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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聞：誦經的利益

佛陀早年的出家弟⼦如yasa，雖然不像傳統上的⼀般婆羅⾨曾經有
過「⼝耳相傳」的背誦訓練，但⾄少也有⼀些很基本的背誦和記憶
格式，例如開⽰會重複⼀些重點，讓聽者把握重點、牢記在⼼。

隨著佛陀弘化45年，這樣的「格式」會隨著經典的數量⽽持續進⾏
及增加，直⾄佛陀入滅是如此。

 

⼀、⼀⼈誦經，其他⼈乃⾄⿁神聽後受益 

佛陀朗誦緣起經
相應部（SN 12.45）《親族經》（Ñātika-suttaṃ）：
佛陀⼀⼈在獨處朗誦「緣於眼、⾊⽣起眼識…，乃⾄苦蘊集起」關
於緣起的經⽂，時⼀比丘在旁聽聞，世尊發現後就咐囑他要好好學
習和憶持此經，並說這是「具利益、梵⾏的基礎」。這是單純地朗
誦，當初的⽬的既不在教⽰也不是溫習（佛陀需要溫習嗎？）。 

尊者阿那律陀夜後分誦經
相應部（SN 10.6）《毗央迦拉經》（Piyaṅkara-suttaṃ）：
尊者阿那律在破曉時分起來誦說法句，夜叉⺟哄⼦說偈⾔：「勿出
聲，比丘在誦說法句…」。



雜阿含1321經：
尊者阿那律陀夜後分時，端⾝正坐，朗誦優陀那、波羅延那、⾒真
諦、諸上座所說偈、比丘尼所說偈、⼫路偈、義品、牟尼偈、修多
羅，悉皆廣誦。 時，畢陵伽⿁⼦夜啼，畢陵伽⿁⼦⺟為其⼦說偈
並呵⽌⾔： 「畢陵伽⿁⼦，汝今莫得啼，當聽彼比丘，誦習法句
偈。 …」

別譯雜阿含320經：
阿那律中夜早起，正⾝端坐，誦法句偈，及波羅延⼤德之偈，⼜復
⾼聲誦習其義，及修多羅等。 時，⿁⼦⺟所愛⼩⼦，字賓伽羅，
啼泣墮淚。 時，⿁⼦⺟慰撫⼦⾔： 「道⼈誦經，汝莫啼泣！」

⼆、七不退法之⼀：集會（誦經、誦律、羯磨等）

DN.16/(3) Mahāparinibbānasuttaṃ 
長部16《⼤般涅槃經》
134.
kinti te, ānanda, sutaṃ, vajjī abhiṇhaṃ sannipātā 
sannipātabahulā’ti?  
阿難！你是否已聽聞到，他們「跋耆⼈常集會，多集會」？ 

sannipāta：[fr. sannipatati] 集合，集會，與會。

Sutaṃ metaṃ, bhante– ‘vajjī abhiṇhaṃ sannipātā 
sannipātabahulā”ti. 



⼤德！我已聽聞到那：「跋耆⼈常集會，多集會」。 

Yāvakīvañca, ānanda, vajjī abhiṇhaṃ sannipātā sannipātabahulā 
bhavissanti, vuddhiyeva, ānanda, vajjīnaṃ pāṭikaṅkhā, no 
parihāni.  
阿難！只要諸跋耆⼈將有常集會，多集會。阿難！如是諸跋耆⼈的
繁榮/增⼤應該被預期的，不會衰退。 

DN-a 2, 3. mahāparinibbānasuttavaṇṇanā, 
rājāparihāniyadhammavaṇṇanā 
長部16《⼤般涅槃經注》  
abhiṇhaṃ sannipātāti divasassa tikkhattuṃ sannipatantāpi 
antarantarā sannipatantāpi abhiṇhaṃ sannipātāva. 
「常集會」：在⽩天的三次集會或屢次的集會，是常集會。

sannipātabahulāti hiyyopi sannipatimhā, purima-divasampi 
sannipatimhā, puna ajja kimatthaṃ sannipatitā homāti vosānaṃ 
anāpajjantā sannipātabahulā nāma honti.  
「多集會」：昨天我們集會，前天我們也集會，今天⼜有什麼原因
/⽬的我們再集會，不遭中斷後，即名多集會。

———————

136.  
Bhagavā etadavoca–  “Yāvakīvañca bhikkhave, bhikkhū abhiṇha
ṃ sannipātā sannipātabahulā bhavissanti, vuddhiyeva, 
bhikkhave, bhikkhūnaṃ pāṭikaṅkhā, no parihāni.  
世尊這樣說：「諸比丘！只要諸比丘將有常集會，多集會。諸比
丘！如是諸比丘的繁榮/增⼤應該被預期的，不會衰退。



世尊有七次問阿難尊者：「阿難！你是否已聽聞到」（kinti te, 
ānanda, sutaṃ…）跋耆⼈的事，結尾皆以「繁榮/增⼤應該被預期
的，不會衰退」記說。

（134）跋耆王的七不退法：
1 常集會，多集會。
2 和合集會、和合出罪、和合執⾏跋耆⼈應作的諸義務。
3 未施設的不使施設，已施設的不斷絕。
4 恭敬、尊重、榮譽、奉獻於跋耆⼈中的老⼈。
5 對有家庭婦女、良家少女不強迫拖走/绑架⽽使居住。
6 恭敬、尊重、榮譽、奉獻於跋耆⼈的內外塔廟，對先前所施、先
前所作的合法供祭物品，不使損壞。
7 是否對阿羅漢如法地保護、障護、守護、保護？是否未來的阿羅
漢將會到來，及已來的阿羅漢將會安樂住？

（136）比丘僧的七不退法：
1 常集會，多集會。
2 和合集會、和合出罪、和合執⾏比丘應作的諸義務。
3 未施設的不使施設，已施設的不斷絕，接受於已施設的學處。
4 恭敬、尊重、榮譽、奉獻於那些有經驗出家已久的長老、僧伽之
⽗、僧伽的領袖/指導者，應該聽從他們。
5 不受已⽣起的、導致再⽣（後有）的渴愛控制/影響。
6 對於阿蘭若中的臥坐具/住處是將有期待者。
7 諸比丘各⾃建立/現起其念：是否未來舉⽌得體的同梵⾏者將會到
來，及已來舉⽌得體的同梵⾏者將會安樂住？



《長阿含經》卷2： 
1 汝聞跋祇國⼈數相集會，講議正事不？」 
2 汝聞跋祇國⼈君⾂和順，上下相敬不？ 
3 汝聞跋祇國⼈奉法曉忌，不違禮度不？ 
4 汝聞跋祇國⼈孝事⽗⺟，敬順師長不？ 
5 汝聞跋祇國⼈恭於宗廟，致敬⿁神不？ 
6 汝聞跋祇國⼈閨⾨真正潔淨無穢，⾄於戲笑，⾔不及邪不？ 
7 汝聞跋祇國⼈宗事沙⾨，敬持戒者，瞻視護養，未甞懈惓
不？ 

佛告諸比丘「七不退法」者： 
⼀曰數相集會，講論正義。 
⼆曰上下和同，敬順無違。 
三曰奉法曉忌，不違制度。 
四曰若有比丘⼒能護眾，多諸知識，宜敬事之。 
五曰念護⼼意，孝敬為⾸。 
六曰淨修梵⾏，不隨欲態。 
七曰先⼈後⼰，不貪名利。 

(CBETA 2019.Q4, T01, no. 1, p. 11a24-b14) 

《佛般泥洹經》卷1： 
越祇國⼈： 
1 數相聚會，講議政事，修備⾃守。 
2 君⾂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 
3 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 



4 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 
5 孝於⽗⺟，遜弟師長，受誡教誨。 
6 承天則地，敬畏社稷，奉順四時。 
7 尊奉道德，國有沙⾨應真及⽅遠來者，供養衣被、牀臥、醫
藥。 

諸比丘： 
1 比丘當數相聚會誦經。 
2 上下相承⽤坐起。 
3 坐起不得念家室妻⼦。 
4 在⼭阻間，若在深林樹下塚間，當⾃思惟五（⽣？）滅。 
5 少年奉道，當先問長老比丘，敬畏承⽤，受教莫厭。 
6 ⼼當奉法，敬畏經戒。 
7 持⼆百五⼗戒，具以得阿羅漢道，欲來學者莫却，入者相承
⽤，來者所有衣被、飲食當共⽤，病瘦當相瞻視。 
(CBETA 2019.Q4, T01, no. 5, p. 161a1-10) 

《般泥洹經》卷1：
越祇國⼈：
1 數相聚會，講論政事，修備⾃守。
2 君⾂常和，所任忠良，轉相承⽤。
3 奉法相率，無取無願，不敢有過。
4 禮化謹敬，男女有別，長幼相事。
5 孝於⽗⺟，遜悌師長，受識教誨。



6 承天則地，敬畏⿁神，敬順四時。
7 尊奉道德，國有沙⾨應真及四⽅來者，供養衣食臥床疾
藥。

比丘：
⼀當數會，講誦經道，無有懈怠。

⼆當和順，忠正相教，轉相承⽤。
三當無取，無願於他，唯樂⼭澤。

四當絕望，長幼先後，相事以禮。
五當慈孝，承事師長，受識教誨。

六當奉法，敬畏經戒，以修梵⾏。
七當遵道，供養聖眾，開解童蒙。來學者，受給施衣、食、臥

床、疾藥。
如是七法，可得久住。
(CBETA 2019.Q4, T01, no. 6, p. 176a25-176b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