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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材範圍教材範圍教材範圍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子題子題子題子題    

P.11 

～ 

P.11 

無 1 本經翻譯 

1.1 根據 

1.2 譯者 

1.3 期間 

P.11 

～ 

P.12 

無  2 大小乘之分判 
2.1 學者分判 

2.2 依內容及精神分判 

P.13 

～ 

P.15 

無 3 本經註釋及手書 
3.1 收錄《卍續藏經》之注釋書 

3.2 當代大師注釋及手書 

 

    

1111 本經翻譯本經翻譯本經翻譯本經翻譯    

1.11.11.11.1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隋代漢譯佛經目錄《法經錄》    

1.21.21.21.2 譯者譯者譯者譯者－西域安息國來華的安世高    

1.31.31.31.3 期間期間期間期間－東漢建和二年至建寧三年（西元一四八～一七○年）之間。 

 

2222 大小乘之分判大小乘之分判大小乘之分判大小乘之分判    

2.12.12.12.1 學者分判學者分判學者分判學者分判    

2.1.12.1.12.1.12.1.1 古代古代古代古代    

 2.1.1.1 隋代費長房判為小乘經典 

 2.1.1.2 唐代道宣律師認為是大乘經 

2.1.22.1.22.1.22.1.2 現代現代現代現代    

       學者大多將之歸為小乘經 

2.22.22.22.2 依內容及精神分判依內容及精神分判依內容及精神分判依內容及精神分判    

2.22.22.22.2.1.1.1.1 有原始聖典特色的小乘經典有原始聖典特色的小乘經典有原始聖典特色的小乘經典有原始聖典特色的小乘經典    

 2.2.1.1 本經內容及精神幾乎與《佛遺教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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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本經與《中阿含經》卷一八的〈八念經〉的宗旨幾乎是一致的 

2.2.22.2.22.2.22.2.2 有大乘聖典氣概的大乘經典有大乘聖典氣概的大乘經典有大乘聖典氣概的大乘經典有大乘聖典氣概的大乘經典    

 2.2.2.1 部分經文表達方式非《佛遺教經》模式，有大乘聖典的氣概，也被認作是大 

乘經典： 

 2.2.2.1.1 第五項經文中有「菩薩常念」 

 2.2.2.1.2 第六項經文中有「菩薩布施」 

 2.2.2.1.3 第八項經文中有「發大乘心」 

2.2.2.1.4 第八項之後:「如此八事，乃是諸佛菩薩大人之所覺悟…令諸眾生覺生 

         死苦。」 

 

3333 本經註釋及手書本經註釋及手書本經註釋及手書本經註釋及手書    

3.13.13.13.1 收錄收錄收錄收錄《《《《卍續藏經卍續藏經卍續藏經卍續藏經》》》》之注釋書之注釋書之注釋書之注釋書    

3.1.13.1.13.1.13.1.1 明末蕅益智旭明末蕅益智旭明末蕅益智旭明末蕅益智旭：：：：《《《《八大人覺經略解八大人覺經略解八大人覺經略解八大人覺經略解》》》》    

3.1.23.1.23.1.23.1.2 清代續法清代續法清代續法清代續法：：：：《《《《八大人覺經疏八大人覺經疏八大人覺經疏八大人覺經疏》》》》一卷一卷一卷一卷    

 3.1.2.1 以華嚴宗教判方式 

 3.1.2.2 引經據典並旁徵儒道二家之言細判詳釋 

3.23.23.23.2 當代大師當代大師當代大師當代大師註註註註釋及手書釋及手書釋及手書釋及手書    

3.2.13.2.13.2.13.2.1《《《《太虛大師全書太虛大師全書太虛大師全書太虛大師全書》「》「》「》「三乘共學三乘共學三乘共學三乘共學」」」」之之之之＜＜＜＜八大人覺經講記八大人覺經講記八大人覺經講記八大人覺經講記＞＞＞＞    

       3.2.1.1 將普賢、文殊、彌勒、觀音、地藏五大菩薩功德，配釋本經第四項至第八項   

               經文涵義 

       3.2.1.2 視本經為三乘共學的一部概要書 

3.2.23.2.23.2.23.2.2 弘一大師弘一大師弘一大師弘一大師曾曾曾曾手書本經手書本經手書本經手書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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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1.1.1.    您選讀本經的因緣您選讀本經的因緣您選讀本經的因緣您選讀本經的因緣？？？？    

2.2.2.2.    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轉生死之苦為解脫之樂轉生死之苦為解脫之樂轉生死之苦為解脫之樂轉生死之苦為解脫之樂？？？？    

3.3.3.3.    為什麼本經是三乘共學的概要書為什麼本經是三乘共學的概要書為什麼本經是三乘共學的概要書為什麼本經是三乘共學的概要書？？？？    

4.4.4.4.    為何本經會被視為為何本經會被視為為何本經會被視為為何本經會被視為「「「「有原始聖典特色的小乘經典有原始聖典特色的小乘經典有原始聖典特色的小乘經典有原始聖典特色的小乘經典」？」？」？」？    

5.5.5.5.    為何本經也被認作是大乘的經典為何本經也被認作是大乘的經典為何本經也被認作是大乘的經典為何本經也被認作是大乘的經典？？？？    

6666....    您對本講的心得感想啟示您對本講的心得感想啟示您對本講的心得感想啟示您對本講的心得感想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