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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所學的專業內涵及其相應研究

蔡耀明

台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先從專業人士當中的物理學者談起。對於一些傑出的物理學者，平庸的媒

體記者可能只會報導一些婚姻、家庭、嗜好、交友、性別、權位、爭吵之類的

事情。想看花邊新聞的，這就不愁沒有材料。然而，假如想從這樣的報導就瞭

解物理學，大概太過於天真。還好，這一個世界有的是物理學專門的書刊。

佛教經典出現不少專業修煉的身分或頭銜，例如佛陀、菩薩、獨覺、阿羅

漢。這當中，以菩薩為例，如果打開一般的佛教史、佛學概論，或者甚至期刊

論文，除了有模有樣注重語詞、文獻、或歷史的考辨，有關菩薩的述說，幾乎

都環繞一些外緣課題在打轉，例如時代演變、地緣情勢、神話崇拜、派別歸

屬、身世背景、性別傾向、出家與否。這一些課題的述說，讀起來不費力氣，

聽起來也頗為平易近人。但是，後退一步來想，這一些課題會不會正在一步又

一步地把菩薩處理成花邊新聞的東西。如果僅憑這一些課題，都已經瞭解不到

物理學了，那就更別指望可據以瞭解菩薩專業所學。

物理學者的花邊新聞，或可填塞愛好此道者的胃口，或可充當閒聊的材

料，無損於物理學的專業。反觀佛學界，如果有關菩薩的述說，大都環繞諸如

時代演變乃至出家與否等外緣課題在打轉，而當前的現實，菩薩之稱號又滿天

飛，好像廉價到只要手上抱著物理學的書，上了幾次物理學的課，或者恰好參

加一些活動，就可毫不介意地稱為物理學者。然而，物理學者假如欠缺在物理

學專門的造詣，不過替世間又增添一則笑話；稱為菩薩，竟然欠缺菩薩學處專

門的造詣，或者甚至對菩薩行專業的講究毫無概念，恐怕會讓人笑不出來。如

果這一類的現象並非危言聳聽，而是不斷地在周遭出現，那麼，不願意由司空

見慣而變得麻木不仁，就有了思考的契機：相當於物理學專門的書刊，佛學界

是否拿得出菩薩學專門的書刊？

事實上，佛教經典不僅出現像菩薩這樣的名稱，而且不厭其煩地教導或講

說用以界定菩薩或造就菩薩的專業修煉。這樣子修煉的重點項目，叫做菩薩學

處，例如，包括般若波羅蜜多在內的六項波羅蜜多，簡稱六度；在菩薩學處落

實踐履的工夫，稱為菩薩行。由於菩薩行確實施展得開來，造就了專業修煉的

涵養，修煉者即可用上菩薩的稱呼，一方面，藉以標明專業修煉的身分，另一

方面，以示專業身分的區別。

以菩薩專業的修煉為著眼點，當代佛學界至少還虧欠二件事情。其一，不

要只會拿一些外緣的課題來堵住嘴巴，而該讓經典裡的菩薩有機會說出菩薩專

業的話，還要聽得進且理解得出用以打造菩薩的專業修煉的意涵與理路。其

二，以佛學的專業向學界展示，佛教稱為菩薩的，有其打造菩薩的菩薩學，而

且其實踐的專業度與理論的專業度，至少不下於打造物理學者的物理學。

所謂菩薩學，一方面，可意指用以打造菩薩的專業修煉的程序與關聯的學

理；另一方面，則可意指對菩薩的研究。如果菩薩學拿得出至少和物理學旗鼓

相當的內涵，則不僅菩薩確實有其藉以打造的專業修煉的程序與關聯的學理，

而且對菩薩的研究，還要能夠一層又一層地探討進去那樣的程序與學理。

因此，不僅顯示菩薩有其專業修煉，而且相應地探討菩薩所學的專業內

涵，可以說是當代從事佛教研究責無旁貸的事情之一。然而，菩薩的專業修煉

從何講起呢？入手處很多，名稱即為其一。根據《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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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蜜多分》，簡稱為菩薩的菩提薩埵，亦即菩提有情，也就是有能力通向覺

悟的有情，意指在生命、世界、實相、真理、價值等基本課題，經由實修，而

具備足夠的能力，予以隨順覺察且如實了知之有情。有鑑於此，專業的佛學該

向學界展示的，就在於佛法在生命乃至價值等基本課題，帶出什麼樣的修煉程

序，以及給予什麼樣的學理說明，而藉由那樣的修煉程序與學理說明，恰好足

以造就通向覺悟之有情，因此實至名歸，擔當得起菩薩之稱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