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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空法師講述於 2004.9.4 日本大阪 已修訂 

一般社會大眾對佛教產生誤會，這是很普遍的現象，我年輕的時

候也認為佛教是迷信、消極、不切實際的。一直到跟方東美先生學哲

學才知道，佛教經典是世界上最高、最圓滿、最究竟的哲學，修學佛

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但是，怎樣幫助社會大眾澄清對佛教的誤會？這使我想起台中慈

光圖書館舉辦的「大專佛學講座」。大專佛學講座的緣起是三位在台灣

留學的馬來西亞學生，到台中向李老師請教。李老師特地為他們編了

《佛學概要十四講》的課程。後來，我跟老師建議辦「大專佛學講座」，

擬定了六門課程，分別是《佛學概要十四講》、《八大人覺經》、《般若

心經》、《百法明門、唯識簡介》、《普賢菩薩行願品》與《阿彌陀經》。 

後來，學生學佛的風氣愈來愈盛，學校裡的講師、教授就不能不

學，於是，佛教是迷信、消極、不切實際的說法，不必解釋，自然就

化解了。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因為佛教的教學進入到高等知識分子

階層，大家就不會說佛教是迷信。 

將佛教教育提升，讓大家知道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而不

是迷信，這個工作非常重要。古人常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因此，我

們用「佛陀教育」讓大家曉得佛教是教育，而非宗教。所以，我們在

台灣成立的道場叫做「佛陀教育基金會」，在香港成立的機構是「佛陀

教育協會」。 

近代夏蓮居老居士所提倡的「學會」，就具有教育的意思在裡頭，

不至於再造成誤會，這未嘗不是一個好辦法。我們在台灣提倡這麼多

年來，產生很大的效果，很值得其他地區學習。 

佛教是一門很有智慧的學問，我們應該如何修學才能夠得力？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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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是佛法的基礎，佛法學不好就是因為沒有儒學的基礎，從前祖師大

德能有成就，就是因為有儒學的基礎。佛在戒經裡面講，「不先學小乘，

後學大乘，非佛弟子」。可是，因為學儒道之後再進入大乘，比學小乘

之後再進入大乘還要好，所以，中國在唐朝中葉之後，就放棄小乘的

修學，著重在儒道裡奠定大乘根基。 

中國學術的基本修學原則，實在講就是《三字經》前面的八句話。

「人之初，性本善」是教學最重要的理念，肯定人性本善才能談教育。

人性本善，現在為什麼變成不善？「性相近，習相遠」。習是習性，習

性把我們跟本性拉遠了。因為有習性，才有三途、六道、十法界。「苟

不教，性乃遷」，假如不教導，眾生會隨著習性流轉，隨著習性流轉就

有輪迴。「教之道，貴以專」，教要專不能雜，雜就壞了！ 

我在台中親近李老師的時候，李老師完全是遵循古代傳統的教學

方法，那就是專攻。用私塾的教學方法，兩個人學一部經，同時上台

講演，講稿是完全相同的，一個用台語講，一個用國語講，其他的人

旁聽。如果同時想學兩門，老師是絕對不會教你的。他老人家教學的

原則是一部經真正學好，必須是上台講演到令他滿意為止。我在台中

親近李老師十年，十年只學了五部經。 

一部經學會之後，至少要講十遍才會熟，熟透了才會變成自己的。

而且，這十遍的講演要很密集，中間頂多休息一、兩個星期就要再講

第二遍，你才能連接得上，學習的興趣才高。所以，一定要專，決定

不可以同時學兩部經，這是最大的忌諱。講經也一樣，同時講幾部經，

你的心力不能集中。講一部經，戒定慧三學都在裡頭。依照規矩去準

備、學習、講演，是持戒；你的心念念都在這一部經上，那是定，有

戒、有定就會生智慧。一部經講十遍，遍遍境界都不相同，這就是進

步。 

初學講經的人一定要寫講稿，第一遍的講稿講完之後，講稿不能

再用，講第二遍時要重新寫，才會有進步。你要是拿第一遍的講稿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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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遍，是永遠不會進步的，一定要依照老師的教導認真去修學。 

民國初年有「修身」這一門課，現在沒有了，社會動亂的根源就

是從這兒來的。今天為了要挽救傳統教育，所以，要教《弟子規》。教

《弟子規》不是教你會背、會講，而是要做到，字字句句都變成自己

的生活行為。以《弟子規》為基礎，或是以儒家為基礎，再提升到三

皈、五戒、十善、《沙彌律儀》，這是針對出家眾；在家居士則是三皈、

五戒、十善、《感應篇》、《安士全書》。我們依照印光老法師的教誨，

奠定我們倫理道德的基礎，然後這才能學經教。 

你要是同時學很多經論，只能夠學到皮毛，你不會開智慧的。智

慧不開，換句話說，你學十部就懂這十部，沒有學過的你就不懂了。

所以，無論世法、佛法，貴精不貴多，貴專不貴雜，萬萬不能夠雜修，

不能夠多學。儒釋道三家終極的目標都是教你開智慧，智慧開了，一

切都通達了，學過的通達，沒學過的也通達了，這叫真實智慧，才能

起作用。譬如，面對群眾提出你沒有學過的問題，而你都能解答，那

是因為你開了智慧。 

禪宗六祖惠能大師不認識字，聽五祖忍和尚講《金剛經》，講到「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他就開悟了，悟了之後，後面就不用講了，全都通

了。惠能大師為什麼悟了？沒有別的，就是心清淨。他有戒、有定，

所以，智慧就開了。 

法達禪師念《法華經》念了十年，一直都沒有開悟，去見惠能大

師。能大師說，《法華經》我沒有聽過，你念給我聽。法達禪師念完第

二品「方便品」之後，能大師說，不要念了，我都知道了。什麼原因？

專。專能得定，能開悟，雜就不行。所以，古人講「一門深入，長時

薰修」，這個道理非常重要！ 

我們想在漢學或是佛法中真正有成就，就不能不遵守古人的規

矩。如果捨棄不要，你很難成就，因為你的心是亂的。所以，無論世

法或佛法，你要想成就，就要專。專成就得快，成就得紮實，成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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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廣。 

 

淨空法師專集網站(簡)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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