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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學的特性及發展  寂慧

    彌勒菩薩在佛教的學說及信仰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其經典在三藏教中影響深遠，如明燈

照耀世間。其學說涵蓋層面廣闊，不論在學術、信仰、修持、宗派方面有不同的特性及發展，

更有各別的開合，互相的融和；有深入的義理，亦有世俗的施設，上至登地菩薩，大學問家，

下至販夫走卒，皆有所安立，可謂多姿多采。

    彌勒，梵語，菩薩之姓氏，譯慈氏。名阿逸多，譯無能勝。經釋迦佛授記當來下生，繼釋

迦佛後賢劫中第四尊佛。印度的彌勒信仰，始於西元前二百年，與大乘佛教的興起關係密切。

近代發掘的印度犍陀羅佛像，發現彌勒像為數甚多，可以推斷彌勒信仰在古代相當盛行，以西

北印度最盛，後傳至西域，再傳到中國來。

    彌勒學涵蓋大小顯密、空、有、如來藏等教法，可說無所不包，可是在中國佛教歷史中沉

寂多時，偶而爆發一點亮光，再度沉寂，本應璀璨的學說，卻落得載沉載浮，實叫人婉惜，如

能從其特性及發展中探討，當有助復興，光大彌勒學這寶藏。弘揚彌勒學，是極有意義的工作

，就如發掘寶藏般，充滿驚喜，是佛弟子責無旁貸的責任，亦是與當來下生彌勒佛的結緣，將

來一起下生，改變這個世界成為淨土。

    世間憂苦，佛出世難值，人類值以撐持及有意義之處在見佛聞法。在時間的洪流中，佛出

現世間如廣袤的夜空中一點亮光閃耀。缺少福報的眾生只有靠佛遺下的經典及僧寶的護持弘揚

，才能品嚐甘露，離苦得樂。如何將佛法延續下去，意義顯得重大。釋迦佛涅槃後，眾生頓失

依怙，只有緬懷過去，造佛像，念佛，作永恒的懷念。更無限的渴望下一尊佛快點降臨人間，

解救眾生，憧憬當來下生彌勒尊佛。但彌勒佛不會只在下生時才拯溺眾生，下生前必常應化世

間，經無量劫，救贖無量眾生；但主要是度化釋迦佛未度盡的閻浮提眾生。因此，我們應把握

機會，弘揚及修持彌勒學。

                                       信仰

    彌勒信仰在公元前二百年已在印度盛行，後經西域傳入中國，最早譯出的彌勒經典是由竺

法護譯出「彌勒成佛經」。因為人心思苦，多嚮往佛法，尤其憧憬當來佛早點降臨人間，故彌

勒信仰在中國民間早已盛行，可是唯利之徒，懷政治目的及邪教亦藉此出現。打出「彌勒教」

名號，歷朝不斷出現迄今，屢改名號及儀式，歪曲教義，破壞治安，謀財害命。最轟動的要數

白蓮教、一貫道、太平天國等。可惜彌勒信仰被如此利用、破壞後，民眾心理帶有陰影，當政

者亦充滿戒心，使彌勒信仰不但沒有發揮其功効，且沉寂不起。

    彌勒信仰三根普被，充滿普世，救世精神，提倡的是基本佛法，如十善法。並主張不食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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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仁愛之心，對中國佛教影響深遠，中國出家人一直保持此不食肉戒的優良傳統，比南傳

及藏傳佛教更有愛護動物之心。邪教亦利用此吸收教徒，提倡素食。

    宗教信仰必有一些不可思議事蹟，彌勒信仰亦不例外，著名的彌勒應化身有南朝傅大士及

五代時的布袋和尚。此外，兼具學術及修持的高僧大德對彌勒學的傳承及開展佔有很重要的地

位，有無著菩薩上兜率天問法、其弟世親菩薩的迴小向大，成千部論主、東晉傑出開創性學者

道安、奠定戒律基礎的法顯大師、唐朝西行取經的玄奘法師、其高徒百部疏主窺基大師、明末

高僧憨山大師、民國虛雲老和尚、慈航法師、近代楊仁山居士、太虛大師、歐陽竟無、韓清淨

、王恩洋、呂澂、羅時憲等。

    彌勒信仰盛行由於契合娑婆眾生的根機，其修持方法亦踏實、簡易、殊勝。彌勒淨土更在

娑婆世界欲界天中，離我們很近，屬五乘共土。最契合此土眾生之處是不必一定有出離心，不

必一定一心不亂，「不修禪定，不斷煩惱」。將來彌勒成佛時，還可共赴龍華三會。只要有願

，悲心殷切，即使具煩惱身，仍可成就，相對其他望之彌遠的法門，彌勒法門確是此土的易行

道。

                                     學術

    佛滅後約一千年，無著菩薩出，上昇兜率天請彌勒菩薩說瑜伽十七地等五部大論。從此奠

定了彌勒學的基礎，其弟世親菩薩更將各經論註釋，成千部論主，兄弟兩針對當時盛行的外道

學說及執取空的末流空觀學派，予以抨斥，踏實地從「有」的入路闡釋存有，認為宇宙萬象皆

是唯識所現――萬法唯識，只要轉識成智，識轉化，去除識的執取，自能見萬象的幻化，存在

的「真實」，達至悟的境界。從此依據彌勒學說，奠定了唯識學派。

    中國在唐朝時，玄奘大師到印度取經及學習，回國後翻譯經典，主要是彌勒學，並開壇講

經，大力弘揚唯識學，門下弟子俊才，繼承光大，唯識宗得以成立，傳承下去。惜唯識學繁瑣

精細，枯燥乏味，學習不易，如要結合修持，則難上加難，固未能開出荼蘼，雖有學者出現弘

揚，但只側重哲學性的思辨，沒有在解脫煩惱上得力，當然無法開出局面。但唯識學條理分明

，細緻深層，具科學性，與現代心理學有許多共通之處，故能在知識界受到重視。民國時期，

中國積弱，各種學說，主張出而救國，對佛教唯識學亦曾寄以厚望。但書生學者，近乎「紙上

談兵」，沒有雄渾的氣魄，如何救國？就是復興宗教，亦有所困難，最要命的是沒有宗教立場

，甚至破壞佛法，如何能以佛教的優勢去改造社會？綜觀歷史，對彌勒學弘揚而有積極作用的

大德必定是學問與修持俱佳，如無著、世親、道安、玄奘、法顯、太虛等。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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