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言集之彌勒佛 

彌勒佛－大肚佛 

 寺廟是莊嚴肅穆的，當踏進山門後，就是天王殿。天王殿門前有一副對聯：『大肚能容,容

天下能容之事；開口常笑，笑世間可笑之人。』天王殿內正中供奉一尊坦腹趺坐，腰肢粗大，

手掐佛珠，笑口常開的大肚彌勒佛。 

 大嶼山觀音殿的彌勒佛兩傍的對聯卻如此寫上：『日日攜空布袋少米無柴，卻賸得大肚寬

腸，不知眾擅越信心時將何物供養；年年坐冷山門接張待李，總見到歡天喜地，請問這頭陀

得意處有甚麼來由。』 

 彌勒佛原是天竺南部人，姓彌勒，名阿逸多，出身於婆羅門貴族家庭，他跟隨釋迦牟尼傳

道，受盡苦難，終於修成正果，立地成佛。據經書說，彌勒是僅次於釋迦牟尼，處於續補地

位的佛，在「賢劫千佛」中排行第五，是佛教中的未來佛。他成為釋迦牟尼的弟子以後，先

於佛入滅(即離開人世)，上生到西方的兜率天內院經歷了四千佛歲，（即人間五十六億七千萬

年）的劫難，於公元前五百多年輪迴下生人間，輔助釋迦牟尼。後來因緣己盡，跳出三界，

在「華林園華林樹下」，以「三會之說法」化了一切，成「天人正覺」。 

彌勒佛的造像是根據布袋和尚塑成的。五代梁朝時，浙江奉化出了個和尚，法名契比，契

比身材矮胖，大腹便便，平日他隨遇而安，居無定所，經常背著布袋和爛蓆，手拿木杖，到

處化緣。他能預報天氣，預知吉凶，因而名噪一時，人稱其為「布袋和尚」。到了後梁末帝明

三年(917)三月，布袋和尚端坐在奉化岳林寺東廊下的磐石之上，口說偈語曰：『彌勒真彌勒，

化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過了不久，又有人在其他地方看

見他背著布袋，到處募化，於是世人就說他是彌勒佛化身，并繪成圖像，流傳各地。後來佛

寺中供奉的大肚彌勒佛像，據說就是根據他的形像塑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