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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派分裂 

參見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學派之分裂〉，pp.97～123。 

 

┌─上座系────┬──犢子部 
┌─聖上座部──┤       .└──說一切有部 

一味之佛教──┤      .└─上座分別說系…………上座分別說部 
└─聖大眾部…………大眾系…………………大眾部 

 

 

參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部派分裂與大乘〉，pp.315～353。 

pp.347～352： 

 

 

 

 

 

 

 

 

 

 

 

 

 

 

 

 

 

 

 

 

從部派分裂的系譜中，理會出部派分裂的四階段，每一階段的意義不同。 

第一階段，分為大眾與上座二部，主要是僧伽（saṃgha）內部有關戒律的問題。…… 

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說，從佛陀晚年到五百結集，再到七百結集，只是有關戒律，耆年上

座與僧伽多數的諍論。…… 

大眾部是東方系，重僧伽的；上座部是西方系，重上座的：這是決定無疑的事實。 

第二階段的部派分化，是思想的，以教義為部派的名稱。…… 

在上座部中，分為自稱上座的分別說部，與說一切有系的上座部。 

說一切有部主張：「三世實有，法性恒住」。過去有法，現在有法，未來有法，法的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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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任何差別的。說一切有，就是這一系的理論特色。 

分別說部，依《大毘婆沙論》所說，是現在有者。認為佛說過去有與未來有，是說過去

已發生過的，未來可能生起的。過去「曾有」，未來「當有」，是假有，與現在有的實有，

性質不同。這就是「二世無」派。…… 

大眾部方面，也是這樣。初分出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部。……其次，大眾部又分出多

聞部與說假部。…… 

第三階段分出部派的名稱， 

如大眾部分出的制多山、東山、西山等部，都依地區、寺院為名。這是佛教進入一新階段，

以某山某寺而形成部派中心。 

在上座部中，分別說部傳入錫蘭的，名赤銅鍱部，赤銅鍱是錫蘭的地名。後分為大寺、無

畏山、祇園寺部，也都是依某山某寺為根本道場而得名。 

分別說部在印度的，分出化地部、飲光部、法藏部，傳說依開創這一部派的人而得名。 

在說一切有部中，分出犢子部，犢子部又分出法上部、賢冑部、正量部、密林山部（即六

城部）。犢子、法上、賢冑、正量，都依創立部派者得名；密林山依地得名。 

佛教中主要的思想對立，在第二階段，多數已明白表露出來。到第三階段，獨到的見解，

不是沒有，而大多是枝末問題。…… 

第四階段的部派分化，是說轉部。 

依《異部宗輪論》，說轉部從說一切有部中分出：「說諸蘊有從前世轉至後世，立說轉名」。

立勝義我，聖道現在，這也是依教義立名的。分出的時代，《異部宗輪論》作（佛滅）「四

百年初」。依阿育王於佛滅百十六年即位說來推算，約為西元前九○年。 

從西元前二○○年以來，成立的部派，大抵依地名、人名為部名；到說轉部興起，表示其

獨到的見解，成為十八部的殿軍。…… 

興起於南方的方廣部（Vetullaka）──大空說部（Mahāsuññatāvādin），展開了「一切空」

說，也是成立於西元前一世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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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派佛教的弘化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