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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舍利」考原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201 

～ 

P.203 

無 
1. 舍利的神聖性來自於修

證的功德 

1.1舍利子本身並沒有神秘性 

1.2 佛教視佛陀及聖僧的舍利為神聖

之物 

1.3 將佛陀及聖僧的舍利子，擬作世

俗的珍寶陪葬，並不如法 

 

1. 舍利的神聖性來自於修證的功德 

  1.1舍利子本身並沒有神祕性 

    1.1.1 舍利子，是佛教徒從修持身心所得的一種特殊結晶物 

    1.1.2凡有相當修持工夫的凡夫僧尼乃至俗人，都可燒出或多或少的舍利 

  1.2佛教視佛陀及聖僧的舍利為神聖之物 

    1.2.1凡有佛陀舍利的所在，就等於佛陀在世現身所在的地方，應當建塔 

          供養 

       1.2.1.1如浙江的阿育王寺，就是因供養了一顆佛陀舍利而成名   

     1.2.2佛教之有寶塔，就是由於供養舍利的要求而來 

  1.3將佛陀及聖僧的舍利子，擬作世俗的珍寶陪葬，並不如法 

    1.3.1佛教對於佛陀及聖僧的遺物，都要行五體投地禮，頂戴受持，豈可 

          置於凡夫遺體的口中陪葬？   

      1.3.1.1 《中央日報》一九六四年六月新聞「…法師將兩顆西藏活佛的舍利子， 

               放在陸氏夫婦遺體的口腔中以陪葬。」 

       1.3.1.2聯合傳播公司創辦人與中影監察人吳申叔病逝後，也在口中安放舍利 

  1.3.2在佛教的葬禮中，不主張用寶物殉葬 

     1.3.3佛教主張布施貧窮及供養三寶，才是功德 

        1.3.3.1將功德迴向亡靈，才能使亡故的親友得到實益而超生福地。  

  1.3.4佛教不是迷信神祕的宗教，完全是著重在人生行為的善惡價值 

    1.3.4.1若能信受奉行教法的人，是必定超生的，乃至能夠解脫生死而超凡入聖              

  1.3.5若不實踐佛陀的教法，縱然天天伴著佛，也沒有用。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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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2.舍利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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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舍利的神異事蹟 

 

2. 舍利考證 

  2.1將色身舍利比同法身舍利的觀念 

    2.1.1《大乘金光明經‧捨身品》： 

         「是舍利者，即是無量六波羅蜜功德所重。」 

         「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薰修，甚難可得，最上福田。」 

  2.2舍利原義是人的遺骸屍骨 

    2.2.1《玄應音義》卷六說：「舍利有全身者，有碎身者。」 

    2.2.2依《菩薩處胎經．常無常品》等所說: 

          埋葬的是全身舍利，火葬的即成碎身舍利 

       2.2.2.1其源出印度梨俱吠陀時代的兩種葬法 

    2.2.3《法苑珠林》卷一四，碎身舍利分為三種： 

          一是骨舍利，白色；二是髮舍利，為黑色；三是肉舍利，為赤色 

       2.2.3.1這是因修持功德而於火化之時，使身體的若干組織凝為結晶物的結果。 

    2.2.4《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下四之一釋瞻病篇說： 

         「舍利此翻遺身，即死屍也。」  

    2.2.5《長阿含經‧遊行經》說: 

          佛陀入滅之後的色身，即稱為舍利，火化後的遺骨也均稱為舍利 

    2.2.6《雜阿含經》卷四六第一二二七經說: 

          波斯匿王的祖母死了，火化之後，也有「供養舍利畢」之句 

       2.2.6.1可知舍利不僅限於出家聖賢才有，在家凡夫的屍骸，同樣稱為舍利 

  2.3舍利的神異事蹟 

2.3.1佛舍利椎打不碎的記載： 

       2.3.1.1《法苑珠林》卷四○：「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擊便破矣。」 

2.3.1.2椎打不碎的記載，最初是由「金剛不壞身」的思想而來 

2.3.1.2.1佛的法身不壞，故稱金剛不壞 

2.3.1.3《浴佛功德經》中說到，佛舍利分有身骨舍利及法頌舍利的兩種 

2.3.1.3.1佛的遺骨為身骨舍利，佛的遺教為法頌舍利 

2.3.1.4後人將佛的法舍利與骨舍利的價值，同等看待，便信仰佛的身骨舍利，也是 

椎打不碎的。  

       2.3.1.5椎打不碎的記載，初見於梁朝僧祐所撰的《出三藏記集》卷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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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僧會在東吳初化孫權的時，虔誠祈請，感得佛陀舍利，打擊不碎。」 

2.3.1.6在梁朝慧皎《高僧傳》卷一康僧會傳中亦作如此記述： 

「此一舍利…由康僧會的虔誠祈求而感得，其有神力加持，打擊不碎。」 

       2.3.1.7在日本佛教史上，也有類似的記述，例如《日本書紀》所載: 

               「這一舍利，也是虔誠感得…由其打擊不破，故又有個「堅固子」的稱呼」           

    2.3.2舍利可憑虔誠心祈求感得 

2.3.2.1在中國佛教的傳記之中，亦有許多人感得各種各樣的舍利 

       2.3.2.2如梁《出三藏記集》卷一三及梁《高僧傳》卷一均有記載 

      2.3.2.3例如:油燈燭火上出現的燈花舍利。寫經時，筆端出現舍利；洗面時，臉上 

                    落下舍利；掃榻時，床上也能發現舍利。 

    2.3.3佛陀的真身舍利，能夠輾轉增生，生生不已，此乃為史不絕書的事實。 

       2.3.3.1佛的真身舍利，最初分為八國各建一塔迎請供養。 

       2.3.3.2據《大唐西域記》所載: 

        2.3.3.2.1玄奘三藏自印度東歸，也請回了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 

         2.3.3.2.2迦畢試國由龍王所建的窣堵波（塔）中，供有如來骨舍利一升餘 

         2.3.3.2.3王城西北大河之南岸舊王伽藍中，供有如來頂骨一片 

         2.3.3.2.4西南舊王妃伽藍的窣堵波中，安有如來舍利升餘 

         2.3.3.2.5西南比羅娑洛山的象堅窣堵波中，也藏有如來舍利一升多 

       2.3.3.3佛陀的舍利，既已廣泛分布，這些塔中的舍利，必係歷年的新生 

       2.3.3.4在中國，供養如來真身舍利的，據《廣弘明集》所舉，共有十七座塔； 

               又據《法苑珠林》卷三八所載的，則有十九座塔。 

 

 

 

 



0504《學佛知津》-15「舍利」考原 

第 6 頁，共 6 頁 

討論題目 

1. 請說明佛教何以視舍利為神聖之物，並規定要建塔供養？ 

2. 請說明佛教對於舍利的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