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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大乘佛典譯介進入中國後，其中的觀念開始滲透並被借用到

中國本土的經典，最明顯的就是古靈寶經。本文即在佛道的

脈絡下探討大乘觀念在靈寶經中的借用與轉化，從古靈寶經

的內容當中探討靈寶經典當中的大乘經典觀，並試討論靈寶

經如何建立靈寶的大乘經典，並在中世紀佛道交涉的脈絡當

中探討靈寶大乘觀的形成。試著去了解在四世紀到五世紀的

中土佛教與道教如何去詮釋與理解「大乘」，這種考察不但

可以幫助我們理解中世紀的中國如何理解印度中亞的宗教概

念，更可以幫助我們了解這些概念如何被中國人所吸收與轉

化，進而滲透到佛教以外的宗教，從而建立一種新的經典

觀。此研究議題也開展了當代佛道交涉研究的新面向，使我

們可以從這個案例來重新思考佛教的「漢化」與佛道「融

合」的議題。本研究將從幾個面向作分析，其一，分析鳩摩

羅什以前對大乘的觀念在不同的翻譯經典當中有種種意義的

考察；其二，古靈寶經當中大乘的觀念以及使用「大乘」之

脈絡；其三，靈寶經中的大乘觀念如何轉化佛教中的大乘意

涵，成為一種普遍救度、公開傳授的教化或經典；其四，古

靈寶經的大乘意涵與江南佛教譯經之關係，探討焦點集中在

靈寶經與無量壽經系之關係，而靈寶經典的救度觀也因無量

壽經系而在型態上有所轉變，轉而強調誦經功德，並透過誦

經而達到普遍救度的功效，從而也建立了靈寶大乘經典的型

態。本文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在佛道交涉的研究議題上繼

續深化並擴展新的面向。本文對過去學界對大乘觀念的認知

展開反省，並重新檢視「大乘」一詞在經典中的使用；對於

古靈寶經當中的大乘觀念作進一步考察，同時思考古靈寶經

的救度觀，重而來界定道教的大乘經典觀。本文從靈寶經大

乘觀來審視不同面向的佛道交涉觀點，以提供佛道交涉研究

新的視角。 

中文關鍵詞： 道教、靈寶經、大乘、《度人經》、救度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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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計畫試圖從古靈寶經的內容當中探討靈寶經典當中的大乘經典觀，並在中世

紀佛道交涉的脈絡當中探討靈寶大乘觀的形成。眾所周知「大乘」是佛教的觀

念，在佛教最初譯介經典進入中國時，就已經存在「大乘」的觀念。學界對大

乘佛教的興起的研究已經有很可觀的成果，這些成果也多借用漢譯佛典來進行

印度大乘佛典運動的重構。1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佛教經典被翻譯至中國時，印

度與中亞正流行大乘佛典，因此漢譯佛典並未經歷從原始佛典到大乘佛典的過

程，而是直接接受了當時傳布的佛典，其中包含不同部派的佛典，當然最可觀

的還是大乘佛典。2

    國際學界在佛道交涉方面已經有相當的研究成果，此領域目前的研究多以經

典文獻為基本素材，從各種宗教文獻之中去探討佛教道教之術語、概念、教義、

宇宙觀、救贖論等之借用與轉化，從而研究佛教語彙如何呈現與運用於道教經

典中，以及佛教又如何借用與詮釋道教語彙。從這種現象檢視兩種文化在中國

本土的交流與轉化。不過，在方法論上仍有諸多可以探討之處，學者討論佛教

如何「影響」道教或者是佛教的「中國化」，但忽略兩者在實際上更為複雜細

緻的交融滲透、磨合和轉化，也因此忽略信仰者及信仰現象。最早致力此領域

研究的是許理和(Erik Zürcher)，許理和以中古佛教研究為基礎，除探索早期來

自中亞的佛教經典如何被中國人所翻譯吸收，並研究佛教對道教的「影響」，

認為佛道的區別看似兩個互不相涉實體，但表面以下卻有很複雜的連繫與交流。

例如以末世思想為主題，研究《月光童子經》和《首羅比丘經》這兩部體現了

中古時期佛道揉雜的信仰狀態。

在大乘佛典譯介進入中國後，其中的觀念開始滲透並被借用

到中國本土的經典，最明顯的就是古靈寶經。本計畫即在此脈絡下探討大乘觀

念在靈寶經中的借用與轉化，並試討論靈寶經如何建立靈寶的大乘經典，此研

究議題也開展了當代佛道交涉研究的新面向。 

3

                                                        
1 Daniel Boucher, Bodhisattvas of the Forest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ahāyā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Jan Nattier, A Few Good Men: The Bodhisattva Path According to 
the Inquiry of Ugr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Paul Harrison, “Searching for the 
Origins of the Mahāyāna: What are we looking For?” Eastern Buddhist, n.s. 28.2 (1995), pp. 48-69; 
“How the Buddha Became a Bodhisattva,” in Donald S. Lopez, Jr. ed., Buddhist Scriptures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pp. 172-184.  

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 則指出一些表面上看

2 Erik Zürcher, “Han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 In Thought and Law in Qin and Han China: 
Studies Dedicated to Anthony Hulsewé on the Occasion of His Eightieth Birthday, edited by W. L. 
Idema and E. Zürcher, Leiden: E. J. Brill, 1990: 158-182;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m.”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2): 161-176; “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s,” in Koichi Shinohara and Gregory Schopen eds., From Benares to Beijing: 
Essay on Buddh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in Honour of Prof. Jan Yun-hua. Oakville, Ontario: Mosaic 
Press, 1991: 277-304. 
3 Erik Zürcher, “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 T’oung Pao, vol. LXVI, 1980, pp.84-147. Erik 
Zürcher, “Late Han Vernacular Elements in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nslation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2.3 (1979): 177-203.“Han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 In 
Thought and Law in Qin and Han China: Studies Dedicated to Anthony Hulsewé on the Occasion of 
His Eightieth Birthday, edited by W. L. Idema and E. Zürcher, Leiden: E. J. Brill, 1990: 158-182.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m.”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2): 161-
176.“A New Look at the Earliest Chinese Buddhist Texts,” in Koichi Shinohara and Gregory Schopen 
eds., From Benares to Beijing: Essay on Buddh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in Honour of Prof. Jan Yun-
hua. Oakville, Ontario: Mosaic Press, 1991, pp. 277-304; “Eschatology and Messianism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W.L. Idema ed., Leyden Studies in Sinology: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held in celebration 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Sinological Institute of Leyden University, 
December 8-12, 1980. Leiden : Brill, 1981;“Prince Moonlight: Messianism and Eschatology in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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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相同的語彙，例如「輪迴」、「三界」、「十方」等，在佛教脈絡中意涵往

往有別於道教，從這角度更細緻地比較了佛道對報應、救度、宇宙等觀念的不

同概念，提醒研究者不應單從語彙的表面上談論「影響」。4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 關注過去受忽略的所謂「疑偽經典」，也就是在漢地成立的佛典，

這些被長久忽略的文獻展現中古漢地如何以其獨有的方式來理解並轉化佛教。5

而九○年代後許多佛教學者也開始關注在此研究課題。其中太史文(Stephen 
Teiser)多年來的著作秉持其對漢地民間信仰如何理解並轉化佛教觀念與思想，

持續對不同議題展開討論。6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 以中世紀文獻為材料，

尤其專注於古靈寶經典，分析佛教道教的相互借用與轉化，將重點放在隨著佛

教經典而進入中國的印度、中亞思想如何被本地的道教經典所轉化與再呈現，

並把焦點放在佛、道的相遇、交會和相互借用、滲透上。7 柏夷的研究也促使

學界思考將「佛教」、「道教」視為互不滲透的實體所帶來諸多限制與危險，

同時指出以往佛教「影響」道教說法的框架缺陷，並正視道教自身主動借用、

轉化其中內涵的自主性。8對佛道交涉的方法論作反省的相關研究還有沙夫

(Robert Sharf)，其研究以漢地成立的佛典《寶藏論》為基礎，討論其中呈現複

雜的佛道交融現象。9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T’oung Pao 68.1-3 (1982): 1-75. 

而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r)長久以來亦持續探討佛道教經

典的交涉關係，同時涉及圖像研究，並將其多年研究集結成書。此書的出版也

4 Isabelle Robinet, “Notes préliminaires sur quelques antinomies fondamentales entre le bouddhismeet 
le taoïsme.”Lionello Lanciotti, ed., Incontro di religioni in Asia tra il Ⅲ e il Ⅹ secolo d. C. Firenze, 
Leo S. Olschki Editore, 1984, p.217-42. 
5 Michel Strickmann, “The Consecration Sutra: A Buddhist Book of Spells,” in Robert E. Buswell, ed. 
Buddhist Apocrypha in East Asia and Tibe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75-118. 
6 例如太史文(Stephen Teiser)的 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和 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以及 Reinventing the Wheel: Pictures of Rebirth in 
Chinese Buddhism.(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Robert E. Buswell, ed., Buddhist 
Apocrypha in East Asia and Tibe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7 Stephen R. Bokenkamp,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in Michel Strickmann,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r of R.A. Stein. Bruxelles: Instute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vol. 2, 
1983, pp. 434-486. Stephen Bokenkamp, “Stages of Transcendence: Bhūmi Concept in Taoist 
Scripture,” in Robert E. Buswell, ed. Buddhist Apocrypha in East Asia and Tibe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119-147. Stephen Bokenkamp. “Time after Time: Taoist Apocalyptic 
History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Asian Major 3. Vol. VII (1994): 59-88; Ancestors and 
Anxiety: Daoism and the Birth of Rebirth in China. California, 2007; “The Viśvantara-jātaka in 
Buddhist and Daoist translation,” Benjamin Penny ed. Daoism in History—Essays in honour of Liu 
Ts’un-y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56-73; “The Prehistory of Laozi: His Prior 
Career as a Woman in The Lingbao Scriptures.” Cahiers d’Extrême-Asie 14: In Memoriam Isabelle 
Robinet edited by Monica Esposito & Hubert Durt, 2004, pp. 403-421; “Lu Xiujing, Buddhism, and the 
First Daoist canon.” in Scott Pearce, Audrey Spiro and Patrica Ebrey ed.,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200-6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 
2001), pp.191-99; “The Silkworm and Bodhi Tree: The Lingbao Attempt to Replace Buddhism in 
China and Our Attempt to Place Lingbao Daoism.” I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Volume I,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 edited by John Lagerwey (Hong Kong and Pari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04), pp. 317-139; “The Yao Boduo Stele as Evidence for 
“Dao-Buddhism.” Cahiers d’Extreme-Asie, Vol. 9, Kyoto (1997), pp. 55-67; “Stages of Transcendence: 
Bhūmi Concept in Taoist Scripture,” in Robert E. Buswell, ed. Buddhist Apocrypha in East Asia and 
Tibe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119-147. 
8 Robert Campany, “Buddhist Revelation and Taoist Translation in Medieval China,” Taoist Resources 
4.1(1993), pp. 1-2；以及“Making Scenes: Disciplines of Visualizat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發表

於「中國文人生活之道與藝：自我技術之探討」研討會，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7。 
9 Robert Sharf,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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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佛道交涉的研究推向一個更寬廣的面向。10近來日本、大陸和臺灣學界也開

始出現相關的研究，中文學界學者則以李豐楙、李養正、蕭登福與劉屹為

主。11

 
 

二、研究計畫之目的與重要性 
 
    本計畫擬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在佛道交涉的研究議題上繼續深化並擴展新

的面向。首先，本文對過去學界對大乘觀念的認知展開反省，並重新檢視「大

乘」一詞在經典中的使用；其次，對於古靈寶經當中的大乘觀念作進一步考察，

同時思考古靈寶經的救度觀，重而來界定道教的大乘經典觀。最後，本文從大

乘觀來審視不同面向的佛道交涉觀點，以提供佛道交涉研究新的視角。 
    本計畫試著對大乘觀念作不同層面的考察，了解在四世紀到五世紀的中土佛

教與道教如何去詮釋與理解「大乘」，這種考察不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世紀

的中國如何理解印度中亞的宗教概念，更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些概念如何被中

國人所吸收與轉化，進而滲透到佛教以外的宗教，從而建立一種新的經典觀。

進一步我們可以從這個案例來重新思考佛教的「漢化」與佛道「融合」的議題。

這個研究試圖說明，也許單純地談論融合(Syncretism)或只是貼上融合標籤未能

真切地說明中古時期佛道交涉的實際情況，但是透過經典內容的詳細分析可以

窺見一個概念如何在不同層面逐漸被借用轉化，並在不同脈絡中呈現，進而建

立新的經典型態與救度之道。 
 
 
三、重要文獻檢討 
 
         學者許理和(Erik Zürcher)在其著名的論文〈佛教影響早期道教〉當中論述

「複合借用」(Complex Borrowing)時，已經討論到佛教大乘經典當中對眾生的

關懷與救度已經在靈寶經當中有所體現，其中許多靈寶經用到了「誡」、

「念」、「願」、「愍濟群生」、「慈愛廣救」、「廣開橋樑」、「咸得度

脫」…等等。許理和認為這些概念可以在佛教經典中的「菩薩戒」找到其根源。

從靈寶經典當中來看，「小乘」所代表的多是指個人性的救度，而「大乘」是

「先度人，後度身」，許理和即引用《洞玄靈寶本行因緣經》當中葛玄的回應

                                                        
10 見 Christine Mollier, Buddhism and Taoism Face to Face: Scripture, Ritual, and Iconographic 
Exchange in Mediev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 
11 相關論著，如李豐楙，〈六朝道教的終末論──末世、陽九百六與劫運說〉，《道家文化研究》

第 9 輯，1996，頁 82-99；〈六朝道教的度救觀：真君、種民與度世〉，《東方宗教研究》新五期，

1996，頁 138-160。蕭登福，《道教術儀與密教典籍》(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1994)。蕭

登福，《六朝道教靈寶派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8)。王承文，〈古靈寶經定期齋戒

的淵源及其與佛教的關係〉，《華林》第 2 卷（2002），頁 237-269；〈從敦煌本古靈寶經兩部佚

經論中古早期道佛關係〉，收於《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31-
137。劉屹，〈《笑道論》引用道典之書志學研究〉，《天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257-295。Livia Kohn, Laughing at the Tao—Debates among Buddhists and Taoists in Mediev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41.李養正，《佛道交涉史論要》(香港：香港道

教學院，1999)。日本方面如神塚淑子，〈六朝道經中的因果報應說與初期江南佛教〉，《道教與

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1 年），頁 181-202；，〈《海空智藏經》

與《涅槃經》—唐初道教經典的佛教受容〉，《日本東方學》1，2007，頁 98-132。另可參考拙

作〈聖典與傳譯：早期道教天書傳統與翻譯〉，《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9(2007)，頁 18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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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此處許理和認為「大乘」「小乘」的對應關係在道教已經有所轉變，而

成為「度己」與「度人」的對應；「外在形式」與「內修」的對應；「方術」

與「道德誡律」的對應關係。12柏夷(Stephen R.  Bokenkamp) 從古靈寶經典分

析佛教道教的相互借用與轉化，探討佛教經典與思想如何被本地的道教經典所

轉化與再呈現，將研究重點置於佛、道的相遇、交會和相互借用、滲透上。13

王承文與蕭登福則探討靈寶經中有關齋儀、講經、懺儀中的大乘佛教影響。14

    從前輩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大乘佛典在靈寶經中，尤其是仙公係的經典中已

經有諸多的借用與轉化。而這種借用與轉化在元始系經典已經有所體現。筆者

認為這種借用與轉變了部分靈寶經的型態，甚至轉化了「經典」的本質。而這

種轉變的開始最重要的就是《度人經》。 

 

    大乘觀念在四世紀後葉到五世紀初時期的傳布影響到靈寶經的經典界定， 
同時也牽涉到對靈寶經的時代界定。對於靈寶經的大乘觀念，小林正美的研究

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小林正美認為，佛教大乘主義的興起是在鳩摩羅什譯出大

乘經典之後。而鳩摩羅什是在弘始三年(401)入關，於弘始六年(404)翻譯《摩

訶般若羅蜜經》，弘始七年(405)翻譯《大智度論》，弘始八年(406)翻譯《法

華經》、《維摩詰所說經》。而僧肇於弘始九年(407)注釋《維摩詰所說經》。

因此小林正美推測道教開始倡導大乘主義最早也不可能超過弘始九年。15

    這種大乘主義的觀念主要受到日本學者橫超慧日、道端良秀的影響，

在這

個基礎上，小林正美進一步推測，大部分的古靈寶經都是在大乘主義成熟後才

出現的。 
16

                                                        
12 Erik Zürcher, “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 pp. 133-135. 

在大

乘主義的觀念下，小林正美對時代的論斷背後隱含著幾個觀念：其一，弘始九

年以前中國人並不理解大乘主義；其二，鳩摩羅什入華譯經以後，大乘主義的

13 Stephen R. Bokenkamp, “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in Michel Strickmann, ed.,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r of R.A. Stein. Bruxelles: Instute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vol. 2, 
1983, pp. 434-486. Stephen Bokenkamp, “Stages of Transcendence: Bhūmi Concept in Taoist 
Scripture,” in Robert E. Buswell, ed. Buddhist Apocrypha in East Asia and Tibe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119-147. Stephen Bokenkamp. “Time after Time: Taoist Apocalyptic 
History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Asian Major 3. Vol. VII (1994): 59-88; Ancestors and 
Anxiety: Daoism and the Birth of Rebirth in China. California, 2007; “The Viśvantara-jātaka in 
Buddhist and Daoist translation,” Benjamin Penny ed. Daoism in History—Essays in honour of Liu 
Ts’un-ya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56-73; “The Prehistory of Laozi: His Prior 
Career as a Woman in The Lingbao Scriptures.” Cahiers d’Extrême-Asie 14: In Memoriam Isabelle 
Robinet edited by Monica Esposito & Hubert Durt, 2004, pp. 403-421; “Lu Xiujing, Buddhism, and the 
First Daoist canon.” in Scott Pearce, Audrey Spiro and Patrica Ebrey ed.,Culture and Power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realm, 200-6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 
2001), pp.191-99; “The Silkworm and Bodhi Tree: The Lingbao Attempt to Replace Buddhism in 
China and Our Attempt to Place Lingbao Daoism.” I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Volume I,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 edited by John Lagerwey (Hong Kong and Pari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04), pp. 317-139; “The Yao Boduo Stele as Evidence for 
“Dao-Buddhism.” Cahiers d’Extreme-Asie, Vol. 9, Kyoto (1997), pp. 55-67; “Stages of Transcendence: 
Bhūmi Concept in Taoist Scripture,” in Robert E. Buswell, ed. Buddhist Apocrypha in East Asia and 
Tibe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119-147. 
14蕭登福，《六朝道教靈寶派研究》(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8)，頁 537-721。王承文，〈古

靈寶經定期齋戒的淵源及其與佛教的關係〉，《華林》第 2 卷（2002），頁 237-269；〈從敦煌本

古靈寶經兩部佚經論中古早期道佛關係〉，收於《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北京：中華書局，

2002)，頁 31-137。 
15 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頁 153-155。 
16 橫超慧日，《中國佛教 の研究》第一、第二(京都：法藏館，1958; 1971)；道端良秀，《中國佛

教史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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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才開始正式被引介進入中國；其三，中國人真正理解大乘主義是在鳩摩羅

什所指導的沙門如僧叡、道生、僧肇、慧觀等，並將大乘主義呈現在他們的著

作當中；其四，靈寶經是受到大乘思想的刺激，作為道教的大乘經典而被作成

的，因此作為大乘經典的靈寶經必然是在中國人理解大乘主義之後，受到啟發

而被創作出來的。 
    本計畫試著對以上幾點作考察，試著去了解在四世紀到五世紀的中土佛教與

道教如何去詮釋與理解「大乘」，這種考察不但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世紀的中

國如何理解印度中亞的宗教概念，更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些概念如何被中國人

所吸收與轉化，進而滲透到佛教以外的宗教，從而建立一種新的經典觀。進一

步我們可以從這個案例來重新思考佛教的「漢化」與佛道「融合」的議題。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之研究方法主要採文獻比較分析研究法。而研究上集中於佛教文獻與

古靈寶經文獻兩個主軸，分別作文獻整理，並進行比較分析。在大乘佛典與古

靈寶經此二主題之上，本計畫將進行三個面向的比較研究。 
1. 首先，我們先考察是否在弘始九年以前是否並無大乘觀念的引入？本計畫將

針對五世紀以前的佛教譯經作考察。從早期的佛教譯經當中，我們可以發現

「大乘」的用法並不是很統一，這一點小林正美已經有所洞察。本計畫將從更

廣的層面去探討「大乘」的意涵。從現存五世紀以前的佛教翻譯經典來看，其

中有關大乘大致可分為幾種類型，以下即透過初步考察將這幾種類型列出：其

一，大乘指「道」，通常指佛道、佛法；其二，大乘作為「佛名號」；其三，

大乘指「菩薩行」、「菩薩道」；其四，大乘指「一乘」、「佛乘」，相對於

小乘、聲聞、緣覺等。本計畫將從《大正藏》當中考察五世紀以前之文獻，試

圖證明在西元五世紀以前，佛教譯經當中的大乘雖然意涵多元，儘管如小林所

言，有些經典本身係屬「小乘」系佛典，卻聲稱其修法為「大乘」，顯示其

「大乘」的意義還是相對的不明確，但是更多翻譯經典已經清楚呈現「大乘」

的意旨，尤其在許多經典當中，大乘是在聲聞、緣覺的脈絡當中被區分開來，

並且強調大乘優於小乘，從而建立了大乘至上的價值觀。不過，這些翻譯經典

是否被當時的人所了解，進而可以將其中的觀念轉借到佛教以外的典籍？是否

當時的人必須在充分理解大乘與小乘教理的差別，從而信奉大乘，也就是在日

本學者橫超慧日、道端良秀提出所謂「大乘主義」的興起以後，才有能力從佛

典中借用這些觀念？這些都是本計畫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2. 靈寶經是否真是在佛教大乘主義，尤其是在鳩摩羅什及其弟子理解的大乘觀

念傳布影響下，而被創作出來，作為道教大乘經典？這一點是以下探討重心。 
    首先，我們先探討「大乘」在古靈寶經當中的用法，探討其經典脈絡中所呈

現的「大乘」究竟是何意涵？綜覽古靈寶經，無論是元始系經典或者是仙公系

經典，實際上在經典內文當中提到「大乘」的並不多。尤其是當前學者公認屬

於古靈寶經中較早成立的經典諸如《赤書五篇真文》與《度人經》等，其經文

當中皆未出現「大乘」。換言之，早期較重要的靈寶經並未用到「大乘」一詞。 
    但是並不能否認在諸多古靈寶經當中仍用到「大乘」一詞，不過仔細分析這

些對「大乘」的使用可以發現，所謂的「大乘」在古靈寶經當中並沒有一貫的

用法，甚至可以說這些對「大乘」的概念是分歧的。以下先針對這些文獻作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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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大乘」在古靈寶經中可被描述為一種境界；此外，靈寶經當中「大

乘」也代表一種教化，或指一種至高的教法，從教法當中，成為一種心可以依

止、追隨、發心的教理教義，從而可以達至仙道之境。大乘可進一步指涉經典，

代表一些可以使修者透過轉經、朝禮而達致真人的經典。古靈寶經對大小乘的

論述可以呈現不同的經典脈絡之中，進而形成不同觀點的界定與意涵。本計畫

將從古靈寶經當中整理出以上幾個類型。而《三天內解經》或許可以當作一個

參照點，比對靈寶經對大小乘的理解，提供我們作為了解靈寶大乘觀的參考。 
 
3. 如果較早期的古靈寶經未用到「大乘」一詞，是否可以論斷早期的古靈寶經

根本沒有與「大乘」思想相關的概念呢？本計畫認為並不可以如此論斷。早期

的古靈寶經雖未用到「大乘」一詞，但是在救度觀上面已經出現很大的改變，

其中已經從大乘佛典借用了許多的觀念並加以轉化。 
    《度人經》雖然未用到「大乘」一詞，但是已經從大乘佛典引入許多新的元

素，並開展出一套新的救度之道。不過這些觀念並非一定要在鳩摩羅什來華以

後才開展出來。相反的，在鳩摩羅什來華以前這些觀念就已經在南方傳布。在

此，本計畫要透過比較《五篇真文》、《度人經》與鳩摩羅什來華以前無量壽

佛經系(Sukhāvatīvyūha-sūtra)，17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支謙的《佛說阿彌陀三耶

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T362)，以及少數其他諸佛典，來論證《度人經》

在佛教無量壽佛經系的基礎上開展出新的救度之道，而這種開展很可能在鳩摩

羅什譯經以前就已經在進行。其次，之所以要探討《度人經》與無量壽佛經系

的關聯，也是透過其思想與觀念的借用，來進一步探討道教經典從《五篇真文》

到《度人經》經典型態的典範轉移，從真文與符命的崇拜與運用轉而向誦經的

救度之法。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計畫在國際佛道交涉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擬開展出的研究題材與

觀點。學術界在探討佛道教交涉的情形，乃至在討論靈寶經對佛教大乘經典的

借用時，常會用到宗教融合的概念。不過，宗教融合能否適切地運用在古靈寶

經對大乘佛典的借鑑上，實際上仍有疑問。首先，對於「融合」(Syncretism)這
個概念的有效性，學界就有著許多反思。學者諸如貝琳(Judith Berling)或卜正

民(Timothy Brook)皆對融合作了深入的分析，分析對象則以明清宗教最為普

遍。18不過，就如同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所說的，只要談到宗教融合，學

界就以明清時期中的三教合一為研究對象，但忽略了在六朝時期佛教與道教就

已經面臨各種宗教融合的問題。19

    透過本計畫對文獻的分析，期望可以再次檢視本計畫所提出來的幾個觀點，

重新思考我們過去對靈寶經中的大乘觀念，並進而審視四至五世紀間道教經典

 

                                                        
17 參照 Tanaka Kenneth 著，《中國淨土思想的黎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1-22。  
18 Judith Berling, The Syncretic Religion of Lin Chao-e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4-31; Timothy Brook, “Rethinking Syncretism: The Unity of the Three Teachings and their Joint 
Worship in Late- Imperial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1 (1993), pp. 13-44.    
19 Michel Strickmann, “The Consecration Sutra: A Buddhist Book of Spells,” in Robert E. Buswell, ed. 
Buddhist Apocrypha in East Asia and Tibe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7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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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型的轉變。希望由本計畫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靈寶經對大乘觀念的借用並

非是一種直線式的序列過程，不必然是在鳩摩羅什譯介大乘佛典，並且在鳩摩

羅什所指導的沙門如僧叡、道生、僧肇、慧觀等完全吸收大乘主義的觀念，並

將大乘主義呈現在他們的著作當中，在這種情況下靈寶經的作者才開始借用大

乘思想，將靈寶經作為道教的大乘經典創作而成。 
    實際上，從整個古靈寶經當中我們看不出任何有關鳩摩羅什所倡導的大乘義

學的理解或回應。相反的，本計畫期望推測，靈寶經可能早已經開始借用佛教

大乘的觀念，而這種借用常常是零散、片面、漸進的，而名相的借用也常常在

各種不同的脈絡當中被轉化，使得該名相在整個靈寶經當中的意義常是不連貫

的。此外，有許多的觀念或實踐也只是籠統借用自佛教經典當中菩薩行的種種

敘述，改寫而成為新的宗教實踐，這是對三、四世紀已經在江南流行之大乘佛

典的單純借用與回應。這當中有幾點特別值得關注：其一，弘始九年以前中國

人也許不理解鳩摩羅什以後所興起的大乘義學，但是對大乘的觀念確實在不同

的翻譯經典當中有種種意義的呈現，其中除了將大乘作為殊勝之道外，也不乏

將大乘視為菩薩道、佛道，而相對於聲聞、緣覺；其二，古靈寶經當中確實已

經有大乘的觀念，部分的古靈寶經也已經使用「大乘」，但是其中的義意多元，

也沒有十分明確的指涉。其三，靈寶經中的大乘已轉化佛教中的大乘意涵，成

為一種普遍救度、公開傳授的教化或經典。其四，古靈寶經的大乘意涵是直接

來自於江南佛教譯經，並不必然在鳩摩羅什入華譯經以後，大乘主義的觀念正

式被引介進入中國，並且在中國人真正理解大乘主義是在鳩摩羅什所指導的沙

門如僧叡、道生、僧肇、慧觀等將大乘主義呈現在他們的著作當中才可以借用。

其五，部分靈寶經典與無量壽經系關係較深，而靈寶經典的救度觀也因無量壽

經系而在型態上有所轉變，轉而強調誦經功德，並透過誦經而達到普遍救度的

功效，從而也建立了靈寶大乘經典的型態。而這種型態的建立有可能在所謂鳩

摩羅什之後的「大乘主義」建立以前，即已經傳布。本計畫期望透過文獻的詳

細分析來證明以上幾點。 
    另外，本研究計畫亦已撰寫為中文論文，稿件已投於國內期刊當中，目前已

出版，題目定為〈靈寶經中的大乘之道：論中古時期道教經典形態之轉變 〉，

發表於《成大中文學報》第 36 期，2012，頁 1-36。總體來看，本計畫之研究

成果豐碩，並頗受國際學界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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