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认识自己的哲学  
  

学佛应具的要件 

 

    忠厚诚实四字，是做好人的基本道德。我们学佛听法，更宜忠厚诚实，才成为名符其实的佛教

徒。现在举出六事，可供一个有心学佛的佛徒作为参考。 

    （一）树立净信：净信是清净无杂的信，也是虔诚恳切的信。一个宗教徒，必须先有信仰，但此

信仰须是虔诚，纯净的，方名净信；否则就是不实的净信，或不正的邪信，不名净信。今见同学操行

表有 A号的，可视为净信或诚信、B号及 C号以下的，就是不实的净信。这从每个人的言行态度方面

可以看出；真正学佛，须先净信，要有净信、先须尊重三宝。佛为慈悲导师、法是三世佛母、僧为人

天福田；若轻信人言，将佛像作偶像，将佛经作故纸，将佛僧作闲人，净信就建立不起来。尤其净信

是要信佛陀的真净功德，具有实、德、能三个要素：信实，是信有真如实理、因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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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信德，是信佛菩萨具有福慧庄严的功德；信能，是信已成的佛菩萨， 具有自利利他的功能，亦信

自己具有此种功能，将来可以成佛成圣。这样 才是净信，不然，少闻正法、多听邪说、喜作恶行、则

虽曰信佛、徒有其 表，而无其实了。因学佛要在恭敬中求，若无净信，轻心慢心，如入宝 山，空手

而回。有净信，即使听了一句佛法，亦可种植善根，永远不失。 华严经云：「如食少金刚，终身所不

化」。法华经说：「举手低头，皆当 作佛」。这就因有了净信，种下净种，永久不坏；虽然是一颗善

种，小小 的功德，但到将来机缘成熟，都会有开花结果的一日。  

    （二）具足正见：佛法贵重见地，不贵行地，因你的知见的思想既正确， 所发出的行为，自然亦

是正确的。佛法的正见，是由於听闻四谛法而建立 起来的。四谛法洞明人生因果的道理，所谓集因苦

果、道因灭果、知苦断 集、慕灭修道、证悟心性、本不生灭，便是人生唯一的真知灼见；如不明 此

内证之理，不明因果，或由於亲近邪师，听闻邪教，起邪分别，终日向 外追求真理，那 真理就愈求

愈远、愈远愈迷、徒劳辛苦，了无实益。如 人遇到疾病或其他困难，不思因果原理、不自开解；又不

肯循於正道医 治，妄自求神问卜、扶乩跳童、画符饮灰、抽签算命，结果不但浪费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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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甚至或枉然断送一命。这都因不具正见，走入了旁门外道，自己耽 误了自己。 一个人如果具

有正如正见，又有了净信，那 遇到甚 顺利或 困难的事，一定自己有个信仰，有个宗旨，不会徒听

人言，向外奔波，终 无著落。诚所谓「佛自在心头，无须向外求」，这两句话实可做迷梦中人 的警

钟。 

    （三）坚持节操：做一个好人，或正人君子，必有他所坚持的节操。所 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

能屈、贪贱不能移」，这就是一种节操。世间君 子尚且如此，我们学佛学菩萨的宗教徒，更宜坚持自

己虔诚肃穆的宗教情 操，即使遇到任何逆境，也不致於改变意志，改变信仰。有些信佛的人， 往往

禁不住金钱的利诱，酒色的迷醉，人情的难却，改变了自己的意志与 信仰，把自己神圣的宗教志节与

情操破坏了，也就是丧失了自己的忠厚与 诚实的德性了！曾听见一个同学说：某某教很好，有组织、

有秩序，有人 要求甚 ，不论金钱或食物，都可以很快就配给得来。这亦说得不错，它 是与人有

利；但人家的军队侵略到某一个地方，宗教师也马上派到那个地 方去配给人民生活需要的什物，以此

收服人心。这点，佛教愧没有政治作 後盾，难以办到，但亦由此见到没有背景的佛教，未为任何政治

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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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人到困境，志节不贞，每多变质，自然也顾不到甚 叫作节操了。所 谓「衣食足而後知礼仪，仓

库实而後知廉耻」；有几个人能「穷且益 坚」？或「穷不失志」？如此只观其表，未及核心，那些人

认为某种宗教 好，某种宗教不好，当然亦有其理由了。 

    （四）热情护教：现代佛教由於制度守旧，跟不上时代，样样落後，已非 一日；但由於近代佛教

大师太虚等提倡革新，发挥教义，重振宗风，已渐 有起色，佛学且渐渐普遍中西各国。欧美各地的最

高学府，亦多有佛学研 究会之设立。在今日，佛教之慧业，方兴未艾，这是一种极好的现象。因 此

我们学佛的人士，观乎佛教之由衰微而复兴，应各把自己的力量贡献出 来；第一要发菩提心，激励自

己的热情，爱护佛教；第二是看到教情的衰 败，为社会所诟谇、所批评、所毁坏，应如焚网经说的三

百矛剌心，奋起 卫护，不可坐视其亡；第三是要热情卫教、弘教、救教，须先自己坚定志 愿，努力

学习，充实自己，然後才能把卫教、弘教、救教的力量发挥出 来。须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则

佛教兴亡，佛徒各有职贵，何独不 然，既然四众弟子都有责任，大家所作所为，应为佛教的兴盛设

想，不为 私己的利益打算。华严经所谓：「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66 

在这话?佛陀好似早已为我们安排好应作之事，应尽之责了。  

    （五）廉洁风气：廉洁、是不贪污。或廉是廉耻，洁是清洁。要想做大 事，成大业，必须先从小

处著眼，由自己廉洁做起，由小而知大、由近而 知远、由微而知著。春秋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提倡礼

义廉扯，所谓「四维 不张，国之将亡」，结果齐桓强大，为五霸之首，孔子曾美而赞之。 又：「孟

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 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

矣」。提倡以义胜利，不惟利是图，便 是廉洁的作风。又如颜子陋巷穷居，一瓢饮、一箪食、人不堪

其忧、回也 不改其乐。世俗儒士，尚且如此提倡廉洁，何况我们学佛的人，洞知四大 皆空、五蕴非

有，如何会不廉洁自好？佛陀开始教诫门徒，便提倡少欲知 足、洁身自爱。如四十二章经说：「人从

爱欲生忧、从忧生怖、若离於 爱，何忧何怖」！八大人觉经的「第二觉知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

欲 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遗教经说：「少欲之人，则无谄曲以求人意， 亦复不为诸根所

牵」。佛陀在这些经文中，都是教人廉洁不贪，少欲自 在。不但只是言教，还从自己的身教做起。如

四十二章中说「佛言：吾视 王侯之位，如过隙尘；视金玉之宝，如瓦砾；视纨素之服，如敝帛；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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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界，如一诃子；视阿褥池水，如涂足油；视方便门，如化宝聚；视无上 乘，如梦金帛；视佛道，如

眼前华；视禅定，如须弥柱；视涅盘，如昼夕 寤」。能如此看得破，故放得下，又提得起，才是真正

伟大的人物，佛陀 便是这种人物。佛陀从舍王位，修苦行、得禅定、证涅盘，都是亲从身教 经历之

後而说出言教，故他的所有言教，皆从身心修证的经验中得来。他 不但觑破世间法的繁华如梦，少欲

无为，甚至看空了出世法的涅盘，如昼 夕寤，故能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惟其无得，所以成其大得，

而得证「阿 褥多罗三藐三菩提」。 

    （六）注意威仪：威是威德，仪是仪表。人有仪表，行有威德，则易受社 会之专重，人伦所喜

悦，对於推行自己的事业，会得到很多的同情与方 便。所以佛教说到行仪的细微处，有「三千威仪，

八千细行」。行如风、 立如松、坐如钟、卧如弓，谓之日常生活中的四威仪，甚至连睡觉时都要 不

失威仪。又仪为礼仪，中国儒家亦极重视，称为礼仪之邦，俨然大国风 度。宋儒程明道，有一次住宿

在寺院中，听到晨钟募鼓的节奏，看到上殿 过堂的威仪，大为欣赏，认为中国的三代礼乐，失传已

久，想不到尚保全 在佛门中。这给理学先生一个好感，使之对佛法生起敬重之心。故我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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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人，不论自利化他，注意威仪，必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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