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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佛 教 典 故 裡 ， 殺 人 狂 央 掘 魔 羅 歸 依 佛 陀 而 成 為 聖 者 的 故 事 為
人 所 熟 知 ， 本 文 研 究 題 材 即 以 大 乘 、 聲 聞 乘 兩 種 佛 教 典 範 《 央 掘
魔 羅 經 》 的 敘 事 結 構 與 敘 事 元 素 為 中 心 。 我 們 將 比 較 聲 聞 經 、 本
生 譚 與 大 乘 經 等 三 種 文 學 裡 ，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的 變 化 ， 探 討 前 後 闡
釋 的 同 異 處 。 本 文 結 論 指 出 ： 諸 部 聲 聞 乘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與 本
生 譚 之 間 ， 彼 此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的 出 入 只 是 「 量 變 」 的 差 異 ， 未 造
成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 但 是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的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 則
是 兼 具 「 量 變 」 與 「 質 變 」 的 差 異 ， 其 原 因 在 於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透 過 「 擬 態 的 詮 釋 學 策 略 」 ， 促 成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 職 是 之
故 ， 聲 聞 乘 與 聲 聞 經 不 僅 是 大 乘 與 大 乘 經 的 宿 主 ， 亦 是 後 者 勸 誘
改 宗 的 對 象 。

關 鍵 詞 ： 央 掘 魔 羅 、 典 範 轉 移 、 擬 態 、 詮 釋 學 、 未 曾 有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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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gulimala S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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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 h e B u d d h i s t s t o r y o f A v g u l i m a l a w h o o n c e t o b e a m u r d e r
a n d l a t e r c o n v e r t e d a s a s a i n t i s k n o w n w e l l a r o u n d . B y c o m p a r i n g
w i t h t w o k i n d s o f B u d d h i s t p a r a d i g m s o f A v g u l i m a l a S u t t a a n d
a n a l y z i n g t h e i r n a r r a t i v e s t r u c t u r e s a n d e l e m e n t s , t h i s p a p e r w i l l
t e l l t h e i d e n t i t y a n d d i f f e r e n c e o f A v g u l i m a l a s t o r i e s b e t w e e n
t h r e e v e r s i o n s o f l i t e r a t u r e s , i e . S a v a k a s u t t a , J a t a k a s t o r y a n d
M a h a y a n a s u t t a . M o r e o v e r , w e w i l l p o i n t o u t t h e d i f f e r e n c e o f
A v g u l i m a l a s t o r i e s b e t w e e n S a v a k a s u t t a a n d J a t a k a s t o r y i s a
kind of ‘quantitative change’ which effects no shift of Buddhist 
paradigms. But the difference shown in Mahayana version’s 
A v g u l i m a l a story is not only a kind of ‘quantitative change’, but 
also is a kind of ‘qualitative change’, for it c a u s e s t h e s h i f t o f
B u d d h i s t p a r a d i g m s a n d c h a n g e s S a v a k a p a r a d i g m i n t o M a h a y a n a
p a r a d i g m . F u r t h e r , w e e x a m i n e a n d m a k e c l e a r t h e s t r a t e g i c w h i c h
M a h a y a n a v e r s i o n r e f o r m S a v a k a s u t t a c a n b e s a i d 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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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meneutical Tactic of Mimicry’. We conclude that Savaka 
B u d d h i s m i s p a r a s i t i z e d b y M a h a y a n a B u d d h i s m a n d b e c o m e s a n
o b j e c t w h o w a s c o n v e r t e d b y M a h a y a n a B u d d h i s m .

Key w ords:
Avgulimala, Shift of Par adigm, Mimicry, Hermeneutics , Abbhuta Dh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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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提出

（一）聲聞經的大乘化問題

大 乘 佛 教 自 視 為 是 一 種 歷 史 上 後 起 於 且 思 想 上 優 越 於 聲 聞 乘
的 「 新 佛 教 典 範 」 ， 它 的 興 起 、 傳 播 、 實 踐 、 以 及 思 想 法 義 之 正
當 性 辯 護 ， 當 然 也 需 要 透 過 「 新 經 典 」 作 為 思 想 載 體 與 實 踐 依
據 。 若 是 如 此 ，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過 程 中 ， 「 新 經 典 」 如 何 因 應 時 代
宗 教 需 求 ， 「 善 權 方 便 」 （ u p a y a k a u w a l y a ） 地 改 寫 聲 聞 佛 教 典 範
暨 聲 聞 經 典 ， 進 而 證 成 大 乘 典 範 與 大 乘 經 典 的 正 當 性 呢 ？ 由 於 這
類 問 題 牽 涉 到 「 聲 聞 經 的 大 乘 化 問 題 」 ， 因 而 值 得 我 們 特 別 關
心 。

（二）佛教典範轉移與文本實踐的詮釋學策略

這 類 問 題 要 獲 得 充 分 與 完 整 的 討 論 並 不 容 易 ， 原 因 大 致 有
二 。 其 一 ， 這 種 比 較 研 究 ， 涉 及 兩 種 佛 教 典 範 裡 大 量 相 同 的 敘 事
題 材 ， 除 必 須 熟 悉 各 種 佛 教 經 典 的 豐 富 知 識 外 ， 也 需 要 敏 銳 且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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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的 問 題 意 識 深 思 ， 並 且 它 也 不 是 單 一 佛 教 典 範 研 究 的 模 式 足 以
支 撐 。 其 二 ， 這 類 問 題 也 涉 及 大 乘 佛 教 發 展 背 後 是 否 有 非 佛 教 系
的 印 度 宗 教 思 想 影 響 之 考 量 ， 這 往 往 也 不 是 那 種 過 度 依 賴 純 粹 佛
教 內 學 式 研 究 作 為 解 釋 的 模 式 可 以 獲 得 廣 泛 而 相 對 客 觀 性 的 結
論 ， 當 然 更 不 是 純 粹 宗 教 信 仰 或 信 心 喊 話 的 心 理 主 觀 之 解 釋 模 式
可 以 支 撐 。 要 充 分 討 論 這 些 問 題 ， 需 要 對 於 當 時 宗 教 際 的 競 爭 與
模 仿 的 互 動 關 係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瞭 解 ， 甚 至 也 得 配 合 從 格 局 更 為 宏
觀 的 整 體 印 度 學 視 域 與 背 景 ， 重 新 解 讀 這 場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的 宗 教
革 命 問 題 。

這 些 待 決 問 題 都 很 重 要 且 具 有 挑 戰 性 ， 全 盤 處 理 所 需 要 的 種
種 研 究 方 法 也 遠 非 這 篇 短 文 所 能 完 成 承 擔 的 。 本 文 僅 在 前 述 思 考
角 度 下 ， 將 研 究 對 象 放 在 「 文 本 」 （ 即 書 寫 化 的 佛 教 經 典 ） 這 個
範 疇 ， 縮 小 討 論 範 圍 於 兩 種 佛 教 典 範 經 典 共 有 的 敘 事 結 構 中 ， 以
彼 此 相 關 的 敘 事 元 素 （ 人 、 事 、 時 、 地 、 物 ） 為 研 究 題 材 ， 探 討
新 舊 兩 種 佛 教 典 範 經 典 如 何 闡 釋 它 們 ， 藉 此 解 析 大 乘 「 新 經 典 」
採 取 何 種 「 文 本 實 踐 」 （ t e x t p r a x i s ） 之 詮 釋 學 策 略 ， 技 術 地 與
技 巧 地 促 成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

（三）題材選擇與本文結構

研 究 題 材 的 選 擇 與 考 量 上 ， 佛 教 典 故 惡 名 昭 彰 的 殺 人 狂 央 掘
魔 羅 是 個 很 適 合 的 研 究 對 象 。 這 位 存 在 於 佛 世 時 代 的 央 掘 魔 羅 ，
他 歸 依 佛 陀 前 的 兇 狠 殺 人 罪 行 ， 與 他 歸 依 佛 陀 後 成 為 忍 辱 的 聖 者
形 象 ， 前 後 性 格 呈 現 明 顯 反 差 ， 極 具 強 烈 戲 劇 性 效 果 。 不 僅 聲 聞
經 以 他 作 為 浪 子 回 頭 的 教 學 典 範 ， 介 於 聲 聞 乘 與 大 乘 過 渡 階 段 的
佛 教 本 生 譚 ， 也 以 他 的 往 世 故 事 作 為 教 化 材 料 ， 大 乘 經 更 以 新 思
想 揉 寫 這 個 角 色 ， 符 合 大 乘 佛 教 典 範 的 需 求 。 為 此 ， 本 文 以 央 掘
魔 羅 的 敘 事 論 述 為 研 究 題 材 ， 分 析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在 聲 聞 經 、 本 生
譚 與 大 乘 經 裡 ─ ─ 即 兩 類 佛 教 典 範 的 三 種 文 學 裡 ， 產 生 何 種 程 度
的 變 化 。

本 文 隨 後 : ) 分 為 五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 扼 要 回 顧 學 界 對 該 題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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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理 解 方 式 ， 說 明 本 文 研 究 方 法 與 研 究 進 路 之 理 由 。 第 二 部 分 ，
採 用 經 文 批 判 （ t e x t c r i t i c i s m ） 方 法 ， 對 比 聲 聞 經 各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 以 彼 此 敘 事 的 共 通 公 約 內 容 為 基 礎 ， 輔 以 各 版 聲 聞 經
擴 充 的 部 份 ， 解 讀 央 掘 魔 羅 的 聲 聞 經 形 象 。 第 三 部 份 ， 探 討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在 本 生 譚 中 的 變 化 ， 並 與 央 掘 魔 羅 的 聲 聞 經 形 象 進 行 比
較 。 第 四 部 份 ， 藉 由 大 乘 版 與 聲 聞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的 對 比 ， 探
討 聲 聞 經 的 大 乘 化 問 題 ， 並 解 析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如 何 運 用

「 擬 態 」 （ m i m i c r y ） 的 詮 釋 學 策 略 ， 技 巧 地 促 成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
第 五 部 份 ， 則 是 本 文 結 論 。

二、央掘魔羅的當代理解

央 掘 魔 羅 浪 子 回 頭 的 神 奇 故 事 ， 它 很 難 不 被 佛 教 作 為 勸 化 世
人 的 最 佳 教 材 ， 即 使 是 歐 美 的 佛 學 研 究 者 與 佛 教 愛 好 者 也 對 此 重
視 。 早 從 1 9 6 6 年 德 裔 斯 里 蘭 卡 僧 人 向 智 長 老 （ N y a n a p o n i k a
T h e r a , 1 9 0 1 - 1 9 9 4 ） 與 何 慕 斯 ‧ 海 克 （ H e l l m u t h H e c k e r ） 在 著 手
撰 寫 佛 弟 子 的 略 傳 開 始 ， 西 方 學 界 就 不 曾 錯 過 央 掘 魔 羅 這 個 充 滿
戲 劇 性 張 力 的 傳 奇 故 事 。 在 〈 從 殺 人 犯 到 聖 者 之 路 ： 央 掘 魔 羅 〉
該 文 ， 向 智 長 老 把 與 央 掘 魔 羅 有 關 的 舊 作 擴 增 轉 譯 ， 隨 後 並 於
1 9 8 4 年 在 斯 里 蘭 卡 的 佛 教 出 版 協 會 （ B u d d h i s t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o c i e t y ， 簡 稱 B P S ） 正 式 發 行 單 本 英 文 版 。 向 智 長 老 是 佛 教 僧
人 且 其 修 學 傳 統 以 上 座 部 佛 教 為 主 ， 對 於 央 掘 魔 羅 這 個 角 色 與 劇
情 描 寫 手 法 ， 除 了 以 聲 聞 典 範 的 佛 教 聖 典 暨 註 解 書 傳 統 的 記 載 為
依 據 ， 同 時 多 少 會 自 然 流 露 著 宗 教 信 仰 的 氤 氳 。 對 於 不 諳 德 語 的
廣 大 英 語 佛 教 讀 者 群 這 是 一 種 閱 讀 的 福 音 ， 連 帶 也 逐 漸 使 得 英 語
佛 教 界 對 於 佛 教 聖 弟 子 的 傳 記 的 重 視 與 整 理 ， 例 如 美 籍 菩 提 比 丘

（ B h i k k h u B o d h i ） 重 新 以 英 文 編 輯 這 些 佛 教 聖 弟 子 的 傳 記 即 是 一
例 。 1

1 N y a n a p o n i k a T h e r a & H e l l m u t h H e c k e r , e d s . B y B h i k k h u B o d h i , G re a t
D i s c i p l e s o f t h e B u d d h a : T h e i r L i v e s , T h e i r Wo r k s , T h e i r
L e g a c y . B o s t o n : Wi s d o m P u b l i c a t i o n s , 1 9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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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掘 魔 羅 的 兇 惡 形 象 也 與 恐 怖 分 子 和 監 獄 重 刑 罪 犯 相 近 。 西
元 2 0 0 1 年 的 9 1 1 事 件 發 生 後 ， 世 人 對 恐 怖 主 義 深 感 憂 心 ， 曾 是
耆 那 教 僧 人 的 印 度 裔 英 國 學 者 莎 諦 ‧ 庫 馬 （ S a t i s h K u m a r ） ， 就
以 央 掘 魔 羅 為 題 材 寫 成 專 書 ， 從 佛 教 觀 點 探 討 暴 力 產 生 的 根 本 原
因 ， 尋 求 和 平 的 方 法 解 決 恐 怖 主 義 。 2甚 至 英 國 「 佛 教 監 獄 觀 護
師 協 會 」 （ t h e B u d d h i s t P r i s o n C h a p l a i n c y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亦 以 央
掘 魔 羅 的 故 事 為 號 召 ， 作 為 感 化 監 獄 罪 犯 的 教 材 。 3這 些 以 巴 利
聖 典 暨 其 註 解 書 傳 統 為 依 據 ， 環 繞 著 佛 陀 、 僧 伽 與 在 家 善 信 的 佛
世 時 代 的 佛 教 聖 弟 子 傳 記 故 事 ， 拜 國 際 閱 聽 媒 體 流 通 迅 速 之 賜 ，
也 紛 紛 被 譯 成 華 語 書 籍 甚 至 是 電 子 書 ， 出 現 在 華 人 佛 教 的 視 域 。
4

相 較 於 此 ， 曾 擔 任 巴 利 聖 典 學 會 會 長 且 熟 稔 印 度 學 的 英 國 籍
佛 教 學 者 龔 理 和 （ R i c h a r d F . G o m b r i c h ） ， 他 撰 寫 的 〈 誰 是 央 掘
魔 羅 ？ 〉 （ W h o w a s A n g u l i m a l a ） 一 文 就 顯 得 學 術 味 道 較 濃 。 他
透 過 巴 利 語 與 梵 語 的 文 獻 暨 字 義 的 溯 源 ， 指 出 巴 利 註 解 書 傳 統 解
釋 外 的 可 能 詮 釋 向 度 ， 並 推 論 那 位 編 織 受 害 者 的 手 指 為 項 鍊 掛 在
頸 部 的 央 掘 魔 羅 狂 亂 形 象 ， 應 該 是 既 存 於 佛 世 時 代 某 種 宗 教 崇 拜
者 形 象 ， 特 別 是 與 印 度 教 濕 婆 神 （ W i v a ） 信 仰 相 關 。 因 而 就 象 徵
意 義 而 言 ， 佛 陀 感 化 的 不 僅 是 央 掘 魔 羅 而 已 ， 更 是 感 化 央 掘 魔 羅
的 整 個 宗 教 ， 或 者 也 可 說 是 感 化 當 時 印 度 教 濕 婆 女 神 信 仰 。 5龔
理 和 這 篇 文 章 掘 發 前 人 未 多 留 心 的 詮 釋 視 野 ， 西 方 學 界 討 論 與 理
解 央 掘 魔 羅 這 個 角 色 也 經 常 引 用 到 該 文 。 6

2 S a t i s h K u m a r , T h e B u d d h a a n d t h e Te r ro r i s t : T h e St o r y o f A n a g u l i m a l a .
G r e e n B o o k s , 2 0 0 5 .

3 參 見 他 們 的 網 頁 : h t t p : / / w w w. a n g u l i m a l a . o r g . u k / 。
4 請 參 見 向 智 長 老 與 何 慕 斯 ‧ 海 克 著 ， 菩 提 比 丘 編 輯 ， 賴 隆 彥 譯 ，《 佛

陀 的 聖 弟 子 傳 》 四 冊 （ 臺 北 ： 橡 樹 林 文 化 出 版 ， 2 0 0 5 年 ）。 其 中 與
央 掘 魔 羅 有 關 者 ， 在 第 三 冊 。

5 R i c h a r d F. G o m b r i c h , H o w B u d d h i s m B e g a n : T h e C o n d i t i o n e d G e n e s i s
o f t h e E a r l y Te a c h i n g s . N e w D e l h i : M u n s h i r a m M a n o h a r l a l P u b l i s h e r s .
2 0 0 2 . p p . 1 3 5 - 1 6 4 .

6 例如Wikipedia網站引用 Gombrich 該文，參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Anguli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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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前 述 這 些 廣 義 的 西 方 學 界 所 理 解 與 描 述 的 央 掘 魔 羅 ─
─ 或 者 強 化 佛 教 傳 統 觀 點 與 當 代 社 會 人 心 教 化 的 聯 繫 ， 或 者 擴 及
至 佛 教 以 外 的 印 度 學 背 景 而 對 比 出 央 掘 魔 羅 這 個 角 色 可 能 內 蘊 的
他 教 信 仰 內 容 ─ ─ 儘 管 彼 此 側 重 點 略 異 ， 共 通 處 則 皆 循 著 巴 利 佛
教 聖 典 與 註 解 書 傳 統 建 構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 事 實 上 ， 西 方 學 界 這 種
理 解 也 較 近 於 聲 聞 經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的 理 解 。 但 是 ， 西 方 學 者 或 許
是 礙 於 漢 譯 佛 典 解 讀 能 力 的 限 制 ， 也 或 許 是 礙 於 宗 教 典 範 抉 擇 的
限 制 ， 他 們 卻 未 將 大 乘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納 為 該 議 題 的 參 考 文
獻 ， 從 而 我 們 也 無 由 得 知 他 們 如 何 看 待 大 乘 版 本 的 「 另 類 的 」 央
掘 魔 羅 故 事 。 就 此 而 言 ， 西 方 人 士 對 於 央 掘 魔 羅 這 個 題 材 的 探 討
向 度 自 然 多 少 受 到 前 理 解 的 視 域 所 決 定 。

相 較 之 下 ， 東 亞 地 區 漢 譯 佛 典 影 響 所 及 的 佛 教 學 者 ， 關 於 央
掘 魔 羅 這 個 角 色 的 描 繪 與 討 論 ， 除 擁 有 漢 譯 阿 含 聖 典 的 聲 聞 經 作
為 參 考 外 ， 漢 譯 大 乘 佛 典 亦 提 供 豐 富 的 解 釋 資 源 。 以 日 籍 學 者 赤
沼 智 善 主 編 《 印 度 固 有 名 詞 辭 典 》 的 「 央 掘 魔 羅 」

（ A v g u l i m a l a ） 條 目 為 例 ， 該 書 將 巴 利 與 漢 譯 經 典 中 ， 以 「 央 掘
魔 羅 事 件 」 為 主 軸 的 七 部 經 進 行 比 較 ， 發 現 七 部 經 裡 ， 聲 聞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有 六 部 ， 大 乘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有 一 部 。 7赤 沼 隨
後 指 出 ， 這 部 求 那 跋 陀 羅 譯 的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 實 是 「 將 聲
聞 經 的 敘 事 材 料 大 乘 化 的 作 品 」 。 8事 實 上 ， 就 筆 者 看 來 ， 這 部
編 號 N o . 1 2 0 的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收 編 在 《 大 正 藏 》 「 阿 含
部 」 的 確 不 妥 ， 它 除 經 名 、 敘 事 結 構 與 部 份 的 敘 事 元 素 與 前 述 聲
聞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的 外 表 相 彷 外 ， 其 它 的 經 文 旨 趣 則 明 顯 為 如
來 藏 系 思 想 ， 且 帶 著 強 烈 的 聲 聞 乘 批 判 。 9若 將 之 與 《 大 法 鼓

7 請 參 見 赤 沼 智 善 ，《 印 度 固 有 名 詞 辭 典 》（ 東 京 ： 法 藏 館 ， 1 9 7 9 年 ），
頁 3 9 - 4 1。

8 這 部 劉 宋 三 藏 求 那 跋 陀 羅 譯 的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亦 有 藏 譯 對 照
經 ， 不 過 赤 沼 智 善 該 書 並 未 提 及 。 至 於 高 崎 直 道 指 出 該 經 的 藏 譯 對
照 經 為 ： h P h a g s p a S o r m o h i p h re v b a l a p h a n p a s h e s b y a b a t h e g p a
c h e n p o h i m d o 〔 A r y a A v g u l i m a l i y a n . m . s . 〕 , N o . 8 7 9 . （ Vo l . 3 4）。 請 參
見 高 崎 直 道 著 ，《 如 來 藏 思 想 の 形 成 ： イ ン ド 大 乘 佛 教 思 想 研 究 》

（ 東 京 ： 春 秋 社 ， 1 9 7 8 年 ）， 頁 2 2 0， 註 1。
9 關 於 本 經 的 如 來 藏 說 ， 歷 來 學 界 甚 多 研 究 。 舉 其 要 者 ， 高 崎 直 道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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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 等 類 如 來 藏 系 經 典 收 編 在 一 起 ， 應 較 為 合 宜 。 10

另 一 位 日 籍 學 者 稻 荷 日 宣 的 研 究 ， 也 提 到 「 聲 聞 經 被 大 乘
化 」 的 現 象 。 他 指 出 ， 這 部 編 號 N o . 1 2 0 的 大 乘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以 聲 聞 經 的 敘 事 結 構 為 基 礎 ， 進 而 從 大 乘 角 度 擴 大 增 編 形
成 。 11類 似 觀 點 也 見 於 其 他 學 者 ， 例 如 高 崎 直 道 考 察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在 如 來 藏 思 想 中 的 位 置 時 ， 他 對 於 「 聲 聞 經 被 大 乘 化 」
的 現 象 略 作 描 述 。 高 崎 直 道 指 出 ： 大 乘 造 經 師 不 僅 藉 （ 聲 聞 經 傳
承 的 ） 央 掘 魔 羅 故 事 作 為 新 佛 教 經 典 的 劇 情 ， 同 時 自 由 地 透 過 大
乘 教 義 改 寫 該 經 ， 使 之 內 容 完 全 與 既 有 聲 聞 經 產 生 「 變 質 」 。 高
崎 也 認 為 這 種 將 聲 聞 經 改 寫 為 大 乘 經 的 方 式 是 大 乘 經 典 常 常 套 用
的 一 種 手 法 ， 諸 如 ： 大 乘 《 涅 槃 經 》 假 借 聲 聞 乘 《 涅 槃 經 》 同 名
的 經 名 ， 以 及 假 借 釋 尊 入 涅 槃 前 的 敘 事 作 為 新 造 經 典 的 劇 情 ， 卻
在 經 文 內 容 主 張 與 聲 聞 乘 《 涅 槃 經 》 教 理 形 式 上 矛 盾 的 「 涅 槃 常
住 」 或 「 如 來 法 身 不 滅 」 的 思 想 。 12

漢 譯 佛 典 的 豐 富 性 在 於 擁 有 多 元 佛 教 典 範 ， 東 亞 地 區 受 漢 譯
佛 典 影 響 下 的 學 者 ， 對 於 央 掘 魔 羅 這 個 角 色 的 理 解 ， 相 對 也 比 西
方 人 士 為 更 多 元 。 但 是 ， 就 本 文 的 問 題 意 識 而 言 ， 本 文 任 務 不 在
於 探 究 單 一 佛 教 典 範 的 《 央 掘 魔 羅 經 》 之 敘 事 與 思 想 是 什 麼 ─ ─
例 如 高 崎 直 道 的 研 究 著 重 在 該 經 的 如 來 藏 思 想 陳 述 ， 或 者 是 素 樸
地 辨 識 兩 種 佛 教 典 範 《 央 掘 魔 羅 經 》 關 於 這 位 主 角 敘 事 的 差 異 處
是 什 麼 ─ ─ 例 如 赤 沼 智 善 與 稻 荷 日 宣 的 研 究 著 重 在 機 械 地 比 較 。
本 文 的 工 作 ， 旨 在 於 探 究 大 乘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採 用 何 種 的 詮 釋

《 如 來 藏 思 想 の 形 成 ： イ ン ド 大 乘 佛 教 思 想 研 究 》（ 東 京 ： 春 秋 社 ，
1 9 7 8 年 ）， 頁 1 9 1 - 2 1 8。 也 請 參 照 印 順 著 ，《 如 來 藏 之 研 究 》（ 台 北 ：
正 聞 出 版 社 ， 1 9 9 2 年 ， 修 訂 一 版 ）。

10 印 順 認 為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亦 是 如 來 藏 說 之 初 期 聖 典 之 一 。 參 見
印 順 著 ，《 如 來 藏 之 研 究 》（ 台 北 ： 正 聞 出 版 社 ， 1 9 9 2 年 ， 修 訂 一
版 ）， 頁 11 5 - 11 6。

11 稻 荷 日 宣 ，〈 經 典 の 加 增 形 態 よ り 見 た る 央 掘 摩 羅 經 〉《 印 度 學 佛 教
學 研 究 》 7 - 2，（ 1 9 5 9 年 ）， 頁 2 2 2 - 2 3 2。

12 高 崎 直 道 ，《 如 來 藏 思 想 の 形 成 ： イ ン ド 大 乘 佛 教 思 想 研 究 》（ 東
京 ： 春 秋 社 ， 1 9 7 8 年 ）， 頁 1 9 1。



從兩類《央掘魔羅經》 41

探討聲聞經大乘化的詮釋學策略

學 策 略 ， 將 聲 聞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的 敘 事 結 構 與 敘 事 元 素 ， 改 造
成 為 新 佛 教 典 範 的 需 求 。 為 了 方 便 隨 後 討 論 ， 在 此 先 考 察 聲 聞 經
裡 的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

三、聲聞經的央掘魔羅形象

（一）央掘魔羅相關的聲聞經

在 我 們 開 始 認 真 解 經 ， 與 探 究 聲 聞 經 裡 央 掘 魔 羅 的 名 字 、 身
世 背 景 、 殺 人 原 由 、 歸 依 佛 陀 與 聖 者 事 蹟 等 形 象 之 前 ， 必 須 先 確
定 經 文 。 我 們 依 照 經 文 內 容 是 否 出 現 菩 薩 名 號 ， 將 這 些 經 典 概 略
區 分 為 聲 聞 經 與 大 乘 經 。 在 此 ， 聲 聞 經 的 描 述 性 定 義 是 指 全 然 沒
有 出 現 菩 薩 名 號 且 經 文 的 敘 事 內 容 較 為 素 樸 描 述 者 。 為 方 便 討 論
起 見 ， 我 們 暫 時 借 用 與 修 訂 前 述 赤 沼 智 善 《 印 度 固 有 名 詞 辭 典 》
的 基 礎 研 究 ， 先 將 範 圍 限 定 在 《 大 正 藏 》 「 阿 含 部 」 裡 以 「 央 掘
魔 羅 」 為 主 角 的 六 部 經 ， 以 及 巴 利 《 中 部 》 以 「 央 掘 魔 羅 」 為 主
角 的 一 部 經 。 它 們 分 別 是 ：

（ 1） 《 雜 阿 含 ‧ 1 0 7 7 經 》 ： 宋 天 竺 三 藏 求 那 跋 陀 羅 譯 （ T 2 ,
p . 2 8 0 c - 2 8 1 c . N o . 0 9 9 ） 。

（ 2 ） 《 別 譯 雜 阿 含 ‧ 1 6 經 》 ： 失 譯 （ T 2 , p . 3 7 8 b - 3 7 9 a .
N o . 1 0 0 ） 。

（ 3） 《 中 部 ‧ 8 6 經 》 。
（ 4 ） 《 佛 說 鴦 崛 髻 經 》 ： 西 晉 沙 門 法 炬 譯 （ T 2 , p . 5 1 0 b .

N o . 1 1 9 ） 。
（ 5 ） 《 佛 說 鴦 掘 摩 經 》 ： 西 晉 月 氏 國 三 藏 竺 法 護 譯 （ T 2 ,

p . 5 0 8 . N o . 1 1 8 ） 。
（ 6 ）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 ： 罽 賓 三 藏 瞿 曇 僧 伽 提 婆 譯 （ T 2 ,

p . 7 1 9 b - 7 2 2 c . N o . 1 2 5 ） 。
（ 7 ） 《 央 掘 魔 羅 經 》 ： 劉 宋 三 藏 求 那 跋 陀 羅 譯 （ T 2 ,

p . 5 1 2 b - 5 4 4 b . N o . 1 2 0 ） 。

為 方 便 辨 識 ， 將 此 七 部 經 名 配 合 數 字 號 碼 使 用 。 其 中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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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到 （ 6） 是 聲 聞 經 （ 以 下 統 稱 ： 聲 聞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 ，
第 （ 7） 則 是 大 乘 經 （ 以 下 統 稱 ：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 。 除 此
之 外 ， 其 它 佛 教 典 籍 亦 或 多 或 少 記 載 關 於 央 掘 魔 羅 的 故 事 ， 這 些
聲 聞 經 也 是 重 要 參 考 。 央 掘 魔 羅 相 關 的 聲 聞 經 共 有 六 種 版 本 或 譯
本 ， 但 是 彼 此 讀 法 或 多 或 少 存 在 不 同 ， 即 使 是 （ 1） 到 （ 6） 各 經
對 於 央 掘 魔 羅 這 個 角 色 的 家 世 與 背 景 的 描 述 都 略 有 出 入 ， 但 是 要
判 斷 何 者 為 可 能 的 原 初 敘 事 內 容 、 與 何 者 可 能 為 後 起 添 加 的 內
容 ， 在 技 術 上 這 多 少 有 些 困 難 。 不 過 ， 「 經 文 批 判 」 （ t e x t
c r i t i c i s m ）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確 定 原 初 的 讀 法 或 口 傳 文 獻 的 素 樸 主 題
為 何 ， 但 對 此 方 法 論 限 制 亦 須 存 有 自 覺 與 反 省 ， 避 免 將 它 無 限 上
綱 與 絕 對 化 。

經 文 批 判 ， 就 是 比 較 各 種 經 文 讀 法 或 版 本 ， 並 決 定 哪 一 種 可
能 是 其 他 讀 法 或 版 本 的 基 礎 。 這 種 方 法 主 要 是 從 整 體 經 文 章 節 主
題 的 比 較 ， 求 出 諸 譯 本 或 版 本 中 最 為 素 樸 部 分 ， 與 抉 擇 可 能 的 新
古 部 分 。 經 文 批 判 有 其 必 要 ， 因 為 每 個 版 本 或 譯 本 對 某 些 經 文 的
流 傳 語 翻 譯 都 不 一 樣 。 我 們 得 瞭 解 ， 佛 教 文 獻 從 最 早 部 派 佛 教 傳
承 的 口 傳 型 態 到 書 寫 型 態 ， 其 中 產 生 的 可 能 變 化 與 錯 誤 可 想 而
知 。 當 佛 教 文 獻 譯 成 異 國 語 言 過 程 ， 融 入 異 文 化 思 想 、 種 種 增 刪
字 、 改 換 讀 法 、 將 困 難 的 文 法 變 得 容 易 或 典 雅 ， 再 加 上 目 視 的 錯
誤 、 錯 別 字 ， 和 刻 意 更 改 添 加 重 要 的 宗 派 觀 點 ， 或 揉 入 宣 教 起 信
的 修 辭 ， 與 協 調 表 面 的 衝 突 等 。 事 實 上 ， 現 代 的 文 獻 校 對 者 能 發
現 、 糾 正 的 各 種 錯 誤 ， 古 代 佛 教 聖 典 的 校 訂 版 都 會 出 現 。

在 此 我 們 先 嘗 試 就 前 述 六 種 聲 聞 經 版 本 ， 抉 擇 彼 此 共 有 敘 事
內 容 的 最 大 公 約 數 者 ， 以 它 們 為 最 初 的 起 點 ， 配 合 著 其 它 聲 聞 經
版 本 的 增 添 題 材 ， 隨 後 再 比 較 聲 聞 經 與 大 乘 經 的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
赤 沼 智 善 指 出 ， 從 第 （ 1） 到 第 （ 6） 經 的 順 序 ， 大 致 也 是 諸 版 本
經 文 由 簡 到 繁 的 順 序 。 13其 中 ， （ 1 ） 《 雜 阿 含 ‧ 1 0 7 7 經 》 與

（ 2 ） 《 別 譯 雜 阿 含 ‧ 1 6 經 》 最 為 簡 要 ， 屬 於 同 一 個 系 統 。 至

13 請 參 見 赤 沼 智 善 ，《 印 度 固 有 名 詞 辭 典 》（ 東 京 ： 法 藏 館 ， 1 9 7 9
年 ）， 頁 3 9 -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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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 （ 3） 《 中 部 ‧ 8 6 經 》 與 （ 4） 法 炬 譯 《 佛 說 鴦 崛 髻 經 》 兩
經 相 近 ， 內 容 添 加 央 掘 魔 羅 歸 依 佛 後 的 故 事 ， 亦 即 ， 遇 見 波 斯 匿
王 、 遇 見 婦 人 難 產 、 以 諦 語 幫 助 婦 人 平 安 生 產 、 安 忍 於 身 受 苦
報 。 而 （ 5 ） 竺 法 護 譯 《 佛 說 鴦 掘 摩 經 》 ， 並 未 將 央 掘 魔 羅 描 寫
為 暴 賊 ， 而 將 他 殺 人 截 指 的 殘 酷 事 件 ， 歸 咎 於 師 母 求 歡 不 得 的 讒
言 報 復 ， 與 外 道 教 師 的 唆 使 。 再 者 （ 6） 《 增 一 阿 含 》 則 省 略 這
一 段 ， 但 是 央 掘 魔 羅 殺 母 前 ， 提 到 外 道 教 師 的 唆 使 ， 並 且 經 末 更
附 加 上 本 生 譚 故 事 。 這 些 內 容 的 相 同 與 差 異 處 ， 可 列 表 如 附 表
一 ， 從 中 可 見 到 諸 經 版 本 的 發 展 順 序 ：

附 表 一 ： 聲 聞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的 敘 事 結 構 表

經 名

經 文
內 容

（ 1）
《 雜 阿
含 》

（ 2）
《 別 譯
雜 阿
含 》

（ 3）
巴 利
語

《 中
部 》

（ 4）
法 炬
譯 本

（ 5）
竺 法
護

譯 本

（ 6）
《 增 一

阿
含 》

（ 7）
求 那
跋 陀
羅 譯

師 母
求 歡

╳ ╳ ╳ ╳ ○ ╳

師 教
殺 人

╳ ╳ ╳ ╳ ○ ○ (略
提 ）

殺 母
事 件

╳ ╳ ╳ ╳ ○ ○

追 佛
事 件

○ ○ ○ ○ ○ ○

出 家
受 戒

○ ○ ○ ○ ○ ○

遇 波
斯 匿

╳ ╳ ○ ○ ○ ○

以 上
材 料
大 乘
化 的
大 乘
經

婦 女
產 難

╳ ╳ ○ ○ ○ ○

諦 語
安 產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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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忍
受 報

╳ ╳ ○ ○ ○ ○

證 阿
羅 漢

○ ○ ○ ○ ○ ○

本 生
譚

╳ ╳ ╳ ╳ ╳ ○

（ ○ 表 示 有 該 內 容 ， ╳ 表 示 沒 有 該 內 容 。 ）

附 表 二 ： 聲 聞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人 事 資 料 表

經 名

角 色

（ 1）
《雜阿
含》

（ 2）
《別譯
雜阿
含》

（ 3）
巴利語
《中
部》

（ 4）
法炬
譯本

（ 5）
竺法護
譯本

（ 6）
《增一
阿含》

（ 7）
求那
跋陀
羅譯

主 角
本 名

不 害 無 害 ╳ ╳ ╳ 無 害

主 角
父 姓

╳ ╳ G a g g a 伽 瞿 奇 角 伽 伽

主 角
母 名

╳ ╳ M a n t a
n i

曼 多 耶
尼

╳ 滿 足

主 角
身 份

賊 賊 賊 賊 梵 志
弟 子

賊

主 角
種 姓

╳ ╳ ╳ ╳ 婆羅門 ╳

事 件
地 點

央瞿多
羅國陀
婆闍迦

林

摩 竭 陀
國 桃 河
樹林

拘薩羅
國舍衛

城

拘 薩 羅
國 舍 衛
城

拘薩羅
國舍衛

城

拘薩羅
國舍衛

城

殺 人
數 目

未 明
示

未 明
示

未 明
示

未 明
示

九 九
人

九 九
九 人
或 八
萬 人

以 上
材 料
大 乘
化 的
大 乘
經

（ ╳ 表 示 沒 有 該 內 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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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央掘魔羅的姓氏與身世

以 下 我 們 一 邊 參 照 附 表 ， 一 邊 探 討 央 掘 魔 羅 的 聲 聞 經 形 象 從
素 樸 到 擴 張 的 變 化 。 巴 利 語 A v g u l i m a l a（ 梵 語 A v g u l i m a l y a ） 這
個 詞 一 般 譯 為 央 掘 魔 羅 ， 也 常 見 漢 譯 佛 典 音 譯 為 ： 鴦 仇 摩 羅 、 鴦
瞿 利 摩 羅 、 鴦 羣 梨 摩 羅 、 鴦 窶 利 摩 羅 ； 或 略 音 為 ： 鴦 掘 魔 、 央
掘 、 阿 群 ； 或 義 譯 為 ： 指 鬘 、 鴦 崛 髻 、 鴦 崛 鬘 等 。 此 中 ， 巴 利 語
的 A v g u l i 意 即 手 指 的 「 指 」 （ f i n g e r ） ， 而 m a l a 意 即 花 環 的

「 鬘 」 （ g a r l a n d ） ， 「 指 鬘 」 這 個 義 譯 詞 顯 然 是 最 為 與 巴 利 語 義
接 近 者 。 14「 指 鬘 」 這 個 名 字 自 然 不 是 他 的 本 名 ， 而 是 與 他 截 取
被 害 者 的 小 指 ， 結 成 花 環 作 為 頭 飾 或 結 成 項 鍊 ， 戴 在 頸 上 或 頭 上
的 形 象 相 關 。 15如 第 （ 4 ） 經 的 法 炬 譯 本 提 到 ： 「 於 此 國 土 有 大
惡 賊 名 鴦 崛 髻 ， 殺 害 人 民 暴 虐 無 慈 心 ， 村 落 居 止 不 得 寧 息 ， 城 廓
亦 不 得 寧 息 ， 人 民 亦 不 得 寧 息 。 殺 害 人 民 各 取 一 指 用 作 華 髻 ， 以
是 故 名 曰 鴦 崛 髻 。 」 從 「 指 鬘 」 或 「 鴦 崛 髻 」 這 個 詞 亦 可 窺 其 駭
人 惡 行 與 恐 怖 形 象 。

至 於 央 掘 魔 羅 的 本 名 ， （ 1） 《 雜 阿 含 ‧ 1 0 7 7 經 》 自 說 偈 提
到 「 本 受 『 不 害 』 名 」 。 （ 2 ） 《 別 譯 雜 阿 含 經 》 亦 稱 呼 證 阿 羅
漢 果 的 央 掘 魔 羅 為 「 尊 者 無 害 」 ， 顯 見 這 裡 的 不 害 或 無 害 是 他 的
本 名 。 （ 3） 《 中 部 ‧ 8 6 經 》 雖 然 沒 有 直 接 提 到 央 掘 魔 羅 如 何 自
稱 ， 但 是 巴 利 系 經 典 的 《 長 老 偈 》 等 對 此 也 提 到 他 本 名 稱 為 「 無
害 」 （ A h i m s a k a ） 。 16而 他 的 父 母 姓 氏 ， （ 1 ） 《 雜 阿 含 ‧ 1 0 7 7
經 》 與 （ 2） 《 別 譯 雜 阿 含 ‧ 1 6 經 》 未 多 說 明 ， 但 是 （ 3） 《 中
部 ‧ 8 6 經 》 則 提 到 央 掘 魔 羅 的 父 姓 為 “G a g g a”， 母 名 為
“M a n t a ni”， 這 與 其 他 聲 聞 經 漢 譯 的 父 姓 「 伽 瞿 」 、 「 奇 角 」 或

14 參 見 水 野 弘 元 著 ，《 バ ー リ 語 辭 典 》（ 東 京 ： 春 秋 社 ， 1 9 8 9 年 ， 二 訂
版 ）， 頁 3、 2 2 3。

15 R i c h a r d F. G o m b r i c h , H o w B u d d h i s m B e g a n : T h e C o n d i t i o n e d G e n e s i s
o f t h e E a r l y Te a c h i n g s . N e w D e l h i : M u n s h i r a m M a n o h a r l a l P u b l i s h e r s .
2 0 0 2 . p . 1 3 5 . N o t e 1 .

16 Check to website: http://www.palikanon.com/english/pali_names/ay/angulimaala.htm. G.P.
Malalasekera, Dictionary of Pali Proper Names ,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1983. pp.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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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名 「 曼 多 耶 尼 」 、 「 滿 足 」 等 發 音 相 近 。 從 附 表 二 可 知 諸 版 本
聲 聞 經 ， 這 部 分 資 料 彼 此 相 近 。

（三）央掘魔羅的殺人原由與經過

為 何 央 掘 魔 羅 會 殺 人 呢 ？ 在 前 述 的 第 （ 1） 到 （ 4） 經 並 未 詳
細 說 明 ， 大 致 只 提 到 他 是 個 賊 ， 而 且 是 一 個 兇 賊 ， 殺 人 截 指 作 成
華 髻 ， 人 人 都 怕 他 。 相 較 於 此 ， 附 表 一 與 附 表 二 裡 ， 第 （ 5） 經
的 竺 法 護 譯 本 對 於 央 掘 魔 羅 殺 人 原 由 給 予 更 多 戲 劇 化 的 描 述 。 這
個 譯 本 提 到 央 掘 魔 羅 是 一 位 聰 慧 英 俊 且 武 藝 高 強 的 青 年 婆 羅 門 ，
經 文 提 到 他 跟 隨 婆 羅 門 師 學 習 經 典 與 技 藝 。 若 以 古 代 婆 羅 門 教 生
涯 規 劃 區 分 ， 大 致 可 推 斷 他 處 於 「 梵 行 期 」 ， 亦 即 身 為 所 謂 「 摩
納 」 （ m an a v a ） 的 梵 志 弟 子 身 份 ， 年 齡 應 該 正 值 青 年 。 該 譯 本
也 提 到 ， 年 齡 相 彷 且 對 他 頗 有 好 感 的 師 母 向 他 求 愛 ， 未 料 遭 到 央
掘 魔 羅 拒 絕 ， 她 反 而 惱 羞 成 怒 跟 婆 羅 門 師 告 狀 。 婆 羅 門 師 聽 信 夫
人 片 面 之 言 ， 想 對 這 個 弟 子 「 欲 加 楚 罰 掠 治 姦 暴 」 ， 卻 又 「 慮 之
雄 霸 非 力 所 伏 」 ， 投 鼠 忌 器 的 考 量 下 ， 決 定 使 用 借 刀 殺 人 的 計
謀 。 婆 羅 門 師 謊 稱 要 傳 授 一 門 速 成 的 絕 技 給 央 掘 魔 羅 ， 前 提 是 要
他 晨 起 執 劍 親 自 殺 滿 一 百 個 人 ， 各 截 取 其 一 指 作 為 指 鬘 置 在 頭 額
上 ， 若 能 於 正 午 集 滿 一 百 根 手 指 回 來 ， 會 正 式 傳 授 他 這 門 絕 技 。
婆 羅 門 師 的 如 意 算 盤 是 要 讓 他 現 世 犯 下 深 重 殺 業 ， 來 世 深 墮 地 獄
苦 報 ， 也 借 官 府 與 人 民 之 手 殺 央 掘 魔 羅 。 儘 管 央 掘 魔 羅 對 於 婆 羅
門 師 的 無 理 教 導 感 到 躊 躇 懊 惱 而 內 心 交 戰 ， 但 是 經 文 這 裡 提 到

「 惡 鬼 助 禍 ， 耗 亂 其 心 」 ， 暗 示 央 掘 魔 羅 在 精 神 發 狂 的 失 序 狀 態
下 ， 最 後 還 是 發 狂 地 執 劍 沿 路 截 殺 往 來 城 內 的 無 辜 路 人 。

前 述 第 （ 1） 至 （ 4） 經 只 說 央 掘 魔 羅 殺 人 ， 但 完 全 沒 有 提 到
殺 母 的 事 件 ， 也 沒 有 提 到 佛 陀 為 搭 救 央 掘 魔 羅 母 ， 也 為 避 免 央 掘
魔 羅 犯 下 殺 母 重 罪 ， 特 別 出 面 度 化 他 ； 這 幾 經 描 述 佛 陀 與 央 掘 魔
羅 的 相 遇 ， 只 提 到 佛 陀 在 「 人 間 遊 行 」 ――即 在 居 民 的 村 莊 聚 落
走 動 ， 因 緣 巧 遇 地 聽 到 村 民 轉 述 央 掘 魔 羅 這 個 兇 賊 的 惡 行 ， 然 後
佛 陀 度 化 央 掘 魔 羅 的 事 件 就 發 生 了 。 整 個 事 件 發 生 相 當 自 然 ， 這
個 部 分 沒 有 太 多 旁 涉 開 來 的 宗 教 修 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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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第 （ 5 ） 經 的 竺 法 護 譯 本 則 提 到 ， 央 掘 魔 羅 由 於 擔 心 正
午 前 無 法 湊 足 百 指 ， 於 是 想 殺 害 母 親 湊 數 ， 而 佛 陀 為 了 搭 救 央 掘
魔 羅 母 ， 避 免 央 掘 魔 羅 犯 下 重 罪 ， 才 會 特 別 出 面 度 化 他 。 如 經 文
提 到 ： 「 日 欲 向 中 ， 百 指 未 滿 ， 恐 日 移 昳 道 業 不 具 ， 欲 還 害 母 以
充 其 數 。 佛 念 指 鬘 若 害 母 者 ， 在 不 中 止 罪 不 可 救 。 佛 便 忽 然 住 立
其 前 。 」 17顯 見 該 經 擴 大 與 強 化 《 央 掘 魔 羅 經 》 原 初 版 本 的 戲 劇
性 張 力 ， 不 僅 將 純 粹 的 兇 賊 殺 人 事 件 擴 大 改 寫 為 逆 倫 事 件 ， 也 強
化 佛 陀 教 化 能 力 的 主 動 性 與 神 奇 性 。

第 （ 6） 《 增 一 阿 含 ‧ 3 1 ： 6 經 》 對 於 這 個 殺 母 事 件 同 樣 著
墨 甚 多 ， 強 調 婆 羅 門 師 教 唆 央 掘 魔 羅 關 於 殺 母 與 殺 佛 的 生 天 功
德 。 如 經 文 提 到 ： 「 我 師 有 教 ： 『 若 能 害 母 者 ， 必 當 生 天 。 』 我
今 母 躬 來 在 此 ， 即 可 取 殺 之 ， 得 指 充 數 ， 生 於 天 上 。 」 隨 後 經 文
更 提 到 ， 央 掘 魔 羅 聽 到 佛 陀 前 來 搭 救 央 掘 魔 羅 母 ， 他 「 歡 喜 踊
躍 ， 不 能 自 勝 ， 便 作 是 語 ： 『 我 師 亦 有 教 誡 而 敕 我 曰 ： 設 汝 能 害
母 ， 并 殺 沙 門 瞿 曇 者 ， 必 生 梵 天 上 。 』 」 18該 經 這 段 經 文 的 發
展 ， 使 我 們 有 理 由 推 論 ： 這 段 經 文 的 添 加 者 或 編 輯 者 ， 或 隱 或 顯
地 刻 劃 佛 陀 為 宗 教 對 立 下 的 受 害 者 形 象 ， 將 原 本 單 純 的 兇 賊 殺 人
事 件 ， 從 婆 羅 門 教 內 部 的 師 弟 鬩 牆 事 件 ， 擴 大 解 釋 為 逆 倫 事 件 與
印 度 宗 教 領 袖 的 殺 戮 事 件 。 然 而 在 佛 教 的 宣 教 傳 統 解 釋 下 ， 不 僅
此 樁 逆 倫 事 件 與 宗 教 領 袖 暗 殺 事 件 沒 成 功 ， 結 果 央 掘 魔 羅 被 佛 陀
感 化 ， 成 為 佛 教 聖 弟 子 的 重 要 楷 模 與 典 範 。 當 然 我 們 無 法 從 這 段
經 文 的 改 寫 ， 確 定 該 經 流 傳 當 時 的 宗 教 競 爭 現 象 是 否 有 必 然 關
係 ， 但 是 經 文 涉 及 其 他 宗 教 的 這 種 寫 法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 這 種 寫 法
與 （ 1） （ 2） 兩 經 的 素 樸 形 態 相 去 甚 遠 ， 也 與 （ 3） （ 4） 兩 經 描
述 多 出 不 太 一 樣 的 宗 教 迫 害 氣 息 。

（四）央掘魔羅的人間形象

佛 陀 如 何 降 伏 那 位 執 劍 殺 人 的 央 掘 魔 羅 呢 ？ 關 於 這 點 從 第

17 T 2 , p . 5 0 9 a 。
18 T 2 , p . 7 1 9 c - 7 2 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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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到 （ 6） 經 的 解 釋 完 全 一 致 。 大 致 內 容 是 說 ： 央 掘 魔 羅 尾 隨
在 佛 陀 後 面 拿 著 兵 器 擊 殺 他 ， 不 管 如 何 地 盡 力 追 趕 ， 卻 永 遠 追 不
上 這 位 緩 步 慢 行 的 宗 教 導 師 ， 於 是 央 掘 魔 羅 遠 遠 地 對 佛 陀 喊 話 ，
要 求 他 停 下 腳 步 ； 未 料 佛 陀 回 答 他 ： 「 我 今 常 住 ， 汝 自 不 住 」

（ 我 的 腳 步 早 就 停 止 ， 但 是 你 的 卻 沒 停 止 ） ， 各 版 本 的 聲 聞 經 皆
提 到 佛 陀 這 句 「 正 言 若 反 」 （ 亦 即 與 佛 陀 走 路 的 實 際 物 理 運 動 現
象 不 符 ） 的 話 。 這 種 文 學 表 達 即 是 象 徵 用 語 的 一 種 ， 它 構 成 意 義

「 多 重 意 思 」 ， 並 且 同 時 具 有 表 層 與 深 層 結 構 意 義 ， 這 兩 層 意 義
在 文 字 表 達 看 似 矛 盾 ， 卻 彼 此 存 在 轉 換 關 係 。

象 徵 用 語 有 很 大 的 刺 激 作 用 ， 能 在 聽 聞 者 的 心 中 造 成 新 鮮 的
意 象 。 保 羅 ‧ 呂 格 爾 （ P a u l R i c o e u r ） 的 隱 喻 理 論 能 適 切 說 明 佛
教 經 文 的 表 現 ， 他 主 張 象 徵 用 語 的 作 用 不 太 在 語 意 的 層 面 ， 而 是
在 更 廣 的 交 談 （ 或 溝 通 ） 範 圍 。 隱 喻 在 一 個 字 的 字 面 意 義 和 象 徵
意 義 之 間 造 成 一 種 張 力 ， 使 前 者 因 「 明 顯 的 矛 盾 」 而 「 自 我 破
壞 」 （ 在 此 經 文 脈 絡 指 引 起 央 掘 魔 羅 對 於 自 我 慣 性 思 惟 的 破
壞 ） 。 呂 格 爾 的 意 思 是 說 ， 象 徵 用 語 或 象 徵 表 達 是 作 者 （ 在 此 經
文 脈 絡 指 佛 陀 或 經 文 編 輯 者 ） 刻 意 的 選 擇 ， 要 勉 強 讀 者 （ 在 此 經
文 脈 絡 指 央 掘 魔 羅 或 經 文 閱 聽 者 ） 對 信 息 產 生 新 的 感 受 。 起 初 ，
因 為 字 的 意 思 與 一 般 字 面 意 義 不 符 ， 讀 者 會 因 思 路 的 不 協 調 而 感
到 奇 怪 。 他 們 被 帶 到 一 幅 新 的 文 字 圖 畫 前 來 看 實 體 ， 以 致 不 得 不
重 新 思 考 這 段 話 的 類 別 。 19這 方 法 開 創 了 新 的 談 話 世 界 ， 而 讀 者
不 由 不 置 身 其 中 。 事 實 上 ， 當 央 掘 魔 羅 對 於 象 徵 用 語 的 表 達 方 式
感 到 錯 愕 不 解 而 深 入 思 索 時 ， 內 心 空 間 也 倏 然 擴 大 。 佛 陀 藉 由 象
徵 用 語 刺 激 央 掘 魔 羅 隨 後 對 話 ， 這 也 導 致 原 是 殺 人 兇 賊 的 央 掘 魔
羅 竟 然 神 奇 地 跟 隨 佛 陀 出 家 ， 更 證 得 聲 聞 乘 最 高 果 位 的 阿 羅 漢 聖
者 。

19 P. R i c o e u r , “B i b l i c a l H e r m e n e u t i c s : T h e M e t a p h o r i c a l P r o c e s s . ”
S e m e i a 4 : 7 5 - 1 0 6 . p . 8 3 - 8 4 .引 自 G r a n t R . O s b o r n e , T h e H e r m e n e u t i c a l
S p i r a l : A C o m p re h e n s i v e I n t ro d u c t i o n t o B i b l i c a l I n t e r p re t a t i o n . I n t e r -
Va r s i t y P r e s s , 1 9 9 1 . 中 譯 本 請 參 照 格 蘭 ‧ 奧 斯 邦 著 ， 劉 良 淑 譯 ，《 基
督 教 釋 經 學 手 冊 》（ 台 北 ： 校 園 書 房 ， 2 0 0 2 年 ， 初 版 三 刷 ）， 頁
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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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附 表 一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第 （ 3） 到 （ 6） 經 ， 對 於 這 位 央 掘
魔 羅 尊 者 的 後 續 故 事 有 著 更 多 的 交 待 或 添 加 ， 它 們 分 別 是 ： 遇 波
斯 匿 王 、 遇 婦 女 產 難 與 諦 語 安 產 、 安 忍 受 報 。 我 們 隨 後 會 簡 單 探
討 其 內 容 ， 但 是 重 點 僅 在 於 確 定 聲 聞 經 裡 央 掘 魔 羅 的 形 象 ， 只 是
從 一 位 兇 賊 轉 變 成 為 一 位 平 凡 佛 弟 子 的 人 間 形 象 而 已 。

1、遇波斯匿王

未 出 家 前 的 央 掘 魔 羅 既 然 有 殺 人 的 事 實 ， 則 官 府 發 兵 追 討 與
王 法 制 裁 也 是 極 正 當 的 事 ， 更 何 況 各 版 本 經 文 裡 或 說 他 「 殺 百
人 」 或 說 「 殺 千 人 」 ─ ─ 例 如 （ 5 ）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的 誇
飾 修 辭 。 若 說 當 地 政 府 與 被 害 人 親 友 對 這 種 慘 絕 人 寰 的 恐 怖 殺 人
事 件 不 聞 不 問 ， 或 者 聞 問 之 後 ， 礙 於 佛 教 出 家 修 行 僧 身 份 而 完 全
豁 免 他 的 法 律 制 裁 ， 這 不 僅 說 不 通 ， 且 與 常 理 相 悖 反 。 但 是 儘 管

「 說 不 通 ， 且 與 常 理 相 悖 反 」 ， 在 佛 教 後 來 的 傳 說 中 ， 這 樣 的 觀
點 還 是 被 佛 弟 子 們 神 奇 地 從 最 原 初 的 版 本 中 流 傳 開 來 。

以 第 （ 3） 《 中 部 ‧ 8 6 經 》 為 例 ， 經 文 提 到 ： 佛 陀 帶 著 度
化 後 的 央 掘 魔 羅 返 回 舍 衛 城 的 祇 陀 林 給 孤 獨 園 後 ， 率 領 官 兵 前 來
抓 拿 央 掘 魔 羅 的 波 斯 匿 王 ， 順 路 參 訪 佛 陀 。 佛 陀 與 波 斯 匿 王 展 開
如 下 對 話 ： 「 （ 佛 陀 問 ： ） 大 王 ！ 卿 若 得 見 ， 鴦 掘 摩 剃 除 鬚 髮 、
著 袈 裟 衣 ， 由 在 家 趨 向 無 家 生 活 而 出 家 ， 離 殺 生 、 離 不 與 取 、 離
妄 語 、 為 一 食 者 、 梵 行 者 、 持 戒 者 、 持 善 法 者 。 卿 將 如 何 處 置
耶 ？ （ 波 斯 匿 王 的 回 答 ： ） 世 尊 ！ 我 應 禮 敬 ， 起 立 相 迎 ， 以 座 招
請 ， 并 對 彼 以 衣 服 、 飲 食 、 床 座 、 醫 藥 資 具 予 供 養 ， 對 彼 如 法 保
護 與 捧 獻 。 」 20佛 陀 並 未 事 先 主 動 告 知 波 斯 匿 王 關 於 央 掘 魔 羅 的
下 落 ， 也 未 提 及 殺 人 兇 手 已 剃 度 出 家 一 事 ， 卻 反 而 套 話 讓 國 王 先
說 出 類 似 特 赦 條 款 般 的 宗 教 保 護 傘 承 諾 ， 這 在 劇 情 安 排 上 雖 然 讓
成 為 僧 人 的 兇 手 免 於 刑 罰 黜 戮 ， 但 這 未 免 不 尋 常 ， 且 與 佛 教 其 他
戒 律 細 則 不 甚 搭 調 。 另 外 ， 從 這 幾 本 聲 聞 經 劇 情 環 繞 著 佛 陀 與 央

20 請 參 見 《 漢 譯 南 傳 大 藏 經 ‧ 11 冊 》《 中 部 經 典 三 》， 頁 1 0 8。 或 請 參
見 P T S 版 ， M a j i h i m a - N i k a y a , Vo l . 2 . p . 1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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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 魔 羅 的 對 話 看 來 ， 後 者 的 出 家 似 乎 是 在 佛 陀 允 許 下 進 行 ， 但 是
此 舉 也 帶 給 僧 團 與 眾 人 相 當 困 擾 。

參 照 巴 利 《 律 藏 ‧ 大 品 》 提 到 「 不 得 令 出 家 者 」 的 規 定 ， 其
中 一 條 即 針 對 央 掘 魔 羅 事 件 制 定 。 例 如 該 段 經 文 提 到 ： 「 爾 時 ，
盜 賊 鴦 崛 魔 羅 于 比 丘 處 出 家 。 眾 人 見 之 驚 懼 而 逃 、 避 面 、 背 面 、
閉 門 。 眾 人 忿 怒 、 非 難 ： 『 如 何 諸 沙 門 釋 子 令 強 盜 出 家 耶 ？ 』 諸
比 丘 聞 彼 等 忿 怒 、 非 難 。 時 ， 諸 比 丘 以 此 事 白 世 尊 ， 世 尊 告 諸 比
丘 曰 ： 『 諸 比 丘 ！ 不 得 令 強 盜 出 家 ， 令 出 家 者 墮 惡 作 。 』 」 21若
央 掘 魔 羅 出 家 一 事 是 佛 陀 允 許 下 進 行 ， 顯 然 這 也 招 致 在 家 人 的 非
議 與 不 滿 ， 不 過 這 裡 只 提 到 「 央 掘 魔 羅 於 比 丘 處 出 家 」 ， 並 未 確
切 說 明 該 比 丘 是 誰 。 從 該 項 規 定 推 論 ， 盜 賊 央 掘 魔 羅 的 出 家 應 該
是 僧 團 的 首 例 ， 不 溯 及 既 往 的 原 則 下 ， 他 出 家 是 被 接 受 ， 但 是 後
來 者 則 不 能 破 例 。

一 般 說 來 《 律 》 的 歷 史 性 與 穩 定 性 是 相 較 於 《 經 》 來 得 高 與
更 為 可 靠 ， 這 與 僧 團 半 月 布 薩 的 倫 理 生 活 息 息 相 關 ， 需 要 較 為 保
守 性 的 解 釋 作 為 團 體 生 活 的 公 約 與 標 準 。 但 是 如 同 前 述 《 律 藏 ‧
大 品 》 的 漢 譯 經 文 提 到 ： 「 諸 比 丘 ！ 不 得 令 強 盜 出 家 ， 令 出 家 者
墮 惡 作 」 （ n a b h i k k h a v e d h a j a b a d d h o c o r o p a b b a j e t a b b o , y a
p a b b a j e y y a , a p a t t i d u k k a t a s s a） ， 其 中 譯 為 「 強 盜 」 的 巴 利 語 是
“ d h a j a b a d d h o c o r o ” 。 這 詞 的 現 代 語 譯 ， 大 致 不 離 「 被 官 兵 所
逮 補 的 盜 賊 」 或 「 被 官 兵 所 追 緝 的 盜 賊 」 等 意 。 如 果 以 聲 聞 佛 教
律 學 傳 統 的 解 釋 ， 作 為 央 掘 魔 羅 人 間 形 象 最 為 如 實 的 與 保 守 的 解
釋 ， 則 出 家 前 的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近 似 於 〔 一 個 被 官 府 緝 拿 歸 案 的 〕
兇 賊 形 象 ， 這 與 「 殺 百 人 」 或 「 殺 千 人 」 的 誇 飾 的 狂 魔 形 象 有 段
很 大 的 距 離 。 話 說 回 來 ， 要 是 兇 賊 央 掘 魔 羅 真 是 殺 百 人 或 千 人 的
狂 魔 ， 這 個 兇 賊 出 家 的 首 例 恐 怕 是 非 同 小 可 ， 諸 被 害 者 人 命 關 天
的 血 海 深 仇 豈 能 這 般 簡 單 帶 過 。 這 裡 的 問 題 在 於 ， 該 如 何 去 省 視
聲 聞 經 裡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的 差 異 ， 並 求 其 基 本 面 貌 呢 ？ 在 此 ， 我 們

21 請 參 見 《 漢 譯 南 傳 大 藏 經 ‧ 3 冊 》《 律 藏 三 》， 頁 9 3。 或 請 參 見 P T S
版 ， Vi n a y a , Vo l . I . p . 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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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到 （ 1） 《 雜 阿 含 ‧ 1 0 7 7 經 》 與 （ 2） 《 別 譯 雜 阿 含 ‧ 1 6 經 》
關 於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描 述 的 樸 素 性 ， 將 會 讓 我 們 能 夠 清 楚 對 比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的 變 化 過 程 。

（ 1 ） （ 2） 這 兩 經 的 央 掘 魔 羅 所 說 偈 頌 裡 ， 雖 然 提 到 「 多 殺
害 」 或 「 多 殘 害 」 等 詞 ， 但 是 這 兩 經 經 首 裡 ， 牧 人 只 告 訴 過 路 的
佛 陀 ， 前 面 道 路 的 鴦 掘 魔 羅 賊 「 或 （ 可 能 會 ） 恐 怖 人 」 或 「 傷 害
人 」 ， 但 是 牧 人 卻 沒 真 的 提 到 那 兇 賊 殺 過 人 ， 也 沒 提 到 他 「 殺 百
人 」 或 「 殺 千 人 」 。 僅 從 （ 1） （ 2） 兩 經 裡 的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描 述
閱 讀 ， 他 比 較 像 是 攜 帶 刀 械 魚 肉 地 方 鄉 民 的 攔 路 砍 人 兇 賊 ， 儘 管
惡 毒 兇 性 與 暴 力 傾 向 明 顯 可 見 ， 終 究 離 第 （ 5） 與 （ 6） 經 裡 那 位
斬 殺 百 千 人 的 殺 人 狂 形 象 倒 是 有 一 段 距 離 。

再 者 ， 我 們 也 應 該 注 意 到 （ 1） （ 2） 這 兩 經 提 到 佛 陀 度 化 央
掘 魔 羅 的 事 件 地 點 。 其 中 ， （ 1） 《 雜 阿 含 ‧ 1 0 7 7 經 》 作 「 央 瞿
多 羅 國 」 的 「 陀 婆 闍 迦 林 」 ， 而 （ 2） 《 別 譯 雜 阿 含 ‧ 1 6 經 》 作

「 摩 竭 陀 國 」 的 「 桃 河 樹 林 」 。 這 與 （ 3 ） 至 （ 6） 經 皆 將 事 件 地
點 說 為 「 拘 薩 羅 國 」 以 及 提 到 波 斯 匿 王 帶 兵 追 捕 央 掘 魔 羅 的 事
件 ， 彼 此 有 出 入 。

要 說 明 的 是 ： 若 事 件 地 點 確 實 是 發 生 在 第 （ 1 ） 經 所 說 的
「 央 瞿 多 羅 國 」 ， 或 是 第 （ 2） 經 所 說 的 「 摩 竭 陀 國 」 ， 則 這 兩 者
的 地 點 應 是 相 近 。 「 央 瞿 多 羅 國 」 ， 即 《 中 部 ‧ 9 2 經 》 《 施 羅
經 》 提 到 的 「 鴦 崛 多 羅 波 國 」 ， 佛 陀 曾 拜 訪 該 處 的 阿 波 那 村

（ a p a n a ） ， 度 化 施 羅 （ s e l a ） 婆 羅 門 暨 其 三 百 位 梵 志 弟 子 成 為 阿
羅 漢 ， 並 接 受 結 髮 苦 行 者 迦 尼 耶 （ J a t i l a K e n i y a ） 供 養 。 該 詞 的
巴 利 語 A v g u t t a r a p a ， 即 A v g a - U t t a r a - a p a 三 詞 的 複 合 詞 ； A v g a
是 指 佛 世 時 代 的 十 六 大 國 之 一 的 央 伽 國 ， U t t a r a 是 北 方 ， a p a 是
指 水 ， 合 起 來 意 即 〔 摩 希 河 （ M a h i ） 〕 22 水 （ a p a ） 北 方

22 Mahī.O n e o f t h e f i v e g r e a t r i v e r s o f I n d i a , a l l o f w h i c h h a v e a
c o m m o n o r i g i n （ Vi n . i i . 2 3 7 ; A . i v. 1 0 1 ; v. 2 2 ; S . i i . 1 3 5 ; v. 3 8 ; M i l . 2 0 ,
1 0 4 ; V s m . 1 0 , e t c . ） . Anguttarāpa was to the north of the Mahī 

（ S N A . i i . 4 3 7 f f ） . It is also called Mahāmahī.前 述 資 料 見 G. P.
M a l a l a s e k e r a , D i c t i o n a r y o f P a l i P ro p e r N a m e s , N e w D e l h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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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t t a r a ） 的 央 伽 地 區 。 依 佛 世 時 代 恒 河 流 域 圖 ， 央 伽 國 與 摩 伽 陀
國 北 部 相 鄰 甚 緊 ， 以 河 水 做 為 國 界 的 自 然 標 地 劃 分 亦 屬 正 常 。 從

（ 1） （ 2） 兩 經 所 說 的 位 置 看 來 ， 很 有 可 能 是 在 兩 國 邊 境 的 三 不
管 地 帶 ， 央 掘 魔 羅 進 行 攔 路 砍 人 的 兇 賊 行 徑 。 若 前 述 推 論 正 確 ，
則 第 （ 3 ） 至 （ 6 ） 經 裡 拘 薩 羅 國 的 波 斯 匿 王 率 兵 抓 央 掘 魔 羅 一
事 ， 發 生 的 頻 率 基 本 上 不 太 大 ， 這 部 分 很 可 能 是 宣 教 感 化 考 量 下
後 來 添 加 的 材 料 。 但 這 也 只 是 一 種 推 測 ， 實 情 如 何 有 待 進 一 步 考
證 。

然 而 不 管 如 何 ， 就 各 版 本 的 聲 聞 經 內 容 比 對 ， 從 （ 1） （ 2）
兩 經 的 素 樸 型 態 以 至 於 突 然 跳 躍 到 第 （ 3） 至 （ 6） 諸 經 的 繁 雜 型
態 ， 這 一 段 波 斯 匿 王 帶 兵 抓 拿 央 掘 魔 羅 敘 事 變 化 ， 也 透 露 著 佛 教
經 典 後 世 流 傳 中 由 簡 變 繁 的 敘 事 情 節 擴 張 過 程 ， 由 於 添 加 內 容 擴
大 劇 情 段 落 的 差 距 ， 從 而 劇 情 不 連 貫 情 況 偶 爾 也 會 出 現 。

2、遇婦女產難與以諦語安產

央 掘 魔 羅 出 家 受 戒 成 為 比 丘 後 ， 也 與 佛 教 僧 伽 一 樣 必 須 托 缽
乞 食 。 關 於 「 遇 婦 女 產 難 」 與 「 以 諦 語 安 產 」 事 件 也 就 發 生 在 乞
食 過 程 中 的 見 聞 。 第 （ 3） 至 （ 6） 經 都 提 到 乞 食 中 的 央 掘 魔 羅 尊
者 ， 見 到 一 位 懷 孕 婦 女 臨 產 前 相 當 痛 苦 ， 想 生 又 生 不 出 來 ， 佛 陀
教 導 央 掘 魔 羅 如 何 以 「 諦 語 」 （ s a c c a k i r i y a , s a t y a v a c a n a ） 保 護
婦 女 平 安 順 利 生 產 。 如 第 （ 6）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 裡 ， 佛 陀 教 導
他 向 孕 婦 宣 告 ： 「 我 從 賢 聖 生 已 來 ， 未 曾 殺 生 。 持 此 至 誠 之 言

（ 諦 語 ） ， 使 此 母 人 胎 得 無 他 」 。 23這 裡 的 「 至 誠 之 語 」 的 諦
語 ， 或 譯 為 實 語 ， 這 是 真 誠 不 虛 妄 的 誓 言 ， 與 一 般 的 發 誓 相 近 。
諦 語 ， 是 印 度 一 般 人 所 深 信 的 。 從 種 種 諦 語 的 傳 說 來 看 ， 諦 語
是 ： 說 諦 語 的 人 ， 必 要 備 有 良 好 的 功 德 ， 才 能 從 真 誠 不 虛 妄 的 誓

M u n s h i r a m M a n o h a r l a l P u b l i s h e r s , 1 9 8 3 . p . 2 2 , 5 9 3 . 或 參 見 網 頁 ：
h t t p : / / w w w. p a l i k a n o n . c o m / e n g l i s h / p a l i _ n a m e s / a y / a n g u t t a r a a p a . h t m
等 。

23 《 賢 愚 經 》「 無 惱 指 鬘 品 」 將 此 處 的 婦 女 產 難 ， 記 載 為 「 一 象 不 能
出 子 」， 這 是 指 牲 畜 類 的 產 難 ， 顯 見 傳 聞 有 出 入 。（ T 4 , p . 4 2 4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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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中 ， 發 出 神 奇 的 力 量 ， 進 而 實 現 誓 言 的 目 的 ─ ―保 證 與 保 護 孕
婦 平 安 順 利 生 產 一 事 。 這 不 只 是 內 心 的 想 念 ， 還 要 口 裏 說 出 來 ，
因 而 說 出 來 的 諦 語 也 就 有 一 分 神 秘 的 意 味 ， 所 以 諦 語 也 稱 為 「 真
實 加 持 」 （ satyādhis t h a n a , s a c c a d h i t t h a n a） 。 24

諦 語 與 巫 術 化 的 咒 語 ， 在 本 質 上 應 該 有 所 不 同 。 儘 管 兩 者 對
於 自 然 的 無 常 現 象 皆 有 或 輕 或 重 的 「 控 制 」 ， 但 是 前 者 重 於 說 諦
語 者 自 身 功 德 的 保 證 ， 後 者 重 於 說 咒 語 者 法 力 召 喚 的 支 配 。 這 種

「 諦 語 」 ， 在 重 理 性 思 惟 的 原 始 佛 教 裡 罕 少 被 強 調 ， 且 第 （ 1 ）
（ 2） 兩 經 並 未 提 到 「 諦 語 」 救 產 難 的 部 分 ， 為 此 ， 近 代 學 者 大 致
認 為 佛 法 起 初 是 沒 有 諦 語 ， 但 在 世 俗 信 仰 的 適 應 下 ， 漸 漸 的 掺 雜
進 來 。 例 如 印 順 的 觀 點 便 如 此 ， 他 以 《 十 誦 律 》 提 到 的 諦 語 為
例 ， 佛 以 「 佛 （ 或 作 三 寶 ） 沒 有 貪 、 瞋 、 癡 三 毒 」 的 諦 語 ， 消 除
了 飲 食 中 的 毒 素 ； 而 相 同 的 故 事 也 出 現 在 《 法 句 經 ‧ 註 解 書 》

（ D h a m m a p a d a - A t t h a k a t h a） ， 但 是 卻 沒 有 提 到 除 毒 的 諦 語 ， 藉 此
他 論 證 諦 語 在 佛 教 聖 典 的 發 展 是 後 起 ， 到 了 部 派 時 代 ， 諦 語 的 信
仰 已 非 常 普 遍 。 25

事 實 上 ， 印 順 這 觀 點 也 輔 助 地 說 明 前 述 各 版 本 聲 聞 經 的 《 央
掘 魔 羅 經 》 的 內 容 與 主 題 被 後 人 次 第 添 增 的 現 象 ， 這 有 助 於 我 們
重 視 「 經 文 批 判 」 ――亦 即 透 過 諸 版 本 對 比 而 求 其 可 能 公 約 數 的
重 要 性 。 但 是 在 此 要 多 作 說 明 ， 這 各 版 本 共 通 的 公 約 數 內 容 或 現
存 最 簡 單 素 樸 版 的 經 文 ， 並 不 意 味 完 全 符 應 於 最 早 或 最 原 初 的 意
義 ； 從 釋 經 學 觀 點 ， 一 段 經 文 的 意 義 是 由 整 體 來 界 定 ， 在 此 脈 絡
中 是 由 聲 聞 經 的 整 體 來 界 定 ， 而 非 是 分 割 的 斷 片 ， 這 點 必 須 被 再
三 理 解 。 但 是 話 說 回 來 ， 要 重 新 再 現 佛 陀 教 導 的 純 樸 面 貌 ， 卻 必
須 對 這 些 佛 教 聖 典 彼 此 共 通 的 公 約 數 ， 從 一 開 始 特 別 加 以 重 視 。

24 印 順 ，《 初 期 大 乘 之 起 源 與 開 展 》 (台 北 ： 正 聞 出 版 社 ， 1 9 9 2 年 ， 七
版 )， 頁 5 0 7。

25 印 順 ，《 初 期 大 乘 之 起 源 與 開 展 》 (台 北 ： 正 聞 出 版 社 ， 1 9 9 2 年 ， 七
版 )， 頁 5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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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忍受報與人間形象

出 家 後 的 央 掘 魔 羅 ， 專 精 修 行 不 放 逸 。 從 第 （ 3） 到 （ 6） 經
的 內 容 可 以 得 知 ， 儘 管 央 掘 魔 羅 證 得 聲 聞 最 高 聖 位 而 心 不 再 有 所
罣 礙 ， 但 是 他 的 色 身 卻 不 因 此 而 免 除 過 去 所 造 惡 業 的 現 世 果 報 。
這 幾 部 聲 聞 經 都 提 到 央 掘 魔 羅 在 托 缽 乞 食 的 路 上 ， 「 群 小 童 黻 見
之 分 衛 ， 或 瓦 石 擲 、 或 以 箭 射 、 或 刀 斫 刺 、 或 杖 捶 擊 」 26， 仇 人
見 面 分 外 眼 紅 ， 隨 手 可 用 的 武 器 紛 紛 施 加 在 這 位 過 去 逞 兇 鬥 很 的
惡 賊 ――即 今 日 的 央 掘 魔 羅 比 丘 身 上 ， 其 慘 狀 可 想 像 多 麼 狼 狽 不
堪 。 飽 受 攻 擊 的 央 掘 魔 羅 並 未 氣 餒 ， 安 忍 惡 業 苦 報 過 著 梵 行 生
活 。 或 許 是 他 傷 勢 過 重 ， 後 世 的 覺 音 論 師 在 《 法 句 經 ‧ 註 解 書 》
提 到 ， 央 掘 魔 羅 加 入 僧 伽 不 久 便 逝 去 。 27從 這 個 傳 說 也 約 略 可 見
巴 利 佛 教 傳 統 裡 央 掘 魔 羅 的 凡 間 人 類 形 象 ， 沒 有 太 多 神 秘 的 宗 教
修 辭 誇 飾 ， 而 僅 僅 是 一 個 浪 子 回 頭 的 人 間 修 行 者 典 範 。

相 對 於 此 ， 央 掘 魔 羅 相 關 的 本 生 譚 ， 與 大 乘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神 通 幻 現 的 不 可 思 議 形 象 ， 為 央 掘 魔 羅 這 個 角 色 層 層 添 飾 神
異 色 彩 ， 而 與 聲 聞 經 裡 央 掘 魔 羅 的 人 間 形 象 逐 漸 產 生 距 離 。 這 些
揉 合 宗 教 起 信 與 本 生 因 緣 之 文 學 類 型 的 修 辭 誇 飾 手 法 ， 對 凡 夫 因
果 業 報 輪 迴 理 解 上 的 經 驗 限 制 ， 嘗 試 進 行 活 絡 、 詮 釋 與 解 套 。 這
些 詮 釋 活 動 對 應 於 其 契 機 的 時 代 與 聽 聞 的 對 象 ， 皆 帶 有 問 題 解 答
與 宗 教 安 慰 的 意 義 ， 但 是 事 實 上 開 了 這 扇 文 學 想 像 濃 厚 的 方 便 門
後 ， 一 種 類 似 「 格 式 塔 圖 式 」 （ G e s t a l t p a r a d i g m ） 的 視 野 錯
覺 ， 也 就 無 法 扼 制 地 漸 漸 滲 入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的 思 想 運 動 中 ， 大 大
地 豐 富 與 誇 飾 佛 教 思 想 圖 式 原 貌 的 解 讀 。 28

26 T 2 , p . 5 0 1 a。
27 A c c o r d i n g t o t h e D h a m m a p a d a t t h a k a t h a （ i i i . 1 6 9 ） h e a p p e a r s t o h a v e

d i e d s o o n a f t e r h e j o i n e d t h e O r d e r. G. P. M a l a l a s e k e r a , D i c t i o n a r y o f
P a l i P ro p e r N a m e s , N e w D e l h i : M u n s h i r a m M a n o h a r l a l P u b l i s h e r s ,
1 9 8 3 . p p . 2 2 - 2 3 .

28 參 見 呂 凱 文 著 ，〈 對 比 、 詮 釋 與 典 範 轉 移 （ 1 ）： 兩 種 佛 教 典 範 下 的
郁 伽 長 者 〉，《 正 觀 》 第 3 4 期 （ 南 投 ： 正 觀 雜 誌 社 ， 2 0 0 5 年 9 月 2 5
日 出 版 ）， 頁 5 -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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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聲聞經的央掘魔羅形象

在 正 式 討 論 聲 聞 乘 佛 教 典 範 如 何 從 本 生 譚 過 度 到 大 乘 佛 教 典
範 這 個 議 題 前 ， 再 回 到 我 們 這 一 節 主 題 「 央 掘 魔 羅 的 聲 聞 經 形
象 」 吧 ！ 從 第 （ 1） 到 （ 6） 的 各 版 聲 聞 經 ， 不 論 篇 幅 長 短 或 劇 情
如 何 轉 折 ， 各 經 彼 此 共 通 的 公 約 數 大 致 得 出 ： 出 家 前 的 央 掘 魔 羅
持 兵 器 追 趕 佛 陀 、 出 家 後 受 具 足 戒 成 為 比 丘 、 精 進 修 行 證 得 阿 羅
漢 。 依 此 我 們 如 下 總 結 央 掘 魔 羅 的 聲 聞 經 形 象 為 三 項 主 體 的

（ s u b s t a n t i a l ） 與 必 要 的 （ n e c e s s a r y ） 描 述 。 這 也 是 該 經 主 角 角
色 變 換 的 基 本 結 構 。

（ 1） 出 家 前 ： 人 ， 且 是 一 個 兇 賊 。
（ 2） 出 家 後 ： 佛 弟 子 。
（ 3） 出 家 修 行 果 證 ： 依 止 佛 陀 教 法 ， 成 就 聲 聞 乘 的 最 高

聖 位 阿 羅 漢 。

至 於 這 三 項 以 外 的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 宜 視 為 聲 聞 佛 教 文 獻 在 後 世 的
口 傳 、 書 寫 與 流 傳 中 ， 各 版 本 所 添 增 而 衍 生 的 （ d e r i v a t i v e ） 與
附 屬 的 （ a c c i d e n t a l ） 的 項 目 。

四、本生譚的央掘魔羅形象

（一）央掘魔羅相關的本生譚

關 於 「 佛 教 聖 典 文 類 學 」 （ G e n o l o g y o f B u d d h i s t
L i t e r a t u r e ） 或 所 謂 「 九 （ 十 二 ） 分 教 」 的 先 後 成 立 順 序 問 題 ，
學 界 目 前 大 致 同 意 現 存 的 《 雜 阿 含 》 或 《 相 應 部 》 包 含 了 早 期 成
立 的 「 修 多 羅 、 祇 夜 、 記 說 、 伽 陀 、 優 陀 那 」 等 五 種 文 類 ， 或 是

「 五 分 教 」 。 直 至 佛 寂 滅 百 年 內 （ 約 第 二 次 的 七 百 結 集 前 ） ， 包
括 「 本 事 、 本 生 、 未 曾 有 法 、 方 廣 」 等 在 內 的 四 種 文 類 ， 也 被 結
集 進 經 法 中 ， 合 起 來 即 是 九 種 文 類 ， 或 是 「 九 分 教 」 。 部 派 佛 教
發 達 的 時 代 ， 有 的 部 派 更 將 九 分 教 擴 大 ， 加 上 「 譬 喻 、 因 緣 、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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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 等 三 種 文 類 ， 組 合 成 為 十 二 種 文 類 ， 或 是 「 十 二 分 教 」 。 29

這 小 節 的 探 討 內 容 ， 主 要 與 「 九 分 教 」 與 「 十 二 分 教 」 裡 的 「 本
生 」 有 關 。

「 本 生 」 （ J a t a k a ） ， 音 譯 為 闍 多 伽 、 闍 陀 等 ， 義 譯 為 生 、
本 生 ， 或 一 般 作 本 生 譚 。 《 大 毘 婆 沙 論 》 提 到 ： 「 本 生 云 何 ？ 謂
諸 經 中 ， 宣 說 過 去 所 經 生 事 ， 如 雄 、 鹿 等 諸 本 生 經 。 如 佛 因 提 婆
達 多 ， 說 五 百 本 生 事 等 。 」 30凡 述 及 佛 陀 或 佛 弟 子 前 生 因 由 的 佛
教 文 類 即 是 「 本 生 」 。 由 於 這 種 文 類 的 傳 述 與 寫 作 風 格 對 於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的 推 動 與 開 展 ， 起 著 重 大 意 義 ， 宜 特 別 留 心 它 在 聲 聞 經
大 乘 化 的 過 程 所 帶 動 的 催 化 作 用 。

從 附 表 一 可 得 知 ， 前 引 的 （ 1） 至 （ 6） 的 六 部 央 掘 魔 羅 聲 聞
經 裡 ， 只 有 （ 6 ）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提 到 央 掘 魔 羅 本 生 譚 ，
該 經 內 容 的 神 異 程 度 也 是 六 部 經 之 冠 。 若 以 央 掘 魔 羅 所 殺 人 數 為
例 ， 該 經 不 僅 提 到 「 殺 千 人 」 ， 亦 提 到 ： 「 能 取 千 人 殺 ， 以 指 作
鬘 者 ， 果 其 所 願 ， 如 此 之 人 ， 命 終 之 後 ， 生 善 處 天 上 。 設 取 所 生
母 及 沙 門 瞿 曇 殺 者 ， 當 生 梵 天 上 。 」 31這 種 誇 飾 殺 戮 數 目 與 殺 戮
功 德 、 擴 大 宗 教 迫 害 或 亂 倫 事 件 的 寫 作 風 格 ， 的 確 是 其 他 前 幾 部
聲 聞 經 未 見 。 該 經 後 段 的 本 生 譚 提 到 央 掘 魔 羅 與 婆 羅 門 師 、 婆 羅
門 師 母 、 被 殺 者 等 人 的 前 世 今 生 故 事 ， 更 提 到 他 今 世 殺 死 人 數 是

「 八 萬 人 民 」 ， 這 個 數 目 顯 然 與 前 述 幾 部 素 樸 型 態 的 聲 聞 經 有 著
難 以 想 像 的 巨 大 差 距 ， 不 宜 當 成 信 史 或 歷 史 資 料 ， 應 視 為 佛 教 信
仰 體 系 下 宣 教 啟 信 的 誇 飾 修 辭 。

本 生 譚 ， 這 種 帶 著 強 烈 誇 飾 修 辭 風 格 的 文 學 類 型 ， 正 面 而
言 ， 它 擴 張 佛 教 敘 事 的 戲 劇 性 張 力 ， 藉 由 反 差 明 顯 的 劇 情 結 構 來
強 化 與 解 釋 各 個 角 色 彼 此 的 三 世 因 果 關 係 ， 這 很 有 益 於 閱 聽 者 激
起 對 佛 教 理 想 生 命 型 態 的 憧 憬 ， 與 激 起 對 現 世 道 德 行 為 提 醒 ； 反

29 請 參 見 楊 郁 文 ，〈 中 阿 含 經 題 解 〉。 出 處 為 《 佛 光 大 藏 經 ‧ 阿 含 藏 》
《 中 阿 含 經 一 》（ 高 雄 ： 佛 光 出 版 社 ， 1 9 9 5 年 ， 初 版 七 刷 ）， 頁 1 - 2。

30 T 2 7 , p . 6 6 0 a 。
31 T 2 , p . 7 2 0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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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而 言 ， 它 大 大 干 擾 與 曲 折 佛 教 敘 事 原 先 單 純 樸 素 的 內 容 。 當 佛
教 的 文 類 學 傳 統 逐 漸 從 人 間 現 實 性 的 論 述 轉 移 到 本 生 譚 神 話 ， 它
就 近 於 一 種 宗 教 治 療 學 的 神 秘 語 言 遊 戲 ， 究 其 本 質 卻 是 無 記 ， 無
法 證 其 為 真 ， 亦 無 法 證 其 為 偽 ， 越 是 神 異 越 是 啟 引 形 上 玄 想 的 神
話 意 境 ， 與 感 性 向 度 的 宗 教 信 仰 。

央 掘 魔 羅 相 關 的 重 要 本 生 譚 ， 除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外 ，
《 大 正 藏 》 「 本 緣 部 」 裡 另 有 兩 經 提 到 ， 它 們 分 別 是 《 六 度 集
經 》 的 「 普 明 王 經 」 32， 以 及 《 賢 愚 經 》 的 「 無 惱 指 鬘 品 」 。 33

其 中 ， 《 賢 愚 經 》 雖 然 以 聲 聞 思 想 為 中 心 但 也 包 含 大 乘 思 想 ， 它
可 視 為 聲 聞 乘 典 範 轉 移 至 大 乘 典 範 的 重 要 文 學 作 品 ； 至 於 《 六 度
集 經 》 一 般 學 者 將 它 列 入 小 乘 經 典 的 範 疇 ， 但 是 從 經 名 「 六 度 」
可 看 出 該 經 重 於 大 乘 菩 薩 行 的 「 六 度 」 思 想 。 34

（二）本生譚的央掘魔羅形象

1、《增一阿含經 31:6 經》本生譚

前 述 提 到 的 （ 1） 至 （ 5） 經 ， 都 是 在 央 掘 魔 羅 的 自 說 偈 後 結
束 經 文 。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經 文 型 態 與 此 略 有 不 同 ， 它 在 央
掘 魔 羅 的 自 說 偈 後 更 添 加 本 生 譚 ， 形 成 一 片 新 的 論 述 區 塊 ， 前 後
文 脈 看 似 連 貫 ， 但 是 該 段 對 話 為 後 世 所 添 加 變 動 的 情 形 隱 然 可
見 。 特 別 是 本 生 譚 經 文 結 尾 與 全 經 經 文 結 尾 ， 兩 處 緊 鄰 甚 近 ， 也
都 以 「 奉 行 」 結 尾 ， 這 與 一 般 佛 教 經 文 以 單 次 「 （ 歡 喜 ） 奉 行 」

32 T 3 , p . 2 2 b - 2 4 a。
33 T 4 , p . 4 2 3 b - 4 2 7 b。
34 例 如 《 佛 典 解 題 事 典 》 裡 ， 日 籍 學 者 奈 良 康 明 撰 寫 該 經 條 目 ， 將 它

納 入 印 度 佛 教 的 「 原 始 聖 典 」 範 疇 。 奈 良 氏 指 出 ， 從 本 經 特 別 以 大
乘 佛 教 的 六 度 菩 薩 行 作 為 推 崇 的 核 心 ， 明 顯 可 見 到 編 輯 者 編 纂 的 痕
跡 。 此 外 ， 該 經 除 了 頻 頻 出 現 彌 勒 菩 薩 本 生 譚 故 事 ， 它 的 特 色 也 與

《 般 若 經 》 的 道 行 般 若 屬 於 相 同 系 統 。 關 於 奈 良 氏 對 該 經 的 整 理 ， 請
參 見 水 野 弘 元 等 編 著 ，《 佛 典 解 題 事 典 》（ 東 京 ： 春 秋 社 ， 1 9 7 7 年 ），
頁 7 2 。 國 內 學 者 關 於 該 經 的 研 究 ， 請 參 見 釋 天 常 ，〈 六 度 集 研 究 〉

《 中 華 佛 學 研 究 》 第 2 期 （ 台 北 ： 中 華 佛 學 研 究 所 ， 1 9 9 8 年 3 月 ），
頁 7 5 - 1 0 4。



58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十一期（2006 年）

作 結 尾 的 常 態 用 法 略 有 異 樣 。 很 有 可 能 經 文 後 段 的 本 生 譚 是 後 來
添 入 的 獨 立 文 體 ， 以 致 於 形 成 「 經 中 經 」 的 型 態 。 這 個 本 生 譚 與
前 述 央 掘 魔 羅 相 關 聲 聞 經 的 型 態 相 異 ， 宜 視 為 後 世 佛 教 傳 說 或 佛
典 編 輯 者 加 工 添 入 的 一 種 補 充 性 質 的 說 明 與 解 釋 。 它 目 的 在 於 解
答 與 交 代 ， 殺 人 兇 賊 如 何 能 夠 成 為 阿 羅 漢 等 問 題 ， 藉 由 印 度 宗 教
際 共 用 的 因 果 業 報 思 想 ， 作 一 串 連 式 的 修 辭 論 述 。

這 個 本 生 譚 安 排 的 場 景 ， 首 先 選 擇 以 央 掘 魔 羅 禮 畢 佛 足 後 的
「 離 席 」 作 為 對 話 的 現 場 ， 隨 後 藉 由 諸 比 丘 請 教 佛 陀 問 題 ， 借 佛
陀 之 口 帶 出 整 個 本 生 譚 故 事 。 諸 比 丘 的 問 題 是 ： 「 鴦 掘 魔 本 作 何
功 德 ， 今 日 聰 明 智 慧 ， 面 目 端 政 ， 世 之 希 有 ？ 復 作 何 不 善 行 ， 於
今 身 上 ， 殺 害 生 類 不 可 稱 計 ？ 復 作 何 功 德 ， 於 今 值 如 來 ， 得 阿 羅
漢 道 ？ 」 35這 三 個 問 題 由 諸 比 丘 提 問 ， 事 實 上 也 代 表 著 後 世 一 般
經 文 閱 聽 者 的 迷 惘 與 疑 竇 。 業 報 輪 迴 思 想 是 古 印 度 宗 教 際 共 有 的
信 仰 語 言 之 一 ， 佛 教 使 用 這 套 信 仰 語 言 作 為 滅 苦 解 脫 教 法 的 說
明 。 這 種 業 報 輪 迴 思 想 的 信 仰 語 言 ， 與 人 類 本 質 上 無 法 扼 止 的 形
上 根 源 思 惟 探 尋 有 關 ， 面 對 世 俗 大 眾 宣 教 啟 信 的 需 求 與 宗 教 治 療
學 資 源 的 充 份 運 用 ， 佛 教 不 能 不 面 對 ， 要 面 對 就 得 採 取 立 場 ， 從
而 這 也 促 使 後 世 的 經 典 編 輯 者 安 排 佛 陀 講 述 央 掘 魔 羅 的 前 世 今 生
因 由 。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本 生 譚 大 意 如 下 。 過 去 賢 劫 的 「 迦 葉
如 來 」 時 代 之 後 ， 「 大 果 王 」 統 領 閻 浮 提 世 界 。 大 果 王 膝 下 僅 有
一 子 ， 名 為 「 清 淨 太 子 」 。 清 淨 太 子 喜 歡 清 淨 無 瑕 的 日 子 ， 不 喜
歡 物 慾 生 活 ， 也 不 想 治 理 國 事 ， 年 紀 近 三 十 猶 未 娶 妻 。 年 漸 老 邁
的 大 果 王 ， 擔 心 王 位 後 繼 無 人 ， 於 是 與 群 臣 策 劃 計 謀 讓 一 位 名 為

「 婬 種 」 的 女 人 成 功 地 色 誘 太 子 。 太 子 被 動 地 初 嘗 男 女 情 慾 滋
味 ， 未 料 從 此 性 向 癖 好 轉 變 ， 要 求 大 果 王 命 令 閻 浮 提 世 界 內 一 切
未 嫁 女 性 ， 先 將 她 們 的 初 夜 權 獻 給 太 子 後 才 能 婚 嫁 。 此 舉 引 起

「 須 蠻 長 者 女 」 與 城 內 衛 道 人 士 的 忿 恨 。 在 眾 人 成 功 政 變 下 ， 大
果 王 為 了 自 保 ， 不 得 不 讓 眾 人 以 瓦 石 擊 殺 清 淨 太 子 。 太 子 死 前 誓

35 T 2 , p . 7 2 1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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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來 世 要 報 此 怨 ， 也 誓 願 於 未 來 世 逢 值 聖 者 證 解 脫 果 。 最 後 則 是
佛 陀 作 總 結 ： 「 大 果 王 」 即 央 掘 魔 羅 今 世 的 「 婆 羅 門 師 」 ， 「 婬
種 」 女 即 今 世 的 「 師 母 」 ， 「 爾 時 人 民 」 即 「 今 八 萬 人 民 死
者 」 ， 至 於 「 清 淨 太 子 」 即 今 世 的 「 央 掘 魔 羅 」 ， 今 世 央 掘 魔 羅
的 殺 業 與 果 證 皆 由 過 去 這 段 因 緣 而 來 。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本 生 譚 只 有 前 述 這 一 段 ， 它 以 央 掘 魔
羅 殺 人 事 件 裡 的 四 種 角 色 為 主 ， 配 合 本 生 譚 四 種 角 色 過 去 世 的 變
式 ， 它 們 的 結 構 分 別 為 ：

今 生 前 世
（ 1） 央 掘 魔 羅 → 清 淨 太 子
（ 2） 婆 羅 門 師 → 大 果 王
（ 3） 婆 羅 門 師

母
→ 婬 種 女

（ 4） 受 害 人 民 → 八 萬 人 民

2、《賢愚經》「無惱指鬘品」本生譚

相 較 之 下 ， 《 賢 愚 經 》 「 無 惱 指 鬘 品 」 與 央 掘 魔 羅 相 關 的 本
生 譚 ， 則 大 致 擴 張 為 四 個 段 落 ， 提 到 本 生 因 由 的 四 個 角 色 則 與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略 有 出 入 ， 他 們 分 別 是 （ 1 ） 波 斯 匿 王 、
（ 2） 佛 陀 、 （ 3） 央 掘 魔 羅 、 （ 4） 受 害 人 民 。 至 於 婆 羅 門 師 與 婆
羅 門 師 母 這 兩 個 角 色 ， 在 《 賢 愚 經 》 經 文 前 段 劇 情 具 有 著 重 要 地
位 ， 卻 未 在 該 經 後 段 的 本 生 譚 故 事 闡 釋 他 們 與 央 掘 魔 羅 等 人 的 本
生 因 由 。 以 下 分 別 說 明 《 賢 愚 經 》 「 無 惱 指 鬘 品 」 本 生 譚 的 四 個
段 落 。 36

第 一 個 段 落 ， 提 到 波 斯 匿 王 與 央 掘 魔 羅 的 本 生 因 由 。 經 文 提

36 丁 敏 指 出 《 賢 愚 經 》 的 中 心 思 想 仍 屬 小 乘 ， 在 在 處 處 宣 揚 小 乘 四
果 ， 然 其 中 亦 含 有 大 乘 思 想 ， 此 其 文 學 特 色 之 一 ， 該 經 可 視 為 聲 聞
乘 典 範 轉 移 到 大 乘 典 範 的 佛 教 文 學 作 品 。 請 參 見 丁 敏 ，〈 譬 喻 佛 典 之
研 究 〉《 中 華 佛 學 學 報 》 第 4 期 （ 台 北 ： 中 華 佛 學 研 究 所 ， 1 9 9 1 年 7
月 ）， 頁 7 5 -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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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央 掘 魔 羅 出 家 證 得 阿 羅 漢 ， 隨 佛 陀 返 回 祗 陀 林 ， 當 波 斯 匿 王
知 道 兇 賊 出 家 證 道 一 事 ， 他 好 奇 地 想 一 睹 這 個 人 的 長 相 ， 未 料 走
到 房 外 ， 光 聽 到 央 掘 魔 羅 比 丘 的 輕 咳 聲 ， 波 斯 匿 王 居 然 過 度 畏 懼
而 昏 倒 在 地 ， 良 久 才 能 甦 醒 回 神 。 佛 陀 為 此 講 述 兩 人 過 去 世 的 本
生 因 由 ， 這 段 本 生 譚 經 文 提 到 ： 「 過 去 久 遠 ， 此 閻 浮 提 ， 有 一 大
國 ， 名 波 羅 捺 。 爾 時 國 中 ， 有 一 毒 鳥 ， 捕 諸 毒 蟲 ， 恒 以 為 食 ， 其
形 極 毒 ， 不 可 觸 近 ， 所 經 歷 下 ， 眾 生 皆 死 ， 樹 木 悉 枯 。 爾 時 此
鳥 ， 遇 到 一 林 ， 住 一 樹 上 ， 謦 欬 欲 鳴 。 時 彼 林 中 ， 有 白 象 王 ， 在
傍 樹 下 ， 聞 毒 鳥 聲 ， 躃 地 斷 絕 不 能 動 搖 。 如 是 大 王 ！ 爾 時 毒 鳥 ，
今 指 鬘 是 。 時 白 象 王 ， 今 王 身 是 。 」 37兩 人 過 去 生 的 變 式 ， 可 以
如 下 結 構 表 示 ：

今 生 前 世
（ 1） 央 掘 魔

羅
→ 毒 鳥

（ 2） 波 斯 匿
王

→ 白 象 王

第 二 個 段 落 ， 提 到 佛 陀 、 央 掘 魔 羅 與 受 害 人 民 的 本 生 因 由 。
經 文 透 過 佛 陀 與 波 斯 匿 王 對 話 提 到 ： 不 僅 殺 害 多 人 的 央 掘 魔 羅 今
世 被 佛 陀 降 化 ， 在 過 去 世 裡 殺 害 這 許 多 人 的 央 掘 魔 羅 也 曾 被 自 己
降 化 ， 隨 後 解 釋 彼 此 在 過 去 生 的 關 係 。 這 段 本 生 譚 大 致 如 下 ：

「 央 掘 魔 羅 」 過 去 世 曾 生 為 「 駁 足 王 」 ， 這 位 駁 足 王 是 「 波 羅 奈
國 」 的 「 波 羅 摩 達 王 」 在 山 林 與 「 雌 獅 」 人 獸 雜 交 所 生 ， 繼 任 王
位 且 娶 兩 位 夫 人 。 其 中 ， 駁 足 王 的 第 二 夫 人 摧 毀 天 祠 ， 導 致 「 天
祠 的 守 護 神 」 遷 怒 於 王 室 ， 因 而 離 間 駁 足 王 與 另 外 一 位 「 仙 人 」
的 關 係 ， 使 得 仙 人 詛 咒 駁 足 王 在 往 後 十 二 年 內 以 人 肉 為 食 。 由 於
幫 忙 駁 足 王 張 羅 人 肉 的 「 御 廚 」 被 眾 人 逮 補 ， 公 開 坦 承 國 內 頻 傳
的 兒 童 失 蹤 或 殺 害 事 件 與 駁 足 王 嗜 吃 小 兒 肉 有 關 ， 眾 人 忿 怒 地 發
動 政 變 要 殺 害 駁 足 王 。 眼 見 大 勢 已 去 的 駁 足 王 ， 憑 藉 著 他 過 去 供
養 諸 仙 人 的 功 德 ， 竟 然 變 身 為 「 飛 行 羅 剎 」 逃 過 一 死 。 他 對 著 發

37 T 4 , p . 4 2 5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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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政 變 的 臣 民 發 誓 ， 從 今 以 後 要 吃 掉 他 們 至 愛 的 親 人 。 隨 後 ， 一
次 羅 剎 的 人 肉 宴 會 中 ， 駁 足 王 想 抓 滿 一 千 個 王 作 為 食 材 ， 已 抓 九
百 九 十 九 個 王 關 在 深 山 ， 唯 缺 少 一 人 。 當 駁 足 王 抓 到 「 須 陀 素 彌
王 」 時 ， 須 陀 素 彌 王 的 誠 信 與 教 化 感 動 了 他 ， 駁 足 王 不 僅 釋 放 諸
王 回 國 ， 也 不 再 吃 人 肉 。 須 陀 素 彌 王 也 幫 助 駁 足 王 回 故 里 ， 重 新
掌 理 故 國 朝 政 。 最 後 則 是 佛 陀 作 總 結 ： 「 須 陀 素 彌 王 」 即 「 今 世
的 佛 陀 」 ， 「 駁 足 王 」 即 「 央 掘 魔 羅 」 ， 「 諸 人 十 二 年 中 ， 為 駁
足 王 所 食 噉 者 」 即 「 此 諸 人 為 鴦 仇 摩 羅 所 殺 者 」 且 「 此 諸 人 等 ，
世 世 常 為 央 掘 魔 羅 所 殺 害 」 。 這 段 本 生 譚 角 色 的 變 式 結 構 如 下 表
示 ：

今 生 前 世
（ 1） 央 掘 魔

羅
→ 駁 足 王 （ 飛 行 羅 剎 ）

（ 2） 佛 陀 → 須 陀 素 彌 王
（ 3） 受 害 者 → 發 動 政 變 的 臣 民
（ 4） 受 害 者 → 十 二 年 中 為 駁 足 王 所

食 噉 者
（ 5） 受 害 者 → 世 世 常 為 央 掘 魔 羅 殺

害 者

第 三 個 段 落 ， 提 到 央 掘 魔 羅 與 受 害 人 民 的 本 生 因 由 。 經 文 提
到 ， 波 斯 匿 王 請 教 佛 陀 ， 這 些 受 害 者 何 以 世 世 常 為 央 掘 魔 羅 所 殺
的 宿 緣 。 這 段 本 生 譚 大 致 如 下 ： 久 遠 劫 前 ， 閻 浮 提 有 「 波 羅 達 羅
王 」 統 領 「 波 羅 奈 國 」 。 波 羅 達 羅 王 有 二 子 ， 其 中 小 王 子 性 喜 幽
靜 ， 年 少 時 入 山 求 道 當 「 仙 人 」 。 後 來 波 羅 達 羅 王 與 繼 任 王 位 的
大 王 子 相 繼 去 世 ， 王 室 後 繼 無 人 ， 於 是 群 臣 迎 請 當 仙 人 的 小 王 子

（ 即 仙 人 王 ） 回 國 繼 任 王 位 。 後 來 「 仙 人 王 」 過 度 沉 溺 女 色 ， 放
蕩 縱 慾 無 法 自 制 ， 他 命 令 全 國 所 有 女 性 要 將 初 夜 權 獻 給 國 王 才 能
出 嫁 。 此 舉 引 起 國 人 忿 怒 ， 群 臣 成 功 發 動 政 變 要 殺 仙 人 王 。 自 知
必 死 的 仙 人 王 ， 對 群 臣 （ 即 那 些 逼 他 離 開 原 先 山 居 清 淨 生 活 、 慫
恿 他 繼 任 王 位 、 發 動 政 變 殺 他 的 群 臣 ） 忿 恨 發 誓 ， 生 生 世 世 都 要
殺 他 們 ， 然 後 再 修 道 解 脫 。 最 後 佛 陀 作 總 結 ： 爾 時 「 仙 人 王 」 即
今 「 央 掘 魔 羅 」 ； 爾 時 「 臣 民 同 心 殺 王 者 」 即 「 今 此 諸 人 為 央 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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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 羅 所 殺 者 」 ， 從 過 去 世 以 來 ， 他 們 經 常 被 央 掘 魔 羅 殺 ， 一 直 到
今 日 仍 然 受 害 。 這 段 本 生 譚 角 色 的 變 式 結 構 如 下 表 示 ：

今 生 前 世
（ 1） 央 掘 魔

羅
→ 仙 人 王

（ 2） 受 害 者 → 發 動 政 變 的 臣 民

這 個 本 生 譚 與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本 生 譚 在 主 要 角 色 與 劇
情 主 軸 上 相 彿 ， 但 略 為 簡 化 與 變 動 ， 在 人 間 流 傳 過 程 中 ， 礙 於 講
述 者 記 憶 模 糊 與 消 退 ， 或 礙 於 人 為 與 非 人 為 地 揉 改 內 容 因 應 閱 聽
者 需 求 ， 這 種 劇 情 更 動 的 現 象 是 自 然 而 無 法 免 俗 的 。 仙 人 王 與 清
淨 太 子 的 角 色 基 本 上 一 致 ， 兩 者 都 有 清 淨 修 道 背 景 ， 兩 者 都 強 索
全 國 民 女 的 初 夜 貞 操 ， 也 為 此 導 致 臣 民 叛 變 ， 滋 生 彼 此 生 生 世 世
嫌 隙 仇 殺 與 冤 冤 相 報 的 本 生 因 由 。

第 四 個 段 落 ， 提 到 央 掘 魔 羅 個 人 的 本 生 因 由 。 這 個 段 落 裡 ，
阿 難 提 到 兩 個 問 題 ： 「 鴦 仇 摩 羅 ， 宿 有 何 慶 ， 身 力 雄 壯 ， 力 士 之
力 ， 健 捷 輕 疾 ， 走 及 飛 鳥 ？ 復 得 值 佛 ， 越 度 生 死 ？ 唯 願 垂 哀 ， 為
眾 會 說 。 」 其 實 這 兩 個 問 題 也 包 含 在 前 述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裡 諸 比 丘 提 的 三 個 問 題 ， 即 諸 比 丘 問 ： 「 鴦 掘 魔 本 作 何 功 德 ， 今
日 聰 明 智 慧 ， 面 目 端 政 ， 世 之 希 有 ？ 復 作 何 不 善 行 ， 於 今 身 上 ，
殺 害 生 類 不 可 稱 計 ？ 復 作 何 功 德 ， 於 今 值 如 來 ， 得 阿 羅 漢 道 ？ 」
等 三 個 問 題 中 的 第 一 與 第 三 個 問 題 。 但 是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本 生 譚 內 容 ， 只 有 回 答 第 二 與 第 三 個 問 題 ， 卻 未 針 對 第 一 個 問 題
回 答 ， 顯 見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的 本 生 譚 並 不 完 整 。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本 生 譚 中 缺 乏 充 份 闡 釋 的 部 份 ， 在 《 賢
愚 經 》 「 無 惱 指 鬘 品 」 裡 有 著 較 為 充 份 的 闡 釋 ， 且 兩 者 闡 釋 的 重
點 各 有 所 重 。 首 先 ， 《 賢 愚 經 》 本 生 譚 擴 編 的 四 個 段 落 ， 大 幅 度
強 化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未 闡 釋 到 的 佛 陀 、 波 斯 匿 王 、 受 害 人
的 本 生 因 由 ； 其 次 ， 對 於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已 闡 釋 過 的 婆 羅
門 師 、 婆 羅 門 師 母 的 本 生 因 由 則 不 再 贅 言 重 述 ； 再 者 ， 也 是 最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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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的 ， 《 賢 愚 經 》 本 生 譚 也 強 化 與 補 充 地 闡 釋 了 央 掘 魔 羅 過 去 世
因 緣 與 佛 教 正 法 的 聯 結 關 係 ， 這 點 從 《 賢 愚 經 》 本 生 譚 第 四 段 落
中 ， 佛 陀 講 述 央 掘 魔 羅 過 去 生 曾 擔 任 過 執 事 比 丘 一 事 ， 看 得 更 為
清 楚 。

第 四 段 落 提 到 央 掘 魔 羅 曾 是 執 事 比 丘 的 本 生 譚 ， 如 經 文 提
到 ： 「 佛 告 阿 難 ， 汝 等 善 聽 。 乃 往 過 去 迦 葉 佛 時 ， 有 一 比 丘 ， 為
僧 執 事 ， 將 僧 人 畜 ， 載 致 穀 米 。 道 中 逢 雨 ， 隱 避 無 處 ， 穀 米 囊
物 ， 悉 被 澆 浸 。 時 彼 比 丘 ， 思 欲 疾 過 ， 力 少 行 遲 ， 無 方 從 意 ， 心
懷 悒 遲 。 即 立 誓 言 ， 願 我 後 生 ， 力 敵 千 人 ， 身 輕 行 速 ， 走 疾 飛
鳥 ， 將 來 有 佛 釋 迦 牟 尼 ， 使 我 得 見 永 脫 生 死 。 如 是 阿 難 ！ 爾 時 執
事 比 丘 者 ， 今 鴦 仇 摩 羅 是 。 由 彼 世 時 ， 出 家 持 戒 ， 因 營 僧 事 ， 立
願 之 故 ， 自 從 是 來 ， 世 世 端 正 猛 力 輕 疾 ， 悉 如 其 願 。 復 遇 見 我 ，
得 度 生 死 。 」 38這 段 本 生 譚 將 今 世 兇 賊 央 掘 魔 羅 的 證 果 解 脫 ， 與
植 於 過 去 世 迦 葉 佛 時 代 的 善 根 因 緣 進 行 密 合 解 釋 ， 它 不 僅 說 明 今
世 央 掘 魔 羅 身 強 力 壯 的 原 因 ， 更 說 明 他 逢 值 釋 迦 牟 尼 佛 的 必 然
性 ， 解 釋 現 世 看 來 神 異 難 解 的 善 惡 業 報 問 題 ， 藉 此 鍊 結 與 強 化 佛
陀 出 世 教 化 世 人 的 必 然 性 。 至 於 這 段 落 本 生 譚 角 色 的 變 式 結 構 ，
可 如 下 表 示 ：

今 生 前 世
（ 1） 央 掘 魔

羅
→ 迦 葉 佛 時 代 的 執 事

比 丘

3、《六度集經》「普明王經」本生譚

《 六 度 集 經 》 又 名 《 六 度 集 》 、 《 六 度 無 極 經 》 、 《 度 無 極
集 》 、 《 雜 無 極 經 》 ， 所 謂 「 六 度 」 是 指 布 施 、 持 戒 、 忍 辱 、 精
進 、 禪 定 、 明 （ 智 慧 ） 等 六 種 菩 薩 的 修 行 法 門 ， 本 經 集 錄 釋 迦 牟
尼 佛 過 去 生 的 菩 薩 生 活 ， 全 經 共 有 九 十 一 小 經 ， 分 配 在 「 六 度 」
名 稱 的 六 章 中 。 該 經 提 到 的 央 掘 魔 羅 本 生 譚 ， 收 入 在 「 戒 度 無 極
章 」 （ 持 戒 波 羅 蜜 章 ） ， 附 屬 在 第 四 十 一 經 〈 普 明 王 經 〉 內 ， 該

38 T 4 , p . 4 2 7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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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回 溯 釋 迦 牟 尼 佛 未 成 佛 前 的 菩 薩 階 段 ， 以 菩 薩 過 去 世 為 普 明 王
的 身 份 ， 闡 釋 央 掘 魔 羅 的 本 生 因 由 。

《 六 度 集 經 》 「 普 明 王 經 」 裡 與 央 掘 魔 羅 相 關 的 本 生 譚 ， 大
致 擴 張 為 四 個 段 落 ， 其 中 有 提 到 本 生 因 由 的 四 個 角 色 亦 與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 《 賢 愚 經 》 兩 經 略 出 入 ， 他 們 分 別 是 ： （ 1） 佛
陀 、 （ 2） 央 掘 魔 羅 、 （ 3） 受 害 人 民 、 （ 4） 央 掘 魔 羅 母 。 至 於
波 斯 匿 王 、 婆 羅 門 師 與 婆 羅 門 師 母 這 三 個 角 色 ， 在 經 文 內 容 雖 被
提 及 ， 卻 未 在 該 經 後 段 的 本 生 譚 故 事 闡 釋 他 們 的 本 生 因 由 。 從 經
文 內 容 與 劇 情 結 構 看 ， 該 經 與 《 賢 愚 經 》 「 無 惱 指 鬘 品 」 近 似 ，
唯 「 普 明 王 經 」 是 以 釋 迦 過 去 生 的 菩 薩 身 份 為 講 述 主 軸 ， 並 帶 出
央 掘 魔 羅 的 本 生 故 事 。 以 下 分 別 說 明 該 經 與 央 掘 魔 羅 本 生 譚 相 關
的 四 個 段 落 。

第 一 個 段 落 ， 提 到 普 明 王 與 鄰 國 之 王 的 本 生 因 由 。 大 意 是 說
菩 薩 過 去 世 為 「 普 明 王 」 ， 其 鄰 國 的 國 王 ， 名 為 「 阿 群 」 （ 即 央
掘 魔 羅 ） 。 阿 群 王 喜 食 人 肉 ， 為 他 殺 人 張 羅 人 肉 的 御 廚 卻 被 臣 民
識 破 與 逮 捕 ， 於 是 眾 人 將 阿 群 王 逐 出 國 境 。 奔 入 山 中 的 阿 群 王 在
神 樹 前 發 誓 報 復 ， 他 力 大 如 獅 ， 疾 行 如 飛 鳥 ， 抓 住 九 十 九 個 王
後 ， 又 抓 到 普 明 王 。 後 來 阿 群 王 被 普 明 王 的 誠 信 與 教 化 所 感 動 ，
悔 過 自 新 的 阿 群 王 將 九 十 九 個 王 釋 放 ， 直 到 他 死 去 前 都 住 在 山 林
的 神 樹 邊 。 39這 部 份 與 《 賢 愚 經 》 「 無 惱 指 鬘 品 」 裡 須 陀 素 彌 王
與 駁 足 王 本 生 譚 故 事 大 同 小 異 ， 其 角 色 的 變 式 結 構 可 如 下 表 示 ：

今 生 前 世
（ 1） 央 掘 魔 羅 → 阿 群 王 （ ＝ 駁 足 王 ）
（ 2） 佛 陀 → 普 明 王 （ ＝ 須 陀 素 彌 王 ）
（ 3） 受 害 者 → 逐 阿 群 王 出 境 的 臣 民 （ 九

十 九 王 ）

第 二 個 段 落 ， 提 到 阿 群 後 來 轉 世 為 他 國 的 王 太 子 。 這 段 落 經

39 該 段 本 生 故 事 的 對 照 經 ， 亦 請 參 見 釋 依 淳 著 ，《 本 生 經 的 起 源 及 其
開 展 》（ 高 雄 ： 佛 光 出 版 社 ， 1 9 9 1 年 ）， 頁 1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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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極 短 ， 提 到 ： 「 （ 央 掘 魔 羅 轉 世 ） 為 王 太 子 ， 納 妻 不 男 ， 王 重
憂 之 因 募 國 女 化 之 令 男 ， 後 遂 妷 蕩 不 從 真 道 。 王 恚 之 焉 ， 磔 著 四
衢 ， 命 行 人 曰 ： 『 以 指 确 首 ， 苟 辱 之 矣 。 』 適 九 十 九 人 ， 而 太 子
薨 ， 魂 靈 變 化 ， 輪 轉 無 已 。 」 40該 段 落 提 到 央 掘 魔 羅 前 生 原 是 喜
於 修 道 ， 後 來 牽 就 國 王 的 安 排 而 親 近 女 色 ， 未 料 竟 縱 慾 放 蕩 無 法
自 拔 。 至 於 「 王 恚 之 焉 ， 磔 著 四 衢 」 等 句 ， 顯 示 阿 群 太 子 的 下 場
淒 慘 ， 國 王 下 令 將 他 軀 體 肢 解 置 於 街 道 中 ， 命 令 行 人 用 手 指 羞 辱
地 敲 打 阿 群 太 子 的 頭 。 直 至 阿 群 太 子 死 亡 斷 氣 ， 一 共 有 九 十 九 個
人 這 樣 做 。 該 處 內 容 與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的 清 淨 太 子 本 生 譚
相 近 ， 亦 與 《 賢 愚 經 》 的 仙 人 王 本 生 譚 旨 趣 不 遠 。

第 三 個 段 落 ， 場 景 回 到 佛 陀 時 代 的 央 掘 魔 羅 殺 九 十 九 人 取 指
的 故 事 。 這 部 份 提 到 婆 羅 門 師 母 求 歡 遭 拒 ， 婆 羅 門 師 施 計 教 央 掘
魔 羅 殺 百 人 取 指 。 也 提 到 佛 陀 搭 救 央 掘 魔 羅 母 ， 以 及 央 掘 魔 羅 出
家 後 與 波 斯 匿 王 會 面 一 事 。 更 提 到 佛 陀 教 導 央 掘 魔 羅 以 諦 語 幫 著
難 產 婦 女 生 產 等 事 ， 與 央 掘 魔 羅 證 得 阿 羅 漢 果 。 經 文 隨 後 提 到 ，
這 裡 被 央 掘 魔 羅 所 殺 的 九 十 九 人 ， 即 前 世 用 手 指 敲 打 太 子 頭 的 九
十 九 位 行 人 。 至 於 央 掘 魔 羅 母 ， 則 是 一 位 想 敲 打 太 子 頭 的 行 人 ，
但 是 這 位 行 人 看 到 太 子 已 死 ， 又 看 到 出 家 沙 門 而 不 免 心 懷 慈 憫 ；
在 此 往 世 因 緣 下 ， 由 於 過 去 世 的 那 位 行 人 一 開 始 懷 著 惡 意 想 敲 太
子 頭 ， 因 而 今 世 央 掘 魔 羅 對 母 親 一 開 始 也 懷 有 惡 意 想 殺 她 ； 而 過
去 世 那 位 行 人 因 為 見 到 出 家 沙 門 而 心 懷 慈 憫 ， 因 而 今 世 央 掘 魔 羅
母 才 能 逢 遇 佛 陀 搭 救 。 在 此 將 第 三 個 與 第 四 個 段 落 加 以 綜 合 ， 本
生 譚 角 色 的 變 式 結 構 如 下 ：

今 生 前 世
（ 2） 央 掘 魔 羅 → 阿 群 太 子
（ 4） 受 害 者 → 九 十 九 位 羞 辱 地 敲 打 太 子

頭 的 行 人
（ 5） 央 掘 魔 羅

母
→ 一 位 未 羞 辱 地 敲 打 太 子 頭

的 行 人

40 T 3 , p . 2 3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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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個 段 落 ， 提 到 央 掘 魔 羅 過 去 世 曾 出 家 為 比 丘 一 事 ， 說 明
他 今 生 面 貌 端 正 、 身 強 力 壯 的 原 因 。 這 部 份 也 見 於 《 賢 愚 經 》

「 無 惱 指 鬘 品 」 的 本 生 譚 。 現 在 將 前 述 《 六 度 集 經 》 提 到 的 本 生
譚 角 色 的 變 式 結 構 ， 綜 合 如 下 表 示 ：

今 生 前 世
（ 1） 央 掘 魔

羅
→ 出 家 比 丘

4、本生譚的央掘魔羅形象

前 引 三 部 本 生 譚 ， 就 經 典 屬 性 而 言 ， 它 們 是 隸 屬 於 聲 聞 經 而
帶 有 菩 薩 思 想 的 經 典 。 這 些 本 生 譚 以 難 解 的 神 奇 的 複 雜 的 與 跨 時
空 的 往 世 故 事 與 因 緣 網 絡 ， 作 為 各 種 角 色 生 生 世 世 何 以 會 有 善 惡
業 報 的 解 釋 ， 它 們 用 意 在 於 強 化 與 鍊 化 佛 陀 教 導 的 因 果 關 係 ， 藉
此 說 明 吾 人 身 語 意 的 三 種 行 為 如 何 鍊 入 因 果 關 係 ， 並 且 說 明 它 對
於 佛 教 徒 在 解 脫 與 沉 淪 這 兩 個 向 度 上 ， 伴 隨 著 相 當 程 度 的 決 定 性
與 必 然 性 。 如 《 六 度 集 經 》 經 文 結 束 前 提 到 ： 「 種 淳 得 淳 ， 種 雜
得 雜 ， 善 惡 已 施 ， 禍 福 尋 之 ， 影 追 響 應 ， 皆 有 所 由 ， 非 徒 自 然
也 ！ 」 41在 這 句 強 調 善 惡 福 禍 與 因 果 關 係 相 鍊 結 的 經 文 裡 ， 最 後
提 到 「 皆 有 所 由 ， 非 徒 自 然 也 」 處 ， 即 是 佛 教 本 生 譚 對 現 世 生 命
現 象 所 見 禍 福 事 件 予 以 闡 釋 的 宗 教 任 務 。

姑 且 不 論 這 種 闡 釋 的 內 容 合 理 不 合 理 或 有 據 無 據 ， 也 暫 且 不
論 這 種 種 闡 釋 的 手 法 是 否 其 實 只 是 一 種 倒 因 為 果 的 主 觀 聯 想 或 平
行 現 象 的 相 似 關 係 ； 純 就 文 學 風 格 與 表 達 藝 術 的 層 面 而 言 ， 亞 里
斯 多 德 （ A r i s t o t l e ） 對 修 辭 學 古 典 定 義 ： 「 它 是 講 究 如 何 以 最 佳
方 式 說 服 人 接 受 某 個 思 想 的 藝 術 」 42， 這 個 定 義 相 當 程 度 也 頗 適
用 於 佛 教 本 生 文 類 的 闡 釋 。 修 辭 學 作 為 一 種 「 說 服 的 藝 術 」 ， 它
同 時 也 是 一 種 「 說 服 的 技 術 」 。 本 生 譚 的 修 辭 風 格 也 同 樣 具 有

41 T 3 , p . 2 4 a 。
42 引 自 格 蘭 ‧ 奧 斯 邦 著 ， 劉 良 淑 譯 ，《 基 督 教 釋 經 學 手 冊 》（ 台 北 ： 校

園 書 房 ， 2 0 0 2 年 ， 初 版 三 刷 ）， 頁 1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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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 術 」 與 「 技 術 」 層 面 ， 它 也 嘗 試 「 以 最 佳 的 方 式 說 服 人 接 受
某 個 思 想 」 。 至 於 實 際 的 作 法 即 是 ： 將 佛 陀 教 導 「 苦 與 苦 因 」 的
因 果 關 係 抽 拔 到 神 話 似 的 藝 術 美 學 層 次 。 在 這 個 「 藝 術 」 層 面
裡 ， 人 們 可 以 暫 時 將 自 身 從 現 實 苦 難 的 哀 慟 中 抽 拔 出 來 ， 以 超 越
時 空 的 距 離 與 美 感 反 身 觀 看 自 己 與 眾 生 現 世 的 苦 難 ， 這 種 觀 看 本
身 所 獲 得 的 合 理 化 解 釋 即 是 一 種 安 慰 與 治 療 。 只 不 過 ， 營 造 超 越
時 空 的 距 離 與 美 感 之 同 時 ， 這 種 「 最 佳 的 方 式 」 的 「 技 術 」 層
面 ， 必 然 是 以 現 實 存 在 的 變 形 方 式 進 行 ， 它 絕 對 難 以 從 扭 曲 的 誇
飾 中 逃 開 來 ， 即 便 它 遙 遠 地 指 向 真 理 本 身 。

綜 合 前 述 三 部 經 內 容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三 部 經 都 述 及 央 掘 魔 羅
兇 暴 、 逢 遇 佛 陀 出 家 與 證 阿 羅 漢 等 事 ， 這 部 份 與 前 述 聲 聞 經 的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完 全 相 同 。 就 此 而 言 ， 儘 管 三 部 經 的 本 生 譚 呈 現 央 掘
魔 羅 過 去 生 形 象 種 種 不 一 ， 彼 此 共 同 處 則 是 以 佛 世 時 代 央 掘 魔 羅
的 角 色 作 為 闡 釋 基 礎 ， 然 後 透 過 本 生 譚 的 文 類 風 格 ， 回 溯 講 出 央
掘 魔 羅 種 種 過 去 生 的 形 象 ， 交 待 今 生 種 種 角 色 之 間 禍 福 善 惡 的 業
報 關 係 。 就 此 而 言 ， 本 生 譚 的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雖 或 有 怪 異 傳 奇 形
態 ， 與 現 今 常 識 略 有 出 入 ， 但 是 它 們 的 闡 釋 基 本 上 仍 然 是 扣 緊 聲
聞 經 裡 央 掘 魔 羅 的 人 間 形 象 開 展 。

申 言 之 ， 本 生 這 種 文 類 ， 固 然 是 關 涉 前 世 因 由 的 一 種 論 述 ，
但 是 這 種 論 述 必 須 以 佛 世 時 代 的 敘 事 元 素 的 基 礎 ， 扣 緊 這 些 敘 事
元 素 的 歷 史 性 與 人 間 性 ， 它 才 能 營 造 超 越 時 空 的 距 離 與 美 感 ， 強
化 與 鍊 化 因 果 關 係 於 前 世 今 生 的 密 合 度 ， 因 而 它 必 須 順 著 聲 聞 經
裡 央 掘 魔 羅 的 人 間 形 象 開 展 。 本 生 ， 要 是 失 去 這 些 基 礎 ， 則 近 於
十 二 分 教 中 的 「 未 曾 有 法 」 （ a b b h u t a d h a m m a ） ， 而 不 再 是 本
生 。 為 此 ， 本 生 譚 裡 的 央 掘 魔 羅 現 世 形 象 依 然 是 ： （ 1） 出 家
前 ： 人 ， 且 是 一 個 兇 賊 。 （ 2） 出 家 後 ： 佛 弟 子 。 （ 3） 出 家 修 行
果 證 ： 依 止 佛 陀 教 法 ， 成 就 聲 聞 乘 的 最 高 聖 位 阿 羅 漢 。

行 文 至 此 ， 總 結 前 論 。 前 述 諸 部 聲 聞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彼 此
的 出 入 ， 只 是 篇 幅 大 小 與 劇 情 繁 簡 的 差 別 ， 所 依 的 佛 教 思 想 典 範
仍 是 聲 聞 乘 佛 教 典 範 ， 這 些 差 別 仍 可 視 為 是 「 量 變 」 的 差 別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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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彼 此 經 文 內 容 的 改 變 並 未 形 成 佛 教 典 範 的 轉 移 。 至 於 本 生 譚 裡
央 掘 魔 羅 的 種 種 前 世 因 由 形 象 ， 這 些 略 帶 神 異 色 彩 的 關 於 過 去 世
的 論 述 ， 目 的 在 於 為 現 世 因 果 與 解 脫 證 道 的 可 能 性 作 合 理 化 的 解
釋 ， 此 外 也 在 於 以 宗 教 修 辭 的 誇 飾 法 促 成 宗 教 信 仰 的 說 服 ， 從 而
它 們 也 必 須 與 〔 聲 聞 經 〕 現 世 的 掘 魔 羅 形 象 緊 密 結 合 。 換 言 之 ，
本 生 譚 的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並 未 造 成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的 既 定 事 實 ， 它 反
而 強 化 聲 聞 經 對 於 前 生 今 世 之 因 果 業 緣 的 解 釋 ， 這 與 諸 部 聲 聞 經
的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一 樣 ， 彼 此 仍 是 「 量 變 」 的 差 別 。

五、大乘經的央掘魔羅形象

回 到 本 文 標 示 的 題 目 ――從 兩 類 佛 教 典 範 的 《 央 掘 魔 羅 經 》
探 討 聲 聞 經 的 大 乘 化 問 題 。 就 筆 者 的 設 想 ， 「 聲 聞 經 的 大 乘 化 問
題 」 可 分 為 兩 個 層 面 探 討 。 第 一 個 層 面 ， 探 討 聲 聞 經 內 部 掺 雜 著
何 種 程 度 大 乘 思 想 之 研 究 ； 這 部 份 的 研 究 主 體 以 聲 聞 經 為 對 象 ，
處 理 涉 入 聲 聞 經 中 的 大 乘 思 想 。 43第 二 個 層 面 ， 探 討 大 乘 如 何 挪
用 聲 聞 經 作 為 新 經 典 創 作 的 資 源 ； 這 部 份 涉 及 大 乘 採 取 何 種 詮 釋
策 略 將 聲 聞 經 敘 事 元 素 大 乘 化 等 問 題 。

儘 管 第 一 層 面 的 議 題 不 是 本 文 重 點 ， 但 是 我 們 也 抱 持 關 心 ，
有 機 會 將 以 它 文 進 行 。 本 文 議 題 與 第 二 個 層 面 相 關 ， 討 論 重 點 將
放 在 ： 大 乘 如 何 將 聲 聞 經 的 敘 事 元 素 改 寫 為 大 乘 經 所 需 要 的 資
源 ， 以 及 這 種 改 寫 對 於 新 舊 （ 大 乘 與 聲 聞 乘 ） 兩 類 佛 教 典 範 產 生
何 種 的 詮 釋 效 應 等 問 題 。 就 此 而 言 ， 單 純 陳 述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如 來 藏 思 想 的 工 作 並 不 是 本 文 主 要 任 務 ， 雖 然 這 些 核 心 思 想
的 探 討 很 重 要 ， 但 是 當 代 學 者 的 研 究 已 指 出 甚 多 ， 不 需 再 多 贅
言 。

為 順 利 回 答 前 述 設 想 的 問 題 ， 在 此 有 兩 個 基 礎 研 究 必 須 進

43 具 體 而 言 ， 例 如 探 究 《 增 一 阿 含 經 》、《 長 阿 含 經 》 這 類 的 聲 聞 經 ，
在 後 世 佛 教 宗 派 流 傳 過 程 中 ， 究 竟 融 入 多 少 的 大 乘 思 想 等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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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首 先 ， 聲 聞 版 與 大 乘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 共 有 的 」 敘 事 元
素 ， 值 得 我 們 多 加 留 意 它 們 變 化 前 後 的 同 異 處 ； 透 過 這 部 份 省
察 ， 可 以 分 析 後 者 如 何 挪 用 前 者 既 有 敘 事 元 素 資 源 ， 並 藉 此 改 寫
與 形 塑 成 後 者 藉 以 呈 現 自 身 新 佛 教 典 範 的 資 糧 。 其 次 ， 大 乘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 新 添 的 」 （ 即 前 述 諸 聲 聞 經 沒 有 的 ） 敘 事 元
素 ， 同 樣 值 得 我 們 探 究 它 們 在 該 經 的 功 能 ； 透 過 這 部 份 省 察 ， 可
以 分 析 後 者 如 何 藉 由 新 敘 事 元 素 ， 強 化 自 身 論 點 的 合 理 性 ， 為 新
佛 教 典 範 可 能 遭 遇 到 的 質 難 作 辯 護 。 為 了 辨 別 該 經 「 共 有 的 」 與

「 新 添 的 」 敘 事 元 素 有 哪 些 ， 幫 助 隨 後 基 礎 研 究 的 進 行 ， 以 下 先
就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的 敘 事 結 構 進 行 分 析 。

（一）大乘《央掘魔羅經》的敘事結構分析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共 有 四 卷 ， 法 會 地 點 在 舍 衛 國 祇 樹 給 孤
獨 園 。 依 起 轉 合 的 敘 事 結 構 ， 配 合 著 諸 部 聲 聞 經 情 節 看 ， 本 文 大
致 將 它 們 分 為 十 個 段 落 ：

第 一 個 段 落 ： 介 紹 本 經 的 出 席 會 眾 與 法 會 因 緣 。
第 二 個 段 落 ： 佛 陀 調 伏 央 掘 魔 羅 的 事 件 。
第 三 個 段 落 ： 天 神 與 央 掘 魔 羅 的 對 話 。
第 四 個 段 落 ： 聲 聞 眾 、 文 殊 菩 薩 與 央 掘 魔 羅 的 對 話 。
第 五 個 段 落 ： 佛 陀 與 央 掘 魔 羅 的 對 話 。
第 六 個 段 落 ： 大 眾 移 至 給 孤 獨 園 ， 佛 陀 介 紹 諸 方 佛 國 世 界 與

佛 身 觀 。
第 七 段 落 ： 央 掘 魔 羅 、 文 殊 與 佛 陀 的 對 話 。
第 八 段 落 ： 天 人 誓 願 捨 身 護 持 如 來 藏 思 想 。
第 九 段 落 ： 波 斯 匿 王 親 自 帶 兵 擒 拿 央 掘 魔 羅 。
第 十 段 落 ： 佛 陀 為 王 講 述 央 掘 魔 羅 、 文 殊 兩 位 皆 是 他 方 世 界

佛 與 幻 人 因 緣 。

以 下 ， 我 們 以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的 敘 事 結 構 為 主 體 ， 整 理
為 附 表 三 ， 備 註 補 充 說 明 該 段 落 與 聲 聞 經 的 關 係 ， 出 處 則 為 該 段
落 在 大 正 藏 裡 的 位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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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三 ：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敘 事 結 構 分 析 表

段
落

主 題 出 場 人 物 與 內 容 概 要 出 處 與
備 註

一
介 紹 本 經
出 席 的 會
眾 與 本 經
的 法 會 因
緣

經首提到 ：無量菩薩摩 無量菩薩摩訶薩 、四
部 眾 ， 暨 天 眾 、 龍 、 夜 叉 、 阿 修 羅 、 迦 樓
羅 、 乾 闥 婆 、 緊 那 羅 、 摩 睺 羅 迦 等 天 龍 八
部。此外 ，毘舍遮 、負多伽那 、阿磋羅檀那
婆王 、日月天子 、阿修羅 、諸羅剎 、護世主
四天王 、魔天等 出席 。此時 ，世尊剛為 會眾
講畢《執劍大方廣經 》。

T 2 ,
p . 5 1 2 b

二
隨 後 佛 陀
提 到 調 伏
央 掘 魔 羅
的 事 件 。

年紀十二歲的 央掘魔羅 ，原名一切世間現 。
年少失父 ，母名跋 陀羅 ，住舍衛城北的薩那
村。一切世間現 拜婆羅門摩尼跋陀羅為師 ，
因婆羅門師母求歡不得 ，慫恿 其師施 設「殺
千人取指作鬘可得道 」惡計。央掘魔羅 殘殺
九百九十九人 ，最後 於殺母殺佛 取第一千指
時，反而被佛陀調伏 。

T 2 ,
p . 5 1 2 b -
5 2 1 a

＊ 與 聲
聞 經 情
節 相 仿

三
天 神 與 央
掘 魔 羅 的
對 話

佛陀度化後央掘魔羅後 ，天帝釋 、梵天王 、
惡魔波旬 、摩醯首羅神 、樹神等 天神皆 前來
讚歎 ，欲供養天衣 、天缽等物 給央掘魔羅 ，
卻反遭 他一一 譏諷 他們卑下 無知 。天帝釋與
梵天王質問 央掘魔羅 殺人 做錯事 ，還這麼囂
張。央掘魔羅 卻強調自己所殺 的人 皆是壞法
眾 生 ， 無 有 一 人 是 佛 教 徒 ， 並 以 「 幻 積 聚
喻」嘲笑天神無智慧 ，看不清楚 事情真相。

T 2 ,
p . 5 2 1 a -
5 2 3 c

四 聲 聞 弟
子 、 文 殊
菩 薩 與 央
掘 魔 羅 的
對 話

大目犍連 、阿難 、羅睺羅、阿那律 、沙門陀
娑、富樓那 、孫陀羅難陀 、優波離 、舍利弗
等九大聲聞聖者 ，暨文殊菩薩等 ，也前來讚
歎 度 化 後 的 央 掘 魔 羅 ， 卻 反 遭 他 譏 諷 與 叱
責。這段可見到大乘如來藏系對於聲聞乘與
大乘空性系思想的批判 。

T 2 ,
p . 5 2 3 a -
5 3 0 a

五
佛 陀 要 求

佛陀要求央掘魔羅 「三歸依 」， 但央掘魔羅
只願 「一歸依 」。 佛陀要求央掘魔羅受持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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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掘 魔 羅
三 歸 依 與
受 持 淨
戒 。

彌戒 、不殺生戒 、不妄語戒 、不飲酒戒 、不
婬戒 、不與取戒 、不觀看歌舞戒等 ，但央掘
魔羅拒絕 受持 。他批判這些戒項流於形式主
義，隨後 重新 賦予 它們 異於傳統聲聞佛教 的
解釋 ，更以大乘四諦 （非苦 、非集 、非滅 、
非道 ）的「常、樂、不變易 、靜」（常樂我
淨）取代聲聞乘的 「苦集滅道 」四諦教 ，強
調唯一大乘 。

T 2 ,
p . 5 3 0 a -
5 3 2 b

六 大 眾 移 至
給 孤 獨
園 ， 佛 陀
介 紹 諸 方
佛 國 世 界
與 佛 身 觀

央 掘 魔 羅 自 稱 尋 聲 即 得 阿 羅 漢 果 ， 佛 陀
邀 請 他 到 給 孤 獨 園 廣 度 眾 生 。 大 眾 以 神
通 力 前 往 後 ， 諸 佛 遣 諸 方 諸 大 菩 薩 來 見
央 掘 魔 羅 。 於 天 龍 八 部 以 偈 頌 讚 歎 「 南
無 央 掘 魔 羅 」 後 ， 世 尊 要 央 掘 魔 羅 與 文
殊 俱 往 拜 訪 六 方 各 十 恒 河 沙 剎 的 諸 佛 國
世 界 。 文 殊 回 報 ： 諸 佛 國 無 五 濁 、 無 女
人 、 無 聲 聞 緣 覺 ， 唯 有 一 乘 。 隨 後 佛 陀
講 述 累 世 所 修 的 種 種 佛 身 觀 。

T 2 ,
p . 5 3 2 b -
5 3 7 c

七 央 掘 魔
羅 、 文 殊
與 佛 陀 對
話 ， 開 演
如 來 藏 思
想 等 議 題

佛 陀 提 到 未 來 正 法 住 世 八 十 餘 年 後 ， 眾
生 甚 難 聽 聞 、 受 持 與 隨 順 大 乘 經 如 來 藏
思 想 。 佛 陀 隨 後 講 述 「 非 新 學 」 菩 薩 義
涵 、 如 來 藏 思 想 義 涵 、 與 諸 佛 不 食 肉 等
事 。 佛 陀 提 到 外 道 出 現 於 世 間 的 原 因 ，
未 來 世 中 毀 謗 此 經 的 眾 生 數 目 ， 更 提 到
如 來 藏 正 法 於 未 來 世 將 轉 移 到 南 方 ， 即
罽 賓 國 等 處 。

T 2 ,
p . 5 3 7 c -
5 4 2 a

八 天 人 誓 願
捨 身 護 持
如 來 藏 思
想

釋 提 桓 因 與 三 十 三 天 諸 眷 屬 ， 發 願 共 護
持 此 經 。 佛 為 天 帝 釋 宣 講 這 次 法 會 的 經
名 為 「 央 掘 魔 羅 」 。 隨 後 天 眾 發 願 於 未
來 世 正 法 欲 滅 八 十 年 時 ， 願 作 比 丘 、 比
丘 尼 、 優 婆 塞 、 優 婆 夷 棄 捨 身 命 護 持 該
經 。

T 2 ,
p . 5 4 2 a -
5 4 2 b

九 波 斯 匿 王
親 自 帶 兵
擒 拿 央 掘
魔 羅

經 文 將 場 景 帶 回 到 央 掘 魔 羅 殺 人 的 犯 罪
現 場 。 央 掘 魔 羅 兇 殘 殺 害 九 百 九 十 九
人 ， 舉 國 臣 民 皆 閉 門 怖 畏 不 敢 前 往 抓
拿 ， 波 斯 匿 王 無 奈 只 好 親 自 帶 兵 出 征 。
順 路 拜 訪 給 孤 獨 園 時 ， 佛 陀 引 薦 他 見 央
掘 魔 羅 。

T 2 ,
p . 5 4 2 b -
5 4 2 c
＊ 與 聲
聞 經 情
節 相 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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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佛 陀 為 王
講 述 央 掘
魔 羅 與 文
殊 兩 位 如
來 因 緣 ，
以 及 講 述
幻 人 因
緣 。

佛 陀 為 波 斯 匿 王 說 明 ， 央 掘 魔 羅 即 一 切
寶 莊 嚴 國 的 一 切 世 間 樂 見 上 大 精 進 如
來 ， 其 佛 國 無 有 聲 聞 緣 覺 ， 唯 有 純 一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的 佛 境 界 秘 密 連 聲 聞 緣 覺
都 不 能 知 ， 唯 佛 與 佛 才 能 堪 任 。 亦 提
到 ， 文 殊 即 歡 喜 藏 摩 尼 寶 積 如 來 。 至 於
央 掘 魔 羅 母 、 婆 羅 門 師 與 師 婦 等 人 ， 皆
是 佛 陀 所 幻 變 的 化 人 。

T 2 ,
p . 5 4 2 c -
5 4 4 b

透 過 附 表 三 ， 我 們 發 現 兩 類 《 央 掘 魔 羅 經 》 的 敘 事 結 構 或 敘
事 情 節 相 仿 與 重 疊 的 部 份 ， 分 別 是 第 二 段 落 與 第 九 段 落 ， 亦 即

「 佛 陀 調 伏 央 掘 魔 羅 」 與 「 波 斯 匿 王 帶 兵 擒 拿 殺 人 犯 央 掘 魔 羅 」
這 兩 個 部 份 ， 它 們 一 前 一 後 分 別 位 於 經 首 與 經 末 的 關 鍵 位 置 ， 配
合 相 同 的 《 央 掘 魔 羅 經 》 經 名 ， 將 大 乘 版 「 喬 裝 」 、 「 擬 態 」 為
聲 聞 版 的 外 表 。 大 體 上 我 們 將 這 兩 段 落 視 為 兩 類 《 央 掘 魔 羅 經 》

「 共 有 的 」 敘 事 結 構 ， 至 於 其 他 部 份 則 視 為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 新 添 的 」 敘 事 結 構 。

此 外 ， 若 以 附 表 一 的 聲 聞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敘 事 結 構 表 為 基
準 ， 對 比 前 述 大 乘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敘 事 結 構 ， 我 們 將 得 到 附 表
四 的 結 果 。

附 表 四 ： 兩 類 《 央 掘 魔 羅 經 》 裡 「 佛 陀 調 伏 央 掘 魔 羅 事 件 」 之 敘
事 結 構 表

經 名

經文
內容

（ 1）
《雜阿
含》

（ 2）
《別譯
雜阿
含》

（ 3）
巴利語
《中
部》

（ 4）
法炬
譯本

（ 5）
竺法
護

譯本

（ 6）
《增一
阿含》

（ 7）
求那跋
陀羅譯

師 母
求 歡

╳ ╳ ╳ ╳ ○ ╳ ○

師 教
殺 人

╳ ╳ ╳ ╳ ○ ○ (略
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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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 母
事 件

╳ ╳ ╳ ╳ ○ ○ ○

追 佛
事 件

○ ○ ○ ○ ○ ○ ○

出 家
受 戒

○ ○ ○ ○ ○ ○ ○ (相
異 )

遇 波
斯 匿

╳ ╳ ○ ○ ○ ○ ○

婦 女
產 難

╳ ╳ ○ ○ ○ ○ ╳

諦 語
安 產

╳ ╳ ○ ○ ○ ○ ╳

安 忍
受 報

╳ ╳ ○ ○ ○ ○ ╳

證 阿
羅 漢

○ ○ ○ ○ ○ ○ ○ (相
異 )

本 生
譚

╳ ╳ ╳ ╳ ╳ ○ ╳

（ ○ 表 示 有 該 內 容 ， ╳ 表 示 沒 有 該 內 容 。 ）

相 較 於 附 表 三 從 大 脈 絡 著 眼 ， 附 表 四 則 是 從 細 脈 絡 著 眼 ， 這
部 份 旨 在 對 比 出 大 乘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與 聲 聞 版 相 關 的 細 部 的 敘
事 結 構 與 敘 事 元 素 ， 彼 此 密 合 到 何 種 程 度 。 先 就 敘 事 結 構 看 ， 從
附 表 四 ， 明 顯 看 出 第 （ 7 ） 經 求 那 跋 陀 羅 譯 的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共 有 的 部 份 提 到 「 師 母 求 歡 」 、 「 師 教 殺 人 」 、 「 殺 母 事
件 」 、 「 追 佛 事 件 」 、 「 出 家 受 戒 」 與 「 證 阿 羅 漢 」 等 項 ， 缺 乏
的 部 份 是 「 婦 女 產 難 」 、 「 諦 語 安 產 」 、 「 安 忍 受 報 」 與 「 本 生
譚 」 這 幾 項 。 隨 後 我 們 將 透 過 這 兩 個 附 表 與 兩 類 《 央 掘 魔 羅 經 》
內 容 ， 隨 機 地 考 察 聲 聞 經 版 本 的 敘 事 結 構 與 敘 事 元 素 ――特 別 是
人 與 事 這 兩 項 ， 在 大 乘 版 本 中 產 生 何 種 差 距 或 異 樣 的 闡 釋 。 首
先 ， 從 附 表 四 談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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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乘《央掘魔羅經》「共有的」與「新添的」敘事元素分析

關 於 「 證 阿 羅 漢 」 一 項 。 該 經 在 場 景 移 至 第 六 段 落 的 給 孤 獨
園 前 ， 雖 然 提 到 央 掘 魔 羅 自 稱 「 尋 聲 即 得 阿 羅 漢 果 」 ， 但 就 全 經
前 後 敘 事 脈 絡 觀 察 而 言 ， 這 裡 所 謂 的 「 尋 聲 即 得 阿 羅 漢 果 」 是 大
乘 造 經 師 安 排 的 一 種 「 虛 說 」 ， 其 實 質 義 涵 恐 怕 與 聲 聞 經 的 「 證
阿 羅 漢 」 有 出 入 。 原 因 在 於 第 十 段 落 的 劇 情 裡 ， 世 尊 為 膽 怯 的 波
斯 匿 王 解 答 如 何 調 伏 央 掘 魔 羅 時 ， 清 楚 說 明 那 位 殺 了 九 百 九 十 九
人 的 殺 人 兇 手 央 掘 魔 羅 其 實 大 有 來 歷 ， 他 的 的 確 確 是 個 他 方 世 界
佛 ， 佛 號 「 一 切 世 間 樂 見 上 大 精 進 如 來 」 ， 在 「 一 切 寶 莊 嚴 國 」
成 就 道 場 。 這 樣 的 一 位 他 方 世 界 佛 的 央 掘 魔 羅 如 來 ， 顯 然 又 與 聲
聞 經 裡 那 位 被 人 石 擊 刀 砍 的 央 掘 魔 羅 比 丘 之 人 間 阿 羅 漢 形 象 ， 存
在 著 天 壤 之 別 。 換 言 之 ， 在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裡 央 掘 魔 羅 的 形
象 並 不 是 人 間 真 實 的 佛 弟 子 ， 而 是 他 方 世 界 來 舍 衛 國 遊 戲 幻 化 的
如 來 。

關 於 被 殺 害 的 人 。 究 竟 大 乘 版 的 央 掘 魔 羅 有 沒 有 殺 人 呢 ？ 在
第 （ 7） 經 的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裡 ， 這 個 問 題 在 該 經 第 三 段 落
裡 ， 央 掘 魔 羅 強 調 「 如 治 稊 稗 害 善 苗 者 ， 我 之 所 殺 作 指 鬘 者 ， 彼
等 悉 是 壞 法 眾 生 。 無 有 一 人 是 比 丘 、 比 丘 尼 、 優 婆 塞 、 優 婆 夷
者 。 」 換 言 之 ， 自 己 所 殺 的 人 皆 是 壞 法 眾 生 ， 無 有 一 人 是 佛 教
徒 ， 並 以 「 幻 積 聚 喻 」 嘲 笑 天 帝 釋 無 智 慧 ， 看 不 清 楚 事 情 真 相 。
事 實 上 此 段 話 頗 有 蹊 蹺 ， 為 何 大 乘 造 經 師 要 透 過 央 掘 魔 羅 這 個 角
色 強 化 殺 害 「 壞 法 眾 生 」 （ 破 壞 佛 教 正 法 的 眾 生 ） 的 正 當 性 呢 ？
這 或 許 與 當 時 佛 教 受 到 異 教 迫 害 或 政 治 迫 害 有 關 ， 在 無 法 接 受 聲
聞 乘 消 極 性 的 態 度 之 下 ， 對 於 積 極 性 的 護 教 行 為 也 必 須 重 新 藉 著
新 經 典 的 創 作 予 以 合 理 化 。

再 者 ， 究 竟 他 所 殺 的 九 千 九 百 人 是 不 是 幻 人 ， 這 點 經 文 沒 有
直 接 明 說 。 不 過 ， 從 該 經 第 四 段 落 裡 ， 央 掘 魔 羅 強 調 「 譬 如 造 幻
師 ， 見 殺 幻 眾 生 ， 曾 不 起 悲 歎 ， 嗚 呼 是 大 惡 ， 以 彼 工 幻 師 ， 解 是
幻 性 故 。 我 今 亦 如 是 ， 現 殺 化 眾 生 ， 為 調 諸 毀 法 ， 而 實 無 所 傷 」
的 詭 辯 修 辭 看 來 ，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的 作 者 安 排 被 央 掘 魔 羅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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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 的 對 象 應 該 是 「 幻 眾 生 」 ， 所 殺 的 對 象 皆 是 由 幻 所 生 者 。 這 種
闡 釋 手 法 明 顯 帶 著 「 一 切 皆 幻 」 的 思 想 ， 以 「 有 殺 等 於 沒 殺 」 、

「 沒 殺 等 於 有 殺 」 之 類 的 詭 譎 遁 辭 解 消 央 掘 魔 羅 殺 人 事 件 的 實 際
感 了 。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的 這 種 文 學 表 現 與 聲 聞 經 裡 央 掘 魔 羅
殺 人 事 件 的 實 際 感 相 當 不 同 。 前 者 面 對 殺 人 事 件 的 態 度 近 似 電 腦
虛 擬 世 界 中 的 殺 戮 遊 戲 ， 這 種 殺 戮 行 為 並 不 構 成 現 實 世 界 的 法 律
究 責 問 題 ； 後 者 被 描 寫 為 真 實 世 界 的 殺 戮 事 件 ， 這 種 殺 戮 行 為 對
於 他 人 的 身 心 造 成 極 度 危 害 ， 這 就 構 成 法 律 究 責 問 題 。

正 是 這 點 ， 也 許 剛 好 也 解 釋 了 大 乘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不 需 要
再 添 加 上 聲 聞 版 的 人 間 事 蹟 ， 諸 如 「 婦 女 產 難 」 、 「 諦 語 安 產 」
與 「 安 忍 受 報 」 等 世 間 苦 難 相 也 就 相 繼 取 消 。 因 為 一 切 皆 幻 ， 既
然 無 實 際 的 殺 者 ， 也 無 實 際 被 受 殺 者 ， 則 何 來 「 安 忍 」 與 「 受
報 」 等 事 ， 豈 又 有 於 世 間 托 缽 遇 見 人 婦 女 產 難 等 事 ， 又 怎 麼 會 有
被 宿 敵 狠 狠 以 石 擊 刀 砍 等 事 呢 ！ 或 許 是 如 此 ， 起 而 代 之 的 ， 則 是
一 副 幻 化 至 尊 的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 高 傲 氣 盛 地 處 處 譏 笑 諸 天 神 無
知 、 狠 狠 教 訓 諸 聲 聞 眾 卑 下 。 隨 後 在 該 經 第 五 段 落 ， 直 接 將 釋 迦
牟 尼 佛 時 代 最 能 代 表 聲 聞 佛 教 典 範 的 「 聲 聞 乘 四 諦 」 教 ， 從

「 苦 、 集 、 滅 、 道 」 改 闡 釋 為 「 常 、 恆 、 不 變 易 、 靜 」 （ 即 常 樂
我 淨 ） 的 「 大 乘 四 諦 」 教 ， 促 成 新 佛 教 典 範 的 新 思 想 轉 移 。

此 時 ， 這 裡 的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已 近 似 於 維 摩 詰 居 士 在 《 維 摩 詰
經 》 極 度 貶 抑 聲 聞 聖 眾 的 大 幻 士 形 象 ， 事 實 上 這 兩 個 形 象 在 經 中
的 嘲 諷 式 對 答 風 格 與 宗 教 修 辭 上 也 頗 為 雷 同 。 如 果 連 帶 反 省 文 殊
菩 薩 在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與 《 維 摩 詰 經 》 這 兩 部 經 中 扮 演 的 角
色 與 功 能 ， 對 比 之 下 ， 不 難 從 中 尋 出 這 類 型 大 乘 經 創 作 的 相 仿 模
式 與 敘 事 結 構 。 此 外 ， 該 經 第 一 段 落 提 到 佛 陀 講 畢 《 執 劍 大 方 廣
經 》 也 值 得 留 心 。 大 乘 佛 教 人 物 與 「 執 劍 」 相 關 者 當 屬 文 殊 師 利
菩 薩 ， 如 《 佛 說 如 幻 三 昧 經 》 提 到 ： 「 文 殊 師 利 … … 手 執 利 劍 馳
走 向 佛 ， 欲 得 開 化 不 達 菩 薩 。 … … 不 見 執 劍 不 聞 說 法 」 ， 文 殊 執
劍 質 問 佛 陀 的 形 象 在 佛 教 人 物 中 是 奇 特 的 。 44從 第 五 段 落 央 掘 魔

44 T 1 2 , p . 1 5 1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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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強 調 佛 性 的 真 實 性 ， 批 判 文 殊 師 利 菩 薩 所 代 表 的 空 性 思 想 ， 可
見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也 涉 及 不 同 派 系 的 大 乘 思 想 論 諍 ， 嘗 試 以
央 掘 魔 羅 作 為 如 來 藏 思 想 代 表 ， 試 圖 調 合 大 乘 內 部 的 空 性 思 想 ，
意 圖 將 對 方 貶 為 聲 聞 乘 般 的 小 見 小 行 。 該 經 較 前 述 諸 經 應 是 後 出
的 新 造 經 典 。

不 管 如 何 ， 該 經 的 央 掘 魔 羅 形 象 與 聲 聞 經 裡 央 掘 魔 羅 的 人 間
形 象 相 去 甚 遠 。 推 而 極 至 ， 這 種 幻 生 幻 化 的 思 想 也 連 帶 地 將 聲 聞
經 的 央 掘 魔 羅 之 人 間 形 象 徹 底 解 構 殆 盡 。 申 言 之 ， 央 掘 魔 羅 有
父 、 有 母 、 有 師 、 有 師 母 的 敘 事 論 述 ， 在 聲 聞 版 與 大 乘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裡 被 明 顯 強 調 ， 後 者 的 第 二 段 落 更 提 到 央 掘 魔 羅 的 年 紀
僅 「 十 二 歲 」 。 45這 種 強 調 旨 在 於 藉 由 主 角 人 物 身 世 背 景 與 血 緣
法 脈 之 系 譜 溯 源 的 提 示 ， 交 代 央 掘 魔 羅 的 人 間 性 與 歷 史 性 ， 以 資
證 成 敘 事 論 述 的 史 實 性 與 可 信 度 ， 作 為 勸 誡 浪 子 回 頭 的 宗 教 輔 導
與 道 德 教 化 的 材 料 。 不 過 兩 類 《 央 掘 魔 羅 經 》 對 此 種 論 述 的 處 理
態 度 不 同 ， 聲 聞 經 從 始 至 終 努 力 將 之 保 留 ， 藉 此 證 成 現 實 苦 難 相
的 苦 滅 實 證 經 驗 ， 並 強 化 聲 聞 佛 教 的 信 史 ； 但 是 大 乘 經 最 後 將 之
徹 底 取 消 ， 以 資 證 成 現 實 苦 難 相 無 非 是 如 幻 如 化 的 虛 擬 幻 境 。 這
點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第 十 段 落 裡 ， 大 乘 造 經 師 假 託 釋 迦 牟 尼 ，
對 著 波 斯 匿 王 宣 說 ： 「 彼 師 及 師 婦 央 掘 魔 羅 母 ， 彼 三 人 者 悉 是 我
幻 」 。 46不 僅 央 掘 魔 羅 母 跋 陀 羅 是 幻 人 ， 連 婆 羅 門 師 摩 尼 跋 陀 羅
與 求 歡 未 遂 的 師 母 也 是 幻 人 ， 這 三 位 都 是 釋 迦 牟 尼 所 幻 化 出 來 度
無 量 眾 生 的 人 物 。 至 此 ， 一 切 原 本 在 聲 聞 經 裡 藉 以 說 明 世 間 苦 難
如 何 生 起 的 敘 事 元 素 ， 完 全 化 為 無 實 存 意 義 的 唯 幻 論 之 遊 戲 觀 。

至 於 ， 聲 聞 經 裡 的 「 本 生 譚 」 何 以 未 見 於 大 乘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呢 ？ 這 個 道 理 相 當 簡 單 。 如 同 本 文 第 四 節 所 述 ， 本 生 ， 這 種
涉 及 佛 陀 或 佛 弟 子 的 前 世 因 由 的 論 述 ， 目 的 旨 在 於 強 化 與 鍊 化 因
果 關 係 於 前 世 今 生 的 密 合 度 ， 講 述 「 過 去 」 只 是 為 了 證 成 「 現
在 」 ， 因 而 它 必 須 順 著 聲 聞 經 裡 央 掘 魔 羅 的 人 間 形 象 開 展 。 然 而

45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裡 ， 這 位 年 僅 十 二 歲 孩 童 的 央 掘 魔 羅 ， 竟 然 能
執 劍 殺 害 九 百 九 十 九 人 ， 這 也 有 違 常 理 。

46 T 2 , p . 5 4 4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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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第 十 段 落 裡 ， 該 經 託 世 尊 之 口 宣 稱 央 掘 魔
羅 不 是 普 通 人 ， 而 是 一 位 已 成 就 的 他 方 世 界 佛 ――一 切 世 間 樂 見
上 大 精 進 如 來 。 顯 然 這 位 新 來 乍 到 拜 訪 釋 迦 牟 尼 佛 的 偉 大 的 央 掘
魔 羅 如 來 ， 他 已 不 再 是 聲 聞 經 裡 那 位 聲 聞 弟 子 形 象 的 央 掘 魔 羅 比
丘 ， 從 而 先 前 附 加 在 聲 聞 經 的 本 生 譚 ， 絕 對 不 再 能 適 用 於 央 掘 魔
羅 如 來 的 敘 事 發 展 上 ， 因 為 這 已 經 大 大 偏 離 了 聲 聞 經 裡 央 掘 魔 羅
的 人 間 形 象 。

換 言 之 ，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 不 採 取 本 生 譚 這 種 文 類 論 述 ， 反
而 採 取 「 未 曾 有 法 」 （ a b b h u t a d h a m m a ） 這 種 文 類 進 行 論 述 。 這
也 即 是 該 經 第 十 段 落 裡 ， 當 釋 迦 牟 尼 佛 告 知 波 斯 匿 王 關 於 央 掘 魔
羅 是 一 切 世 間 樂 見 上 大 精 進 如 來 的 至 尊 身 份 時 ， 於 是 眾 生 稽 首 敬
禮 央 掘 魔 羅 如 來 足 ， 一 心 同 聲 說 偈 歎 言 ： 「 南 無 如 來 無 邊 身 ， 南
無 方 便 央 掘 魔 。 我 今 頂 禮 聖 足 下 ， 懺 悔 天 尊 柔 軟 足 ， ....... 奇
哉 二 佛 出 于 世 ， 未 曾 有 法 行 世 間 ， 猶 如 火 中 生 蓮 華 ， 世 間 希 有 見
二 佛 。 」 47可 見 該 經 的 文 學 創 作 風 格 與 「 未 曾 有 法 」 這 種 文 類 關
係 密 切 。 儘 管 學 界 普 遍 認 為 大 乘 佛 教 的 興 起 受 到 本 生 文 類 的 刺
激 ， 但 就 兩 類 《 央 掘 魔 羅 經 》 對 比 後 的 觀 察 而 言 ， 我 們 認 為 佛 教
文 類 學 裡 ， 這 種 「 未 曾 有 法 」 的 文 類 對 於 大 乘 經 典 創 作 的 影 響 或
許 是 更 直 接 與 深 入 ， 宜 對 此 多 加 研 究 。

（三）大乘《央掘魔羅經》的「擬態」詮釋學策略

其 次 ， 回 到 附 表 三 。 從 附 表 三 的 大 脈 絡 ， 更 清 楚 看 到 第 二 段
落 「 佛 陀 調 伏 央 掘 魔 羅 的 事 件 」 與 第 九 段 落 「 波 斯 匿 王 帶 兵 擒 拿
殺 人 犯 央 掘 魔 羅 」 兩 處 ， 明 顯 挪 用 自 聲 聞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劇
情 。 在 這 個 大 脈 絡 下 ， 我 們 更 能 鳥 瞰 到 大 乘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改
寫 聲 聞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的 詮 釋 策 略 了 ！

大 乘 佛 教 借 用 與 聲 聞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 相 同 的 」 經 名 ， 並
分 別 安 插 與 聲 聞 版 「 相 仿 的 」 主 軸 劇 情 於 前 後 兩 個 重 要 的 敘 事 段

47 T 2 , p . 5 4 3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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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中 ， 這 種 求 得 與 聲 聞 經 「 相 似 的 」 外 表 的 作 法 ， 類 似 生 物 學 上
的 「 擬 態 」 （ m i m i c r y ） 。 要 言 之 ， 「 擬 態 指 的 是 一 個 物 種 在 進
化 過 程 中 ， 獲 得 與 另 一 種 成 功 物 種 相 似 的 外 表 ， 以 欺 瞞 捕 獵 者 遠
離 擬 態 物 種 ， 或 者 是 引 誘 獵 物 靠 近 擬 態 物 種 」 。 48特 別 是 就 「 引
誘 獵 物 靠 進 擬 態 物 種 」 而 言 ， 這 是 一 種 「 攻 擊 性 擬 態 」

（ a g g r e s s i v e m i m i c r y ） ， 亦 即 捕 食 者 或 寄 生 物 將 自 身 進 行 擬 態 ，
透 過 與 另 一 種 生 物 （ 這 種 被 模 擬 的 生 物 可 以 是 獵 物 或 宿 主 本 身 ）
外 表 或 氣 味 的 相 似 性 而 從 中 獲 益 。 就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的 歷 程 而 言 ，
大 乘 佛 教 透 過 與 聲 聞 佛 教 相 似 的 外 表 或 內 涵 的 擬 態 ， 混 淆 新 佛 教
典 範 反 對 者 的 視 聽 與 降 低 其 戒 心 ， 吸 引 舊 佛 教 典 範 者 親 近 與 認 同
新 佛 教 思 想 。 聲 聞 乘 不 僅 是 大 乘 的 宿 主 ， 亦 是 其 宣 教 改 宗 的 勸 誘
對 象 。

本 文 探 討 的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即 是 眾 例 中 的 一 例 ， 它 模 仿
聲 聞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 相 同 的 」 經 名 ， 並 分 別 安 插 與 聲 聞 版

「 相 仿 的 」 主 軸 劇 情 於 前 後 兩 個 重 要 的 敘 事 段 落 中 ， 這 種 求 得 與
聲 聞 經 「 相 似 的 」 外 表 的 作 法 ， 旨 在 於 在 強 化 大 乘 版 與 聲 聞 版 在
外 貌 上 的 相 似 性 ， 藉 此 取 信 大 乘 版 的 新 佛 典 「 不 離 」 傳 統 聲 聞 版
的 模 樣 。 但 是 在 整 體 敘 事 結 構 中 最 大 部 份 內 容 裡 ， 大 乘 版 《 央 掘
魔 羅 經 》 置 入 聲 聞 版 「 未 曾 有 的 」 劇 情 與 敘 事 元 素 ， 既 鋪 陳 新 佛
教 典 範 的 新 思 想 ， 也 取 代 舊 佛 教 典 範 的 舊 思 想 ， 這 種 作 法 旨 在 標
立 大 乘 版 的 新 佛 典 「 不 即 」 傳 統 聲 聞 版 的 舊 窠 臼 。 透 過 這 種 「 不
即 不 離 」 的 辯 證 的 擬 態 詮 釋 學 策 略 ， 新 造 大 乘 經 逐 漸 促 成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運 動 的 開 展 ， 超 克 他 們 所 認 為 舊 佛 教 典 範 思 想 無 法 因 應 的

48 一 般 而 言 ， 有 三 種 擬 態 。 1 、 彼 得 斯 擬 態 （ 以 亨 利 ·華 爾 特 ·彼 特 斯
命 名 ）， 一 個 物 種 擬 態 模 仿 另 一 個 成 功 的 物 種 ， 顯 得 有 毒 或 者 是 無 實
用 價 值 。 但 該 擬 態 並 不 會 打 擊 捕 獵 者 。 例 如 ， 一 種 透 翅 蛾 會 擬 態 成
為 黃 胡 蜂 ， 但 它 並 不 能 蜇 。 但 捕 獵 者 還 是 會 把 它 當 成 黃 胡 蜂 迴 避 。
2、 米 勒 擬 態 （ 以 弗 里 茲 ·米 勒 命 名 ）， 一 個 物 種 以 鮮 艷 的 體 顏 等 手 段
警 告 捕 獵 者 其 毒 性 或 不 可 食 用 性 ， 但 警 告 的 生 效 還 是 要 等 捕 獵 者 得
到 教 訓 才 開 始 ， 例 如 捕 獵 者 從 一 次 失 敗 的 捕 獵 中 很 快 認 識 到 獵 物 有
毒 。 這 種 擬 態 打 擊 捕 獵 者 。 蜜 蜂 會 模 仿 成 為 黃 蜂 ， 兩 者 外 表 相 似 ，
都 能 蜇 。 3、 進 攻 性 擬 態 ， 擬 態 成 為 無 害 的 物 種 去 吸 引 獵 物 。 以 上 觀
點請參見 Wikipedia 網站：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B%9F%E6%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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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代 限 制 。

事 實 上 ， 這 類 問 題 普 遍 存 在 於 大 乘 經 典 中 。 例 如 《 大 正 藏 》
「 涅 槃 部 」 收 入 的 二 十 三 部 大 乘 經 典 ， 這 類 經 典 以 佛 陀 的 涅 槃 事
件 為 敘 事 背 景 ， 述 說 佛 陀 涅 槃 前 三 個 月 在 各 處 遊 行 教 化 ， 與 佛 陀
涅 槃 後 遺 體 火 化 、 舍 利 分 配 供 養 的 經 過 。 這 些 與 佛 陀 涅 槃 事 件 相
關 的 敘 事 結 構 與 敘 事 元 素 ， 許 多 部 份 成 為 日 後 同 類 經 典 的 共 同 題
材 。 在 這 些 主 張 佛 性 常 住 思 想 的 涅 槃 部 經 典 裡 ， 又 以 大 乘 《 大 般
涅 槃 經 》 最 受 注 目 ， 傳 入 中 土 後 ， 注 疏 、 講 習 者 不 計 其 數 。 但 是
同 樣 以 佛 陀 涅 槃 事 件 為 敘 事 主 體 的 經 典 ， 亦 見 於 聲 聞 佛 教 典 範
――即 初 期 佛 教 或 所 謂 的 聲 聞 佛 教 所 傳 的 聖 典 中 。 例 如 巴 利 《 長
部 ‧ 1 6 經 》 的 《 大 般 涅 槃 經 》 、 漢 譯 《 長 阿 含 ‧ 2 經 》 的 《 遊 行
經 》 對 照 經 ， 與 幾 部 相 同 題 材 的 獨 立 經 。 49這 些 聲 聞 經 的 幾 個 主
要 人 物 也 環 繞 著 佛 陀 涅 槃 的 事 件 擔 綱 出 現 ， 但 是 在 大 乘 《 大 般 涅
槃 經 》 貌 似 相 同 的 敘 事 脈 絡 下 ， 彼 此 存 在 著 諸 多 「 異 樣 」 解 釋 。

以 最 後 供 養 佛 陀 食 物 的 工 師 子 「 純 陀 」 （ C h u n d a ， 或 作 周
那 、 准 陀 、 淳 陀 ） 為 例 ， 聲 聞 版 《 涅 槃 經 》 提 到 他 最 後 出 家 證 得
阿 羅 漢 果 ， 並 且 於 佛 陀 滅 度 前 先 進 入 般 涅 槃 50， 但 是 大 乘 版 《 涅
槃 經 》 則 改 稱 他 是 「 成 就 菩 薩 摩 訶 薩 行 得 住 十 地 」 位 階 的 菩 薩 。
51明 明 指 涉 同 一 人 ， 前 者 為 聲 聞 佛 教 的 阿 羅 漢 聖 者 典 範 ， 後 者 卻
是 大 乘 佛 教 的 菩 薩 聖 者 典 範 。 此 外 ， 兩 經 關 於 兩 者 修 學 典 範 不 一
致 ， 連 聲 聞 經 的 「 無 常 」 教 法 與 大 乘 經 的 「 常 」 思 想 ， 在 形 式 上

49 按 筆 者 對 《 大 正 藏 》「 阿 含 部 」 編 輯 風 格 的 理 解 ， 日 本 學 者 往 往 會
把 題 材 與 《 阿 含 經 》 相 關 的 獨 立 小 經 ， 置 於 結 構 完 整 的 大 部 《 阿 含
經 》 後 面 。 這 幾 部 相 同 題 材 的 獨 立 經 ， 也 編 入 《 大 正 藏 》「 阿 含 部 」
的 《 長 阿 含 經 》 後 面 ， 它 們 分 別 為 編 號 N o . 5 《 佛 般 泥 洹 經 》（ 二
卷 ）、 N o . 6 《 般 泥 洹 經 》（ 二 卷 ）、 N o . 7 《 大 般 涅 槃 經 》（ 二 卷 ） 等 三
部 ， 請 參 見 T 1 , p . 1 6 0 a - 2 0 7 c 。 若 以 這 些 獨 立 小 經 為 線 索 ， 進 行 「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 的 對 比 詮 釋 研 究 ， 亦 頗 具 價 值 ， 值 得 以 它 文 表 述 。

50 例 如 《 長 阿 含 ‧ 2 經 》 的 《 遊 行 經 》 提 到 ：「 周 那 禮 已 ， 於 一 面 坐 ，
而 白 佛 言 ：『 我 欲 般 涅 槃 ！ 我 欲 般 涅 槃 ！ 』 佛 告 之 曰 ：『 宜 知 是
時 。 』 於 是 ， 周 那 即 於 佛 前 便 般 涅 槃 。 」 請 參 見 T 1 , p . 2 0 a 。

51 例 如 大 乘 《 大 般 涅 槃 經 》 卷 十 ：「 純 陀 ！ 汝 今 皆 已 成 就 菩 薩 摩 訶 薩
行 得 住 十 地 」。 請 參 見 T 1 2 , p . 4 2 5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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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明 顯 矛 盾 與 差 異 ， 相 仿 的 敘 事 結 構 ， 卻 有 著 差 異 的 解 釋 觀 點 。

多 舉 幾 處 個 案 能 幫 助 我 們 理 解 ， 這 些 問 題 不 是 偶 發 性 的 孤 立
事 件 ， 而 是 具 有 普 遍 性 。 例 如 ： 大 乘 《 大 寶 積 經 ‧ 郁 伽 長 者 會 》
與 聲 聞 乘 《 郁 伽 長 者 經 》 （ 《 中 阿 含 ‧ 3 8 、 3 9 經 》 ） 裡 ， 比 較
兩 種 佛 教 典 範 描 述 的 郁 伽 長 者 角 色 ， 前 者 將 後 者 的 在 家 居 士 身 份
改 寫 為 既 在 家 又 出 家 的 菩 薩 行 者 ， 更 從 大 乘 角 度 擴 大 地 改 寫 後 者
為 菩 薩 修 學 內 容 52； 也 例 如 ： 大 乘 《 優 婆 塞 戒 經 》 與 聲 聞 乘 《 善
生 經 》 裡 ， 比 較 兩 種 佛 教 典 範 描 述 的 善 生 長 者 子 角 色 ， 前 者 將 後
者 的 在 家 居 士 身 份 改 寫 為 在 家 菩 薩 ， 更 重 新 修 正 前 者 的 聲 聞 教 法
為 菩 薩 教 法 。 53

更 例 如 ： 對 比 大 乘 《 佛 說 仁 王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 與 散 見 於 《 阿
含 經 》 裡 關 於 波 斯 匿 王 這 個 角 色 ， 前 者 不 僅 將 後 者 拔 薦 到 具 神 力
變 化 且 「 德 行 十 地 」 菩 薩 位 階 ， 順 便 強 化 大 乘 般 若 波 羅 蜜 教 法 的
受 持 對 於 現 實 政 治 的 「 護 國 功 德 」 起 著 不 可 思 議 的 實 效 作 用 54；
但 是 實 際 上 這 位 大 乘 佛 教 中 亦 名 為 「 月 光 菩 薩 」 的 波 斯 匿 王 ， 卻
完 完 全 全 與 聲 聞 經 裡 那 位 身 材 肥 胖 、 智 慧 不 明 且 時 常 誤 認 外 道 為
阿 羅 漢 聖 者 、 甚 至 被 自 己 子 嗣 謀 殺 害 命 而 亡 死 外 域 的 波 斯 匿 王 形
象 ， 實 在 有 著 天 壤 之 別 。 55前 述 幾 例 僅 是 撮 要 列 舉 ， 要 是 能 全 面
地 搜 尋 一 切 佛 經 ， 探 究 兩 種 佛 教 典 範 對 於 共 有 的 敘 事 元 素 之 詮 釋
差 異 ， 這 對 於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過 程 中 ， 「 新 經 典 」 創 作 的 文 本 實 踐
與 文 學 風 格 之 趨 勢 ， 將 起 著 深 刻 認 識 。

52 參 見 呂 凱 文 著 ，〈 對 比 、 詮 釋 與 典 範 轉 移 （ 1 ）： 兩 種 佛 教 典 範 下 的
郁 伽 長 者 〉，《 正 觀 》 第 3 4 期 （ 南 投 ： 正 觀 雜 誌 社 ， 2 0 0 5 年 9 月 2 5
日 出 版 ）， 頁 5 - 5 7。

53 參 見 呂 凱 文 著 ，〈 對 比 、 詮 釋 與 典 範 轉 移 （ 2 ）： 以 兩 種 《 善 生 經 》
探 究 佛 教 倫 理 的 詮 釋 學 轉 向 問 題 〉，《 正 觀 》 第 3 5 期 （ 南 投 ： 正 觀 雜
誌 社 ， 2 0 0 5 年 1 2 月 2 5 日 出 版 ）， 頁 5 - 6 4。

54 請 參 見 《 佛 說 仁 王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 T 8 , p . 8 2 5 - 8 3 4。
55 請 參 見 《 雜 阿 含 ‧ 11 7 8 經 》， T 2 , p . 3 0 5 c - 3 0 6 a。



從兩類《央掘魔羅經》 81

探討聲聞經大乘化的詮釋學策略

六、結論

以 上 ， 本 文 透 過 經 文 批 判 與 對 比 詮 釋 的 研 究 方 法 ， 針 對 兩 類
《 央 掘 魔 羅 經 》 的 敘 事 結 構 與 敘 事 元 素 進 行 分 析 。 行 文 至 此 ， 我
們 進 行 結 論 。

首 先 ， 就 諸 部 聲 聞 經 的 部 份 ， 我 們 發 現 從 素 樸 版 本 的 《 央 掘
魔 羅 經 》 發 展 到 擴 大 版 本 的 《 央 掘 魔 羅 經 》 ， 以 至 於 到 本 生 譚 的

《 央 掘 魔 羅 經 》 ， 儘 管 彼 此 所 依 的 聲 聞 佛 教 典 範 並 未 改 變 ， 但 是
原 初 樸 素 版 本 的 經 文 敘 事 結 構 在 後 世 發 展 中 ， 在 詮 釋 策 略 與 方 法
運 用 上 ， 已 累 積 不 少 誇 飾 的 宗 教 修 辭 。 這 些 宗 教 修 辭 對 於 感 性 信
仰 層 面 影 響 深 遠 ， 也 為 佛 教 宣 教 起 信 的 效 應 帶 來 加 分 的 作 用 。 但
是 過 度 誇 飾 經 文 敘 事 情 節 的 後 果 ， 相 對 則 是 歷 史 事 件 被 添 上 層 層
神 異 色 彩 ， 使 得 最 初 的 單 純 敘 事 原 貌 逐 漸 產 生 柔 焦 或 失 焦 的 宗 教
美 感 。 宗 教 美 感 所 激 發 的 偉 大 情 操 固 然 純 真 可 貴 ， 然 而 反 過 來
說 ， 這 也 是 一 種 「 真 理 與 方 法 」 上 的 提 醒 。 提 醒 吾 人 探 究 宗 教 史
實 事 件 暨 其 可 能 真 相 （ 真 理 ） 時 ， 宜 多 留 心 〔 帶 著 成 見 的 〕 宗 教
修 辭 （ 方 法 ） 是 否 介 入 宗 教 文 獻 ， 起 著 何 種 程 度 上 的 誇 飾 與 曲 折
的 詮 釋 效 應 。

其 次 ， 我 們 也 發 現 ： 這 部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 劉 宋 三 藏 求
那 跋 陀 羅 譯 ） ， 篇 幅 長 約 三 萬 八 千 七 百 餘 字 ， 幾 乎 為 前 述 聲 聞 經
最 小 篇 幅 的 《 別 譯 雜 阿 含 ‧ 1 6 經 》 （ 約 七 百 八 十 餘 字 ） 的 五 十
倍 ， 亦 為 最 大 篇 幅 的 《 增 一 阿 含 3 1 : 6 經 》 （ 約 五 千 一 百 字 ） 的
七 倍 多 。 從 簡 見 繁 的 發 展 脈 絡 看 ， 該 經 出 場 角 色 較 前 述 聲 聞 經 多
出 數 十 倍 ， 衍 生 拓 殖 的 劇 情 更 為 龐 大 神 奇 魔 幻 ， 擴 編 添 飾 的 宗 教
修 辭 更 為 堂 皇 炫 麗 神 異 。 不 僅 該 經 提 到 央 掘 魔 羅 的 「 一 切 世 間 樂
見 上 大 精 進 如 來 」 形 象 已 不 再 是 佛 世 時 代 的 聲 聞 弟 子 形 象 ， 連 該
經 提 到 的 他 方 諸 佛 世 界 迥 異 於 聲 聞 佛 教 樸 素 的 人 間 風 貌 ， 核 心 思
想 也 從 聲 聞 乘 轉 移 到 如 來 藏 系 的 大 乘 典 範 。 就 此 而 言 ，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種 種 經 文 現 象 的 轉 變 ， 有 別 於 諸 部 聲 聞 經 與 央 掘 魔 羅
本 生 譚 彼 此 僅 僅 「 量 變 」 的 差 別 ， 應 視 為 是 「 質 變 」 與 「 量 變 」
兼 具 的 轉 變 。 因 為 它 所 依 思 想 與 典 範 ， 已 非 常 明 顯 從 聲 聞 乘 轉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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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大 乘 ， 特 別 是 轉 移 到 大 乘 的 如 來 藏 系 典 範 ， 造 成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的 事 實 。

為 此 ， 我 們 更 發 現 ： 這 種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的 變 革 ， 源 於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借 用 聲 聞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 相 同 的 」 經 名 ， 一
方 面 以 「 相 仿 的 」 佛 世 時 代 央 掘 魔 羅 故 事 作 為 敘 事 結 構 的 主 軸 ，
求 得 與 聲 聞 經 「 相 似 的 」 外 表 ； 另 一 方 面 ， 大 量 地 以 佛 教 文 類 學
中 的 「 未 曾 有 法 」 56， 移 花 接 木 地 、 自 由 地 添 加 大 乘 教 義 於 其
中 ， 讓 該 經 中 所 有 聲 聞 乘 的 敘 事 元 素 「 完 全 變 質 」 為 大 乘 需 要 的
詮 釋 資 源 。 這 是 大 乘 經 典 經 常 套 用 的 手 法 之 一 ， 與 本 文 前 面 提 到
的 大 乘 《 涅 槃 經 》 、 《 大 寶 積 經 ‧ 郁 伽 長 者 會 》 與 《 優 婆 塞 戒
經 》 的 情 況 極 為 類 似 。 大 乘 《 央 掘 魔 羅 經 》 ， 也 採 用 「 似 是 而
非 」 （ p a r a d o x ） 的 吊 詭 手 法 ， 假 藉 殺 九 百 九 十 九 人 的 殺 人 犯 央
掘 魔 羅 的 故 事 ， 翻 新 聲 聞 佛 教 的 形 式 上 的 不 殺 生 義 涵 ， 並 主 張

「 一 切 眾 生 悉 有 佛 性 」 的 如 來 藏 思 想 。 57

職 是 之 故 ， 本 文 套 用 生 物 學 的 「 擬 態 」 概 念 ， 將 這 種 大 乘 經
典 創 作 的 文 本 實 踐 ， 正 式 命 名 為 「 擬 態 的 詮 釋 學 策 略 」

（ H e r m e n e u t i c a l T a c t i c o f M i m i c r y ） 。 透 過 擬 態 的 詮 釋 學 策 略 之
運 用 ， 大 乘 佛 教 將 自 身 喬 裝 為 與 聲 聞 佛 教 相 似 的 外 表 或 內 涵 的 擬
態 ， 混 淆 新 佛 教 典 範 反 對 者 的 視 聽 與 降 低 其 戒 心 ， 吸 引 舊 佛 教 典
範 者 親 近 與 認 同 新 佛 教 思 想 。 此 中 ， 大 乘 新 經 典 創 作 所 帶 動 的 詮
釋 效 應 ， 不 僅 化 解 舊 佛 教 典 範 思 想 的 抗 拒 ， 也 為 新 佛 教 典 範 創 造
新 宗 教 思 想 的 「 神 聖 文 本 」 ， 作 為 新 佛 教 實 踐 的 「 新 公 約 數 」 ，
更 促 成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的 既 成 事 實 。 只 是 ， 反 過 來 說 ， 聲 聞 乘 與 聲
聞 經 不 僅 是 大 乘 與 大 乘 經 的 宿 主 ， 亦 是 其 勸 誘 改 宗 的 宣 教 對 象 。

究 極 而 言 ， 這 種 擬 態 的 詮 釋 學 策 略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普 遍 性 與

56 就 此 而 言 ， 從 聲 聞 經 發 展 到 大 乘 經 的 變 化 ， 以 及 在 佛 教 典 範 轉 移 歷
程 中 ， 宜 應 重 視 「 未 曾 有 法 」 這 種 文 類 ， 探 究 它 對 於 「 新 經 典 」 的
創 作 起 著 何 種 功 能 與 作 用 。

57 「 完 全 變 質 」 與 「 似 是 而 非 」（ p a r a d o x ） 等 詞 ， 引 用 自 高 崎 直 道 著 ，
《 如 來 藏 思 想 の 形 成 ： イ ン ド 大 乘 佛 教 思 想 研 究 》（ 東 京 ： 春 秋 社 ，

1 9 7 8 年 ）， 頁 1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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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然 性 ， 它 說 明 〔 包 括 同 質 與 不 同 質 的 〕 一 切 新 舊 宗 教 典 範 與 一
切 新 舊 宗 教 社 群 競 爭 生 存 之 際 ， 相 同 宗 教 主 題 必 然 伴 隨 著 多 元 解
釋 的 普 遍 敘 事 現 象 。 差 別 只 在 於 彼 此 所 運 用 的 擬 態 詮 釋 學 策 略 的
程 度 不 一 。 它 不 僅 見 於 佛 教 內 部 大 乘 對 聲 聞 乘 的 詮 釋 ， 亦 見 於 佛
教 初 興 時 對 於 「 梵 思 想 」 與 「 種 姓 起 源 神 話 」 的 詮 釋 58， 更 見 於
佛 教 外 部 的 印 度 教 對 佛 教 的 詮 釋 ， 例 如 印 度 教 將 釋 迦 牟 尼 佛 陀 解
釋 為 是 毘 濕 奴 大 神 的 第 九 次 化 生 ， 這 即 是 一 例 。 59 事 實 上 ， 這
種 敘 事 現 象 與 擬 態 的 詮 釋 學 策 略 之 背 後 ， 蘊 藏 著 世 間 一 切 宗 教 競
爭 生 存 的 苦 難 實 態 ； 它 說 明 ： 唯 有 透 過 「 詮 釋 」 ， 且 不 斷 地 透 過

「 新 經 典 」 （ 或 宗 教 思 想 上 的 「 新 公 約 數 」 ） 的 詮 釋 ， 新 興 宗 教
與 其 代 表 的 新 典 範 ， 才 能 面 對 自 身 所 處 的 世 間 苦 難 〔 包 括 宗 教 競
爭 之 苦 〕 ， 尋 求 解 套 的 活 路 。

58 參 見 呂 凱 文 著 ，〈 梵 思 想 的 佛 格 義 ─佛 教 的 詮 釋 學 問 題 初 探 〉，《 揭
諦 》 第 7 期 （ 嘉 義 ： 南 華 大 學 哲 學 系 出 版 ， 2 0 0 4 年 7 月 ）， 頁 1 - 3 6。
此 外 ， 呂 凱 文 著 ，〈 初 期 佛 教 的 種 姓 系 譜 學 ─ 佛 教 對 「 種 姓 起 源 神
話 」 的 考 察 與 改 寫 〉，《 華 梵 人 文 學 報 》 第 4 期 ， 華 梵 大 學 人 文 學 院
出 版 ， 2 0 0 5 年 1 月 ， 頁 7 3 - 11 2。

59 印 度 教 的 《 往 世 書 》， 將 佛 陀 視 為 毘 濕 奴 （ Vi s h n u） 大 神 的 第 九 個 化
身 （ a v a t a r a ）， 這 相 當 程 度 突 顯 了 使 佛 教 從 屬 於 印 度 教 體 系 的 企 圖 ，
但 是 這 種 觀 點 事 實 上 與 佛 陀 教 導 相 違 。 關 於 毘 濕 奴 化 身 為 佛 陀 的 神
話 ， 請 參 閱 C o r n e l i a D i m m i t t & J . A . B . v a n B u i t e n e n e d . & t r a n . ,
C l a s s i c a l H i n d u M y t h o l o g y : A R e a d e r i n t h e S a n s k r i t P u r a n a s .
P h i l a d e l p h i a : Te m p l e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1 9 7 8 . p . 6 9 . ； 以 及 Ve r o n i c a l
I o n s 著 ， 孫 士 海 譯 ，《 印 度 神 話 》（ 北 京 ： 經 濟 日 報 出 版 社 ， 2 0 0 1
年 ）， 頁 9 2 。 至 於 佛 教 徒 的 評 論 觀 點 ， 請 參 閱 N a r a d a , T h e B u d d h a
a n d H i s Te a c h i n g s , M a l a y s i a : B u d d h i s t M i s s i o n a r y S o c i e t y, p . 4 0 . 此
外 ， 也 請 參 見 糜 文 開 著 ，〈 釋 迦 牟 尼 在 印 度 教 中 的 地 位 〉《 印 度 文 化
十 八 篇 》（ 台 北 ： 東 大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四 年 ）， 頁 5 9 - 6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