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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彌勒的釋名  

彌勒是印度話彌勒帝隸、梅低黎等的譯音。這是他的姓氏，

名阿逸多。綜合起來譯成國語，為「慈氏無能勝」或「慈無能

勝」，因為彌勒菩薩在過去多生多劫中，他的修行，都側重在

「慈」心利物。偶爾現作國王身的話，也多用「慈」的政策來

化育萬民，這正適合我國堯、禹、湯、文、武、成、康、周公、

孔子以來傳統的「王道」，而「慈」的含義是「與一切眾生樂」。  

所以遠近香客一跨進山門，就見到「笑佛兒」，無形中就給你

一種愉快的印象。香客們的憂悶、嗔恨，受到菩薩的無言之

教，那能不化熱惱而為清涼呢？我想，彌勒菩薩之所以轉變

而為「笑佛兒」，就是從「慈」演繹而來。  

二、彌勒菩薩的身分  

彌勒是釋迦世尊座下的大乘弟子，曾經受過釋尊的記莂，

繼承釋尊的法王法位，為賢劫千佛之第五位佛。他在若干年後，

下降娑婆世界，在龍華樹下成佛，三會說法，度無量眾生。現

在呢？據彌勒上生經上說，卻後十二年，彌勒在釋尊滅度以前

而先行滅度；滅度以後，上生兜率天，住在兜率內院淨土中；

等待時節因緣一到，即下降人間。而迦葉尊者，正捧著釋尊的

傳法信衣——金縷袈裟——在雞足山入定，等候他呢！因此，

我們有時候又稱彌勒菩薩為「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實際上他

是一位等覺菩薩，又名補處菩薩。  

三、華嚴經上的彌勒菩薩  

華嚴經上以文殊為長子，普賢為少男，蓋一表大智，一表大

行。唯有智、行二門，方得證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而彌勒菩

薩在華嚴經上的地位，並不下於文殊和普賢。因為彌勒菩薩是

善財童子所參禮的五十三員善知識之一。如德生童子、有德童

女說：「有一廣大樓閣，名毘盧遮那莊嚴藏，從菩薩善根果報

生，⋯⋯。彌勒菩薩摩訶薩安處其中，為欲攝受本所生處父母、

眷屬及諸人民，令成熟故。」善財童子因他們的介紹而得參見

彌勒菩薩，獲得開示，即身而入彌勒樓閣，親見無數的妙好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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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使善財童子之身分與他相等。彌勒菩薩也曾對善財童子作

自我介紹說：「善男子！我從生處摩羅提國而來於此。善男子！

彼有聚落，名為房舍，有長者子，名瞿波羅。為化其人，令入

佛法，而住於彼。又為生處一切人民，隨所應化，而為說法，

亦為父母及諸眷屬、婆羅門等，演說大乘，令其趣入，故住於

彼，而從彼來。」又說：「我為成熟兜率天中同行天故，為欲

教化釋迦如來所遣來者，故此命終生兜率天，我願滿足得菩提

時，汝及文殊俱得見我。」  

四、法華經上的彌勒菩薩  

佛在說法華經之初，釋迦世尊兩眉之間放著白毫光明，遍

照東方萬八千佛土，而且大地忽然有六種震動。彌勒菩薩自己

對釋迦世尊的放光猜不透為了什麼。同時，在會的大眾，大家

都面面相視，似乎都在對釋尊這一突然的舉動——放光、動地

——表示疑慮。彌勒菩薩，為了打破此一疑團，鼓起勇氣，向

老前輩文殊菩薩請教。文殊乃以他過去世的經驗告訴他說：「這

是佛欲說法華經的徵兆。」過去世有佛，名日月燈明。文殊菩

薩是上首弟子，名叫妙光。日月燈明佛說完法華經以後，不久

即入滅了，將佛法咐囑妙光。不過妙光法師座下同時有一弟子，

名字叫求名，貪著利養。雖復讀誦眾經，而不通利，多遊族姓

之家，棄捨所習的本業。文殊菩薩說到這裡，很不客氣地說：

「你知道嗎？那個時候的妙光法師就是我，而求名菩薩就是

你。」  

五、瑜伽師地論上的彌勒菩薩  

大小乘十宗當中的法相宗，以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為其

根本經論。而瑜伽師地論卻是釋迦世尊滅度以後八、九百年之

間，阿瑜陀國的一位大乘菩薩，上生兜率天宮，請彌勒菩薩說

的。瑜伽論記卷一上說：佛滅後「九百年時，有出家士，名阿

僧佉，唐云無著」，應中印度阿瑜陀國國王邀請，於國之城西

五百里處，營立禪省。無著菩薩領數百人，止住其中，授以禪

法。無著為人，位登初地，證法光定，得大神通，事大慈尊，

請說此論。慈氏菩薩隨無著機，怪於夜分，從知足天降於禪省，

為說五論之頌。於時門人或見光明，不見相好，不聞教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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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相好，不聞教法；或有見相好而聞聲教者。然時代懸遠，名

既湮滅，唯有無著，天人共知，感慈氏化，堪受諸教。  

六、中國的彌勒菩薩  

(一 )南朝的傅大士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載：「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

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傅宜慈家，本名翕。梁

天監十一年，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

二十四歲，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為業。傅每得魚，沉竹籠水中而

祝曰：「願去者去，願留者留。」遠近鄰人，皆非笑之。會有

天竺僧達磨謂傅曰：「我與汝毘婆屍佛時同發大願。今兜率天

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傅臨水觀影，見大士圓光寶蓋。

大士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

急，何思彼樂乎？」嵩頭陀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

乃躬耕而居之。乃說一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

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有人竊盜他的菽麥、瓜果，他更送

他一隻籃，讓竊盜者裝載而去。日常躬耕，夜則行道，見釋迦、

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自言：「我得首楞嚴

定，當捨田宅，設無遮大會。」大通二年，唱賣妻子，得錢五

萬，以營法會。當時有一位慧集法師，聞大士法，竟得悟解，

嘗謂人曰：「我師彌勒應身耳！」大士恐其惑眾，予以呵斥。

大士致書梁武帝。帝迎之，見於同泰寺，往復辯論甚多。帝曾

請大士於壽光殿講金剛經，大士登座，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

頌。陳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遶連理樹行道，感七佛相隨，

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曰：「為我補處也。」

時有慧和法師者，不疾而終。嵩頭陀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

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花木，方

嘗秀實，忽然枯悴。太建元年己丑四月二十四日，示眾曰：「此

身甚可厭惡，眾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整地獄，卒

難得脫。當須懺悔！」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床。七日後，

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於此。」弟子問：「諸佛涅槃時，

皆說功德。師之發迹，可得聞乎？」大士曰：「我從第四天來，

為度汝等。次補釋迦。至於傅普敏是文殊，慧集是觀音，何昌

是阿難，同來贊助我也。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天來，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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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也。」言訖，趺坐而終。壽七

十又三。  

(二 )五代時候的布袋和尚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七上說：「明州奉化布袋和尚者，未詳氏

族。自稱契此。形裁腲脮、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

常用一枝禪杖，擔一布囊。凡是隨身應用的束西，都裝入囊中，

不管到什麼地方，看到東西，就向人乞討。那怕是魚肉，都在

所不忌。曾經臥在雪地之中，而雪不沾身。每遇到天將欲雨，

他就穿一雙濕漉漉的草鞋；或天將亢旱，他就穿一雙高厚的木

屣。居民往往看他腳上穿的，而占陰晴，百不失一」。因此，

大家都感到奇怪，而加以尊敬。保福和尚曾經問他：「如何是

佛法大意？」和尚放下布袋，叉手而立。又問：「是不是僅有

這些，還更有向上事沒有？」和尚提起布袋，便行。某日，和

尚在街頭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裡作麼？」曰：「待個人。」

僧曰：「來也！來也！」和尚曰：「汝不是遮個人。」僧曰：

「如何是遮箇人？」和尚雙手舒展，曰：「布施我一文錢。」

和尚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

白雲頭。」梁貞明二年丙子三月，和尚於嶽林寺東廊下，跏跌

而逝。逝前留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

時人自不識。」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仔細思量奈我何？

寬卻肚皮須忍辱，格開心地任從他。」其後，他州有人見和尚

亦負布袋而行。於是競圖其像，以充供養。民國十年至二十年

之間，上海王一亭居士善畫布袋和尚像。筆者三十六年在天童

寺藏經樓上，見佛龕後身，懸布袋和尚坐像，在左、右、前三

方視之，其目睛皆和看者相對。真神品也。  

(三 )故事式的彌勒菩薩  

大叢林裡的大齋堂，為僧眾早中二時進食的地方。在規矩

上必待開梆過後，各堂各寮口的僧眾，分別魚貫而入，向兩側

對面而坐。堂之中靠近屏門則設高座高案，以備方丈領眾應供，

而浙江天童山天童寺則不然，因為在某一任方丈時，中午開飯

時到，僧眾皆已就坐則方丈將到。管理齋堂的僧值師一看，法

座上有一位方面大耳僧，端坐其上，但不是方丈。嚇壞了，趕

快吆喝他下來。方面大耳僧置之不理，僧值無奈，疾以手指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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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他的耳朵，向下拖。誰知，他那耳朵，越拖越長。這時方丈

進堂了。方丈是有識之士，趕快喝止，疾命移借他處的椅桌，

安置在格子之內。於是，方丈與方面大耳僧，互相向而坐，一

齊進食。結齋偈唱過以後，方面大耳僧忽然不見。方丈遂命塑

彌勒像，供之案上，方丈內向坐，遂為定制。此為筆者三十六

年，在天童寺講圓覺經時所目覩。  

(四 )戴毘盧帽的彌勒菩薩  

筆者的故鄉泰縣，城內外有八家叢林。西門城內為西山白

雲寺，是應赴經懺的門庭。某一天的晚上，信徒請放燄口的人

家多了，僧眾人手不夠分配，維那師臨時到客單上看看，有沒

有人。正好看到有一位方面大耳、儀容莊嚴的客僧，在跏趺而

坐。維那師很客氣地告訴他的原委，請他參加某姓信徒家的施

食佛事，並且請他坐正臺主法。談口未及終了，而主法僧不見

了，可算神龍見首不見尾，猜疑一頓，也就罷了。誰知，第二

天的早晨卻發覺，頭山門彌勒菩薩頭上戴了毘盧帽，大家這才

驚異到是彌勒菩薩的顯靈，也許在開玩笑。自此以後，西山寺

的彌勒菩薩，就加塑了一頂毘盧帽，和寺裡十三層不露天的寶

塔，成為泰縣的古跡之，為遊覽者必遊之地。  

(五 )粉身碎骨、代眾生死的彌勒菩薩  

我們泰縣的城區，在社會上流行著一句歇後語——北山寺

的笑佛兒，「抬不進城」——，形容某一事物體積龐大的意思。

北山開化禪寺在北門外一里許，天王殿向南。泥塑彌勒佛尊像

一軀，的確碩大無朋，而且深具藝術價值。二十八年，日本飛

機第三度轟炸泰縣，北山寺的天王殿彌勒佛像被炸得粉碎。縣

城紳士們在四面楚歌、百無聊賴之中，常常以扶乩來消除苦悶。

在轟炸以前若干日，彌勒菩薩忽然降壇說：「我將以粉骨碎身

來代替百姓。」當時不解所謂。事後，有盧姓紳士，是北山寺

的護法，趕忙去北山寺，以這一靈異，告訴當時的方丈，方知

乃彌勒菩薩顯靈。  

(六 )菩薩護佑，日軍的炸彈沒傷到光孝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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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也奇怪，這一天敵機三架，鼻炸的目標是光孝寺、北山

寺、永寧寺。北山寺炸得最慘，而炸光孝寺的那枚炸彈，是在

空中爆開的，所以光孝寺的彌勒菩薩像，絲毫無損，祗有那一

丈多高的章馱神像，被震倒仆地，院中樹木被彈片割斷，和刀

切一樣，但沒有死傷一個人。光孝寺駐軍，有躲在天王殿上的，

警報解除以後，跑出來，都變成石灰店老板，渾身雪白。彌勒

龕上有副形容一團和氣的對聯，聯語說：「眼前都是有緣人，

相敬相親，怎不滿腔歡喜；世上儘多難耐事，自作自受，何妨

大肚包容？」人與人之間，完全由於愛和恨交織而成的一個複

雜的社會。假如拿如彌勒菩薩的大肚皮來容忍恨，來銷鎔恨，

使之統統都變成愛，那是多麼和合而歡喜的世界啊！  

好了！彌勒菩薩的事跡散在眾經之中，他的靈異更是遍佈

了全國。都如奉化、雪竇寺，就是有名的彌勒菩薩道場。篇幅

有限，彌勒菩薩應化事迹太多，現在祗就我親身聞知及所接觸

到的一些靈驗聖迹，簡介如右。  

按：當我將本集稿件收齊，交廠打印的當天夜裡，次日凌晨

三時許，忽然聽到神似先師祖南公聲音說了一句話：「要不要

寫一篇序啊？」我被這一句熟悉的語音驚醒了，看錶，時正三

點五十分。立即起身盥洗禮佛。隨後就想，南公老人想必也支

持我出這一本集，所以才來提示我。繼想，要寫序，請誰寫呀？

再一想，要不就到南公全集中找找看，老人生前有沒寫過有關

彌勒的文章。如果有，就用老人的文章代序吧。於是立即到書

橱中找到全集，乃信手抽出一冊，一翻，第二篇就看到老人寫

的「彌勒菩薩簡介」一文，我一時驚喜萬分，想不到南公會這

樣慈悲加持於我。乃立到複印機旁，印出該稿，準備付印。  

這篇文章是先師祖南公當年，應某一雜誌社新年號徵文而

寫的特約稿。其中蒐集有關彌勒菩薩的應化事跡，頗為詳實，

尤其故鄉三大寺彌勒大士的靈異，則為他方人士無由得知者，

因特敬錄於前，作為老人慈加序文，以廣介紹，並餉讀者。雲

水散人，乃南公之筆名。  

成一  

              節錄自成一和尚所著「彌勒菩薩淨土法門集」  

                     第二篇南公大慈神加序 -雲水散人遺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