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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往生與九品官人

摘   要  西方淨土思想在傳入中國後，在被中國民眾了解的過程中也被不斷地進行
着重新詮釋與創造，最終依託“淨土三經”建立起完整的理論體系。其中
《觀無量壽佛經》作為中土偽經，結合中國本土的選官制度九品官人法而
創造出九品往生之法，將往生的等級定為九品，使得中國佛教的天堂觀念
中也出現了與人間社會相類似的等級劃分。這也是中國人根據本土元素對
外來思想進行理解與重新詮釋的結果，這一發展過程正是佛教中國化的一
個範例。

關鍵詞  佛教中國化；西方淨土；九品往生；九品官人

  姜霄 *

*姜霄，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後。

漢 末 以 降， 隨 着 大 乘 佛 教 經 典 的 傳 譯， 淨
土 思 想 逐 漸 普 及。 淨 土， 指 以 菩 提 修 成 之 清 淨
處所，為佛所居之所。 1 大乘佛教宣稱，東南西
北、 四 維 上 下 到 處 有 佛， 其 數 多 如 恒 河 沙， 每
一 個 佛 都 有 自 己 的 淨 土， 各 在 自 己 的 淨 土 教 化
眾生。如《彌勒上生經》中的兜率天淨土、《藥
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中的琉璃淨土、《大
寶 積 經 》 中 的 阿 閦 佛 東 方 妙 喜 淨 土、 以 及“ 淨
土三經”中的阿彌陀佛淨土等。 2 這些經典宣稱
淨 土 沒 有 污 染 雜 垢， 充 滿 歡 樂， 是 眾 生 死 後 最
理 想 的 去 處。 作 為 人 間 社 會 理 想 化 的 映 射， 不
同 淨 土 思 想 的 發 展 過 程， 也 是 被 中 國 信 眾 不 斷
進 行 詮 釋 與 選 擇 的 過 程。 在 眾 多 淨 土 信 仰 中，
西 方 淨 土 信 仰 通 過 提 出“ 稱 念 佛 名 ”， 依 靠 佛
的 願 力 往 生 這 一 簡 單 易 行 的 修 行 方 式 和“ 九 品
往 生 ” 這 一 等 級 分 明 的 往 生 機 制， 得 以 在 中 國
廣泛傳播。

關 於 西 方 淨 土 思 想 流 行 的 原 因 學 界 已 有 大
量 研 究 與 論 著， 如 賴 永 海、 廖 閱 鵬 等 從 經 文 教
義入手，認為往生西方淨土依靠佛的願力即可，
即 便 犯 五 逆 十 惡 的 罪 人 都 可 得 往 生， 在 修 持 方
式上具有優越性； 3 侯旭東則支持藤堂恭俊的觀
點， 認 為 僧 侶 在 宣 傳 西 方 淨 土 思 想 時 迎 合 了 大

眾 追 求 死 後 常 樂 的 心 理， 且 西 方 在 中 國 本 土 觀
念中有特殊意義，所以更為吸引人； 4 齊藤隆信
認 為， 至 六 世 紀 中 葉， 對 上 生 兜 率 天 與 往 生 西
方 淨 土 的 信 仰 混 雜 現 象 隨 着 兩 者 之 間 的 不 同 被
認 識 而 消 失， 乃 至 願 生 西 方 勝 過 願 生 兜 率， 其
原 因 在 於《 觀 無 量 壽 佛 經 》 的 漢 譯 使 西 方 淨 土
思想建立了完整的實踐體系。 5 眾多觀點中，齊
藤 隆 信 把 西 方 淨 土 思 想 的 流 行 歸 於《 觀 經 》 的
漢 譯， 因 為 該 經 將 因 行 與 果 報 一 一 對 應 明 確，
這 一 對 應 方 式 實 際 上 就 是《 觀 經 》 中 所 創 立 的
九 品 往 生 機 制。 在 這 一 機 制 中， 往 生 的 等 級 被
明 確 劃 分 為 九 等， 而 南 北 朝 時 期， 選 官 制 度 恰
好 也 定 為 九 品 官 人 法， 二 者 之 間 有 着 類 似 的 等
級劃分。

對 於 九 品 官 人 法 與 九 品 往 生 的 關 係， 學 界
早 已 有 所 認 識， 野 上 俊 靜、 末 木 文 美 士 等 人 在
分 析《 觀 經 》 的 創 作 背 景 時 即 認 定 九 品 來 自 於
中國本土元素，但未詳細展開論述。 6 因此，本
文 將 通 過 對 比 彌 陀 信 仰 的 主 要 經 典《 佛 說 無 量
壽 經 》《 佛 說 阿 彌 陀 經 》 和《 佛 說 觀 無 量 壽 佛
經 》 與 各 類 祈 願 文 中 對 死 後 往 生 的 描 述， 分 析
民 眾 對 西 方 淨 土 思 想 的 理 解， 並 考 察 九 品 往 生
與九品官人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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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級分明的往生機制

阿 彌 陀 佛  ， 梵 文 名 為 A m i t ā b h a、
A m i t a y u s，前 者 意 譯 為 無 量 光 佛， 後 者 意 譯
為無量壽佛，因其光明無量、壽命無量而得名。
西 方 淨 土 是 由 阿 彌 陀 佛“ 發 無 上 正 覺 之 心 ” 而
形成的“佛國清淨莊嚴無量妙土”， 7 又稱作西
方極樂世界。

早 在 東 漢 時 期， 阿 彌 陀 佛 信 仰 已 經 傳 入 中
國， 東 漢 月 氏 三 藏 支 婁 迦 讖（147－ ？） 所 譯

的 宣 傳 大 乘 禪 觀 的《 般 舟 三 昧 經 》 即 有 如 下 記
載：

佛告颰陀和：“……去此千億萬佛刹，

其國名須摩提，一心念之。一日一夜若七

日七夜，過七日已後見之。”……佛言：

“菩薩於此間國土，念阿彌陀佛，專念故

得見之。”即問：“持何法得生此國？”

阿彌陀佛報言：“欲來生者，當念我名，

莫有休息，則得來生。”佛言：“專念故

得往生。”
8

“須摩提”是梵語 Sumati 的音譯，本意是“幸
福 所 在 之 處 ”， 意 譯 即 為“ 極 樂 ”。 由 此 段 經
文可知，只要專心且不間斷地念阿彌陀佛之名，
就可以在死後往生阿彌陀佛所在的極樂世界。

但 是《 般 舟 三 昧 經 》 並 不 是 主 要 宣 傳 阿 彌
陀 佛 信 仰 的 經 典。 據 統 計， 現 存 的 大 乘 佛 典 中
含 有 稱 頌 阿 彌 陀 佛 內 容 的 約 佔 三 分 之 一， 是 所
有 淨 土 信 仰 中 最 多 的。 9 最 主 要 的 彌 陀 經 典 為
“ 淨 土 三 經 ”， 即 曹 魏 康 僧 鎧 譯 的《 佛 說 無 量
壽經》、後秦鳩摩羅什（344－413）譯的《佛
說 阿 彌 陀 經 》 和 劉 宋 畺 良 耶 舍（383－442）
譯 的《 佛 說 觀 無 量 壽 佛 經 》。 這 三 部 經 典 共 同
奠定了彌陀淨土信仰的基礎。其中《無量壽經》
側 重 於 解 釋 往 生 的 原 理， 即 依 靠 阿 彌 陀 佛 的 願
力；《 阿 彌 陀 經 》 側 重 於 宣 講 稱 名 念 佛 的 修 行
方 法 和“ 不 退 成 佛 ” 的 往 生 益 處；《 觀 無 量 壽
佛經》則是建立了九品往生的機制。

“ 淨 土 三 經 ” 中 較 早 傳 入 中 國 的 是《 無 量
壽 經 》， 該 經 有 多 個 譯 本， 其 中 流 傳 最 廣 的 是
由 康 僧 鎧 譯 於 曹 魏 嘉 平 四 年（252 年 ） 的 版
本， 分 為 上 下 兩 卷， 上 卷 講 述 彌 陀 成 佛 的 因 果
以 及 西 方 淨 土 的 美 好 景 象， 下 卷 介 紹 眾 生 往 生
西 方 淨 土 的 因 果。 該 經 宣 稱， 彌 陀 成 佛 之 前 曾
發 四 十 八 大 願， 每 願 都 以“ 設 我 得 佛 ” 開 始，
描 繪 他 心 中 清 淨 佛 土 的 景 象， 並 且 承 諾， 只 要
十 方 眾 生 誠 心 念 佛， 不 做 惡 事， 臨 終 之 時 即 可
被接引至西方淨土；而信眾轉生至西方淨土後，
不 僅 可 以 衣 食 無 憂， 更 可 以 不 墮 三 惡 道， 壽 命

圖 1. 南宋阿彌陀佛圖。佚名，縱 243.2 厘米，橫 80.6 厘米，大
都會藝術博物館藏，登記號：198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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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量，享受永恆的幸福。10 這些誓願不僅體現
了 西 方 淨 土 的 優 越 性， 而 且 能 夠 兼 顧 不 同 階 層
人民的需求。

繼《 無 量 壽 經 》 之 後， 鳩 摩 羅 什 於 後 秦 弘
始 四 年（402 年 ） 譯 出 的《 阿 彌 陀 經 》 進 一 步
以 通 俗 易 懂 的 語 言 宣 傳 彌 陀 信 仰 的 優 越 性 和 修
持方式的簡單化，稱：

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

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是故彼國名

曰極樂。……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

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常

作天樂，黃金為地，晝夜六時天雨曼陀羅

華。……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

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

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

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

僧。
11

此 段 經 文 不 僅 極 度 渲 染 西 方 淨 土 的 美 妙， 而 且
還 接 着 提 出 了 往 生 極 樂 淨 土 更 高 層 次 的 益 處，
即：

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

致。……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

國。所以者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

處。
12

經中的“阿鞞跋致”一詞是梵語 Avinivartanīya
的 音 譯， 意 譯 為“ 不 退 ”， 即 修 行 地 位 不 會 退
轉，必能成佛。13 所以，往生西方淨土不僅能夠
享受豐饒的物質，還可以達到修行成佛的目的。

《 阿 彌 陀 經 》 中 介 紹 的 往 生 西 方 淨 土 的 修
行方式與上文所引的《般舟三昧經》基本一致，
即：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

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

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

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

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

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14

由 此 可 見， 往 生 西 方 淨 土 的 修 行 方 式 確 實 非 常
簡易，只需稱念佛名即可。

但 是， 如 此 美 妙 的 佛 國 僅 需 稱 念 佛 名 就 可
以 往 生， 世 人 未 必 相 信， 甚 至《 阿 彌 陀 經 》 在
經文最後都自稱為“難信之法”。15 較早譯出的
《 無 量 壽 經 》 也 意 識 到 了 這 一 問 題， 所 以 提 出
眾 生 轉 生 至 西 方 淨 土 後 仍 舊 有 胎 生 與 化 生 的 區
別， 稱 只 有 明 信 佛 智 者 才 可 以 在 七 寶 華 中 自 然
化 生， 智 慧 功 德 如 同 菩 薩； 而 疑 惑 佛 智 者 雖 然
也 可 往 生， 但 只 能 胎 生 於 宮 殿 內， 沒 有 智 慧，
壽 命 只 有 五 百 歲， 且 常 年 見 不 到 佛、 菩 薩， 也
聽不到經法，不能修習功德。16 這一說法表明往
生 西 方 極 樂 淨 土 後 會 根 據 生 前 的 業 行 得 到 不 同
的待遇。

同 時，《 無 量 壽 經 》 也 提 到 了 稱 念 佛 名 之
外 的 修 持 方 式， 並 根 據 修 持 方 式 的 不 同 將 往 生
途 徑 分 為 三 類， 即 上 輩、 中 輩、 下 輩。 上 輩 即
出家做沙門，“專念無量壽佛”； 中輩即通過
“ 一 向 專 念 無 量 壽 佛， 多 少 修 善、 奉 持 齋 戒、
起 立 塔 像、 飯 食 沙 門、 懸 繒 然 燈、 散 華 燒 香 ”
等 行 為 發 願 轉 生； 下 輩 則 是 專 心 念 佛，“ 歡 喜
信 樂， 不 生 疑 惑 ”， 此 三 種 方 式 均 可 往 生， 但
功德智慧依次下降。17 由此可見，只稱念佛名雖
然 可 得 往 生， 但 僅 僅 是 功 德 智 慧 最 低 的 下 輩，
因 此 往 生 西 方 淨 土 所 獲 得 的 益 處 在 實 際 上 還 是
有等級高下之分。

“三輩往生”說在劉宋元嘉年間（424453
年 ） 畺 良 耶 舍 譯 的《 佛 說 觀 無 量 壽 佛 經 》 中 出
現 了 進 一 步 的 細 化 與 演 變。《 觀 無 量 壽 佛 經 》
簡稱為《觀經》，由於《觀經》現僅存漢譯本，
並 無 梵 文 版 本， 並 且 文 本 存 在 大 量 問 題， 所 以
學界多將其歸於“疑偽經”，18 認為該經可能由
中 國 人 創 作 而 成， 但 是 它 對 淨 土 信 仰 的 發 展 卻
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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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 經 》 介 紹 了 往 生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需 要 修
行的三福，以及十六種觀想念佛的方法。19 十六
觀中的後三觀 —— 上輩觀、 中輩觀、 下輩觀 ——
又 將 往 生 等 級 分 為 九 品， 即 上 品 上 生、 上 品 中
生、 上 品 下 生、 中 品 上 生、 中 品 中 生、 中 品 下
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其中上、
中、下三品雖然大致對應《無量壽經》中的“三
輩 往 生 ” 論， 但 其 內 容 卻 複 雜 得 多。 因 經 文 繁
複， 此 處 僅 以 上 輩 觀 中 的“ 上 品 上 生 ” 為 例 加
以說明：

凡生西方有九品人。上品上生者，若

有眾生願生彼國者，發三種心，即便往

生。何等為三？一者、至誠心。二者、深

心。三者、迴向發願心。具三心者必生彼

國。復有三種眾生，當得往生。何等為

三？一者、慈心不殺，具諸戒行。二者、

讀誦大乘方等經典。三者、修行六念，迴

向發願生彼佛國。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

日，即得往生。生彼國時，此人精進勇猛

故，阿彌陀如來與觀世音及大勢至，無數

化佛，百千比丘，聲聞大眾，無量諸天，

七寶宮殿，觀世音菩薩執金剛台，與大勢

至菩薩至行者前。阿彌陀佛放大光明，照

行者身，與諸菩薩授手迎接。觀世音、大

勢至與無數菩薩，讚歎行者，勸進其心。

行者見已，歡喜踴躍。自見其身乘金剛

台，隨從佛後，如彈指頃，往生彼國。生

彼國已，見佛色身眾相具足，見諸菩薩色

相具足。光明寶林，演說妙法。聞已即悟

無生法忍。經須臾間歷事諸佛，遍十方

界，於諸佛前次第受記。還至本國，得無

量百千陀羅尼門，是名上品上生者。20

根據經文可知，上品上生者，生前要有至誠心、
深 心、 迴 向 發 願 心， 並 且 做 到“ 慈 心 不 殺， 具
諸 戒 行 ”“ 讀 誦 大 乘 方 等 經 典 ”“ 修 行 六 念，
迴 向 發 願 生 彼 佛 國 ”， 就 可 以 在 臨 終 時 往 生 西
方 淨 土。 眾 生 往 生 時 會 乘 坐 蓮 台， 在 蓮 池 內 化
生。 上 品 上 生 者 乘 坐 的 為 金 剛 台， 蓮 花 彈 指 間
即 開， 化 生 後 可 於 諸 佛 前 次 第 受 記。 其 餘 八 品
的具體內容可參照下表。

           表1. 九品往生內容一覽表

品類 業行 蓮台 開花時間 正果

上品上生 發三種心，即便往生。一者、至誠心。二者、深心。三者、
迴向發願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國。復有三種眾生，當得往生。
一者、慈心不殺，具諸戒行。二者、讀誦大乘方等經典。三者、
修行六念，迴向發願生彼佛國。

金剛台 如彈指頃 即悟無生法忍，
於諸佛前次第受
記。

上品中生 不必受持讀誦方等經典。善解義趣，於第一義，心不驚動，
深信因果，不謗大乘。

紫金台 經宿則開 經一小劫，得無
生忍，現前受記。

上品下生 亦信因果，不謗大乘。但發無上道心。 金蓮華 一日一夜 經三小劫，得百
法明門，住歡喜
地。

中品上生 受持五戒，持八戒齋，修行諸戒，不造五逆，無眾過患。 蓮華台 尋開 應時即得阿羅漢
道， 三明六通，
具八解脫。

中品中生 若一日一夜持八戒齋，若一日一夜持沙彌戒，若一日一夜持
具足戒，威儀無缺。

七 寶 蓮
華

經於七日 經半劫已，成阿
羅漢。

中品下生 孝養父母，行世仁慈，此人命欲終時，遇善知識，為其廣說
阿彌陀佛國土樂事，亦說法藏比丘四十八願，聞此事已，尋
即命終。

（ 未 提
及）

經七日已 過一小劫，成阿
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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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過 上 表 可 以 看 出， 自 上 品 上 生 到 下 品 下
生， 由 於 信 眾 生 前 業 行 的 不 同， 往 生 時 得 到 的
待 遇 與 往 生 至 西 方 淨 土 後 修 成 的 正 果 均 依 次 下
降， 而 且 修 成 正 果 前 需 要 在 蓮 花 中 等 待 的 時 間
也 依 次 遞 增， 可 見《 觀 經 》 構 造 出 的 往 生 系 統
已經有了非常分明的等級劃分。

二、九品往生與九品官人

以“ 九 品 ” 劃 分 世 人 等 級 的 觀 點 在 兩 漢 時
期已經出現，《史記》卷一〇九《李將軍列傳》
稱 李 蔡“ 為 人 在 下 中 ”， 唐 代 司 馬 貞 所 撰《 史
記 索 隱 》 註 曰：“ 以 九 品 而 論， 在 下 之 中， 當
第八”，21 可見司馬貞認為西漢初期已有九品論
人 的 說 法。 東 漢 時 期 班 固 所 撰 的《 漢 書• 古 今
人 表 》 明 確 地 將 人 分 為 上 上、 上 中、 上 下、 中
上、 中 中、 中 下、 下 上、 下 中、 下 下 等 九 品，
其 中 上 上 為 聖 人， 上 中 為 仁 人， 上 下 為 智 人，
而 下 下 為 愚 人。22 據《 三 國 志 》 卷 二 十 二《 陳
群傳》記載：

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

禮。……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

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23

《宋書》亦載：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促，權

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為士族高

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

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
24

可 見 曹 魏 時 期 已 經 將 九 品 納 入 官 員 選 拔 制 度，
由陳群設計為九品官人之法。

學 界 關 於 九 品 官 人 法 的 研 究 成 果 已 非 常 豐
碩，25 所謂“九品官人法”，一是在操作上對官
員 職 位 進 行 九 品 區 分， 這 種 區 分 是 根 據 官 員 職
位的重要程度而規定其任職者所需的人才品級；
二 是 在 實 踐 中 把 人 才 的 評 判 區 分 為 九 等。 26 九
品官人法評判人才的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
對 人 物 的 道 德 與 才 能 只 作 概 括 性 的 評 語， 稱 為
“狀”；對人物作出高下的評定，稱為“品”，
品分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
下 上、 下 中、 下 下 九 等。 兩 晉 南 北 朝 均 沿 用 這
一制度選拔人才。

自 魏 文 帝 黃 初 元 年（220 年 ） 至 隋 朝 開 皇
七 年（587 年 ）， 九 品 官 人 法 一 直 是 最 主 要 的
選 官 制 度。 上 至 世 家 大 族， 下 至 寒 門 子 弟， 出

下品上生 作眾惡業，雖不誹謗方等經典，如此愚人，多造惡法，無有
慚愧。命欲終時，遇善知識，為說大乘十二部經首題名字。
以聞如是諸經名故，除卻千劫極重惡業。智者復教合掌叉手，
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除五十億劫生死之罪。

寶蓮華 經七七日 經十小劫，具百
法明門，得入初
地。

下品中生 毀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如此愚人，偷僧祇物，盜現前
僧物，不淨說法，無有慚愧，以諸惡業而自莊嚴。如此罪人，
以惡業故，應墮地獄。命欲終時，地獄眾火，一時俱至。遇
善知識，以大慈悲，即為讚說阿彌陀佛十力威德，廣讚彼佛
光明神力，亦讚戒、定、慧、解 脫、解脫知見。此人聞已，
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

蓮華 經於六劫 應時即發無上道
心。

下品下生 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如此愚人，以惡業故，應
墮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如此愚人，臨命終時，遇善
知識，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
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應稱無量壽佛。如是至心，
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念念
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

蓮華 十二大劫 應時即發菩提之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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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 之 前 都 需 要 接 受 中 正 的 品 評。 九 品 取 士 的 觀
念 在 魏 晉 南 北 朝 時 期 已 深 入 人 心，“ 自 帝 王 以
及 士 庶， 皆 視 為 固 然 ” 27。 而 宣 傳 九 品 往 生 的
《 觀 經 》 正 成 書 於 劉 宋 元 嘉 年 間（424－453
年 ）， 28 其 九 品 的 劃 分 恰 好 可 以 與 九 品 官 人 法
品 評 人 才 之 九 品 一 一 對 應， 二 者 之 間 顯 然 有 所
關 聯。 可 以 相 信， 往 生 機 制 定 為 九 品 是 受 到 九
品 官 人 法 的 影 響。 經 書 的 編 撰 者 為 了 推 廣 西 方
淨 土 信 仰 這 一“ 難 信 之 法 ”， 很 自 然 地 借 鑑 了
現實社會中與各階層都息息相關的選官制度。

九 品 官 人 法 規 定， 需 要 在 各 州、 各 郡 設 置
中 正， 用 以 品 評 本 州、 本 郡 人 士 的 等 第。 中 正
只 能 由 本 地 人 充 當， 而 且 大 多 由 現 任 中 央 官 員
兼 任， 其 本 身 就 是 九 品 中 的 上 品。 這 些 人 幾 乎
都 來 自 於 其 原 籍 士 族， 因 此 人 才 的 評 定 逐 漸 被
當 地 士 族 控 制。 士 族 控 制 選 官 權 之 後， 只 照 顧
高 官 子 弟 的 利 益， 排 斥 寒 門 庶 族， 所 以 形 成 了
極 不 合 理 的 社 會 政 治 格 局。 正 如 趙 翼 在《 廿 二
史札記》中所指出的：

真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高

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

之路。選舉之弊，至此而極。然魏、晉及

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
29

根 據 家 世 品 人 的 九 品 官 人 法 弊 病 甚 重， 但
借 用 九 品 之 名 創 造 出 的 九 品 往 生 法 卻 不 存 在 這
一 問 題。《 觀 經 》 宣 稱， 只 要“ 發 菩 提 心， 深
信 因 果 ”，“ 一 切 凡 夫 欲 修 淨 業 者 ” 都 可 以 往
生 西 方 極 樂 國 土， 因 此 不 論 信 眾 生 前 的 社 會 階
級 如 何， 只 要 誠 心 念 佛， 都 有 機 會 在 死 後 得 到
福 報， 這 也 給 了 生 活 於 社 會 下 層 的 庶 姓 寒 人 新
的 希 望。 由 此 可 見， 九 品 往 生 制 度 雖 然 對 往 生
等 級 進 行 了 劃 分， 但 依 然 體 現 出 佛 教 眾 生 平 等
的原則，是佛教與中國本土元素的完美結合。

三、祈願文中的淨土世界

雖 然 西 方 淨 土 信 仰 的 相 關 經 典 構 建 出 了
理 想 的 死 後 世 界， 但 經 典 的 出 現 並 不 能 直 接 代

表 西 方 淨 土 思 想 開 始 流 行。 侯 旭 東 在《 佛 陀 相
佑——造像記所見北朝民眾信仰》中即提到：

依據佛教經典教義來理解民眾的信

仰，……不免掩蓋了一些歷史現象，難以

恰切地把握民眾信仰的實質。
30

因 此， 他 提 倡 通 過 考 察 佛 教 造 像 記 中 對 來 世 的
祈 願 以 了 解 相 關 信 仰 在 當 時 社 會 的 實 際 流 行 狀
況， 本 文 考 察 的 淨 土 思 想 正 是 北 朝 民 眾 信 仰 的
一 個 重 要 方 面。 通 過 對 祈 願 文 中 升 天 與 往 生 西
方 淨 土 內 容 的 對 比， 可 以 發 現， 自 南 北 朝 至 隋
唐，隨着民眾對西方淨土思想的理解不斷加深，
西 方 淨 土 思 想 的 流 行 程 度 越 來 越 高， 九 品 往 生
的內容也逐漸被民眾所接受並寫入祈願文中。

侯 旭 東 在 書 中 統 計 了 400 年 至 580 年 期
間影響較大的十餘種造像的數據，31 將無量壽造
像的整體分佈情況總結為：

總體上無量壽造像 510年至北朝結束

前較流行，此前 110年間傳世 217尊造

像中僅三尊為無量壽像，崇拜無量壽尚不

流行。無量壽造像興起後的 60年間發展

走勢，除 540－559年比例略低外，總體
呈上升勢頭，表明無量壽造像及其崇拜日

見流行。……全部無量壽造像的比例只佔

2.4%。……概言之，無量壽崇拜早已存

在，但影響極小，屬六世紀初漸興的造像

題材與崇拜對象。
32

雖 然 無 量 壽 造 像 的 數 量 可 以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代 表
西 方 淨 土 思 想 的 流 行 程 度， 但 造 像 上 鐫 刻 的 祈
願 文 能 夠 更 加 真 實 地 反 映 當 時 民 眾 對 諸 多 淨 土
思想的理解與認識。 

在目前所見的北朝紀年的造像記中，有 81
例是祈求死後生天的，33 如太和四年（480 年）
四月廿日趙明造像記：

願亡兒□生天上，常與佛會。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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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如 景 明 三 年（502 年 ） 六 月 廿 三 日 尹 愛 姜 造
像記：

亡者生天，生者得福。
35

但 具 體 到 所 生 的 天 為 何 處， 眾 多 造 像 記 的 描 述
並 不 清 晰， 36 可 見 民 眾 在 造 像 時 並 不 能 真 正 了
解“ 天 ” 的 確 切 含 義。 此 外 還 有 許 多 期 望 死 後
託 生 至 西 方 淨 土 的 祈 願 文 中 混 合 了 彌 勒 信 仰 中
的 下 生 思 想， 例 如 太 和 廿 二 年（498 年 ） 五 月
普貴造像記：

使父亡者生天，彈語諸佛，值生西方

妙洛國土，龍華化生，樹下三會說法。
37

又 如 太 和 廿 三 年（499 年 ） 十 二 月 九 日 比 丘 僧
欣造像記：

為生緣父母並眷屬師僧造彌勒石像一

區，願生西方無量壽佛國，龍華樹下，三

會說法，下生人間侯王子孫，與大菩薩同

生一處。
38

再 如 正 始 元 年（504 年 ） 四 月 八 日 孟 □ 姬 造 像
記：

願使忘（亡）父母生天上，見禦（遇）

諸佛，願先方妙洛國土，所生人間侯王長

者。
39

下 生 思 想 主 要 來 自《 彌 勒 大 成 佛 經 》 等 彌 勒 經
典， 其 經 文 宣 稱“ 皆 由 今 佛 種 大 善 根， 行 慈 心
報， 俱 生 彼 國 ”， 即 在 今 佛 釋 迦 牟 尼 之 世 有 善
行， 便 可 以 轉 生 至 未 來 佛 彌 勒 下 生 的 美 好 世
界， 40 但 阿 彌 陀 佛 信 仰 中 並 無 此 內 容。 可 見 隨
着 彌 陀 經 典 的 傳 譯， 西 方 淨 土 思 想 雖 已 逐 漸 流
行， 但 並 未 佔 據 主 流， 在 北 朝 民 眾 的 認 識 中，
西 方 淨 土 或 彌 勒 所 在 兜 率 天 都 是 理 想 的 往 生 之
處。

降至唐代，隨着《觀無量壽佛經》的流行，
祈 願 文 中 關 於 死 後 往 生 的 內 容 發 生 了 極 大 的 轉
變。 以 唐 代 龍 門 石 窟 造 像 為 例， 出 現“ 天 ” 與

“兜率”等詞匯的祈願文只有三例，而出現“西
方 ”“ 妙 樂 ”“ 淨 土 ”“ 淨 國 ” 等 詞 匯 的 則 有
35 例之多。41 在此基礎上，祈願文中還出現了
以《觀無量壽佛經》中的九品往生為背景的“上
品 往 生 ” 一 詞， 如 永 徽 三 年（652 年 ） 四 月 八
日王寶英妻張氏造像記：

過去亡女有相，造救苦觀世音菩薩像

□軀，願亡女上品往生。
42

除 了 造 像 記 外， 在 同 一 時 代 的 寫 經 與 史 書 中 也
出 現 了“ 上 品 上 生 ” 一 詞， 如 敦 煌 文 書 中 編 號
為 S.2157 的抄寫於天授二年（691 年）的《法
華 經 》， 即 有“ 寫 法 華 經 一 部， 願 上 品 上 生 ”
之語；43《隋書》卷 69《王劭傳》亦有如下記載：

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曰：

“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

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伎樂來迎

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

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

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

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與經文所說，

事皆符驗。……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
44

“ 上 品 往 生 ”“ 上 品 上 生 無 量 壽 國 ” 等 文 字 在
祈 願 文 和 史 書 中 的 出 現， 反 映 出 隋 唐 之 際 隨 着
《 觀 無 量 壽 佛 經 》 的 流 行， 民 眾 已 經 逐 漸 接 受
與理解了西方淨土信仰與九品往生機制。

西 方 淨 土 信 仰 在 隋 唐 以 後 的 的 流 行 狀 況 在
敦 煌 石 窟 的 經 變 畫 中 也 有 所 體 現， 依 據《 敦 煌
石 窟 藝 術 全 集 》 45 中 收 錄 的 圖 像 進 行 統 計， 敦
煌莫高窟中主要淨土經變的數量可見表 2。

由 於 無 量 壽 經 變、 阿 彌 陀 經 變 和 觀 無 量 壽
經 變 均 屬 西 方 淨 土 經 變， 則 敦 煌 莫 高 窟 中 有 關
西方淨土的經變共計有 154 鋪， 東方淨土經變
為 100 鋪， 彌 勒 淨 土 經 變 為 99 鋪， 雖 然 不 能
把 各 類 淨 土 信 仰 歸 於 競 爭 關 係， 但 無 疑 西 方 淨
土 信 仰 的 流 行 程 度 相 對 更 高。 而 反 映 九 品 往 生
內 容 的《 觀 無 量 壽 經 變 》 共 有 85 鋪， 更 是 成
為西方淨土經變中呈現最多的內容。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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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敦煌莫高窟主要淨土經變數量統計表

                  時期   
  經變    

隋朝 初唐 盛唐 中唐 晚唐 五代 宋朝 西夏 合計

無量壽經變 1 7 1 2 6 1 0 13 31

阿彌陀經變 0 6 4 5 5 8 2 8 38

觀無量壽經變 1 2 20 34 18 4 6 0 85

東方藥師經變 4 1 1 23 32 21 9 9 100

彌勒經變 8 11 14 25 19 12 10 0 99

綜 合 上 述 材 料 可 見， 自 南 北 朝 至 隋 唐，
西 方 淨 土 信 仰 不 斷 普 及。 而《 觀 無 量 壽 佛 經 》
中 所 創 立 的 九 品 往 生 機 制 出 現 在 隋 唐 以 後 的 寫
經、 造 像 記、 史 書 及 繪 畫 等 各 類 材 料 中， 更 反
映 出 民 眾 對 於 西 方 淨 土 思 想 中 這 一 中 國 本 土 元
素的接受程度不斷加深。

小結

九 品 往 生 思 想 的 出 現， 正 如 許 理 和（Erik 
Zürcher）在《佛教征服中國》一書中所述：

文化的同化暗含着選擇。從一開始，

外來理論的全體就被縮減為一些要素，通

過與已有的中國觀念和實踐或真實或假像

的結合，這些要素要易於同化和融入。這

種頻繁而持續的選擇和混合的結果，與中

國信徒忠實地抄寫、記憶和背誦的外來經

典的內容截然不同。
47

通 過 對 比 淨 土 經 典 與 其 他 文 本 和 圖 像 中 對
淨 土 的 描 述 可 見， 西 方 淨 土 思 想 作 為 一 種 外 來
理 論， 在 被 中 國 民 眾 了 解 的 過 程 中 也 被 不 斷 地
進 行 着 重 新 詮 釋 與 創 造， 最 終 成 為 具 有 中 國 本
土 特 色 的 天 堂 地 獄 觀 念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尤 其
是 西 方 淨 土 信 仰 宣 傳 的 九 品 往 生 制 度， 正 是 佛
教 思 想 與 中 國 本 土 觀 念 結 合 的 產 物。 這 一 制 度
的 出 現， 使 得 中 國 佛 教 的 天 堂 觀 念 中 也 出 現 了
與 人 間 社 會 相 類 似 的 等 級 劃 分， 這 也 是 佛 教 中
國化的重要表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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