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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應之《五杉練若新學備用》上卷 

與敦煌文獻等「法數」編輯之比較研究 

王 三 慶
 

一、前言 

日本駒澤大學圖書館珍藏的貴重圖書公佈以後，一部僅見於中國釋典上零星

徵引過的桑門書籍——「應之」撰作的「《五杉練若新學備用》」、又名「《五杉集

》」，原來已被視作早經亡佚之佛典古籍，如今重新問世，讓我們得以一睹全貌，

並引起學界的重視。其實，該書早在數十年前學者已經提過1，日本國內後來也

曾有過簡短的報導該書的發現，可惜未能得到學術界的注意。直到朴鎔辰撰述了

〈應之の《五杉練若新學備用》編纂とその佛教史的意義〉2一篇，始針對其編

                                                 
 成功大學名譽教授。 
1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 15 冊（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在 1946

年 4 月 28 至 30 日讀北宋道誠集《釋氏要覽》「服制」條的摘記，第五則云：「『釋氏之喪服，

讀《涅槃經》并諸律，並无其制。今準《增輝記》引《禮》云：服有三：一正服，二義服，

三降服。《白虎通》曰：弟子於師，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

恩深義重，故為降服。《釋氏喪儀》云：『若受業和尚，同于父母，訓育恩深，例皆三年服。……

《增輝》云：但染蒼皴之色，稍異於常爾。有人呼墨黲衣為衰服，蓋昧之也。……』（此可見

佛教的華化！《增輝記》與《釋氏喪儀》，我都未見，當考之。）」又云：「此書末篇（〈送終〉）

引四部書最多：1.《南山鈔》（道宣），2.《增輝記》（不著作者），3.《釋氏喪儀》（普通子遠大

師？）4.《五枚集》（我初不識此書名，又不認得『枚』字，後在頁 49 見二條：其一云：應之

大師五柩集，其二云：應之五枚集，我始知此書名是《五柩集》，作者為應之大師，當更考之。）

此篇所引諸書，若都存在，當可考得佛教徒漸行喪禮的歷史。將來當作一專文研究這個有趣

味的問題。」惟胡適無法看到諸書，所用的《釋氏要覽》除缺失中卷外，錯別字也多，《五杉

集》即被誤認為《五柩集》。這件事胡適也曾與旅美的楊聯陞談起，故楊聯陞致胡適（1949
年 12 月 1 日）函的第三段曾云：「《釋氏要覽》所引《南山鈔》、《增輝記》、《釋氏喪儀》、《五

柩集》，恐怕都不存在了。我還沒有細查，將來有功夫也許作個〈釋氏要覽引書考〉之類的文

章。《增輝記》不限於喪禮，如《要覽》卷中『濾水囊』條『《增輝記》云：觀其狀雖輕小，

察其功用，為護生命，即悲慈之意，其在此也。中華鮮有受持，今准律標，示備於有間爾。……

《南山鈔》有式樣，文多不錄。《道宣律》中聽者名式極多，非今所用，故不注之。』此類書

大略以注律為主。」見余英時《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臺北：聯經出版事

業公司，1998 年），頁 95。 
2 朴鎔辰〈應之の《五杉練若新學備用》編纂とその佛教史的意義〉，《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57

卷第2期，2009年，頁51-57。又據本文付記，原書藏者江田俊雄得到此書乃執教於東國大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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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與刊行、構成與內容及在佛教史上的意義，進行較為深入的探討，頗具開創之

功。其後山本孝子更針對書儀文字，連續撰述了〈應之《五杉練若新學備用》卷

中所收書儀文獻初探——以其與敦煌寫本書儀比較為中心〉、〈應之『五杉練若新

學備用』卷中における「十二月節令往還書樣」「四季總敘」の位置付け——そ

の製作年代と利用對象者を中心として〉、〈唐五代時期書信的物質形狀與禮儀〉

、〈凶儀における「短封」の使用——唐・五代期における書簡文の變遷〉等數

篇3，對於中卷的書儀部分作了不少的發明，更與敦煌書儀文獻進行了一些極具

意義的比較研究。 

只是這部書既然定位在「桑門備用之書」4，則不得不考慮這類作品的源流

脈絡，勿論它是屬於「類書」，還是「書儀」，這類應用文都是六朝以來桑門一再

編訂的作品，如以釋門書儀而論，從東晉・慧遠（334-416）法師著作《喪儀》

以來，歷經陳・釋曇瑗（496-583？）之有《僧家書儀》五卷5，其後更出現《增

輝記》及《釋氏要覽》、《敕修百丈清規》等重要作品，無論如何都不能忽略本書

的居中地位，畢竟它是唐五代時期釋門應用文書的遺編佚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故本篇擬就上卷內容進行探討，同時也與傳統的共時典籍、敦煌文獻等作一比

較深入的研究，說明其真實意義與珍貴價值。 

二、《五杉集》卷上與唐五代法數書籍的編纂呼應 

本書開首已經殘缺，6山本孝子在翻檢原件之後，認為：「卷上卷首缺葉，現

                                                                                                                                    
前身中央佛教專門學校時，並撰有〈李朝刊經都監と其の刊行佛典〉一文亦提及本書，收入

江田俊雄《朝鮮佛教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7年），頁313-314。歿後，其藏書乃由

子江田和雄氏於1996年寄贈日本東京駒澤大學圖書館。 
3 ［日］山本孝子所撰數篇依次分見《敦煌學輯刊》第4期，2012年12月，頁50-59；《桃の會論

集六集——小南一郎先生古稀紀念論集》（京都：桃の會發行，2013年），頁161-176；《敦煌學

》第31期，2015年3月，頁1-10；《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10期，2016年3月，頁109-124。 
4 宋．陳舜俞撰《廬山記》卷1：「桑門備用之書也」，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1冊（臺北：新

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1983年），第2095經，頁1029上。 
5 唐．魏徵等撰《隋書．經籍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頁971；按：唐．釋道宣《續高

僧傳》卷21則作：「僧家書儀四卷」，見《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冊，第2060經，頁609中。 
6 此書韓式線裝本一冊，上卷已殘，重新裝襯及封面後，外題：「伍杉集」、「炔藏室」，內裡有有

收藏者云：「我聖上之祚，壬午春，吉林公事，抵錦營，與三澄先生論道問經，團會十日之樂

。一日，有長老授卷，奉手開見，乃應之禪師所述《五杉集》也。書中家訓、簡牘、五戒文

疏等文，可謂以（已）開後人眼目，不易得之龜語也。長老淵豐覺蓮專住持也。乙酉冬至後

二日止之翁識。」凡分上、中、下三卷，每半葉十二行，行廿三至廿五字不等。惟上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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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第 2 葉版心字樣可以讀為『上五』或『十五』，已失部分當有 2 或 7 葉，即

卷上原共有 5 或 15 葉，卷上份量比中下兩卷較少。」7這裡並未承用朴鎔辰脫去

二十葉左右的說法，認為只脫失 2 或 7 葉而已，則有需商榷。因為朴鎔辰之說亦

出於江田俊雄玩味本書之後的心得，其在〈李朝刊經都監と其の刊行佛典〉第七

則中針對此書曾有較為詳細的說明： 

七、《五杉練若新學備用》三卷（卷上部份缺失），應之述。私藏。卷下有

「天順六年（1462）壬午歲 朝鮮國刊經都監奉教重修」。本書自體例來

看明顯為高麗版，但在《義天錄》及其他佛書目錄卻一無所見，實屬稀覯

之書。尤其著者在卷中首題書銜有「廬山東林病釋應之述」，此人尚集鈔

晉・僧肇的《金剛般若經注》，入卍續藏中。書的體裁大小經過近代改裝，

高 9 寸、寬 6.5 寸，內部欄框高 7.45 寸、寬 10.56 寸，四周單邊，有界。

半葉十二行，行廿二、廿三字不等，版心無魚尾。就卷上情形，如「五杉

上葉」所記，封面亦貼有「伍杉集」的題簽，上卷破損，卷首約二十葉脫

落，殘剩三葉。卷中廿六葉、卷下廿四葉，內容如書名所示，蓋應之為叢

林新學之日常備用而編。有兩葉補刻，卷上列舉法數（該卷最後也收錄說

明本書成書始末的「家誨一篇」），卷中舉例說明釋門喪儀禮法、弔祭文、

簡牘書式等，卷下則是錄有受五戒文、放生文、十念文、各種齋文之屬。

許多地方可見為避高麗王字諱如「昭」、「運」、「敬」等字而缺筆。8 

可見江田氏是就三卷平均葉數所作的合理推論，雖不中也不遠了，因為這兩

個字應該題作「十五」才對，其理由不外是：上卷現存三葉，「家誨」、「法數」

各居一葉半許，若是現存的第二葉題作「上五」，則上卷至多不過六葉而已，尤

其未補「家誨」之前，更是四葉半不到，卻置之於上卷，顯然與中卷的廿六葉、

下卷的廿四葉，不能搭配。若再衡量作者說明其上卷的編製過程： 

予先作《新學備用》三卷，蓋欲訓門內諸子，不謂流落於外。近往往見寫

                                                                                                                                    
誨〉最後一葉作十三行，行廿四字。版心中縫或作「五杉中三」，有的已經殘損模糊，甚至不

刻書名及卷葉，顯然刻書時已經不統一。又首半葉天頭空白處亦有同人筆跡，作：「…／□□

行／□□力／動危□／□□／向金剛／□聞道／」，已難辨識。 
7 山本孝子〈應之《五杉練若新學備用》卷中所收書儀文獻初探——以其與敦煌寫本書儀比較為

中心〉，頁 51。 
8 江田俊雄《朝鮮佛教史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7 年），頁 3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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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錄下卷，以求其便，殊不知製作之意始末，上卷是南山大師規誡，將

來予補綴。所痛者事不師古，轉覺輕浮，良可歎嗟，實不可意。製《家誨》

一篇，附之於此，免冀遺落。即壬戌年（962）夏四月。 

那麼，原來三卷中的上卷若是僅有六葉，扣除近兩葉後補的「家誨一篇」，

最多不過四葉的空間容量而已。從五法數到十法數現存共兩葉，則空間僅存一葉

半，又如何容納居有大半的一到四法數？何況上卷道宣法師的南山規誡才是編輯

全書的主要重點，又將從哪裡騰出空間來裝載它們？故此處作「上五」之不合理

者一。再者，根據本書版心的中縫題字，全書雖然幾近模糊，唯下卷數處偶而留

下蛛絲馬跡，如「五杉  下  十三」，書名及卷題居於版心上半，而葉數「十三

」則居版心下半，卷數與頁次兩者間有大空白，下一葉也是如此，從來沒有將「

上卷」、「五」二者連屬成「上五」之理。也因如此，上卷應該分有三部份，一是

未全而待補的南山規誡，二是法數，三是家誨，以及居於卷首的全書總序或上卷

的分類小序。所以中縫原題葉次還是作「十五」或「廿五」為宜，而非上卷五葉

聯屬成「上五」二字。如果此一推論成立，則今本上卷共有十六頁，與中、下二

卷的葉數尚可勉強平衡。 

至於現存第一部分曾有個別小題，從「五法數」到「十法數」，其前僅存「

四智」一則，依數應是「四法數」之殘文。考之「法數」一詞首見《管子‧形勢

解》，所謂：「以規矩為方圜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然而

其意指稱是法度術數，非後來佛教教義中按照數字詞語的分類稱呼，如五常：仁

、義、禮、智、信；五藏：心、肝、脾、肺、腎；六根：眼、耳、鼻、舌、身、

意等類似的語詞與意義之解釋說明。對於佛教史曾有深入研究的學者湯用彤在談

到安世高「善開禪數」時說： 

釋道安云：「其所宣敷，專務禪觀。」（《陰持入經序》，《祐錄》六）又曰：「博學稽

古，特專《阿毗曇》學。其所出經，禪數最悉。」（《安般序》，《祐錄》六）又曰：

「安世高善開禪數。」（《十二門經序》，《祐錄》六）數者即指《阿毗達磨》之事數。

印度佛徒對佛之教法綜合解釋，合諸門分析，或法數分類，如《長阿含經》

中之《眾集》、《十上》、《增一》諸經已具後來對法藏之形式。其後敷宣佛

法，為聽者方便，分門記數，以相發明。安公謂世高似撰《四諦》、《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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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九十八結》諸經，已見其對漢人說經即依法數。」嚴浮調曰：「物

非數不定。」又曰：「唯《沙彌十慧》，未聞深說。」（《祐錄》十）是則安侯講

經，以數為綱，但《十慧》則未詳釋也。而依此形式以講說，則所講者必

多《阿毗達磨》。（《祐錄》二安世高譯有《阿毗曇五法經》，《阿毗曇九十八結經》。凡法數之經，均冠

以「阿毗曇」三字，則似說法數之契經或可作如是稱）故安公曰：「世高特專《阿毗曇學》

也。而因其于《阿毗曇》中，特說禪定法數，故曰：「善開禪數」也。9 

再者，又在「竺法雅之格義」一節中引《高僧傳》云：「竺法雅……少善外

學，長通佛義。衣冠仕子，或附諮稟。時依雅門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

乃與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10而在其下湯

氏又加以闡釋云： 

格義者何？格，量也。蓋以中國思想比擬配合，以使人易于了解佛書之方

法也。事數者何？據《世說．文學篇》云：「事數，謂若五陰、十二入、

四諦、十二因緣、五根、五力、七覺之屬（亦作聲，誤）。」法雅之所謂事數

即言佛義之條目名相。其以事數擬比，蓋因佛經之組織常用法數，而自漢

以來，講經多依事數也（說見前）。11 

據此，安公時代已經盛行依據數字以說經義的《阿毗曇學》，也是格義學說

解佛經的重要門法，其優點除了有層次分明和較為接近的文化語言外，也容易記

誦，故歷來即有依據法數說經的專門著作，如《東域傳燈目錄》卷 1 載錄：「阿

毘曇法數文一卷」12、智親也撰有《天臺法數十卷》13。 

如今我們在敦煌文獻中可以看到BD.03593（北8380，結093）釋大般若經法

數，S.2463法數解釋，BD.07766（北8383，始066）釋五蘊十二入十八界，這類

都雜有法數的名稱或內容，然而並未編輯成法數專書。其實，有些作品雖然不具

法數名稱，但是卻依經義而分類編纂法數內容者，如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佚失載籍

                                                 
9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頁44。 
10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167。 
11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167。 
12 ［日］釋永超《東域傳燈目錄》卷1，《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5冊，第2183經，頁1161上。 
13 ［高麗］釋義天《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卷3，《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5冊，第2184經，頁117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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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門名義集》一書，很幸運的保存於敦煌文獻中，該書為李師政奉陽城公教編

撰。根據釋道宣（596-667）為唐代南山律學大師，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十

六歲落髮出家，二十歲依止大禪定寺智首律師受具足戒。其編著之《廣弘明集》

卷十四．〈辯惑篇〉第二之十，收錄《內德論》，論題之後則冠以「門下典儀李師

政」，除〈序〉文外，分錄〈辯惑篇第一〉、〈通命篇第二〉、〈空有篇第三〉，至於

寫作緣由是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傅奕凡七上疏請除佛法，帝則將疏付予群臣

雜議，更頒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先後凡有沙門法琳撰〈破邪論〉，時秦王

府記室虞世南為序以贊之；明概法師作〈決對論〉，責奕謗佛僧八事；秦王府典

儀李師政述《內德論》云云。14有關此一事件，佛教史傳諸書如志磐撰《佛祖統

紀》15等都有載錄，而金濤亦有專篇探討其內容思想16，已無關法數之論，不再

煩說。然而始終未曾載錄李師政著有《法門名義集》一書，幸有敦煌文獻為其保

存，而今本《大正藏》第五十四冊乃據法國藏本P.2119號迻錄。根據首卷第一序

文中說明云： 

若夫法體沖寂，真性平等；名相本無，言語斯絕。然而證等之智力，了不

同之緣；體寂之緣人，乃成無礙之辯。若杜口廢言，聖人何以垂化；昏心

捨教，凡惑無由生解。故無說不妨於樂說，以知無名不壞於假名，因名以

通寂。然則標法之名，釋名之義，理之津道，可不務乎！但布在眾典，難

得而究，集而釋之，則易觀矣。今緣其所見，闕所未詳，以類分之，總為

七品：身心第一、過患第二、功德第三、理教第四、賢聖第五、因果第六、

世果第七。但法門無量，鄙識有崖（涯），其猶以管窺天，以蠡酌海，得

淺遺深，千不知一，請俟達者，補其闕焉。 

在這序文之後又題：「諸法門名數分位要略」，並依品門類別分為「身心品法

門名義第一」，下列「四大」、「六大」、「五陰」、「六根」等種種小目及釋文，其

                                                 
14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14，《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2冊，第2103經，頁187中。 
15 宋．釋志磐《佛祖統紀》卷39，《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9冊，第2035經，頁362下-363上。 
16 Jin Tao（ 金 濤 ）“The Confucian Reading of Buddhist Teaching: Two Truths, Li Shizhengand the 

Intellectual Milieu of Buddhismin the Early Tang”（初唐文人作品中的援儒入佛以及佛教漢化之

思想背景：以二諦論與李師政《內德論》為中心之探討），《玄奘佛學研究》第19期，2013年3
月，頁11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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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諸品體例盡是如此。其實此一書籍目前敦煌文獻尚可考知者還有不少卷號，在

韓鵬2011年6月提交之碩士學位論文已經用了英、法、北京等三地的寫本共有十

三卷，其中BD.07268（帝068）今已新擬為「妙法蓮華經」，與《法門名義集》

懸遠，恐是韓鵬誤記。17此外，又未觸及俄藏三個卷號、日本收藏二個卷號，故

今初步檢核列表，凡有底本P.2119卷外，另有P.3009甲本、BD.02889乙本、S.6016

丙本、P.3008V丁本、ДX.963戊本、P.2128己本、P.2317庚本、S.1520辛本、Φ.194

壬本、BD.04483癸本、ДX.533子本、S.5958丑本、P.3001V、羽82.2、天理本（

三種）等，共十六個卷號十八種，至於本人指導博士生陳淑萍繼續追索的結果，

至今已發現34個卷號以上，若依詞條數量、序位及其內容的差距，大致可區隔為

兩大系統。以其將另有〈佛教法數類書研究——以《法界次第初門》與《法門名

義集》為研究中心〉18一文發表，筆者在此不敢掠美，故仍依會議論文宣讀時所

得之品名次第列表如下： 

首尾題及序文 P.2119  P.3009  BD.02889
19

 S.6016  羽 82.2                                 

身心品法門名

義第一 

P.2119  P.3009  BD.02889   S.6016  P.3001V 

過患品法門名

義第二 

P.2119  P.3009  BD.02889   S.6016                                 

功德品法門名

義第三 

P.2119  P.3009  BD.02889   S.6016 天理本
20 P.3008V  ДX.963   P.2128  P.2317              

理教品法門名

義第四 

P.2119          BD.02889   S.6016 天理本  P.3008V  ДX.963   P.2128  P.2317  S.1520       

賢聖品法門名

義第五 

P.2119          BD.02889   S.6016 天理本          BD.04483  P.2128  P.2317  S.1520  Φ.194 

因果品法門名

義第六 

P.2119                            天理本                    P.2128  P.2317  S.1520  Φ.194 

世界品法門名 

義第七 

P.2119                            天理本  ДX.533   S.5958   P.2128  P.2317  S.1520  Φ.194 

                                                 
17 韓鵬《敦煌寫本法門名義集研究》，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頁 5-7。 
18 見本輯，頁 153-170。 
19 北京圖書館藏本計二件：新舊卷號為 BD.02889（北 8394、調 089）、BD.04483（北 8720、崑

083）。 
20 天理本編號為イ 183-127《法門名義集》一卷，中有複重文字，則至少分之為二卷，若據筆跡

及本人指導博士生陳淑萍校對結果當有三個不同本子混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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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卷號是總為七品之《法門名義集》，其中各卷還有詳略之分，也有大同

小異之別，足見此類文獻在當時學佛應用上必有其需要，並有人據以誦習默書，

才留下如此眾多的卷號。有趣的是 P.4934 一卷，雖是法數之書，其編纂方式未

見品名，也被擬題為《法門名義集》，就筆跡來看，不會是太晚的寫本；就內容

而論，則存有五六諸法數，近於《五杉集》之編纂體例，與以上諸本依內容品題

而分的方式有所不同，是較富科學性便於尋檢而編輯的法數寫本。從現存則數及

文字來看，雖或不同於《五杉集》，然而卻讓我們憑藉著這條線索找到這類載籍

的編纂源頭，說明在教律禪還是各具平衡勢力之下，這類書籍並未完全絕跡，仍

然有人編纂作為學生修學的教材，同時也是當日釋家的流行風尚，釋應之編輯《五

杉集》上卷法數之用意也是如此。 

三、《五杉集》卷上法數 

與敦煌文獻《法門名義集》的編輯問題 

《五杉集》卷上〈四法數〉僅存一條殘文，根據內容當作「四智」，其後〈五

法數〉「五信」到「五藏」共廿一條，〈六法數〉「六根」到「六腑」共十五條，〈七

法數〉「七寶」到「七淨」共七條，〈八法數〉「八正道」到「海有八德」共十一

條，〈九法數〉「九惱」到「九地」共三條，〈十法數〉「十善」到「十大弟子」共

五條，另補「十二分經」及「三藏梵語」二條，共殘存六十五條。如果我們也來

檢索比較全備的 P.2119 號的全卷內容，將其散存各門類之五、六法數彙集摘錄，

則可整理如下： 

《五杉集》 《法門名義集》 

五法數 

五信：進、念、根、定、惠 

 

五陰：色、受、想、行、識，亦

名曰「五蘊」。 

五陰色受想行識。此五陰共成眾生也。何以色

陰。形礙為色。領納為受。假名為想。起作名

行。了別為識。何謂為陰者。陰蓋積聚。以成

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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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法：戒、定、慧、解脫、解

脫知見。 

五分法身 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

知見身。是名五法身。戒者防非止惡。定者心

住一境。慧者緣中決斷。解脫身者。絕縛離羈。

解脫知見身。解脫緣中。審之明白。此五分法

身。是佛德體故。言為說身。 

五眼：肉眼、天眼、法眼、佛眼、

惠眼。 

五眼 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是為

五眼。肉眼障內近色。天眼障外遠色。慧眼所

照觀空。法眼照有。佛眼空有俱照。明過四眼。

所不能知。悉皆明淨。凡言眼者。以為功良由

境別不同。所以分之為五。 

五障：女人不得作轉輪王，二不

得作天帝釋，三不得作梵王，四

不得作魔王，五不得作佛。 

 

五位：十住、十行、十迴向、十

地、十一地。 

 

五體投地：兩手、兩膝、頭。  

五通：天眼、天耳、他心、宿命、

神境如塊證，為五通也。 

 

五蓋：貪欲蓋、嗔恚蓋、昬沉睡

蓋、祥氣惡作蓋、疑蓋。 

五蓋 貪欲蓋。嗔恚蓋。睡眠蓋。掉舉蓋。疑

蓋。何名為蓋。能覆行人。名之為蓋。蓋掩其

心。令不明了。是名為蓋。 

五色根：眼、耳、鼻、舌、身。  

五慾境：色、聲、香、味、觸。 五欲 色欲。聲欲。香欲。味欲。觸欲。是為

五欲也。人天福報受五欲樂。修道之人捨而不

著。故維摩經雲。雖福應有。不當自恣。當觀

五欲無常。以求善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

五趣：地獄、餓鬼、畜生、人、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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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內明、因明、聲明、醫明、

工巧明。 

五明論 內明。因明。聲明。醫方明。功業明。

內明者。佛所說者名教內論。因明能屈他論。

自申己義。名為因論。聲明顯示一切音聲差別

巧便言辭。名為聲論。醫方明者有四種。一者

顯示差知病因。二者顯示病因。三者能顯示除

已起之病。四者顯示已除之病令不重起。功業

明顯示種種世業成就。此五種明處菩薩悉求。

五衆：比丘、比丘尼、式叉尼、

沙彌、沙彌尼。 

 

五衰相：一眼瞚動、二頭上花萎、

三衣受塵垢、四腋下出汗、五不

樂本坐，是五衰。 

 

五果：四果外加辟支迦。  

五衣：三衣□加僧支、僧歌通為

五衣。 

 

五逆：煞父母、煞阿羅漢、出佛

身血、破和合僧。 

 

五怖畏：不活畏、墮惡道畏、大

眾畏、惡名畏、死畏。 

 

五常：仁、義、禮、智、信。  

五臟：心、肝、脾、肺、腎。  

 五戒 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婬。四不

妄語。五不飲酒。是為五戒。淨度經雲。持定

者天令五神護之。五戒定者二十五神營救門戶

不令惡□。 

 五忍 一伏忍。二信忍。三順忍。四無生忍。

五寂滅忍。地前三賢菩薩得伏忍。初地二地三

地得信忍。四地五地六地得順忍。七地八地九

地得無生忍。十地與佛地得寂滅忍。 



釋應之《五杉練若新學備用》上卷與敦煌文獻等「法數」編輯之比較研究 

 

27 

 

 五乘 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佛菩薩

乘。能運眾生從因至果。故名為乘。 

 五濁 一命濁。二眾生濁。三煩惱濁。四見濁。

五劫濁。壽命短促名曰命濁。眾生造惡名眾生

濁。貪嗔癡長名煩惱濁。邪見轉生名為見濁。

飢饉疫病刀興等起是名劫濁。 

六法數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是為六根。發生六識中

間緣。染是識六塵。眼受何塵。色亂其想。耳

取何塵。聲蕩其志。鼻染何塵。香熏其欲。舌

受何塵。味長其嗜。身取何塵。著於細滑。意

染何塵。流於分別。何以謂之塵。六根所緣合

生染著汙心智有等塵埃之坋物也。六識隨塵障

無塵智。行者觀空。得無塵解。故能不染聲色。

不貪舌味。不著細滑。不起分別。達無想之理。

得聖人之名。 

六識：同上。  

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六賊：六識取境為賊。 六賊 六識染塵能生三毒。刦害功德。故比之

賊。經云。而此識賊如猿猴走遊六根是也。 

六通：於前五通加漏盡通，唯二

乘聖仁聞。 

六通 一身通。二天眼通。三天耳通。四他心

通。五宿命通。六漏盡通。離壅無礙。名之為

通。 

六波羅蜜：一檀波羅蜜為佈施、

二屍波羅蜜持戒、三羼提波羅蜜

忍辱、四毗梨耶波羅蜜精進、五

禪波羅蜜禪定、六般若波羅蜜智

慧，又雲六度。 

六度 佈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進度。禪

定度。智慧度。到彼岸名之度。西國正音名波

羅蜜。波羅者言彼岸。蜜之言到。彼岸到也。

若不達三事之空。雖行六種之善。但名為施。

但名為戒。不得為波羅蜜。 

六和：身和共住、口和無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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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均、意和無違、義和同修、

見和同解。 

六垢：惱、害、狠、諂、誑、憍。  

六時：晝三、夜三：辰、朝、午

時、黃昬、初中、後夜。 

 

六慾天：四天王天、忉利天、焰

魔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

兜率天。 

 

六德：佛有六德：一自在、二熾

盛、三端嚴、四名稱、五吉祥、

六尊貴，為六德也。 

 

六物：除三衣外有鉢、瓶、袋、

衣、坐具、針筒也。 

 

六親﹕父、母、兄、弟、姊、妹。  

六畜：牛、羊、馬、犬、雞、豬。  

六腑：膽、膀胱、大腸、小腸、

胃是也。 

 

 六大 地水火風空識也。四大前說。此空大虛

通分也識大了別心也。 

 六念 第一念佛。佛是眾生無上慈父。第二念

法。法是眾生煩惱良藥。第三念僧。僧是眾生

三乘福田。第四念戒。戒是眾生防非止惡。第

五念捨。捨是眾生除慳雜著。第六念天。天是

眾生清淨果報。此天非三界之天。謂第一義

也。淨故名為天。 

 六和敬 身同。口同。意同。戒同。施同。見

同。是謂六同。等修佛法。離諸慢爭。故名和

敬。亦名質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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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道 地獄道。畜生道。餓鬼道。阿修羅道。

人道。天道。是為六道眾生。亦名六趣。 

經過上表的比對，可以確認《五杉集》之〈五法數〉廿一條和〈六法數〉十

五條，在《法門名義集》中前者對應了六條，卻少了十五條，另外多出四條；六

法數則對應了五條，而少了十條，另又多出四條。這樣的結果說明兩本之間雖有

交集，卻也有各自的特色。交集是因佛教的共相，各自呈現的特色，卻也說明兩

本之間並無互相因襲的關係。再者，以則數而論，《五杉集》的法數條量多而解

釋簡略，但是《法門名義集》則條量少而解釋文字較為詳備，兩書各有千秋。至

於 P.4934 雖是法數之書，能不能擬題作《法門名義集》，也頗有商榷餘地，尤其

《法門名義集》各卷已經存在繁簡不一的情況下，要用統一名稱概括既沒卷名，

也沒品名的這些寫卷，實有再作重新考慮必要。 

四、《五杉集》以後國內外編輯或出版的法數書類 

有關依法數以說經，自安世高以後已成釋家說經傳道所用之一重要常態法

門，故遠在西北的敦煌十七窟的藏經洞即保留了初唐李師政編纂的諸多法數寫卷

《法門名義集》一書，不但分有品第完本的形式，也有各種不同的異本；而在五

代南唐的東南一帶，又有釋應之編輯的《五杉集》傳世。凡此種種跡象足以說明

佛教盛行的唐、五代，法數書籍遍布全國，以至於韓國編輯高麗藏經時，除以開

寶藏、契丹藏為基礎外，也收集了不少的中國佛典，其中不乏這類的作品，並且

一刻再刻，在中國已經亡佚的《五杉集》一書，居然被完整的保留下來，更證明

李氏王朝虔誠篤信佛教的一個最好實例。因此高麗藏經的初雕版在遭遇戰亂焚毀

之後，高宗 23 年（1236）又於江都設立大藏都監，再次雕造大藏經，約經 16 年

（1251 年）始告完工，此一版本即是現存的八萬大藏經。《五杉集》雖然未曾

收載其中，然而根據卷下末葉刊記題署：「天順六年壬午歲（1462）朝鮮國刊經

都監奉／教重修」，則是重刊於明英宗朝，若問初刊本何時問世？根據朴鎔辰指

出「敬」、「隆」、「勳」、「運」諸字的缺筆現象，確認這是避開高麗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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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宗、宣宗之諱，因此推定覆排底本約在高麗宣宗、肅宗時期（1083-1105）。21 

至於日本室町時代（1192-1586）也編輯過法數一類的作品，曾經統治周防、

長門為中心的大內氏，模仿京都，積極提倡文治，不斷的從中國和朝鮮進口大量

漢籍，並獎勵出版事業，這就是史稱以山口為中心的大內文化。尤其大內盛見

（1377-1431）時所刷印極具盛名的出版物元朝可遂《藏乘法數》22一書，至今猶

存，其末頁則有「應永庚寅（1410）二月比丘靈通謹白」的一篇跋文云： 

比丘靈通修禪之暇，古教照心，嘗患法義有未解了，而秜吾口者。偶獲遂

師藏乘法數，若法若義，瞭然在目，乃欲流通是書，與天下學者共之。今

周州大先道雄居士欣然施財，命工以壽于梓，使覽者乃知禪不異教，教不

異禪，禪教雙忘而超言數之表，寔有補於宗門者也。 

這篇跋文反映了比丘靈通禪修之暇，認為仍然需要教義來共補宗門。因此獲

得可遂的《藏乘法數》一書後，肯定是書足以流通天下，加上周州大先道雄的欣

然施財，於是命工以壽于梓。這點認識及該書的編輯體例，完全與《五杉集》近

乎一致，也與明永樂十二年（1414）釋一如（1352-1425）奉詔纂修的《三藏法

數》23以及稍後釋寂照奉敕增編的七十卷本《一代經律論釋法數》24大體相同，

更有賢首宗的潛溪學者行深增補之《賢首諸乘法數》25；天台宗的釋圓瀞詳細重

新訂正外，也採錄教外名相與內典關涉者，而有《教乘法數》26。證明《五杉集》

                                                 
21 朴鎔辰〈應之の《五杉練若新學備用》編纂とその佛教史的意義〉，頁52。又見山本孝子〈應

之《五杉練若新學備用》〈卷中〉所收書儀文獻初探——以其與敦煌寫本書儀比較為中心〉，

頁51。 
22 元 ・ 可 遂 《 藏 乘 法 數 》 ， 『 巴 伐 利 亞 國 家 圖 書 館 東 亞 數 字 資 源 庫 網 』 ：

http://ostasien.digitale-sammlungen.de/de/fs1/search/title/start.html?letter=Z（2017.8.4上網）。此資

源庫網提供訊息云：Zangchengfashu（藏乘法數）Yuan1271-13681ce（1冊）Blockdruck. Ausder 
Sammlung Ishii Sekisui（刻本框21.5x15.3公分，白口，左右雙邊，雙黑魚尾。書簽題「乘藏法

數」鈐有日本收藏家「小汀文庫，積翠軒文庫」印）。按：此書被列為元刊本當指所出底本，

非跋文所謂應永年間（1394-1427）的大內刊行本。 
23 此書又稱《大明法數》、《大明三藏法數》，詳見明．釋一如等集註《大明三藏法數》（臺北

：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 
24 此書又稱《大藏法數》，乃以釋一如之《大明三藏法數》為根據，復增入諸乘法數、藏乘法數

、教乘法數，間亦載錄外典名相等，編輯成書。明．寂照《一代經律論釋法數》（日本萬治元

年（1658）西村九郎右衛門刊本），詳見國家圖書館『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08/5e/0c.html（2017.8.4上網）。 
25 明・行深《賢首諸乘法數》（慶尚道：山地伽耶山鳳栖寺刊，1500）。見日本『國立國會圖書

館數字資源庫』：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537630（2017.8.4上網）。 
26 明・釋圓瀞（字心源）《教乘法數》，收錄於《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4年）

。參見明刊本宣德六年歲在辛亥（1431）秋九月九日行在僧錄司右講經江左衢遐序〈教乘法

數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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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韓國一再的被刷印之外，也許還被日本自韓購入，或者另本元刊流入了可

遂及比丘靈通的手中，因而影響及開拓了日本法數書籍的編輯和刷印。至於其對

明清以後的法數編輯，以迄今日網路流傳的學佛法數，也有一些間接的影響。 

五、結論 

《五杉集》上卷凡分「法數」與「家誨」兩部分，這是目前看到現存原書的

編制樣式，然而原擬編輯的上卷不應該是這樣的內容，而是存錄不全仍有待增補

道宣法師的南山戒律儀，後來因為該書流傳在外，每被改頭換面，於是打破了原

有的規劃，改以佛教教義從一到十的法數進行編輯。如今一到四的法數部分除了

僅存「四智」一則外，其前面部份在刊印後的收藏過程中已經殘損，只存上一則

及五至十的法數，另補「十二分經」及「三藏梵語」二條，以至於原書上卷部分

目前僅見殘存的三葉，然而第二葉板心原有「十五」或「廿五」葉，則今本至少

脫佚十三葉左右，原來文字應有南山律儀及一到四的法數。根據殘存的法數，這

類東西乃是學佛傳教說經過程中比較有秩序而易學的教義名相，也是阿毗曇學說

經及格義學的重要方法，當日十分流行，此從敦煌文獻眾多之法數寫卷可以確

認，尤其與初唐李師政編輯的《法門名義集》諸寫卷更為接近。如果抽樣調查二

本的〈五法數〉和〈六法數〉，兩本之間既有交集，卻也呈現各自的編輯特色，

並且沒有明顯互相抄襲的因果關係。只是以則數而論，《五杉集》較多，但是《法

門名義集》的法數釋文則比較詳備。 

再者，自安世高以後釋家以法數傳道乃為常態，故五代南唐即有釋應之編輯

的《五杉集》傳世，遠在西北敦煌的第十七窟藏經洞保留了十六種以上相關的法

數寫卷，其中又以《法門名義集》最多卷號及最完備。凡此皆足以說明唐、五代，

法數書籍遍布全國，以至於趙城金藏中亦存有《教乘法數》，而韓國編輯高麗藏

經時，收集了不少中國的佛典，其中即含《五杉集》這類的作品，並且一刻再刻，

說明了李氏王朝虔誠信佛的一個最好實例。根據末葉刊記題署：「天順六年壬午

歲（1462）朝鮮國刊經都監奉／教重修」，證明該書重刊於明英宗朝，因為從「敬」、

「隆」、「勳」、「運」諸字的缺筆，確認這是避開高麗太祖、順宗、宣宗之諱，

因此推定其覆排底本約在高麗宣宗、肅宗時期（1083-1105）。至於日本室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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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1192-1586）也曾獲得是類元版的刊物，編輯過法數這類作品，尤其大內盛

見（1377-1431）時曾經刷印過極具盛名的出版物《藏乘法數》，至今猶存，其末

頁則有「應永庚寅（1410）二月比丘靈通謹白」的一篇跋文，說明他偶然間獲得

可遂的《藏乘法數》，勿論是否為可遂的編著或出於他人之手，都是教禪宗門的

必修之物，一旦有人施財，立刻命工壽梓。往後則有明代永樂十二年（1414）釋

一如（1352-1425）奉詔纂修的《三藏法數》及稍後釋寂照奉敕增編的七十卷本

《一代經律論釋法數》等書，明清以後，還不斷有賢首宗師行深釐定的《賢首法

數》；天台宗釋心源瀞訂正的《教乘法數》。凡此諸書，若論體例，差異不大，

卻足以說明學佛之簡明理路門徑，以及證明法數書籍在東亞各國之間中、日、韓

文化的交流真相。 

 

 

附記：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5 敦煌論壇：敦煌與中外關係國際學術研討

會』，敦煌研究院與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主辦，2015.8.13 敦煌。由於不遑修整，

今因催稿再三，只好稍作潤飾，又經主編汪娟、梁麗玲教授及陳淑萍助理之統整

補苴，勉強刊登於此，特與致謝。2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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