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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怎樣做一個居士？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50 

～ 

P.50 

無 1. 前言 1.1多數人誤解佛教徒的本務 

 

1. 前言 

  1.1多數人誤解佛教徒的本務 

    1.1.1 佛教在中國，信仰與誤解的人最多，認定是消極的、逃避現實的。 

      1.1.1.1多數人以為的佛教，就是供奉偶像的寺廟、為死人唸經的僧尼、木魚、鐘磬.. 

       1.1.1.2其實那些只是出家人的佛教，而且還是變質流俗了的佛教 

    1.1.2 佛教信徒的本務 

      1.1.2.1出家人的本務是修道與傳道，並住持佛教 

       1.1.2.2在家居士的本務是表達大乘入世的菩薩精神，並做佛教的外護者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50 

～ 

P.52 

無 2. 三類法門 

2.1修學佛法的三大類法門 

2.2 佛教的宗旨是出世，方法是入世 

2.3 佛教所謂的解脫著重於心的自在 

 

2. 三類法門 

  2.1修學佛法的三大類法門： 

    2.1.1人天道 - 偏重於福業的經營 

       2.1.1.1比如布施、救濟、放生、戒殺、社會公益等事 

     2.1.2解脫道 - 偏重於慧業的修持 

      2.1.2.1比如持戒、修禪、拜佛、念佛、聽經、看經等等 

    2.1.3菩薩道 - 是人天道與解脫道兼顧並重，福慧雙修 

       2.1.3.1自求解脫是慧業，助他解脫是福業。 

  2.2佛教的宗旨是出世，方法是入世 

    2.2.1學佛的宗旨是求取解脫道，學佛的著力點卻在於人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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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人道乃是生死與解脫的最大關鍵，學佛不能離開人天道而另求解脫道 

      2.2.2.1解脫道的求取不等於佛果的圓成，解脫生死的人並不就是成了佛的人 

       2.2.2.2要想成佛，必須自求解脫也要使得一切眾生求得解脫，便是菩薩道。 

    2.2.3戀世與出世的區別： 

      2.2.1.1如有戀世的心，雖修慧業（解脫道）仍是人天福報 

       2.2.1.2如有出世的心，雖營福業（人天道）也歸解脫之道 

     2.2.4出世（自求解脫）與入世（救濟眾生）兼顧並重的菩薩道： 

      2.2.4.1自求解脫是求解脫世間的種種苦惱，出世是為了出離世間的苦惱 

       2.2.4.2救濟眾生是為幫助眾生解脫世間的種種苦惱，雖然出世卻不逃世 

   2.3佛教所謂的解脫著重於心的自在 

     2.3.1心解脫： 

       2.3.1.1精神的自在，不受五欲（粗）的煩惱的束縛 

        2.3.1.2可離欲界而生色、無色界，乃至出離生死 

      2.3.2慧解脫： 

       2.3.2.1不受無明（細）的習業及無知的束縛 

        2.3.2.2可超脫生死，乃至成佛 

      2.3.3解脫的人雖入生死仍不以生死為苦，雖在生死卻不受生死的束縛 

       2.3.3.1不受生死的束縛並不是不受生死，因為為了度眾生，他們仍須生死。 

        2.3.3.2他們的生死是出於自由意志（願力）的自主，不同於凡夫是由於煩惱造成 

                （業力）的牽引而生死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52 

～ 

P.54 

無 3. 解脫道與菩薩道 
3.1解脫道是本意，菩薩道更可貴 

3.2 在家人信佛與未信佛的差別 

 

3. 解脫道與菩薩道 

  3.1解脫道是本意，菩薩道更可貴 

    3.1.1修持解脫道是佛教的本意，修持工夫是以出家的身分為宜 

      3.1.1.1出家人的牽掛沒有在家人那麼多，可證小乘四果 

       3.1.1.2在家人最多只能證到三果 

         3.1.1.2.1南傳的北道派主張在家人也可證到四果，但其既證四果必然就會出家 

    3.1.2菩薩道的精神是佛教的根本，修持者以在家的身分更為相宜 

      3.1.2.1在家人的生活範圍比出家人更大更廣，深入接觸群眾正是攝化的最佳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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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佛經中的菩薩大都是現在家相，說明菩薩道的修持者最適合在家人的身分 

    3.1.3菩薩道比解脫道更加可貴： 

      3.1.3.1菩薩道的修持者，除了自求解脫還要助人解脫 

       3.1.3.2菩薩道的修持者，既是解脫道的求證者，也是人天道的實行者。 

       3.1.3.3從實質上說，菩薩雖現在家身，卻比出家聖者更偉大。 

    3.1.4在家人如果只行人天道而不修解脫道，僅僅是人天道而非菩薩道 

       3.1.4.1也就是只能換取來世人天界的福報，不能解脫生死更不能自主生死 

    3.1.5出家人比在家人更加尊貴與超勝的原因： 

      3.1.5.1在家人實踐人天道是容易的，但能像蓮花出污泥而不染修持解脫道就比較難 

3.2在家人信佛與未信佛的差別 

    3.2.1未信佛的在家人的福報有限 

      3.2.1.1最多僅可獲得人間及六欲天的福報，福報享盡仍要墮入三塗受苦 

         3.2.1.1.1三塗：傍生、餓鬼、地獄 

    3.2.2 信佛的在家人的前途更有希望與保障 

      3.2.2.1能對於解脫道生一嚮往之心，生生世世必將有修成解脫道而得到解脫的希望 

       3.2.2.2縱然不能積極地經營人天福業，最低限度也不致積極地造作三塗的惡業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54 

～ 

P.56 

無 4. 居士宜修菩薩道 
4.1 居士的定義 

4.2 難能可貴的大乘菩薩道 

 

4. 居士宜修菩薩道 

  4.1 居士的定義 

4.1.1 一般人多以為「居士」是佛教在家男女信徒的專有名詞，其實不然 

 4.1.2佛教的原始聖典中的「居士」定義 

    4.1.2.1在律部之中，居士乃是俗人的通稱，梵語稱為迦羅越 

      4.1.2.1.1不論信佛、不信佛的居家之士，男的稱居士，女的稱居士婦（指已婚） 

    4.1.2.2羅什法師的解釋：「外國白衣多財富樂者，名為居士。」 

    4.1.2.3 《十誦律》卷六：「居士者，除王、王臣，及婆羅門種，餘在家白衣，是 

            名居士使者。」   

 4.1.3佛教習以居士稱呼在家的信徒，大概是後人附會的維摩詰居士而來 

  4.1.3.1慧遠大師《維摩義疏》卷：「居士有二：一、廣積資產，居財之士，名為居 

           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為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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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2清朝的彭際青，編寫一部在家佛徒的傳記，也以《居士傳》來命名 

 4.1.4中國古籍中喜以居士自號者並不表示佛教的信徒，而是指隱士 

4.1.4.1《禮記》的「居士錦帶」，是指為道、為藝的處士，含有隱士的意義。 

4.1.5以中國人的隱士的涵意來比附學佛的居家之士，並不妥當 

4.1.5.1隱士是過獨善其身、明哲保身的生活 

   4.1.5.2居家的學佛之士，應該是菩薩道的實行者 

 4.1.6一個名副其實的在家居士，便是一位大乘的菩薩 

4.2難能可貴的大乘菩薩道 

  4.2.1太虛大師曾說「正須入祖位者，乃能弘大乘教，否則.....但能令得 

        人天權小之益，及種大乘善根，不入大乘。」 

    4.2.1.1《佛法導言》：要到禪宗的破了三關，相當於六根清淨位才入祖位，入了祖 

                          位才能弘揚大乘佛教。 

  4.2.2 在家居士不該因菩薩道的難行而就不行，如若繼續種下大乘的善根 

        ，終究必將成為優入聖位的大乘菩薩。 

  4.2.3在家居士雖在解脫道的求取上比出家人相差一階，在菩薩道的實踐 

        上卻比出家人的條件優勝得多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56 

～ 

P.59 

無 5. 菩薩道的重心 

5.1 菩薩道的主要德目 

5.2 菩薩道的實踐，以布施為重心 

5.2 發大心的在家居士才是菩薩道的

理想實行者 

 

5. 菩薩道的重心 

  5.1 菩薩道的主要德目 

5.1.1 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 

5.1.2六度包含三學，三學又包含五戒十善，所以菩薩道才是佛教的根本道。 

  5.1.2.1三無漏學：戒、定、慧 

  5.1.2.2五戒十善 - 是人天道的主要德目 

5.1.2.2.1五戒：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飲酒 

5.1.2.2.2十善：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 

                不貪欲、不嗔恚、不邪見 

 5.2菩薩道的實踐，以布施為重心 

    5.2.1六度之中以布施為首，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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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1財布施 

       5.1.3.2法布施（離苦的方法） 

       5.1.3.3無畏布施（給怯弱者鼓勵） 

     5.2.1理想的布施工作最好能物質與精神並重 

5.2.1.1財施屬於物質的，法施與無畏施屬於精神的 

5.2.1.2一般眾生有現實生活驅迫，對物質的要求救濟遠比精神的要求寄託更為急切 

5.2.2在佛教，居士的布施工作要比僧尼更能做得徹底 

  5.2.2.1根據律制，出家人是不該有財富也不會有財富的 

   5.2.2.2既然沒有財富的積蓄，對於物質的布施就無法做到 

   5.2.2.3出家人是以修持解脫道為主，行有餘力才能談到救濟眾生的工作 

5.3發大心的在家居士才是菩薩道的理想實行者 

  5.3.1一位名副其實的菩薩道實行者，可以做到三施並重 

    5.3.1.1有財富可用物質救濟貧困，深通佛法的勝義可以用來教化、安慰及鼓勵眾生 

  5.3.2 一般的居士，不容易做到理想的境地： 

       5.3.2.1有錢的居士能夠以財物布施，未必能夠以佛法布施，他們的布施仍是局限於 

               人天福業的經營 

       5.3.2.2更難以期望他們能夠進一步對於解脫道有所欣求 

       5.3.2.3深達法義的居士雖可做到法施，但未必是大富長者而對物質布施就力不從心 

     5.3.3大多數的正信居士，是在人天道與解脫道的交叉路口徘迴 

      5.3.3.1既嚮往解脫道卻又無法擺脫人天業，乃是在人天業中慕求解脫之道 

       5.3.3.2最低限度，他們必將走上解脫之道，乃至走上真菩薩道。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59 

～ 

P.63 

無 6. 居士應具備的條件 

6.1在家居士應具備的五個條件 

6.2 信具足 

6.3 戒具足 

6.4 施具足 

6.5聞具足 

6.6 慧具足 

 

6. 居士應具備的條件 

  6.1在家居士應具備的五個條件 

6.1.1依據《雜阿含經》 卷三三第九二七經，在家居士應具足五個條件， 

稱為五法具足：信具足、戒具足、施具足、聞具足、慧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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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信具足 

  6.2.1 信心第一要緊，如不建立深切的信心，一切的問題都是不必談的。 

  6.2.2 對佛教，首先要有正確的信仰，信仰的中心是佛法。 

       6.2.2.1佛法是由佛說的，能使我們離苦得樂，所以要信仰。 

       6.2.2.2佛法是由僧眾結集（編輯）、傳流、住持、弘揚的，所以也要信仰僧。 

       6.2.2.3合貣來，便是信仰「佛、法、僧」，稱之為三寶。 

     6.2.3信仰的入門，便是皈依三寶 

      6.2.3.1皈依三寶，是將整個的身心無條件地汩沒在三寶的光輝與恩德之中 

     6.2.4三皈依之後，便能從三寶的啟導之下得到人生大道的指歸－八正道           

      6.2.4.1八正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6.3戒具足 

  6.3.1主要是指五戒，五戒本是三皈弟子的必修德目 

    6.3.1.1皈依三寶與受持五戒，本不該看做兩個階段的兩層意義 

       6.3.1.1.1皈依了三寶而不受持五戒，好比只向學校登記註冊而不真去上課求學 

       6.3.1.1.2那只是種善根而得不到現實的利益－人天果位與解脫生死 

  6.3.2如果嚮往出家生活而又為現實環境之所不許，不妨於五戒之外受持八 

        關戒齋 

     6.3.2.1另於每月陰曆的六齋日受持（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及月底最後兩日） 

     6.3.2.2八關戒齋以一日一夜為期限，是指： 

       6.3.2.2.1不殺生 

       6.3.2.2.2不偷盜 

       6.3.2.2.3不淫（一日一夜不可與異性交媾） 

       6.3.2.2.4不妄語 

       6.3.2.2.5不飲酒 

       6.3.2.2.6不著香花鬘，不香油塗身；不歌舞倡伎，不顧往觀聽 

       6.3.2.2.7不坐臥高廣大床 

       6.3.2.2.8不非時食（俗稱持午，過日中之後，只許飲水不得進食－詳細內容參閱 

                 《律制生活》一書中的（佛教的飲食規制）） 

     6.3.2.3有關八關戒齋的詳細內容，請參閱《戒律學綱要》第四篇（了生脫死的門徑） 

   6.3.3修菩薩道的居士，另外可以加受菩薩戒 

    6.3.3.1這雖不是《阿含經》中的規定，但在大乘佛教的居士確有受持菩薩戒的必要 

       6.3.3.1.1菩薩戒的主要內容，請參閱《戒律學綱要》第七篇（三世諸佛的搖籃） 

   6.3.4受戒相似於宣誓，且比宣示的意義更莊嚴，比宣示的效用更宏大。 

6.4施具足 

  6.4.1以尊敬心供施父母、師長、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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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以悲憫心布施孤苦、貧病 

  6.4.3以公益施捨促成社會大眾的福利 

 6.5聞具足 

   6.5.1若要求得佛法的正知正見，並期如理奉行佛法，必須從聞法入手。 

   6.5.2看經也是聞法之一 ，但是經義博大精深，親近善知識「往詣塔寺， 

         專心聽法」的點化講授，仍是必須。 

 6.6慧具足 

   6.6.1是對於真諦的體會或領悟，也是從聞法的精進實踐而得的一種實證 

         經驗 

   6.6.2佛陀時代，每對俗人說一次法，便有很多人由聞法而見真諦，證得 

         初果，那就是慧具足的典型。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63 

～ 

P.65 

無 7. 居士的家庭生活 

7.1 皈依三寶的居士仍是在家的俗人 

7.2 俗人生活的要務從家庭和樂開始 

7.3 行有餘力應該供養三寶 

 

7. 居士的家庭生活 

  7.1 皈依三寶的居士仍是在家的俗人 

7.1.1既是俗人，就該照著俗人的生活軌範去生活 

7.1.2而且要比沒有信佛的俗人生活得更積極、更和諧、更美滿、更有朝氣 

      及更有活力 

7.1.3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愉快，使得他人敬仰，並使他人樂意來接受自 

      己的影響。 

7.2俗人生活的要務從家庭和樂開始 

  7.2.1第一要務，建設和樂的家庭 

    7.2.1.1對父母要盡孝，對子女要慈愛 

     7.2.1.2敬與養，教與育，做到自己最大的可能，才算盡了父母與子女的責任。 

  7.2.2 家庭和樂，主要是建立在夫婦之間的感情上 

       7.2.2.1夫婦是家庭的重心，彼此之間一定要堅守貞操，要敬愛對方及體貼對方。 

       7.2.2.2夫婦之間的感情融洽了，縱然是菜根布衣的生活，仍是一個可愛的家庭。 

     7.2.3家庭的幸福，主要是賴於經濟收支的平衡 

      7.2.3.1居士應當從事各種正當的職業，來謀求生活的所需，除了： 

         7.2.3.1.1屠業，包括漁業及葷菜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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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1.2盜業，包括賭業及走私等 

         7.2.3.1.3淫業，包括酒家、舞場、妓院等 

       7.2.3.2《善生經》中，佛為居士的收入，分做四份來處理： 

         7.2.3.2.1飲食（家計的生活） 

         7.2.3.2.2田業（營業的資本） 

         7.2.3.2.3貯藏（家中的儲蓄） 

         7.2.3.2.4給予耕作商人而生利息（放款的利潤） 

       7.2.3.3以這樣的經濟計劃來計畫家庭的經濟，是最安全也是最科學的分配 

     7.2.4經濟的作用是在促成生活的幸福，達成道德的目的 

      7.2.4.1佛陀責斥收入超過支出的守財奴，喻為餓死狗 

       7.2.4.2更斥責支出超出收入的人，喻為沒有種子的優曇鉢果 

7.3行有餘力應該供養三寶 

  7.3.1先把家庭經濟的基礎鞏固了以後，如果仍有餘力，就該供養三寶及 

        公益慈善等的事業。 

    7.3.1.1《雜阿含經》中說，居士的財產應該分作三種用途： 

       7.3.1.1.1供養父母 

       7.3.1.1.2養育妻子兒女乃至賙濟親屬、朋友、僕從等 

       7.3.1.1.3供養沙門、婆羅門（三寶即在其中） 

  7.3.2居士應該由於信佛的緣故，而使家庭更加和樂 

    7.3.2.1時常親近三寶，但要已經盡了家庭的責任而專來親近三寶 

     7.3.3.2如果不顧家庭而只顧三寶，家人會對居士貣反感也連帶對佛教貣反感變成反 

            對者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65 

～ 

P.71 

無 8. 居士的社會生活 

8.1 佛教以服務社會為菩薩道的表徵 

8.2四攝法 - 佛為統攝一切團體（社

會）的要求所說的四種德目 

 

8. 居士的社會生活 

  8.1佛教以服務社會為菩薩道的表徵 

8.1.1社會的定義 

  8.1.1.1有組織的團體：人類是社會的動物，凡是人的生活便不能脫離社會 

   8.1.1.2家庭是社會的基礎，社會是家庭的擴大 

 8.1.2從佛教的立場說，在家的居士所活動的範圍及所隸屬的社會，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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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的僧侶深廣及繁複得多。 

  8.1.2.1一個居士有著很許多的身分，就是生活在如此繁複的社會關係之中 

   8.1.2.2一個理想的菩薩道實行者，便很樂意生活在如此繁複的社會關係之中 

   8.1.2.3因為有了關係才有接觸的機會，有了接觸的機會才能引導他們皈向解脫之道 

           的唯一處所－佛法僧三寶。 

 8.1.3要度眾生，單憑一股宗教狂熱的情緒是不中用的 

  8.1.3.1狂熱的情緒決計不能持久，也決計不能產生深遠的良好影響 

 8.1.4佛陀的領袖地位，全是以服務大眾的道德價值所感召而致 

   8.1.4.1佛在往昔的無數生中，以種種身分、型態和方式深入種種的族類群中，每每 

           能居王的地位。 

   8.1.4.2唯有真正能為大眾謀幸福的人，才是最夠資格做大眾領袖的人及最能贏得眾 

           望所歸並心悅誠服的人 

 8.1.5菩提心的流露－不論居士或是出家人都要以悲心服務社會的大眾 

  8.1.5.1有些居士由於慕道心切，一心嚮往解脫之道的出世生活而跟社會脫節接不上 

   8.1.5.2這不是一個居士應有的態度，修道的居士也是不該如此的 

   8.1.5.3縱然是出家人，對於名利物欲固然要冷，對於社會公益仍然要熱。 

   8.1.5.4在佛教史上，凡是有大成就證大果位的人，對於社會大眾無一不是流露悲心。 

   8.1.5.5佛教徒的本色應該是多盡義務少享權力，才能獲得他人的愛戴 

  8.2 四攝法 - 佛為統攝一切團體（社會）的要求所說的四種德目： 

8.2.1布施： 

        - 使得社會的貧富得到適當的調節，最能表達佛教的慈悲精神 

    8.2.1.1在《優婆塞戒經》中列六度，特別著重布施一度的反覆闡揚 

     8.2.1.2布施的原義： 

       8.2.1.2.1為三寶出錢最好稱為恭敬供養，為貧病孤苦的賑濟才是名副其實的布施 

       8.2.1.2.2居士以財務布施可以稱為施主，僧尼以佛法布施也是施主 

     8.2.1.3多數的末世僧尼只知勸請居士們給寺院出錢，卻很少積極舉辦佛教公益事業 

     8.2.1.4 八福田-布施是一種福業，佛將福業的對象分為八類，稱為八福田： 

         8.2.1.4.1佛 

         8.2.1.4.2聖人（是大小乘未登佛位的聖者，小乘初果以上，大乘初地以上） 

         8.2.1.4.3和尚（親教師－是指出家人受戒時的主持人，居士沒有和尚） 

         8.2.1.4.4阿闍梨（軌範師－是教讀師、依止師、戒師、皈依師等） 

         8.2.1.4.5僧寶 

         8.2.1.4.6父 

         8.2.1.4.7母 

         8.2.1.4.8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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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5八福田之中，平時除了父母，當以供養三寶為第一，遇到特殊情況當以濟困 

扶惡為第一 

      8.2.1.6《梵網經》中說：「若佛子，見一切疾病人，常應供養，如佛無異；八福田 

               中，看病福田，第一福田。」 

8.2.1愛語 

        - 用和悅的態度來與他人共同談論，是悲心的自然流露 

    8.2.1.1 菩薩看眾生，沒有一個不是自己的至親骨肉、大善知識及未來的佛 

8.2.1.2佛教所說的愛語，不僅是談話技巧而已，而是一種真誠懇切、和藹融洽及感 

        人肺腑的談話 

     8.2.1.3愛語是得到佛化實益之後的一種受用、智慧和休養 

    8.2.1.4最善於調解糾紛的人也必是最適宜做領袖的人，至少也是最受歡迎的人 

     8.2.1.5萬一遇到不可理喻的人，那也只好由著他去，不必勉強。 

8.2.2利行 

        - 對團體公益的謀求和促進，也就是為社會服務。 

     8.2.2.1一個偉大的領袖，必然有對於社會的貢獻－服務 

    8.2.2.2 能為團體利益著想及最能幫助大家解決困難的人，必然也是眾望所歸的人 

8.2.3同事 

         - 將自己融入於他所處的社會，而變成社會所需要的一個人 

     8.2.3.1將自己變為社會所公有的人，隨著社會的需要而改變自己 

     8.2.3.2釋迦世尊在菩薩階段的隨類應化，觀世音菩薩的三十二應身，都是同事的 

最佳典型。 

  8.2.3.3融入社會的目的，是為了領導社會、感化社會。 

    8.2.3.4 日本道元禪師的解釋：「初使自己同於他，後則使他同於自己。」《正法 

              眼藏，四攝法卷》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72 

～ 

P.73 

無 9. 居士的宗教生活 

9.1 居士與一般俗人生活的不同處 

9.2 定時恆課才能得到修持的力用 

9.3 居士行菩薩道的次第 

 

9. 居士的宗教生活 

  9.1 居士與一般俗人生活的不同處 

9.1.1實行三皈、五戒、八正道、五法具足、四攝法等德目的生活 

  9.1.1.1這些德目源自原始聖典阿含部及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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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定時恆課才能得到修持的力用 

  9.2.1居士的日常生活中，必須每日抽出最低限度的時間將身心全部交給自 

        己的信仰，至少每天不得少過兩次。 

  9.2.2 選定一兩種作為日常的恆課，但於懺悔一項不能缺少 

       9.2.2.1配合自己的生活環境，拜佛、靜坐、誦經、念佛、懺悔 

         9.2.2.1.1念佛如環境嘈雜，觀想默念即可 

         9.2.2.1.2懺悔包括毫不容情地反省，至誠懇切地悔過，以及對於三寶恩德的感仰 

     9.2.3唯有在不斷地懺悔之中，才能不斷地改往修來而邁向成佛之道 

      9.2.3.1唯有天天都是生活在「覺今是而昨非」的新境界中，才是最能變換氣質、最 

               有新希望及最有新發現的人。 

       9.2.3.2古人的宗教經驗，往往也是從懺悔之中得來的 

         9.2.3.2.1懺悔不一定要儀式，跪著、坐著、站著，均無不可。 

     9.2.4在功課之中必須放下萬緣，一心皈命，這也就是解脫道的實踐工夫        

      9.2.4.1修持縱然少到每次僅僅數分鐘，持久日長必有效驗可觀 

       9.2.4.2有修持的居士至少對於人生的境界，必將開朗豁達 

     9.2.5其他的修持：參加法會、吃素 

       9.2.5.1如果時機因緣許可，應當設法多參加寺院中比較長期的法會，全力精進。 

               但也不能僅靠於此而得不上力。 

        9.2.5.2吃素一定先要求得家人一致而充分的諒解，不應學佛而使家庭失去和樂 

       9.2.5.3如果希望在每月的六齋日受持八關戒齋，要預先徵求丈夫或妻子的同意 

9.3居士行菩薩道的次第 

  9.3.1先要變換自己的氣質，再來佛化家庭，然後佛化社會。 

  9.3.2居士當擁護三寶，切不可毀謗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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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 所謂「多數人誤解佛教徒的本務」是指什麼？ 

2. 請說明修學佛法的三大類法門，以及修持的特色？ 

3. 戀世與出世的區別？ 

4. 佛教所謂的解脫是指什麼？ 

5. 請說明修持解脫道與菩薩道的差別？ 

6. 說明在家人信佛與未信佛的差別？ 

7. 何謂「居士」及「隱士」？ 

8. 為何說大乘的菩薩道是難能可貴的？ 

9. 請說明菩薩道的重要德目？ 

10. 菩薩道的實踐是以什麼為重心？其內容有哪些？ 

11. 菩薩道的理想實行者是指什麼？ 

12. 何謂「五法具足」？請逐項說明。 

13. 何謂八關戒齋？其內容有哪些？ 

14. 為何在家居士要有生活規範？ 

15. 在家居士生活的要務有哪些？ 

16. 何謂四攝法？ 

17. 居士與一般俗人生活的不同處有哪些？ 

18. 居士為何要每日定時定數的修持？舉例日常的恆課有哪些？ 

19. 為何居士日常的恆課中，但於懺悔一項不能缺少？ 

20. 居士實踐菩薩道的次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