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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的宗教學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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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大乘佛教中居於救贖核心的彌陀，在印度歷史上却因缺少遺跡

的留存無法確認，甚至因為西方要素的混入而被懷疑其正統性，故早期

的珊究每多集中在彌陀的超源問題，本論文則不擬介入彌陀超源的論

爭，試圖探討彌陀的原型為何的問題。

從阿彌陀佛的原語來看，如同阿彌陀佛的佛名所示，(1)無量光代

表如來在空間上的普遍性(2)無量為代表如來在時間上的永遠性，以光

明和壽命象徵如來的普遍性和永遠性，不僅是自原始佛教以來釋尊作為

佛陀的基本特質，也是大乘法身佛陀的共通理念。所以，(3)阿彌陀佛

就是以奪命無量、光明無量、清淨無量等無量義，表現出釋迦如來作為

真理（法）的體現者的普遍性側面，成為大乘法身佛陀的典型。

他方面，在彌陀的本生説語中，從類型的分析，可知其皆以大乘

的三世十方諸佛的相互關係為媒介，將彌陀和釋迦棓互關連、並再現釋

迦原貌；如是地，透過彌陀本生説語中所呈露的干絲萬縷的關連，他和

釋迦的關係就更加接近。尤其在法藏菩薩的本生說語裡，更可看到從彌

陀的出身以迄出家成道等，無一不是再現釋尊生涯的痕跡；在此之上，

將法藏菩蔬出世的時間，上溯到久遠的往昔—所謂神語的超源的時間，

確立彌陀的始源的地位。

最後作者提示：透過和釋尊對比的方式，追溯彌陀的根源性，可

明白彌陀作為元初佛的神語建構；而這也是為何在淨土思想中，彌陀

終於超越歷史的釋尊，成為以彌陀為本地、釋尊為應現說的理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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