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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經的出現略述 
 

林崇安 

（講於內觀教育禪林,2019.02.17） 

 

一、前言 
 

佛滅四百五十年（約西元前 50 年）起，諸菩薩摩訶薩本著願力

於印度應運出世，這是大乘佛法出現的主因，配合大乘經典的抄寫流

通，促成初期大乘的興起，也開始往北傳播。 

 

二、大乘佛法的出現 
 

（一）大乘經自述 

1.《佛說文殊師利般涅槃經》說︰ 

 

佛涅槃後四百五十歲，（文殊師利）當至雪山，為五百仙人，宣

暢敷演十二部經，教化成熟五百仙人，令得不退轉。 

 

此中的雪山五百仙人，指修行菩薩道的大乘行者，教導者是文殊

菩薩。 

2.《集一切福德三昧經》說： 

 

諸有菩薩敬法欲法，若有諸天曾見佛者，來至其所，從於佛所得

聞諸法，具為演說。 

 

3.《大寶積經•富樓那會》說： 

 

1.（得念比丘）於彌樓揵馱佛後第三百歲法中出家，以其本願宿

命智故，諸門句、陀羅尼句自然還得，以得陀羅尼力故，先未聞

經能為眾生敷演廣說，……。 

2.得念比丘臨命終時，還復願生此閻浮提，隨願得生大長者家，

名為耶舍，……於彌樓揵馱佛第四百歲，始年七歲出家為道，得

諸陀羅尼，……能為人說所未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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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經文直接敘述菩薩轉世後，以陀羅尼（總持）的力量，憶起

過去生中所學的菩薩法而弘法的例子。 

 

4.支婁迦讖（180 年頃）譯《道行般若經》說； 

 

「如是舍利弗！怛薩阿竭（如來）去後，是般若波羅蜜當在南天

竺；其有學已，從南天竺當轉至西天竺；其有學已，當從西天竺

轉至到北天竺，其有學者當學之。」 

 

說明：以上指出人間菩薩可以經由宿命智和陀羅尼力（總持力）傳出

大乘經典，或依天上菩薩的教導而傳出大乘經。南印出現的《般若經》

都傳到北印。 

 

 （二）達喇那他《印度佛教史》的記載 

 

1.文殊菩薩現比丘相，來到歐提毘舍（東印奧里薩邦）月護的家

中，說《八千般若經》。 

2.在迦濕彌羅結集不久，有五百名阿闍黎出世，如大德阿毘達盧

伽、羅怙羅蜜多羅、大優婆塞僧伽多羅等傳大乘法。西方的相馬王迎

請他們傳法並大量抄寫大乘經典。 

 

（三）菩薩出世時機 

西元前約 50 年，此時佛滅 450 年，菩薩們於印度出世，接著大

乘佛法傳往貴霜帝國統治的中亞。另一地區，大約西元前 4 年耶穌生

於羅馬帝國所管的猶太省耶路撒冷，而後有基督教的出現，313 年君

士坦丁大帝接納基督教。這是一特殊的弘揚菩薩精神的時機。 

 

三、大乘經的北傳到漢地 

 

西元前 50 年起，印度雪山、東部、南部、西方等地區都有大乘

經典的出現，並往北流通。 

西元 100 年，中亞地區大乘佛法已經興起。 

後漢桓帝（146-167）時，印度竺佛朔攜帶《道行般若經》梵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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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洛陽譯出（惜已失傳）。西元 180 年頃，靈帝年間，大月氏支婁迦

讖至洛陽，譯出多種大乘經：道行般若經、般舟三昧經、兜沙經、阿

閦佛國經，以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大阿彌陀

經）等等。 

注：大阿彌陀經，被誤為支謙譯，比對譯語和風格可知是支婁迦讖譯。 

 

四、初期大乘經的特色 
 

支婁迦讖所譯大乘經的特色： 

1.讚嘆菩薩行和發心成佛。 

2.宣揚六波羅蜜，並特別重視般若波羅蜜和大悲心。 

3.介紹他方諸佛和眾多菩薩的名號。 

4.般若、東方淨土、西方淨土等多種大乘法門，是同時出現。 

 

五、結語 
 

大乘佛法的起源，是源自菩薩眾的誓願利益眾生。菩薩眾於佛滅

四五百年後依本願力於印度出世，經由天上和人間菩薩的配合而傳出

大乘佛法，並傳往有緣的漢地。 

180 年頃，大月氏支婁迦讖至洛陽，譯出多種大乘經。 

260 年朱士行從長安赴于闐，是漢地最早西行求經者，抄有梵本

《放光般若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