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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月圓日(	)僧團必須誦巴帝摩卡(Pātimokkha)。每 3年有一個閏月，時間安排在熱季之後的第一個月(dutiya Āsā�ha)。每個季節的第 1, 2, 4, 5, 6, 8個半月有 15天(pa((arasa)，而第 3和第 7個半月只有 14天(catuddasa)。(�, �, �, � = 第 1, 3, 5, 7個月黑誦戒日；2, 4, 6, 8 = 第 2, 4, 6, 8個月圓誦戒日(月圓誦戒日只在第 15日)；上弦月和下弦月的齋日則在第 8天(	�◑�
 = 下弦月，約相當於農曆的二十三日; 
�◐�	 = 上弦月，初八)。 • 比庫(bhikkhu)的雨季安居(vassa)為期三個月。有兩種雨安居，前安居始於雨季的第一天(在 Āsā�ha (西曆 7月)月圓日的翌日)，到 Assayuja (10月)的月圓日結束。後安居則再往後推一個月，到雨季的最後一天(Kattika (11月)的月圓日)結束。2008 年的雨安居為：前安居：7月 18日 – 10月 14日；後安居：8月 17日 – 11月 12日。咖提那衣(kathina)儀式可以在 Kattika月之中選任何一天進行。咖提那衣的功德隨涼季的結束(在 Phagguna月圓日)而完結(2008年為 3月 21日)。只有圓滿前安居者才享有為期 5個月的咖提那衣功德。 • 在 Vesākha (西曆 5月)的月圓日，菩薩降生於倫比尼林(Lumbinī-vana)；三十五年後，在內蘭迦拉河(Nerañjarā)邊的菩提樹下證悟正自覺；四十五年後，佛陀在古西那拉(Kusinārā)的沙喇林(sālavana)中大般涅槃(Mahāparinibbāna)。在 Āsā�ha (7月)的月圓日，菩薩入母胎結生；29歲時，在咖畢喇瓦土(Kapilavatthu)東邊的阿諾馬河(Anomā)邊大出離(Mahābhinikkhamana,出家)；六年後，佛陀在仙人落處的鹿野苑教導《轉法輪經》。在 Māgha(2月)的月圓日，1,250位阿拉漢在王舍城(Rājagaha)郊的竹林園(Veluvana)集會，當時佛陀誦出教誡巴帝摩卡(Ovādapātimokkha) (法句 183-5)。 • 佛曆從佛陀般涅槃那年開始算起。佛曆 2552年始於 2008年 4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