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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學和小乘佛教差別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以來已有2000年的歷史，按語系可劃分為漢語系佛教、藏語系佛教（俗稱喇嘛教）和 巴利語系
佛教。釋尊在世說法長達49年，由於當時印度社會「不立文字」的潮流使然，釋尊從沒有自己寫過一言一句的文字
。在他滅度後第四個月，才由學德並高的五百位比丘從事第一次結集，也才有了傳諸後世的經藏和律藏。
釋尊滅度後一百餘年，七百位比丘再進行第二次結集；再一百餘年後，阿育王召集一千位比丘進行第三次結集；佛滅
度後四百多年，迦膩色迦王召集五百比丘進行第四次結集，這四次結集的經文全是「小乘經典」，因此後世就有人認
為「大乘經典」不是佛說的議論。在一開始佛教並沒有大乘與小乘的分別，真正的分別只是因傳法對象的不同，在我
們世俗的認知一般認為大乘佛教是對世界的普渡，一種大愛的存在。而小乘佛教更在乎是自己的修練，任為世界之大
，不可能對每一個人都顧到。所以首先先從自己做起。小乘部派佛教的目標，是達到阿羅漢為目的聲聞思想（聲聞乘
），這個目標是通過辛勤地遵循四聖諦和八正道的修行。
大乘佛教的目標是成佛，這一目標可以通過奉行菩薩的修行而達到的。小乘部派佛教的僧侶們，認為佛陀存在於一個
比他們自己高得無法比擬的水平，他們根本不可能希望達到，所以他們把自己的努力，只限於達到相對而言不那麼崇
高的阿羅漢。他們完全沒有想到，關於自己成佛的問題。這個觀點似乎是佛教團體最初階段的一個特點，因此之故，
該團體的僧侶就集中於實踐四聖諦和八正道，這是釋迦牟尼得道不久後所宣講的佛教基本哲學和倫理學的原則。但是
即使阿羅漢的水平，在小乘教中也被認為是很難達到的。無論怎樣勤勉的修行，但一個人在一生中要達到真正聖者的
機會是微乎其微的。人是具有慾望的生物，即使最虔誠的人也常常有向誘惑屈服的危險。由於這種看法，小乘佛教的
成員，就用大量的清規戒律束縛他們自己的生活，直到他們的注意力變得全都固定在寺院紀律上面，而完全被忽略了
、離開了，佛教最初以救濟眾生為目標的生活方針。此外，雖然這些早期的派別的目標是達到阿羅漢的階段，但在佛
陀逝世後，並沒有確實的方法可供來認定、證明，是誰實際上已經達到了這阿羅漢果的目標。關於阿羅漢的確切性質
和其阿羅漢身份的證明，例如在大眾部僧侶摩訶提婆提出的關於阿羅漢的所謂五明，也爆發了爭論。大乘佛教徒們並
不以阿羅漢果為目標，而直接以佛果為目標。他們認為，釋迦牟決不會是唯一的佛陀。他們認為只要能以釋迦牟尼得
道以前，一樣的菩薩道修行的方式，完成菩薩的修行，那麼他們也將能成佛得道。在釋迦牟尼滅後的那幾個世紀裡的
佛教團體裡，這的確代表著一種在思想上使人震驚和革命性的觀點。
小乘佛教的特點是為求脫離業報輪迴之苦的「他律主義」（業報思想），大乘佛教則是為成佛的願行而赴的「自律主
義」（願行思想）。小乘佛教看重業報法則，而大乘佛教的特點則是強調菩薩的「誓言和實踐」。小乘本質上是一種
消極的態度，它用逃到另一個世界的觀念，設法逃避業報和輪迴所強加於人的苦難。大乘是一種積極的態度，它以願
兼於業的慈悲，迎向苦難以履行菩薩的誓言和實踐而成佛。人面對苦難時欲尋求解脫時，會有兩種態度的選擇。一種
認為，由於苦為業，人們承受著痛苦的束縛，小乘佛教徒們便通過斷煩惱、脫離輪迴苦界而達到無苦安穩的境地。為
此，當然要修行到肉體死後的「無餘涅槃」，人不必要再生於這痛苦的娑婆世界。這樣，他們對待人生的態度必然是
被動的、他律的。相對的，大乘教徒為了救濟眾生，把人生的苦難視為自身的誓願，不試圖逃脫這苦難的世界，情願
親自承受這種人生之苦。而且，他們並不逃避這一苦惱的世界，而是發願親自進入這惡趣苦界，從而能使自己承擔一
切有情的苦難。
佛教徒總的說來十分強調對經文的準確表達，並且他們的解釋完全嚴格地按照字面，而大乘派的追隨者，則喜歡更自
由得多和更富有創造性的方法。小乘派以其形式主義的方法，花費極大的氣力來匯編對經文的語言學意義的評論和注
釋性的著作，這些著作後來統稱俱舍經阿毘達摩。另一方面，大乘的追隨者拒絕受經文字面意義的束縛，他們堅持採
取更靈活的和多面的方法，並試圖恢復他們相信是原始釋迦牟尼教導的佛教的精神，以及恢復用那種精神來解釋教義
著作，這即是採取了所謂依義判文的方法。這兩方法各有優缺點，甚至在現代學術界也有關於應該採用哪種方法的爭
論。然而無視於經文背後的生活和現實，而進行文字討論，往往會流於繁瑣的訓詁註釋。當然，嚴密地考證原典非常
重要的，但不能忘掉其中的根本精神。進而在現實世界盡力的去實踐這種根本精神，應是從事任何學問和思想的正確
途徑。
小乘佛教是為了自己個人人格的完善而進行努力修行的「自利主義」，而大乘佛教則是為了救濟一切眾生，使整個社
會淨化、向上的「利他主義」。所謂「大乘」，是能濟渡一切眾生的大的乘載物的意思。而「小乘」的意思是由於只
停留在濟渡自己個人方面，所以被譬喻為小乘載之物。所謂「小乘」是大乘佛教徒對「阿毘達摩佛教」的稱呼。這一
稱呼也的確表現出兩者之間的不同。「部派佛教（小乘）」方面雖也提出「大乘非佛說」的理論來對抗，但它已經不
能阻止大乘佛教興起的潮流。由於大乘菩薩得到了一般民眾廣泛的支持，其力量是相當強大的。部派佛教儘管高呼「
大乘非佛說」，但在家的信徒們清楚地知道，釋尊的本來精神是在濟渡眾生的大乘菩薩這一邊，所以他們堅信不移。
不久，部派佛教方面的僧侶們也相繼投入大乘教團，從而部派佛教開始冰消瓦解了。
總結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雖然只差一個字，但本意和內涵其實有很大的不同。彼此之間的鬥爭也從來沒有停過。但是
在相同處也還是有，歷史的評價上也很難分出勝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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