，但南北的主要國家仍然奉行上座部佛教，期間有大量的巴利文和緬文的佛學

論著成書，佛教學術尤為興盛。 

 

東固王朝統一緬甸後直至１７５２年，佛教繼續在緬甸傳播，其中一位國王

莽應龍一生篤信佛教，在位三十年，護持佛法。他一生中印製很多佛經，分發各

地；供養僧眾，在緬甸境內許多原有佛塔的周圍，加建佛寺；他隆王（西元１６

２９～１６４８）在位時，設立 “僧王”制度，積極支持對僧團的管理。 

 

二、佛教的衰落 

１８８５年英人占並全緬甸統治後，佛教全面開始走向衰落
7
。佛教喪失國

教的地位，沒有中央組織。過去有僧王管理全國佛教，在英人統治後，僧人已喪

失過去愛國王和官員尊敬的地位；甚至有時僧王職位也被去除。 

3 

                                                       
6 例如，有一派認為比丘到村裏托缽要衣覆右肩，有一派認為比丘到村裏托缽可露右肩。 
7而以寺院為單元，過去是一村一寺，漸漸兩三村或三四個村才有一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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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代緬甸的佛教 

殖民地時期，緬甸僧人與人民的團結，努力發揚佛教，佛教才能繼續生存。

和斯里蘭卡一樣，佛教成了民族主義的象徵。所以，緬甸民族獨立運動多以佛教

名義，有很多出家人直接參加，後來成為緬甸首相的領導人， 初就向全國人民

聲明以“佛法的護持者”自稱。 

 

緬甸經多年奮鬥犧牲下，爭取國家獨立的願望終於獲得實現。緬甸獨立不

久，佛教在政府協助下，於１９５０年公布了三個規章，由國家協助管理僧團：

一、設立僧伽法庭；二、設立宗教部；三、設立佛教評議會。１９５４年５月１

７日“衛塞節”，緬甸佛教在國家贊助下，舉行“第六次結集”。 

 

１９６２年軍人政變，成立軍政府，采取佛教與政治分離政策，讓宗教純粹

獨立，僧團對政治的影響大不如前，雖然政治上的影響力大不如前，但仍然和民

眾的日常生活深度結合。 

 

丙、泰國佛教 

 

一、佛教傳入泰國 

泰人未立國前，佛教已傳入泰境， 早的說法，是印度阿育王時代已傳入，

但這說法只是傳說，未能證明。泰族人正式建國是在西元１２５７年，就是“素

可泰”王朝（西元１２５７～１４３６年），當時泰國境內已有自北印和柬埔寨

統治泰國期間傳入的大乘佛教和自緬甸蒲甘王朝傳入的上座部佛在流傳，但並沒

有形成一個主流的宗派，其次，一般人民也信鬼神，吉蔑族人有部分兼信婆羅門

教。 

 

二、佛教在泰國大盛 

“素可泰”王朝的坤藍甘亨王造寺供養處六坤來的高僧，禮請斯裡蘭卡僧團

的出家人至素可泰弘揚佛法。自斯裡蘭卡上座部佛教在泰國獲得發展後，原自柬

埔寨傳入多數人信仰的大乘佛法，逐漸滅亡。“素可泰”王朝的坤藍甘享王，努

力提倡佛教，他分別從周邊各國輸入各種文化、藝術和技術。他又創立泰文。坤

藍甘亨特別尊重佛教，當時他和大臣、人民，不論男女，都信仰佛教。除了建成

大量佛寺外，還創立「僧爵制度」，系統化管理僧伽事務，為現代的僧王制度定

立基礎，後期的泰王也很護持佛教，特別是對佛教教育的推動，也以身作則，開

創男子一生人出家一次的風氣。 

 

泰國在大城王朝（西元１３５０～１７６６年）時期歷經多次戰亂，期間甚

至被緬甸破國，但佛教根基已成，並未受太大影響。當波隆科斯（西元１７３３

～１７５８）在位期間，斯裡蘭卡由於國家僧團及佛教衰微，使僧團戒法斷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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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遣使至泰國，禮請泰國僧團前往傳授戒法。 

 

曼谷王朝期間，拉瑪一世建都曼谷，建成大量佛寺，他又加強對僧伽的管理，

在１７８２年及１８０１年中，他公布約十個敕令，強調國王有護持僧團的責

任。１７８８年，佛教召開僧伽長老會議，僧王任主席，決定在大舍利寺，整理

結集三藏，又編印其它藏經及注釋，分送各地佛寺，供比丘們研讀。從此研究佛

法風氣盛行。 

 

拉瑪二世年輕時也曾出家為比丘，受佛教教育，學業大進，曾撰寫文學多種，

並推動巴利文佛法教育獲和改革
8
。拉瑪四世（西元１８５１－１８６８）登基

前受父命曾出家二十七年，他登基後一方面要應對西方列強的殖民主義，一方面

繼續關心佛教改革，制訂多種管理佛教僧團規約，勸令僧人嚴橋梁遵守戒律，加

強僧伽教育，拉瑪四世的一個兒子後來也出家成為比丘。拉瑪五世(西元１８６

８－１９１０）時代，為了擺脫外國控制，發憤圖強，特銳意維新，改革行政，

實施新教育，努力建設，廢止奴隸制度，保持國家獨立，是印支半島中少有能保

持獨立的國家。他又委托在母旺尼哉寺出家的王弟金剛智在１８８８年，領導編

修巴利三藏，他對現代的巴利文佛教的推動可謂居功至偉，他又命令訂立僧團約

章，成為法規，傳於後世，僧王也著有多種泰文佛學課本及研究書，嘉惠後人學

習佛法，作受教育之用。拉瑪七世時，再修訂改編五世王時代的巴利三藏，使更

臻精確完備。然後號召全國人民出資助印，全藏共四十五冊（表佛陀說法４５

年），審現在泰國 完備的巴利三藏。拉瑪八世（西元１９３４－１９４６）時，

佛教僧伽組織，曾仿國會形式，以僧王為 高領袖，並設有僧伽部長、僧伽議會、

僧伽法庭。 

 

經過多位國王的努力，泰國形成有組織和系統的佛教組織，在社會各級推動

佛教教育和研究，他很熱心推動佛教向外國發展，有大量的西方人到泰國求戒學

法，發展至今，在世界各地都有泰國的僧伽組織，現在泰國佛教徒占總人口約９

５％以上。 

 

III. 南傳佛教的特色 

 

甲、重視傳統，源遠流長 

自佛滅後一百年的部派佛教起，先後出現了二十多個部派。現在主流的南傳

佛教是傳至斯里蘭卡的上座部流傳下來的，他們一直重視保存傳統的戒法和教

法。在戒法上，他們嚴格地遵守著佛陀所制定的規章戒律為已任，過著佛說 簡

單的生活方式，嚴格地遵守著佛陀所制定的規章戒律，身披黃色的佛制“三

衣”，沿門托缽，過午不食。除了上座部外，現時各國還有各種部派流傳，例如

5 

                                                       
8他將原巴利文考試制度改革分為九級考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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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泰國還有大眾部等，但在部派間主要分別在戒，在佛法教義上分歧不大，所以二

千多年來，即使部派之間時有競爭，但一直都能共存至今。 

 

乙、經論教法特徵 

南傳佛教以五部經藏為教義核心，包括《相應部》、《中部》、《長部》、《增支

部》和《小部》
9
，論藏以七部論(《阿毗達摩》)為主

10
，另外還有大量佛學研究，

經論成書後二千多年來一直都很少更改，力圖保持原貌。經藏的主題是四聖諦，

即探究苦的成因和滅苦之道。論藏涉及較廣的題目，學術系統非常精細深廣，包

括宇宙論、心理學、人格論等。在實踐上，南傳國家盛行禪修，非常普遍修習禪

定和內觀禪，有很多的禪修中心供人使用，禪修中心尤其在緬甸盛行，不論是政

府官員和平民都習慣到禪修中心禪修。 

 

丙、深入社會 

南傳佛教國家國民日常生活深受佛教影響，國民也非常重視佛教，男子短期

出家蔚然成風，一生人都會至少出家一次，在泰國，甚至有公司提供有薪出家假

期。雖然實行政教分離，僧人一般情況下不會干擾政府施政，但國民仍尊重僧人

的意見。另外，佛教組織也是提供各種社會服務。日常生活中，由小孩出生、嫁

娶、生日、新居落成到葬禮，人們都習慣迎請僧伽到場祝福，無論是特別的節日

如新年或平日，人們也會定期在佛寺聚會。 

 

丁、國家直接支持傳教 

從古至今，南傳佛教流傳地區各國政府都積極支持佛教僧伽，範圍從學習巴

利文、佛學研究、經典結集、佛教傳教、建築到管理僧伽上都大力支持。例如，

緬甸政府自今仍保持對有成就的僧人賜封號的習慣。 

 
9 前四部和北傳佛教的《阿含經》大致內容相同，但在一些重要篇章中有明顯分岐，例如對慧解

脫阿羅漢的理解不同。 
10包括《法聚論》、《分別論》、《論事》、《人施設論》、《界論》、《雙論》和《發趣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