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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59 

～ 

P.162 

無 1. 歷史的演變 

1.1佛世弟子出家仍用在俗姓名 

1.2佛教初傳入中國時，國人對於僧人 

    的稱謂 

1.3中國出家人以釋字為姓始自晉代

1.4今日的出家人仍然以釋字為姓為宜 

 

1.歷史的演變 

1.1佛世弟子出家仍用在俗姓名 

  1.1.1如舍利弗、目犍連、阿難陀、羅睺羅等，都是在俗時的姓名 

  1.1.2即使本師釋迦牟尼佛的稱號，「釋迦」也是佛的族姓  

1.2佛教初傳入中國時，國人對於僧人的稱謂 

  1.2.1對於西域來的僧人，往往以其國籍，作為他們的姓氏 

     1.2.1.1天竺來的稱之為竺某某，如竺法蘭、竺佛朔、竺叔蘭等人 

     1.2.1.2月支國來的稱為支某某，如支婁迦讖與支謙等人 

     1.2.1.3康居國來的稱為康某某，如康僧會等人 

1.2.1.4安息國來的稱之為安某某，如安世高與安玄等人 

    1.2.2中國人最初出家為沙門者有仍用俗姓，也有承用師姓者 

       1.2.2.1沿用俗姓：如嚴佛調及朱士行等人即是出家之後仍用俗姓 

       1.2.2.2承用師姓：如于法蘭的弟子，有于法開與于道邃等人，竺道潛的弟子有竺法 

                         友、竺法蘊、竺法濟等人。 

    1.2.3西域來僧，也有用三寶─佛、法、僧為姓氏的 

       1.2.3.1以佛字為姓：如佛馱跋陀羅、佛馱什、佛圖澄、佛圖羅剎、浮陀跋摩等人，

（佛馱、佛圖、浮陀與佛陀的梵文是同一個單字）； 

1.2.3.2以法字為姓：如曇摩羅剎、曇摩難提、曇摩耶舍、曇磨流支、曇摩蜜多、曇 

                    摩讖（亦稱曇無懺）、曇無竭等人，（曇摩、曇無與達摩的梵 

                    文，是同一個單字）； 

1.2.3.3以僧字為姓：如僧伽跋摩、僧伽跋澄、僧伽提婆、僧伽達多、僧伽婆羅等人 

    1.2.4因此在中國出家人中，也有很多用佛（覺）、法、僧字做為姓名 

  1.3中國出家人以釋字為姓始自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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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源自道安法師（西元三一二─三八五年）的提倡而來 

       1.3.1.1道安法師在以釋字為姓之前，也是以竺字為姓的，故在佛教史上，可以看到 

釋道安與竺道安的兩個姓名。 

1.3.2道安法師倡導僧人以釋為姓的根據，是《增一阿含經》： 

     「有四姓出家，無復本姓，但言沙門釋子，所以然者，生由我生，成 

       由法成，其猶四大河，皆從阿耨達池出。」  

   1.3.2.1實際上當道安法師創始以釋為姓時，此經尚未東來，而竟能語佛意懸合 

   1.3.2.2因此，後來出家人用釋字為姓的，便漸漸地普遍了。 

    1.3.3這也是中國人的發明，因為： 

       1.3.3.1佛時的弟子們，並未皆以釋迦為其姓氏 

       1.3.3.2 印度通稱出家者為沙門。佛教中出家的便稱「沙門釋子」，說明其身分，並 

               不含有姓氏的意義。 

       1.3.3.3 經文所謂「四姓出家，無復本姓」的「姓」是指種姓階級，而非姓氏 

         1.3.3.3.1在當時印度，四類種姓階級嚴明，唯有佛教之中，四姓平等 

         1.3.3.3.2四姓是指當時印度社會分人為四類：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 

  1.4今日的出家人仍然以釋字為姓為宜 

    1.4.1雖非原始佛教的規範，但其能將出家弟子統為一姓，也正表達了僧眾 

和合的意義。 

    1.4.2以釋字為姓，已經形成一種好的風尚，若無更好的理由與絕對的必 

          要，我們就不必破壞它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63 

～ 

P.165 

無 2.中國出家人法名之由來 

2.1佛世並未為弟子取法名 

2.2法名的設立源自禪宗  

2.3佛弟子應以受戒次第而非法名輩分 

別尊卑 

2.4法名的規矩仍然有其價值意義 

 

2. 中國出家人法名之由來 

  2.1佛世並未為弟子取法名 

    2.1.1法名的使用，在原始佛典中並沒有根據。 

    2.1.2中國最初的出家人，雖然也有師承，但均沒有法派與字輩的排列 

  2.2法名的設立源自禪宗 

    2.2.1為了門戶的建立，標顯徒眾的傳承，而有了法派字輩的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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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早期的禪門宗師，並沒有這種做法： 

       2.2.2.1如南嶽懷讓與其再傳的百丈懷海皆以懷字為名，馬祖道一下傳天皇道悟，師 

               徒兩人同用一個道字。 

    2.2.3法派字輩的開始，可能是在禪門五宗的分張之後，至今的曹洞宗與臨 

          濟宗，依舊各有各的法派及字輩。 

2.3佛弟子應以受戒次第而非法名輩分別尊卑 

  2.3.1佛弟子是以入佛先後，受戒次第而別尊卑，不可用派字的排列論輩分 

  2.3.2因此，雖然不需要反對法派字輩，但也不必把法派字輩看得如何認真。 

  2.4法名的規矩仍然有其價值意義 

    2.4.1出家人都有其法名，以法名來表示已經進入了佛門，一切重新開始 

    2.4.2由法名的取得，也表明了一個新的人生，即佛教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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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 佛教初傳入中國時，國人對於僧人是如何稱呼的？ 

2. 中國出家人以釋字為姓始自何時？ 

3. 為何說今日的出家人仍然以釋字為姓為宜？ 

4. 佛世有為出家弟子取法名的規矩嗎？ 

5. 中國出家人開始有法名規矩的由來？ 

6. 佛弟子以法名輩分分尊卑是對的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