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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忏的价值 

  
 

  
 

 
钟汉源■本期特约 

  

农历七月是佛教界最繁忙热闹的季节，国内各大小寺院及佛教团

体都忙著办经忏法会，许多处於冬眠的佛团亦趁此活动，由此可见佛

教界仍然极度重视以经忏为主的活动。  

倘若主办当局能通过经忏活动来宣扬佛法真义进而达致净化身心及社

会的功用，那是值得赞叹与鼓励的，然而举目所见的近代佛教经忏法

会似乎流於注重度 "死" 而非度 "生" 的较底层次宗教意识形态。 

 

过份形式及功利化的经忏法会，往往令有心

探索佛法之士 （尤其是知识份子及年轻

人 ）对佛教生起打退堂鼓之心，使到原本庄

严及深具意义的弘法活动变成对近代佛教发

展一个极负面的影响。 

就笔者个人对中国佛教经忏发展的史实所做的探讨，笔者发现近代的

经忏，在实质上与形式上都与中国经忏的创始祖师智者大师所提昌的

经忏有显著的"异化"，兹分述之： 

（1） 只重仪式而忽略忏悔，智者大师原以仪式助成忏悔，但是近代

的经忏法会，只重视仪式而忽略忏悔（按： 其实佛教的诸多

仪式都遭遇相同的命运），本末倒置，因而尽管敲打念诵，煞

有介事，道场布置望似庄严，然而仪式进行过程中喧哗嘈杂，

念诵者或而无心，"功德 主"也未必了了，最後徒存仪式而忏

悔的气氛则不可见，故往往发现到参与者在法会过後，仍然无

法依教奉行，改变及净化身口意三业，徒失办法会拜忏之真

义，无 不令人为此深致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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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忏法仪式原为道场共修的课目，然而，近代的经忏却因世俗化

的掺杂，变相为一种寺院与社会或僧俗之间的商业交易，做经

忏者因其念诵的服务而获得酬劳，失去在家护持僧宝供养出家

众的真义。" 功德主"却往往以为，出钱愈多，所忏除的业障

亦愈多，甚而以为只要写上个"功德主" 或 "法会炉首"之类的

牌位，而忏悔之事已"所作皆办"。经忏的净化社会人心之功能

演变至此，这又与西方马丁路德推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发售"

赎罪券"有何异 呢！忏仪中的礼拜十方佛及菩萨，乃在於藉助

礼拜及观想十方诸菩萨的功德，以助成"念佛三昧"，而非我来

礼拜几下，我的过失即被佛菩萨"赦免"了。近代类似 的经忏

大行其道，不但未能昌明正义，反而使得经忏仪式更接近於神

道信仰中的他方崇拜，实为辜负了释尊一代教化"自觉成佛"之

教诫了。  

  

  

 

实际上，经忏实为中国佛教历代祖师所制定

的一套大修行方便门，以诵经，坐禅来助成

忏悔乃至将忏悔当成佛弟子的日常功课，这

应当大力加以提昌发扬，然而，在推广的过

程中，应当确实回归到智者大师创制忏仪的

原始精神。 

如此的经忏，才能够显示真修行。真忏悔、真佛教啊！ 

南无佛 南无法 南无僧 

钟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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