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理论集  
  
盂兰盆经兴孝道   

                           在三慧讲堂讲 

    本讲堂一九六五年筹建，次年四月八日开光後，即於每周六晚设办「 念佛会」与「佛学讲座」，由予

与僧俗佛教大德，轮流演讲佛经，及作通俗佛理之宣传，除寒暑两假期外，至今讲解不辍。今年正月至四

月，因予 闭关百日，在此期间，念佛与演讲的工作，都由诸僧俗讲师担任。现因将近盂兰胜会，由我选讲

这部盂兰盆经，以应一般信众听讲的需要。 

 

    儒家立教，注重礼义廉耻的四维，所谓「四维不张，国将不兴」。亦注重忠、孝、仁、爱、信、义、

和、平的八德；而孝道尤为基本，故孔子制作六经，里面有一部孝经，成为人伦道德的骨干。  

 

    佛法虽然渊深广博，陈义甚高，但是谈到人生道德，亦以孝行为做人基本的美德。所以在佛陀说了廿多

种有关孝道的经典，如现在所讲的盂兰盆经，及地藏经、大报恩经、父母恩重难报经、梵网经、心地观经、

涅盘经、不思议光经、观无量寿佛经、大方广不思议境界经等，都有叙述孝亲的理论，及知恩报恩的需要。

如後者说：「知恩者虽有生死，不垢善根；不知恩者，善根断灭。是故诸佛，赞叹知恩报恩者」。 

 

    如上所举诸孝经中，本经与地藏经所说的孝行，尤为学佛人士所乐道 。这两部都是佛门著称的孝经，

稍有不同的，地藏菩萨是过去世多生在因地中以「婆罗门女」与「光目女」的女身行孝，是佛门的孝女；而

目连尊者，是现世修证初 果罗汉的果位，以比丘男身行孝，故後世也推崇他，称他为佛门的孝子。  

 

一、孝行是众生天性的流露   

    时序迁流，日新月异，现在的人类，已进化到太空时代，随著科学文明的发展，物质生活的奢侈，欲望

的提高，样样竞争，事事趋新，似乎感觉到一切旧有的道德， 在这新时代都不需要了，都用不著了。有些

人提倡不要爸爸，不要妈妈，和他们去谈孝道，不被他们讥为时代的渣滓，思想的落伍者才怪！其实时代虽

有变异，理性的道德，应无甚么变 异的；尤其 是孝行，纯属人性天然流露的美德，不是用势力或命令，使

人扬弃或可以废除的。从人类来说，任何粗鲁、横暴、野蛮之人，看见自己的父母，多数还是会生起亲切 

敬爱的情感，这便是天性的流露。在社会来说，孝顺双亲的孝子，多是得到社会的同情与崇敬，舆论的赞

扬；反之，忘恩负义、忤逆不孝之辈，不但为社会之所不 齿，亦会遭遇舆论严厉的谴责！ 

 

    再从人类以外的动物来说，如禽兽畜生，虽然是愚痴迷昧，但母慈子孝的灵性，仍未失去。如羔羊跪

乳，乌鸦反哺，老虎凶猛而不食其子，野马难驯而不欺其母。这 都可证明孝亲是一种天性的流露，不是勉

强矫揉造作可以凑效的。涅盘经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可成佛」。佛性、是人类以及一

切动物本能具 足，故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现在要说明的众生的孝性，也就是本能的性灵的流露，是先天本



有的德性，不是後天培养出来的，也不是随便可任人扬弃或废除的。   

二、科学时代更需要孝道  
 

    科学时代，究竟需要不需要孝行呢？依佛教的看法，不但需要，而且是更需要提倡孝道！为甚么理由

呢？人类的生活，有精神与物质的两方面，若偏重心灵的精神， 不顾视现实的物质社会，则生活必与现实

社会脱节，流於空虚不切实际的枯寂，对现实社会不起作用；若偏倾物质的竞逐，沉迷物欲的陷阱，忽视了

道德精神的修养 与价值，必也流於浮夸叫嚣，野蛮好斗的孔武之德，使人类的道德沦胥，孝道丧失，造成

人类可悲的现象，势必弄到文明破产，德性退化，要回到洪荒时代重过野蛮 的生活。 

 

    自从本世纪初期，欧风美雨吹进了东南亚洲，社会人心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学时髦，趣新奇，疯狂似的

追求物质，一切忠孝节义的旧道德， 都弃於脑後而不顾，奸诈淫靡的歪风吹遍了社会每个的角落，弄得人

民父不慈、子不孝，许多怵目惊心的事件，层出不穷的产生。父子道绝，视如陌路，官司可以打 到法庭。

朋友义丧，为了贪利，谋杀到了毁尸灭迹。最近在一九七八年七月廿八日，新生活报刊载西德汉堡郊外的达

特村，有个中年的男子赫鲁逊，忤逆不孝，当众 挥著利斧斩弑其母，碎尸溅血，惨不忍睹。这种兽行，证

明了他已从科学文明时代，回到了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因此，在丧失道德的科学时代，更需要提倡孝道思 

想的伦理道德，使他 们知道人类与他道众生不同，是在能孝顺父母，敬事师长，知恩报恩。孝经上说：

「君子之教以孝」；孝是家族伦理，同时也是社会伦理、国家伦理。这种伦理，是 可以安定家族、社会、

以及国家、世界的秩序，故孝的思想，可为一切人类的道德范畴，也是实践伦理的精神动力。论语上说的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正表 达了孝德对人伦的重要性。 

 

    佛陀虽然出家，他的道德思想，仍以孝悌伦理为基本。如琉璃王出兵攻打迦 罗维国城，欲灭释迦种

族，佛陀意欲救护或孝敬自己的宗亲种族，在火伞高张，烈焰灸 身的无叶树下，坐待于琉璃王大军经过的

路上，想阻挡王军的前进；琉璃王虽痛恨释迦族当年对他侮辱而欲灭释种，但对释种的世尊仍十分尊敬，曾

劝他站起来坐於 有树荫的荫凉之处。佛陀不起而答道?「一切荫凉莫过於种族的荫凉」，结果感动了琉璃王

而退兵，暂保全释族的安全，这都是报恩思想的示范作用。  

 

    涅盘经说：「知恩者是大悲之本，开善业之初门，受人尊敬，名誉远闻」。梵网经就：「孝顺心、慈悲

心，显示佛性」。心地观经说：「善男子！於诸世间，何者最 富？何者最贫？慈母在堂，名之为富，慈母

不在名之为贫，慈母在时名日中，慈母死时名日没；慈母在时名日月，慈母亡时名 夜。是故你等，勤加修

习，尊养父母」。又佛在无量寿经中教弟子修习净土法门，以念佛为正行，又须修三福为净土正因。三福中

的第一福， 就是教弟子「孝顺父母，敬事师长，慈心不杀，修行十善」。这些经文， 都是说明了佛法的伦

理，亦以孝德为始，强调了「孝名为戒，亦名制止」，是修习世出世法的基本道德。所以在此淳源凉薄，道

德沦亡的时代，提倡孝道的伦理，以 及实践道德学问的佛法以改善人心，挽救社会的颓风， 是非常需要的

工作！  
  
三、谈本经的缘起与宗旨 

 

    1.以目连救母为缘起 

 

    前世罗卜救母 

    今世目连救母 

 



    2.以设供斋僧为方便 

 

    佛教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大日经谓?「佛教以菩提心为因，慈 

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 

    本经以设供斋僧为方便，以孝顺父母，超荐先灵为目标。  

    A.孝顺四科简  

    一、孝而非顺，如用三牲设供等； 

    二、顺而非孝，如父母病索禁忌之食而供之，欲行非为之事而不谏等 。（如孔子责曾子为父怒打而不

避之类） 

    三、亦孝亦顺，谓有隐无犯，三谏而随顺色、观志三年无改等。 

    四、非孝非顺，如水中葬父之类。   

    B.孝顺对设供：  

    一、孝顺非设供，如王祥孝亲至极，便无设供。 

    二、设供非孝顺，如为己求福而修斋等。 

    三、亦孝顺亦设供，如盂兰盆供。 

    四、非孝顺非设供，如忤逆悭吝之儿女。  

    C.孝顺对拔苦四句：  

    一、孝顺非拔苦，如董永卖身葬父等。 

    二、拔苦非孝顺，如救他人苦难等。 

    三、亦孝顺亦拔苦，如盂兰盆供。  

    四、非孝顺非拔苦，如忤劣野蛮子女毫无报恩观念等。   

    D.孝顺对报恩四句： 

    一、孝顺非报恩，如儒者的谨护发肤，不骄慢、不冒险、非法不言等。 

    二、报恩非孝顺，如韩信报漂母一饭之恩；或修行是为报答施主之恩 等。 

    三、亦报恩亦孝顺，即今盂兰盆供。 

    四、非报恩非孝顺，如忘恩负义之辈。 

    由圭峰宗密大师设此四种料简比较，可知佛说盂兰盆经，开示设供斋 僧，实为报恩孝顺最好的方便法

门。  

    A.福田三殊胜：  

    （甲）敬田胜、佛欢喜日，证果者多； 

    （乙）恩田胜、不但报一世父母恩，能报七世父母恩； 

    （丙）悲田胜、救拔众生倒悬之苦难。  

    3.以孝顺报恩为宗旨  

    佛说本经宗旨，在表彰孝道。专为人伦道德的基本，不论世出世法，皆以重视孝行，所谓「淫为万恶

首，孝居百善先」。  

    A.孝顺为世出世间立教的大本  

    儿女对父母尽孝，乃天经地义，是「德之本，教之所由生」。 世法儒教，以孝为本。儒书说：「不得

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 亲，不可以为子」。故圣王以孝治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家国相 传，竖立宗

庙，祭祀不辍，都是行孝的表现。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 「今之孝者，是

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君子务本，本立则道生」。 



 

    佛法虽曰出世，乃言其陈义之高，其立本亦在孝道。实行若无世间孝行为 本，决难成就出世佛法的真

孝。故释迦现身说法，先以经阐理智、律诠 戒行，戒虽万行，以孝为宗。又佛初成正觉，即说华严大教、

菩萨大戒 。如戒经云：「尔时释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树下，成无上正觉已，结菩 萨波罗提木叉，孝顺父母

师僧三宝，孝名为戒，亦名制止」。 涅盘经云：「奇哉父母，生育我等，受大苦恼，满足十月，怀抱我

身； 既生之後，推乾就湿，除去不净，大小便利，乳哺长养，将护我身。以 是义故，应当报恩，随顺供

养」。  

心地观经说：「依慈父悲母长养之恩，一切男女皆安乐也。慈父之恩高 如山王；悲母之恩，深似大海」。  

不思议光经说：「非饮食及宝，能报父母恩，引导向正法，方为供双亲 」。此皆佛法不离世法，佛法乃世

法之推广与增胜的道理。  

 

    B.世间孝与出世间孝的同异 

 

    甲世间行孝是狭义的： 

  

    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 

    二、不孝有三，无後为大。 

    三、扬名於後，以显父母。 

    四、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乙出世佛法广义的孝行： 

    一、孝父母之身，发肤小道；应培养自己健全体魄，树立自己崇高的品德，不自糟蹋，建立大业才是真

正的孝敬父母。 

    二、无後为世法肉体生命；亦是小道，佛法重精神慧命的延续，才是大业。 

    三、扬名显祖固为孝；引导父母现在修德利己，布施利他，将来身後向正法，标名莲花，证悟无生，才

是光亲耀祖的彻底办法。 

    四、生事死祭，亦是世孝之小道；佛法度父母脱离轮回生死之法，如莲池大师谓「亲得离尘垢，子道方

成就」，才是大孝。只是世人眼光短小，不及此理，故有误认佛教非伦理的宗教吧了。  

 

    又经云：「有二邪行，如似拍球，速堕地狱；一者不供养父母，二者 於父母所，作诸不善。有二正

行，如似拍球，速生天上，一者供养父母，二 者於父母所，作众善行。」此以不供养父母，又不顺父母

意，作诸恶行为不孝的邪行；以供养父母，於父母所作诸善事为正行。供奉父母是世间的小孝；自己修善， 

引导父母向善，上升净土，不受轮回苦难，才是出世佛法的大孝。 

  

    中国儒家的孝与佛教的孝尚有不同之处，约有三点：一、居丧不同?儒以选择棺木，奉安窀穸，庐墓留

形为孝；佛以斋戒助念，诵经资福，荐其 神识为重。二、斋期不同，儒以作七拜祭，追忆声音笑貌，以表

孝思；佛以临终说法开导，设供祈福，礼忏悔过为重。三、身後不同?儒以杀供三牲， 春秋拜奠，以示孝

敬；佛以父母死後，其在生积善则上升，不食人间血肉，或业重下坠，虽杀供三牲，彼则享受不到。如目连

之母，难受钵饭，故杀生反而增加先亡的罪业，与孝行背道而驰。故佛教主戒杀放生，设供盂 兰，布施植

福，为父母消灾免难，祈求上升。盖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皆不欲其死，今杀此生灵，祭彼亡魂，忘失慈

悲，徒增罪戾，於生者有害， 於死者无利。所以宋朝的莲池大师著「劝戒杀放生文」，主张人的生日不 宜

杀生，宴客不宜杀生，生子不宜杀生，祭祀不宜杀生等善行，语重心长 ，就是这个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