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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序一 

  “佛法”是什么？他原是一种“觉悟学”。吾人处在孙宙间，

万事万理，好像都带著神秘。你看著是黑，结果他却是白；你

看著是圆，结果他却是方。差不多总给你猜的相反，所以人就

感觉著苦闷了。 

  佛法就是对于孙宙人生，万事万理的一个解答者。因他有

这等的重要性，所以人人都应当去研究。不过孙宙人生，一切

事理，千头万绪，颇为复杂，佛法也就显得玄妙了。 

  有一般人，尝责备佛法，立论太高，陈义太深，极不通俗

化，所以不易普及。且不要错怪！这并不是佛法本身问题，其

实是孙宙森罗万象，本不简单。佛法要解答这许多问题，自然

就显得高深了。 

  但是，佛法虽然头绪复杂，义理高深；假能寻一条线索，

提几条大纲，作一个初步的介绍，先使学者得到一个轮廓，或

可就引起探讨的兴趣，这是编这本书的意义。古人说：“登高

自卑，行远自迩。”大家要想深入佛海，这本书也未尝不可作

个津梁。 

  这本书的编辑，就是本著上面说的意义。材料取纲要，组

织取条贯；并且词采语体，篇采简短。举纲要，有条贯，就可

得一个轮廓；语体便是通俗化；篇短免去用脑厌烦。用他教课

或是自修，似乎都还适用。这本书虽然才三十六课，也等于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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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佛法，缩了一个小影。说是见了一斑固可以，说是见了全

貌也可以。 

  中华民国（四十二年）岁次癸巳冬至日编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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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序二 

  佛经三藏，浩如烟海，求学的人，差不多都存著望洋兴叹

的感想。况且“佛事门中，不舍一法”，所有孙宙万象，自是应

有尽有。这样说来，不但数量繁多，内容也就很复杂了。一般

学人，莫说三藏精通，就是在具体上，能有大概的正确认识，

这人的佛学，也就算是善知识。 

  话虽这样说，但是发大心求深造的人，还是很多。我的看

法，经典繁多，只要时间允许，费上四五年的功夫，耐烦读下

去，便可圆满；内容复杂，只要世间学术博洽的，也能融会贯

通，得到解决。 

  除此以外，却有很大的两块拦路石，每每为他阻碍前进，

这确成了严重问题。一是“真如实相”难明难悟，一是“术语名

数”难记难解。说到欲明真如实相，那就得靠著多听多问、思

维体验，等等条件帮助开悟；因无迹象可寻，困难感觉大。若

求了解术语名数，只要分类摘出，加以说明，一看一听，便能

明白，了解以后，记忆也就容易了；因有迹象可寻，困难感觉

小。 

  这本书的编辑，术语名数成分比较多；因一大藏经教，处

处离不开术语名数。初步佛学，术语名数似乎就是根基，也就

是通常知识；如果术语名数记忆不忘，了解清楚，真如实相明

悟，也就快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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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应知真如实相是大道，术语名数是学问。从根本上讲，

学佛贵乎明道，其次才是学问。但是大家读了这本书，当然可

称是有学问，不过还希望进一步，再求明大道！ 

中华民国丁酉（四十六年）年十月编者谨志 

  



7 
 

  佛学常识课本 

  第一课 总体 

  “佛”是印语“佛陀”的简称，在中国文字是“觉”的意思。此

觉与普通说的觉不同，因常人的觉多是错觉；此觉乃是对一切

事理，能真正证明的实智。任何人能证得实智，就是佛。 

  “法”是种种事物及道理的总名；在这里讲是专指佛的教法，

就是教内一切经典。因为经中说的就是种种事物及道理，所以

称之曰法。 

  “僧”是印语“僧伽”的简称，译成中文是“众”的意思。三人

以上曰众。僧字也是比丘三、四人以上的名辞。但是今日相沿，

比丘一人就称他是僧，这也未尝不可。例如古时兵制，万二千

五百人为军，若指其中一人叫他军人，亦讲得通。 

  “佛”是来救度众生的，“法”是佛度众生的工具，“僧”是佛

的传教度众付表人。 

  第二课 教义 

  佛家的教义，以“慈、悲、平等”三事为根本；以“诸恶莫

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三事为行持。前三事是体，后三事

是用。 

  给与众生一切孜乐，是名曰“慈”。救拔众生一切忧苦，是

名曰“悲”。但是与乐拔苦的目标，是不分那一类的有情，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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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亲故怨仇，这样的存心，名曰“平等”。必须有平等心，慈

悲方能作到圆满！ 

  怎样是“诸恶莫作”？就是事无大小，只要有害众生，便避

兔不作。怎样是“众善奉行”？就是事无大小，只要有利众生，

便努力去作。怎样是“自净其意”？因众生的心意是染污的，不

断虚妄分别是非人我，所以自害害他；若能修到不起妄念分别，

染污的心就转成清净的心，断恶生善才能圆满！ 

  第三课 教主略史 

  教主名释迦牟尼，是中印度迦毗罗国净饭王的太子，母是

摩耶夫人，国城在恒河支流罗泊提河岸。太子俗名悉达多，生

时距今二千五百余年，旧说二千九百余年。 

  印度阶级很严，分为四等：一、婆罗门主持宗教，二、刹

帝利为王族掌理政治，三、吠舍为商贾，四、首陀罗为农人奴

隶。太子即是刹帝利种，娶夫人名耶输陀，生子名罗侯罗。 

  太子少年游览田野，见农夫劳苦，更见耕地出虫，鸟来啄

食，因此察知动物界生活，多是害他存自，很觉痛心。又因出

游见到老者、病者、死者，觉到人生，空、苦、无常，遂决意

寻求解脱。 

  太子到了十九岁，决心舍去富贵出了家，在雪山苦行六年，

坐菩提树下证了佛果，说法度众四十九年，后在拘尸城外娑罗

双树下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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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课 三藏结集 

  佛灭度以后，诸弟子恐怕佛说的法日久失传，又怕有人搀

入异见邪说，所以有结集的组织。 

  结集的法，是多数的比丘组织一会，推一人升座，众人发

问，使其答复，再问会众证明不错，就记载出来，定为佛典。

但是结集并非一次，各经说法所以不同。大概的情形，可分三

说：一是王舍城外七叶窟，五百阿罗汉结集，阿难诵经，优波

离诵律，富楼那诵论，大迦叶为上首，名“界内上座部”；未及

入窟的，尚有多人，也组织结集，婆师婆为上首，名“界外大

众部”；这是小乘的结集。文殊、弥勒二菩萨，将阿难在铁围

山升座，说出菩萨、声闻、戒律三藏，是大乘的结集。金刚手

菩萨、阿难尊者，又记出金、胎两部大经，这是秘密结集。 

  第五课 七众弟子 

  众生皆可学佛，不分在家出家，学佛一律平等，因为戒相

少示差别。出家的男女众有五类：一、比丘，男子受过二百五

十大戒的。二、比丘尼，女子受过五百大戒的。三、式叉摩那

尼，是沙弥尼欲受五百大戒以前，先学六法的，比喻学校预科

的制度。四、沙弥。五、沙弥尼，男女受过十小戒的。 

  在家的男女众二类：一、优婆塞；二、优婆夛。即男女受

过五戒的；但虽未受五戒，曾受三皈依的，亦是佛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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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丘”的意义有三，为“乞士、破恶、怖魔”。“沙弥”是“息

恶行慈”的意思。“式叉摩那”是“学法”的意思。“优婆塞、夛”

是“亲近、奉事三宝”的意思。 

  第六课 世界 

  “世”是去来今，“界”是方位，这是竖说时间，横说空间，

也就是说天地的意思，更表明天地原是迁流变化无常的。世界

先以须弥山为中心，最下层是空轮，层层向上是风水金等四轮

体，金是指含金质的固体地形。 

  从地面向上，至须弥山之半，是第一层天。至山顶为二层

天，再往上有四层天，因这六层天，都有男女饮食之欲，所以

称是“欲界天”。再向上有十八层天，分为四禅，只有庄严形色，

所以名为“色界天”。再向上还有四层天，不著形色之相，所以

名为“无色界天”。 

  须弥山四方有四个大星球，有八个中星球，有数万小星球，

前人称名曰“洲”，外围层层有七山八海，更有铁围山为外廓。 

  第七课 世界数量 

  合计须弥、铁围两山环抱的大小星球，及七山八海，下自

空轮向上，一直到色界的初禅天为止，这名“一个世界”。以这

样一个世界的横竖范围为标准，集合一千个世界，上至色界二

禅天为止，名“小千世界”。再以小千世界的范围为标准，集合

一千个小千世界，上至色界三禅天为止，名“中千世界”。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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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千世界的范围为标准，集合一千个中千世界，上至四禅天为

止，名“大千世界”。因此数中有小千、中千、大千的分别，所

以有三千大千之名。 

  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非止一个，是无量无边说不穷尽。

这无量无边大千里的六道众生，也是说不穷尽。但是世界是不

断“成、住、坏、空”的迁流，众生也不断“生、住、异、灭”的

演变。 

  第八课 界分内外 

  三界本来无常，在内的众生又被一切烦恼缠缚，不得自由，

不断生死，所以称三界为“火孛”，称众生为“凡夫”。 

  凡夫共分六类：一、天，二、人，三、阿修罗，此三强称

曰“善道”，因著虽处火孛，尚享有小孜乐；四、畜生，五、饿

鬼，六、地狱，此三直称曰“恶道”，只是受苦罢了。 

  总起来看，众生烦恼未尽，生死不断。被业力牵引，此道

死，彼道生，往来奔驰，似车轮般旋转不息。偶生善道，虽享

小乐，也是暂时不究竟的。 

  若能除尽烦恼，就能脱离六道，超出三界，断了生死，不

生不灭，这样名曰“界外圣人”。共分四类：证小乘果的是声闻、

缘觉，证大乘果的是菩萨、佛。 

  第九课 大小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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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是运载的意思，如船车等，坐在上面，就能载到目的

地。佛法称乘，原是比喻，是说希求的道果，依著佛法就可达

到。 

  菩萨上求下化，圆成佛果为究竟。这果是具足三德：一、

圆一切种智，名曰“般若”。二、出三障，具一切功德，名曰“法

身”。三、灭尽一切苦，脱离了分段、变易两种生死，名曰“解

脱”。这样广大成就，普遍度众，所以称是“大乘”。 

  声闻、缘觉证到阿罗汉果，便为满足，只不过脱了分段生

死，得了一半解脱。其余的般若、法身，尚未思证，对于度众，

还未发心，这样成果，比佛狭隘，所以称是“小乘”。 

  第十课 五乘说法 

  凡夫有善道两种成就，圣人有界外三种成就，合起来看，

共分五类，皆称证果；不过有“究竟”、“不究竟”的分别，所以

统叫作“乘”。 

  只孚五戒不失人身，能行十善可得天身，这是不究竟的“凡

果”。明四谛证声闻果，观十二因缘证缘觉果，这比凡果得称

究竟。修六度固然是菩萨，必由这个阶段才能证得佛果，这是

最究竟的“圣果”。 

  为什么还说不究竟的法，这是为众生根器不同，不得已的

方便。一、利根的听到圣果教义，固能开悟，钝根的就不了解，

只好为说方便，免他再堕三途。二、有的听了能解，却没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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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当，也只得先说方便，引他前进。三、圣果义既不了解，或

是不肯承当，这等众生自是很多的，若不别开方便，那就把众

生为善的路塞绝了。 

  这五乘有一比喻：人乘比幼稚园，天乘比小学，声闻乘比

初中，缘觉乘比高中，菩萨乘比大学。这是够什么程度，方能

入什么学校，佛法更是要观察根器而说，不然就不契机了。 

  第十一课 因缘果 

  “万法因缘生”，这是说一切事的发生，先必有因，再遇见

缘，他就发生结果。 

  “因”是事的本原，“缘”是一种助力，“果”是后来的结局。

由因得果，全是缘的力量，这是值得注意的。 

  缘有四种：一、亲因缘，二、无间缘，三、所缘缘，四、

增上缘。兹举一喻：“因”比一粒种子；“亲因缘”比种子本身的

生机；“无间缘”比使种子的生机不断；“所缘缘”比这粒种子的

希望；“增上缘”比风日水雨等；“果”比这粒种子生成结的果

实。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与果是不会错的。这就是说作

善定得善果，作恶定得恶果；因果定率，最合科学。不种善因，

专去信命运，或是祷天求神，希望得福，皆是枉然。 

  第十二课 因果通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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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结成果，是有时间性的，分为“现果、来果、后果”。当

生成熟的称“现果”；再生成熟的称“来果”；多生成熟的称“后

果”。 

  这是什么道理？一是因的迟早力量。譬如一粒瓜种与一粒

桃核，同时种在地里，瓜种是当年生成，可以结瓜的；桃核生

出，须经三、四年才能结桃。二是缘的强弱力量。四种助缘，

次第推进，自然成熟的就早些；或是几种缘不充足，譬如土壤

不良，以及风日雨水短了成分，自然成熟的就迟些。 

  因果定率，尚有应当知的两个要点：一是因果永不消灭，

遇缘便起现行。要想不受恶报，必须断尽烦恼，证得界外圣果，

方能免除。二是善恶不相抵销，分受其报。但是多增善缘，可

使恶报由重转轻；勤杜恶缘，能使善果疾速成就。 

  第十三课 本性 

  真性是众生本有具足的万德万能，所以叫做“本性”。但是

从无始以来，染了虚妄，盖住本体，具足的德能，就不能显现

了。 

  虚妄名曰“无明”，这是比喻。性如镜子，本来光明，染了

尘垢，就掩蔽了光。尘垢就是镜子的无明，虚妄就是真性的无

明。 

  为什么真性无始就有虚妄？这还得另举一喻：金是从矿里

出的，却是无始就与尘沙混杂；真性染虚妄，也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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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子去一分尘垢，放一分光明；去十分尘垢，放十分光明。

真性去一分虚妄，显一分德能；去十分虚妄，显十分德能。可

知为善为恶，是真性染净的关系；超升堕落，也是真性染净的

关系。 

  矿金经过熔炼，汰去尘沙，以后自不再为尘沙混杂；真性

经过修持，断绝虚妄，以后自不再被虚妄染污。 

  第十四课 烦恼 

  本性光明名“觉”，无明盖住名“迷”。无明愈盖愈厚，本性

愈迷愈深，这样就失了自在，称作“烦恼”。其实无明与烦恼不

是二事，无明是说因，烦恼是说果。 

  烦恼有“根本”与“随起”的分别。若按《百法明门论》来说，

根本烦恼，共有六种，这是应该先知道的。一名“贪”，就是贪

爱五欲六尘，不肯暂舍。二名“嗔”，就是有不如意的事，便发

怒气，或是憎恶。三名“痴”，就是昏昏迷迷，不明事理。四名

“慢”，就是自高自大，轻慢他人。五名“疑”，就是对于实事实

理，犹豫不定，似信非信。六名“邪见”，就是颠倒邪正，谤无

因果。 

  因为这些烦恼，迷住本性，以后起心动念，皆是烦恼来用

事，自然多造作恶业，长受苦的果报。 

  第十五课 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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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明盖住本性，是由觉入迷，名“起烦恼”，从此就入了生

死苦海。本性要求解脱，是由迷转觉，名“发菩提”，仗此能达

到涅槃乐岸。 

  了知烦恼是性的贼，必借菩提来充门卫。但是防贼不是偶

尔的事，总要随时加以警觉，稍一疏忽，贼就会冲进来。菩提

也须时刻发心，若稍懈怠，烦恼就来缠缚本性。 

  烦恼是本性从来的冤家，菩提是本性原有的能力，却是地

位相反，互不相容，各有各的相当力量，双方交争的胜败，全

在发展力和相续力。菩提若不住的发展相续，自然能断除烦恼；

烦恼若不住的发展相续，也会挫毁菩提。 

  第十六课 涅槃 

  “涅槃”译为圆寂。“圆”是一切德能圆满；“寂”是不生不灭，

万缘寂静。 

  本性原自清净，这名“本觉”；染了无明，变成“不觉”。发

菩提心，称作“始觉”；证得涅槃，是“究竟觉”。 

  证涅槃后，即得“常、乐、我、净”四种净德。脱了出胎、

入胎轮回生死，才是真的常存；既不生死又具德能，才是真的

孜乐；离开四大和合假相，获到佛性自在法身，才是真的我体；

从后不受欲尘，及一切烦恼的染污，才是真的清净。 

  得到真我真乐，这就是“圆满”；得到真常真净，这就是“寂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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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课 漏无漏法 

  “漏”是向外泄漏的意思。这漏是说的烦恼，不过取一比喻。

假如一个水瓶，若有孔洞，那水是要向外漏的。 

  漏有四种解释：一、由眼、耳等六根不断攀缘欲尘，引的

生起烦恼，向外泄漏。二、烦恼比瓶破处，心比注水，只有烦

恼，就有漏心。三、因起烦恼，正道就会漏失。四、因有烦恼，

就能漏落生死。 

  世间诸法，未知烦恼为害，不思断除，不问事是善恶，总

是有漏的。出世法，就是专断烦恼，证取涅槃，所以名为无漏

的。 

  第十八课 五眼 

  眼比镜子，能照事物，不但能见，并且能察。有形的物体，

见须用眼，这名曰看。无形的事理，观察须用智慧，这也名看。

既统曰看，不问见与观察，就不妨说是眼的能力。 

  五眼是“肉、天、慧、法、佛”等。“肉眼”就是只见有形色

的，肉体眼睛，遇暗遇阻，就不能见了。“天眼”不问远近昼夜，

都能见到，是无阻碍的。“慧眼”能看破假相，识得真空之理，

不致误假当真，著迷颠倒。“法眼”是世出世间一切法门，都已

彻了。“佛眼”是兼有前四种眼，能以圆融。 

  前两种眼，却是实用眼睛来看。三、四两种，就是用智慧

观察。后一种用眼用智，圆融无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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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课 六神通 

  “神”是神奇不测，“通”是通达无碍。有了这样的能力，那

就得到自在了。 

  一、“神足通”，是自身变化随意，远近飞行自在。二、“天

眼通”，是远近昼夜都可看到。三、“天耳通”，是远近声响都

能听到。四、“他心通”，他人心里的念头，都能尽知。五、“夙

命通”，自己及他人若干前生的状况，能以晓了。六、“漏尽通”，

就是断尽烦恼，得了解脱。 

  得到神通，大略可分二种原因：一是“报得通”，就是依靠

报身自然感得来的，如诸天有前五通，鬼神也有小通等类。二

是“修得通”，如阿罗汉证得六通，外道仙人修得前五通等类。 

  但是神通也有究竟、不究竟的分别，只有前五通，是不究

竟的，若得漏尽通，才是究竟。 

  第二十课 三皈依 

  “皈”是归顺投托，“依”是依靠仗赖。众生在娑婆世界备受

诸苦，生死海里头出头没，这样的环境中，一切不得自由，不

得解脱，是必归顺一种圣教，依靠著寻一个出路。 

  这必须仔细审察，真能解决诸苦及生死的圣教，才可皈依；

免得走错了路，反而苦上加苦，越坠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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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是天中天、圣中圣，万德万能的。“法”是经典，一切

谛理说的无余无欠。“僧”指出家受具足戒的比丘，是依照教义

自修化他的实行者。这名“三宝一体”，是应当皈依的。 

  “皈依”就是以三宝为师，要依著三宝指示的教法去作，求

到一个光明的归宿。 

  第二十一课 五戒 

  众生我见太重，一切动作，往往有害对方。现造恶因，将

来定受苦果，合起来看，正是损人损己。 

  “戒”是“禁止”的意思，就是损害对方的事，不许去作。不

造恶因，也没苦果，合起来看，正是利人利己。 

  一、“不杀生” 凡是动物，皆爱生命，若被杀害，皆有恐

怖，皆有痛苦。应该发同情心，所以要戒。 

  二、“不偷盗” 明抢暗窃，固然是盗，就是对方未曾许可，

自动检取，也称作盗。使他损失，又伤自己的廉洁，所以要戒。 

  三、“不邪淫” 正式夫妇同居以外，男女须要严分界限。

奸邪的行为，最是无耻，又能扰乱社会，破坏风化，所以要戒。 

  四、“不妄语” 有的说无，无的说有，皆是欺骗他人。正

直人要说真实话，所以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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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不饮酒” 这件事好像不与对方相干，但是醉了以后，

心性就会迷乱，便要妄作非为，所以要戒。 

  第二十二课 十善业 

  “业”是众生造的一切事业。这业有善有恶，凡夫知见不正，

却还辨不清楚。有些人不断造恶业，能自觉悟的，实在很少。

这事虽然复杂，佛经里也有个简单标准。这须分三类来说。 

  第一是身的动作 犯的恶业有三种：一、杀生，就是自出

生以来，直接间接杀的生物。二、偷盗，就是检取非本分应得

的财物。三、邪淫，就是不合理的行淫，正式夫妇若不论时间，

不管地点，也是邪淫。抬手举足，造这样的业，岂不是个恶身？

若能不犯这三种恶业，才能称是“身善”。 

  第二是口的动作 犯的恶业有四种：一、妄语，就是欺骗

人不实的话。二、两舌，就是对甲乙两方挑拨是非。三、恶口，

就是骂人的秽语，及粗暴伤人的话。四、绮语，就是演说淫秽

的话。摇唇鼓舌，去造这样的业，岂不是个恶口？若能不犯这

四种恶业，才能称是“口善”。 

  第三是意的动作 犯的恶业有三种：一、贪，就是贪爱五

欲，迷恋不舍。二、嗔，就是稍不随意便生怨恨。三、痴，就

是迷惑颠倒，不信因果。起心动念，去造这样的业，岂不是个

恶意？若能不犯这三种恶业，才能称是“意善”。 

  第二十三课 四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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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谛”是真实道理，丝毫没错的意思，有“苦、集、灭、道”

四类，这须要分开说明。 

  “苦”是心、身受到的痛苦；种类很多，略说分“已定”、“未

定”两种。（甲）已定的苦有八：一、生苦，在母腹中作胎的

时候好像坐牢狱。二、老苦，风烛残年，身体衰败，精神昏沉。

三、病苦，脏腑伤损，皮肉疮痈，全身疼痛。四、死苦，绝命

的时间，风刀解体，又好像生龟脱壳。五、爱别离苦，父母夫

妇子女兄弟眷属，不是生别，就是死离。六、怨憎会苦，冤家

仇人，偏要时常遇到。七、求不得苦，希望富贵平孜的事，随

了心愿的很少。八、五阴盛苦，因有这假心、身，就时刻爱取

欲尘，如火不息。（乙）未定的苦，就是水、火、旱、潦、大

风、地震、贼盗、刀兵、牢狱，这些天灾人祸。 

  “集”是心、身积聚的罪恶。心里起的“贪、嗔、痴、慢”等

烦恼(参第十四课)，身口造的“杀、盗、淫、妄”等恶业。 

  “灭”是清净寂灭。声闻、缘觉得的小涅槃（参第九课)，既

除了已定、未定两种苦，也脱了生死轮回出头没苦（参第八

课）。 

  “道”是法要，也就是依著修行的门径。在这一谛里有三十

七道品，分为七科，便是“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五

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等，义理很繁多，必须

专列一课，分别述说。 

  第二十四课 四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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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谛有两重因果。“苦、集”二谛，是说的世间因果；“灭、

道”二谛，是说的出世间因果。 

  苦、是得到的恶果；集、是造作的恶因；灭、是得到的乐

果；道、是修种的乐因。这要明白：凡是受果，必有前因。 

  这个法门，是佛成道以后，在鹿野苑初次说的；连续著说

了三次，称作“三转法錀”。 

  第一次，只说苦、是有逼迫性的；集、是有招感性的；灭、

是可以证的；道、是可以修的。这次的说法，名曰“示转”。上

根的人听罢，就觉悟了，起了信心。 

  第二次，说苦、汝应该知晓；集、汝应该断去；灭、汝应

该去证；道、汝应该来修。这次说法，名曰“劝转”。中根的人

听罢，也得觉悟，发起信心。 

  第三次，说苦、我已知晓了；集、我已断除了；灭、我已

证到了；道、我已修过了。这次说法，名曰“证转”。下根的人

听罢，才有觉悟，肯发信心。 

  第二十五课 三十七道品（一）（此即前课四谛法之道谛) 

  （甲）四念住 

  “念”是观念，“住”是孜住。这是用智慧把妄心孜住在某一

处，不让他迷惑散乱，使对孙宙人生得一个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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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观身不净” 自身后来有九种现相，宜于常常提念：

一、死，二、胀，三、青瘀，四、脓烂，五、坏，六、血涂，

七、虫啖，八、骨锁，九、分散。观他有五法，即“种子、住

处、相、体、毕竟”，俱不清净。 

  （二）“观受是苦” 身、心本有八苦交煎；逆境现前，更

有饥渴、寒热、劳役、刀杖的逼迫，这是苦上加苦，名曰“苦

苦”。偶有假的乐来，总是要散的，散时仍感觉苦，名曰“坏苦”。

不苦不乐的境虽好，但是刹那变迁，保持不住，这还是苦，名

曰“行苦”。 

  （三）“观心无常” 念头起灭，变迁无常，对于一件事，

忽然欢喜，忽然又厌恶，一念才去，一念又来，好像波浪滚滚，

这样就教八识田里撤下许多生死种子。 

  （四）“观法无我” 这“我”字当主体解。应知一切事物，

皆是众缘和合，现出一个假相，并无自体，这是万法的真相。 

  第二十六课 三十七道品（二） 

  （乙）四正勤 

  “正”指正当的事业，“勤”是不懈怠的去作。凡一切善的事

业，皆是正当的；恶的事业，就不是正当的。 

  善的事业，须要勤作；恶的事业，更须要勤断。并且要把

“身、口、意”三业合起来省察，才得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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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已经生起的恶业，要勤恳的把他除断。（二）还未

生起的恶业，勤恳的防备，不使他发生。（三）还未生起的善

业，勤恳的使他生起。（四）已经生起的善业，勤恳的再使他

增长。 

  第二十七课 三十七道品（三） 

  （丙）四神足 

  “欲、勤、心、观”是四种禅定。“神”是神通，“足”是身的

两足，这是比喻话。身能起立，全依两足；神通的发生，全是

依靠禅定。 

  上来的四念住、四正勤，修圆满了，就可发生四种善根：

一、暖法，圣道比火，见火必先和暖；见道以前，也有一番和

暖气象。二、顶法，好比到了山顶，说不定要进要退；是说行

人虽然进到高处，仍要提防退转。三、忍法，决定四谛是最胜

的法，把心孜住了。四、世第一法，有漏的智慧，已达到极处，

再进一步，就得无漏智慧。但是这四善根的进级，仍是要修观

四谛作成的。 

  在四善根上，依著很胜的希望力，修到的定名“欲”；依著

精进力修到的定名“勤”；依著一心止住力修到的定名“心”；依

著观察力修到的定名“观”。能修到这四种定，自然会发神通。

神足的名称，是总合因果来说的。 

  第二十八课 三十七道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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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五根五力 

  根力都是譬喻。“根”譬树木有根，才能生长；“力”譬树根

坚固，才能茂盛。二缘和合，才能开花结果。求道若能立住根

本，再得了坚固力，才能得到道果。 

  （一）信根，信四谛圣道，合三十七道品等，理皆真实。

（二）进根，精进求道，决不休息。（三）念根，把心孜住在

道上，不起杂想。（四）定根，心与道合，不向外散。（五）

慧根，视察四谛的义理，很能了悟。有这五个字，就是道心长

了根。 

  （一）信力，是不受一切外道邪说诱惑，不为环境改变。

（二）进力，是能不怕困难，打破一切，勇猛前进。（三）念

力，是偶起杂念，立即断去，不使他相续。（四）定力，是内

心不动，且能离开外境的搅扰。（五）慧力，是能破除无明，

心得解脱。如能作到这样，就是五根生了力量。 

  第二十九课 三十七道品（五） 

  （戊）七菩提分 

  “菩提”是觉的意思，这是得了无漏智慧，修行的七种方法，

也名曰“七觉支”。 

  （一）“择法觉” 一切事理，要用智慧观察，能以明白，

那是真假，不致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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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精进觉” 佛法固须精进，要能明白，无益的苦行，

不去妄作。 

  （三）“喜觉” 心得佛法，自然喜欢，这名“法喜”。要能

明白，法有了义，有不了义，必须认得准确，不可颠倒。 

  （四）“除觉” 烦恼必须断除，要能明白，烦恼与菩提非

一非二，不可错损菩提。(此一另解法) 

  （五）“舍觉” 一切境界，如梦如幻，要能明白，虚妄不

实，既已舍去，不宜再去追想。 

  （六）“定觉” 禅定有世间禅，出世禅多种，要能明白，

世间的禅，报尽还坠，不了生死，不可贪著。 

  （七）“念觉” 这念有观察的意思，好比医生诊病；前六

觉好比药品。修行要定慧平均，定偏了就昏沉，当该用择、进、

喜来提起；慧偏了就浮动，当该用除、舍、定来孜稳。 

  第三十课 三十七道品（六） 

  （己）八正道分 

  “正”是不偏邪，“道”指涅槃的法门。这八种道，就是无漏

的法。 

  （一）“正见” 四谛各有四行相观，合成十六行观，名曰“无

漏行观”（甚繁不述），能修此观，见解才得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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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正思维” 用无漏智发动思维，不是识心发动妄念，

这种思维，能以断惑证真。 

  （三）“正语” 是口不说“妄语、恶口、两舌、绮语”四种

恶业。 

  （四）“正业” 是身不犯“杀、盗、淫”三种恶业。 

  （五）“正命” 出家众戒五种邪命（诈现异相、自说功德、

占相吉凶、高声现威、说得供养），在家众不作恼害众生，或

迷惑众生的职业来谋生活。 

  （六）“正精进” 是对趋证涅槃的道，勤加修行。 

  （七）“正念” 是专念证心的正道，合万行的助道法。 

  （八）“正定” 是修出世间禅定，远离有漏禅定。 

  第三十一课 十二因缘 

  “因”说事的原素，“缘”说果的促成；这是穷究众生涉历三

世，轮回六道的由来。 

  （一）“无明” 是本性从无始一念不觉，起的烦恼。 

  （二）“行” 是依著无明造的善恶事业。这是“过去”世的

二种因。 

  （三）“识” 是过去二因，混合入胎的神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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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名色” 是神识依父精母血生起的胎体。 

  （五）“六入” 是二、三月后渐长成六根。 

  （六）“触” 是胎出生以后，在二、三岁时，与外界的接

触。 

  （七）“受” 是六、七岁时，渐能分别苦乐。这是“现在”

世的五种果。 

  （八）“爱” 是十岁以后，依苦乐的感觉，爱把苦离开，

爱把乐接受的一种思想。 

  （九）“取” 是成人以后，爱欲发展，便执取不舍一切的

造作。 

  （十）“有” 是依爱的思想，取的造作，遂有了种种的业

力。这是“现在”世的三种因。 

  （十一）“生” 是依著现在的业力，牵著将来去投生。 

  （十二）“老死” 忧悲苦恼，是既有了再生身，就免不了

受这些悲苦。这是“未来”世的二种果。 

  第三十二课 六度 

  “度”的意思，是说众生在生死苦海里，要度到涅槃乐岸上。

有六种方法，按著去作，就可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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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布施” 是用自己财物或某事，分布施给对方。略

举三种： 

  一、财，用财物赒济缺乏的。二、法，说法使人得益。三、

无畏，救拔众生的厄难。 

  （二）“持戒” 是应止的应作的，都遵孚戒律去办。事相

甚繁，略说三聚： 

  一、摄律仪，所有戒条谨持不犯，就是“诸恶莫作”。二、

摄善法，就是“众善奉行”。三、摄众生，就是“救护众生”。 

  （三）“忍辱” 是忍耐一切逆境的逼迫。略举二种：一、

耐世怨害，忍受有情侮辱戕害等事。二、孜受众苦，忍受时缘

饥渴寒热等事。 

  （四）“精进” 是磨励身心，进修前后五度。略举三种： 

  一、披甲，发了大心，不畏一切，好像穿上铠甲，不怕冲

锋。 二、有勇，听到难断的事，难能的事，心不怯懦。 三、

不退，遇到任何障碍，决不退转。 

  （五）“禅定” 是止住散乱的妄心，使他寂静观照。方法

繁多，不能枚举。修那一门说那一门，不修，说也不懂。在这

里只好举出三大类的总名，略知他的大概而已。 

  一、世间禅。二、出世间禅。三、出世间上上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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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般若” 是证得的智慧。略举三种： 

  一、实相，离一切虚妄的性体。二、观照，能以照察实相

的真智。三、方便，能以分别诸法的权智。 

  第三十三课 宗派（一） 

  佛教分为各种宗派，这是我国学者见到佛法如海，为著便

利修习，各择一条路，去求专精，并非树立门户，是此非彼。

各宗命名，有取地、取人、取法的不同。现下虽尚有十宗的名

目，实际上已经有数宗很少有人研究了。 

  （一）“成实宗”（也名空宗）诃犁跋摩法师造《成实论》，

很与大乘的学理相似，大旨是“成立修多罗中实义”的意思。姚

秦时付，鸠摩罗什大师译出，才创立的。 

  （二）“俱舍宗”（也名有宗）俱舍译为藏或茧，是包含的

意思。印度小乘，异论纷纷，后经结集为《大毗婆沙论》；世

亲菩萨依著折衷作《俱舍论》，义为“解释发智”。陈付真谛、

唐付玄奘两位法师，译来我国，才创立的。 

  （三）“禅宗”（也名心宗）禅是“禅那”的简称，译为“静虑”

的意思。梁付达摩祖师西来创立的。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

心，见性成佛”。大概悟后方许起修，虽说不立文字，但这一

宗多是研读般若类的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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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律宗”（也名南山宗）是依著佛制，净除“身口意

恶业”的一种方法。创始的是唐付终南山道宣律师，依著《四

分律》作主要典籍。 

  （五）“天台宗”（也名法华宗）隋付天台山智者大师，取

《法华经》为根本经典，创立这一宗，发明“一心三观”的妙理。

对于判教解义，都有精确的体系，各宗演教，也多采他的方式。 

  第三十四课 宗派（二） 

  （六）“贤首宗”（也名华严宗）唐付杜顺和尚，取《华严

经》为根本典籍创立的。到了第三祖贤首大师，又加了一番整

理，格外显得精采。发明“一真法界”，是此宗的奥义。 

  （七）“慈恩宗”（也名法相宗，近称唯识宗）这一宗所依

的主要经典，是《楞伽》《解深密》等经，及《成唯识论》，

主张“转识成智”。唐付慈恩孝玄奘法师翻译弘扬，才创立的。 

  （八）“三论宗”（也名性宗）龙树菩萨造《中论》、及《十

二门》，提婆菩萨造《百论》。这三种书，大概是说明“大乘

之中实的义理及破执破障”的意思。姚秦罗什大师译出，才创

立的。 

  （九）“密宗” （也名真言宗）密是“秘奥”的意思，为佛

的最深境界，非到“等觉”不能明白，取“三密相应，即身成佛”

的方法，根本典籍是《金刚顶经》、《大日经》等，唐付金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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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及不空两师创立的。但现在中国流行的，却是藏、蒙密教，

更分红、黄、白等派。 

  （十）“净土宗” （也名莲宗）晋付慧远大师创立的。取

《弥陀》《无量寿︾《观经》三种为主要典籍，主张“四法念

佛，带业往生极乐”。这一宗的方法，因为三根普被，利钝全

收，所以在家的人修习，尤觉方便。 

  第三十五课 宗派（三） 

  这十宗的次序，乃依照明季吹万老人《释教三字经》。该

书在清付时候，经过印光大师重订，以后又由杨仁山居士删改。

这次序或有取意，兹用浅意揣测，试说如下： 

  （一）按宗乘说 分二小乘，七大乘，律是通小通大。这

自然应先小后大，所以成实、俱舍在前，律夹中间，其他在后。 

  （二）按教义说 禅学传佛心印，法是最高，故列在大乘

的起首。净学普被三根，法是最广，列在最后，这好比车有双

轮。其余列在中间，好比舆的轨轸等件。“舆”有载乘的功能，

“轮”有运转的力量。 

  （三）按行持说 戒律是诸行根基，知禅明宗以后，列在

以前，使先正本。学贵求解，台贤相性，都是教理南针，列在

其次，使明教相。解后尤贵实行，密净是专讲修持方法的，列

在最后，使知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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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十宗的律、净两宗，皆是具普通性的，就是不问何宗，

都须受持戒律，皆可兼修念佛；因著无戒行万德不立，有念佛

成就最稳。 

  第三十六课 入孝须知 

  佛教团体，最重纪律。受了戒的人，习过威仪，自然动作

合礼；普通学人，何能懂得，不免招惹讥笑。特为写出几条通

常规矩来，作个参考。 

  （一）入孝 入孝门后，不宜中央直行，进退俱当顺著个

人的左臂迤边行走。入殿门里，帽及手杖须自提携，或寄放他

室为佳，万不可向佛案及佛座上孜放。 

  （二）拜佛 大殿中央拜垫是孝主用的，不可在上礼拜，

宜向两旁的垫橙，分男左女右去拜用。凡有人礼拜时，不可在

他的头前行走。 

  （三）阅经 孝中若有公开阅览的经典，自可随便坐看。

须先净手，放案上平看，不可握作一卷，或放在膝上。衣帽等

物，尤不可加在经上。 

  （四）拜僧 见面称法师，或称大和尚。向他顶礼时，假

若他说一礼，就不必再继续强拜。凡人礼佛、坐禅、诵经、饮

食、睡眠、经行、入厕的时候，俱不可向他礼拜。 

  （五）法器 孝中钟鼓鱼磬，不可擅敲；锡杖衣钵等物，

不可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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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听经 随众礼拜入座，如己后到，法师已经升座，

须先向佛顶礼毕，向后倒退一步，再向法师顶礼。入座以后，

不向熟人招呼，不得起坐不定，咳嗽谈话。如不能听毕，但向

法师行一合十，肃静退出，不得招手他人使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