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初阶佛学读  
  
 

第十课  五法的学习 

 

    佛首重发心。发的是甚 心呢？是菩提心。菩提觉义，即是发起一种求觉悟的心，才来学佛。这觉

悟的心，不但为自己的利益设想，同时也为他人的利益设想，在佛经上的法语，就是「上求佛道，下化

众生」。上求佛道，是在自己方面努力的方向。要想达到这一目标，不论在家或出家修学佛法的人??尤

其是在家的信众们，应注意修习五种应修的功德： 

 

    1.信德：信是信仰。学佛的人，首先要对三宝生起绝对至诚的信仰。如果对三宝的真净功德，犹豫

不决，不肯断疑生信，那 虽然脚踏佛门，仍.是心在天外，没有资格成为真实的佛徒。大智度论说：

「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由信而入宝山，由智而得度脱，才不会见宝不取，空手而归。 

    2.戒德：戒是止恶防非的工具，亦是生善增福的堡垒。在家学佛， 

持五戒，便成了一个有道德有人格的恺悌君子；因佛教的五戒，是人生社会的基本道德，有了这人生道

德的基础，其他一切善德，也会日益滋长了。  

 

    3.闻德：学佛有了信仰，以及好的道德还不够，更需要多闻佛法，增加见识，以正确自己的思想，

和充实自己的学问。所谓正知、正见、正思惟，都是从善知识处多闻薰习得来的。故经中说：「由闻能

知善，由闻能 知恶，由闻离无义，由闻得涅盘」。这里的「离无义」，就是不说无义无益的话。  

 

    从前有个祖师入定，远见两僧在谈话，有一恶鬼在旁窈听。初则恭敬礼拜；继则讥笑轻慢，吐以口

沫；最後则恶怒相向，扫其脚迹。祖师出定，很觉奇怪，问二僧刚 才所谈何语？僧答以初谈佛法功

德，次及名闻利养，後入世事戏言。因谈世事戏论，作「无义语」，连鬼也嫌他踏污了净地，所以待他

俩走了，还要扫去他俩的脚 迹。这个意义，足可为学者的省悟和警惕！  

 

    4.施德：信戒闻约三德，是专修自己的功德；施德，是稍助他人的功 德。学佛光是自修还不够圆

满，须要注意到利他的工作，才是学习大乘佛 法的精神。施，包括财施、法施、力施。尽自己的可

能，去称助他人，或拿出金钱财物，拿出学问知识，拿出精神力量去布施那些仰待救济的人， 这是学

佛者应有的同情，也是应尽的义务。  

 

    5.慧德：这慧是指佛法中的般若之慧。般若之慧是清净无漏的，不同世间一般的知识。世间一般的

知识，都是落於是非葛藤；般若的净慧，是断除一切烦恼的是非 葛藤而发自内在的心性。因它是从听

闻正法而起正思，由正思起正修得来的真实智慧。有了这智慧，才能去烦恼，断生死， 证菩提，度众

生，深入佛法的堂奥。这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学佛的人，有的学识渊博，有的品德高尚，有的慈悲喜舍，各有各的长处；但如果能够具足修这五

法，就可成为一个人格圆满、标准的佛徒。  

    问题练习：  

    1.学佛应发甚么心？  

    2.信德怎样解说？  



    3.戒德怎样解说？  

    4.闻德怎样解说？  

    5.施德怎样解说？  

    6.慧德怎样解说？  

    7.怎样才配称一个标准的佛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