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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佛教徒的类别 

 

    佛教的教理，揭发人类本性平等，教徒在团体中所过的生活，本来没有甚 等级的差别；不过各

人因修学的程度不同，环境有别，就有「七众弟子」的分类。 

 

    七众弟子，可总摄为两类，一类是出家学佛的僧众，一类是在家学佛的信众。在出家学佛的僧众

中，又分成五种不同：一比丘众，是出家学佛的男众，要受持二百五十条戒法；二比丘尼众，是出家

学佛的尼众，要受持三百四十八条戒法；三沙弥众，出家而未受比丘大戒，仅受十小戒（八戒再加不

非时食戒、及不蓄金钱戒）的男子；四沙弥尼众，出家而未受比丘尼大戒，仅受十小戒的女子；五式

叉摩那众，即发心学佛的童女，未受尼戒，先学习六法（五戒加不非时食戒）。他们能在两年中，守

持这六条戒法，没有犯过，始准许为尼，得受具足戒。这是学习出家尼众的预备，好像现代学校的预

科制度。 

 

    在家学佛的信众，分有二种，即「优婆塞」众和「优婆夷」众。优婆 塞，译作「近事男」，即

在家学佛而亲近奉事三宝的男众。优婆夷，译作 「近事女」，即在家学佛而亲近奉事三宝的女众。

这男女二众，都要受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的五戒。是比较专门学习的信众。

其他未受五 戒，而仅受「三皈依」的，都属於普通学佛的信众。 

 

    在佛教的教团里，把弟子分成这七类是很有道理的：一则使弟子们各 有所持的戒法，不相混

滥，能令团体有纪律化、组织化、秩序化、生活过得整齐清净；一则各有所学，各有所专，又能分工

合作，推动佛法，利济大众。如出家众， 无家庭拖累，可以专修佛学，主理弘传佛法的工作；而在

家众是有家庭负担，未能专神致力佛化工作，只宜近事三宝，护持佛法，多推动佛教的社会事业，发

扬佛陀 救世的精神。 

 

    有些人未读佛书，不懂佛理，常误解佛教度人出家，是会亡国灭种的。如果知道佛教有七众弟

子，除了出家众外，还有在家众，并不叫人个个都去出家，那么就知道说「学佛要亡国灭种」，其是

杞人忧天了。同时知道佛教度人出家，是为专修道业，有所成就，不得不然。普通人常为家 庭俗欲

俗务所累，不能专神致力所学，没有成就。这不特学佛法如此，学普 通的一切学问，亦有同样的情

形。如近世西洋有许多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宗教家，他们往往为专修他们的学问，希望自己

对於所学有所成就，有所贡献，亦 多有终身抱独身主义的；也不等於出家吗？为了事业，为了学

问，为了对社会人类有所贡献，他们牺牲了家庭的温暖，锻链成自己勤苦的骨格，把自己的生命编织

得 更美丽，这应是合理而且伟大 的。  

    问题练习：  

    1.佛教徒为何会有分类呢？  

    2.佛教徒可以分成几多种类？  

    3.试把「七众弟子」列成一表。  

    4.甚 叫做五戒和六法？  

    5.佛教把弟子分成七众有何道理 ？  

    6.学佛会亡国灭种吗？  

    7.抱独身主义有何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