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0/6/30 收稿，2020/7/30 通過審稿。 
＊這篇文章最初是博一下學期（107-2）指導老師萬金川教授課程的期末報告，

完成後老師又特撥冗用一學期時間以讀書會方式對文稿進行逐一檢討，以及

後期各位評審、編輯老師細緻的修改意見，並得到悲廣基金會的獎助，在此

一併致謝。若有所得，皆為先生教導；如有不當，責歸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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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① 

② 

③ 

④ 

                                                
1 宮本為毗盧藏、崇寧藏二藏的合藏，據宮內廳書陵部 1931 年編輯的《圖書寮

漢籍善本書目•附錄大藏經細目》的記載，宮內廳書陵部收藏的《四分律》

共 60 貼，「下」字函至「夫」字函紹興四年，自「唱」字函至「隨」字函同

八年，俱福州開元寺板，但同時在 51-55 卷末又有「懷安縣崇福里祥山願比

丘尼道津謹施長財彫斯經一卷」、「崇福比丘尼等淨財喜捨」等字樣。筆者

逐一翻閱匯總六十卷每卷首尾，發現其中有牌記，確切表明開元寺毗盧藏的

共 22 卷，其餘卷首無牌記，但不能確定無牌記的就是崇寧藏，何梅亦稱「兩

藏經本均已殘缺不全，故判斷兩藏收經差異難度極大」，何書將兩藏合稱為

《福州藏》。故本文未處理此問題，只通稱「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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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分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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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四分律》的命名，有兩種不同觀點：道宣律祖認為是因為結集時分四

次誦出而得名；義淨三藏則認為是因為梵本有四篋組成而得名。 
3 僧祐撰；蘇晉仁、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P117 卷三：「曇無德四分律，四十卷，或分四十五卷。」《開元釋教錄》卷

13：「四分律，六十卷。（或四十五、或七十卷，六帙。姚秦罽賓三藏佛陀

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單本。）」K1062.13.34.15-19；卷 20（P505 下）：「四分律，

六十卷。（或四十五卷、或七十卷、或云四十卷、或云四十四卷），六帙，

一千三百一十五紙。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K1062.20.14.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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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瑞法師，《四分律比丘尼戒相表記淺釋》，忻州：五台山普壽寺出版，

2008 年，517 頁。 
5 即比丘、比丘尼三壇大戒納受戒體時所依的羯磨法，唯有登壇受戒、納受戒

體於心方才成為真正的僧人，才算真正入僧數。自佛教傳來，有出家人受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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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傳僧祇戒本及四分羯磨，但傳授戒法者依四分羯磨，受戒者遵四分而

得戒體，之後一直延續至今。 
6 另有寫本系統的《四分律》。如日本各寺院所藏的古寫經《四分律》皆有不

同卷帙的遺存，但由於目前筆者見不到這筆資料，故僅於附錄列明《四分

律》在各古寫經的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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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次 
玄應

14/25 

慧琳

59/100 

可洪 

16/30 
卷次 

玄應 

14/25 

慧琳 

59/100 

可洪 

16/30 

序文 1 1 17 31 7 7 32 

1 30 30 30 32 7 7 16 

2 27 25 26 33 7 7 15 

3 22 22 23 34 3 3 31 

4 10 10 14 35 10 10 29 

5 7 5 16 36 未出 未出 16 

6 11 11 15 37 2 2 5 

7 11 11 29 38 2 2 12 

8 2 2 16 39 6 6 17 

9 6 6 17 40 11 10 50 

10 6 6 13 41 7 7 51 

11 10 10 46 42 14 1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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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 11 31 43 10 10 51 

13 4 4 15 44 未出 未出 16 

14 7 7 20 45 未出 未出 19 

15 6 6 28 46 5 5 11 

16 11 11 7 47 未出 未出 20 

17 未出 未出 14 48 2 2 5 

18 4 4 25 49 12 12 15 

19 13 13 20 50 12 12 55 

20 6 6 19 51 8 8 80 

21 5 5 13 52 18 18 38 

22 未出 未出 12 53 7 7 71 

23 未出 未出 12 54 未出 未出 40 

24 未出 未出 20 55 2 2 10 

25 4 4 11 56 3 3 19 

26 3 3 10 57 2 2 26 

27 4 4 6 58 未出 未出 3 

28 2 2 5 59 未出 未出 7 

29 3 3 11 60 6 6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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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未出 未出 7 總 計 389 384 1398 

二、學界對《四分律》的研究概況 
佛教界祖師大德尤重視毗尼，毗尼在中國諸多傳本中又最

重四分，目前我們查找到的四分律相關研究絕大部分都是歷代

祖師大德以及現當代出家眾講戒、註疏、闡述類作品。而與此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學界對《四分律》的研究，或許出於白衣不

                                                
7 萬金川，〈可洪音義與佛典校勘〉，《漢傳佛教研究的過去現在未來》會議

論文集 93-1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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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讀戒的傳統而略顯單薄。直接以《四分律》為題的論文台灣

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遍尋不見
8
，大陸論文綜合平台知網也

僅有 21 篇論文，在佛學論文中實在算不上大量，甚至有些少得

可憐。隨著敦煌《四分律》殘卷這一新材料的出現，我們可以

看到，在這 21 篇論文中，又以敦煌本《四分律》的相關研究為

主，超過三分之一。
9
 

                                                
8 有一篇中華佛研所果行法師 1994 年的畢業論文〈《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

之研究—以眾法為中心〉，但是基本是對道宣大師《行事鈔》的研究，而非

直接對《四分律》。 
9 近代以來日人佛學研究風行，對《四分律》的研究也不乏佳作，通過檢索我

們得知在有關四分律的 35 篇論文中，有一半是關於道宣大師所做《行事鈔》

的，直接就《四分律》進行研究的有另外的十余篇，分別是：戶次顕彰的

《四分律學の係譜と南山道宣》、大谷由香的《日本律宗からみた「四分律

伝持の曇無徳部」成立時期》、渡邊幸江的《『四分律』考》、天野信關於

《四分律》中受戒揵度的兩篇文章，井上博文就《四分律》第一結集記事的

一些考察，坂本広博的《十誦律から四分律へ》，佐藤達玄的《四分律の形

成と展開》，宮林昭彥對《四分律》戒體的考察，川口高風《中国律宗にお

ける四分律の大乗的理解》以及平川彰的《四分律宗の出現と十誦律》。 
10 金雙平，〈敦煌寫本《四分律》俗字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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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平

                                                
11 金雙平，〈敦煌本《四分律》字詞考〉，蘭台世界，2016 年 08 期。 
12 金雙平，〈敦煌寫本《四分律》及其校勘價值〉，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2012 年 05 期。 
13 金雙平，〈敦煌寫本《四分律》初探〉語文學刊，2012 年 09 期。 
14 胡方方，〈敦煌本《四分律》及其戒本寫本考〉，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

文，2016 年。 
15 錢群英，〈佛教戒律詞彙研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 2003 年。 



《四分律》尼戒前二篇校勘及異文類型分析    115 
 
 

 

                                                
16 黃鬱佳，〈《四分律》古今同形複音形容詞研究〉，浙江大學，碩士論文，

2009 年。 
17 金雙平，〈《四分律》的詞彙特點〉，黑龍江史志，2015 年 01 期。 
18 金雙平，〈《四分律》俗語詞考釋〉，蘭州學刊，2012 年 10 期。 
19 陳氏玉霜，〈道宣律師與《四分律》研究〉，附件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07 年。 
20 王振鈺，〈和合僧團 正法久住——從《四分律》看佛祖結戒本意〉，船山

學刊，2005 年 04 期。 
21 普超法師，〈受畜金銀戒之探討——以漢譯《四分律》與《摩訶僧祇律》為

考察中心〉，普陀學刊，2014 年 0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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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龍延，〈《摩訶僧祇律》與《四分律》記述故事之比較〉，忻州試單學院學

報，2002 年 03 期。 
23 吳蔚琳，〈《善见律毗婆沙》與《四分律》關係新探〉，世界宗教文化，

2018 年 04 期。 
24 錢群英，〈《四分律》中的外治法〉，浙江中醫學院學報，2005 年 01 期。 
25 彭楊莉，〈《四分律》佛教醫學詞彙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13 年。 
26 黃仁瑄、聶宛忻，〈《四分律》之玄應音義校勘舉例〉，語文研究，2013 年

03 期。 
27 徐文明，〈《四分律序》辯偽〉，佛學研究，2010 年 00 期。 
28 熊果，〈《四分律》異文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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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熊果，〈《四分律》異文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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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分律·尼戒二篇》第八、第十四條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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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可洪音義》所出前二篇詞條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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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明朝弘贊法師感念於“展卷不識其名，循文詎能知義”的情況而編輯《四分律

名義標釋》特將《四分律》中詞彙個別摘出注釋說明，全書共 40 卷，比丘尼

戒在第 19-20 卷，位於續藏經第四十四冊。 
31 續藏 44 冊，744 號，《四分律名義標釋》卷 1，第 414 頁，中欄 第 16 行。 
32 續藏 44 冊，744 號，《四分律名義標釋》卷 19，第 548 頁，下欄 第 5-6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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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田時雄〈可洪隨凾錄と行瑫隨凾音疏〉，收於《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

法》，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1994 年，第 118-1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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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詳見李富華、何梅《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 
35 續藏 44 冊，744 號，《四分律名義標釋》卷 19，第 548 頁，下欄第 14-15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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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ś，單詞

deśana，再加 ī 陰性化為 deśanī，即「提舍尼」。再回到漢

語的音寫中，漢語系統有清濁的區分，即用端母字、定母字

分別來表示 t、d 兩個 讀音，而堤、提二字中，從土之「堤」

字有端母字、定母字兩者，即 di、ti 兩讀；從手之 「提」字則

只有定母字 ti 的讀音，而沒有端母字 di 之音。由是之故，我

們認為在堤、提兩字中應該用有兩讀的「堤」來音寫原文

deśanī 的 d 更為恰當。 

                                                
36 《大正藏》54 冊，2130 號《翻梵語》卷 3，第 1002 頁，下欄第 4 行。 



《四分律》尼戒前二篇校勘及異文類型分析    131 
 
 

 

                                                
37   梵文 tiṣya 相關詞義見梵佛研網站  http://fdict.cn： (1) as n. for Śāriputra 

(otherwise Upatiṣya): SP 91.7 (vs); (2) n. of a brother of Śāriputra: Mv iii.56.11; (3) 

n. of Śāriputra's father: Av ii.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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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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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寘」以「徒年」來音切，因為存在古今音之變。而現代漢語中標音為 zhi

是因為古無舌上音，近來由端、透、定分化出現在漢語中的 zhi、chi、shi，

故而可洪以「徒年」切「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