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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從佛教的東亞變容看日本佛教 

中國文化大學 111 學年度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第 8 回，邀請到本校日

文系凃玉盞副教授以「從佛教的東亞變容看日本佛教」為題進行講課。講者首先以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發表的「全球宗教景觀」及日本每年發表的「宗教年鑑」為開場，

介紹佛教信仰者在美國、日本的分佈現況。接著從佛教的傳播、日本佛教與戒律、

日本淨土教的今生・來世三方面來陳述在東亞佛教的變容上看日本佛教的特色。 

 

佛教的東亞傳播 

佛教源於印度,傳播到全世界。傳至世界的主要途徑有往南的南傳佛教、往北

的東亞系佛教及西藏系佛教。其中以中國為源頭，傳至韓國、日本等維繫東亞長

達二千年的精神支柱和友好交往，形成了以大乘佛教為特色的漢語圈佛教，也稱

東亞系佛教。東亞系佛教以漢譯經典爲基礎，一般以中國智顗的「五時八教」法

重新整理佛説諸經的順序，即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戒律方面，

中國出家人受戒時以「法藏部」的四分律為基礎，同時受大乘佛教的梵網戒。 

講者在簡單帶出東亞系佛教源頭的中國弘傳經律的情形後，緊接著說明戒律

在日本的受容特色。 

 

日本佛教與戒律 

    戒律可說是佛教教團的生活公約，沒有戒律教團的組織難以成立。小乘戒規

範僧人日常的生活，大乘戒又稱菩薩戒，可説是修行者起心動念的理想指標。 

中國的鑑真（688-763）在日本傳授的也是法藏部的四分律。但日本佛教自最

澄(767-822)主張大乘佛教只需採用大乘戒無需小乘戒以來，日本佛教的戒律變鬆

散，成為後世僧人過世俗生活之契機。到了鎌倉時代法然(1133-1212)主張不論守

戒、破戒，只要念佛都可以往生後，實際上法然的教團中無視戒律的行爲，甚至

有所謂「造惡無礙」的橫行，一度成爲社會問題。親鸞(1173-1263)越後流罪時被

迫還俗，以此爲契機提倡「非僧非俗」，親鸞的「妻帶」生活，成爲真宗的特

徵。明治以後擴展到其他宗派，成爲日本佛教的特徵之一。 

 

日本淨土教的今生・來世 

    日本佛教經常被稱爲葬禮佛教(葬式仏教)。確實，用正統的佛教理論， 

無法充分說明日本葬禮佛教的死者禮儀。那麽、死後往生淨土的理論是如何被講

述的？淨土教文獻中的理論和實踐體系，重視今世獲得三昧；在民衆的信仰中，



重視來世往生的可能性。那麽、今世獲得三昧與來世往生淨土有何關連？ 

《般舟三昧經》是現存淨土經典中最早闡述今世獲三昧見阿彌陀佛的經典。

此類得「般舟三昧」見佛思想的發展，在中亞形成觀佛的修行法，其中又以《觀

無量壽經》（簡稱《觀經》）講述以阿彌陀佛爲對象的觀佛方法最普及。且《觀

經》巧妙地將今世的觀佛修行與來世的往生結合。 

隋的慧遠、智顗以「理觀」詮釋《觀經》，理觀的方向是將阿彌陀佛和淨土

視爲我們內心內在的東西來理解。與此相對，唐的善導(613-681)則視淨土存在於

心外的西方，有具體真實面貌的阿彌陀佛及其淨土。 

善導的解釋因爲容易理解，且容易實踐，所以在普及到民衆方面獲得了爆發

性的人氣。但善導的影響只持續了一段時間，不久理觀的修法又復活了。後世中

國佛教以禪淨一致爲主流，在修禪觀的同時也修念佛，形成希望來世生於淨土的

複合形態。 

在日本，理性觀佛的一面在法然之後明顯減弱。法然聲稱「偏依善導」，更

進一步主張口稱念佛以外的諸行，都是雜行，應該捨棄。如此一來、法然否定今

世的見佛覺悟，只關注來世往生，從而開創了全新的維度。又、法然的弟子親鸞

則進一步主張平生往生，認爲凡夫的往生行，阿彌陀佛已經幫我們修好了。凡夫

要做的就是相信阿彌陀佛，報恩念佛。親鸞的念佛觀，使念佛這個修行方法，從

尋求開悟的行變成救贖的行。 

    到了近代，來世思想迅速衰退。認爲無法用科學證明的來世，只不過是前近

代的迷信，嘲笑佛教的頑固及評判的動向越來越強烈。日本佛教界對此的回應，

認爲佛教本來是尋求現世的覺悟，來世論只是權宜之計。針對這樣的主張講者認

爲，必須重新找回來世的東西，在今世和來世的緊張中建立新的思想。 

 

（網頁連結：https://eurasia.pccu.edu.tw/index.php） 

（撰稿：凃玉盞  日文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