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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八正道的內容 
 

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主題 子題 

P.35 

～ 

P.51 

無 

1. 正見 1.1 正見的意思 

1.2 不正見 

1.3 修習八正道離苦得樂 

1.4 八正道以正見為首 

1.5 知苦集、證苦滅、自作證 －  

這是修行的不同層次  

 

1.1 正見的意思 

  1.1.1 正見，又名「諦見」 

     1.1.1.1 是依四聖諦而得的知見，即是正確的看法。 

     1.1.1.2 正見是與無漏智慧相應的空、無常、無我。 

     1.1.1.3 正見是見苦是苦、見習（集）是習、見滅是滅、見道是道： 

       1.1.1.3.1 苦、習：世間因果，即是十二因緣的流轉 

       1.1.1.3.2 滅、道：出世間因果，即是十二因緣的還滅 

1.1.2 正見有世間正見與出世間正見 

1.1.2.1 世間正見 

     1.1.2.1.1 肯定世間因果： 

1.1.2.1.2 見有布施、有齋戒、有咒說、有善惡業因、有善惡果報、有此世彼 

世、有父母。 

1.1.2.1.3 見有世間之真人往至善處，見善去、善向。 

1.1.2.2 出世間正見 

1.1.2.2.1 認知出世間因果： 

1.1.2.2.2 見於此世彼世而得成就涅槃，自知、自覺、自作證。 

1.1.2.3 如實知見：見於世間及出世間的因果法，便是如實知見。 

  1.1.3 依正見修行可得「法住智」（對因果緣起的決定智）及「涅槃智」。 

1.2 不正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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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又名邪見或顛倒見   

1.2.1.1 我們常認為自己總是對的 - 每一個人幾乎都有自己的看法與想法 

1.2.1.1.1 例如哲學家們為了思想、為了意見，可以與人爭得面紅耳赤。 

1.2.1.2 任何人的想法都不可能是真理，有的根本就沒有道理， 

1.2.1.3 顛倒見 - 我們很容易把自己的執著，認為是真理，這便是顛倒見。 

   1.2.1.3.1 大的顛倒見會引發宗教思想及政治思想的衝突 

1.2.1.3.2 小的顛倒見在家庭、夫妻、朋友同事之間造成不和。 

 1.3 修習八正道離苦得樂  

   1.3.1 修八正道能從苦中出離，而得究竟解脫之樂。 

1.3.2 樂是什麼 

   1.3.2.1 一般人知道的樂： 

1.3.2.1.1 因六根的官能受到六塵的刺激之後，會覺得興奮、快樂 

1.3.2.1.2 因釋放、發洩而舒解身心的壓力所得到的快感 

1.3.2.2 一類精神品質高的人，能夠體驗到不同層次的樂： 

   1.3.2.2.1 離開觀念的苦、心理的苦、精神層面的苦 

1.3.2.2.2 獲得禪定的樂以及解脫的樂 

1.3.3 苦是什麼 

   1.3.3.1 我們所住的這個世間，本身就是個苦的事實 

        1.3.3.1.1 由四聖諦可以知道世間是苦 

1.3.3.1.2 釋迦牟尼佛成道之後，最早為五位比丘弟子說的，就是苦、集、滅、 

          道四聖諦 

1.3.3.1.3 例：一位女眾因為高齡母親的去世而難過 – 這是愛別離苦。 

   1.3.4 苦從何而來  

      1.3.4.1 苦因與苦果： 

        1.3.4.1.1 造業-受苦-造業的流轉：我們從無量世以來造了種種的業，受種種的果 

                  報，受果報的同時，又在造業 

        1.3.4.1.2 「集」 - 苦因：凡是造業就稱之為「集」，就是苦的因 

        1.3.4.1.3 「苦」 - 苦果：凡是受果報的，便稱之為「苦」，就是苦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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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3 想要從苦的事實得到解脫，必須要「滅」去苦的因，也就是「斷集」。 

        1.3.4.3.1 凡夫愚痴，往往想要逃避苦果，結果製造出更多不快樂的原因 

1.3.5 如何滅苦 

   1.3.5.1 修道才能夠滅苦、斷集 

     1.3.5.1.1 修道能生智慧而離煩惱，滅苦便是從煩惱開始滅起。 

     1.3.5.1.2 一切煩惱的總稱是無明，那是因為智慧的光明被無明的煩惱所掩 

蓋、障礙 

     1.3.5.1.3 滅了無明煩惱，便滅了往後的生死輪迴之苦，這是生死還滅，即得 

解脫。 

      1.3.5.2 修道的方法以持戒為首要 

   1.3.5.2.1 要斷苦必須持戒 – 不再造會製造苦的因，譬如傷害他人 

   1.3.5.2.2 先以持戒來約束我們身、口行為。 

   1.3.5.2.3 但是，僅僅語言和身體不傷害人，並不代表心就不起煩惱 

   1.3.5.2.4 許多持戒清淨的人，雖然不做壞事，可是心裡還是會有壞念頭，煩 

             惱仍然很重。 

   1.3.5.3.5 所以持戒的同時，也要修定。 

1.3.5.3 修定 – 就是調心 

   1.3.5.3.1 讓心隨時隨地都保持平靜，不受身體及環境的影響，而產生痛苦的 

            反應。 

   1.3.5.3.2 也就是除了要修正語、正業、正命，還必須要以正精進來修鍊與正 

            見、正思惟、正念相應的正定。 

  1.4 八正道以正見為首 

    1.4.1 修行八正道必須以正見做為基礎，作為方向的引導 

       1.4.1.1 修行其他的七個項目時，才能清楚地知道什麼是真正的正道。 

       1.4.1.2 具備正見，能讓我們知道修道能離苦而得解脫； 

1.4.1.2.1 如果不知道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以及種種身心的狀況就是苦果，那就不

可能修行了。 

  1.5 知苦集、証苦滅、自作証 – 修行的不同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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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苦能集，苦也能滅 

1.5.2 苦集和苦滅，都是從因緣而產生的因果  

1.5.2.1 其中又包含世出世間的苦因和苦果 

         1.5.2.1.1 世間的苦因、苦果是苦集 

         1.5.2.1.2 出世間的苦因、苦果是苦滅 

    1.5.3 知苦集就是「法住智」 - 指如實了解十二緣起法的智慧 

    1.5.4 證苦滅是「涅槃智」-涅槃智是能夠滅苦的智慧，這是在修道之 

後才能證得的解脫智 

       1.5.4.1 正見，就是以法住智，知道因為有因、有緣，所以有苦，必須要如法 

修行，修成之後才能證涅槃智而得解脫。 

    1.5.5 得正見，學佛法，首先要具備「法住智」 

       1.5.5.1 沒有法住智，就想追求無我，追求空，追求滅苦得道的「涅槃智」， 

這是有問題的。 

         1.5.5.1.1 不相信世間的因果，還想去追求出世的因果，這是顛倒。 

       1.5.5.2 從因果看： 

         1.5.5.2.1 先要深信世間因果，把生而為人的本身做好，這就是法住智 

         1.5.5.2.2 涅槃智是目標，法住智則是修行的過程。 

    1.5.6 自作証  

1.5.6.1 就是證明自己已經徹底了悟生命的事實，是從因緣而生，又從因緣而滅 

       1.5.6.2 當我們修行了自知、自覺、自作證，而自己曉得「所作已辦，不受後有」 

1.5.6.2.1 曉得應該做的全部都已做好，具足了法住智，才能得到涅槃智。 

         1.5.6.2.2 有了涅槃智，仍須有法住智來廣度眾生。 

 

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主題 子題 

P.51 

～ 

P.54 

無 

2.正志 

 

 

2.1 正志的意思 

2.2 正志是增上慧學 

 2.3 從知苦到離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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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正志的意思 

2.1.1 又名正思惟、正思、正分別、正覺，或名「諦念」 

2.1.1.1 有「伺」、「念」、「望」的功能 

   2.1.1.2 即是在具備正見之後，進一步作意思惟正見所見的四諦。 

2.1.1.3 對正見所見的，作更深入的正確觀照。 

2.2 正志是增上慧學 

2.2.1 正見是從聞法而來的增上慧學 

2.2.2 正志是從作意審思而來的增上慧學 

 2.2.2.1 看到一切是苦、是無常、是無我，因而對於名利、權勢、恩怨，都能放得下了   

2.2.3 從無我的正思惟中，趣向於離欲離執而出世間 

2.2.3.1 這便是如實作意的「諦念」。 

   2.2.3.2 也就是對於身心的正確觀察： 

     2.2.3.2.1 一切現象都來自於我們的身體以及我們的心念 

     2.2.3.2.2 觀身體是一種無常的現象，會帶來苦的事實。 

2.2.3.2.3 身體並不一定完全能接受自心的指揮及控制 

2.2.3.2.4 壓制反應，是苦；不能壓制，又會製造其他苦的原因。   

2.2.3.3 苦，是心理的感受 

2.2.3 能夠很清楚觀察到我們的身心是無常、是空的，就與無漏的智慧相應了。 

2.3 從知苦到離苦 

2.3.1 知道有苦、有無常，是正見 

2.3.1.1 之後，必須能夠無常、無我、空，才能夠離苦。 

2.3.2 要真正體驗到空，必須具備菩提心 - 空和菩提心是一體的兩面 

2.3.2.1 例如：有一個人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已經沒有什麼希望了，隨時都可能死亡，既

然遲早會死，不如自殺算了 

2.3.2.2 像這樣的人是沒有體驗到我這個身體雖然是苦，但是苦也是空的，既然苦之 

中沒有我，那為什麼一定要自殺、要逃避 

2.3.2.3 他為了要逃避苦而想自殺，便沒有真正的體會到空以及無我 

 

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主題 子題 

P.54 

～ 

P.57 

無 

3. 正語 3.1 正語的意思 

3.2 正語在八正道中的學習次第 

3.3 正語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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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正語的意思  

  3.1.1 又名「諦語」。 

  3.1.2 即是以四種妙行遠離四種口過，常作如實語，故名「諦語」。 

     3.1.2.1 四種妙行： 

       3.1.2.1.1 不妄言 

       3.1.2.1.2 不兩舌 

       3.1.2.1.3 不粗惡語 

       3.1.2.1.4 不綺語 

     3.1.2.2 四種口過： 

      3.1.2.2.1 妄言 

      3.1.2.2.2 兩舌 

      3.1.2.2.3 惡口 

      3.1.2.2.4 綺語 

3.2 正語在八正道中的學習次第 

 3.2.1「正見」-成就慧增上學 

3.2.2「正思惟」- 依慧增上學，引發在日常生活中的「正語」、「正 

業」、「正命」的實踐，成就戒增上學 

3.2.3「正念」、「正定」- 依慧增上學成就定增上學 

3.2.4「正精進」- 依慧學而成就戒定慧的三增上學。 

3.2.5「正見」是正確的認知，「正志」是用正確的心念來審思正見的內容，

「正語」是要如何配合語言行為著力修行。 

3.3 正語的實踐 

  3.3.1 正語即為真實的語言 

3.3.1.1《金剛經》云：「如來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不誑語者、不異語者。」 

3.3.1.2 正語必須要離開四種不好的語言： 

3.3.1.2.1 妄語：說謊 

3.3.1.2.2 兩舌：挑撥 

3.3.1.2.3 惡語：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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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4 綺語：花言巧語以及戲謔的話 

3.3.2《瑜伽師地論》： 

      修學出世道的人，不得說︰「王論、賊論、食論、飲論、妙衣 

      服論、淫女巷論、諸國土論、大人傳論、世間傳論、大海傳論。」  

3.3.3 我們在對任何人在用語言表達時，讓人不起煩惱、不生邪見的就 

是正語 

3.3.3.1 如果讓他人生起邪見、邪思，或使他人困惑，甚至痛苦，就要自我檢討 

  3.3.3 能夠實踐正語這一項修行法門，對任何人都會尊敬，跟任何人相 

        處都是和諧的。 

    3.3.3.1 即使語言的表達非常好聽，但是卻傷害了人，那就不是好語言，也不是 

正語。 

     3.3.3.2 遇到無理取鬧的人，要知道是他在受苦，我們應該用菩提心、慈悲心對 

             待他，如此念頭一轉，便不會用惡語相向了。 

3.3.4 發揮語言的功能 

3.3.4.1 語言是用來表達自己的意見、思想和智慧，不是用來傷害人的 

3.3.4.2 與他人互動時，目的是使得他人得到幸福、快樂、安慰、鼓勵，也使他 

人發揮智慧心和慈悲心， 

3.3.4.3 當他人得到利益的同時，自己必定也會得到利益。 

 

 

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主題 子題 

P.58 

～ 

P.59 

無 

4 正業 4.1 正業的意思 

4.2 正業的實踐 

4.3 正業就是對生命的尊重 

 

4.1 正業的意思  

  4.1.1 又名正行，又名「諦行」，就是清淨合乎正道的行為。 

4.2 正業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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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正業即是身三妙行： 

 4.2.1.1 利益眾生 

 4.2.1.2 廣作布施 

 4.2.1.3 淨修梵行 

4.2.2 是離三類身惡行： 

   4.2.2.1 殺生 

 4.2.2.2 不與取（偷盜） 

 4.2.2.3 邪淫（出家眾為不淫欲），，故名「諦行」。  

 4.2.3 產生不正行的三種原因： 

     4.2.3.1 邪見：不正確的知見，認為三種不正行是修行的法門，認為是能夠使自 

己健康、長壽乃至生天的方法 

 4.2.3.2 貪心：因貪財、貪名、貪男女色，而犯了三種不正行 

 4.2.3.3 瞋怨心：為了報復，發洩自己的怨恨、憤怒而去殺、去偷、去邪淫。 

4.3 正業實際上就是對生命的尊重 

4.3.1 就是保護生存環境裡所有的資源及生態 

    4.3.1.1 絕不能為了私利而傷害到其他人，使社會、全人類受到損失。 

4.3.2 也要養成多結人緣、多布施的習慣 

    4.3.2.1 目的是讓他人得離苦，使自己生歡喜。 

 

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主題 子題 

P.60 

～ 

P.68 

無 

5.正命 

 

 

5.1 正命的意思 

5.2 正命，是佛弟子的生活方式 

5.3 求生存，必須用正當的活命方式

5.4 正命與邪命 

 

5.1 正命的意思 

5.1.1 正命，又名「諦受」 

5.1.1.1 如法獲取生活資源，以正確清淨的生活方式接受生活之所需品、所需物， 

就是「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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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正命，是佛弟子的生活方式 

  5.2.1 出家佛教徒生活所需的四事－衣、食、臥具、醫藥，當避免五種邪 

     5.2.1.1  詐現奇特相以求利養 

5.2.1.2  說自己功德以求利養 

5.2.1.3  學占卜說吉凶以求利養 

5.2.1.4  大言壯語以求利養 

5.2.1.5  向彼稱此，向此稱彼以求利養 

5.2.2 在家佛教徒的生活方式 

5.2.2.1  在家佛教徙，要以合乎佛陀教法的生活方式，謀取各種生活所需 

5.2.2.2  使用之時，不得浪費奢華，也不過於慳吝刻薄 

5.2.2.3  要避免與殺、盜、淫、妄、酒等五戒相違的各種職業 

   

5.3 求生存，必須用正當的活命方式 

5.3.1 必須要跟三無漏學相應 

5.3.2 並以智慧、慈悲的立場來考量  

5.3.2.1 智慧，是不使自己生煩惱 

5.3.2.2 慈悲，是不因自己活命而傷害他人，甚至包括其他的眾生 

   5.3.3 最好能夠避免與不殺、不盜、不邪淫、不妄語、不飲酒等相違的職業 

5.3.3.1 例如，以殺為業的肉品商，他們並不覺得是做了壞事，只是提供人們食物， 

然而拿眾生的生命做為賺錢謀生的一種方式，這是不慈悲的 

5.3.3.2 又如以偷盜方式來謀生的人也不是正命 

5.3.3.2.1 不予而取，謂之偷；強奪豪取，謂之盜 

5.3.3.2.2 世界上每樣東西都是有主的，凡是不屬於自己的，都不可以偷取或搶   

   5.3.4 生活環境、時空背景的差異 

5.3.4.1 例如：在印度，出家人種田是邪命；在中國，出家人種田則是正命 

  5.3.4.2 例如：在中國古代，經典是不可以賣而是布施的 

5.3.4.3 例如：早年時的中國大陸，比丘弘法講經要收門票的話，會被人罵說是在販賣

如來，將佛法當貨品販賣，這是邪命 

  5.3.4.3.1 可是到了西方社會，弘法演講不賣票，場地費從哪裡來 

 

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主題 子題 

P.68 

～ 

P.69 

無 

6. 正方便 

 

 

6.1 正方便的意思 

6.2 正精進通於三無漏學 

6.3 正精進涵蓋了全部的八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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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正方便的意思 

6.1.1 正方便，又名正精進、正治，或名「諦法」 

6.1.1.1 是於諸道品，一向精勤，勇猛向前，專著不捨，勉力不退，伏煩惱心 

     6.1.1.2 有了正見、正思惟的慧學基礎 

6.1.1.3 又有了清淨的身、口二業的戒行，自然能得身安心安 

6.1.1.4 便可以勤修正念和正定，而趣於證得解脫涅槃了，故名「諦法」  

6.1.2 是三十七道品的第二科四正勤 

6.1.2.1 未生的惡法，使之不生 

6.1.2.2 已生的惡法，使之斷除 

6.1.2.3 未生的善法，使之生起 

6.1.2.4 已生的善法，使之增長 

 

6.2 正精進通用於三無漏學 

6.2.1 戒學，努力於離毀犯而堅持淨戒 

6.2.2 定學，努力於遠離定障的五欲及五蓋 

6.2.3 慧學，努力於遠離邪妄知見及各種煩惱障礙 

 

6.3 正精進涵蓋了全部的八正道 

6.3.1 也就是努力不懈地遠離戒、定、慧三無漏學的障礙 

6.3.2 然而僅僅遠離還是不切實，必須積極地去修諸道品，才能伏除各種 

障礙 

 

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主題 子題 

P.70 

～ 

P.72 

無 

7. 正念 

 

 

7.1 正念的意思 

7.2 正念的修學 

7.3 八正道與三十七道品的關係 

 

7.1 正念的意思 

  7.1.1 正念，是與無漏慧相應的，故又名為「諦意」 

7.1.1.1 是如實憶念諸法之性相，令不忘失 

7.1.1.2 是依四聖諦理，順念、遍念、憶念、念諸道品 

 

7.2 正念的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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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 以四念處為例 

    7.2.1.1 即是憶念觀照「身、受、心、法」的自相及共相，以對治淨、樂、常、我的四 

種顛倒  

    7.2.1.2 由四念處而生起念根、念力、念覺支 

7.2.1.3 身念處  

7.2.1.3.1 觀自相：觀自身相不淨 

7.2.1.3.2 觀共相：觀自身是苦、空、非常、非我，以對治身淨的顛倒想 

7.2.1.4 受念處  

7.2.1.4.1 觀自相：觀自己欣求樂受，結果卻生苦受 

7.2.1.4.2 觀共相：觀自己所受是苦、空、非常、非我相，以之對治樂受的顛倒 

7.2.1.5 心念處 

7.2.1.5.1 觀自相：觀自己能求之心不住 

7.2.1.5.2 觀共相：觀不住之心，是苦、空、非常、非我，以之對治心是恆常的顛 

                       倒想 

7.2.1.6 法念處 

7.2.1.6.1 觀自相：觀一切法，皆為因緣所生，無有自性，即成觀法無我 

7.2.1.6.2 觀共相：觀一切法，無非是苦、空、非常、非我，以對治把一切法執之 

                        為我的顛倒想 

7.2.2 以六念法門為例 

7.2.2.1 一心憶念，念佛、念法、念僧、念戒、念天、念施，便是正念 

7.2.3 以淨土法門的念南無阿彌陀佛的六字洪名為例 

7.2.3.1 念佛念至臨命終時，能夠心不顛倒，意不錯亂，便名之謂不失正念  

 

7.3 八正道與三十七道品的關係 

7.3.1 八正道是三十七道品中的第七科 

7.3.1.1 但它是最完備，也可以獨立運作，因為它涵蓋了前面的六個科目 

7.3.1.2 釋迦牟尼佛教導弟子們修行時，最基本的佛法就是「四聖諦」與「八正道」

7.3.1.3 而八正道中的第一項「正見」，即為四聖諦 

7.3.1.4 因此，八正道裡有理論、有方法，也有平常生活實踐之準則，以及如何到達 

修行智慧和禪定的目的 

 

教材範圍 

書籍 光碟 
主題 子題 

P.73 

～ 
無 

8.正定 

 

8.1 正定的意思 

8.2 正定在三十七道品中的學習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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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0  8.3 正定的修學 

8.4 禪修的好處 

 

8.1 正定的意思 

  8.1.1 正定，又名「諦定」。 

8.1.2 正念修習成就，即能成就正定。 

  8.1.2.1 就是離五欲及五蓋的惡不善法，成就初禪乃至四禪。 

  8.1.2.2 也就是趣向涅槃的勝定，故名正定。 

  8.1.2.2.1 由世俗有漏的世間禪定，依四聖締的「苦、苦思惟、集滅道、道思 

            惟，無漏思惟相應」 

8.1.3 依正定而起現證緣起寂滅性的無漏慧，那便是涅槃智，也就是斷  

      煩惱、了生死、得解脫。 

8.2 正定在三十七道品中的學習次第 

  8.2.1 正定，是八正道裡的第八項，也是三十七道品的最後一個道品。 

8.2.2 三十七道品一開始是四念處修觀，而後修四種神足的禪定 

8.2.3 正定便是與四神足、定根、定力、定覺支相應的解脫定。 

8.3 正定的修學 

  8.3.1 禪定 -「心一境性」 

8.3.1.1 念頭止於一個境界，止於一點上 

8.3.1.2 由五停心，特別是數息及不淨二觀，另有八解脫、八勝處、十遍處修習 

而成。 

8.3.2 定的層次與階段 

 8.3.2.1 真正修行禪定的方法而得較深的定，有「四禪八定」的層次 

   8.3.2.1.1 四個禪天之中，有八個層次的定，每一禪就是一個定的層次。 

8.3.2.1.2 四禪：色界的初禪、二禪、三禪、四禪 

8.3.2.1.3 入第四禪後又有四種深定，是無色界的定 

8.3.3 佛法所見的凡夫世界分為三大層次︰ 

8.3.3.1 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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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1.1 欲界眾生執著於貪戀的享受，追求五欲，不離五蓋等惡不善法，以 

物質世界為自己的生命 

8.3.3.1.2 若欲界眾生能夠次第修九住心，而與捨受相應，即入未至定，成為 

初禪的前方便。 

8.3.3.2 色界： 

8.3.3.2.1 已進入禪定的境界，感覺到住在定之中，而被物質負擔釋放了的覺 

受。 

8.3.3.2.2 色界有四階︰ 

  8.3.3.2.2.1 初禪離生喜樂 

8.3.3.2.2.2 二禪定生喜樂 

8.3.3.2.2.3 三禪離喜妙樂 

8.3.3.2.2.4 四禪捨念清淨 

8.3.3.3 無色界： 

8.3.3.3.1 更深的禪定，屬於第四禪天裡更高層次 

8.3.3.3.2 無色界也有四階︰ 

  8.3.3.3.2.1 空無邊處 

8.3.3.3.2.2 識無邊處 

8.3.3.3.2.3 無所有處 

8.3.3.3.2.4 非想非非想處 

8.3.3.3.3 但即使到達了非想非非想處的層次，如果因為執著於禪定的經驗， 

          執著於禪定的寂靜，也仍未得解脫 

8.3.3.3.4 此時若有無漏慧相應，便可由四禪而入第九次第的滅盡定，便從三 

          界永得解脫。 

8.4 禪修的好處  

  8.4.1 如果能進入禪定，便能經驗到輕安︰ 

8.4.1.1 初禪得語言滅輕安 

8.4.1.2 二禪得尋伺滅輕安 

8.4.1.3 三禪得喜滅輕安 

8.4.1.4 四禪得出入息滅輕安 

8.4.2 輕安的定樂，超勝於世間法中一切的欲樂，若與空慧相應，便從 



071405《八正道講記》-05 八正道的內容 

第 16 頁，共 18 頁 

煩惱的我執得解脫。 

  8.4.3 即使未得禪定，也能在平常生活中得到好處： 

     8.4.3.1 可以得到平穩、和諧、安定的心情 

       8.4.3.1.1 如果每天都有一段時間練習禪修，這一天的心情都會平穩、和諧 

8.4.2.1.2 如果每星期、每個月、每年，都能有較長時間的定期修行，自然而 

然會體驗到禪修的好處。 

     8.4.3.2 例如生病了，遇到麻煩的病症時，只有把病交給醫生，把命交給佛菩薩， 

             繫念佛菩薩，自己就沒事了，就能夠安定的面對一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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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題目 
 

1. 正見的意思。 

2. 什麼是世間正見、出世間正見？ 

3. 什麼是不正見？ 

4. 苦從何來？ 

5. 為什麼說：修習八正道能離苦得樂？ 

6. 試談修行的不同層次，知苦集、証苦滅、自作証。 

7. 正志的意思。 

8. 正見與正志都是增上慧學，請說明。 

9. 為什麼說：要真正體驗到空，必須具備菩提心？ 

10. 正語的意思。 

11. 請說明正語在八正道中的學習次第。 

12. 如何修學正語？ 

13. 正業的意思。 

14. 為何會產生三類身不正行？ 

15. 如何實踐正業？ 

16. 正業，就是對生命的尊重，怎麼說？ 

17. 正命的意思。 

18. 請說明：正命是佛弟子應有的生活方式？ 

19. 我們求生存，如何用正當的活命方式？ 

20. 正方便的意思。 

21. 正精進與三無漏學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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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正精進與八正道的關係。 

23. 正念的意思。 

24. 如何以四念處對治淨、樂、常、我？ 

25. 八正道與三十七道品的關係。 

26. 正定的意思。 

27. 正定在三十七道品的學習次第？ 

28. 請說明正定的修學方法？ 

29. 佛法中所說的凡夫世界有哪三大層次。 

30. 請說明禪修的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