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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宗” 构建与近代弥勒信仰复兴中的理论抉择
———太虚法师一段鲜为人知的佛教新宗派构建活动

刘 鹿 鸣

提　要：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太虚法师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复兴弥勒净土信仰而构建佛教新宗
派——— “ 慈宗” 的历史�尽管昙花一现�却对揭示太虚的佛教思想变化有特别价值。太虚 “ 慈宗” 构
建活动主要有两次：一是1922年创办武昌佛学院时期�着意创设一个综合唯识宗和弥勒信仰的佛教
新宗派�试图以宗派的形式复兴弥勒净土信仰。二是从1932年住持雪窦寺时期�把慈宗阐释为一个
融贯全部佛法、以总持义面目出现的佛教发展新方向�并发展出建设人间净土的新弥勒信仰思想�超
越了以往只注重往生的净土思想�是对第一次构建活动的转向和超越�消解和升华了此前的宗派意
识。此后�太虚的弥勒信仰思想逐步与人生佛教思想合流�基于弥勒信仰而建设人间净土成为太虚
“ 人生佛教” 思想中融会 “ 人间性” 与 “ 超越性” 的结合点。

刘鹿鸣�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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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传佛教中�弥勒信仰与弥陀信仰是并行的
两大净土法门。隋唐之前�弥勒净土信仰的盛行
程度远超弥陀净土信仰�唐代之后才逐渐为弥陀
净土信仰所取代。五代之后�弥勒信仰出现了以
布袋和尚为原型的 “ 大肚弥勒佛” 形象�成为中
国佛教圆融、包容、欢喜的文化标志。弥勒净土
法门在中国佛教宗派建立的黄金时代———隋唐时
期———未能建立为一个佛教宗派�所以自五代、
宋之后就逐渐沉寂了。近代以来�佛教思想家太
虚大师把弥勒信仰作为一个佛教宗派加以复兴�
提出了明确的 “ 慈宗” 构建�试图建立一个以弥
勒净土信仰为根本内涵的佛教新宗派。太虚从慈
宗名义、经典、教法和行仪等方面进行了创设。
他确定 “ 慈宗” 名义�提出 “ 慈宗三要” �编辑
《慈宗要藏》�而《弥勒上生经》则是他一生讲述
最多的经典①。太虚所作的 “ 慈宗” 构建工作�
主要有：
（一） 立宗名：慈宗。以弥勒名慈氏而立名�

标示弥勒信仰的根本内涵。
（二） 定行果：确立 “ 慈宗” 所依经典和教

理行果�谓之 “ 慈宗三要” �即 “ 《瑜伽真实义
品》以明其境�《菩萨戒本》以轨其行�《弥勒上

生经》以明其果” ②。
（三） 立修仪：制订《慈宗修习仪》。
（四） 集要藏：辑略慈宗典籍为 《慈宗要

藏》。
（五） 广宏宣：广讲弥勒三经�尤以《弥勒

上生经》为最。
一、太虚复兴弥勒信仰的思想根源

作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思想领袖�太虚思
想有两条主线：一是对全体佛法进行总抉择和总
判摄③�确立作为中国佛教未来发展道路的 “ 人
生佛教” 思想④�这是太虚佛学思想的根本主
线；二是就一个佛教理论家个人化的理论和信仰
特点而言�太虚又有学宗唯识和归宗弥勒信仰的
特点�一生宗奉弥勒�求生兜率弥勒内院�宣扬
弥勒净土法门�这是太虚思想中另一个贯穿始终
的主线。前一主线多为人知�后一主线则常被忽
略�但却是太虚佛学思想深层中不可忽视的重要
内容。

太虚的弥勒信仰�追根溯源是在普陀山闭关
时期 （1914年～1917年） 因研究唯识而形成�
由学宗唯识�进而宗奉弥勒。从1915夏开始�



太虚聚精会神于《楞伽》、《深密》、《瑜伽》、《摄
大乘》、《成唯识》等唯识学经论�尤其对《唯识
述记》、《法苑义林章》用功最多�将及两年之
久。在研读《唯识述记》时�“ 至释‘假智诠不
得自相’一章�朗然玄悟�宴会诸法虽言自相�
真觉无量情器�一一尘根识法�皆别别彻见�始
终条理�精微严密�森然秩然�有万非昔悟的空
灵幻化�及从不觉而觉、心渐现身器堪及者” ⑤。
太虚因读《唯识述记》而大悟真俗交彻的佛学奥
义�自认为此次唯识解悟�超越了此前两次禅悟
的悟境⑥�由此确立了他对佛学义理的根本见
地�形成了学宗唯识的个人理论倾向。此后�太
虚在佛法义理上宗依唯识学为义理根本�并由学
宗唯识而归本由玄奘、窥基创立的慈恩宗�并进
而宗奉唯识宗始祖弥勒菩萨。正因为有这样的思
想基础�所以�太虚提出 “ 慈宗” 新宗派构想以
复兴弥勒信仰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太虚的两次 “ 慈宗” 构建活动
从时间上说�太虚的 “ 慈宗” 构建活动集中

在两次机缘：第一次是1922年创办武昌佛学院
时期�提出 “ 慈宗” 名义�确立 “ 慈宗三要” ；
第二次是1932年住持奉化雪窦寺时期�因为雪
窦寺为弥勒道场的因缘而再次论述 “ 慈宗” �并
汇集《慈宗要藏》。
1．武昌佛学院时期的慈宗构建———提出

“ 慈宗” 名义�确立 “ 慈宗” 行持。
1922年�太虚兴办武昌佛学院�开始了

“ 慈宗” 构建的具体行动。他制订武昌佛学院学
僧的早晚禅诵为 “ 称念弥勒、回向兜率” ⑦�晚
课诵《弥勒上生经》及念弥勒菩萨⑧�这与通常
丛林早晚课诵大不相同�标示了明显的专宗弥勒
信仰特点。1923年武院最后一学期�太虚在讲
授了唯识一系经论�如《成唯识论》、《弥勒上生
经》 以及 《瑜伽菩萨戒》 等之后⑨�着手编辑
《慈宗三要》�正式提出 “ 慈宗” 名义�并 “ 选集
《瑜伽真实义品》以明其境�《菩萨戒本》以轨其
行�《弥勒上生经》以明其果” ⑩�确定了 “ 慈
宗” 行持的境行果内容〇11。“ 慈宗” 名义及行果
的确立�标志着太虚正式揭开了复兴弥勒净土信
仰的新宗派建立工作。

关于立名 “ 慈宗” �太虚在《慈宗三要序》
中说：“ 远稽乾竺�仰慈氏之德风；迩征大唐�
续慈恩之芳焰：归宗有在�故曰慈宗。” 〇12这是

说�“ 慈宗” 立名远溯印度大乘�归仰慈氏弥勒�
近则本于唐代慈恩宗�包含唯识宗和弥勒信仰两
个内容。这样�把唯识宗纳入慈宗的范围�基于
已有的唯识宗这个宗派实体�进而把内容扩大到
整个弥勒信仰�使得慈宗在理论、信仰内容和宗
派实体上都丰满起来。

但是�“ 慈宗” 名义要突出的并不是唯识学�
而是借助唯识宗的宗派实体�把传统的弥勒净土
信仰宗派化。所以�太虚此时要着重阐释的慈宗
内涵是�弥勒净土具有比他方净土更容易往生的
优胜之处。《慈宗三要序》〇13中论述说�慈氏弥勒
位居一生补处菩萨�与我们同界同土�比之往生
他方国土更加容易�所以很殊胜。这个净土思
想�是从往生之难易来论说�但这并不是什么新
思想�早在唐代的《法苑珠林》中就已经有了这
样的弥勒净土信仰思想〇14�因此�这个阶段太虚
的净土思想还未超越传统净土思想�是以弥勒上
生信仰为核心的。

武昌佛学院时期的慈宗构建活动�是太虚复
兴弥勒净土信仰比较着意的一个时期�是太虚学
宗唯识、归宗弥勒信仰的自然体现�包含了明显
的宗派建立意识。
2．住持雪窦寺时期的慈宗构建———阐释

“ 慈宗” 内涵�辑略《慈宗要藏》。
1932年10月�太虚应邀住持浙江奉化雪窦

寺。奉化是 “ 大肚弥勒佛” 的原型———布袋和尚
的出生之地�雪窦寺为弥勒根本道场�这在客观
上促进了太虚弘扬弥勒净土信仰的因缘。1933
年1月�太虚在闽院所在地南普陀寺凿阿耨达
池�构建兜率陀院�设慈宗坛供奉弥勒。这段时
间�编辑了《慈宗要藏》�即辑略《大藏经》中
有关慈氏弥勒教法以及相关论述60余种�分为
经藏、律藏、论藏、杂藏四部分�以见《藏经》
中慈氏弥勒教法规模〇15。在《慈宗要藏序》中�
太虚有慈宗要藏、略藏、本藏、大藏、广藏之
论。大约在这个时期�太虚还编订了《慈宗修习
仪》〇16�分为要仪、略仪、本仪、胜仪、大仪等
五门�作为慈宗修习的五种仪轨。又为在家居士
编订《正信会员每日必修之常课》仪轨�依次列
“ 慈宗” 和 “ 净宗” 两宗〇17�在普遍的弥陀信仰
情况下�明确了弥勒净土信仰的同等地位。这期
间�太虚还多次讲授有关弥勒信仰的经论〇18。
1936年4月�太虚于雪窦寺讲《弥勒上生经》、
《弥勒下生经》�作《兜率净土与十方净土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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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慈宗的名义》等文章〇19�对 “ 慈宗” 含义
进行了新的阐释。与第一次慈宗构建相比�太虚
此时的 “ 慈宗” 构建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
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1） 清晰划界 “ 慈宗” 和 “ 慈恩宗” �超越

先前基于唯识宗而建立慈宗的构建思想�完全本
于弥勒信仰确立慈宗名义。《慈宗的名义》中界
定说：“ 慈宗最重要者在宗奉慈氏菩萨以上生内
院。……中国净土初祖庐山慧远大师的师父道安
法师�已竟宗奉慈氏宗以求生兜率内院�这是慈
恩宗以前早有慈氏宗流行的事实。……唐朝以先
还是修弥勒宗的特多；……现在依慈氏为宗的慈

宗渊源甚古。” 〇20也就是说�以宗奉弥勒、上生兜
率内院的弥勒净土信仰为 “ 慈宗” 名义的根本内
涵。这样�把唐朝之前的弥勒净土信仰作为慈宗
的渊源�只从弥勒信仰的角度界定慈宗。如此一
来�方便了从弥勒菩萨总持全部佛法内涵来界定
慈宗�而不必拘限于唯识宗一宗一派。
（2） 释迦为本�慈氏为宗�确立 “ 慈宗” 的

总持义。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慈宗要藏序》、《慈
宗的名义》文章中�太虚论述了慈宗法藏 （要
藏、略藏、本藏、大藏、广藏） 的内容�开始消
解此前慈宗含义中的狭隘宗派思想。列表说明如
下：

表一：慈宗法藏内容表
慈宗法藏 内容 略评

慈宗法藏的纲要
《慈宗三要》：《瑜伽真实义品》以明其境�《菩
萨戒本》以轨其行�《弥勒上生经》以明其果。 本于唯识宗而立。

慈宗法藏的主体

《慈宗要藏》：慈氏弥勒法门经论�包括慈氏所
说金刚经论、现观庄严论等般若学系经论。
《慈宗略藏》：慈氏宗释诸论及无着、世

亲、护法、戒贤、慈恩师弟所崇弘的唯识宗所
依经论。
《慈宗本藏》：玄奘翻译全部经论及异译。

基于唯识宗所依经论�但又扩大�把三藏中宣
说慈氏行果的经论�都看作是慈宗法藏。

慈宗法藏的广用

《慈宗大藏》：宗本慈氏以贯持一切之经、律、
论、杂�为慈宗大藏之纂。内容包括释迦牟尼
付嘱弥勒的一切教法。
《慈宗广藏》：于五明处求菩萨菩提�……

融摄一切开物成务�利用厚生�进德修业之
说�更应为慈宗广藏之辑。内容包括一切佛法
之内明和一切世间各种文化�根于慈宗而融摄
一切有益发达人生的世间学说。

突出了慈氏弥勒是释迦牟尼全部教法的继承
者�“ 为承前启后之总枢” �“ 融摄各宗派以慈
氏为大归依处” �确立 “ 慈宗” 的总持义。

　　这个解释从弥勒作为释迦牟尼全部教法继承

者的角度来论说�突出显示了 “ 慈宗” 内涵的总
持义。此时�太虚的慈宗构想在宗依唯识、弥勒
信仰的基础上�扩展到了总持、贯摄全体佛法而
继承之；而弥勒的形象也从唯识宗祖的形象�转
为作为释迦牟尼佛全部教法继承者的一生补处弥

勒菩萨形象。一切佛法都是以 “ 释迦为本” ；而
慈氏弥勒作为释迦牟尼的继承者�总集全部教
法�“ 现在一切五乘、三乘、大乘性相显密的佛
法�都是弥勒菩萨所担当宣扬的佛法” �所以在
释迦牟尼之后应当以慈氏弥勒为归宗�“ 融摄各
宗派以慈氏为大归依处” �故说 “ 慈氏为宗” 。这
样�就把 “ 慈宗” 内涵定位于由弥勒承前启后�
继承释迦牟尼一切教法的总机枢�“ 也就是从释
迦佛大圆觉海中�流布于世上以度生成佛之佛法
全体大用、皆会归宗依于当来下生慈氏佛�谓之
曰慈宗也。” 太虚此论�直从千佛承启的角度论

慈宗�气度宏大�使得 “ 慈宗” 内涵一举突破了
通常的宗派特点�与他着力抉择全体佛法而开出
新的佛教发展方向的思路相合。

这样论说慈宗内涵�实质是以总持义消解了
宗派义�是消解、淡化和升华了此前慈宗名义的
专一宗派色彩�转向一个贯摄各派的、以总持义
面目出现的新理念慈宗。这才是太虚慈宗法藏论
述的真正用意。那么�太虚对慈宗含义的新阐释
反映了他的佛学思想的变化�从学依唯识、宗奉
弥勒的唯识学专宗信仰�转向从全体佛法继承者
的角度看待弥勒�因此�他的慈宗宗派构建理念
也随之从武院时期的专宗唯识及弥勒信仰思想�
转为在专宗唯识与本于全体佛法之间寻求一种贯

摄和调合�基于全部佛法的抉择融会而开出新的
佛教发展道路。
（3） 提出了与只注重往生有着根本性不同的

新弥勒净土思想———创造人间净土。太虚继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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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对于弥勒净土当机殊胜的论说�认为弥勒
作为未来佛的地位�有着专化此土的因缘当机殊
胜性�同时�他也提出了创造人间净土的思想。
《慈宗的名义》云：

……三、弥勒净土�是由人上生。故其
上生�是由人修习十善福德成办�即是使人
类德业增胜�社会进化成为清净安乐；因此
可早感弥勒下生成佛�亦为创造人间净土
也〇21。
提出在当下现实社会中 “ 创造人间净土” 的

新弥勒净土思想�这与此前只注重往生的净土思
想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是对此前往生弥勒净土思
想的突破�反映了这时太虚的弥勒净土思想逐步
转向基于抉择全体佛法而开出新解释�并与 “ 人
生佛教” 思想合流。

三、慈宗内涵转变与中国佛学义理抉择
与太虚依据全体佛法抉择人生佛教道路和整

理僧伽制度相比�他直接进行 “ 慈宗” 构建的工
作并不多�而且比较着意的是在武昌佛学院时
期�在雪窦寺时期关于慈宗的论述�与其说是进
一步阐释慈宗内涵�不如说是对于武院时期慈宗
内涵的消解、修正和升华�从当时偏重于唯识宗
一派的思想上转向抉择融会全部佛法的道路上

来；从重视印度佛教在义理辨析上的清晰性�转
向回归到重视中国佛教的会通圆融性上来。那么
两次慈宗构建思想的转变�其中反映的问题实质
是什么呢？这是近代弥勒信仰复兴中一个重要的
理论抉择问题�蕴含着近代中国佛教思想界如何
判定中国佛学思想特质的义理之争�即是基于印
度大乘佛学的纯正性与基于汉传佛教中国化佛学

的圆融性之争�中间还部分地杂有显密之争。
1．慈宗内涵与汉传佛教思想特质
首先一个问题�虽然太虚本人在教理上学宗

唯识�但是�汉传佛教的思想特质却不在唯识。
唯识学的复兴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一个显著特

征�无论是南京支那内学院还是太虚都以精研唯
识著称�唯识学在义理上的明晰性使得它在教理
辨析和圆融近代以来的科学文化上具有优势�讲
究逻辑性的论理精神与新时代的科学精神深为契

合。然而�同样为学本唯识�在对待中国佛学如
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等宗派的思想取向上�太
虚与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吕澂等人表现出了很大
的不同。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内学院以专精唯识而
道定一尊�对于中国佛学天台、华严和禅宗在理
论上的不清晰处猛攻猛破�驳《起信》�难《楞
严》�进而疑及《仁王》、《梵网》、《圆觉》、《占
察》等大乘经论�对于中国汉传大乘佛学思想基
础有强烈的质疑�主张回到印度大乘佛学思想。
而太虚虽然学本唯识�但他是从抉择全部佛法的
角度看待中国佛学�提出了著名的 “ 三系说” 判
摄一切佛法�即把全部佛法判摄为法性空慧学
（代表般若及中观思想） 、法相唯识学 （代表唯识
及瑜伽行派思想） 和法界圆觉学 （代表中国佛教
天台宗、华严宗及禅宗思想） �表现出的是会通
印度佛学中观、唯识和中国佛学圆教系的圆融特
点。太虚折衷于法相唯识学以整理各派学说�进
行自觉的唯识宗与圆觉宗 （汉传圆教系） 的会通
工作〇22�作《佛法总抉择谈》�依唯识三性通论
大乘�反驳欧阳竟无之说；又作《大乘宗地图》、
《三唯论图》�对全体佛法进行抉择�阐释大乘八
宗无不平等、各有特胜的圆融观点〇23。

在太虚与内学院展开《起信》、《楞严》思想
论战之时�又出现了密乘勃兴对汉传佛教的冲
击。1924年武昌佛学院因传授密法而导致武汉
密法一时勃兴�包括武院部分学僧和院董在内许
多人趋之若骛�热衷密法�急于求证�并切实危
及了太虚的佛教改革进程�对此太虚始料未
及〇24。

在《起信》、《楞严》思想争论和密法勃兴等
两重现实危机的触动下�太虚开始重新审思中国
佛教的思想特质和复兴方向�他的理论重心开始
由唯识学回归中国佛学圆教系思想�开始回归禅
宗。这时�太虚的佛学思想中开始确立了 “ 中华
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 〇25的根本见地。1926年夏
作《评宝明君〈中国佛教之现势〉》�这个思想更
清晰了。他提出：

晚唐来禅、讲、律、净中华佛法�实以
禅宗为骨子�禅衰而趋于净�虽若有江河就
下之概�但中华之佛教如能复兴也�必不在
于真言密咒与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
吾折衷于法相唯识学�以整理大小乘之内教
及东西洋之外学�仅为顺机宏化之一方�而
旨归之所存�仍在禅、净〇26。
太虚认为中国佛教的复兴方向不在真言密

乘�甚至也不在他所宗依的法相唯识学�而是在
汉传大乘圆教系之代表———禅宗和净土。文中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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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表明�他虽然 “ 折衷于法相唯识学�以整理
大小乘之内教及东西洋之外学” �但这只是顺机
弘化的方便之说�他理论思想的旨归仍在禅、
净。由此直至晚年在汉藏教理院讲《中国佛学》�
思想趋于一贯�明确了中国佛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仍在以禅净为根本�而不是印度大乘佛学之唯
识。

在这样的思想变化背景下�此前具有浓厚唯
识色彩的慈宗内涵自然也需要转向�淡化专宗唯
识思想而转向与汉传圆教系佛学的会通和圆融。
2．慈宗内涵与中国佛教发展方向
虽然太虚的思想回归中国佛学圆教系思想�

但这个转向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而是在一个更
高的理论层面上融会贯通印度大乘中观、唯识和
汉传圆教等三系�由此�太虚抉择全体佛法�提
出五乘共学、三乘共学和大乘不共学的道次第以
贯摄全部佛法�又以瑜伽菩萨行为主线贯穿
之〇27�这就是此后太虚提出的 “ 人生佛教” 思想
的核心内涵。由此�太虚认为未来中国佛教发展
方向应当是基于全部佛法之抉择�贯摄圆融各派
的�而非专宗一派。他说：“ 今后之佛学�应趋
于世界性�作最普遍之研究修证与宣扬。……今
后研究佛学非复一宗一派之研究�当于经律论中
选取若干要中之要�作深切之研究�而后博通且
融会一切经律论成圆满精密之胜解。” 〇28这是一种
超越宗派的总持继承思想�而不是复兴一宗一派
思想。显然�此前的慈宗宗派构建思想�与这时
的超越宗派思想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因此�随着太虚佛学思想的转变�对于慈宗
含义的解释也在理论高度上逐渐提升。雪窦寺第
二次慈宗构建时期的慈宗内涵论述�采取了超越
一般宗派意识的新理念�在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
上贯摄圆融大乘佛学三系思想�把此前宗奉唯识
的弥勒慈宗内涵�扩展为总集继承释迦牟尼佛全
部教法的慈氏弥勒菩萨行果。这样�慈宗的内涵
就大大扩展了�随着历史机缘发展的可塑性、适
应性也大大增强了。

四、慈宗弥勒信仰与人生佛教
太虚两次慈宗构建�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佛

教发展理念�经历了从以学宗唯识、宗奉弥勒信
仰为核心的专宗宗派思想�转向以宏观考察中国
佛教的总体特征及未来发展、并以慈氏弥勒为总
集继承的贯摄圆融思想。也就是说�太虚后来的

慈宗构建思想已经让位于他抉择全部佛法以开出

中国佛教未来发展新道路的 “ 人生佛教” 思想。
那么�“ 慈宗弥勒信仰” 与 “ 人生佛教” �这两个
问题作为太虚思想发展中一隐一显的两条主线�
如果并列在一起考察�二者的关系是什么呢？

首先�贯摄圆融各派的总持义的慈宗内涵�
与同样是本于全部佛法抉择提出的 “ 人生佛教”
思想具有相同的理论指导思想�因此�从理论上
说�二者在发展中必然合流。也就是说�太虚对
于慈宗构想的最终实现形式�与他提出的未来中
国佛教发展道路的 “ 人生佛教” 的实现形式密切
相关；而 “ 人生佛教” 的实现形式�也与太虚思
想深处的慈宗弥勒信仰有莫大关系�表现在�特
别提出以瑜伽菩萨行为主线而贯摄圆融各派作为

“ 人生佛教” 的根本内涵。就后来历史发展而言�
“ 人生佛教 （人间佛教）” 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已经
被教内外所认同�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导思
想�然而�具有 “ 慈宗弥勒信仰” 思想背景的
“ 瑜伽菩萨行” 在 “ 人生佛教 （人间佛教）” 中的
主线地位则逐渐被人们淡忘了�这不能不说是
“ 人生佛教 （人间佛教）” 理论构建中的遗憾。

其次�人们在讨论 “ 人生佛教” 的时候�一
般不会涉及弥勒信仰及慈氏弥勒作为释迦牟尼教

法总集继承者的问题�但是�如果从 “ 慈宗” 的
角度考察 “ 人生佛教” �就会把 “ 弥勒信仰” 与
“ 人生佛教” 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对抉择 “ 人生
佛教 （人间佛教）” 思想内涵或许不无小补�甚
至不可或缺。事实上�在太虚的 “ 人生佛教” 思
想中�把建设人间净土以创造弥勒下生的现实条
件作为 “ 人生佛教” 的重要内容。这样�“ 建设
人间净土” 成为 “ 慈宗弥勒信仰” 与 “ 人生佛
教” 在信仰实践上的共同点�由此人生佛教与弥
勒信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得 “ 人生佛教” 能
够最终确立把 “ 人间性” 与 “ 超越性” 圆融于一
体的理论基石和信仰结合点。

第三�“ 慈宗弥勒信仰” 对 “ 人生佛教” 理
念的影响表现为：一是以瑜伽菩萨行为主线而贯
摄圆融各派作为 “ 人生佛教” 的根本内涵�二是
把建设人间净土以创造弥勒下生的现实条件作为

“ 人生佛教” 的根本指归。这样�以慈宗弥勒信
仰为中心�人生佛教、瑜伽菩萨行、建设人间净
土思想合流�突出了以慈氏弥勒总集继承全体佛
法的总持开新思想。而这个思想的典型形象代
表�正是汉传佛教完全中国化了的 “ 大肚弥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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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信仰�其特征是欢喜、圆融和人间化�所反
映的完全是汉传佛教的性格特点。

故此�太虚 “ 慈宗” 构建内涵从初期宗依唯
识的弥勒净土信仰 （反映的实质是印度大乘风
格） ；再变而为贯摄、圆融各派的释迦全体教法
总集继承者的一生补处慈氏弥勒信仰 （所反映的
实质是汉传佛教圆教系风格） ；三变而为体现人
间性的 “ 大肚弥勒佛” 信仰 （所反映的实质是太
虚抉择的中国佛教未来发展道路的 “ 人生佛教”
风格）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佛教史中弥勒信仰的
三种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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