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陀沒有教條 
 
本文以「小小戒」的問題為中心討論佛陀沒有教條的思想。佛教的經典記載，

佛陀臨終時告訴阿難，若僧團同意可以捨去小小戒。但是，到底哪些是小小戒，

佛陀並沒有說。於是，大迦葉說：「為免此譏，佛所未制，今不別制；佛所已

制，不可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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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迦葉的這一舉動，對當時來說也許是對的，適應了當時的社會環境。但是，

從長遠的角度來說是不利的，因為他把戒律看成是一成不變的教條，失去了它

的靈活性和適應性。因此印順導師在其著作中多處對此作出批評。 

佛教要適應時代的變革  

「小小戒可捨」的重要意義是，以傳播佛法、續佛慧命為首要任務的僧人，不

要把戒律看成是僵死的教條，尤其是小小戒。在保持佛教的原則與精神不變的

情況下，佛教要去適應時代的變革。古代的大德們把握了佛陀的這種精神，在

佛教傳播的過程中，他們大膽地做出了許多改變。比如，當佛教傳入中國的時

候，為了適應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國的祖師大德們做了許多調整。因為中國人

的思想與印度人的不同，認為乞食是一種寄生的生活方式，中國人更強調自食

其力。如原始佛教時，佛的弟子基本上是以乞食為主，而中國僧人放棄乞食，

在寺院做飯。印度時佛的弟子是不允許做挖土掘地的勞作，因為怕傷害微生物。

而中國祖師們提出「一日不作，一日不食」，中國僧人會從事各種勞動。 

其次，原始佛教時，佛陀的弟子們過午不食。但是大乘佛教國家的僧人基本上

都吃晚餐。這是因為大乘佛教的僧人，或多或少都從事不同的體力勞動。再加

上大乘佛教國家如中國、韓國和日本，氣候與印度的不同，比較寒冷，所以不

吃晚餐很難生存。 

再如，漢傳僧人所穿的衣服，已經不是佛陀時代所穿的衣服了，而是漢代的服

裝。根據戒律，每一位僧人不得超過三件衣服。對於生活在印度的僧人來說，

已經足夠了，因為印度位於熱帶區。但是，當佛教傳入中國後，尤其是北方，

由於地理環境和氣候的改變，三件單薄的衣服是遠遠不夠禦寒的。所以大德們

毫不猶豫地穿上了棉衣，這樣就保證了僧人的生存。 

又如，原始佛教時，佛陀是允許他的弟子們食「三淨肉」。但是，當佛教傳入

中國後，中國的僧人由食肉改成了食素。這雖然與南朝的梁武帝蕭衍有關，但

是，梁武帝就有那麼大的力量麼？他能使佛教改變其傳統麼？從根本上來說，

中國的僧人由食肉改成了食素，它是與中國的傳統思想分不開。 



這主要是由於儒家仁慈思想與孝道的影響。如《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

見其生，不忍見其死，聞其聲，不忍食其肉。」這是表示仁慈。又如根據儒家

孝道思想，當父母親去世後，子女在服喪期間斷一切肉。佛教受儒家的影響，

在梁武帝之前，有許多僧人如道安、慧遠等就是蔬食者。 

不應將戒律變成僵死的教條  

因此，遵循佛陀「小小戒可捨」的精神，在佛教傳播的過程中，大乘佛教的祖

師大德們在戒律方面做了許多的修改。其目的就是為了使佛教能在其新的土壤

中生存成長，而佛教的原則與精神一點也沒有變。 

佛陀說「小小戒可捨」是一個精神，是一個原則，而不是指具體的戒條。因此

它是靈活的，它是可以隨著時間與地域的不同而變化的。佛陀的意思很明確，

他要僧人在傳播佛法時把握這個精神，而不要被那些無關緊要的具體細節所束

縛。到底哪些具體的戒條是可以捨棄的小小戒，是不可以指定的，它是隨著時

間、地理、氣候與環境而定。在大乘的戒律中有「隨方毘尼」。如果一定要指

出哪些是小小戒而捨棄，這樣戒律又變成了一個僵死的教條，那樣「小小戒可

捨」的精神就失去了。因此佛陀就沒有對阿難講小小戒的具體細節，具體指哪

一些戒條。只有這樣，僧人們在傳播佛教的時候，才能夠隨著時間與地域的不

同，依照佛所講「小小戒可捨」的精神，來決定哪一些是「小小戒」而進行改

變。因此，捨棄小小戒的精神，本身就是不把戒律看成是教條。如果把小小戒

落實到具體的戒條的話，那就失去了它的靈活性和適應性。 

從以上的例子當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論。佛陀從來不把任何教理或戒律

看成是一成不變的教條，他以中道的精神指導行動，一切行為都是為了一個目

標：獲得解脫。因此經中講道：如海水一樣，只有一個味道，佛陀的教法也只

有一個味道，解脫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