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談王舍城結集 
所謂「結集」，從廣義的角度說即是合誦，亦即是僧

團公開集會合誦佛陀教法的活動。佛陀住世弘傳教法時

期，佛弟子每半月例行性地聚會誦戒也是這類活動，一

般說來並無特別之處。但是，王舍城結集的傳說記載了

佛陀遺教第一次被僧團正式公開審定的過程，不僅對佛

弟子認定的教法與戒律的公約內容與範圍起著限定作

用，也決定佛滅後佛教教團發展的新動向。就此而言，

佛教邁入佛陀不復存在的「後佛陀時期」裡，這個傳說

對於形成中的佛教傳統起著相當深遠的意義與影響。記

載這次結集的傳說與傳本不僅是佛教知識的「公共載

體」，更是佛教教團在「後佛陀時期」決定僧伽倫理行為、

法義教化與宗教傳播的重要模式與工具。 

巴利《律藏》以佛陀涅槃後的現場為背景提到王舍

城結集。一開始摩訶迦葉回想自己從波婆國前往拘尸那

羅城的途中，向拘尸那羅城而來的一位持曼陀羅花的邪

命外道詢問釋尊的消息，對方告知沙門瞿曇已經死亡七

天。此時煩惱未斷的比丘們，一聽到釋尊逝世的消息皆

悲嘆不已。其中一位晚年才出家的比丘須拔陀羅卻幸災

樂禍地說，大師在世時對僧眾的行為有許多約束並造成

困擾，現在大師已逝，大家可以任意而行，不需要憂愁。

透過這段回想，摩訶迦葉向與會大眾提議：趁著佛陀教

導的法與律未衰微未散失前，應該合誦（結集）法與律。 

經過諸比丘附議後，摩訶迦葉選取 499 位比丘參與結

集工作，但是阿難當時未證得阿羅漢，並未被選取。雖

然阿難未被獲邀與會，不過諸比丘認為他隨侍釋尊多年

且記得許多佛陀教導過的法與律，因此建議摩訶迦葉將

他列入與會，至此參與集結的會眾預計 500 人。諸長老們

接著決定結集地點在王舍城，結集時間是雨安居時期。

隨後，就在集會的前夜，阿難精進修行中解脫諸漏，成

為阿羅漢後的阿難也前往集會。 

集會時摩訶迦葉擔任主席，首先問律於優波離，後

者亦回答摩訶迦葉所問之律。摩訶迦葉問優波離關於四

波羅夷各自是在何處、因誰、為何事而制定，同時也返

復地問及各自規定的事情、由來、人、制、隨制、犯、

不犯；一直到問完與答完比丘律、比丘尼律兩部，關於

律的結集才結束。其次，摩訶迦葉問法於阿難，後者亦

回答摩訶迦葉所問之法。摩訶迦葉問及《梵網經》、《沙

門果經》等在何處說、因誰說，一直到問完與答完五部

尼柯耶裡個別經的由來與人等問題，關於法的結集才結

束。 

此時，阿難告訴諸比丘，釋尊般涅槃前曾交代過他，

在釋尊過世後，如果僧伽願意的話，可以捨棄「小小戒」。

但是阿難不知道也未問清楚釋尊所謂的小小戒內容為

何。諸長老比丘對於小小戒內容的討論並無共識且意見

相當分歧，於是摩訶迦葉提到：「如果我們捨棄小小戒，

將遭致在家人非難『沙門瞿曇為弟子制定的戒如煙般！

導師在世時他們學戒，而今導師逝世卻不學戒』」；為此，

他提議「僧伽未制不得制，已制不得捨，隨順所制之戒

（學處）」，這個提議隨後獲得僧伽認可。然而，關於阿

難未請教釋尊小小戒內容一事，諸長老比丘認為這是過

失（惡作），跟著就舉出阿難有五項過失，要求他懺悔。

雖然阿難逐次逐項加以辯解，但是最後還是服從諸長老

比丘的要求。 

在諸長老比丘結集法與律之後，遊化於（王舍城）

南山一帶的富蘭那也率領五百比丘眾，前往王舍城竹林

迦蘭陀迦園參訪諸長老比丘。諸長老比丘勸請富蘭那接

受這次法與律結集的內容與結論。富蘭那認為這次結集

議定的法與律雖然好，但是他認為自己親從釋尊聽聞到

的部份（即使與諸長老比丘五百結集的內容有出入），也

應該受持。以上，即是巴利《律藏》王舍城結集的主要

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