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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出版说明

本书辑录的，是近代佛学大师、民国“四大高僧”之一

太虚和尚解说佛经原典的几篇讲稿，发表时间集中于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 

太虚（1889-1947），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字太

虚。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人。16岁出家为僧，旋依宁波天

童寺寄禅和尚受具足戒。从此接受严格的佛教传统教育训练，

先后从永丰寺歧昌和尚受学《法华》《楞严》等经，从谛闲法

师等研习天台教观，并与圆瑛、会泉等在天童寺同参法理，互

研经教。宣统元年（1909），随寄禅和尚参加江苏省僧教育

会。两年后赴广州，被推举为白云山双溪会住持。

民国元年（1912），太虚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第二年

并入以寄禅和尚为会长的中国佛教总会，被选任《佛教月刊》

总编辑。1918年自日本讲学归来，在上海与章太炎等人发起成

立觉社，主编《觉社丛书》及《海潮音》月刊。《海潮音》坚

持出刊30多年，成为民国时期持办时间最长、普及影响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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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刊物。

1922年，太虚创立武昌佛学院。两年后，在江西庐山筹办

成立世界佛教联合会，被推举为首任会长。1927年后，太虚长

期担任厦门南普陀寺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在大力推动僧教

制度改革的同时，也应约到各地讲学讲经，弘扬佛法。卢沟桥

事变爆发，太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僧侣救护队，随

军服务。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授予胜利勋章。1947年3月17

日在上海去世。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他首倡“三大革

命”（即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主张，进而提出

“人生佛教”的口号，主张以积极入世的态度、“舍己利人”

的精神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都在近代

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他也是佛理贯通、思想深

邃的佛学理论家，在法相唯识、法性空慧、法界圆觉等方面，

都有很多精深的见解。太虚学养深厚、见识渊博，不仅所学内

学教义、世谛文字，悉能随心活用，甚至对当时国人所知尚浅

的西方哲学宗教渊流、思潮，也能信手拈来，挥洒成譬。他讲

说佛经原典，条理明晰，深入浅出，深得信众的欢迎。这些演

讲经他的弟子记录整理后，发表在《海潮音》等刊物上，又得

到更广泛的传播。

太虚一生，开筵讲经无算，本书所选，只是其中具代表性

的一部分。选录的原则，一是原典的价值，二是经义的浅近，

三是篇幅的精要。比如《四十二章经》，通过金庸武侠小说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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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名字已为大众耳熟能详，但一般人很少知道，它是第一

部传入中国的汉译佛典，是汉明帝“白马取经”，派秦愔、王

景等人到西域抄录回来的佛经片段，在印度其实没有这样一部

叫《四十二章经》的书！但它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是无与伦比

的。《八大人觉经》，是释迦牟尼讲述自己对佛法的八件亲

证觉悟；《佛遗教经》，是释迦牟尼在世上的“最后一次讲

演”。这三部经统称《遗教三经》，是中国佛教各宗各门必修

共学的经典。其他几部经典也各有特色。如《大乘稻秆经》以

田中稻梗为譬，阐述十二因缘生理；《弥勒下生成佛经》，讲

述未来世弥勒下生成佛，广度众生登彼极乐的美好；《十善业

道经》教人奉行十善，摒弃十恶，修行正果；《善生经》劝人

敦守人伦道德，珍惜生命，不空度人生。这几部经典，或阐明

佛教的基本要义，或具有劝恶扬善的教化功能，本身不乏文采

优美的段落，再加上太虚大师生动详明的讲说，不仅可为有志涉

猎佛学者指引门径，即便对一般读者，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书所选文字，悉从印顺法师所编《太虚大师全书》中辑

出，重新标点分段，个别文字依照通行惯例有所订正。太虚其

他解经著述，如机缘适合，也将陆续整理出版。

整理者

201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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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章经讲录

1926年6月

在北平社稷坛讲





悬论

          一　明胜义

        二　释经题

释经

       甲一　总起分

        甲二　正说分

                  乙一　三乘共教行果

                            丙一　证出世果

                            丙二　修出家行

                  乙二　五乘善恶通义

                  乙三　大乘不共胜行

                            丙一　立信愿

                            丙二　修六度

                                      丁一　布施度

                                      丁二　持戒度

                                      丁三　忍辱度



                                  丁四　禅定度

                                      丁五　般若度

                                      丁六　精进度

                            丙三　急戒乘

                  乙四   信教解理修行

                            丙一　信教

                            丙二　解理

                            丙三　修行

           甲三    统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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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  论

一、明胜义

《四十二章经》者，是中土翻译佛典之笫一部。论其胜

义，盖有四端：一、辞最简驯，二、义最精富，三、胪者古

真，四、传最平易。

甲、辞最简驯  此经于诸经中文辞最为约易。以佛教初入

中土，译者希以简括之文字摄多量之义蕴，故每章字句力求简

寡，拟于儒家之《论语》，道家之《老子》。文章气息因之雅

驯，异于后世直译诸经。

乙、义最精富  此复分二：一者事，二者理。事者，此经首

章即记世尊成道说法前后事迹，故可作释迦本行记读。理者，

四十二章包括大小乘一切教义无所不摄，即此可知法要，无待

外求。恐复无征，试寻章旨。四十二章中，前三章为三乘共教

行果，以了脱生死为本。所谓三乘者：一、声闻乘，二、缘觉

乘，三、菩萨乘。此三乘中有共通者，皆以出家为因，了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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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为果，是三乘共教行果义。第四章至第八章明世出世间善恶

因果义，是五乘善恶通义。依上二义，世出世间一切法，皆已

摄入无遗。第九章起至三十八章明大乘不共胜行，六度万行咸

所包括。以是义故，此经虽略间小乘教义，仍以明大乘义者为

多，而为一切佛法之总持也。次三章总明教、理、行，明是教

当信，是理当解，是行当修。末一章总结，明以佛智慧遍观世

出世间一切诸法。依上所说，凡三藏十二部义及后世古德方便

宣说诸义，皆不离此经，义之精富可知。

丙、胪者古真  最古者，此经是佛教东来第一法宝，后世经

论译名多自此出，如四谛法轮、无为法等，其名词义蕴之精，

后世译家不能逾越。

最真者，复分二科说之：一、明由来，二、辨疑惑。

明由来者，此经署后汉迦叶摩腾、竺法兰同译。后汉者，

对西汉之为前汉而言，即东汉也。迦叶是姓，摩腾是名；竺是

姓，法兰是名；是天竺之二法师。汉明帝永平三年，帝梦金人

长丈六尺飞来殿庭。咨于傅毅，始遣蔡愔等至印度访求佛典；

遇迦叶及竺法兰，用白马驮经，以永平十年至洛阳，建白马

寺，翻译经典；当时所译第一部经，即此《四十二章经》也。

中印交通虽已久，而佛教入于中国，以帝王躬亲倡率，则自此

经始，渊源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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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疑惑者，此经既为最古译本，与后世经论形式上遂多差

异，故后人每致疑于此经之非真。其所持论据，约有三事：一

者，六朝经论目录，于此经有载有不载，其翻译历史及授受源

流不详，一般人遂以来源不明疑之，此一派也。二者，此经文

为意译，与后世直译不同，盖本为模仿经书而作，后人或疑其

文体不类，遂疑其非真，此又一派也。三者，普通经文皆有序

分，先明说经时地，后出请问之人；而此经于发起因缘及请问

人皆所阙略，故或以形式有殊而疑其伪，此又一派也。

其实此三点皆不足疑。第一派系考古家，泥于名相之言。

佛教初入中国，尚未昌盛，本无精密之佛教史，然六朝经论

目录虽或未载，而唐代目录即已著录；或一时失录，或传钞漏

略，均未可知。故不能以经录或未收入，即疑其伪。第二派亦

系执后世见解以衡古经。佛经本有意译、直译两种，初译时，

意译苦其不畅，直译苦其不达，至唐始渐免此病。此经为初次

译本，纯为意译，故与后世直译不同。复次，后世译经大半奉

诏设场，有主译之人，有同译之人，名辞文体皆有定程；而当

译此经时，人数简少，译者不必尽通梵文，由摩腾等口授经

义，译者笔之；故只传经义，而文法仍是东汉儒家文法。故执

文字以疑此经者，非唯不足难此经，反可由其文体，证明其出

于东汉人手也。第三派亦不足为据。盖当时佛教初来，欲一般

人通达佛法大意，故不整译一部经论，而唯就各部经论摘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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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故为分段科条而非整部。

或又疑：既是辑录，即不应混题经名；其实此经虽非佛一

次所说，而辑录之言皆唯经语，唯是佛说，非摩腾义，故仍不

害其为经。第形式不同，为传译之权宜方便而已。

丁、传最平易  依上三胜，传诵自易。且诸经皆有序分，

明时、明地，出乞请人，讲者听者皆费日力。此经开端即出经

义，最为直捷了当，异乎余经。

依上四义，文简、义富、书古、传洁，故不但研大法者味

其精蕴，即读古书者亦可资其讽咏；文字又少，即作学校课本

亦佳。

二、释经题

“ 四 十 二 章 ” 者 ， 一 经 之 别 目 ； 以 此 经 分 段 为 义 ， 有

四十二段故。“经”者，梵语修多罗，此云契经，凡佛所说真

理皆可曰经。经又训为常，以所说为常法故。此经以四十二段

经文，摄佛说一切因果大义，故名《四十二章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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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经

甲一、总起分

世尊成道已，作是思惟：离欲寂静是最为胜；住大禅定降

诸魔道。于鹿野苑中转四谛法轮，度憍陈如等五人而证道果。

复有比丘所言说诸疑，求佛进止；世尊教敕一一开悟，合掌敬

诺而顺尊敕。

佛经例分三大部分：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

分。此总起分即序分，兹先解名句，次疏意义。世尊者，对佛

之尊称。世者，有有情世间、器世间二义；诸有灵性知觉之类

为有情世间，其为此诸类所依止者为器世间；以佛为诸世间之

所尊，故名世尊。世尊，为梵语薄伽梵六义中之尊贵义。又世

尊为称诸佛之公名，一切诸佛均可称为世尊，并非一佛专称；

但在经文此处，则专指本娑婆世界教主释迦牟尼也。释迦牟尼

之应化身，在本世界以净饭王为父，以摩耶夫人为母，十九出

家，三十成道者。所谓成道，即成无上正遍觉之义。佛陀是觉

者义，别乎邪谬觉名正觉；别乎不遍名正遍觉；又为一切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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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者之所不能及，故名无上正遍觉；圆成此觉，即成道义。

以下，释成佛后佛之心境。离欲者，无所贪欲，谓并微细

之欲求而无之。在菩萨功行未满之时，仍不免有所希求有所愿

欲，有所希欲则心有倾向而有所动摇，至成佛后心量圆满更无

可欲，于是其精神界寂静安隐至于极度，是即涅槃圆寂之义。

此大圆寂为最究竟，故曰最胜。禅，梵语曰禅那，静虑之义，

亦即静定思惟之义；《大学》所谓定后能静、能安、能虑之静

虑也。静虑亦同佛典所称定慧，静即定，虑即慧。定慧相应，

故其心光明寂静，发大能力，神通辩才无不具足，遍能降伏诸

魔道也。魔者，杀害之义；谓杀害修道者，凡邪僻匪人以种种

方法损害正人之道德者，皆魔类也。在佛典中则谓破坏修定慧

者为魔，如七情六欲及诸恶友扰浊其心者皆谓之魔。又有天

魔、鬼神魔等。成佛之时其心寂照，凡一切妨道害德之魔事举

不能复现于其心境中，故曰降诸魔道。以上，表显佛内心精神

界之真相也。

以下讲佛表现人世说法度人之事。佛最初在鹿野苑──在

昔印度波罗奈国中，说苦集灭道之四谛法，即名初转法轮。谛

者，真理实义之谓。一、苦谛，谓凡有漏业报皆苦；二、集

谛，言一切苦由烦恼业所集，自作自受，非天神等之所予也；

三、灭谛，言一切苦皆可灭去而解脱之；四、道谛，谓灭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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