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非佛不能说 
 

 

                             

一直以来，就有小乘学人因无法理解佛陀深智，又以大乘经典广泛传播的时间较小乘经

典四阿含晚，便误以为大乘非佛说；另外，亦有专研宗教的学者因不能理解大乘佛法核心要

义，更依世俗考据学的原则主观推测大乘经典或非佛说，是佛的弟子们逐渐编撰完善的。这两

种看法对于只是一般了解佛教并未深入修学的群体，以及开始修学但尚未深入经藏的学人往往

造成困扰。 

应该说，确实是释迦佛灭度后五百年，大乘佛经才广传于世，修学大乘才成为主流的。但

是，大乘佛经形成文字的时期与小乘经典是一样的，只是广为传播的时间较四阿含晚。这在阿

含经里有明证：《增壹阿含经》卷 1〈1 序品〉：“于大众中集此法，实时阿难升乎座，弥勒

称善快哉说，诸法义合宜配之，更有诸法宜分部，世尊所说各各异，菩萨发意趣大乘，如来说

此种种别，人尊说六度无极，布施持戒忍精进，禅智慧力如月初.......如是阿含增一法，三乘

教化无差别，佛经微妙极甚深，能除结使如流河，然此增一最在上，能净三眼除三垢，其有专

心持增一，便为总持如来藏，正使今身不尽结，后生便得高才智……契经一藏律二藏，阿毘昙

经为三藏，方等大乘义玄邃，及诸契经为杂藏，安处佛语终不异，因缘本末皆随顺，弥勒诸天

皆称善，释迦文经得久存，弥勒寻起手执华，欢喜持用散阿难，此经真实如来说，使阿难寻道

果成……”说明佛示现灭度后，除了由迦叶尊者即选众中四十罗汉，从阿难受得四阿含外；弥

勒菩萨亦聚集菩萨、天、人等，由阿难讽诵方广等大乘诸经而集结，并劝勉诸菩萨广演流布，

使天．人奉行。而在《长阿含经》和《增一阿含经》里多处说到十二部经，都包含了大乘的方

广经（又名方等经）。如《长阿含经单本大集法门经》卷 1云：“当知佛所宣说，谓：契经、

祇夜、记别、伽陀、本事、本生、缘起、方广、希法，如是等法，佛悲愍心，广为众生。如理

宣说而令众生。如说修习。行诸梵行。利益安乐天人世间”。《增壹阿含经》卷 21〈29 苦乐

品〉亦说：“彼云何名为法辩？十二部经如来所说，所谓契经．祇夜（应颂）．本末．偈．因

缘．授决．已说．造颂．生经．方等．合集．未曾有。及诸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

法。诸法之实不可沮坏。所可总持者。是谓名为法辩”。—— 四阿含经里类似的记载很不少，

奇怪专研佛教的专家于此事实怎么能如此视而不见，仅凭想当然断定大乘非佛说是后人逐渐编

撰完善的？ 

相较于四阿含经，大乘经典结构更严谨，论述更精辟，气势更宏大，内涵极深邃（这是重

点！），非实修证入难以真正理解，故无法理解诸法实相的小乘人往往以“大乘非佛说”来为

自己辩解。而事实上，小乘佛经是佛的化身（或曰色身）在此岸说的，针对的是此岸的现实、

此岸的因缘，是为教导此岸人民从认识苦、空、无常、因果、轮回等开始，发心修行，以图解

脱而说的；而大乘佛经有相当一部分是佛的报身在另一个时空所说，说的是彼岸实相彼岸光

景，是为累世修行、已经抵达或终将抵达彼岸的慧根锐利、资粮深厚者（或曰各阶位菩萨）说

的，是为能不以人智思索、揣摩、推演，而以实修实证接近佛智者说的（包括已经成就但须回

小向大的小乘行者及“具正见善男子“）。这或许能解释大乘佛经广为传播的时间为何较《四

阿含经》晚五百年 ——许多小乘行者从初果到正果须七世往来，正好五百年左右，此时已成就

的小乘人已是“愿满大阿罗汉”（大般若经 547卷语)，能够回小向大，行菩萨道，而当年其他

根器的佛弟子此时大乘慧根也日趋成熟，故都开始心向大乘， 尤其此时龙树、提婆等应运而生

广弘大乘，大乘佛法开始盛行于世也就是必然的了。 

这是从时间线上看的。至于研究宗教的学者依世俗考据学原则来推测、断定大乘经典的作

者则更立不住。因为佛是修出大神力的，佛的高足尤其八地以上菩萨以及天龙八部护法等的超

能力，是世间局限多多的肉身俗人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的。比如弥勒菩萨在佛涅槃后由兜率内院

下来主持经典集结，相信佛菩萨神力的人自然能理解，只了解肉身局限的专家必然会大大地打

个问号——这两者之间没有可讨论可辩明的基点，只能是各说各话，见仁见智。 

而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从内容上法义上看，大乘佛经到底是不是释迦文佛所说？大乘

智慧是本就圆满的还是逐渐丰富完善的？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知道大乘经典到底阐述了什么？它所表达的根本智和

后得智是什么？ 

        人们一般都知道也理解佛法里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缘起性空甚至全息律等等，

这些既是大小乘所共有也是人智可以理解的，人智无法理解，须福慧双修、能所双亡 、由定发

慧才能真正抵达的是大乘佛法揭示的根本智，即宇宙生命实相。这实相极其惊人，完全颠覆了



 

 

人们的常识、认知、智慧，既无法以人智思议，又不可由语言完全传达，须实证才能真正了知

彻底明白。这个惊人的真相，就是大乘佛法阐述的根本智，是所有大乘经典或详或略、或纵或

横都在阐述揭示的深妙的第一义。 

        大乘经典是如何描述这第一义的呢？我们约略重温一下。 

       “世尊。何等为法界。  

  佛告胜天王言。大王。即是如实。  

  世尊。云何如实。  

  大王。即不变异。  

  世尊。云何不异。  

  大王。所谓如如。  

  世尊。云何如如。  

       大王。此可智知非言能说。何以故。过诸文字离语境界口境界故。无诸戏论无此无彼。

离相无相远离思量。过觉观境无想无相。过二境界过诸凡夫。离凡境界过诸魔事。能离障惑非

识所知。住无处所寂静圣智。后无分别智慧境界。无我我所求不可得。无取无舍无染无秽清净

离垢。最胜第一性常不变”  ——《胜天王般若波罗密经》。 

    “如来所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无相无为，令人信解倍为希有! 舍利弗，如来所说诸

法无性 空无所有，一切世间所难信解。何以故?舍利弗，是法无想离诸想，无念离诸念，无取

无舍，无戏论无恼热，非此岸非彼岸非陆地，非痴非明，以无量智乃可得解，非以思量 所能得

知。无行无相无有恼热，无念过诸念，无心过诸心，无向无背，无缚无解，无妄无妄法，无痴

无痴法无有痴网，无名无言，无说无不说，无尽无不尽，无行无行相，无道无道果，无离过诸

离，无思惟无杂糅，不取不舍，无得不可得，除诸谛除贪恚痴，非实非虚妄，非常非无常，非

明非不明，非闇非照不在心”——《佛藏经》 

        “一切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是等事如来觉证。又善男子。诸法性相一味解

脱。如是等事如来觉证。善男子。如是解脱一味法性。是名遍照光明之藏……又有一法如来觉

证。何等一法。所谓诸法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取不舍非因非缘。如是等法如来觉

证。”——《大乘遍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 

       “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证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极为甚深，难见难觉。一切

如来、应、正等觉，皆用真如显示分别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

五百四十七。 

       几乎所有的大乘经典都在阐述这个惊人的生命实相，但是几乎所有的大乘学人在未

实证前都无法真正理解这个惊人实相。而且非常悖论的是，越是聪明，或越自以为利根的人往

往就越容易望文生义，用人智去揣测、去认领、去想当然。他们往往望文生义，肤浅地抓几个

无无无、不不不、非非非的名相，很高兴地宣称万法皆空，一切皆无，无论此岸彼岸，都是无

无无、不不不，非非非……没有智，没有得，不用修，不用证，不用守戒不用说法，一切照

旧，皆大欢喜，大家继续贪嗔痴，继续假恶丑就是了，因为“一切法皆是佛法”！因为“烦恼

即菩提”！（那些敢破戒、乱作恶的僧人就是这样“聪明”地认领了空性的）。顶多就是贪嗔

痴的时候不执着，老病死的时候知空幻，无所依，无所着，无所畏，无所惧，无无无，无一

切……这，就是高明，就是究竟，就是彻底理解了第一义。 

        显然，这是天大的误读！  

然而然而，因为第一义所揭示的惊人实相只有行者亲证才能真正了知，而古往今来，实

证者寥若晨星，所以误读曲解就毫无悬念地登堂入室，成了主流。 

        更荒谬的是，由于从来都在防范未证言证，人性的弱点也造成抨击“证悟者”是常

态（即使是真证），而真证者亲历实相、洞穿幻相后本就于幻界的一切兴致索然，自动无感，

所以大都也就不露相，不出声，乐得不声不响隐身一隅，专注修真了（所谓真人不露相是也。

因为露了也没用，徒招攻击而已😊） 

        只有极少数依佛教欶行菩萨道的真佛子，能顶着压力做一些勘误去谬、拨乱反正的

工作。但他们虽已证道，已入圣流，但在世俗社会层面往往人微言轻，影响显然非常有限。 

        所以误读误解就仍然是主流，仍然天天头头是道地激情上演。 

        那么，伟大的具一切种智的人天导师释迦牟尼佛揭示的第一义，也就是诸法实相，

到底是什么呢？ 

        无相、无生、无别的真如，投影、幻化出具象、各别、生生灭灭的众生。 

        众生皆具身、识、如（真如，《四十二章经》直接表述为灵觉），却以“灵隐识

行”的方式（知道杭州那所著名的寺庙为何叫灵隐寺了吧？😊），依业力 (阿赖耶识) 并在前



 

 

六识和第七识的配合下，解读、执持、演绎、发挥出山河大地， 花草虫鱼，刀光剑影，卿卿我

我…… 

        此岸（分离的个体及其所在），万物万有声形并茂，活色生香，起起落落， 生生

灭灭，周而复始…… 

        彼岸（万千同体的本觉、灵觉），无色身，无八识 ，无作为，无差别，无万

相 ，无万法，只有万千同体、一切即一、如如不动的本觉真如。亦称一真法界。 

        它当然只有一，没有二；只有平等，没有分别；只是广大如虚空，寥寂如旷野；无

声无嗅，无动无摇，无起无作，无生无灭，无修无证，无智无得…… 

        所以它叫一真法界！所以佛的真身叫作法身！所以诸佛众生共一法身！ 

      （马上会有人“依语不依义”地辩称，没有此岸彼岸，没有对待分别。是的，真的是

没有此岸彼岸之分！但你必须证入实相、扺达彼岸才会确知没有此岸彼岸。因为，那个此岸只

是幻相！幻相破了，当然没有对待分别，没有此岸彼岸了。而你如果还在幻相里误以为真，执

取沉溺，对你来说，就绝对有此岸彼岸——就像你不能口称没有地球就可以揪着头发离开地球

一样，你不能因为已经声明没有此岸彼岸就真的永离永“灭”此岸了，你必须亲证真如才能真

正破幻，抵达彼岸，“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此身灭后入无余涅槃。） 

        然而，同样千真万确的事实是，人能够经由长期的福慧双修 广行六度 由定发慧而

得以亲证真如（此即“如是解脱一味法性。是名遍照光明之藏”之谓也）。而一旦真如现前，

人将明白，真正存有唯真如!  万法乃是幻相，三界无非幻界！三界万法所依之众生心识，亦

是妄心幻识， 既非真有，亦非实际——梦醒之日，便是妄心幻识破碎消散之时…… 

        只有那个曾经深深隐去、如今一灵炯炯的真如是本觉，是实际，是真正的“上

帝”...... 

     （因为是它，或直接或间接地缘生出幻梦似的万有！） 

      （换句话说，真正的存有是无相的。无相的无法描述，多数人既无法真解，也无力接

受；有相的就在眼前，却是虚幻不实，但人人趋之若鹜，认假作真。） 

        这个惊人的实相、这个根本智，谁能真知？谁能彻解？谁已抵达？——唯有佛与

证入实相的六地以上菩萨（依《无量义经》之定义）。 

        没有真正证得实相的凡夫，无论是准天才，天才，还是天纵英才，巨才，都不可

能真正了知，更不可能揭示阐述这个惊人实相。他甚至做梦都想不到，还有这样一个惊人实相

藏匿在喧嚣世界背后！这背后的惊人实相是如此不可思议不可描述！ 

所以，可以断言，凡是真经，凡是揭示了真正的根本智、真正的诸法实相的经典，一定

是佛说，不可能非佛说。 

        或许有人会说，证入实相的菩萨也有可能说呀，不一定都是佛说吧。 

        事实是，证到实相的菩萨如果要发声，只会以论的形式出现，绝不会把自己当作

佛，让自己功德尚未圆满的音声与佛比肩。 

        通俗点说，他们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知道自己与佛的距离至少还有一大阿僧祈劫。

同时，他们既早已德行高洁（否则就不可能证悟了），又了无俗愿，怎么可能行此污行，冒名

顶替创作伪经？他们肯定连想都不会作是想！ 

        这是从根本智、从第一义的角度说的。再看后得智。 

        后得智是菩萨道行者证入实相后，继续往上修行“方、愿、力、智”和“等觉、妙

觉”等阶位时，逐渐增强、逐步圆满的关于幻界四维上下、十方佛土、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

和一切形态一切法则一切规律的智慧。这种智慧往往是在菩萨修出意生身后才有可能大量获

得。因为意生身无相，完全摆脱了肉身的局限，遨游四维八方无有障碍，能见肉身所不能见，

能听肉身所不能听，能感肉身所不能感，对于一切有形无形有情无情均能体认入微，明察秋

毫，所以得以获悉各种信息、知识、智慧。随着菩萨道实践的步步展开，修行阶位的地地增

上，菩萨后得智的获得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饱满，直至最后功德圆满，成就佛果，获得一切

种智或称一切智智。 

        在大乘经典里，对于幻界规律的揭示，如因果律、循环律、全息律和唯识律等，

都属于后得智范围（虽然这些规律世人现在已是耳熟能详，但若非后得智具足的佛陀开示，众

生肉眼是根本看不见的）。而菩萨道的一整套严谨完备的修行次第、证道阶位、修行内容等，

也是功德圆满后得智具足的佛陀或获佛神力加特的大菩萨才有可能精准归纳完满展示的。又如

以《华严经》为代表的对于有相佛国、奇妙净土的描述展现，也是具后得智才可能的。而经典

里大量对于十方诸佛国土，包括東方阿閦佛，南方寶相佛，西方無量壽佛，北方微妙聲佛等佛

国的描绘彰显，更是非五眼具足、后得智圆满的佛陀所不能为了。 



 

 

        同前所述道理，菩萨即使从八地以后就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后得智，他要发声弘

扬佛法时，一定是或者现身佛陀说法的道场请转法轮，辅助佛陀（包括在佛加持下代佛说法，

如《华严经》里的诸大菩萨），如我们在经典里常常读到的那样；或者现身后世造论译经，引

导信众正解佛智，而绝不可能假佛之名，造作非佛说的“佛经”。 

        总之，揭示阐述宇宙生命实相和四维上下十方恒河沙时空性状的大乘经典，只有

具足根本智和后得智、功德圆满的正遍知、明行足、天人师佛陀方可说出。一切凡夫无此智慧

无此实力，一切菩萨虽有智慧尚不圆满，且绝不可能僭越妄为。  

        也许有人会说，凡夫无智慧无实力造经，菩萨不会假佛之名作经，那有没有邪门歪

道魔子魔孙假佛之名作伪呢？ 

        当然有，且有的伪经以假乱真、鸠占鹊巢已到了登峰造极触目惊心的程度，但它不

在此文讨论的范围内，本文要说的是真经非佛不能说。关于伪经，我们另有《如何识别伪经》

《关于伪经》等予以阐述，各位有兴趣可搜来一阅。， 

        总之，大乘经典卷帙浩繁，博大精深，仅就阅读而言，大多学人终其一生都难以穷

尽，何况完全彻解通达？——多数学人穷尽一生都难以读完的经藏，怎么可能是人力所为，人

智所作？更不用说其深邃的内涵，精辟的论述，严谨的结构，和气象万千，浩瀚如海，宏大瑰

丽，高山流水的风格，若非具一切智知一切事、摄十方佛国察往来时空，且辩才无碍妙语连珠

的佛陀所说怎么可能？须知所有的佛经都是佛为弟子信众现场说法而后记录流通于世的，只有

佛能那样出口成章，妙喻连连，智慧如水涌出，气势直贯长虹，且四十九年说法名相一致，义

理一致，风格一致（ 这也是熟悉大乘经典的学人能够看破伪经的根本原因 ），试问哪个凡

夫、哪个在学的学人有此天纵神才？而在浩瀚如海的文本中其风格、义理、名相始终一致的事

实面前。那些错认大乘真经是后世的佛法传人逐步编撰完善的学者之论也可以休矣。 

        事实上，如此巨量，如此深邃，如此广博，如此瑰丽，如此气象万千的佛经能够在

各个法会上如泉涌出，本身就彰显了佛的伟大神力，而阿难尊者能以如此超级记忆力完好记载

使之流通于世，则证实了人力所不及的佛力加持奇迹。被箍在色身里， 束缚多多 能力有限 很

多时候小肚鸡肠的人类，就不要以局促狭小的人类之心去揣度宽广浩荡的神佛之腹了吧😊 

        最后，让我们以《放光般若波罗蜜经》一段关于佛和菩萨神力的描述作为结束，

并顶礼赞叹伟大的佛陀 伟大的诸菩萨摩诃萨🙏🙏🙏 

       “ 能动天地变身无数更合为一。彻视无碍 石壁皆过。譬如鸟飞 无所触碍。能履水

蹈虚 身出水火 手扪摸日月 身至梵天……耳所彻听 为过诸天人耳……能知他人心中所念。知

有淫怒痴者无淫怒痴者。知有爱欲意无爱欲意者。知有有者知无无者。知有乱意无乱意者。有

高者有下者……识一意至百意。从一日至百日 一月至百月 一岁至百岁 一劫至百劫。无数百劫 

无数千劫 无数亿百千那术。尽自识知。名姓种族所作所习 寿命长短。所受苦乐 死此生彼 从

彼生此。” “ 佛十种力四无所畏。行四等心 十八不共 大慈大悲……眼所见诸法一切众事。

无事不见无声不闻无物不护无法不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