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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淨土」是證得無生忍菩薩以所得法身功德自行淨業，亦化度眾生行

淨業，以「共業」故成就佛菩薩與眾生共處的清淨依報，謂之「淨土」。「淨

土」是大乘菩薩尋求有效度眾方法的重要里程碑，也是北傳大乘佛教重要的

特色之一。過去學界對「淨土學」的研究在文獻上大都以早期的淨土經典為

出發點
1
，如中國漢末譯出的《無量壽經》諸版本，但本文的研究發現北傳

                                                 
1 春日井真也，藤堂恭俊＜淨土經典の形成 3＞，收在宮本正尊主編《佛教の根本真理》第

四章，三省堂刊，昭和三十一年，頁 512-532。結成令聞＜淨土教の真理性＞，收在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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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淨土學的源頭除淨土經典外，尚有《般若經》及龍樹的《大智度論》，

最後再經由中亞的禪法加以具體的落實，方才完成的。在區域上，過去的研

究將印度與中國的淨土學分開加以探討，而沒有發現淨土學的形成是由西北

印、中亞、河西至長安逐漸形成的，亦即要以整個北傳的視野來看待它的成

長。  

上述淨土思想首見於中亞流傳的大品《般若經》
2
，經三世紀印度龍樹

在其《大智度論》中加以闡發，並提出菩薩與眾生共行淨業以成就淨土的可

行方向。然而這樣的可行方向離具體禪法的實踐尚有一段長遠的路途，如菩

薩如何發心來勸化眾生共成淨業？欲勸化十方六道生，菩薩憑一般的色身如

何作到？所成就的淨土不單清淨而已，其體性並通於十方的佛淨土，這點菩

薩如何加以掌握？這些有關成就淨土一路來的關鍵問題如何被一一克服，學

界目前所知無幾。  

筆者發現中亞的禪者發展出「菩薩慈悲觀」，以令眾生得涅槃實樂的心

情來勸化眾生共行淨業。以「念佛三昧」發展而來的大乘「法身觀」，示現

無量化身來化度十方六道眾生。以修行華嚴《十住經》的「十方佛觀」，令

所成就的淨土通徹於十方淨土世界。  

上述這些大乘禪法的發展，中亞禪學大師羅什直接間接皆涉及。隨著

五世紀初羅什的入關，這些禪法被帶至長安，羅什並提「淨土三因」的綱領，

完成整個北傳淨土禪法的統攝工作而有爾後河西炳靈寺 169 窟無量壽佛龕

的開造。  

「中亞佛教」是北傳佛教研究中被了解較少的一個區域，其原因在單

獨的文獻或造像研究皆不足以形成連續的研究脈絡。禪窟的造像主要作為禪

者修觀的所緣，本文透過禪窟造像與禪法文獻相互的解讀與互補，即可顯現

較為一貫的研究脈絡，用以闡明以「中亞佛教」為重心的北傳佛教淨土學形

成的過程。  

                                                                                                                                      
書，頁 539-569。 

2 三世紀由朱士行在中亞于闐取得而在中國譯出的《放光般若》卷十九＜建立品＞：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云何能淨佛土？菩薩從初發意已來，常淨身、口、意，并

化餘人淨身、口、意。……。自行六波羅蜜，亦勸進人使行六度。持是功德，與眾生共

求佛國淨。」《大正藏》卷八，頁 13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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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四世紀末中亞「淨土」思想及其
相關禪法的形成  

「淨土學」主要是探討「依報」佛土如何形成，與發源於西北印專注

探討佛陀「正報」的「念佛三昧」在對象上有所不同。  

西元二世紀末由中亞流傳至中國的大乘《般若經》與《無量壽經》首

度言及了菩薩成就淨土的事情，其中《無量壽經》更以相當的篇幅說明法藏

比丘如何在因地發願及度眾來成就「極樂淨土」，但如何形成淨土的具體問

題在譯經當時的中國並沒有被討論。  

西元二至三世紀的龍樹曾在西北印與中亞交界的「雪山」得見甚多的

大乘經典
3
，其對大乘經典的釋論中即對淨土的成因有進一步的探討。《十

住毘婆沙論．易行品》中討論了不少《無量壽經》中的內容，如：  

                                                

若人生彼國，終不墮三趣，及與阿脩羅。……。若人願作佛，心
念阿彌陀，應時為現身。……。若人種善根，疑則花不開。信心
清淨者，花開則見佛。 4

 

引 文 中 的「 若 人 生 彼 國 ，終 不 墮 三 趣 」出 於《 無 量 壽 經 》法 藏 比 丘 所 發

四 十 八 願 中 的 第 一 願：「 設 我 得 佛，國 有 地 嶽 餓 鬼 畜 生 者，不 取 正 覺 」。

引 文「 若 人 願 作 佛，心 念 阿 彌 陀，應 時 為 現 身 」近 於 四 十 八 願 之 第 十 九

願「 十 方 眾 生 發 菩 提 心，修 諸 功 德，至 心 發 願 欲 生 我 國，臨 壽 終 時 假 令

不 與 大 眾 圍 繞 現 其 人 前 者 ， 不 取 正 覺 」。 引 文 「 若 人 種 善 根 ， 疑 則 花 不

開 。 信 心 清 淨 者，花 開 則 見 佛 」出 於《 無 量 壽 經 》文 末 有 關 邊 地 胎 生 的

問 題 ：「 若有眾生以疑惑心修諸功德願生彼國，……是故於彼國土謂之胎

生。……若有眾生明信佛智，……此諸眾生於七寶華中，自然化生，加趺而

 
3 後秦羅什譯＜龍樹菩薩傳＞： 

「出家受戒，九十日中誦三藏盡。更求異經，都無得處。遂入雪山，山中有塔，塔中有

一老比丘，以摩訶衍經典與之。」《大正藏》卷 50，頁 184 中。 
4 《大正藏》卷 26，頁 43 上、中。 

 3 



圓光佛學學報  第五期 

坐。」  

龍樹的另一論著《大智度論》則正式論及了淨土形成的大綱，如＜釋

趣品第二十之餘＞：  

淨佛世界者有二種淨：一者菩薩自淨其身，二者淨眾生心令行清
淨道。以彼我因緣清淨故，隨所願得清淨世界。 5

 

「 得 清 淨 世 界 」 即 是 「 淨 土 」， 其 條 件 之 「 彼 我 因 緣 」 即 指 「 菩 薩 自 淨

其 身 」 及 「 淨 眾 生 心 」。 同 樣 的 大 綱 亦 出 現 於 ＜ 釋 淨 佛 國 土 品 ＞ ：  

是菩薩得無生法忍，住神通波羅蜜，然後能淨佛土。……自身淨，
亦淨他人。何以故，非但一人生國土者，皆共作因緣。 6

 

「 生 國 土 者，皆 共 作 因 緣 」謂 往 生 淨 土 者，皆 共 同 成 就 淨 土 因 緣。共 同

成 就 即 指 菩 薩「 自 身 淨 ，亦 淨 他 人 」。「 自 身 淨 ，亦 淨 他 人 」明 確 地 指 出

形 成 淨 土 的 兩 條 可 行 方 向，菩 薩 須 自 行 清 淨 道，亦 化 導 眾 生 行 清 淨 道 ，

則 淨 土 在「 共 業 」的 因 緣 下 便 可 成 就。由 於 龍 樹 提 出 這 二 條 行 動 綱 領 ，

展 開 了 北 傳 佛 教 可 歌 可 泣 的 「 淨 土 」 運 動 。  

菩薩們照著龍樹的指示欲實踐淨土，首先會面臨兩個問題：一是菩薩

欲自淨淨人須具備何種條件？二是菩薩開展淨化眾生的工作時如何發心？  

針對第一項的問題，在前述引文之首便說得很清楚，那便是「菩薩得

無生法忍，住神通波羅蜜，然後能淨佛土」。針對發心的問題，菩薩須發「慈、

悲、喜、捨」的「四無量心」來度眾生，在此先討論前者。  

「得無生法忍，住神通波羅蜜」即是證得「法身」，而以法身能出「化

身」度十方世界眾生。在實際的實踐上，中亞的禪者由西北印傳來的「念佛

三昧」中先習得小乘的「法身觀」，這即是見於中亞禪經《思惟略要法》中

的「法身觀法」。但小乘的「法身觀」傳到中亞後，在五世紀左右被進一步

發展成大乘的「法身觀」，且在克孜爾的禪窟中留下具體的造像，成為更深

大乘禪法的起點，拙作＜西北印念佛禪法在中亞的進一步發展＞7 一文討論

                                                 
5 《大正藏》卷 25，頁 418 中。 
6 《大智度論》頁 1056。台北：普門文庫，1979。 
7 口頭宣讀於慈光禪學研究所主辦之「第二屆禪學研討會」，台北，1999 年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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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這個問題。接著討論「四無量心」與淨土形成的關係。  

「四無量心」謂慈、悲、喜、捨四心無量無邊，乃早期部派佛教禪法

的一支，見於婆須蜜、僧伽羅剎及佛陀跋陀羅的禪經，其中的前二者並以「慈

悲觀」的形式進入「五門禪法」之中。  

印度原有的四無量心經大乘學者龍樹加以擴展，使此一禪法進入中亞

後，著重於菩薩、眾生間的互動以成就究竟涅槃不生滅的境界，成為羅什而

後在長安發展「淨土學」的伏筆。  

首先敘述印度部派時期的四無量心。僧伽羅剎《修行道地經．慈品第

六》有慈無量的內容：  

修道者當行等慈，父母、妻子、兄弟、朋友，及與怨家，無遠無
近，等無憎愛，及於十方無量世界。 8

 

「 慈 心 」謂 對「 父 母 、 妻 子 、 兄 弟 、 朋 友 」等 親 人 行 慈 心 ， 次 及 中 人 ，

乃 至「 怨 家 」，等 無 憎 愛。最 後 及 於「 十 方 無 量 世 界 」謂 之「 慈 心 無 量 」。 

東晉時佛陀跋陀羅傳出的《達摩多羅禪經．修行四無量三昧第十四》

有完整慈、悲、喜、捨四無量心的內容：  

當於上親修別相慈，次於中親、下親、中人、怨家，次第修習九
品慈心。……然後於一切眾生起法饒益心，……一切佛法皆悉與
之 ， … … 次 與 涅 滅 樂 。 悲 無 量 者 ， 如 慈 境 界 怨 親 中 人 ， 悲 亦 如
是。……喜無量，……見一切眾生得法樂已，其心歡喜。……捨
無量者，……謂平等清淨，離苦樂相，捨相似相現，是名捨無量
三昧。 9

 

於 「 親 人 」、「 中 人 」 及 「 怨 家 」 分 別 起 「 慈 心 」 及 「 悲 心 」， 見 一 切 眾

生 皆 得 法 樂 而 起「 喜 心 」， 最 後 離 慈 悲 所 緣 之「 苦 樂 相 」而 生「 捨 心 」。 

在印度原有的禪法（如五門禪法）中，「四無量心」特別偏重行者對一

切眾生的愍念、關懷，希與一切眾生究竟法樂，成為後來菩薩發願成就淨土

                                                 
8 《大正藏》卷 5，頁 190 上。 
9 《大正藏》卷 15，頁 319 下-32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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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來利益眾生最早的動機。  

此四無量心在二世紀時為龍樹菩薩以大乘法加以擴展，而見於《大智

度論》的＜釋初品中四無量義第三十三＞。其擴展的內涵在下述幾個方面： 

 

一、由慈念一方眾生擴大為慈念十方眾生。＜四無量義＞： 

 
慈心得解遍滿東方世界眾生，慈心得解遍滿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十
方世界眾生。以悲、喜、捨相應心亦如是。……緣四方眾生是名
廣，緣四維眾生是名大，緣上下方眾生是名無量。 10

 

擴 大 念「 東、西、南、北、四 維、上、下 」十 方 世 界 的 觀 法，是 延 續《 十

住 毘 婆 娑 》「 觀 十 方 佛 」 的 作 法 。  

 

二、慈念對象擴及十道眾生。＜四無量義＞： 
 

以是慈心念得道聖人，是名無量心，用無量法分別聖人故。念諸
天及人尊貴處，故名為大心。念諸餘下賤眾生及三惡道，是名廣
心。 11

 

《 大 智 度 論 》的 慈 念 對 象 由 原 來「 親 人 」、「 中 人 」及「 怨 家 」擴 及「 得

道 聖 人 」、「 人 天 」及「 三 惡 道 」之 十 道 眾 生 。此 種 內 涵 亦 表 現 在 龜 茲 石

窟 相 關 的 造 像 上 ， 本 節 下 文 中 當 再 言 及 。  

 

三、擴大「捨心」為發心作佛，令眾生得實樂。＜四無量義＞： 
 

但憶想未有實事，欲令眾生得實事，當發心作佛，行六波羅蜜，
具足佛法，令眾生得是實樂，以是故捨是三心入是捨心。……諸
菩薩行是慈心，欲令眾生離苦得樂，從此慈心因緣，亦自作福德，

                                                 
10 《大智度論》頁 254。台北：普門文庫，1979。 
11 同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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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教他作福德。受果報時，……若作佛時，共無量阿僧祇眾生，
入無餘涅槃。 12

 

《 大 智 度 論 》此 段 對「 捨 心 」的 發 揮 意 義 重 大 ， 令「 四 無 量 心 」得 以 接

上 菩 薩 的「 淨 土 」行 。 引 文 謂 前 述 的 慈 、 悲 等 心 但 是 憶 念 眾 生，而 眾 生

實 未 得 益。故「 欲 令 眾 生 得 實 事，當 發 心 作 佛，行 六 波 羅 蜜，具 足 佛 法 ，

令 眾 生 得 是 實 樂 」 方 是 究 竟 捨 慈 、 悲 、 喜 三 心 之 「 捨 心 」。 而 「 發 心 作

佛，行 六 波 羅 蜜 」度 化 眾 生 正 是 菩 薩 成 就 淨 土 的 大 綱，下 文 菩 薩「 自 作

福 德 ，亦 教 他 作 福 德 」乃 至「 若 作 佛 時 ， 共 無 量 阿 僧 祇 眾 生 ，入 無 餘 涅

槃 」更 是 菩 薩 成 就 淨 土 的 具 體 步 驟。故《 大 智 度 論 》已 將 原 來 菩 薩 慈 念

眾 生 的「 四 無 量 心 」具 體 化 為 菩 薩 與 眾 生 共 同 成 就 淨 土。由 下 文 可 知 龍

樹 此 種 思 想 正 是 引 導 中 亞 佛 教 由 慈 悲 觀 建 立 淨 土 觀 的 契 機 。  

 

四、菩薩以法身出化身行四無量心。＜四無量義＞： 
 

菩薩得一切種智時，身出光明照無量世界。一一光明變化作無量
身，度十方無量眾生。 13

 

菩 薩 「 得 一 切 種 智 」 為 證 得 「 法 身 」，「 身 出 光 明 」「 一 一 光 明 變 化 作 無

量 身 」 為 由 法 身 出 無 量 「 化 身 」， 以 化 度 眾 生 。  

以上說明了三世紀龍樹對「四無量心」禪觀境界的提昇，接著說明此

等以大乘思想提昇後的四無量心對中亞的影響。四世紀末在中亞龜茲宏揚大

乘佛法的鳩摩羅什稍後入關時譯出了兩部禪經：《坐禪三昧經》及《禪法要

解》。此兩部禪經皆有中亞的特色，也皆有「四無量心」的內涵。其四無量

心的內涵主要是吸收龍樹《大智度論》中有關「四無量心」的相關內容而形

成的，如《禪法要解》言「四無量心」時謂：  

餘悲心義，如摩訶衍論四無量中說。……如是等四無量義，如摩
訶衍中說。 14

 

                                                 
12 同註 10。 
13 同註 10。 
14 《大正藏》卷 15，頁 291 中~29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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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 訶 衍 論 」 或 「 摩 訶 衍 」 皆 指 龍 樹 所 著 的 《 大 智 度 論 》。 而 具 體 的 內

容 如 《 坐 禪 三 昧 經 ． 菩 薩 慈 三 昧 門 》：  

以此三昧慈念東方一切眾生，使得佛樂，十方亦爾，心不亂轉，
是謂菩薩慈三昧門。問曰：何不一時總念十方眾生？答曰：先念
一方，一心易得，然後次第周遍諸方。 15

 

先 觀「 一 方 」， 次 第 周 遍「 十 方 」的 觀 法 ， 延 續《 大 智 度 論 ． 四 無 量 義 》

中 觀 「 十 方 」 以 為 「 無 量 」 的 特 色 。  

又如《坐禪三昧經》中「四無量心」的部分亦言及慈觀所及的對象：  

復次慈三昧力故，行者皆見眾生無不得樂，……如貴、賤、貧、
富、禽獸之屬，各自有樂，互相憐愍。……問曰：餘道可爾，地
獄云何？ 16

 

「 貴 、 賤 、 貧 、 富 」 為 「 人 道 」， 合 「 禽 獸 」、「 地 獄 」， 亦 近 六 道 眾 生 。

這 亦 同 於《 大 智 度 論 ． 四 無 量 義 》， 不 止 觀「 親 愛 」、「 中 人 」、「 怨 家 」，

而 將 慈 心 及 於 十 道 眾 生 。  

又如《禪法要解》「四無量心」部分亦言及慈觀真實與否的問題：  

慈亦如是，初入觀時，見人受樂，願與苦者，慈力轉成，悉見得
樂。問曰：眾生實無得者，云何皆見得樂而不顛倒？ 17

 

引 文 謂 行 者「 入 觀 時 」， 以「 慈 力 」故 ， 令 受 苦 眾 生「 悉 見 得 樂 」， 故 有

「 眾 生 實 無 得 者，云 何 皆 見 得 樂 而 不 顛 倒 」的 疑 問。此 問 同 於《 大 智 度

論 ． 四 無 量 義 》中 之「 但 憶 想 未 有 實 事 」， 表 示 中 亞 禪 師 亦 見 及《 智 論 》

擴 大 捨 心 為 發 心 作 佛，令 眾 生 得 實 樂 之 內 涵。故《 坐 禪 三 昧 經．菩 薩 慈

三 昧 門 》 亦 言 及 「 以 涅 槃 實 清 淨 法 ， 度 脫 眾 生 ， 使 得 實 樂 」。
18 

最後《禪法要解》在「四無量心」的部分亦言及了佛菩薩以法身變化

                                                 
15 《大正藏》卷 15，頁 282 上。 
16 《大正藏》卷 15，頁 290 下。 
17 《大正藏》卷 15，頁 290 中。 
18 《大正藏》卷 15，頁 28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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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教化眾生：  

又復神通力故，行慈之心，種種教化，令眾生得樂。 19
 

「 神 通 力 」是 佛 菩 薩 法 身 所 出 之 種 種 應 用，這 與《 大 智 度 論．四 無 量 義 》

中 ， 菩 薩 以 法 身 出 化 身 行 四 無 量 心 的 含 義 相 同 。  

中亞的佛教接受了龍樹的觀點，將原本就涉及菩薩與眾生互動的慈、

悲、喜、捨四無量心往大乘的方向發展，一步步地靠近羅什在長安所建立的

淨土學。在中亞新疆克孜爾 175 窟所發現的造像，可作為上述「四無量心」

的具體表現。  

龜茲克孜爾石窟 175 窟右側通道內壁有一舖造像，內容與前述羅什禪

經中的「四無量心」吻合，既可作為中亞重視四無量禪法的具體證據，其造

像的結構亦可作為後文炳靈寺無量壽佛龕造像形成的說明。  

此舖造像主要分成二大部分，一部分是十道眾生，另一部分是坐佛及

其十方分身（圖一、二）20
，茲分述如下：  

 
 
 
 
 
 
 
 
 
 
 
 
 
 
 
 
 
 

                                                 
19 《大正藏》卷 15，頁 290 下。 
20 《新疆の壁畫(下) キジル千佛洞》圖 88，京都：株式會社美乃美，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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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  克 孜 爾 175 窟 右 側 甬 道 的 「 大 乘 慈 悲 觀 」 造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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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  針 對 十 道 眾 生 的 「 大 乘 慈 悲 觀 」， 乃 以 法 身 觀 為 基 礎  

 
 

（一）、十道眾生 

十道眾生處於佛背光中，背光由內往外計分三層。內層上部為聲聞聖

道坐而聽法，以下則為人天歌舞享樂的場面。第二層二牛耕田，代表畜生道。

最外一層則為身處熊熊烈火的地獄道眾生。十道眾生的分布不似《十地經．

法雲地》的造像，其十道的分布是聖道、善道、惡道依序由上到下分布。十

道眾生在佛背光中呈三重同心圓的分布，圖像結構上較近後文第五節中亞十

方佛的結構。本造像中「十道眾生」同於前述中亞四無量心慈念對象擴及「得

道聖人」、「諸天」、「人尊貴處」及「三惡道」的十道眾生。而呈同心圓的十

方眾生造像結構亦符合前文中亞四無量心的慈念「十方」眾生。  

 

（二）、坐佛及其十方分身 

整舖造像的中央為一交腳坐之佛像，佛左手握僧伽梨衣端，右手上舉

作與願印。以坐佛為中心，往外三層佛背光中，每層每隔一定距離各有一小

佛像，或坐或立。故坐佛與背光中的小佛像合起來看，是佛「法身」在光中

出無量「化佛」至十方世界化度眾生。這符合前文所述中亞的四無量心乃以

法身出化身而行慈念眾生。其中每一小化佛皆面對一幅特定眾生的場景，如

聖眾、人、天或惡道，這代表著慈念眾生，乃至悲念、喜念、捨念十方十道

眾生的「四無量心」。  

佛菩薩以法身慈念眾生，自行六波羅蜜亦教眾生行六波羅蜜，這便是

以共業形成淨土的第一步，故化佛與十道眾生同處背光一處中，背光隱含了

淨土的意義。待淨土究竟成就時，則背光中的三惡道消失，獨有聖道及人天，

這便是炳靈寺無量壽佛龕主尊背光中的淨土造像，本文第四節中將再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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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五世紀初後秦羅什僧團的「淨土學」 

公元 401 年年末羅什入關後，隨著《坐禪三昧經》、《禪法要解》及《思

惟略要法》等禪經的譯出，羅什也同時將涉及形成淨土的禪法如「法身觀」、

「菩薩慈三昧門」及「十方諸佛觀法」等陸續介紹出來。然而完整「淨土學」

的建立乃欠缺一個貫穿性的綱領來統攝所有相關的禪法，架構出整個淨土的

行持。  

後秦弘始八年（公元 406 年）羅什在長安逍遙園重譯《維摩詰經》，並在

講說此經第一品＜佛國品＞時提出了重要的「淨土三因說」，架構了羅什心

目中整個「淨土學」的大綱。提出「三因」的場合是在說明經文「佛言寶積，

眾生之類是菩薩佛土」處：  

淨土因緣有三事：一、菩薩功德，二、眾生，三、眾生功德。三
因既淨，則得淨土。今言眾生則是者，因中說果。 21

 

此 段 文 言 淨 土 之 因，謂 淨 土 之 成 就 乃 菩 薩 與 眾 生 的 相 互 緣 起，這 是 中 亞

一 系 的 羅 什 對 所 謂「 淨 土 」行 持 的 基 本 看 法。菩 薩 因 於 眾 生 根 器 而 取 佛

土 之 相 狀，並 化 眾 生 共 成 其 國，故 謂 菩 薩 功 德。眾 生 慕 淨 土 起 行 而 致 往

生 ， 故 言 眾 生 功 德 。 然 三 因 中 於 眾 生 邊 別 開 為 「 眾 生 」 及 「 眾 生 功 德 」

者 何 也 ？ 以《 彌 陀 經 》為 例：蓮 池、階 道、行 樹、羅 網、金 地、飛 鳥 者 ，

乃 因 於 眾 生 根 器 而 設，故 謂「 眾 生 」，而 眾 生 平 時 須 具 足 信、願、持 名 ，

臨 終 能 心 不 顛 倒 而 得 往 生 其 處 ， 所 成 就 功 德 謂 之 「 眾 生 功 德 」。 由 於 淨

土 因 於 菩 薩 與 眾 生，故 淨 土 之 果 則 有 佛（ 菩 薩 之 果 ）與 其 土 人 天（ 眾 生

之 果 ） 共 處 之 境 界 。 羅 什 入 關 以 前 所 接 觸 之 中 亞 「 菩 薩 禪 法 」， 如 菩 薩

之 數 息 觀、菩 薩 之 不 淨 觀 及 菩 薩 之 十 二 因 緣 觀 等，其 成 就 多 為 菩 薩 獨 證

之 境 界，不 能 與 眾 生 共 之。羅 什 在 長 安 所 揭 櫫 的 淨 土 世 界，卻 能 合 佛 菩

薩 與 眾 生 的 境 界 為 一，對 菩 薩 的 修 行 而 言，是 另 開 闢 了 一 個 新 的 領 域 。

首 先 的 問 題 是 羅 什 依 據 什 麼 提 出 如 此 具 有 創 見 的 淨 土 成 因 說 ？ 答 案 是

出 之 於 龍 樹 。  

羅什的「淨土三因說」，究其根底乃菩薩與眾生共同成就淨土，這乃龍

樹在《大智度論．釋淨佛國土品》中的觀點：  

                                                 
21 《佛教大藏經》卷 124，頁 56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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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菩薩得無生法忍，住神通波羅蜜，然後能淨佛土。……自身淨，
亦淨他人，何以故，非但一人生國土中者，皆共作因緣。 22

 

菩薩欲行淨佛土，遠離如是等粗身、口、意業，自行六波羅蜜，
亦教他人令行。共清淨因緣，故則佛土清淨。 23

 

「 是 菩 薩 得 無 生 法 忍，住 神 通 波 羅 蜜，然 後 能 淨 佛 土 」謂 得 無 生 忍 菩 薩，

以 法 身 功 德，方 能 住 神 通 波 羅 蜜，化 度 眾 生，共 同 成 就 報 土 之 清 淨 佛 土。

這 種 法 身 為 本 的 淨 土 成 因 關 係 到 爾 後 炳 靈 寺 無 量 壽 佛 龕 造 像 的 「 法 身

觀 」， 也 涉 及 到 唐 代 玄 中 寺 一 系 善 導 持 「 報 土 」 與 當 世 攝 論 學 者 持 「 化

土 」 之 爭 的 關 鍵 。「 自 淨 身 ， 亦 淨 他 人 」 與 「 自 行 六 波 羅 蜜 ， 亦 教 他 人

行 」， 點 出 菩 薩 、 眾 生 「 共 清 淨 因 緣 」 是 成 就 淨 土 的 主 因 。 羅 什 便 是 因

於 此 點 來 建 立 其 淨 土 的 「 三 因 說 」。 而 此 處 菩 薩 「 自 行 六 波 羅 蜜 ， 亦 教

他 人 行 」的 淨 土 成 因 也 因 此 通 於 前 節 菩 薩「 四 無 量 心 」之「 從 此 慈 心 因

緣 ， 亦 自 作 福 德 ， 亦 教 他 作 福 德 」， 使 中 亞 的 「 四 無 量 心 」 成 為 中 亞 羅

什 至 長 安 建 立 「 淨 土 學 」 的 前 方 便 。  

關於「三因」的進一步說明，羅什在注解隨後的經文「隨諸眾生，應

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處有具體的例子：  

修淨國時，逆觀眾生來世之心。於未來世中，應見何國而得解脫，
先於來劫位國優劣，然後與眾生共攝三因以成其國，使彼來生。 24

 

菩 薩 「 逆 觀 眾 生 心 」 而 「 位 國 優 劣 」 並 化 導 眾 生 「 使 彼 來 生 」， 此 是 三

因 中 之 「 菩 薩 功 德 」。「 應 見 何 國 而 得 解 脫 」， 菩 薩 因 此 「 先 於 來 劫 位 國

優 劣 」， 此 是 三 因 中 之 因 於「 眾 生 」。 眾 生 受 教 而 得「 來 生 」是 三 因 中 之

「 眾 生 功 德 」。  

受羅什提出淨土三因說的啟發，其門下高足對本品經文皆有深入而精

采的發揮，蔚為關河的淨土學。僧肇於淨土成因有所補充：  

                                                 
22 《大智度論》頁 1056。台北：普門文庫，1979。 
23 《大智度論》頁 1058。台北：普門文庫，1979。 
24 《佛教大藏經》卷 124，頁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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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淨土之淨穢繫於眾生，故曰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 25
 

二乘澄神虛無，不因眾生，故無淨土。 26
 

前 段 引 文 從 正 面 來 說 明 三 因 成 就 淨 土。後 段 引 文 則 從 反 面 說 明 二 乘 不 因

眾 生，則 三 因 不 具 足 而 不 能 成 就 淨 土。僧 肇 在 注 解 經 文「 直 心 是 菩 薩 淨

土 。 菩 薩 成 佛 時 ， 不 諂 眾 生 來 生 其 國 」處 ， 於 淨 土 之 果 地 亦 有 所 補 充 ： 

菩薩心既直，化彼同己。自土既成，故同行斯集。此明化緣相及，
故果報相連，則佛土之義顯也。 27

 

依 三 因 的 淨 土 成 就 時，因 地 之 菩 薩 即 在 此 淨 土 中 成 佛，故「 菩 薩 成 佛 時 」

為 三 因 中「 菩 薩 功 德 」之 成 就 。 眾 生 隨 順 菩 薩「 直 心 」之 教 ， 終 致 成 就

「 不 諂 」功 德 而 得 往 生，故「 不 諂 眾 生 來 生 其 國 」是 三 因 中「 眾 生 功 德 」

之 成 就。為 何 同 修 直 心 之 菩 薩、眾 生 得 以 同 生 一 處 ？ 僧 肇 謂「 菩 薩 心 既

直 」， 亦 教 化 眾 生 同 己 直 心 。 所 行 既 同 ， 則 成 就 果 地 的 淨 土 時 ， 果 報 相

連，而 得 同 行 斯 集。僧 肇 用「 果 報 相 連 」來 進 一 步 說 明 為 何 菩 薩 與 所 化

的 眾 生 可 俱 會 於 淨 土。此 說 同 於 什 譯《 阿 彌 陀 經 》：「 得 與 如 是 諸 上 善 人

俱 會 一 處 。 」後 世 北 魏 曇 鸞 亦 承 此 思 想 ， 而 於 所 著《 往 生 論 註 》中 謂 ：

「 國 土 者 共 報 之 用 」 28
， 謂 國 土 乃 菩 薩 與 眾 生 的 共 報 。  

關河以佛菩薩力與眾生力互為因緣而成就淨土的觀點亦表現在其所譯

的《阿彌陀經》中。《經》文中謂「不得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

依經文的內容，「因緣」所指的「緣」即是下文之「其人臨命終時，阿彌陀

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之「外緣」；所指的「因」即是「是人終時心不顛倒」

的「內因」；而「因緣」和合俱足，即是「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樂國土」
29
。

而淨土「善根」、「福德」、「因緣」的意義亦是緣出於《大智度論．淨佛國土

品》
30
。「三因說」除了統攝淨土的行門外，並進一步形成另一種有關成就

的新觀念，那便是所謂的「往生」。  

                                                 
25 《佛教大藏經》卷 124，頁 563。 
26 《佛教大藏經》卷 124，頁 567。 
27 《佛教大藏經》卷 124，頁 567。 
28 《佛教大藏經》卷 124，頁 1036。 
29 《大正藏》卷 12，頁 347 中。 
30 《大智度論》頁 1056、1057。台北：普門文庫，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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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學界最早引用「往生」一詞的是東晉支道林，他在《阿彌陀佛

像讚》的＜序＞中謂：  

此晉邦五末之世，有奉佛正戒，諷誦阿彌陀經，誓生彼國，不替
誠心者，命終靈逝，化往之彼。 31

 

「 命 終 靈 逝 ， 化 往 之 彼 」 之 「 化 」 為 「 化 生 」 義 ，「 之 」 為 「 到 」 義 ，

故 「 化 往 之 彼 」 即 「 往 生 」 彼 國 的 意 思 。  

上述支道林乃依大本《阿彌陀經》的內容，提到了「往生」之義。而

關河在建立其菩薩、眾生共為因緣的淨土學時，自然導出了「往生」的概念。

羅什在解說＜佛國品＞經文「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處謂： 

(菩薩)先於來劫、位國優劣，然後與眾生，共攝三因以成其國，
使彼來生。 32

 

菩 薩 要 以 三 因 來 成 就 淨 土，就 須 化 導 眾 生，共 同 成 就 淨 土，而 後 使 此 等

眾 生 來 生 此 淨 土。故 菩 薩 所 化 眾 生 得 以 往 生 與 菩 薩 共 業 的 淨 土，是 淨 土

成 就 的 要 件 之 一 。  

羅什又在解說同品經文「大乘眾生來生其國」處謂：  

受化者行致淨土，人又來生，以因緣成菩薩國。
33
 

受 菩 薩 教 化 的 眾 生 修 行 成 就 淨 土 的 功 德，最 後 其 人 又 來 往 生 此 土，如 此

方 能 稱 為 菩 薩 淨 土 因 緣 的 究 竟 圓 滿 。  

可知淨土最究竟的意義不止在菩薩成就佛土，而更在凡夫眾生得以往

生，永離生死的輪轉。故而炳靈寺 169 窟的無量壽佛龕，是北傳目前所知最

早的淨土造像，其中就有代表往生淨土的蓮花化生圖像（圖三）。  

 

 

                                                 
31 《大正藏》卷 52，頁 196 下。 
32 《佛教大藏經》卷 124，頁 565。 
33 《佛教大藏經》卷 124，頁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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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炳 靈 寺 169 窟 西 秦 無 量 壽 佛 龕 主 尊 背 光 下 緣 的「 蓮 花 化 生 」童 子  

第三節 炳靈寺 169 窟西秦無量壽佛龕的
造像與銘文  

炳靈寺位處河西走廊的蘭州附近，往東經天水而進入長安，往西經河

西四郡而進入屬中亞地區的新疆。故在地理位置上，炳靈寺正好銜接西方的

中亞佛教與東方的長安佛教。  

169 窟是炳靈寺諸石窟中開窟造像較早的一個窟洞，成立的下限在西秦

的永康（公元 409-419 年）年間
34
。此五世紀初，正是中亞佛教的經、論與禪

                                                 
34 杜斗城《北涼譯經論．炳靈寺石窟與西秦佛教》中謂：五十年代馮國瑞先生曾去炳靈寺調

查，在一個石窟的橫檐上還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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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量經河西走廊傳入中國，而傳入的佛教集中在中國的長安。從前秦建元

年間（始於公元 365 年）至後秦（止於公元 417 年）這段時期，長安形成當時

的一個佛教中心，其佛法也往西傳到河西走廊乃至進入新疆
35
。169 窟的年

代正好介於東西兩大佛教中心之間。  

無量壽佛龕位於 169 窟內的北壁（圖四），其造像內容以西方無量壽佛

為主，建造於西秦建弘元年（公元 420 年），是目前北傳地區所知最早的整舖

無量壽佛造像，在整個佛教的淨土史、淨土義學、淨土禪法及淨土造像上具

有無以比擬的重要性，本節先敘述其造像內容。  

本龕位在 169 窟北壁依天然山洞的地形以泥塑築成三壁及上下二面。

其底面成半圓形，而龕頂略成穹窿形。其造像概分為龕內的佛菩薩像及龕北

側的銘文與供養人。  

龕內的佛菩薩造像又可分為三部份：  

一、是主尊無量壽佛與兩脅侍菩薩。主尊無量壽佛處龕內中央位置，

體積為諸像中最大。採結跏趺坐之坐姿，兩手結禪定印。身披袈裟，胸前敞

開，內著僧祇支。在佛後壁面上有彩繪的頭光與背光。頭光中有一圈小坐佛，

背光中兩側各有五身奏樂天人，佛左側背光下端有一蓮花化生童子。頭光外

側有墨書「無量壽佛」之題榜。佛背光中的造像有其特殊的含義，第四、五

節中將再討論。  

                                                                                                                                      
「永康四年歲次乙卯三日□□二十五日乙丑，弟子……河南王……抱罕積石……敬造

彌勒一區，上為國家四方……其愿……。」 

馮國瑞並謂「這寸楷題記，筆鋒遒俊，純是魏晉書風無疑。」「河南王」為西秦王之號，

「抱罕」為其都，在今臨夏，位永靖旁。「積石」為炳靈寺所在之積石山，言積石者狀其

山勢也。「永康」為西秦乞伏熾磐之年號，永康四年當公元 415 年。此年代與本窟現存最

早之題記西秦建弘元年（公元 420）可相銜接，且所造「彌勒」像與建弘題記之「彌勒菩

薩」及年代相近之東壁「千佛造像」，其內有彌勒佛像，在造像內涵上亦有相通之處。故

此題記之西秦永康四年（公元 415）可視為此窟開窟造像的下限。 
35 羅什於公元 402 年入關後，與三藏法師弗若多羅共譯《十誦比丘戒本》。敦煌藏經洞內有

寫於西涼建初元年（公元 405）的《十誦比丘戒本》（見《敦煌書法庫（1）》，頁 22，甘肅

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 年一月第一版），表示長安的經典譯出後不久，即往西傳到了敦煌。

又日本大谷探險隊於 1902 年在庫車地區發現西涼建初七年（公元 411）什譯《妙法蓮華

經》的寫本（見《西域考古圖譜》卷下，佛典及佛典附錄（20-24），東京柏林社，昭和四

十七年），這也表示長安佛教的影響甚至跨過河西而進入中亞的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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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量壽佛左側有立菩薩一尊，右手上舉於胸前，左手下垂，有頭光及

背光，但光中無造像。在頭光內側有墨書「得大勢志菩薩」之題榜。佛右側

亦有一立菩薩，造形相近，有「觀世音菩薩」之題榜。  

 

 

 

 

 

 

 

 

 

 

圖 四  炳 靈 寺 169 窟 北 壁 西 秦 無 量 壽 佛 龕 造 像  

 

二、上述一佛二菩薩造像的頂部穹窿頂上，北側有一組十方佛造像（圖

五），分二行各五尊坐佛依序排列，坐像外側方各有榜題：  

 

東□ □ □ □   東南方□ □ □ □  

南方智火佛  西南方上智佛 

西方習智佛  西北方自在智佛 

北方行智佛  下方梵智佛 

東北方明智佛 上方伏怨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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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  炳 靈 寺 169 窟 無 量 壽 佛 龕 上 緣 的 「 十 方 佛 」 造 像  

 

兩 列 十 方 佛 的 內 側 上 有 一 披 甲 持 戟 而 立 的 武 者 ， 依 筆 者 1992 年 現 場 的

觀 察 ， 具 「 密 跡 金 剛 」 的 榜 題 。  

在十方佛的上方，尚有一留童子髮髻人物之半身像，兩手捧供養之蓮

花。龕頂之正上方及南方皆已毀失，據筆者推測應尚有他組十方佛對稱地存

在。此舖十方佛造像的含義將在第六節中再加以討論。  

三、介於得大勢志菩薩與銘文間尚有一尊彩繪「彌勒菩薩」立像與一

尊「釋迦牟尼佛」立像（圖六），各具墨書題榜。  

另外一部份的造像內容為本龕的銘文與供養人。銘文位居上方，其下

有三列供養人。銘文的內容與含義將在第三節中加以討論。而三列供養人

中，比丘在上、在前，居士在在後、在下。居士中男眾在前，女眾在後。所

有供養人中，有名可讀者九人：  

第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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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大禪師曇摩毗之像（圖七） 

比丘道融之像（圖七） 

第二列：  

比丘慧普之像 

博士安□ □ □ 之像 

侍軍□ 宁□ □ 之像 

皇黍洷伯熙之像 

生金戌□ □ 之像 

第三列：  

清信女妾王之像 

乞伏罡集之像 

 

無量壽佛龕的造像並附有一篇銘文（圖八），此銘文於 1963 年幸運地

為當時甘肅省博物館文物工作隊所發現。此篇銘文中西秦建弘元年（公年 420

年）的題記是目前中國石窟造像所知最早的題記，成為建立河西石窟造像斷

代的基礎。此銘文所保留的內容更成為解開此龕造像背後的義學與禪法的鑰

匙，稱其為中國五胡十六國石窟造像最重要的一篇銘記，當非過譽。  

但可惜的是此篇銘文為墨書，非比石刻之易於保留，故經一千五百多

年自然之風化，全篇文字剝落嚴重，泰半字蹟已不可尋。即其尚有字蹟可辨

者，亦多少有缺損，故造成銘文解讀上的困難。此銘文首先被發表於 1986

年版《中國石窟．炳靈寺石窟》
36
，其後 1991 年筆者＜炳靈寺 169 窟無量

壽佛龕所涉義學與禪學＞
37
、1992 年張寶璽＜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

＞
38
及 1994 年魏文斌＜炳靈寺 169 窟內容總錄＞

39
中皆重錄此文，但各家解

讀不盡相同，其因實肇於此。  

                                                 
36 《中國石窟．炳靈寺石窟》頁 289，（東京：平凡社，1986 年初版）。 
37 收於《東方宗教研究新五期》，頁 160，（台北：國立藝術研究中心，1991）。 
38 《敦煌研究 1992 年第一期》，頁 11、12，甘肅人民出版社。 
39 董玉祥主編《炳靈槷一六九窟》，頁 5，（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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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六  炳 靈 寺 169 窟 無 量 壽 佛 龕 大 勢 志 菩 薩 外 側 之  
「 釋 迦 牟 尼 佛 」 與 「 彌 勒 菩 薩 」 彩 繪 立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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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七  炳 靈 寺 169 窟 無 量 壽 佛 龕 位 居 供 養 人 之 首 的  

      「 外 國 禪 師 曇 摩 毗 」 及 「 比 丘 道 融 」 之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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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  炳 靈 寺 169 窟 無 量 壽 佛 龕 的 西 秦 建 弘 元 年 （ 公 元 420 年 ） 題 記  

所幸銘文自第七行以後能讀之字句漸多。又此篇文的體裁，前十七行

為「序」，後三行為「銘」，最後一行為「年款」。「銘」及「年款」除六字外

幾乎皆能解讀。而銘雖較短，卻是整篇文章的總結，故透過對此「銘」的了

解，尚可掌握全文的重點。  

筆者再次依據 1986 年版《中國石窟．炳靈寺石窟》圖版 28 所載本龕

的銘文照片，比對諸家的解讀，對本銘文重加解讀。在此過程中，遇有字形

模稜兩可之處，並不遽加論斷，乃參酌前後文義，先假設幾個可能的字，最

後再以實物的字形作為最後的論斷。  

重新解讀的結果錄出於后，計確定的字 210 字，不確定的字 8 字。  

並以、、、表不能解讀且字數多少亦不確定的情況。  

□表不能解讀，但確定只是一字。  

（）表多少能解讀但不甚確定之字。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1  庶 慈 理 坐 (要) □ □ □ □ □ □ □ □ □ 、 、 、 、 、 、 1 

2  弘 容 與 宏 詣 □ 薩. 於 五. 之 □ □ □ □ 、 、 、 、 、 、 2 

3  四 世 妙 希 齊 於 量 道 清 訓. □ □ □ □ 、 、 、 、 、 、 3 

4  弘. 範. 來. 音. 真 五 作 味. 臺 □ □ □ □ □ 、 、 、 、 、 、 4 

5  圓 停 跡 　 境. 道. 慈 遂 郎 之 □ □ □ 之 、 、 、 、 、 、 5 

6  機 蔭 隨 □ 　 □ 氏. 請 者. 以 也. 語 □ 在 、 、 、 、 、 、 6 

7  化 道 化 □ 以 至 庶 妙 (　) 有. 則 嘿 鸞 (亡) 、 、 、 、 、 、 7 

8  機. 樞. 往. 像. 冥 極 欲 匠. 信 適 神 與 □. (第) 、 、 、 、 、 、 8 

9  乃 唯 曰 即 緣. 於 以 容 □ □ 暉 當. 坦 (拜) 、 、 、 、 、 、 9 

10  妙 欽 寄 　 竊 聖 □ 慈 □. □ □ 、 步 作 、 、 、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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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建 斑 唯 理 舒 遇 土. □ 尊 □ 之 燿. 、 而 □ (指) 、 、 、 、 、 11 

12 弘 匠. 尚. 跡. 光. 奉 覆 □ 像. □ □ (形) 、 閑. □ 乘 、 、 、 、 、 12 

13 元 神 旨 變 因 憑. □ □ 神 起 □ □ 、 、 也. 中 、 、 、 言 、 13 

14 年 儀 稟 起 　 不 大 四 姿 像. 也. □ 、 、 化 、 、 、 、 、 、 14 

15 歲 重 靈 聿 逸 勝 乘 生. 琦 □ □ □ 、 、 之 、 、 、 、 、 、 15 

16 在 暉. 符. 塗. □. 詠 卑 □ 茂. □ □ □ 、 、 像 、 、 、 、 、 、 16 

17 玄 　 美 出 □ 歎. 願. □ □ □ □ □ 、 、 □ 、 、 、 、 、 、 17 

18 枵 茲 苑 玄 □ □ 遀 □ □ □. □ □ 、 、 □ 、 、 、 、 、 、 18 

19 三 遠 晴 □ □ □ 靈 □ □ □ □ □ 、 、 □ 、 、 、 、 、 、 19 

20 月 　. 豪. □. □ 詠 顯 □ □. 佛 □ □ 、 、 □ 、 、 、 、 、 、 20 

21 廿 聖 □ 入 銘 □ □. 九 (若) 起 □ □ 、 、 之 、 、 、 、 、 、 21 

22 四 影 □ 真 □ □ □ 居. 二 悟. □ □ 也. 、 神 、 、 、 、 、 、 22 

23 日 孰 □ 混  □ □ 均   □ 以 則 、  曰 、 、 、 以 、 23 

24 造 追. □ 無.       河 無 滅 、  歌 、 、 、 □ 、 24 

錄出銘文後，接著對本文的內容作分段，並敘其大意。至於特定且深

入的含義，則在下文各節中，再以不同的主題來深入探討。  

首先「語嘿與當」 (9,6)~(9,9)一句中之「語」指「說法」，「嘿」指「默

然」，全句謂「或說法或默然皆得當」。此語出《維摩詰經．入不二法門品》，

「說法」指此品中諸菩薩各言不二，「默然」指最後維摩詰默然不語。又「以

無□之訓，□之以有」 (10,23)~(11,7)，在論「有、無」，雖為當時諸家論空

之大要，如僧肇之＜不真空論＞、慧遠之＜大智論抄序＞及廬山社眾王齊之

的＜佛讚＞皆涉有無，但亦是《維摩詰經．入不二法門品》的主題之一。銘

文「詣齊真境，　以冥緣」 (16,2)~(16,9)，「緣」指羅什所論的「淨土三因」

（詳見本章第四節），出於《維摩詰經．佛國品》，最後建弘年銘文上方之「藥

王佛」亦為《維摩詰經．法供養品》之主角。由此看出本龕造像與《維摩詰

經》之淵源深厚。而 169 窟北壁 11 號有一幅「維摩示疾」之壁畫；北壁 10

號有一幅「文殊問疾」之壁畫，且後者有上下兩層，下層原作其筆法較之本

龕為古拙，年代尚在本龕之前。故知本龕造像與本窟的造像背景相互吻合。 

清臺郎者。(　)信□ □ 。□ □ 起像。□ □ □ □ □ 佛起悟。□ 於道
味。(12,1)~(13,4) 

「 清 臺 郎 者 」 之 「 郎 」 通 「 朗 」， 謂 此 臺 清 朗 明 亮 。 以 本 龕 正 對 東 壁 窟

口，若 在 龕 前 斜 坡 上 搭 築 平 臺，則 日 出 時，光 線 由 窟 口 直 射 平 臺，故 清

朗 明 亮 。 若 能 於 此 處 起 立 佛 像 ， 則 眾 生 可 因 佛 而 開 悟 ， 嘗 於 道 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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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請妙匠。容慈尊像。神姿琦茂。□ □ □ □ 。(若)二□ 薩。量作
慈氏。(13,5)~(14,6) 

這 段 文 在 說 明 本 龕 計 造 了 一 尊 無 量 壽 佛 像，兩 尊 菩 薩 像，另 有 一 尊 慈 氏

像。在 實 際 的 造 像 上，慈 氏 立 像 為 畫 像，位 置 在 得 大 勢 至 菩 薩 的 外 側 ，

榜 題 為「 彌 勒 菩 薩 」。但 在 彌 勒 菩 薩 與 銘 文 間 尚 有 一 墨 書「 釋 迦 牟 尼 佛 」

之 立 像 。  

庶欲以□ □ □ □ 四生。□ □ □ □ □ 九居。均□ □ 於五道。□ 至極
於聖土。覆□ 大乘卑願。遀靈顯□ □ □ (要)詣齊真境。　以冥緣。
竊遇奉憑。不勝詠歎。(14,7)~(16,17) 

「 四 生 」 為 卵 、 胎 、 濕 、 化 ， 是 眾 生 四 種 繁 殖 後 代 的 方 式 。「 九 居 」 同

於 「 九 地 」， 為 有 情 九 種 居 住 之 處
40

。「 五 道 」 為 六 道 眾 生 減 去 「 修 羅 」

一 道 。 不 論 是 「 四 生 」、「 九 居 」 或 「 五 道 」， 皆 是 大 乘 菩 薩 慈 悲 等 四 無

量 心 之 所 緣 ， 如 第 一 節 所 述 ， 故 下 之 銘 文 言「 均（ 慈 ）（ 悲 ）於 五 道 」。

而 慈 念 眾 生 之 究 竟 在 與 眾 生 涅 槃 之 樂 （ 第 一 節 ）， 而 菩 薩 與 眾 生 涅 槃 之

樂 在 同 眾 生 以 三 因 成 就 淨 土 （ 第 二 節 ）， 故 以 下 之 銘 文 接 著 言 「 □ 至 極

於 聖 土 」。「 大 乘 卑 願 」所 指 即 是 上 述 菩 薩 之 慈 、 悲 、 喜 、 捨 之「 四 無 量

心 」，也 是 菩 薩 發 願 成 就 淨 土 之 大 願。「 要 詣 齊 真 境，　 以 冥 緣 」謂 成 就

往 生 上 述 的 淨 土 ， 須 憑 藉 著 因 緣 具 足 。 所 謂 具 足 「 因 緣 」， 便 是 羅 什 所

謂 的 菩 薩 功 德 與 眾 生 功 德 具 足 的 「 淨 土 三 因 」。 本 段 銘 文 呼 應 了 本 文 第

一 節 所 述 ， 中 亞 的 「 四 無 量 心 」 是 長 安 「 淨 土 學 」 的 前 身 。  

坐宏希音。　□ □ 像。即　舒光。（因）　逸□ 。□ □ □ □ 。銘□ 。

(17,1)~(17,22) 

「 　 」即「 靈 」，「 　 」 通「 寂 」。「 逸 □ 」 讀 為「 逸 像 」。「 即 靈 舒 光 ， 因

寂 逸 像 」兩 句 中 的「 靈 」與「 寂 」皆 謂「 法 身 」義 ， 亦 即 在 寂 滅 的 法 身

中 舒 展 佛 光，在 佛 光 中 放 出 化 身 的 影 像。此 段 文 直 接 說 明 造 像 中 佛 頭 光

部 分 的 化 佛，亦 如 同 中 亞 慈 悲 觀 造 像 中 的「 化 身 」以 慈 念 眾 生，呼 應 前

                                                 
40 九地含五趣雜居地、離生喜樂地、定生喜樂地、離喜妙樂地、捨念清淨地、空無邊處地、

識無邊處地、無所有處地、非想非非想處地。前者在欲界，次四地在色界，後四地在無

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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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銘 文 中 的「 四 生 」、「 五 道 」眾 生 。「 銘 □ 」讀 為「 銘 曰 」， 表 示 以 下 三

行 為 銘 文 ：  

理與妙來。跡隨化往。曰寄理跡。變起聿塗。(18,1)~(18,16) 

「 理 與 妙 來 」 與「 跡 隨 化 往 」 兩 句 為 一 對 ， 其 中 「 理 」 與 「 跡 」 相 對 ，

「 來 」 與 「 往 」 相 對 。 前 一 句 「 理 與 妙 來 」 明 「 法 身 」， 相 對 於 後 一 句

「 跡 隨 化 往 」 所 明 之 「 化 身 」。 就 造 像 而 言 ， 兩 句 合 起 來 說 明 佛 以 不 動

的 法 身 ， 而 能 在 頭 光 中 顯 現 十 方 的 化 佛 。 上 句 的 法 身 合 之 謂 「 理 」； 下

句 的 化 身 合 之 謂「 跡 」， 故 接 下 去 的 銘 文 謂「 曰 寄 理 跡 」，即 以 佛「 法 身

出 化 身 」為 基 礎，方 能「 變 起 聿 塗 」。「 聿 」同「 津 」，謂 得 度 之「 津 口 」，

故 「 聿 塗 」 其 義 即 同 能 令 眾 生 得 度 之 「 淨 土 」。「 曰 寄 理 跡 ， 變 起 聿 塗 」

兩 句 合 在 一 起 有 一 重 要 之 含 義，亦 即 羅 什 北 傳 一 系 的 淨 土 學，乃 認 定 淨

土 乃 由 菩 薩 依「 法 身 」功 德，與 眾 生 共 同 努 力 而 成 就 的 果 報 之 土，即 所

謂 的「 報 土 」，這 與 爾 後 南 北 朝 時《 攝 論 》學 者 所 主 張 的 西 方 為「 化 土 」，

其 內 涵 是 不 同 的 。  

出玄□ □ 。入真混無。(18,17)~(18,24) 

此 兩 句 解 讀 為 「 出 玄 （ 悟 ）（ 有 ）， 入 真 混 無 」， 乃 是 用 關 河 所 長 的 般 若

義 學 來 說 明 前 述「 法 身 」的 含 義。此 兩 句 亦 為 一 對：其 中「 出 」與「 入 」

相 對 ，「 有 」 與 「 無 」 相 對 。 以 「 有 」、「 無 」 等 相 對 的 辭 句 來 彰 顯 般 若

「 空 」義 ， 是 關 河 僧 肇 ＜ 不 真 空 論 ＞ 的 特 色 。 此 兩 句 雙 明「 有 、 無 」之

非 有 非 無 ， 乃 空 之 究 竟 ， 以 之 作 為 前 述 「 法 身 」、「 化 身 」 之 本 質 。  

慈 容 世 範 。 停 蔭 道 樞 。 唯 欽 唯 尚 。 旨 稟 靈 符 。 美 苑 晴 豪 。
(19,1)~(19,20) 

「 晴 豪 」之「 豪 」同「 毫 」，指 佛 的「 白 毫 相 」。故 此 段 文 自「 慈 容 世 範 」

以 下 言 佛 之 相 好 ， 而 為 「 念 佛 三 昧 」 中 之 「 像 觀 」。 以 此 三 昧 得 成 就 見

佛 及 往 生 淨 土 ， 故 言 「 道 樞 」 及 「 靈 符 」。 由 「 像 觀 」 的 出 現 ， 點 出 前

述 「 法 身 觀 」 由 「 念 佛 三 昧 」 而 出 。  

庶弘四弘。圓機化機。乃妙斑匠。神儀重暉。　茲遠　。聖影孰追。
(20,1)~(20,24) 

此 段 銘 文 中「 　 」同「 捨 」，「 　 」同「 務 」。「 四 弘 」之「 弘 」為「 廣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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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義。「 四 弘 」謂 四 種 廣 大 的 法 門，即 是 本 文 所 言 的 慈、悲、喜、捨「 四

無 量 心 」。如 第 一 節 所 言，菩 薩 以 慈 心 等 緣 東 西 南 北 十 方 眾 生，故 謂「 無

量 」， 此 即 銘 文 之「 弘 」義 。「 庶 弘 四 弘 」合 下 一 句 之「 圓 機 化 機 」謂 菩

薩 以 慈、悲 、 喜、捨 四 無 量 心 ， 化 度 十 方 一 切 眾 生 ，故 現 出 造 像 佛 頭 光

「 重 暉 」 中 的 無 數 「 佛 影 」。「 暉 」 指 佛 光 ，「 重 暉 」 指 多 重 的 佛 背 光 ，

如 第 一 節（ 圖 一 ）龜 茲 的 佛 慈 悲 觀 圖。此 篇 可 能 出 於 羅 什 高 足 道 融 之 手

的 銘 文 ， 出 現 了「 坐 弘 希 音 」的「 坐 佛 」， 多 重 佛 光 的「 重 暉 」，「 四 生 」

及「 五 道 」的「 眾 生 」，「 跡 隨 妙 往 」的 化 身 ， 雖 是 炳 靈 寺 無 量 壽 佛 龕 的

銘 文，但 其 放 射 出 來 的 力 量，亦 可 用 來 貼 切 地 說 明 遠 在 龜 茲 克 孜 爾 175

窟 的 佛 慈 悲 觀 造 像 。  

第四節 無量壽佛龕造像中的「法身觀」
與「淨土觀」  

本龕銘文的首句「理與妙來，跡隨化往」即在說明如何由理體的法身

而出影跡般的化身隨緣度眾。在絲路東端的炳靈寺出現「法身觀」，即應回

溯整個北傳系的「念佛禪法」，以了解本龕法身觀在整個念佛三昧中的定位。 

以「念佛」形成禪法的一支，首先出現在西北印。其念佛的內容已分

化為觀佛相好的「像觀」，觀佛傳及本生的「生身觀」及觀佛功德及經典法

義的「法身觀」
41
。此法身觀流傳至中亞，被提升至與龍樹的實相結合，如

羅什在《大乘大義章．次重問法身井答》所言：「大乘部者，謂一切法無生

無滅，……是名法身。」  

這種法身觀隨著羅什在公元 402 年初的入關而被引介至中國，形成關

河義學重要的一個基本觀念。如僧肇＜涅槃無名論＞：  

法身無象，應物而形。 42
 

無 有 定 象 是 為 法 身，卻 能 應 緣 而 幻 現 不 同 的 形 象 是 為 化 身。又 如 僧 叡 在

                                                 
41 參考拙作＜西北印念佛禪法的形成及其造像＞，發表於《慈光學報第一期》，1999 年，頁

217-235。 
42 《大正藏》卷 45，頁 15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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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華 經 後 序 ＞ 謂 ：  

分身無數，萬形不足以異其體。 43
 

不 異 之 體 即 是 「 法 身 」， 無 數 分 身 即 是 「 化 身 」。  

中亞佛學大師羅什所傳來的法身，有其禪觀上的具體形象表現，如僧

肇在注《維摩詰經》中謂：  

法身圓應，猶一月升天，影現百水。 44
 

能 圓 應 的「 法 身 」可 以 升 天 的「 月 」來 表 現 ， 隨 緣 而 現 的「 化 身 」可 用

水 中 所 現 的「 影 象 」來 表 示。 同 為 關 河 四 哲 之 一 的 道 生 在 注《 維 摩 》時

亦 有 相 同 的 看 法 ：  

譬日之麗天，而影在眾器。萬影萬形，皆是器之所取，豈日為乎？ 45
 

以「影象」來形容佛法身所出的「化身」除出現在與中亞有關的義學

探討中，亦以實例出現在中亞，這便是盛傳於西域的「佛影」。五世紀初由

中國經絲路至印度取經的法顯在其自傳中提到那竭國的「佛影」。「那竭國」

的位置據大陸學者季羡林的考證即在今之阿富汗
46
，屬中亞的範疇，而「佛

影」的實際內涵據法顯本人的描述是：  

西南向佛留影，此中去十餘步，觀之如佛真形，金色相好，光明
炳著。轉近轉微，髣　如有。 47

 

此 佛 影 遠「 觀 之 如 佛 真 形 」， 但「 轉 近 轉 微 ， 髣 　 如 有 」， 與「 影 子 」的

特 性 一 模 一 樣 ， 故 名 之 「 佛 影 」。 這 與 前 述 僧 肇 、 道 生 用 「 影 」 來 表 現

「 化 身 」 的 看 法 是 一 致 的 。  

這種用「佛影」來稱呼的「化身」，亦進一步進入其禪法之中，如同為

五世紀初的佛陀跋陀羅所譯的《觀佛三昧海經》：  

                                                 
43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八，《大正藏》卷 15，頁 57 下。 
44 《佛教大藏經》，經 124 冊，頁 560。 
45 《佛教大藏經》，經 124 冊，頁 604。 
46 季羨林等注《大唐西域記校注．那揭羅曷國》頁 221。北京：中華書局出版，1990 年 2 月

第二版。 
47 ＜高僧法顯傳＞，《大正藏》卷 51，頁 85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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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光中見無量無數百千萬化釋迦文。……一一毛中出無量光，一
一光中無量化佛。 48

 

傳 為 羅 什 所 譯 的 《 禪 祕 要 法 經 ． 觀 像 三 昧 》 ：  

身光、圓光、項光，光有化佛。
49
 

「 光 」出 之 於 佛 ， 表 示 由 佛 之「 法 身 」所 出 ， 於 中 見 無 數 的 化 佛 ， 這 是

中 亞 與 西 北 印 特 有 的 法 身 觀 。  

在本龕銘文最後一個名詞「聖影」所指即是「佛影」，以佛影出現在佛

光中，故銘文乃謂「乃妙斑匠，神儀重暉」，「重暉」謂佛的重重佛光，請畫

匠將佛影畫在佛的頭光或背光中。  

在本龕的造像中，代表化身的「佛影」究竟被造在佛光的什麼地方？

答案是在主尊坐佛的頭光中。平凡社 1986 年版的《炳靈寺石窟》一書圖 21，

頭光中的彩繪化佛已大都剝落，但在日本放送協會 1981 年版的《絲綢之路

(1)》，頁 33 上，尚可看出小化佛的頭像（圖九），其完整的造像應如銘文對

側兩立佛之頭光內容。  

中亞羅什所傳出的「法身」義學與「法身」禪觀是建立本龕整個造像

的重要基礎，既涉及了佛背光中的「淨土觀」，也涉及了佛頂中的「十方佛

觀」，如羅什在《鳩摩羅什法師大義．問修三十二相并答》中謂：  

從無漏法性生身，名為法身。又此非從一身而已，隨本功力多少
而有其身，或二身、三身、十身、百千萬無量阿僧祇身，乃至無
量十方世界皆現其身。 50

 

「 法 身 」隨 本 功 德 而 能 於 十 方 世 界 現 身 正 是 菩 薩 化 度 眾 生 圓 滿 淨 土 及 證

入 十 方 佛 土 的 基 礎 。「 法 身 觀 」 同 時 涉 及 了 本 龕 造 像 中 佛 背 光 內 的 「 淨

土 觀 」 與 佛 頭 頂 的 「 十 方 佛 觀 」， 在 此 先 討 論 前 者 。  

 

                                                 
48 《大正藏》卷 15，頁 654 下。 
49 《大正藏》卷 15，頁 255 下。 
50 《大正藏》卷 15，頁 12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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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九  炳 靈 寺 169 窟 無 量 壽 佛 龕 主 尊 頭 光 中 的 眾 小 「 化 佛 」 頭 部  

 

無量壽佛龕的佛光中有兩類不同的造像，一是佛頭光中的多尊小坐

佛，一是佛背光中的奏樂天人。頭光中的小坐佛，其含義如前節所述，代表

佛光中的十方化佛，亦稱之為「佛影」。而佛背光中的奏樂天人，則另有其

深刻的含義，這是本節討論的主題。  

本窟佛背光中天人造像共有三舖，第一舖在西壁下部，千佛像的南側，

其造像但殘餘一立佛的下半身及佛左側背光中的三身天人（圖十）。第二舖

即是本龕背光兩側的天人，每側各有五身，佛左側背光的下端尚有一蓮花化

生童子的造像。第三舖是北壁前部的一佛一菩薩一力士三尊造像，背光兩側

各有三身天人（圖十一）。三舖中以無量壽佛龕的天人造像格局較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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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有西秦建弘元年的銘文以確定年代，故以之作為探討的重點。  

 

 

 

 

 

 

 

 

 

 

 

 

圖 十  炳 靈 寺 169 窟 西 壁 下 部 殘 存 立 佛 背 光 中 的 三 身 「 天 人 」 造 像  

 

佛光中的天人首先要考慮的是這種造像與一般飛天不同，一般飛天在

背光之外，在佛光內的天人屬佛境界的一部份。在佛境界內出現五道眾生，

應先從佛菩薩相關的禪法中來尋找，何種禪法能含攝眾生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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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炳靈寺 169 窟北壁一佛一菩薩一力士三尊造像主尊  

背光中的「天人」  

西北印部派的「慈悲觀」傳入中亞後被改造為「菩薩的慈三昧門」，而

見於羅什所傳譯的《坐禪三昧經．菩薩禪法》的部分：  

行菩薩道者，若瞋恚偏多，當行慈心。念東方眾生，慈心清淨，
無怨無恚，廣大無量，見諸眾生，悉在目前。南西北方四維上下
亦復如是。……若得一心，當發願言，我以涅槃實清淨法，度脫
眾生，使得實樂。 51

 

「 菩 薩 慈 三 昧 門 」的 具 體 內 容 便 是 以 慈 心 觀 見 十 方 眾 生 悉 在 目 前，與 禪

觀 的 菩 薩 同 處 一 境 界，菩 薩 以 之 發 願，令 彼 等 皆 得 涅 槃 實 樂。以 是「 菩

                                                 
51 《大正藏》卷 15，頁 28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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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 慈 三 昧 門 」 故 ， 本 龕 銘 文 有 「 大 乘 卑 願 」 (15,14)~(15,17)，「 卑 」 與

「 悲 」 字 乃 同 音 假 借 。 又 銘 文 有 「 庶 弘 四 弘 」 (20,1)~(20,4)，「 四 弘 」

亦 指 「 慈 、 悲 、 喜 、 捨 」。 而 「 慈 觀 」 的 成 就 是 十 方 眾 生 現 前 ， 故 銘 文

言「 四 生 」(14,14)~(14,15)、「 九 居 」(14,21)~(14,22)及「 五 道 」(15,4)~(15,5)

皆 眾 生 之 義 。  

「菩薩慈三昧門」的最終目標在令現前的十方眾生皆能得涅槃實樂，

欲達此目標，菩薩最好的方法便是與眾生共成就淨土。菩薩既依「慈觀」能

現十方眾生，並依上節之「法身」能現身十方，化導眾生，依三因共成淨土，

法身為「理」，十方化身為「跡」，故銘文謂「曰寄理跡，變起聿塗」。淨土

既成，眾生得生，是則究竟涅槃實樂。以依「三因」共成淨土，故銘文言「詣

齊真境，　冥緣」 (16,2)~(16,9)，「真境」者淨土也，「冥緣」者成淨土之三

因也。以眾生往生，能得涅槃實樂，故銘文言「均□□於五道，□至極於聖

土」，「五道」者眾生也，「至極」者涅槃也，「聖土」者淨土也。  

依關河淨土學的精義，所成的淨土為佛與眾生共處的國度。故本龕造

像，代表淨土的奏樂天人，位在佛背光的空間中。佛光的空間是佛的境界，

卻可同時出現眾生道的人天，這表示此時背光的空間是佛、眾生共報的淨土

世界。同時眾生原有六道，但在佛背光中卻只有人天二道，這也是世界由穢

土轉成淨土的重要現象之一，《大智度論．釋淨佛國土品第八十二之餘》：  

佛有清淨國土，有雜國土。雜國土中則具有五道；淨佛國土，或
有人天別異，或無有人天別異。 52

 

「 雜 國 土 」眾 生 有 五 道，但 眾 生 受 菩 薩 教 化，以 三 因 成 就 淨 土，則 皆 成

就 人 天 身，故 本 龕 佛 背 光 中 代 表 共 報 淨 土 的 區 域 但 出 現 奏 樂 之 天 人，且

在 天 人 的 下 緣，出 現 了 北 傳 佛 教 第 一 幅 代 表「 往 生 」的「 蓮 花 化 生 童 子 」

（ 圖 三 ）。 初 往 生 於 彼 土 ， 故 處 在 下 方 並 現 童 子 之 相 。 既 成 長 ， 則 躍 於

天 際 而 成 為 奏 樂 之 天 人 矣 。  

另由第一節所述中亞之佛慈悲觀圖出發，亦可得出相同的佛光中淨土

世界。中亞克孜爾石窟佛慈悲觀圖，多重背光中有六道眾生，六道眾生前各

有化佛現，以慈、悲、喜、捨四無量心，化度眾生具足福德，菩薩亦自具福

                                                 
52 《大智度論》頁 1060。台北：普門文庫，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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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三因具足。待成就淨土，則背光中的世界由前述《大智度論》所說的「雜

國土」轉為「清淨國土」，故而國土內的眾生亦由原來的五道轉為人天二道，

故本龕造像代表淨土的佛背光中但見奏樂天人而不見三惡道。  

本龕供養人中，列於第二位的是「比丘道融」（圖七）。道融為羅什高

足之一，列「四哲」之中。且炳靈寺所在的金城（蘭州）位於長安通往河西

的要站，故羅什的淨土學與禪法出現在炳靈寺 169 窟的造像中便可以理解。 

第五節 無量壽佛龕中的「菩薩十方佛觀」 

無量壽佛龕主尊坐佛的頭頂上有一舖十方佛的造像，雖在現存的銘文

中並沒有多少相關的資料，但此舖十方佛出現在以淨土為主的造像，卻具有

多重且深遠的含義。首先十方佛造像是中亞最具特色的禪法，其出現在中亞

進入中國孔道的河西石窟，自具有其特殊的時空意義。其次此舖十方佛的佛

名並不見於直接相關的《般舟經》，而是出於晉本《華嚴經》的＜如來名號

品＞
53
，則已為成熟禪法的十方佛觀引進華嚴系統，有何新的含義？最後將

具有華嚴含義的十方佛觀放入以淨土為主的造像頂層，其形成的新結構具有

何等的內涵？茲依序分述如下：  

‧ 河西炳靈寺石窟出現十方佛造像的背景 

就佛教的北傳系統而言，西北印至目前為止尚沒有發現十方佛造像，

所有十方佛造像及其相關的禪法皆出現在早期中亞的佛教（阿富汗及新疆）。 

最早與中亞十方佛觀有關的是二世紀末月支僧人支婁迦讖在洛陽譯出

《般舟經》，間接表示至少二世紀時中亞已有此經的流傳。此經的重點在說

明如何修習「十方諸佛皆在前立」的三昧，它雖曾傳譯於中國，但並沒有資

料顯示支公曾同時傳出其禪法，故中國早期並沒有十方佛觀的發展。反之在

中亞，十方佛觀發展迅速。西北印諸家匯集的「五門禪法」傳到中亞後被改

造成中亞的「菩薩五門禪法」，五世紀初由羅什傳譯到長安，其中即大量地

加入了十方佛的禪法
54
。四世紀後半道安編經錄時即已出現的《三品經》亦

                                                 
53 《大正藏》卷 9，頁 418 中、下。 
54 中亞「菩薩五門禪法」乃將西北印「五門禪法」中的「慈悲觀」及「念佛觀」分別加入了

 34



北傳佛教「淨土學」的形成／賴鵬舉 

以十方佛觀為菩薩的主要行門
55
。最後中亞以《般舟經》為底本，整理出完

整的禪法，名之為「十方諸佛觀法」，被保存於帶有濃厚中亞禪法氣息的《思

惟略要法》中。  

中國的禪經泰半出於中亞龜茲羅什之手，而羅什故鄉的克孜爾石窟及

其東方的吐峪溝石窟，至今尚保留有為數不少的十方佛造像
56
（圖十二）（圖

十三）。本龕十方佛造像的一角落，尚有一位披甲持戟而立的武者（圖五），

具「密跡金剛」的榜題，其造像結構及造型與北涼流亡政權所開造的吐峪溝

44 窟窟頂的十方佛造像相似（圖十四）。過了帕米爾高原，阿富汗境內的十

方佛造像則為數更多。  

本龕供養人中列於首位的是「□國禪師曇摩毗」（圖七），慧皎《高僧

傳．釋玄高》即謂之「外國禪師」來自中印度的「舍夷」（舍衛城）
57
，並

謂其於西秦乞佛熾槃時 (公元 412-427)來到西秦：  

                                                                                                                                     

有外國禪師曇無毘來入其國，領徒立眾，訓以禪道。 58 

曇 摩 毗 既 於 西 秦 領 徒 立 眾，其 地 位 應 相 當 於 國 師。故 169 窟 西 秦 時 代 的

造 像，應 在 其 禪 法 的 籠 罩 之 下。曾 從 毘 受 法 的 玄 高，後 來 曾 展 示 了 甚 深

的 十 方 佛 禪 法
59
，故 可 推 測 曇 摩 毗 亦 對 十 方 佛 禪 法 有 相 當 的 了 解，故《 高

僧 傳 》謂「 高 … … 即 從 毘 受 法，旬 日 之 中，毘 乃 反 啟 其 志 」，「 反 啟 其 志 」

謂 毘 因 教 高 而 自 己 反 受 啟 發 。  

本龕的十方佛造像便在中亞的羅什與中印度曇摩毗二者的交織下，登

上了本龕造像的最高位置。  

 
「十方佛觀」而成。 

55 參考拙作＜中亞的禪法＞一文，發表於《圓光佛學學報第二期》頁 63~78。中壢：圓光佛

學研究所，1997。 
56 如克孜爾 189 窟窟頂之十方佛造像（平凡社《克孜爾石窟第三卷》圖 79）及吐峪溝石窟

44 窟窟頂（新疆人民出版社《中國壁畫全集．新疆 6 吐魯番》圖 17）。 
57 慧皎《高僧傳．釋玄高》：「曇無毘既西返舍夷。」《大正藏》卷 50，頁 397。 
58 《大正藏》卷 50，頁 397。 
59 《高僧傳．釋玄高》： 

「時西海有樊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量褊，得少為足，便謂已得羅漢，頓盡禪門。高

乃密以神力，令印於定中備見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說法門不同。《大正藏卷 50》頁 39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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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克孜爾 189 方形窟窟頂之「十方佛」造像  

 

 

 

 

 

 

 

 

圖 十 三  吐 峪 溝 石 窟 北 涼 44 窟 窟 頂 的 「 十 方 佛 」 造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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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四  吐 峪 溝 44 窟 窟 頂 十 方 佛 造 像 四 角 落 之 披 甲 武 者  

‧ 十方佛觀與《華嚴經》的關係 

由上文可知十方佛觀的淵源在《般舟三昧經》。但 1992 年甘肅考古所

的學者張寶璽在本龕十方佛的研究上有重大之發現，但此發現所產生的影響

並未被學界充分地討論。其＜建弘題記及其有關問題的考釋＞
60
一文謂本龕

                                                 
60 出處同註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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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佛的名號：  

東□ □ □ □   東南方□ □ □ □  

南方智火佛  西南方上智佛 

西方習智佛  西北方自在智佛 

北方行智佛  下方梵智佛 

東北方明智佛 上方伏怨智佛  

皆 出 於 天 竺 禪 師 佛 駝 跋 陀 羅 於 東 晉 元 熙 二 年 (公 元 420 年 )譯 出 之 《 華 嚴

經 》 卷 四 ＜ 如 來 名 號 品 ＞ 。  

十方佛觀在中亞為一成熟之禪觀，在《般舟經》及《思維略要法．十

方諸佛觀法》中諸佛皆沒有特定的名稱。在本龕中由當時的禪者將十方佛觀

引入本龕造像過程中，引進了《華嚴經》系的佛名，其用意當不只是諸佛的

名號而已，應有其禪法上的用意，亦即《華嚴經》中應有與十方佛觀對應的

內容。  

《華嚴經》中與十方佛觀的禪法有關的是其中的＜十地品＞。＜十地

品＞是整部《華嚴經》菩薩行門的重點，這可由此品歷代的別譯本特別多看

出。而＜十地品＞的主要內容在說明菩薩由初歡喜地至第十法雲地，每地的

修行法門及所成就的境界。其中所成就的境界諸地相通，皆在證入十方世

界，唯證入世界的多寡有所差別。如：  

初 歡 喜 地 ：  

須臾之間，得百三昧，得見百佛，知百佛神力，能動百佛世界，
能飛過百佛世界，能照百佛世界，能教化百佛世界眾生，……於
一一身能示百菩薩以為眷屬。 61

 

第 二 離 垢 地 ：  

須臾之間，得千三昧，得見千佛，知千佛神力，……於一一身能
示千菩薩以為眷屬。 62

 

                                                 
61 《大正藏》卷 9，頁 547 中。 
62 《大正藏》卷 9，頁 55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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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明 地 ：  

須臾間，能得十萬三昧，乃至能示十萬菩薩以為眷屬。 63
 

以《華嚴經．十地品》的成就皆在證入十方世界，故中亞由《般舟經》

所發展出來的＜十方諸佛觀法＞正好用來作為華嚴行門的核心，這也是本龕

的曇摩毗及羅什的高足道融要將十方佛與《華嚴經》結合的道理所在。這種

作法與三世紀上半葉龍樹在《十住毘婆沙論》＜念佛品＞中將「般舟三昧」

作為初地得見十方諸佛的前方便相呼應。  

這種結合的的方向亦可由歷來中亞禪師對十方佛觀的應用看出來。十

方佛觀首次被廣泛運用在所謂的「菩薩禪法」，如菩薩念佛觀及菩薩慈悲觀。

其次在《三品經》中，修行者由羅漢道「更發大意為菩薩道」，便是修行「現

在定意見十方佛」64
。故中亞禪師將十方佛觀用在菩薩行門的方向，有其歷

史的傳統。  

依＜十方諸佛觀法＞，行者的位置乃是坐於中央而後遍觀周圍的十

方諸佛
65
。因中亞的禪法將十方佛觀運用為菩薩的禪法，故十方佛中央行者

的位置便出現了菩薩。這樣的造像出現於阿富汗梵衍那石窟第 330 窟天井

（圖十五）及克拉克石窟八角形祠堂的圓拱天井。  

 

                                                 
63 《大正藏》卷 9，頁 552 下。 
64 《大正藏》卷 15，頁 225。 
65 在阿富汗、新疆等地石窟的窟頂，常出現一種同心多重圓圈，圈內布滿佛像的造像，經與

中亞龜茲鳩摩羅什所傳出的＜十方諸佛觀法＞（《大正 15 卷》，頁 299 下）內容相比對，

知此圖為十方佛。 
首先行者先「坐觀東方」，得見佛後再「迴身東南，復如上觀」，「南方、西南方、西方、

西北方、北方、東北方、上下方都亦如是」，故以行者為圓心，總觀十方後正好成 360 度

之圓圈，這與造像的基本構圖符合。 
而所觀的對象是各方無有邊際的佛： 
「唯見一佛結跏趺坐，舉手說法，……如是見者，更增十佛。既見之後，復增百千，乃

至無有邊際。近身則狹，轉遠轉廣，但見諸佛光光相接。」 
因行者處圓心故，在所觀每一方向，就空間的分布而言，近圓心的空間狹，其中分布的

佛少。愈離圓心，則空間愈廣，其中分布的佛多，故謂「近身則狹，轉遠轉廣」。而在同

心圓上所分布的諸佛，其背光與背光相互銜接並排，故謂「光光相接」。解讀羅什＜十方

諸佛觀法＞的內容與中亞地區穹窿窟頂同心圓諸佛的造像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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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五  阿 富 汗 梵 衍 那 石 窟 第 330 窟 天 井 十 方 佛 造 像 中 央 之 菩 薩 像  

 

‧ 華嚴十方佛觀在淨土造像中的意義 

本文接著討論上述具有華嚴含義的十方佛觀，在整個淨土造像中有何

涵義。  

無量壽佛所成就的極樂淨土，往生彼土的眾生，得依彼佛功德，往十

方世界供養諸佛，聞法請益，漸次成就菩薩之行。如曹魏時康居僧康僧鎧所

譯的《無量壽經》四十八願中第二十三願：  

設我得佛，國中菩薩承佛神力，供養諸佛，一食之頃不能遍至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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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無數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 66 

「 無 量 無 數 億 那 由 他 諸 佛 國 」即 是 十 方 一 切 佛 國。羅 什 所 譯 的《 阿 彌 陀

經 》 亦 謂 ：  

其國眾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 67
 

「 他 方 十 萬 億 佛 」 即 「 十 方 諸 佛 」。 以 淨 土 中 之 菩 薩 行 以 供 養 十 方 世 界

佛 國 土 為 主，與 中 亞 的 十 方 佛 觀 完 全 一 致，故 本 龕 的 造 像 者 將 之 引 入 無

量 壽 佛 的 淨 土 世 界 中，作 為 往 生 淨 土 者 的 主 要 觀 行 法 門。並 將 此 十 方 佛

觀 擴 大 至 華 嚴 十 地，欲 令 往 生 者 在 彼 土，依 菩 薩 十 地 之 漸 次，乃 至 圓 滿

佛 道 。  

本龕的十方佛造像置於主尊無量壽佛頭部的四周，在佛頭與十方佛之

間，尚有一留童子髮髻之人物，兩手捧供養之蓮花，胸前披裝飾之瓔珞，具

頭光，有部分菩薩之特徵（圖十六）。  

 

 

 

 

 

 

 

 

 

                                                 
66 《大正藏》卷 12，頁 268 中。 
67 《大正藏》卷 12，頁 34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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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六  炳 靈 寺 169 窟 無 量 壽 佛 龕 頂 部 十 方 佛 造 像 中 央 之 供 養 童 子  

此童子與背光下端之化生童子有幾分相似，但較後者更形成長。由下

端之化生童子至佛頭側之成熟童子，表示往生者在淨土之成長過程。成長的

童子上升至無量壽佛頭側，正好位於十方佛的中心位置。上文言及，十方佛

的中心是修此觀行者所處的位置，往生淨土者至此，可仗彼土無量壽佛之助

緣，依十方佛觀而遍至他方無量佛土，供養請法，依次圓滿菩薩十地之位，

乃至一生補處，圓滿佛道。  

第六節 淨土造像中阿彌陀主尊一側的二立佛 

最後要討論在本龕銘文另一側的七號二立佛與本龕造像的關係。  

在上節與本節討論過「頭光化佛」與「背光天人」的特殊涵義後，可

以發現在銘文另側二立佛（圖十七）其上述二特徵皆與本龕的主尊相一致，

只是前者為立姿，後者為坐姿。又銘文兩側之兩組造像論造形與佛光中彩繪

的手法，年代相去不致太遠。故筆者認為兩邊的造像應合成一組來看待。  

接下來的問題是本龕為何要在主尊坐像外，另外再塑兩尊立像？這與

本龕所涉及的禪法有關。如上節所述，本龕造像以「法身觀」的「佛影」為

出發，基本上是中亞佛學大師羅什「念佛三昧觀」（出於《坐禪三昧經》中

「法身觀」）的延伸。而像觀的進一步延伸則是所觀佛像由一種姿勢而擴充

為行、住、坐、臥之各種姿勢。如羅什時代中亞的禪經《禪秘要法經．觀像

三昧》：  

我於今日，但見坐像，不見行像，宿有何罪。作是念已，復更懺
悔。既懺悔已，如前攝心，繫念觀像。觀像時，見諸坐像，一切
皆起，巨身丈六，方正不傾，身相光明，皆悉具足。見像立已，
復見像行，執缽持錫，威儀痒序。 68

 

「 見 諸 坐 像，一 切 皆 起 」，說 明 觀 佛 像 的 次 第 上，先 觀 坐 像，進 觀 立 像 。

                                                 
68 《大正藏》卷 15，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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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 身 丈 六，方 正 不 傾 」正 說 明 佛 立 像 的 姿 勢。「 身 相 光 明，皆 悉 具 足 」

表 示 立 佛 在 頭 光 與 背 光 的 境 界 上 皆 與 坐 佛 一 致。與 本 龕 時 代 相 近 的《 觀

佛 三 昧 海 經 》 亦 有 相 同 的 禪 觀 內 容
69

在 描 述 佛 行 、 住 、 坐 、 臥 的「 四 威

儀 品 」中 ， 但 　 以「 佛 影 」貫 穿 行 、 住 、 坐 、 臥 四 威 儀 而 將 整 個 層 面 提

升 至 「 法 身 」。
70 故 本 龕 主 尊 坐 像 之 外 另 造 兩 立 像 ， 亦 有 表 顯 「 法 身 」

的 含 意 。  

 

 

 

 

 

 

 

 

 

 

 

 

圖 十 七  炳 靈 寺 169 窟 無 量 壽 佛 龕 題 記 一 側 之 二 立 佛 塑 像  

                                                 
69 《觀佛三昧海經．觀四威儀品第六之餘》： 

『是名真觀如來「坐」。……云何名觀如來「行」。』《大正藏》卷 15，頁 681 下。 
70 「觀佛影者，先觀佛作丈六想，結跏趺坐，敷草為座」，這是「坐像」。「見坐佛像住虛空

中，是下雨花」，這是「住像」。「復見行像入石窟中」，這是「行像」。「此寶臺有一大佛……

倚臥臺側」，這是「臥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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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本 龕 造 像 中 同 時 含 有 坐 像 及 立 像 ， 故 銘 文 中 有 「 坐 宏 希 音 」

(17,1)~(17,4)，「坐宏」指坐像宣法的主尊。又銘文中有「坦步而閑」

(8,9)~(8,12)，「坦步」即指立佛行走的樣子。  

本文至此已由禪法的角度說明了本龕為何在主尊坐像外另造二立像，

以其為由坐而起的立像，故立佛頭背光上的特徵皆與坐像同。另外據筆者

1992 年至現場的觀察，在二立佛外側的一尊旁發現了「阿彌陀佛」的題榜，

與坐姿主尊相同，如此更進一步地說明二立佛與無量壽佛龕是在同一造像結

構之內。  

在整個 169 窟的造像中，本龕一無量壽坐佛搭配二立佛的格局尚有其

他的例子。緊接北壁 7 號二立佛的北側，尚有一舖殘存之一坐佛二立菩薩之

三尊彩繪造像（圖十八），據筆者 1992 年至現場之觀察，其右脅侍菩薩像之

榜題為「大勢至」，則全舖造像推測應是以阿彌陀佛為主尊的西方三聖像。

此三尊造像上有一小平臺，據筆者的觀察，其上尚殘存二尊立佛的足部（共

四足，圖十九），與無量壽佛龕具有相同的造像結構。  

了解本龕佛像的結構及其佛光中造像的內容，將有助於解開北魏雲岡

石窟及龍門石窟的相關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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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八  炳 靈 寺 169 窟 北 壁 7 號 二 立 佛 北 側 之 「 彌 陀 三 聖 」 彩 繪 像  

 
 
 
 
 
 
 
 
 
 
 
 
 
 
 
 
 
 
 

圖 十 九  圖 十 八 造 像 上 方 之 殘 存 二 立 佛 足 跡  

結 論  

三、四世紀的西北印佛教已完成了以釋迦佛為中心的論典、造像及念

佛三昧禪法，並開始形成以釋迦佛過去世「本生」故事為基礎，偏重在救度

眾生的「菩薩思想」。「菩薩思想」的出現代表了當時的佛教已經體察到原有

部派佛教自利修行的不足，佛教應該如釋迦佛過去的本生故事一般投入救度

芸芸的苦難眾生，這便稱作「菩薩」。  

但救度眾生的事談何容易，在茫茫大海中，菩薩的能力在部派佛教的

基礎下如何進一步擴充？擴充到能夠幫助無量無邊的眾生。菩薩對眾生的救

度應朝怎樣的方向努力，才能讓眾生實際獲得利益？而不致到頭來一事無

成。菩薩的出發點雖好，但橫在眼前的是一個無比艱辛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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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三世紀的龍樹得到「雪山」附近「龍宮」內大乘經典的幫助，成

功地在《大智度論》中以「般若」的法要來開展原來部派的行持方法而形成

「法身觀」，使原來行持的能力擴大至能幫助無量無邊的眾生。同時並指出

菩薩唯有形成「淨土」，才能實際地幫助眾生，使其獲得實樂。  

龍樹這種大方向的指導，獲得中亞地區（阿富汗及新疆）佛教學者與

禪者具體的實踐。他們依著龍樹所指引的方法，將原來西北印地區部派的「五

門禪法」轉變為「菩薩五門禪法」，並在實際有益眾生的「四無量心」禪法

中銜接上了淨土的形成。但中亞禪者的努力尚不止如此，中亞禪者在形成淨

土學的同時，也將當時北傳重要的二系思想－《般若》與《十住》加以融合。

《般若》所形成的「法身觀」將西北印「念佛三昧」中的「法身觀」進一步

加以提升，作為菩薩至十方世界化度眾生成就淨土的能力基礎。同時將成就

淨土的整個因地行與《華嚴經》系菩薩成就佛道的《十地經》，在目標與方

法上合而為一。  

結合三、四世紀西北印、中亞的禪法與《般若》、《華嚴》及龍樹論書

所孕育而成的淨土學成為北傳最富特色的標誌之一，以《涅槃經》及無著、

世親唯識論所籠罩的中印度，愈來愈出現明顯的對比。  

北傳「淨土學」的完成代表紀元以後出現在西北印的「菩薩思想」終

於找到了究竟的實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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