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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 如何理解佛教？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7  無 1.中國佛教的特色 

1.1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習俗都有佛教 

    的成份 

1.2 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成為中國

化的佛教 

 

1.中國佛教的特色 

1.1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習俗都有佛教的成份 

  1.1.1中國人不論信不信佛，在日常生活及習俗之中，多少均有佛教的成分 

        在內。 

1.2佛教與中國文化的融合成為中國化的佛教 

  1.2.1佛教進入中國，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形成了中國化的佛教。 

  1.2.2中國的佛教，已經不全同於印度或其他國家的佛教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7 

~ 

P.9  

無 2.中國佛教的現況 

2.1佛教的根本面貌已經隱而不顯 

2.2傳統上儒家、道家對佛教的排斥 

2.3現代社會對佛教的態度 

 

2.中國佛教的現況 

  2.1佛教的根本面貌已經隱而不顯： 

    2.1.1民間的佛教是祈求現世利益、死後安樂，是消災祈福、誦經超度為主 

          的 
       2.1.1.1佛教並不反對這些觀念和現象，只是佛教的內容和根本精神，並不僅是如此。 

  2.2傳統上儒家、道家對佛教的排斥 

2.2.1以「尊王攘夷」，維護中國國粹之名，要去消滅來自印度的佛教。 

2.2.2知識分子的毀佛滅佛 
   2.2.2.1有未理解佛教即要滅佛的 – 如唐代韓愈 

   2.2.2.2有以儒勝釋劣的成見，採用佛理來充實他們的儒學思想，但仍排斥佛教的 –  

           如宋代朱熹 

   2.2.2.3宋明理學家的崇儒闢佛 – 認定佛教是出世遁世的，儒家才是入世治世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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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1實則中國儒學是由於佛教的滋潤而開出了宋明理學的新境界 

2.2.3道家 – 排斥佛教，卻又模仿抄襲佛典，編造成道教的經典 
   2.2.3.1可以說，道教是由佛教哺育而成的中國宗教 

  2.3現代社會對佛教的態度    

    2.3.1以儒家為正統而來排拒佛教的觀念思想已不合時代潮流 
       2.3.1.1儒家本身也正遭受著各種角度的攻擊 

2.3.1.1.1研究儒家思想學者雖多，但絕不會以儒家的兒孫自居 

    2.3.2今天雖然有學者僅將佛教當作學術研究，也有更多的人在研究佛教， 

          信仰佛教。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9 

~ 

P.10  

無 
3.三類不信宗教與反對宗 

  教的人 

3.1第一類：不反對，但覺得無關緊要 

3.2第二類：對於宗教有著「迷信」的 

    成見 

3.3第三類：存有極深偏見，幾乎不可 

    能信仰宗教 

 

3.三類不信宗教與反對宗教的人： 

  3.1第一類 - 不反對，但覺得無關緊要： 

    3.1.1這類人並不反對他人信仰，自己則不希望信仰 

       3.1.1.1只有當其遭遇打擊、變故之時，可能會想到某一宗教的信仰，對自己有用 

    3.1.2此類人一旦接受了宗教，不論什麼宗教都有可能成為他們信仰的對象 

3.2第二類 - 對於宗教有著「迷信」的成見： 

  3.2.1此類人在求知的原則下，有可能改變反宗教的態度 

  3.2.2此類人一旦接受了宗教，可斷定將會選擇佛教，作為終身的信仰 

     3.2.2.1因為在所有的各宗教中，佛教的教義是最不迷信的。 

3.3第三類 - 存有極深偏見，幾乎不可能信仰宗教： 

  3.3.1此類人因屬某種主義或思想的忠實信徒，對於宗教存有極深的偏見 

  3.3.2要他們不反對宗教，甚至信仰宗教的可能性，縱然是有，也很渺茫。 

  3.3.3佛教也並不將他們視作惡魔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0  無 
4.面對外來打擊與毀謗， 

佛教的立場 

4.1宗教是為需要的人而存在 

4.2佛教唯有盡其在我地努力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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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面對外來打擊與毀謗，佛教的立場 

4.1宗教是為需要的人而存在 

    4.1.1也是為了無宗教信仰的大眾而產生宗教 
4.1.1.1有了反宗教的人，始能促使宗教精神的歷練與昇華 

4.2佛教唯有盡其在我地努力弘化 

4.2.1絕不憎惡外來的打擊者與毀謗者 

4.2.2有了反對佛教的人，才能為佛教帶來新生的機運 
4.2.2.1由大乘佛教的立場看，惡魔乃是修持逆行的大菩薩化現。 

    4.2.3佛教徒們自己以惡魔的身分來摧毀佛法者，歷史上不曾有過 
4.2.3.1佛陀也曾再三叮嚀：佛子愛護佛法，應當比愛護他自己的身命還重要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0 

~ 

P.11  

無 5.弘揚佛法的困難 
5.1一般人對佛教的誤解 

5.2欠缺概要性、通俗性的佛教著作 

 

5.弘揚佛法的困難 

5.1一般人對佛教的誤解  

- 中國人信仰佛教者很多；真正理解佛教者則很少 

5.1.1 一般人所接觸的通俗的佛教信仰，已經有所扭曲：  

   5.1.1.1可能變為神佛混淆，甚至被貶為低級的或原始宗教的鬼神信仰 

5.1.1.2也有少數知識分子，在文字上對佛教加以歪曲的描述 

5.1.2一般人研讀教典經論的困難 

5.1.2.1對現代一般人而言，讀通佛教的經論，非常的不容易 

5.2欠缺概要性、通俗性的佛教著作 

5.2.1讓大眾能夠以最經濟的時間理解佛教，對佛教得到一個基本的認識 

    5.2.2是全面性的，不是局限於某一個宗派、某一個觀點，或某一階層的人 

5.2.3是完整的，包括： 

5.2.3.1佛教發生在印度的社會及時代背景 

5.2.3.2認識佛陀的人格、思想、佛陀的教團 

5.2.3.2教團的發展和演變，歷史的傳流與擴張。 

5.2.3.4佛教教義在傳述中產生的各種形態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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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 

~ 

P.12  

無 6.本書的目的 
6.1以通俗筆法，將佛教作扼要明確的 

    介紹 

 

6.本書的目的 

6.1以通俗筆法，將佛教作扼要明確的介紹 

    6.1.1根據近世佛教學界，所得最新的研究成果 

    6.1.2通俗筆法 - 中學生即可看懂 

6.1.3內容 - 自印度開始的佛教教主、教理、教史、教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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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 中國佛教為何異於印度及其他國家的佛教？ 

2.  說明為何民間信仰的佛教並非純正的佛教？ 

3.  對於一般民間而言，佛教的根本面貌已經隱而不顯，為什麼？ 

4.  請說明傳統上中國知識分子對佛教的排斥情況？ 

5.  請說明傳統上儒家、道家對佛教的排斥狀況？ 

6.  請說明三類反宗教與不信宗教的原因？ 

7.  請說明弘揚佛法的困難？ 

8.  請說明本書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