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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三聖 

東方三聖是指以藥師佛為主尊的三尊神。藥師佛全稱為藥師琉璃光如來，亦有人稱謂大醫王佛，醫

王善逝或消災延壽佛。為東方淨琉璃世界的教主。藥師本用以比喻能治眾生貪、瞋、痴的醫師。在中

國佛教一般用以祈求消災延壽。藥師佛的左脅持為日光遍照菩薩，右脅持為月光遍照菩薩。藥師佛與

日光菩及月光菩薩合稱為「東方三聖」。 

西方三聖 

 西方三聖指以阿彌陀佛為主尊的三尊神。阿彌陀佛是西方極樂世界的教主。意曰無量光、無量壽。

隨著淨土宗在中國的普及，阿彌陀佛成為最流行的佛陀。阿彌陀佛又被稱做接引佛，他的左脅持是觀

世音菩；薩脅持是大勢至菩薩，合稱「阿彌陀三尊」，又叫「西方三聖」。 

大梵天王 

 步進寶蓮寺的大雄寶殿，端坐在大殿正中的是三尊坐佛，合稱為橫三世佛。正中的是釋迦牟尼，其

右邊站立著的便是大梵天王，亦稱梵天。據說他是色界初禪天之王，稱大梵天王，又稱原人。在印度

教和婆羅門教中，梵天是與濕婆、毗濕奴並稱的「三大神」之一。由于梵天還創造了魔鬼和災難，所

以人們敬而遠之，崇拜者極少，其地位並不高。 

 佛教創始以後，梵天成為大梵天王，只是佛教的一個護法神，地位也不高，有時也作釋迦牟尼的右

脅持。大梵天王即佛教「二十諸天」中的第一位。 

帝釋天 

 站在釋迦牟尼左邊的是帝釋天，帝釋天是佛教的護法神之一，據佛經傳說，世界的中心是須彌山，

帝釋天就住在須彌山頂的善見城，被稱為忉利天之主。帝釋天是【二十諸天】中的第二位天王。 

大迦葉 

釋迦牟尼有十位大弟子，大迦葉是十弟子之首。大迦葉是古印度摩陀國王舍城人，他主張少欲知足，

常修頭陀苦行，所以被稱為「頭陀第一」。大迦葉當時在王舍城不遠的摩訶沙羅村出生，長大後成為

婆羅門中聰明博學、富甲天下的傑出人物。當時釋迦正在竹林精舍說法，大迦葉被他的道理打動了，

就跟隨釋迦出家，並專修苦行，深受釋迦信任。因此當釋迦自己預感不久人世，指定彌勒菩薩在五十

六億七千萬年後接班，並專門指定大迦葉為首的四位弟子為【四大聲聞】繼承佛陀的事業，弘揚佛法，

並在將來輔助未來佛彌勒。公元前 487 年，釋迦牟尼涅槃後，大迦葉召集五百弟子趕來奔喪，舉行了

佛教史上的第一次結集，因而成為佛陀之後的第一代祖師。在一些大雄寶殿中，侍立在釋迦牟尼左旁，

被稱為【迦葉尊者】。 

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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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難是王舍城人，是釋迦牟尼之堂弟，生於釋迦成道那天晚上，因此其父為他取名「阿難陀」。阿

難自幼多聞博達，智慧聰穎，後來釋迦返鄉，阿難便隨釋迦出家，隨侍其側，學佛修道，直至釋迦涅

槃，成為釋迦的十大弟子之一。釋迦涅槃後，大迦葉召集眾弟子舉行首次結集，並請阿難誦集經藏。

阿難便依其言，憑著自己的惊人的記憶，將所聞佛經一一誦出，誦畢，迦葉問眾人，阿難所言有否錯

謬？眾人都說與佛祖之言無異。後來阿難把佛的話記錄在貝多羅樹葉上，成為最早的佛經。佛祖法言，

便得以流傳下來。後來傳入中國的佛經漢譯本開篇首句必為「如是我聞」。正因阿難對佛經傳播的貢

獻最極大，後世中國禪宗僧徒，便將他奉為禪宗的西天第二世祖師，侍立在釋迦的右旁，被稱為【阿

難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