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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5_99_E7_9F_A5_E8_c34_510610.htm ----云南傣族等少数

民族佛教，属巴利语系，亦即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它和北传

的小乘佛教在教义、学说上都有不同的发展而各具特色。中

国汉文大藏经中关于北传小乘的经律、论三藏都有比较完备

的译本。高僧法显曾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抄写经律，但

所携回译出的《杂阿含经》原本是否为巴利语已不可考。南

朝齐永明七年（489）译出的《善见律毗婆沙》和梁天监十四

年（515）译出的《解脱道论》则出于南传。中国律宗奉行的

法藏部《四分律》也和南传同一系统。律宗解释律义即常引

《善见律毗婆沙》之说。中国出家尼众的得戒最初也由师子

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余人前来传授。故汉地戒律与南传有很

深渊源。在教义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内容。在南传三藏中《

小部》的《本行藏》即集录各种波罗蜜行的事亦，承认佛道

不与声闻道共，为大乘理论之先河。尤其主张“心性本净，

为客尘染”的思想，也符合南天竺一乘宗的“含生同一真性

，客尘障故”的初期禅宗根本思想。近代研究发现，达摩的

壁观，可能与南传定学从地遍处入手应用地色曼茶罗有关。

由此可见，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与汉传大乘佛教具有深厚错综

的关系。 ----南传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征的约在7世

纪中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最初未立塔寺，经典亦

只口耳相传。约在11世纪前后，因战事波及，人员逃散，佛

教也随之消失。战事平息后，佛教由勐润（今泰国清边一带

）经缅甸景栋传西双版纳，并随之传入泰润文书写的佛经。



这就是现在傣族地区的润派佛教。此外，另有缅甸摆庄派佛

教传入德宏州等地。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傣文创制后始

有刻写贝叶经文。明隆庆三年（1569），缅甸金莲公主嫁与

第十九代宣慰使刀应勐时，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三藏典籍及佛

像随来传教。最初在景洪地区兴建大批塔寺，不低度缅僧双

将佛教传至德宏、耿马、孟连等地，尔后上座部佛教就盛行

于这些地区的傣族中。 ----经典内容和南传巴利语系三藏相

同，但编次稍有差别。三藏典籍有巴利语的傣语译音本及注

释本和部分重要经典的傣语译本，还有大量的傣族、布朗族

的著述，除经典注释外，还有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诗

歌、传说及佛经故事等。 ----现在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按其

名称可分为润、摆庄、多列、左抵四派、又可细分为八个支

派。傣族男童达到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在寺院中学习文

化知识，接近成年时再还俗。个别被认为优秀的，可继续留

寺深造，并按僧阶逐步升为正式僧侣。僧阶大体可分帕（沙

弥）、都（比丘）、祜巴（都统长老）、沙密（沙门统长老

）、僧伽罗（僧王、僧主长老，这一僧阶长期来虚职无人）

、帕召祜（阐教长老）、松迪（僧正长老）、松迪阿伽摩尼

（大僧正长老）等八级。或在帕之前增帕诺（行童）一级，

在都之后增都龙（僧都）一级则为十级。自五级以上晋升十

分严格，最后两级在整个西双版纳地区只分别授与傣族和布

朗族各一个，成为地区最高宗教领袖。百考试题编辑整

理"#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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