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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錄(第五十五講~第七十講) 
 

講 次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55 

唯識就是唯

心嗎？ 

P.143  

~ 

P.144 

無 

1.唯識論與哲學上的 

唯心論完全不同 

1.1哲學上的唯心論 

1.2佛教的唯識論 

2.佛教的基本原則，是 

緣生論 

2.1唯有眾緣和合，才有現象成立 

的可能 

2.2由緣生而歸結於性空，我空法 

也空 

56 

禪宗就是禪

定嗎？ 

P.145 

~ 

P.147 

無 

1. 禪定未必就是禪宗 

1.1禪宗是在中國創立的 

1.2 佛教解脫道的修持法 - 戒

定慧三無漏學 

1.3 戒、定、慧中的定，就是禪

定 

2. 定的種類 

2.1佛教的出世定 - 滅盡（了煩

惱的）定 

2.2外道的世間定 - 四禪八定 

2.3修定可以產生神通 

3. 禪與定的區別 

3.1禪與定是梵語禪那（Dhyāna）

的音義合璧 

3.2禪的範圍小，定的範圍大 

3.3定的異名 

57 

什麼叫做頓

與漸？ 

P.148 

~ 

P.150 

無 

1. 頓漸兩種法門，是

一體的兩面 

1.1 頓是由漸而頓，漸是因頓而

漸 

1.2頓悟是最後一念的點破 

2. 佛教教義中頓教與 

漸教的意思 

2.1頓教 

2.2漸教 

2.3 頓是漸的開始，漸是頓的實

踐 

3. 頓悟不就等於成佛 

3.1悟的意思 - 悟佛知見 

3.2以菩薩階位衡量 

3.3 唯有積於漸修，才能真的成

佛 

4. 禪宗的主張 

4.1不落階位，頓悟就是頓悟 

4.2頓悟當時的境界 

4.3悟後仍得用功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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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最好修學那

一宗？ 

P.151 

~ 

P.156 

無 

1. 修學佛法最好以根

性或興趣作為入門

的方便 

1.1 佛教的宗派，是由於學佛者

的根性及時代環境的不同

而產生 

1.2禪宗是佛法的重心 

1.3律宗是整個佛教的基礎 

2. 佛法的判攝 

2.1古今大德判攝佛法的目的  

2.2 太虛大師及其門下對大乘各

宗派的統攝 

2.3 現今大乘八宗不應再有宗派

之見，也要剷除大小乘的界

限 

3.初學者起步點的選 

擇是必須的 

3.1初出家的比丘及比丘尼 

3.2晚年學佛的在家居士 

3.3 若是以學術思想的態度來親

近佛教 

3.4修學佛法有難易兩種行程 

4.禪淨二門最受中國 

人的歡迎   

4.1 僅由信願行的實踐，也可以

達到學佛的目的 

4.2 禪宗的修行也不需要繁複

的知識 

4.3 重實踐不求甚解，不從慧解

入門的利弊 

59 

佛教徒對於

全部佛經的

態度怎樣

呢？ 

P.157 

~ 

P.159 

無 

1.佛教經典的集結與 

  流傳 

1.1初期佛經多是口頭傳誦 

1.2不能保證沒有訛誤的情形 

2.佛教徒對於佛經的正  

  確態度 

2.1應有崇高的虔敬，卻不必毫不 

    揀別地字字接受 

2.2一般人不得懷疑佛經的可靠性 

    與真實性 

2.3佛教經典眾多，並沒有所謂的 

    最重要的經典 

60 

佛教的典籍

真是難懂難

讀的嗎？ 

P.160 

~ 

P.163 

無 1. 佛教典籍有深有淺 

1.1有難懂的，也有很容易讀的 

1.2容易讀的部分 

1.3難懂的部分 

1.4我們要提倡通俗，也不該詛咒 

    難懂 

61 

佛教徒禁

看異教的

書籍嗎？ 

P.164 

~ 

P.165 

無 
1.佛教的信仰是合乎 

理性的 

1.1佛教不否定異教的功能與價 

值 

1.2佛教徒為了弘法，應該具備異 

教的知識 

62 

佛教以為異
P.166 無 1.佛教不否定各宗教 1.1佛教將宗教的層次分為五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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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徒是罪人

嗎？ 
  的應有價值 1.2正信的佛教，不歧視其他宗教 

    的宗教價值 

63 

佛教的苦相

當於基督教

的罪嗎？ 

P.167 

~ 

P.169  

無 
1.佛教的苦與基督教 

  的罪完全不同 

1.1一般人的誤解 

1.2佛教所說的苦 

1.3苦的解脫必須靠自己努力 

64 

佛教相信上

帝的存在

嗎？ 

P.170 

~ 

P.173 

無 

1. 上帝的意思 

1.1各種上帝之說 

1.2上帝跟孙宙的起源說的關聯 

1.3佛教的天帝觀 

1.4以佛教的天帝觀衡量各教的 

    上帝 

2. 佛教對上帝的看法 

2.1承認上帝的存在，但不相信上 

    帝是孙宙的創造主 

2.2上帝也是六道眾生之一 

65 

佛教對於中

國的貢獻是

什麼？ 

P.174 

~ 

P.178 

無 

1. 從中國文化各方面 

   之中都已摻入了佛 

   教的色彩，即可看 

   出佛教對中國的貢 

獻 

1.1在文學方面 

1.2在藝術方面 

1.3在科學方面 

1.4在哲學宗教方面 

1.5在民間風俗方面 

66 

佛教的真理

是什麼？ 

P.179 

~ 

P.181 

無 

1.〈瑜伽真實義品〉將 

  真理分為四類，稱為 

  四種真實 

1.1世間極成真實  

1.2道理極成真實 

1.3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 

1.4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 

2. 各種真理各有其地 

   位，各存其應有價值 

2.1佛教不武斷，也不輕易地否定 

    他人的真理 

3. 佛教的真理 

3.1是我空及法空以後所得的結果 

3.2佛教的真理不在世間法中，已 

    無名言可說 

67 

和尚、尼

姑、居士是

什麼？ 

P.182 

~ 

P.185 

無 

1.和尚 

1.1錯誤的認知 

1.2和尚一詞來自西域文的音譯 

，也並非佛教的專有名詞 

2.尼姑 

2.1以尼姑一詞稱佛教的出家女 

性，並不合乎佛制 

2.2佛教出家女性的稱謂 

3.居士 

3.1居士一詞，本非佛教所專有 

3.2佛教尊稱在家信徒為居士，可 

能源於《維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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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禪師、法

師、律師是

什麼 

？ 

P.186 

~ 

P.188 

無 
1.佛教中的稱呼與類 

別 

1.1《有部毘奈耶雜事》卷一三 

    中，比丘分為五類 

1.2中國佛教中風行的稱呼類別 

    是律師、法師及禪師 

1.3根據佛制應有的稱呼 

69 

羅漢、菩

薩、佛陀是

什麼 

？ 

P.189 

~ 

P.196 

無 

1.佛教的修行法門 

1.1 五乘佛法–佛法的五種類別 

1.2從覺的程度看五乘佛法的修 

學 

1.3有漏與無漏 

1.4小乘與大乘的涅槃 

2.五乘佛法的相互關聯 

2.1太虛大師的創見 - 開顯由人 

成佛之正道 

2.2羅漢與菩薩的關係-《法華經》 

說一切阿羅漢都將迴小向大 

2.3表解 

70 

佛教有統一

的行政組織

嗎？ 

P.197 

~ 

P.201 

無 
1.佛教不曾有過政治 

  型態及統一的組織 

1.1根本佛教的教團社會，是徹底 

    的無政府主義 

1.2佛陀曾說 「我在僧中」，並不 

    以領袖自居 

1.3佛教迄今(1964 年)尚無真正 

    世界性的教會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