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正觉的启示  
  
一、绪言 

 

    「信心」，乃是我们为三宝的弟子应具的条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能够具足了这个信

心，然後对於一切的「实」「德」「能」，以及三宝中一切的真净的功德，才能深忍欲乐，深生信

受。所以经中亦说：「信为道源功德本，长养一切诸善根」；那 这信心对於我们如何的重要，也就

可想而知了。由是可知我们现在无论做什么事，能成功与否，是可凭我们现在所具的信心坚固与否为

断。然而所谓信心者，即是指我们对於一件什么事情，或一个什么人，能够对他有深刻的了解，知道

他是值得我们去信仰的，然後才会产生了这个信心出来。如我们现在信仰三宝，当然对於三宝中一切

真净的功德，有相当的了解，知道他值得我们信仰的；换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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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是非信仰不可的，所以才会生起信仰三宝之心。进言之：这种由自 心明了三宝的义理而信仰，

而後所起的信心才算是真正的信；否则，虽 信仰三宝，而不知三宝为何物，这种，我想不算是真正的

信心。由是可推 想到现在中国的寺院庵堂，虽然到处林立，礼佛烧香者，接踵不绝，而考 其能真正了

解三宝的意义正信不谬者，则寥如晨星，所以表面上虽是一位 三宝的信徒，其实并不了解三宝的意

义。这是我们可以想得到的；假使 社会上一般信仰三宝的人士，都能具有真正的信心，那 现在的佛

教，决 不会呈现出这叶落秋山的景象！所以我们既信仰三宝，须要具有真正的信 心；要具有真正的信

心，必须完全了解三宝的意义；这我之所以要说三宝 者，可是我现在亦不过根据各经论中所说的义

理，尽个人的见解，大略说 说而已，现在先来说三宝的名义：  

二、三宝的名义 

 

    云何名为三宝呢？即是「佛」「法」「僧」三宝也。「三」是数目，正明只有三种；「宝」者，

乃是珍贵之称，正显这三，是世间无有一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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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加珍贵的，故曰之为宝。宝性论有偈云：「真宝世希有，明净及势力， 能庄严世间，最上不变



等」。这就是说具有六种意义，故佛法僧三宝，最 为希有难得，可珍可贵。 

    （一）、世希有故：因这三宝是一切世间希有难得， 若无有善根的众生，百千万劫，不能得闻其

名；正如「天机焰口」上所谓：「 夫三宝者，千生难遇，万劫难逢；归依者，福增无量；礼念者，罪

灭河沙 」！这是何等的希有难得！ 

    （二）、极明净故：因这三宝，其体清净，去一切 的不净垢秽，离一切的有漏诸行，其体最极明

净；真所谓「无垢清净光， 能破一切 」；这是何等的极明净！ 

    （三）、有势力故：以这三宝能具足无量 威德，得种种的神通逍遥自在；真所谓「具大神通，威德

自在」；这是何 等的有势力！ 

    （四）、庄严世间故：以这三宝乃是出世之法，能庄严故，以其 能庄严出世间法，同时亦能庄严世

间之法；如世间宝物，自洁亦能洁他， 这是何等的庄严！ 

    （五）、极最上故：以这三宝乃是出世间法，最为殊胜，最为 圆妙；其所谓「无有一法，更过於

此」；这是何等的极上！ 

    （六）、8?变故 ：以这三宝得无漏故，其性不可改异；真所谓「世间八法，不能倾动」， （八法：

利、衰、称、讥、毁、誉、苦、乐）。这是何等的坚固！圆具这 六相的意义，所以都称他为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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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说明三宝的意义：  
一、佛宝 

 

    所谓「佛」者，具云「佛陀」，即是「觉」的意思。觉可与梦相对，如我们於梦中所见一切的对

象，了了然都以为是实有，而不知是梦，甚至或於梦中辨别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这真所谓「梦中说

梦」是也；及一旦霍然觉悟，则前所观之森罗万象，一切诸法，才知是幻有，才知是梦境；这知道梦

境非实有，便名为他为觉。所以我们博地凡夫，在未成道以前，平日都自以为觉，故於所对之境象，

都认为实有；若以朗然大觉的佛陀来视之，那 都是等於梦中说梦了。故涅盘经云：「佛者名觉，既

自觉悟，复 

能觉他：譬如有人觉知有贼，贼无能为；菩萨能觉无量烦恼，既觉了已，令诸烦恼，无所能为，是故

名佛」。这就是说佛陀乃是一位大觉智人，能知一切诸恶烦恼不为烦恼所缠，断诸烦恼；同时亦能使

他人觉悟，令他人亦断诸烦恼，不为烦恼所缠，故云「既自觉悟，复能觉他」，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佛陀能具足这种自利利他的功能，所以可珍可贵称之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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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宝 

 



    所谓「法」者，「达磨」名法。法就是轨则的意思，故成唯识论云?「法谓轨持，能持自相，轨

生物解」；这就是法字的意义。但所谓「法宝」者，就是佛陀在世时从大悲心中流出的五乘、三藏、

十二部经是。五乘者：（一）人乘?五戒教；（二）天乘?十善教；（三）声闻乘?四谛教；（四）缘

觉乘?十二因缘教；（五）菩萨乘?六度教。「人」「天」乘是出世间有漏的教法；後三乘，是出世间

无漏的教法。但「声闻」「缘觉」唯属小乘；而「菩萨」则属大乘。这五乘的次第，正显从浅至深，

从有漏而进为无漏，乃修行者所经之阶梯也。三藏者?即经、律、论是。十二部者，就是：「长行」

「重颂」「授记」「孤起」「无问而自说」「因缘」「譬喻」「只夜」「本生」「方广未曾有」「议

论」合成十二种是。这十二部，或为一藏，或每一经一论中具有这十二种之分类。有了这些言教，故

能使无量众生，依此教法而修，才能了脱生死，得离诸苦，得诸解脱；否则，众生即无从离苦得乐。

所以这教法是何等的可珍可贵，故称他为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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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僧宝 

 

    所谓「僧」者，具云「僧伽」，就是「和合众」的意思。但这有七义： 

    （一）身和同住：就是出家比丘和合共住、同礼拜等之身业是。 

    （二）口和无诤：即明出家的比丘口业相和，无诸乖诤。 

    （三）意和同悦：即明出家的比丘同信心等之意业，共同欢悦无诸乖诤。 

    （四）戒和同修：即明出家的比丘互相和合，同修一切的戒法。 

    （五）见和同解：即明出家比丘了知一切诸法，罪性本空的道理，共同见解。 

    （六）利和同均：即出家比丘同衣食等之利是。此六种乃属於事，即平常所谓「六和僧」是也。 

    （七）理和同证：即出家比丘共证二空之理是。 

    这一种乃属於理。能具足这七种的意义，故名之为僧伽。但是这僧伽何以名他僧宝呢？ 

因其具有二种的意义： 

    （一）僧相，即是舍俗依僧，缁衣圆顶，能具受「沙弥」「 刍」「菩萨」三坛的大戒； 

守波罗提木叉，依毗奈耶处住，二聚无违犯，六和无乖诤，这就是僧相。                    

    （二）僧德，就是能修证定慧，学通经论，行解相应，宏扬佛法，为人天之所钦悦，堪受供 

养，这就是僧德。僧伽能具足这些功德，故称之为僧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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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不过是依名释义，略说三宝的名义：但若要更明白三宝的底蕴， 当求其种类：故现在要说说三宝

的种类。  



三、三宝的种类 

 

    三宝的种类，虽有多解不同；但今以六种说可以概见： 

    （一）、同体三宝 

    亦名一体三宝。这就是约清净法界，真如法身而言的，所以佛法僧三，同一体性，无有差别。涅

盘经云：「佛即是法；法即是僧；僧即是常；常即虚空；虚空即佛性；佛性即法身」，这就是说三法

同体，不可分别差别的意思。说无垢经入不二门品中亦云：「寂静根（菩萨名）言：「佛法僧宝，分

别为三：若了佛性，即是法性；法性即是僧性，如是三宝，皆无为相，与虚空等，诸法亦尔。达此名

悟不二法门」」就是这个意思。由是可知这佛法僧三，乃是同一体性的。胜 经亦云：「若能计三宝

常住同真谛，此即是诸佛最上之誓愿」。这就是明能了知三宝同体的人，为诸佛之所欣赏。同经又

云：「若於三宝修异相者，当知是人所有禁戒，悉不具足，尚不能得二乘菩提，何况能得大菩提

也」？这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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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知三宝的人，妄起分别，所得到的害处。由是可知三宝同体了。  

 

    （二）、别体三宝 

    亦名化相三宝。这就是说三宝各有其别体自性。若 以大乘之三宝而言：则佛以三身（法身、报身、

化身）为其自性；法则以 三乘无漏所掇的教（音声、名、句、文、身）理（二谛、四谛、等理）行 

（三乘因圣所起二利诸行）果（三乘无学所得二转依果）四法为自性； 僧亦以十圣僧为自性。若以小

乘之三宝而言：则以丈六化身为佛宝；四谛 十二因缘法为法宝；四果缘觉为僧宝。是故三宝，各有其

别体也。涅盘经 （第五）云?「佛言：「 昙弥，莫供养我，当供养僧；若供养僧，即得 具足供养三

归」！磨诃波 波提言?「众僧之中，无佛无法，云何说言供 养僧众，即得具足供养三归」？我（佛

复告言：「汝随我语，即供养佛； 为解脱故，即供养法；众僧受者，即供养僧」」。是故三归，不得

为一， 这段问答也就是显出三宝各有其别体的意思。  

 

    （三）、一乘三宝 

    即是说唯有一佛乘的根本道法，得究竟法身，再无 一法，更过於此；换句话说，所有一切的若法若

僧，都是一乘三宝体摄。 故显扬论说：「善逝善说妙三身，无畏无流证教法；上乘真实牟尼子，我 今

至诚先赞礼」！这也就是说先赞礼上乘真实妙法。佛地论亦云：「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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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上良福田，三身二谛一乘众」也是这个意思。法华经亦云：「十方佛土 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



三」。这些都是说唯有一乘三宝是究竟的皈依 处了。  

 

    （四）、三乘三宝 

    乃通大小乘之说，所现之佛，名曰佛宝，四谛十二 因缘六度法，名为法宝；僧众名僧宝。胜 经

云：「於未度世间，无依世 间，与後际等，作无尽归依，常住归依者，谓如来应正等觉也；法者即说 

一乘道；（二乘之法，皆是一乘的方便，故名一乘道法。）僧者是三乘众 」。这就是说有三乘三宝的

意思。  

 

    （五）、真实三宝 

    这就是前所说同体、别体、一乘、三乘所有三宝的 真实义的。所以这真实三宝，是大小乘相同的；

三身佛名为佛宝，一切无 漏的教、行、果，名为法宝；一切的住向、住果、住道，（十地菩萨，名 为

住道；缘觉中，无前三果及何故，名住道）。三乘众圣，名为僧宝；这 就是真实三宝。   

    （六）、住持三宝 

    这就是世尊最後入涅盘时，在忉利天宫安居说法， 时优填王等（佛弟子）思仰佛的金容，故雕檀为

像，以作供养：及一切的 舍利遗形，这些都是住持佛宝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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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灭度以後，法有三时，谓「正法」「像法」「末法」。能具足教、 行、证三种，名为正法；但有

教行无证，名为像法；唯有教而无余二，是 为末法。这教行二种，乃属有漏所摄；证是无漏所摄所有

一切的贝叶经文 ，都属住持法宝所摄。四沙门中，胜道、示道、命道三种沙门，名为世间真 实福田。

胜道即是三乘无学，己离有支；或一类菩萨，能摄受利乐一切有 情，皆是胜道沙门所摄。能真善异

生，持别解戒，具足正见，说圣道法， 名为胜道，即是由持戒後，为他说圣道等法，名为示道；但持

戒等，不为 他说圣道等法，是为命道。这胜道示道命道三种沙门，能住持正像末法者 ，都名为住持

僧；若无初三沙门，则於第四污道沙门中求住持僧；所以剃 发染衣虽破戒而正见亦住持僧宝摄也。  

    上面不过以六种辨明三宝的种类；可是这三宝何以只说三种，为甚不 说两种或四种呢？这又成了一

个问题了；所以现在要说明三宝的废立。  

四、三宝的废立   

    说明这三宝废立的义理，可有四种： 

    （一）僧只律云：「为翻外道邪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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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这就是说为对治外道的邪三宝，所以口说三种。可是怎样能对治外 道的邪三宝呢？优婆塞戒经

云：「若归佛已，宁舍身命，终不皈依自在天 等；若归法已，终不归依外道典籍；若归僧已，终不归

依外道邪众」。这 就是对治外道的邪三宝！ 

    （二）宝性论三宝品云：「依参种故：1.调御师；2. 彼师法（法）；3.彼师资所证无量种类同故，合

共一法（僧）」（以师资 所证，法无差别故合立一法）。但以能证因果（资因、师果）。二类别故 ，

分成师资。这亦是说明唯有三宝的道理。 

    （三）因众生的根性，有上中下三 种的不等；所以亦随之而说三宝。故宝性论又云「为上根人，取

佛菩提， 说於佛宝；为中根人，求自然智，远因缘法，说於法宝；为下根人，依呼 受法，理事不违，

说於僧宝」。由是可知唯有三宝。 

    （四）一切的经论中都说 ：「佛如良医，法如妙药，僧如看者」。由此四义，故知唯有三宝不增不 

减了。  

五、结论 

 

    上来乃是以名义和种类及废立三种，略略地说了三宝的意义。至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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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的次第和差别等等，无甚重要，不必多说；但现在亦不妨略为一提。三 宝的次第，可说或有或无，

以约性而言，无胜劣之分，故无前後的次第；若 随义而说，则有前後的次第，因其有能觉（佛）所觉

（法）随觉（僧）异 故，佛法僧易彰，故有前後的次第。至於三宝的差别，亦可说或有或无， 因其相

差故，故有差别；如经云：「自然觉悟相，是佛宝；觉悟果相，是 法宝；随他所教正修行相，是僧

宝」。这就是三宝的差别相。可是若约体 而论，亦无甚差别可言，然而这些三宝的差别等等，须身历

其境者方证知 ，我们具缚的凡夫不过以思惟心推知其一二而已。这怎样知道呢？佛在涅 盘经中说：

「善男子：如来或时，说一为三，说三为一；如是之义，诸佛 境界。非诸声闻缘觉所知」。由是可知

一切的声闻缘觉，尚不能知；何况 我们久处生死迷昧本性的具缚众生呢？  

    这篇文章，不过就我个人浅陋所知道的，略述一点；故对於三宝甚深 的义理，未免挂一漏万，读者

要穷彻三宝的全豹希参阅一切大乘的经论！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  

                                   写於闽南佛学院自修室。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