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时事感言  
  

  对於「经忏佛事」的新估价 

 
一、从理解处来修学佛法 
 
    研究佛法，是修学佛法必需的工作；不了解佛法，如何能修学佛法？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如听

经闻法，或攻读经论，仗自力来开辟路线，这都是能循正轨走入研究佛法的途径。但学佛只是研究理

解行不行呢？自然不行！自然还需要在行持上努力，始能达成佛道的任务；如果没有修持，纵令博学

强记，通达三藏，说得天花乱坠，与人不无利益，与自己还是不大相干。「分别名相不知修，人海数

沙徒自困」；不特永嘉大师曾经如此说过，许多古德都曾如此警诫学者。现在，也有人这样说?有解

无行，只算 
是一个佛教学者，不能算是佛教信徒；要解而能行，行解相应，才称得是佛教信徒。可知真正学佛，

脚踏实地的力行，是十分需要的，离此而谈学佛，那是很渺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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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修持的行门，佛教的经论中，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各宗有各宗的 行门不同，如参禅、诵经、

持律、念佛、修观、礼拜等，无一非佛教的行 持法门；而现在所要讲的「经忏法事」，也正是许多

法门中的一种，而且 是每一宗每一个佛徒都用得到的一种。本来「经忏佛事」四个字，在现社 会，

现阶段的佛教中，使人听到是最感头痛的事，似乎不需要去提它！因 为今日佛教的不振，佛门的衰

落，佛徒的腐化，僧格的堕落，都是由「经 忏法事」中发生出来的弊病，「经忏法事」已成为僧侣

的逋逃薮，佛门的 大毒瘤，应该要填平这恶薮，铲除这毒瘤才对，那末，还要提它说它做甚 呢？但

现在社中有法事部，各人听经究理外，又自己发心每日做功课，以 及朔望日礼忏，为自己忏悔业

障，增进智德，以便与理解相应，这样的礼 忏法事是很合佛理的、很对的，恐怕与一般人做的「经

忏法事」混同，予 不识者以批评，所以有提出来一讲的必要。  
 

二、忏法的根据是什   

    现在所说的「经忏佛事」，多数指普通一般人家里死了人，请僧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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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经，拜拜忏的那种仪式化的佛事。本来佛法传自印度，这种仪式化的 法事，在印度究竟有没有

的呢？可以说是没有的。虽然在经论中也不无说 到「临终助念」等的功德，但完全不像现在商业化

的仪式佛事那样。就是 在我国，这种完全买卖式的商业化的法事，在宋朝慈云忏法流行後，才有 这
种不良的现象；宋前隋唐时代也有忏法，但还没有这种弊病。检讨诸经 之中，虽无忏法之仪式，亦

有忏悔之文义。忏悔之原义，原为世人改过自 新最好的方法。世间的圣贤，虽也说到「人非圣贤，

谁能无过，过而能改 ，方为丈夫」。但没有具体改过的法则；在佛律中，对於怎样忏悔才能生 善灭

恶，罪消福增的道理，却有种种具体的说明。如止观云：「忏名陈露 先恶，悔名改往修来」；正言

忏悔，是改过自新的最好法则。有部 奈耶 律云：「言忏摩者，此方正译，当乞容恕；容忍致谢义



也，若触误前人， 欲乞欢喜者，皆云忏摩」；此忏摩，即忏悔之异名，亦即为後世制造忏法 的来

源。  
    在佛教的律部，对於忏悔罪业，有种种详尽的说明，如「羯磨法」与 「布萨法」，是最显著的。

梵语羯磨，此译「作业」，即作授戒忏悔等事 业之一种宣告式的方法，由这宣告文的方式，使其所

作事业成就。如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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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授戒时，规定读「遮难文」等的方式，都属於羯磨的一类。梵语「布 萨」，译为「净住」或

「长养」，意为有过则忏悔，无过则加勉，使大家 长住净戒中，长养种种菩提善法。如今日丛林中

依律规定每半月集众诵戒 一次，即为布萨之法；但此为出家佛徒的忏悔法，若在家佛徒，则为六斋 
日、十斋日、守持八戒，增长善法，亦可名之为布萨法。  
    如上经律中所说的忏摩、忏悔、羯磨、布萨等等，都为後世祖师，根 据以作忏本，遂为种种忏仪

流行的滥觞。  
  
三、几种著名的忏仪 
 
    佛经译自印度，原有忏悔忏摩之意义；但忏仪之制作，始自我国南北朝及隋唐时代。现在我国

最流行、最著名的忏本，要算是萧梁武帝制的「慈悲道场梁皇宝忏」，简称「梁皇忏」，和李唐悟达

制的「慈悲三昧水忏」，简称「水忏」。释氏通监云：「梁武帝为妃郗氏阅大藏，制慈悲道场忏

法」。又云：「梁武帝妃郗氏；其性酷妒。既薨，化为巨蛇，入後宫通梦於帝，为求修功德，使离苦

难，帝阅大藏，制慈悲忏法，请僧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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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化为天人，於空中谢帝。既得生天，帝毕生不复立后」。这里简述制造 梁皇忏的因缘：相传梁武

帝诚信佛法，时请志公诸高僧，入宫说法；而郗 氏皇后，诽谤不信，且瞠妒极深，尝以狗肉馒头，

污秽僧众，身後堕为巨 蟒，实瞠毒所得之果报，盖蛇蝎乃畜类中最毒的东西。所以全部梁皇忏， 从
首至尾，其间「出地狱」、「显果报」等等，都是详揭因果报应之理， 从诸经中搜集材料，颇为丰

富，可为赏善罚恶的有力证据；而功过的史迹 ，斑斑可考，亦足资後人之凭证。  
    至「三昧水忏」制造者，是唐时悟达国师。悟达原名知玄，五岁便能 吟诗，出家为沙弥，十四岁

登座讲涅盘经，时名诗人李商隐等亦入座为听 众，且赠诗云?「十四沙弥解讲经，似师年纪只携 ；

沙弥说法沙门听， 不在年高在性灵」。他的广解法义，可谓聪颖绝伦。元和中，懿宗敕署为 「悟达

国师」，受王敬礼，名利心动，冤家乘虚而入，遂生一怪疮，犹如 人面。神僧传云：「唐懿宗朝有

悟达国师，膝上生「人面疮」，依神僧迦 诺迦之告而修忏悔，以三昧之水洗之，疮乃愈」。按悟达

曾为十世高僧， 今世乃第十世修成道果，故「冤家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史载：悟达即 汉文帝时

郎中大夫袁盎，善自谏，计诛晁错，遂结不解之冤。因晁错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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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怀才善辩，帝颇宠幸。景帝登位，恩遇益隆，献策削 诸侯食邑以尊京师；吴楚

七国，因此反叛。袁盎乘间献策，帝就把他腰斩 洛阳东市，怨气不散，十世追随悟达，以谋报仇。

因悟达十世皆为高僧， 戒律精严，无隙可乘，徒呼负负而已。适此世悟达贵为王者之师，恩遇既 
隆，名利心动，晁错遂得隙入为「人面疮」以报之。後忆神僧迦诺迦尊者 之指点，悟达入西蜀九

龙，得三昧水洗涤，冤既解释，疮遂得愈。乃归而 述其经过，成为「三昧水忏」。既有如此生动之

史实，其人其事，都属希 有，故其忏法流传甚广，至今不替。  
    自梁武志公制梁皇忏後，继续作忏法的，亦复不少，其较著者，如隋 智天台智者大师，依法华

经、普贤观经、及诸经之意，作法华忏法，亦名 法华三昧忏仪。又依方等大陀罗尼经，作方等忏

法；依金光明经，作金光 明忏法，亦云吉祥忏法。至宋朝，以「慈云忏主」闻名的遵式大师，更依 
观音经作观音忏法，即大悲忏；依净土诸经，作弥陀忏法，即净土忏；及 作往生净土愿仪、水陆仪

轨等等，於是宋後忏法，大行一时，致使後世僧 徒，专以礼忏为职业，为能事，不复知有弘宗演

教，解经著疏，比礼忏更 为重要的法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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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礼忏法及其功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以世法论如此；若依佛法论，六道众生，无始以来，轮回生死，皆

有罪业，即圣贤亦是有过有业，除非你到成佛的地位，「五住究竟，二死永亡」，才可以说自己无

过，不然，九法界众生都在过中，出世菩萨罗汉尚未能无过，何况世间的凡夫圣贤？既属有过，必须

修改，修改之法，必须忏悔，故修忏的功用，要言之，即罪灭福生，惑净智现而已。 
    当读大宝积经，其中说到我们要求福智辩才，应自忏悔业障始。忏悔之法，顶好每於夜半或清

晨，沐浴焚香，至心礼拜诸佛名号，精诚所至，必得感应，便可罪灭福生、障净智现。其所列的佛

名，即今晚课「大忏悔文」中所列的三十五佛，和五十三佛。可见祖师们所做的忏悔文，以及各种忏

仪，都是根据经律明文，而凭自己修学之经验写出来的，因此我们对於各种忏文忏仪，切不可起轻

心、慢心，自招罪戾；因行之有错，做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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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产生後世种种不良的怪诞，变相的流弊，那是在乎行的做的人不对， 忏仪忏法的本身，原为行

持之助力，是没有什 不对的！  
    佛教所说明我们忏悔最高的原理，是在「罪从心起将心忏，忏罪何如 净六根」；六根能得清净，

即是罪相消灭。但清净六根，须先清净其心， 心清净故，六根亦清净；而心性本空，罪性亦空，空

不可得故，罪亦不可 得。如此运心作观，罪性自然消灭。故偈云：「罪性本空由心造，心若灭 时罪

亦亡；罪亡心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在天台四教仪集注中， 说及三种忏悔法：一作法忏，

自己向佛前披陈过罪，身口所造，一一依於 法度者，为灭犯戒之罪。二取相忏，行者能於定境中运

用忏悔之想，如观 佛来摩顶以感瑞相为期者，为灭烦恼之罪性。三无生忏，正心端坐，而观 无生之

理者，为灭除中道之无明，这三种忏悔，不出事忏与理忏，作法取 相两种忏，是比较著重於仪式

的，属於事忏；无生忏是端坐观实相理体。 所谓「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是属於理忏。故止

观云?「理事不出 三种忏法，理谓无生妙忏，事谓取相作法」。涅盘经卷十七，明阿 世王 忏悔之相

云：「耆婆所教者为事忏；如来所说者为理忏」。以阿 世王之 五逆十恶，罪大恶极，承耆婆之助

缘，得如来之开示，却得罪灭福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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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恶报，此即是由忏悔所起功用的事实证明。有忏悔偈云：「能礼所礼性 空寂，感应道交难思议！

我此道场如帝珠，诸佛菩萨影现中；我身影现诸 佛前，头面接足归命礼」。此即礼忏时须如理思

惟，运心观想，理遍一切 ，心包一切，佛遍一切，我身亦遍一切，则礼一佛一菩萨时，即等同礼一 
切佛一切菩萨；佛菩萨遍满虚空不可限量，所得功德亦遍满虚空不可限量 。此即从事相而入理观，

达到无相无为的至境，则无罪不灭，无福不生 了。  
    菩萨修行，有渐修法门，有顿修法门。理可顿悟，事须渐修。修行效 率的迟速，有「日劫相倍」

之说，即在乎理修和渐修之不同。故礼忏时， 如能运心作观，如理思惟，由事相而穷理性，遂可渐

入不思议化的状态， 由此所引起的功用，亦不可思议。此可见真正礼忏之重要，不徒然重於形 式，

如「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若能如理作观 ，则罪灭福生在乎此，「十地

顿超无难事」，亦在於此。阿难尊者所以能 「销我亿劫颠倒想，不历僧只获法身」，亦全在忏悔能

运心作观中得到受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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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从变相上来重新估定 

 

    经中既有忏悔之教诫，律中亦有忏摩之制作，古德据之以作忏仪，原亦为修学佛法的一种前方

便，本不可废，不过後世变相的流行，法久弊生，已失其真，故现在起而大声疾呼禁止、取缔、废止

的，亦颇有其人，原 因诫如苏曼殊所说：「自慈云忏法兴，出家者皆以应赴为能事，取为衣食 之



资，用作挥霍之具，流毒沙门，於今为烈」！从这种情形看来，为振兴 佛教，改良僧制，实在需要

一个时期制止不作的必要。其理由?一因应赴 经忏的商业化，不但使僧格堕落，亦使人轻贱佛法，

由轻法而骂法，不见 

其利，反受其害，以慢法造业，必致堕苦。二因应赴法事，既已商业化， 则事主出资请僧，如同顾

工；僧人念经礼忏，如同卖物，两者之间，多是 粉饰门面，没有诚心，无由感应。因经律原意，须

由双方恭敬至诚，感应 道交，始能获得功德，今既随随便便，轻率从事，行同稗贩，必亦难得灭罪

徼福。如地藏经中所说，如为死者启建度亡法事，须要请者诚心诚意， 亦要行者一心一德，则七分

功德，生者自得六分，死者仅得其一。今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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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心不在焉，行者亦有口无心，则能否由灭罪而获致功德，亦颇成问题。 从这两种原因来看?前者既

败坏法制，自贬僧格；後者亦虚伪粉饰，不得 真实法益；为尊重佛法，提高僧格，启人正信，实有

暂行取缔之必要。然 而此从公开的，或集体的应赴场面而说，固有禁止取缔的必要：若为自己 个人

之修持，以求除障净业，增进福智，则可仍沿其旧，无须废止。因此 ，我们对现时流行的经忏法

事，须要重新估价，另做一种新的看法：  
    甲、应取缔的：即取缔商业化的应赴法事，扭转一般僧侣走入研求佛 法的正路。因佛教衰败，多

由教理无人研究，教义无由发扬所致。研究教 乘，是一条古僻艰涩的生路；一般僧众，既走应赴轻

易的熟路，赚钱既易 ，深染俗习，对於钻研佛乘的艰苦工作，自然难望其来顾问。且说法者辛 勤数

月所获之财利，往往不如应赴法事者数日所得之代价，其趋之如骛， 自亦势所不免；故唯有取缔此

种变相的僧侣生活，始可纳全体僧侣生活於 正轨，而集中力量，发展佛教正当的事业。  
    乙、不取缔的?即忏罪获福，为自修佛法之臂助；运用得法，除轻视 行持的心理；诚敬感应，可培

固行者之信仰。现时一般僧青年，每喜侈谈 新思潮、新文艺、新主义，对於诵经礼忏之事，每每讥

为老僧之所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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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公斋婆们的迷信，为不足道，或不稍提，既笔考亦曾犯过此种毛病，後 来曾经有过一个机会，痛

自发心在每晨二时虔礼大悲忏，礼过四十九晨， 得到种种见光见花见佛像的瑞相，对於自己以前血

氧未定的高傲心，随便 说话的轻率心，降伏不少。且深自省觉，痛忏前非。并自修水忏、净土忏 、
药师忏、梁皇忏、地藏忏等各种忏法，约时间说，陆陆续续，在一年以 上。每修一忏法，皆有一种

奇异的感觉，冥冥中如有人在暗示著、影射著 、或消灭过去的罪障、或指点未来的作业。就从这些

地方，更树立了我坚 定的信念；现在对於忏法的改变看法，也是从这种信念的立场上来立论的 。或

者有人以为我这种思想是不对的、或退步的，但我自己却认为是进步 的。这个信念，也是很坚固

的。  
    现在因为社中时有修忏，而修的人又多属居士，故对於礼忏自修为助 成行业方面的道理，须要深

切地明了；不然，僧众因修忏而走入应赴之路 ，已成为今日发展佛教，推行佛化於社会的障碍物，

而在家信众若不深加 体察，将来或染时习，那就更不像样了。   

                                       （一九五一年在澳门佛学社法事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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