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麼叫作大乘和小

乘？ 

06 

《正信的佛教》 



0502《正信的佛教》-06 什麼叫作大乘和小乘 

第 2 頁，共 5 頁 

目 錄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23  

～ 

P.25  

無 

1. 佛法本是ㄧ味，沒有大

乘小乘之分 

1.1 佛陀說法依對象的不同，所說的

內容和境界也有不同 

1.2佛法又可進一步分為五乘 

1.3修行的不同層次類別 

2. 大小乘佛教的分布 

2.1北傳佛教徒的區分法 

2.2 南傳佛教徒否認這種區分法的正

確性 

2.3南北傳佛教的差異 

 

 

 

 

 

 

 

 

 



0502《正信的佛教》-06 什麼叫作大乘和小乘 

第 3 頁，共 5 頁 

06 什麼叫作大乘和小乘？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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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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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1. 佛法本是ㄧ味，沒有大

乘小乘之分 

1.1 佛陀說法依對象的不同，所說的

內容和境界也有不同 

1.2佛法又可進一步分為五乘 

1.3修行的不同層次類別 

2. 大小乘佛教的分布 

2.1北傳佛教徒的區分法 

2.2 南傳佛教徒否認這種區分法的正

確性 

2.3南北傳佛教的差異 

 

1. 佛法本是ㄧ味，沒有大乘小乘之分 

  1.1佛陀說法依對象的不同，所說的內容和境界也有不同： 

    1.1.1人天乘 - 對根器淺薄的聽眾，說做人的根本道理，持五戒，修十 

善，稱為人天乘 

    1.1.2聲聞小乘 - 對於厭世觀念濃的人，說解脫生死的方法，稱為聲聞 

                     的小乘 

    1.1.3菩薩的大乘 - 對於根器深厚而有悲願化世的聽眾，便是菩薩的大乘。 

1.2佛法又可進一步分為五乘：   

1.2.1 人乘 修中品五戒十善 綜合五戒十善稱為人

天道 1.2.2 天乘 修上品五戒十善 

1.2.3 聲聞乘 由聽法修行而解脫生死 綜合聲聞與獨覺稱為

解脫道 1.2.4 獨覺乘 不由聽法無師自覺而得解脫生死 

1.2.5 菩薩乘 既求取解脫道而又不捨人天行 
又稱菩薩道，即是解

脫道與人天道的綜合 

  

 1.3修行的不同層次類別 

   1.3.1凡夫 – 僅在人天道中修持五戒十善的人 

   1.3.2聖人 - 證了解脫道，不再受生死的人 

   1.3.3小乘 - 只顧自己乘著佛法而得解脫，不願回過頭來救度其他的眾生 

   1.3.4大乘菩薩 - 上求無上佛道而自己解脫生死，下化無量眾生而同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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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小乘佛教的分布 

  2.1 北傳佛教徒的區分法： 

    2.1.1大乘佛教：指北傳的梵文系佛教-以中國為中心而至日本、韓國、蒙、 

 藏的佛教 

2.1.2小乘佛教：指南傳的巴利文系佛教-以錫蘭為中心而至泰、緬等國的 

                佛教  

  2.2南傳佛教徒否認這種區分法的正確性 

2.2.1因為在所謂的小乘經典中也有大乘佛法的敘述： 

   2.2.1.1如《根本有部律》卷四五及《雜阿含經》卷二八第七六九經，均有大乘之名，

那是指八正道的修持者 

   2.2.1.2《雜阿含經》卷二六第六六九經，以行四攝法為大士 

2.2.1.3《增一阿含經》卷一九，明白載有大乘的六度。 

2.3 南北傳佛教的差異 

  2.3.1在理論境界上的發揮，北傳佛教，超過了南傳佛教 

  2.3.2在佛教生活的實踐上，北傳地區未必全是大乘的，南傳地區也未必全 

是小乘的 

      2.3.2.1北傳的中國佛教，除了素食而外，沒有什麼可比南傳佛教更出色 

2.3.2.2中國老莊思想所形成的玄學清談，在魏晉時代特別風行，上流社會的士君 

子們，也把佛學當作消遣及清談的玄理 

2.3.2.3中國的天臺宗及華嚴宗的理路，確也受有這一風尚的若干暗示 

2.3.3日本學者木村泰賢，批評中國的佛教是屬於學問的佛教，而非實踐的 

佛教，實亦不無理由。 

2.3.4有人說：中國的佛教乃是大乘的思想、小乘的行為 

2.3.4.1天臺、華嚴的思想架構，多出於中國高僧的自悟境界，在印度的佛教思想方 

面，並沒有足夠的依據。 

2.3.4.2 中國真正的大乘精神，從未普及到民間，更說不上成為中國民間生活信仰 

的依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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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 為什麼有大小乘之分？ 

2. 佛法共分五乘，是那五乘？有何分別？ 

3. 大小乘在不同的角度裡（地域流佈，理論境界，生活實踐）有何分別? 

4. 為什麼菩薩乘稱為大乘？ 

5. 為什麼會有人說中國的佛教乃是大乘的思想、小乘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