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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遊經》與史學地理及海洋敘事

黃夏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摘要

《十二遊經》是中國佛教早期翻譯的與海洋地理有關的經

典，裡面介紹了與海有關係的一些認識，是印度佛教徒對

海洋文化認識的反映。本文對《十二遊經》裡面談到的

史學、中印地理、海洋文明等問題做了探討，指出中印兩

國文化在兩國佛教海洋觀方面的不同，及其背後的宏大敘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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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學認為「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

舒引容潤，既亦廣矣」，1 但對資料的出處，佛教界人士要求較嚴，

最好能夠找到淵源，並且予以精測。《十二遊經》被收入藏經裡，

在於「然瞿曇姓源，頗為詳悉」，其最重要之處是介紹了釋迦族來

源與傳說，及其宗族社會架構，不足之處則是對釋迦族的一些細節

沒有描述，故作為釋迦族傳記，僧祐認為「此記抄撮難尋，若依全

經，宜以阿含為正」。2 底本品質不好，譯不出完整的好譯本，看

來現存的譯本也不是最好的，但是它所記載的內容與海有關，仍值

得我們去進行研究。

一、《十二遊經》與應用史學

海路佛教的印度起點在印度洋的南印度地區，包括斯里蘭卡等

地，如果《十二遊經》是從海路傳來的，或許與南傳佛教的上座部

巴利佛教有關係。若此說成立的話，說明佛陀生平記載有北傳與南

傳的兩個底本。

現在所見的南傳佛教的佛陀傳記主要收在巴利經典《本生經》

中，裡面關於釋迦族的記載遠沒有北傳譯本詳細，且內容也顯得比

較零亂，情節不連貫，體例不完整，應是在偈文形式上發展而成的。

《十二遊經》被認為是古印度部派佛教曇無德部（即說一切有部）

編纂的，地點在烏仗那（今中亞一帶），它的經文不足之處，反映

了南傳佛教系佛傳特點—底本不行，翻譯品質不達標，沒有受到

應有重視。但是不受重視並不等於沒有被應用，筆者查到大藏經裡

與《十二遊經》有關係的出處共有 191 筆，換言之，在上百處經文

1. 《宋書》卷 82《周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2100。
2. 《釋迦譜》卷 1，CBETA 2019. Q2, T50, no. 2040, p. 3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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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十二遊經》被提取的引用率也達到一定規模，現將引用情況

綜合如下：

1、在經錄中被記載下來的譯本介紹，已在拙文〈《十二遊經》

版本與譯者考》〉中做了分析，不再贅述。

2、用於證明釋迦牟尼生平事蹟的根據之一。例如僧祐編纂的

《釋迦譜》第二節「釋迦賢劫初姓瞿曇緣譜第二」，其基本材料即

利用了《十二遊經》。但是僧祐不迷信此經，而是多做校正，指

出其不足之處。例如，對經中講到不同國王壽命的問題，僧祐認為

《長阿含經》講七佛時，人的歲數也就是幾萬歲，如拘樓孫佛時人

壽 4 萬歲，拘那含佛時人壽 3 萬歲，迦葉佛時人壽 2 萬歲；《十二

遊經》則稱釋迦王壽 500 萬歲，「設使在拘樓孫世比於民壽則過百

倍也，准例而求，如似為殊，然一切業報未易思議也。至釋迦文佛

出世閻浮提，人壽百歲，唯欝單 3 曰壽千歲耳」。4 印度神話中，屹

立於世界中央金輪上的是須彌山，周圍有七山七海環繞，七金山與

須彌山有充滿八功德水的內海七海，外隔著鹹海有鐵圍山，鹹海的

北面有郁單越洲，亦稱北俱盧洲。僧祐認為，講到七佛時人的壽命

有幾萬歲，轉輪王壽命達 500 萬歲，已經超出人們的想像，不可思

議。釋迦牟尼佛出世，人之壽命也就是百歲。但北俱盧洲的人民平

等安樂，壽足千年。

唐代道宣法師說：「昔南齊僧祐律師者，學通內外，行總維持，

撰釋迦譜一帙十卷，援引事類繁縟神襟，自可前修博觀，非為後進

3. 《長阿含經》卷 18：「須彌山北有天下，名欝單。曰其土正方，縱廣一萬由旬，

人面亦方，像彼地形。」CBETA 2019. Q2, T01, no. 1, p. 115b13-15。
4. 《釋迦譜》卷 1，CBETA 2019. Q2, T50, no. 2040, p. 3b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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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領。」5 僧祐雖對《十二遊經》的說法持有疑議，對釋迦族的描

述卻還是認可的，然而他的做法是為了修行，所以道宣法師認為其

說不足為據。

3、說法不同的證明。古德流言，祖佛為師，有人認為「太夏 6

種姓有四不同，謂剎帝利、婆羅門、毘舍、首陀羅也。剎利王種最

為高貴，劫初以來相承不絕，餘之三姓非此所論。但明佛姓自分五

別：一曰瞿曇，二曰甘蔗，三曰釋迦，四曰舍夷，五曰日種。言瞿

曇者。如十二遊經云……師姓瞿曇，因從氏焉」。7 瞿曇本是佛陀

的又一稱名，梵文寫作 Gotama，音譯喬達摩。《長阿含經》卷 1 說：

「我今如來、至真，出剎利種，姓名曰瞿曇。」8 但是在《十二遊經》

中，佛隨了婆羅門瞿曇的姓，因此瞿曇有了特殊意義。

佛教史上，「瞿曇一翻甘蔗，則當據本行。二本甘蔗之緣，一

翻泥土，則當取十二遊經血泥之事，是知諸經梵語則曰瞿曇，華言

則稱甘蔗、泥土，華梵互出其實一義」。9 又如佛教界裡對如來成

道後年限有不同說法。四阿含教說是 12 年，《法華經》說是 8 年，

《十二遊經》有 35 成道之說，此「乃機不同爾」。10 再如對舍衛國

的稱呼，有舍婆提城、舍羅婆悉帝夜城、羅婆悉底城、雲聞者城、

5. 《釋迦氏譜》，CBETA 2019. Q2, T50, no. 2041, p. 84b20-23。
6. 「太夏」應是「大夏」，指古代歐洲羅馬等地。《古今圖書集成選輯（上）》

卷 90：「史記大月氏傳：身毒國在太夏東南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

CBETA 2019. Q2, B15, no. 88, p. 364a17-18。
7. 同註 5，p. 85a8-15。
8. CBETA 2019. Q2, T01, no. 1, p. 2a18-19
9. 《佛祖統紀》卷 1，CBETA 2019. Q2, T49, no. 2035, p. 139a28-b29。
10.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疏神寶記》卷 3，CBETA 2019. Q2, T33, no. 1706, p. 

296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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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聞物國等不同的說法，但《十二遊經》卻云「無物不有國」。11

4、佛陀生平事蹟新證。憍陳如比丘是在鹿野苑最早跟隨佛陀

學習的人，「譬若明星在眾明之始，一切人智明無前陳如，故名阿

若。最先破闇莫過明星，陳如亦爾，一切人闇滅無前陳如，故名阿

若」。12《維摩詰經》說問疾者必須智慧辯才，依德行優劣次第，

與《十二遊經》所說「佛成道第一年度五人，第二年度三迦葉，第

五年度身子、目連」相似，「當知阿若在前明矣。此因緣釋也」。13

又如釋迦族的祖先民主王開創轉輪王金輪相繼時代，經過 84,210 個

王之後，到了淨飯王時，只剩下鐵輪時

代，與《十二遊經》說的情況相符。

《佛祖統紀》卷 2 說《瑞應經》記載

悉達多太子 17 歲納妃，《本行經》則說

19 歲納妃。釋種婆羅門摩訶那摩女名耶

輸陀羅為太子妃。《因果經》說太子常修

禪觀，未嘗與妃有夫婦道。《十二遊經》

說太子有三夫人，第二夫人耶輸生羅雲，

不是第一夫人生太子羅睺羅。14《法華文

句》、《未曾有》及《瑞應》皆云羅睺是

11. 《仁王經疏》卷 1，CBETA 2019. Q2, T33, no. 1708, p. 379a3。
12. 《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1，CBETA 2019. Q2, T34, no. 1718, p. 8b5-8
13. 《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1，CBETA 2019. Q2, T34, no. 1718, p. 8b21-26。另參見

《法華義疏》卷 1，CBETA 2019. Q2, T34, no. 1721, p. 459a4-17。《大方廣佛
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7，CBETA 2019. Q2, T36, no. 1736, p. 133b29-c13。《大
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84，CBETA 2019. Q2, T36, no. 1736, p. 658c12-
26。《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CBETA 2019. Q2, T45, no. 1866, p. 483a9-
19。

14. 《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2，CBETA 2019. Q2, T34, no. 1718, p. 19c2-11。另參見
《法華義疏》卷 1，CBETA 2019. Q2, T34, no. 1721, pp. 460c27-461a27。

對於耶輸陀羅、羅睺羅的記
載，各經典說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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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夷子，《法華》、《涅槃》皆云是耶輸子。「釋論瞿毘邪是寶女，

不孕即是瞿夷，故知定是耶輸子」。15《十二遊經》說迦葉姓雲氏，

佛成道第四年化大迦葉。16 東晉道安法師認為《十二遊經》云「阿

難得佛意三昧之所傳也」。17 釋迦牟尼佛在鹿野園為憍陳如等 5 人

三轉四諦，「約法表本末同時，約人顯機感各異。依法華三七日。

四分律六七日。興起行經七七日。依五分律八七日。智論五十七日。

十二遊經一年方說。此竝末教機異，宜聞各別故致不同。」18

很多經典說佛 19 歲出家，《十二遊經》云佛 20 歲出家，又云

「佛從四月八日至七月十五日坐樹下以為一年」。19《增一阿含》、

《長阿含》說佛 29 歲出家，「若以二十九出家，三十五成道，經

中蓋少。且云：二十年在外道中學，便是五十年方成道，是知為謬

也」。20《十二遊經》云佛陀修道後第 12 年，還本生國為釋種說法，

八萬四千人得須陀洹道。《普曜經》則云：「王遣梵志名優陀令迎

佛，還辭稱闊別已來十二年，思想見也。」21

以上僅就一些被中國歷代法師與佛典引用和研究的《十二遊

經》情況做個匯總。

15. CBETA 2019. Q2, T49, no. 2035, p. 143c20-27。另參見《釋迦譜》卷 1，CBETA 
2019. Q2, T50, no. 2040, pp. 51c14-52a2。

16. 《法華文句記》卷 2，CBETA 2019. Q2, T34, no. 1719, p. 172b5-10。
17. 《法華義疏》卷 1，CBETA 2019. Q2, T34, no. 1721, p. 455a9-12。此處道安法

師所說存疑。按歷代三寶紀》卷 7 說，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七年（392）迦留陀
伽譯《十二遊經》，而道安法師則在東晉太元十年（385）圓寂。《十二遊經》

在 7 年後譯出，道安不可能見到。如果見到，很有可能是彊梁婁至的第一個
譯本，因為此時該經已經傳入中國，在佛教界裡被經錄記載下來。

18. 《華嚴經探玄記》卷 2，CBETA 2019. Q2, T35, no. 1733, p. 127c20-29。
19. 參見《歷代三寶紀》卷 1，CBETA 2019. Q2, T49, no. 2034, p. 24a17。
20. 《歷代三寶紀》卷 1，CBETA 2019. Q2, T49, no. 2034, p. 23b17-21。
21. 同註 20， p. 24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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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祐說：「大覺俯應，跡均俗典，所以胤裔繼哲，姻亞重明，

並緣發曠，劫故能翼，讚靈化耳。」22「大覺」是佛的另一稱名，

僧祐認為佛的事蹟應化世間，在世典中記載，佛的後人賢哲不斷，

重明婚姻，23 影響整個世間，扭轉劫難，受到後人稱讚。不到三千

字的《十二遊經》，能夠一直受到學者們關注，其中不乏著名的佛

教法師如道安、僧祐、費長房、智升、道宣、志磐等一代大家都論

及到這部小經，說明這部小經的確起到了「跡均俗典」功用，否則

在幾百部數千卷經典中，為什麼此經會被納入人們的眼球呢？就是

因為這部小經提供了很多為人不知或者不同的說法，開拓了人們眼

界，特別是「瞿曇姓源」的說法彌補了佛經的不足，也提供了新材

料。例如，《十二遊經》說「佛在象頭山，為龍王鬼神說法」、「佛

於拘耶尼國為婆陀和菩薩等八人說般舟經，明苦行事」、「佛於柳

山為純真陀羅王弟說法」等資料，都被宋代志磐法師所撰的《佛祖

統紀》卷 3 上《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收入，作為佛陀「轉法輪」

的最重要證明之一，這就說明《十二遊經》不同之處，很可能來自

於另一個底本。

二、《十二遊經》與海洋文明

佛經在諸法無常的基本理論基礎上，提出自己的創世觀。地、

水、火、風四大是佛教世界觀和有為法認識論的理論基礎。佛教認

為整個世界最早是一片汪洋海水，有大黑風暴將深八萬四千由旬的

22. 《釋迦譜》卷 1，CBETA 2019. Q2, T50, no. 2040, p. 10b17-18。
23. 此處的「姻亞重明」是指釋迦族甘蔗種或提取土堆後重生人類的親近關係，

表明釋迦族的再次興起，進入通過婚姻繁衍後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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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吹開，露出日宮殿，置於須彌山 24 半腰，再將日安置在天道，

於是世間有日出，所有小河、汱澮、25 渠流皆悉乾竭。海水稍稍減

盡，七多羅樹、26 六多羅樹，乃至一多羅樹開始生長，海水逐漸轉

淺，猶如春雨，回復正常。又有大黑風暴將海底沙刮起，堆成四天

下及八萬天下諸山、大山、須彌山等，煙起燋燃，大火生起。吹水

令動，鼓蕩濤波，起沫積聚。風吹離水，泡沫在空中自然堅固，變

成天宮，七寶 27 校飾。大風吹四天下及八萬天下，諸山、大山、須

彌山置於虛空，山山相拍，碎若粉塵。大黑雲周遍虛空，而降大雨，

渧如車輪，霖 28 雨無數百千萬歲，其水漸長，至果實天。大地火燒

盡，地下水盡，水下風盡，整個世界就毀滅了。

佛教的創世觀雖然建立在物質基礎上，但是它最終目的是要說

明整個世界是要毀滅的，世間所有的一切都是無常的，是故水災、

24. 華譯妙高山，因此山是由金、銀、琉璃、水晶四寶所成，所以稱妙，諸山不
能與之相比，所以稱高。又高有八萬四千由旬，闊有八萬四千由旬，為諸山
之王，故得名妙高。此山為一小世界的中心，山形上下皆大，中央獨小，四
王天居山腰四面，忉利天在山頂，山根有七重金山，七重香水海環繞之，在
金山之外有堿海，堿海之外有大鐵圍山，四大部洲即在此堿海的四方。

25. 汱澮，「汱」 古同「汰」，淘汰，去除之意。《爾雅．釋詁》：汱，墜也。《注》：

水落貌。澮，水名。以澮寫水。《周禮．稻人》注：「田尾去水大溝。」所以「汱
澮」指小河溝。

26. 多羅樹，棕櫚科喬木，又名岸樹、高竦樹。盛產於印度、緬甸、斯里蘭卡、

馬來群島及熱帶非洲。樹高 70 餘尺，花大而白，果熟即赤，狀若石榴。此樹
之樹葉呈扇狀，葉面平滑堅實，可書寫經文，人稱貝葉或貝多羅葉。

27. 即七種珍寶，又稱七珍，指世間七種珍貴之寶玉。諸經說法不一，《阿彌陀
經》、《大智度論》卷 10 等謂七寶即：（一）金。（二）銀。（三）琉璃，

又作琉璃、毗琉璃、吠琉璃等，屬青玉類。（四）頗梨，又作頗胝迦，意譯
作水精（晶），指赤、白等之水晶。（五）車渠，又作硨磲，經常與瑪瑙混同，

概指大蛤或白珊瑚之類。（六）赤珠，又稱赤真珠。（七）瑪瑙，深綠色之玉，

異於後世所稱之瑪瑙。《法華經》卷 4 則以金、銀、琉璃、硨磲、碼瑙、真珠、

玫瑰為七寶。

28. 霖，久下不停的雨。《說文》曰：雨三日以往也。

《十二遊經》與史學地理及海洋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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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災和火災經常發生，且不可避免。29 佛教將海作為創世理論的基

礎，以風作為破壞世界的原因，是佛陀看到了水對生命延續的重要

性，視大海為整個世界與生命的來源之一，《十二遊經》則是對佛

陀關於海之觀點的進一步發揮和應用。

佛教由海路傳入中國，與印度洋邊的南印度及斯里蘭卡島國等

地有緊密連繫。這些地方都是古代印度佛教文化活躍的地方，曾經

出現過千部論主的龍樹菩薩、創立中國禪宗的菩提達摩禪師、翻譯

禪宗《楞伽經》的求那跋陀羅法師、唯識宗經典的真諦大師等一代

名僧，都是通過海路到中國的。雖然沒有明確的史料揭示《十二遊

經》與海洋文明的連繫，但是其譯者通過海路來中國，則間接地說

明了這部經典的確與海洋佛教有關係，而且與海洋文明的關係還可

以通過經文表現出來。

《十二遊經》記載佛陀在 12 年裡遊歷了 14 個國家，經載：

閻浮提中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城，有八國王、四天子。

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名象；

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銀、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

土地多好馬。八萬四千城中，六千四百種人，萬種音響，

五十六萬億丘聚。魚有六千四百種，鳥有四千五百種，獸

有二千四百種，樹有萬種，草有八千種，雜藥七百四十種，

雜香四十三種，寶有百二十一種，正寶七種。30

佛教的宇宙觀認為整個世界可以分為四部分，亦即南贍部洲、

東毗提訶洲、西瞿陀尼洲、北拘盧洲四大洲。其中南贍部洲也稱閻

29. 《佛說長阿含經》卷 21。
30. CBETA 2023. Q3, T04, no. 195, p. 147b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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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提、琰浮洲、閻浮提鞞波等，因有閻浮樹林，故為洲名。又屬南

方，故曰南閻浮提，是人類居住的地方。《十二遊經》的地理分類

就充分體現出這個特點，在須彌山為中心的視角下，用天圓地方的

蓋天知識，建立了佛教獨有的四方國家的認識。佛教提到閻浮提洲

16 大國，按東南西北四方位說 4 個大國，其中東晉天子指中國，以

人口眾多而顯著。南天竺國指印度，以產大象而著名。西大秦國指

歐洲羅馬，以富足金銀玉有名。西北月支指中亞與西域等地，土地

遼闊，盛產汗血寶馬。古人沒有科學工具，只能憑感受而去建立對

周邊地區的認識，如《法苑珠林》卷 2「方土部第六」中所說：

尋夫方志，人別不同，總有二種，一凡二聖。若約方言之

即有四種，所謂四天下人。若以住處言之，四天下中合有

四千八處，則有四千八種之人。若直案閻浮提一方言之，

如樓炭經說，大國總有三十六，人亦同之。若展別論，則

有二千五百小國，人亦同之。又一一國中種類若干，胡、

漢、羌、魯、蠻、夷、楚、越，各隨方土色類不同，未可

具述。31

從宗教神聖性角度言，人無非是凡人和聖人兩種，但是按照地

方性與國家，以及人種、文化等不同言，則人類可以分成多元的情

況，就像中國有「胡、漢、羌、魯、蠻、夷、楚、越，各隨方土，

色類不同，未可具述」。32 印度佛教對世界與人類的認識，有一定

合乎科學的認識，雖然這些知識都來自於佛教徒對自然界的觀察而

得到的，但是其認識的基礎來自於眼見為實的判斷，以及在生活和

31. CBETA 2019. Q2, T53, no. 2122, p. 280a18-b12。
32. CBETA 2019. Q2, T53, no. 2122, p. 280a18-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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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中的所見，最後上升到宗教境界，歸納到凡聖兩界。在《十二

遊經》裡講到的東方晉國，應是後來添加的新內容，外來僧人隨著

認識深入，不斷地豐富內容，在翻譯過程中増加了中國元素。

《十二遊經》提到一系列數字，分析起來也很有意義。《善

見律》云：「有市名聚落，無者名村，有城者曰國。」33《十二遊

經》說 16 大國有「八萬四千城」，這裡的「八萬四千」是約數，

形容閻浮提洲城市或者村落眾多，表明了人類社會的繁榮景象。有

的經典稱閻浮提洲有「八國王、四天子」，34 這是參照中國的國家

政體而做出的臆測。《樓炭經》云：「此南閻浮提種類差別合有

六千四百種人，但總彰大數，不別其名。」35 六千四百種人、萬種

音響、五十六萬億丘聚，都是約數，無非說明人類社會種族眾多，

自然社會有各種音響，人羣聚集居住處數不過來之「大數」。此外，

該經還強調了數千種魚、鳥、獸，樹、草、藥、香和寶物等等，總之，

《十二遊經》採用大量數字就是想說明整個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豐

富多彩狀況。

世俗社會對所謂的「畜生」分為牛、馬、羊、犬、豕、雞六畜。

《樓炭經》分為「一魚，二鳥，三獸，於此三中，一一無量，魚有

六千四百種，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36《正法念經》

云：「種數不同，有四十億。如此二經，但列總數，不別出名。」37

這些不同的數字說明古代印度佛教僧人對自然界有較為深入認識，

33. 《金光明經照解》卷 1：CBETA 2019. Q4, X20, no. 361, p. 505b3-16。
34. 《經律異相》卷 3：CBETA 2019. Q4,T53,no.2121,p.10a23-b5
35. CBETA 2019. Q2, T53, no. 2122, p. 280a18-b12。
36. 《法苑珠林》卷 6：CBETA 2019. Q4, T53, no. 2122, p. 317c4-7。
37. 《四分律名義標釋》卷 15：CBETA 2019. Q4, X44, no. 744, p. 516c15-20。



159

知道整個自然界是多元的，只能給出一個總數「四十億」，實際上

自然界是不可數或無窮的。

印度佛教將「畜生」視為動物之總和，按水、天、地之三種分

類，這是印度人民根據自然界的現實狀況而做出的素樸認識。值得

注意的是，《十二遊經》特別提到閻浮提洲「魚有六千四百種」，

這是佛教經典裡面最早提到的魚種數字，後來被很多經典引用，38

具有重要意義。「六千四百種」當然也是約數，按照當時人們對海

洋和魚類的認識，應是達不到這個數目，如果包含了水中游的各種

生物，肯定又不止這個數目，說明當時佛教徒對自然界和生物的認

識眼界是開闊的，他們看到了自然界中有各種各樣的水生物，故給

予了約數。

《十二遊經》又說：

海中有二千五百國，百八十國噉五穀；三百三十國噉魚、

鼈、龜、鼉。39 五大國城人，多黑短小，相去六十五萬里，

從是。但有海水，無有人民，去鐵圍山百四十萬里。

海洋廣袤，深不可測，島嶼眾多，大小無數，遠海深處，難以

抵達。據網上介紹，整個世界島嶼總數達 5 萬個以上，總面積約為

997 萬平方千米，幾乎和中國大陸面積相當，約占全球陸地總面積

的 15 分之 1。僅中國沿海就分布著面積大於 500 平方米的大小島嶼

38. 引用的經典有《四分律名義標釋》卷 10、《醒世錄》卷 6、《金光明經照解》

卷 1、《釋氏六帖》卷 21、《妙法蓮華經 ‧ 馬明菩薩品第三十》等。

39. 另說「二千三百二十國食魚鱉黿」。出《經律異相》卷 3，CBETA 2019. 
Q4,T53,no.2121,p.10a23-b5。《釋氏六帖》卷 21「華夏所有」條云：「海中
二千五百國，五王各領五百，有一國食魚肉。」CBETA 2019. Q2, B13, no. 79, p. 
431a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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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 多個，總面積約為

8 萬餘平方千米（按：約

800 多萬公頃）。《十二

遊經》說的「二千五百

國」可以理解為有人口

較多的大島，這些島嶼

是「噉五穀」的農耕國。

其他面積稍小的，依靠

打漁為生，海產是維持

生命的基本需求。

經中說到「五大國」，是 5 個各自控制 500 城的國家，亦即「第

一王名斯黎國，土地盡事佛，不事眾邪；第二王名迦羅，土地出七

寶；第三王名不羅，土地出四十二種香，及白琉璃；第四王名闍耶，

土地出蓽、茇、胡椒；第五王名那頞，土地出白珠及七色琉璃」。40

從描述情況看，5 個國家與海有關，各有豐富物產，生產五穀、藥

材，香料、礦石等等，它們很可能是位於赤道圈內 5 個較大的香料

島國，當地土著人「多黑短小」，有的地方「但有海水，無有人民」，

應該是無人居住島嶼，可見佛教對海洋的認識與利用已經非常廣

泛，並把這些知識記載到佛經裡面。

三、《十二遊經》與中印地理觀

中國是太平洋海域的國家，北、東、南三邊靠海。中國傳統文

化裡一直有海的理論。先秦人有東西南北「四海觀」，中國大陸四

面皆海是中華民族祖先的共同認識。古人云「四海之齊謂中央之

40. 《佛說十二遊經》，CBETA 2019. Q2, T04, no. 195, p. 147b20-25。

深廣的海洋上有大大小小無數的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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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裡」。41 傳統「蓋

天說」認為宇宙是天圓地方，中國在這塊方形土地中心，四海是圓

天下面四個方位邊界，即東海、南海、北海和西海。其中「東海」

主要指黃海海域，包括現在的浙江、江蘇海域，北起長江口北岸，

南以廣東南澳島至台灣南端一線為界，東至琉球群島。「南海」則

是中國南方海域，包括廣東、廣西、福建沿海，以及台灣地區在內。

「北海」是山東半島北部海區，即現今渤海地區。「西海」指現今

青海湖地區。42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佛教徒並沒有完全接受傳統文化的海洋地

理概念與地域劃分，而是在印度海洋觀基礎上進一步發揮，認為閻

浮提洲面四海，環海之洲居正中的地方是釋迦牟尼出生地迦毘羅

國。佛之威神至尊至重，不可生邊地。迦毘羅城在三千日月天地之

中央，過去古佛興起皆出於此。這是由釋迦牟尼佛高尚人格所決定

的，「良由人稱至聖道德尊高，人天群有莫不迴向」。43 中國震旦

緣居海邊，軒轅五嶽曲指嵩山為中心，雖然「局號中原，偏稱中國，

以事考定，中義自亡」，44 故立中之名，實為待邊，稱為「神洲」，

邊義自彰，人們常說「四海貢職萬國歡心，乃誇飾於一朝，終負實

於千代」。 45

中國佛教徒認為中印兩國氣候不同，自然條件有很大區別。「夫

以陰陽寒暑隨方起用，此土神州炎涼不等。南則瘴癘炎盛，北則方

41. 晉．張湛注，唐．殷敬慎釋文：《列子》卷 3，《欽定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

42. 關於「四海」的情況，可以參見劉青：《先秦時期的海洋觀》，山東師範大
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17 年 6 月 10 日，頁 29-33。

43. 《釋迦氏譜》CBETA 2019. Q2, T50, no. 2041, p. 87a27-28。 
44. 同註 43，p. 87b3-4。 
45. 同註 43，p. 87b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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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凝氷，雖有少華終非大舉。中天竺國，冬夏常調弗苦寒熱，卉木

恒茂無悴流霜，蓋由處非邊鄙，風雨無差，陰陽交泰，庶物停毒。」46

閻浮提洲被蔥嶺隔開，西據崑崙山，別名大香山，東南綿亙至於蜀

部（此山相狀，西北東南角維而列，冬夏積雪）。東面是赤州中國，

統治五嶽，取東西南北中五座大山而得名。蔥嶺西邊是大夏，南面

是天竺，分為五國，號稱五天竺，北洎雪山，南洎大海，六萬餘里

川澤坦然，更無山阜但有河水分注，林木森列，餘之三方，面帶山

隴，遞相連屬有類東川。中天竺國，地處印度國土中間，故「據名

以定，中義存焉」。須彌山是閻浮提最高的山，有阿耨達池，為龍

居住之處，流水出一河而注四海，水隨高勢以赴下流，迦毘羅國處

在高地。閻浮提東西二十四萬里，南北二十八萬里，其中東西十一

萬六千里，各地都有人居住。中國居於正中，與東西南北各距五萬

八千里，東拒海隅，南西北三方遠離海邊，因處低位，故定中邊，

為黃河源。「良由世界初搆，群生業力，結茲勝壤，以待佛興，即

事求諸，非中何謂？」因中國業力盛，人口眾多，信仰佛教的人期

待佛事興旺，故佛教發展離不開中國。

佛教地理學問題很多，謬誤不少，很多說法是按照佛教要求臆

測出來的，不實成分很多。例如上面所說，按釋迦牟尼出生地來確

定世界中心，不符合實際情況。古代中國人認為昆崙山是中國與外

國的分界嶺。佛教把須彌山視為世界中心，確立閻浮提在世界的位

置。中國人則將昆崙山看作主峰，以四方維度確定中原位置，而定

國名。

中印兩國對海的認識來自於對自然界的觀察而得到的，印度人

將海看作是生命來源，建立在多層次立體架構上，強調海對世界創

46. 《釋迦氏譜》CBETA 2019. Q2, T50, no. 2041, p. 87b28-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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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影響，這是大格局認識。印度佛教將海洋看作是天地之初，達

到一定的認識深度，難能可貴。

中國早就知道利用大海從事航海貿易等，或是尋找寶物，但古

代海洋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一種地理隔離而存在的。「中國最終形

成『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

的地理觀；而來自於西北內陸的威脅始終是歷朝歷代關注的焦點，

這種地緣鬥爭特徵，使我們的祖先形成了重陸輕海的政策取向；同

時優越的自然條件、豐富的物產，以及由此而生的天朝大國的感

覺，都加劇了我們的海內傾向，並且這種傾向很容易作為一種歷史

慣性而延續下來。而這種傾向性必然的結果就是漠視海洋的存在，

海洋觀念的邊緣性決定了其很難納入統治者的視野，也不會上升到

國家戰略層面，只能是零星存在的。」47 可見，實用的技術觀與利

益觀規定了中國人對海洋認識的方向。

印度人出海，擴大了眼界，看到了世界多元性，了解到眾多國

家與人口的存在，眾多食物與海洋有關，存在著不同人種等等，由

此生起諸多遐想。《梨俱吠陀》載：「從熾熱中生出了永久的理法

和實在，從此產生了黑夜，也升起了海中的波濤。從那海中的波濤

後來產生了年月，晝夜的司管者，一切眨眼生物的主宰。偉大的造

物主於是依次創造了日月，他依此創造了天、地、空和光。」（《梨

俱》x･190･1—3）48 婆羅門教崇拜火，將世界根源歸結於火，海則

是火中取粟的結果，也是時間的創造者。印度佛教充分利用這些海

洋地理知識，在加以概括與歸納後，上升到世界與宇宙的生成理論。

47. 朱宗軍、韓增林：《中國海洋觀的變遷》，《海洋開發與管理》第 26 卷第 6 期，

2009 年 6 月，頁 60。
48. 引自黃心川：《印度哲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年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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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遊經》裡描繪的與海有關的知識，是印度佛教徒在接受

傳統的海洋知識後，再加以發揮，經過理性提升而作出的新說明。

六千四百種魚、二千五百國，這些數字似乎是讓人有些眩暈，但是

在它們背後，卻有宏大的海洋敘事支撐，為之促進了印度佛教徒想

像力，將印度民族傳統玄想上升到新層次。

反觀中國，「受傳統農業思維的制約，傳統的海洋觀有很強的

一元主義傾向，表現在對海洋的認識上更多的是集中在『海產之

利，魚鹽並重』『藉海為活，以海為田』」 49 的商貿活動與農業開

墾方面，在思想上的發揮則在政治與道德教育方面，如儒家的「江

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50 強調統

治者的人品要有博大的胸懷，像江海一樣以其卑微而去顯示攻克一

切的能量，與道家的《道德經》所說的「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以

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51 是一個道理。學者將這種情況，歸納

到「以海喻人」、「以海喻政」、「以海喻道」三個方面，52 所謂「喩

道」就是「海洋在先秦時期呈現出的博大與神秘契合了古人對天道

的想像，海洋在宇宙論中的定位以及海洋的無限性成為人們探索天

道的方法」。53

印度佛教對海的認識超出了中國，對海的描繪與認識，比中國

人豐富，想的問題也比中國人深入。據說東晉儒者何承天善測天

文，明緯候，曾就天文晷景問題與僧人智嚴法師討論。智嚴云：「余

49. 朱宗軍、韓增林：《中國海洋觀的變遷》，《海洋開發與管理》第 26 卷第 6 期，

頁 61。
50. 明．夏良勝撰：《中庸衍義》卷 12，《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

51. 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下篇，《欽定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

52. 劉青：《先秦時期的海洋觀》，頁 44。
53. 參見劉青：《先秦時期的海洋觀》，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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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遊天竺備謁聖儀，至於晷剋頗懷。通覽中天竺國，夏至之日方中

無影，良是地中故也。此方雒南測影臺者，至夏至日終有餘分，故

非大夏，但名東夏也。」54 日晷，指太陽的影子，是中國古代天文

用來計時的方法之一。「日長之至，日影短至，至者，極也，故曰

夏至」。55 古人在某一固體上刻上專門的刻度，在北回歸線上對準

太陽，根據太陽移動後照射的影子角度，測量時間變化，區分不同

節氣。

地理學上的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是太陽光線能夠直射

在地球的最北界線，大約在北緯 23°26′（一般可估算為 23.5°），這

是地球上一條具有典型天文學意義的特殊緯度線和北溫帶與熱帶分

界線，每年只有在夏至日才能看到「立竿無影」或「方中無影」的

天文現象。北回歸線自西向東穿過中國雲南、廣西、廣東、福建（海

域）、台灣，稱為「神奇的回歸綠帶」，而穿過其他 16 個國家和

地區的北回歸線，多屬沙漠和草原地帶，如北非的撒哈拉沙漠、

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沙漠、印度與巴基

斯坦的塔爾沙漠、北美的墨西哥沙漠等

等，稱為「回歸沙漠帶」。每年 6 月 21

至 22 日是中國傳統農曆的夏至日，正午

時太陽直射地面，北半球各地的白晝時

間也達到全年最長。

中天竺是五印度之一，因地理位置

居印度之中而得名。「《山海經》云：

身毒之國（郭璞注云：即天竺也），軒

54. 《釋迦氏譜》，CBETA 2019. Q2, T50, no. 2041, p. 87c8-14。
55. 清．陳希齡：《恪遵憲度抄本》。

日晷是古代中國人利用日影
測時的一種計時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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轅氏居之。彼土自分以為五國，中天竺國，天地之中，名既非邊，

四垂斯絕。」56「身毒」是古人對印度的稱呼，「中天竺」有時也

指整個印度。《梁書》說：「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

方三萬里，一名身毒。……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

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為在天地之中也。」57 玄奘在《大

唐西域記》卷 4 列舉中印度 30 國，介紹甚詳。智嚴法師在中天竺

看不到夏至日太陽照射的影子，是他正在北回歸線上，所以「方中

無影」。但他指出洛陽登封天文台在夏至日還有日影，是因為洛陽

在北緯 34 度上，與北回歸線相差近 10 度，太陽會在天文台留下斜

影。古人不了解夏至日與北回歸線的根本原因，故智嚴法師提出的

問題，何承天無話可說。但是智嚴法師也不知道太陽公轉與地球自

轉，包括繞日公轉造成夏至日太陽直射地球的原因，只是根據眼中

所見的事實，說出現象而已。

四、結語

中國佛教徒認為，中國「文字開俗肇自古皇，或鳥跡垂文，或

科鬥程字，或史籀制篆，或程邈造隷，六文紛其昭哳，八體煥乎斯

彰，勘諸史冊難得定指」。58 中國文字描繪，依人情世故而變化，

有各種形式的書法，但仍然是象形字，依形認字，「三蒼三雅總會

說文，字本九千字源極矣，字林字統字宛桂宛」。 59 天竺梵文傳說

來自上天梵王，書語承天萬代恆定。梵文分為 28 部，若凡若聖今

56. 《釋迦氏譜》卷 1。
57. 《梁書》卷 54。
58. 《釋迦氏譜》卷 1，CBETA 2022. Q4, T50, no. 2041, p. 88a13-16。
59.  同註 58，p. 88a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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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一同，「故一音所演唯指梵言，群生各解乃隨方類」。60 雖然中

國佛教徒承認印度在世界之中，但是並沒有忘記中國是文化領先的

「有教之方」。印度文化有神聖與世俗二個系統，轉輪王是世俗社

會的統治者，釋迦牟尼則是眾生的導師與法王。前者是土地山川與

人之依報，後者是人之勝劣精麁必報。中天竺國地處五天竺中間，

係轉輪王與法王之二王福報所感。東方中國的皇帝是聖人，五帝三

王的影響沒有到達過西北塞外最偏僻的雞田赤城古驛站。秦漢以

後，中國才知道有西域，朝廷派遣使節甘英前往雪嶺考查，後有漢

武帝霍去病率軍平亂，一度到達蔥嶺之北，及少出廣東香雪之南。

漢代河西四郡建立後，西域被劃為中國版圖，中國鐵門關的西邊屏

障，實唯大宛和月支獫玁 61 之地，這些都是沒有文化的邊地，無法

與中土有教之方相比。

由海路傳入中國的《十二遊經》，可以通過經文看到其與海洋

文明的連繫。其認識的基礎是來自於眼見為實的判斷，以及在生活

和旅行中的所見，但最後上升到宗教境界，歸納到凡聖兩界。《十二

遊經》採用大量數字，以此說明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豐富多彩，特

別提到閻浮提洲「魚有六千四百種」，這是佛教經典裡面最早提到

的魚種類約數，後來被很多經典引用，具有重要意義。印度佛教徒

對自然界和生物的認識眼界是開闊的，他們看到了自然界中有很多

各種各樣的水生物。中印兩國的文化傳統不同，《十二遊經》描繪

與海有關知識，是印度佛教徒在接受傳統海洋知識後作出的新說

明，其背後無疑有著宏大的海洋敘事支撐。

60.  同註 58，p. 88a24-25。
61. 「獫玁」，指中國古代北方的民族，春秋時稱「戎」、「狄」，戰國後稱「匈

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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