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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勒上生經》與《彌勒下生經》簡介 

 

一、《彌勒經》的種類： 

（一）以彌勒菩薩為主角的《彌勒經》： 

1.《彌勒上生經》：劉宋．沮渠京聲譯《佛說觀彌勒上生兜率天經》（一卷），

收錄於《大正藏》卷 14，頁 418-420。 

2.《彌勒下生經》： 

(1)西晉．竺法護譯《佛說彌勒下生經》（一卷），收錄於《大正藏》卷 14，

頁 421-423。 

(2)失譯《佛說彌勒來時經》（一卷），收錄於《大正藏》卷 14，頁 434-435。

（原註：「失譯人名，附東晉錄。」） 

(3)姚秦．鳩摩羅什譯《佛說彌勒下生成佛經》（一卷），收錄於《大正藏》

卷 14，頁 423-425。 

(4)姚秦．鳩摩羅什譯《佛說彌勒大成佛經》（一卷），收錄於《大正藏》卷

14，頁 428-434。 

(5)唐．義淨譯《佛說彌勒下生成佛經》（一卷），收錄於《大正藏》卷 14，

頁 426-428。 

（二）以彌勒菩薩為配角的《彌勒經》： 

1.元魏．慧覺等譯《賢愚經（卷 2）．波婆離品》，收錄於《大正藏》卷 4，頁

432-436。 

2.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卷 44）．十不善品》第 3 經，收錄於

《大正藏》卷 2，頁 787-789。 

3.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 13）．王相應品．說本經》，收錄於

《大正藏》卷 1，頁 508-511。 

4.失譯《一切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不食肉經》（一卷），收錄於《大正藏》卷 3，

頁 457-459。（原註：「失譯人名，今附秦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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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與彌勒菩薩沒有直接關連的佛經： 

1.以月光童子（或其父──申日）為主角的佛經： 

（1）吳．先謙譯《佛說月明菩薩經》（一卷），收錄於《大正藏》卷 3，頁

411。 

（2）西晉．竺法護譯《佛說申日經》（一卷），收錄於《大正藏》卷 14，頁

817-819。 

（3）西晉．竺法護譯《佛說月光童子經》（一卷），收錄於《大正藏》卷 14，

頁 415-417。 

（4）劉宋．求那跋陀羅譯《申日兒本經》（一卷），收錄於《大正藏》卷 14，

頁 419-420。 

（5）隋．那連提耶舍譯《佛說德護長者經》（二卷），收錄於《大正藏》卷

14，頁 840-850。 

（6）《首羅比丘經》（一卷），收錄於《大正藏》卷 85，頁 1356-1358。（原

註：「大英博物館藏燉煌本，S.2697，首題新加。」） 

2.以月光童子為配角的佛經： 

唐．達摩流支譯《佛說寶雨經》（卷 1），收錄於《大正藏》卷 16，頁 283-288。 

二、《彌勒經》的淨土思想： 

（一）《彌勒上生經》的淨土思想： 

1.預言彌勒菩薩將在釋迦佛說法後的二十年後往生兜率（陀）天： 

「此人從今十二年後命終，必得往生兜率陀天上。」 

2 彌勒菩薩與阿逸多為同一人： 

「爾時優波離亦從座起，頭面作禮，而白佛言：『世尊！世尊往昔於毗尼中及

諸經藏，說阿逸多次當作佛……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佛命終生何國土？』

佛告優波離：『……今於此眾說彌勒菩薩摩訶薩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記。此人

從今十二年後命終，必得往生兜率陀天上……。』」 

［隋．吉藏《彌勒經遊意》：「但相傳，或云阿逸多是名，彌勒是姓；或云阿逸

多是姓，彌勒是名。兩釋未詳取捨也。」（引見《大正藏》卷 38，頁 26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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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兜率天勝境（兜率淨土）的描述： 

「一一寶宮有七重垣，一一垣七寶所成，一一寶出五百億光明，一一光明中

有五百億蓮華……。」 

［唐．窺基《觀彌勒上生兜率天經賛》卷下，曾將兜率勝境歸納為「十重嚴飾」：

宮、園、寶、光、華、樹、色、金、天女、音樂。（詳：《大正藏》卷 38，頁

287-288。）］ 

4.對彌勒菩薩的描述： 

「此阿逸多，具凡夫身，未斷諸漏。」 

「其人今者雖復出家，不修禪定，不斷煩惱。」 

［新羅．元曉《彌勒上生經宗要》（詳：《大正藏》卷 38，頁 299，下）、唐．

窺基《觀彌勒上生兜率天經賛》卷上（《大正藏》卷 38，頁 278，上），都曾

以此經文，將《彌勒上生經》判為小乘經。然而可能有爭議。］ 

5.對彌勒菩薩之信仰者的描述： 

「若有比丘，及一切大眾，不厭生死，樂生天者，愛敬無上菩提心者，欲為

彌勒作弟子者……應持五戒、八齋、具足戒，身心精進，不求斷結，修十善

法，一一思惟兜率陀天上妙樂。作是觀者，名為正觀。」 

「佛滅度後，我諸弟子，若有精勤，修諸功德，威儀不缺，掃塔塗地，以眾

名香，妙花供養，行眾三昧，深入正受，讀誦經典，如是等人，應當至心，

雖不斷結，如得六通。應當繫念，念佛形像，稱彌勒名。如是等輩，若一念

頃，受八戒齋，修諸淨業，發弘誓願，命終之後，譬如壯士，屈伸臂頃，即

得往生兜率陀天，於蓮華上，結加（跏）趺坐。」 

［唐．窺基《觀彌勒上生兜率天經賛》卷上，曾歸納往生兜率淨土的方法為

「五因」：持五戒、持八戒（八齋）、持具足戒、身心精進不求斷結、修十善

法。並把往生兜率淨土者，分為三類：菩薩行法，不厭生死，受生死苦，行

樂利故，樂生天者；愛敬無上菩提心者；欲為彌勒作弟子者。（詳：《大正藏》

卷 38，頁 291，上-中）窺基又將往生兜率淨土之因，歸納為「六事」：(1)

精勤修福。(2)威儀不缺，堅守諸戒行，自住軌則等。(3)掃塔塗地，修飾道

場，正理制多等。(4)香花供養，四事什物，隨給濟等。(5)凡夫行三昧，聞

思等定；聖人入正受。(6)讀誦經典，演說修習十法行等。（詳《大正藏》卷

38，頁 293，中。）］ 

（二）《彌勒下生經》的淨土思想： 

1.晉譯《彌勒下生經》的「人間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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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來久遠，於此國界，當有城郭，名曰翅頭。……土地豊熟，人民熾盛，

街巷成行。爾時城中有龍王，名曰水光，夜雨香澤，晝則清和。是時翅頭

城中有羅剎鬼，名曰葉華……每向人民寢寐之後，除去穢惡，諸不淨者。

常以香汁而灑其地，極為香淨。」 

（2）「爾時閻浮地……諸山河石壁皆自消滅，四大海水各減一萬。時閻浮地極

為平整，如鏡清明。舉閻浮地內榖食豊賤，人民熾盛，多諸珍寶。諸村落

相近，鷄鳴相接。是時弊華果樹枯竭，穢惡亦自消滅。其餘甘美果樹，香

氣殊好者，皆生于地。」 

（3）「爾時時氣和適，四時順節。人身之中無有百八之患，貪慾、瞋恚、愚痴

不大慇懃。人心均平，皆同一意。相見歡悅，善言相向。言辭一類，無有

差別。……彼時男女之類，意欲大小便時，地自然開，事訖之後，地便還

合。爾時閻浮地內，自然生粳米，亦無皮裹，極為香美，食無患苦。所謂

金、銀、珍寶、車［（王＋巨）＋木【下】］、馬瑙、真珠、琥珀，各散在地，

無人省錄。」 

［「人間淨土」的幾個特色： 

（ａ）土地遼濶，交通發達：如「街巷成行」「四大海水各減一萬」「時閻

浮地極為平整」等。 

（ｂ）工商進步，經濟富足：如「榖食豊賤」「多諸珍寶」「自然生粳米，

亦無皮裹，極為香美，食無患苦」「金、銀、珍寶、車［（王＋巨）＋木

【下】］、馬瑙、真珠、琥珀，各散在地，無人省錄」等。 

（ｃ）環境優雅，無有污染：如「龍王水光」、「羅剎鬼葉華」的描寫；又

如「弊華果樹」、「甘美果樹」，以及「大小便」的描寫。 

（ｄ）醫學發達，人民健康：如「人身之中無有百八之患」等。 

（另外，晉譯《彌勒下生經》說：「爾時人壽極長，無有諸患，皆壽八

萬四千歲。」秦譯《彌勒下生經》也說：「唯有三病：一者便利；二者

飲食；三者衰老。」） 

（ｅ）教育普及，人民善良：如「貪欲、瞋恚、愚痴不大慇懃」「人心均等，

皆同一意」「相見歡悅，善言相向」「言辭一類，無有差別」等。 

2.《彌勒下生經》的轉輪聖王：（以秦譯《彌勒下生經》為例） 

（1）「其國爾時有轉輪聖王，名曰穰佉。有四種兵，不以威武治四天下……怨

敵自伏。」 

（2）「正法治化」「不以刀杖，自然靡伏」（西晉譯《下生經》）；「正法理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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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譯《下生經》）。 

3.《彌勒下生經》的未來佛──彌勒：（以西晉譯《彌勒下生經》為例） 

（1）「爾時彼（蠰佉）王有大臣，名曰修梵摩……有妻，名梵摩越……爾時彌

勒菩薩，於兜率天觀察父母，不老不少，便降神下應，從右脇生……是時

修梵摩即與子立字，名曰彌勒。彌勒菩薩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

身黃金色。」 

（2）「爾時彌勒在家未經幾時，便當出家學道。時去翅頭城不遠，有道樹名曰

龍花，高一由旬，廣五百步。時彌勒菩薩，坐彼樹下，成無上道果。當其

夜半出家，即於其夜，成無上道。」 

（3）「彌勒所化弟子，盡是釋迦文弟子……此名為最初之會，九十六億人皆得

阿羅漢。……彌勒第二會時，有九十四億人，皆是阿羅漢。……又彌勒第

三之會，九十二億人，皆是阿羅漢。」 

（4）「若此眾中，釋迦文佛弟子，過去時修於梵行……供養三寶……彈指之頃

修於善本……行四等心……受持五戒、三自歸法……起神寺廟……補治故

寺……受八關齋法……香華供養……聞法悲泣墮淚……專意聽受法……盡

形壽善修梵行……晝寫讀誦……承事供養，來至我所者。」 

三、彌勒菩薩月光童子與蠰佉王的關係： 

（一）彌勒菩薩與月光的關係： 

印順導師《妙雲集（下編）．淨土與禪．淨土新論》（頁 17）： 

「《彌勒大成佛經》，讚頌彌勒說：『光明大三昧，無比功德人』。接著說：『南

無滿月……一切智人』。這是以滿月的輝光，形容彌勒的確證。《彌勒菩薩

所問經》也說：『遍照明三昧，普光明三昧，普遍照明三昧，寶月三昧，月

燈三昧』。由此等文句，可證明彌勒與月光的關係。這象徵著此界是五濁惡

世，苦痛充滿，惟有彌勒菩薩的慈濟，才是黑暗的光明；這難怪佛弟子祈

求彌勒菩薩的人間淨土的實現了！」 

（二）彌勒菩薩與月光童子的關係： 

印順導師《妙雲集（下編）．淨土與禪．淨土新論》（頁 18-19）： 

「《月光童子經》，最初的譯本，是竺法護的。月光童子，傳說即是以火坑

毒飯害佛的德護長者的兒子。月光童子或月光菩薩，與彌勒的思想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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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月光菩薩出世，天下太平的傳說。可以斷為符秦時代所譯的（《月光

童子經》異譯）《申日經》說：『童子當出於秦國，作聖君，受我經法，與

隆道化』。……月光童子的預言，於中國流行極廣。如梁僧祐的《出三藏集

記》〈疑偽錄〉，即載有《觀月光菩薩記》、《佛鉢記》、《彌勒下教》等書。

隋法經《眾經目錄》，更載有《首羅比丘見月光菩薩經》等。這些，都說到

中國經過極度混亂，大火災，月光童子出現於世。這時候，天下奉行佛法，

世界太平。……到隋代，那連提梨耶舍譯（《月光童子經》異譯）的《德護

長者經》即說：『此童子於閻浮提大隋國內作大國王』。這在佛弟子的心目

中，隋文帝是有實現可能的：但在煬帝手中失敗了。唐菩提流志譯的《寶

雨經》也說：『月光……第四五百年中，法欲滅時，汝於此膽部洲，東北方

摩訶支那國……為自在王』。這是意味著武則天，但也不曾能發展完成。……

到盛唐以後，與外道的摩尼教相結合，孕育為『明王出世，天下太平』的

思想。到元末，發展為秘密組織，這就是歷史上有名的白蓮教。他們理想

中的明王，與彌勒菩薩、月光童子出世的思想，還是一脈相承的。所以白

蓮教也以天下大亂，彌勒出世為號召。」 

四、《彌勒下生經》的影響： 

1.「彌勒下生，明王出世」的思想： 

（1）隋文帝與彌勒、月光童子： 

（詳：藍吉富《隋代佛教史述論》，台北：商務印書館，頁 4-5。） 

（2）武則天與《寶雨經》中的月光童子： 

「我涅槃後，最後時分，第四、五百年中，法欲滅時，汝於瞻部洲東北方

摩訶支那國，位居阿鞞跋致，實是菩薩，故現女身，為自在主。經於多歲，

正法治化……於一切時，常修梵行，名曰月淨光。天子！……汝於彼時住

無量，後當往詣覩史多天宮，供養承事慈氏菩薩，乃至慈氏成佛之時，復

當與汝授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記。」 

（3）歷代「彌勒教匪」： 

（a）隋煬帝大業六年（610），有盜數十人，皆素冠練衣，焚香持華，自稱彌

勒佛為亂。［詳：《隋書（卷 3）．煬帝紀》。］ 

（b）明太祖朱元璋利用明教（白蓮教與波斯摩尼教的混合教派）建國： 

（詳：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刊於《清華學報》13 卷 1 期。） 

（c）宋．志磐《佛祖統紀》中的「事魔邪黨」和「喫菜事魔」： 



 7

（詳：《大正藏》卷 49，頁 474-475。） 

2.黃天道、皈一道、一貫道、一心天道龍華聖教會等民間教派的彌勒信仰： 

（詳：李世瑜《現在華北秘密宗教》，台北：古亭書屋。） 

五、彌勒菩薩之化跡： 

1.傅翕（善慧大士）： 

（1）梁武帝請講《金剛經》事； 

（2）奇裝異服見梁武帝事； 

（3）偈 1： 

「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亳不相離，如

身影相似，欲識佛去處，祇這語聲是。」 

（保寧頌：「要眠時即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啜茶濕郤嘴，大海紅

塵飛，不地波濤起，呵呵呵呵呵，囉哩囉囉哩！」） 

（4）偈 2： 

「空手把鉏頭，步行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流水不流。」 

（斷橋妙倫頌：「狗走抖擻口，猴悉摟摟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流。」） 

2.布代和尚： 

（1）偈 1： 

「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遍十方，八時觀自在。」 

（2）偈 2： 

「彌勒真彌勒，分身百千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不識。」 

六、彌勒淨土與彌陀淨土的比較： 

印順導師《妙雲集（下編）．淨土與禪．淨土新論》（頁 30-31）： 

「彌勒菩薩與月亮有關；阿彌陀佛與太陽有關。月亮和太陽的光明是不同的：

阿彌陀佛如太陽的光明，是永恒的究竟的光明藏。彌勒菩薩如月亮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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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亮是在黑暗中救濟眾生的。西方淨土，代表著佛果的究竟的清淨莊嚴，

彌勒淨土代表著在五濁惡世來實現理想的淨土。也可以說：西方淨土是他

方淨土，容易初誤會作逃避現實；而彌勒淨土是即此世界而為淨土。……

約佛果功德的究竟圓滿說，彌勒淨土是不如彌陀淨土的；約切身處世的現

實世界說，賢劫中人（即現在人），是希望這個世界的苦痛得到救濟，那末

月光童子出世與彌勒淨土，是更切合實際的。我們學佛，應求成佛的究竟

圓滿；然對當時當地的要求淨化，也應該是正確而需要的。在這點上，彌

勒淨土的信行，才有特別的意思！」 

七、結語： 

印順導師《妙雲集（下編）．淨土與禪．淨土新論》（頁 20）： 

「彌勒人間淨土，給予中國人的影響極大。可惜的是：中國是儒家思想的天

下，佛教不能實現政治的淨化；不能引淨土的思想而實現於人間，得到正

常的發展。明代的朱元璋，曾經出家，又加入白蓮教。但朱元璋，雖為了

生活無著，做過和尚，但缺少佛法的正當認識。所以在政治勝利的發展中，

他結合了儒家的思想，背叛廣大人民的光明願望，漸與彌勒淨土的思想脫

節。……月光童子出世和彌勒下生的思想，千多年來的發展，鼓舞了中國

人對於人間淨土的要求與實行，而一直受著家本位的文化的障礙，不曾實

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