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认识自己的哲学  
  

                                  略解「佛法研修」的意义  

                              在三慧讲堂佛法研修会讲，权代序文 

 

      本讲堂为推动佛教青年修学佛法的工作，成立「佛法研修会」，以期 一面研究、一面修学，符合佛

法「解行并进、福慧双运」的意旨。现在先 把「佛法研修」四字的含义，略为诠释，希望有助於各位

的理解。  

一、佛   

    佛是佛陀的简称，义为觉者。这觉悟的觉字，含有两个意义：一是觉 察义，就因地修学的过程而

说；二是觉悟义，就果位修证成功而言。觉察 的意思，是佛在修道时期，时加省察，不使烦恼的心理

侵入，扰乱清净的 心性。如人夜觉有贼，时时警觉提防，贼难得逞。理学家王阳明说：「山 中贼易

治，心内贼难防」。佛法能由戒生定的工夫，锻链成此心似铜墙铁壁，烦恼魔军无孔可入，自然败北

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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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悟的意思，是对迷妄而说。我们多生以来，背觉合尘，迷真逐妄， 循环生死，枉受诸苦，谓之众

生；佛陀是由於修证的工夫，破愚痴无明的 黑暗，悬朗耀中天的慧月；反迷为悟，背尘合觉，彻知性

空，了无障碍， 十方三世，莫不通灵。永嘉大师说：「梦?明有六趣，觉後空空无大千 」；正可形容这

个觉悟的境界。  
    佛陀既断惑证真以自觉自利，复创立正教以觉他利他，使後世的人类 ，亦可依照佛法来修学，达到

自觉觉他，自利利他的觉行圆满的地位，与 佛陀同一鼻孔出气，所以说「佛法平等，人人皆可成

佛」。这与儒家孟子 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的「涂之人可以为禹」，意义颇为接近 。  
 

二、法 
 
    梵语达磨，华译为法。法的定义，在「任持自性，轨生他解」。每一种事物，有他的自性，任持

不失；亦能使他人看到，知道他是什 东西。如一把茶壶，有茶壶的性质、使人看到了，便理解它是

茶壶，不会误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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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花瓶。这是用普通世俗的道理，解释法字；若用佛法来解释法字，这法 为真理之法，可分为四类来

说：  



 
    A.理法：理是真理或原理。这理法亦叫做「真如」，即天地法界中真 实不虚、如如不变的理性。这

理性是超越时间性和空间性，普遍平等，绝 对绝待，迷为众生，悟之为佛。所谓「在凡不减，在圣不

增」。但到了这 种证悟的境界，亦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是用文字语言可以形容 得出来的。   

    B.教法：教是言教。证悟之理，本不可说，为利大众，方便立言，叫 做教法。楞严喻为「标月之

指」，涅盘比做「黄叶止啼」。一大藏教，文 字语言，莫非假名，但文字性空，亦即实相，离了文

字，亦无实相。如波 从水起，波非即水，但离水无波，波即是水这个道理，又是非常奥妙，不 是三言

两语解释得清楚的。  

    C.行法：即是实行的方法。我们要秉承教法实行，才能悟到本具的理 法；如无这个方法，虽欲学

佛，亦难成功。这个方法，简单的诠释，就是 戒定慧三学，依戒修定，由定发慧，才能洞见宇宙人生

的真相。  

    D.证法：修学佛法的行者，功成行满，破除无明烦恼，亲证真如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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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证法。这证法从行者所得的智慧方面说，叫做菩提；在能证体验的 理境方面说，叫做涅盘。菩

提与涅盘，是同一个目标的两面，学佛的行者 ，必须证得这一目标，才完成了学佛的能事。  
 

                         

三、研 
 
    研为研究分析，要透视每一事物的真相，必须具有钻坚研微的毅力，是学者应有的态度。现在就

本会的性质，来解释这个研字，可以谓之「研教究理」。研教的范围，可分经书研究与法物研究。前

者是就狭义而说，後者是就广义而说。 
    经书研究可分三类：甲、佛典的研究，对於佛教全部教义所包含的三藏、四藏或五藏的教义，须

先有概念性的基础理解，然後作层层深入的攻读与研究。乙、经书的考校、因经流传二千多年，不免

伪似乱真，必须「有疑则考，有异则校」。如昔之「道安经录」，唐的「开元释教录」，都是考校佛

经真伪的记录。现在的佛教学者，亦有疑到楞严经和起信论都是伪的，经遏太虚大师的研考，证其是

真而非伪。丙、典籍的编译，编即整理编辑，译即会译或互译。会译是一经多译，校正其义；互译是

各国文字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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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翻译，以补其缺。如欧美所缺的经书，中日各国有的可以译补之。或 锡缅泰印等国所有的所缺

的，中日韩等国所有的所缺的，亦可互译而补足 之。今日交通发达，从佛教国际沟通佛学，这种工作

都是有志学佛的佛教 青年所必需的。  
    法物的研究，是从佛陀而至现代，凡有关於表显佛教的法物，如所有 的寺院、塔像、衣钵、雕刻、

涂画等等，皆可归入法物的研究。这亦可分 为二项：一是史料的，如何研究一个时代有关佛教的碑

铭、法器等文献； 二是美术的，凡对绘画、雕刻等法物之崇高庄严，足以启人信仰的，如中 国云岗、

大同龙门的石窟，炖煌石窟，以及印度阿姜塔等世界艺术名著， 还有阿育石柱、菩提迦耶佛成道的大

塔，都具有艺术研究的极大价值。  
    至於究理，是研究义理。太虚大师曾从研究心得，把佛陀一生所说的 理法，分成三类：  
    (1)五乘共法：五乘是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共法、 是指五戒十善。戒善之法，虽

属世间善法，但亦为修习出世大乘的基础， 如无此低层的世间善法的基础，虽有高层的大乘妙法，还

如空中楼阁，那 J???得起来。且此人天戒善之法，亦通於出世大乘之法。如佛最初说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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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经，是人天教法，但经中亦有说到「发阿褥菩提心」，则通於大乘无疑 。凡属此类经教，都可编

「五乘共法」一类。  
    (2)三乘共法：声闻的四谛法，缘觉的因缘法，菩萨的六度法，虽浅深 有别，然从超越三界苦集而得

出世道灭看来，三乘人都是同基於此，所以 谓之「共法」；又三乘人的智解程度、浅深不同，而断见

思烦恼，出分段 生死，证无生圣果，见理皆同；就是佛陀吧，也是同见此理，称为「多陀 阿伽陀（如

来）、阿罗词（无生）三藐三佛陀」，故谓之「三乘共法」。  
    (3)大乘不共法：大乘为菩萨法，不共凡小善法。这可从「大乘性相」 与「大乘行果」来说：前者如

般若经等明诸法性空、楞伽经等明诸法相有 ，独明菩萨大法，不共声缘教义；後者如华严经之住行向

地多明大乘行位 ，如涅盘、真言、净土多明果位的体用，都是「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 相」，故不

共凡小通常的教义。  
 

四、修 
 
    修学佛法的行门很多，简单的说，可以摄归四门： 
    A.律仪行：律是戒律，仪是威仪。专修律仪，可以致果。如优波离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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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贱民身分，出家持戒，早证圣果。戒律的种类，小乘有别解脱戒、定 共戒、道共戒。大乘有摄律

仪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的三聚净戒。  
    B.禅观行：即静坐观想，修习禅定。禅定有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 、出世上乘禅。修习禅定的初

步在止观，止息妄念，观照昏沉，使心地静 止清明。或初修「五停心」，以五种方法调停其心：即多

贪的修不净观、 多瞠的修慈悲观、多痴的修因缘观、多散的修数息观，多障的修念佛观。 以此五种为

修习基础，渐进至九次第定等禅行。  
    C.真言行：真言指密咒，亦指「陀罗尼」的总持行，持咒成功，可以 「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不

使忘失。其方法在三密加持，身密结印、口 密诵咒、意密观想曼答罗等施设。三密相应，即身成就。

佛教判为显密二 种，皆可医治心病，显教如依方配药，密显如丸散膏丹，不知其为何药配 成，而食之

便可愈病的，故谓之为密，即秘而难知，功效却是灵验。  
    D.净土行：念佛名号，求生净土，叫做净土行。念佛的方法有持名念 、观想念、观像念、实相念，

而以持名为主要，若能执持名号，一心不乱 ，即得往生见佛；但其品位的高下胜劣，要看行者的信愿

坚切与否、行持 的精进与否而定差别。  
    修习这四种行门，可得信戒定慧的四果。我们现在集会，研究修学佛 法，应以研教解理为基础，以

修行证果为目的。研教解理的工作，初似枯 燥乏味；但若研之既久，又能配以实践，从虔诚的宗教情

操中信念坚切， 则必智生灵府，定趣盎然，欲罢不能。到此田地，可以谓之真实学佛，成 为佛教信

徒，於自於他，都可发生很大的力量与作用，而获得福慧，增进 人生的利乐！今次集会，初遇胜缘，

特掬微诚，期与各位相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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