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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14 

～ 

P.125 

無 

1.佛陀化世的本懷 

1.1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勤修戒定慧， 

息滅貪瞋癡 

1.2佛法的根本目的 

2 願消三障諸煩惱 
2.1 修行的三種障礙 

2.2 出家修行的障礙比在家修行少 

3 願得智慧真明了 

3.1 學佛的次第歷程 

3.2以持戒為基礎 

3.3 以禪定為歷程 

3.4 以智慧為目標 

3.5在家修行最高可以位登三果 

4 在家那及出家好 
4.1在家人易受生活環境及職業身份 

    所限 

5 將此身心奉塵剎 
5.1 只有少數人適合出家和能夠出家 

5.2 福慧雙修   

6 堪作人天功德主 
6.1 出家本身即是布施行  

6.2 在家的信眾是出家僧團的外護 

7 眾生無邊誓願度  
7.1 放下自我，才能發起度生弘願 

7.2 放下自我，才能與定慧相應 

8 煩惱無盡誓願斷 8.1 調伏煩惱 

9 此事無關風月 9.1 出家與在家修行之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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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家與出家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14 無 1.佛陀化世的本懷  

1.1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勤修戒定慧， 

息滅貪瞋癡 

1.2佛法的根本目的  

 

1.佛陀化世的本懷 

1.1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 

1.1.1一切法本身並無貪、瞋、癡及種種罪過 

1.1.2是加上了人內心的貪、瞋、癡之後，才有罪惡產生 

1.2佛法的根本目的 

  1.2.1是要由淨化內心以徹底改變我們對世界的錯覺 

  1.2.2不是要從諸法中辨別清淨與不清淨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14 

～ 

P.115 

無 
2 願消三障諸煩惱 

  – 在家出家各有障礙 

2.1 修行的三種障礙 

2.2 出家修行的障礙比在家修行少 

 

2 願消三障諸煩惱 – 在家出家各有障礙 

2.1修行的三種障礙  

    2.1.1報障 - 由於生存的環境及出生的類別，使得你無法學佛修行 

       2.1.1.1 例：惡報生於三塗，福報生於欲天，因而不能學佛，不知學佛 

2.1.1.1.1或雖生而為人卻因耳聾眼瞎，或生於邊地而不能學佛，不知學佛 

       2.1.1.2 如果已經信佛學佛，即無報障。 

    2.1.2業障 - 雖具學佛的條件，又因種種關係，而不允許你學佛修行 

      2.1.2.1 在家人的生活形態，令業障較為顯著。 

    2.1.3煩惱障 - 因心理的困擾，而難以學佛修行 

      2.1.3.1 不論在家出家，均具備煩惱障。 

  2.2 出家修行的障礙比在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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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在家人修行，易於修福業，不利於修慧業。 

       2.2.1.1若在家人本具福德，更能方便修福業  

       2.2.1.2修福業能感得欲界天的福報 

       2.2.1.3六度中的布施、持戒、忍辱都是修福德行 

    2.2.2出家人煩惱心障的感受較為強烈。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15 

～ 

P.117 

無 

3 願得智慧真明了 

  –解脫智慧是修行目  

    標 

3.1 學佛的次第歷程 

3.2以持戒為基礎 

3.3 以禪定為歷程 

3.4 以智慧為目標 

3.5在家修行最高可以位登三果 

 

3 願得智慧真明了 – 解脫智慧是修行目標 

  3.1學佛的次第歷程 

    3.1.1首以正見為指導 

    3.1.2次以持戒為基礎 

    3.1.3以禪定為歷程 

    3.1.4以智慧為目標 

    3.1.5而後復以智慧為舟航，用以自利利他的菩薩行 

  3.2 以持戒為基礎 

    3.2.1 持戒中含有布施行      

3.2.1.1積極的持戒必須廣行善事  

3.2.1.2用種種方便使人得益，都是布施行。 

    3.2.2 持戒又是忍辱行 

       3.2.2.1 忍辱者，不僅忍艱苦，也要忍誘惑。 

       3.2.2.2 貧賤者忍苦，富貴者忍樂 

         3.2.2.2.1 忍苦是無條件的接受折磨。 

         3.2.2.2.2 忍不受樂是高意志的自我約束。 

       3.2.2.3 忍苦難，而忍不受樂更難；難忍能忍，始能持戒清淨。 

    3.2.3 持戒也包含清淨 

       3.2.3.1 菩薩的三聚淨戒： 

3.2.3.1.1持一切淨戒 

3.2.3.1.2修一切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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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3度一切眾生 

       3.2.3.2 持菩薩戒若不精進以赴，即算犯戒。 

       3.2.3.3 在家菩薩可以隨分隨力的持戒、修善、度生 

       3.2.3.4六度中的禪定與智慧，在家人較不容易修得 

  3.3 以禪定為歷程 

    3.3.1 得禪定者未必有大智慧，無漏的淨慧卻必與禪定相應 

      3.3.1.1 否則縱然有智慧，也不是無漏慧，而是有所為的，是與貪瞋痴等我執 

相應的世間慧。 

       3.3.1.2 無漏慧即是解脫慧 

         3.3.1.2.1 雖不一定要從修習四禪八定獲得，在得到解脫的一剎那間，自然 

跟定相應，這便是慧解脫的阿羅漢。    

  3.4 以智慧為目標 

    3.4.1 在家人，易修福慧布施行 

      3.4.1.1 於六度中的持戒、忍辱、精進不易如法，更何況是禪定與智慧。 

       3.4.1.2 由於福報而擁有家室眷屬及財物，豈能與持戒的梵行相應？ 

3.4.1.3 由於業障的關係，身分上又豈能與忍辱、精進相應？ 

   3.4.2 習禪定者，必須擺脫萬緣，專精攝心      

3.4.2.1在家人生活方式，能學習靜坐，而獲得身心舒暢，想進入四禪八定的境界相

當困難。 

3.5在家修行最高可以位登三果 

3.5.1在家人可以修得與解脫慧相應的正智，卻無法即生解脫 

3.5.2大乘菩薩不至七地以上，不得無生法忍的無我解脫的大自在慧。  

    3.5.3若以在家身而妄稱位登無生，是魔慢，是地獄因。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17 

～ 

P.118 

無 4 在家那及出家好  
4.1在家人易受生活環境及職業身份 

    所限 

 

4 在家那及出家好 

4.1 在家人易受生活環境及職業身份所限 

  4.1.1在家人不容易長時間的放下萬緣，一心禪修 

  4.1.2縱然能得禪慧的受用，多半是思辨的結果而非自性清淨心的流露 

  4.1.3禪宗史上也有不少在家居士，獲得相當高的見地，只是比起出家 

        禪眾之傑出者，便有不成比例之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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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即使是出家人，見性之後，仍須到山中去增長定力保任發明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18 

～ 

P.120 

無 5 將此身心奉塵剎  
5.1 只有少數人適合出家和能夠出家 

5.2 福慧雙修 

 

5 將此身心奉塵剎 

  5.1 只有少數人適合出家和能夠出家 

    5.1.1 出家也有困難 

      5.1.1.1 首先割愛辭親，便不易辦到。 

       5.1.1.2 徵得家屬同意，去過出家修行的生活，也非易事。 

       5.1.1.3 感情的牽掛，家庭、職業等的拖累，社會輿論的影響等都會形成障礙。 

  5.2 福慧雙修 

    5.2.1 出家修行是福慧雙修，戒定慧三學並重，並要荷擔起救世濟眾的如 

          來家業。 

      5.2.1.1 出家的身分是戒行。 

       5.2.1.2 將全部身心布施三寶，以成就眾生，便是修的大福行的大布施。 

       5.2.1.3 出家也是忍辱行、精進行。 

       5.2.1.4 出家後的業障牽累不多，故易以修持禪定與智慧。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20 

～ 

P.121 

無 6 堪作人天功德主  
6.1 出家本身即是布施行  

6.2在家的信眾是出家僧團的外護 

 

6 堪作人天功德主 

6.1 出家本身即是布施行 

    6.1.1出家人的生活方式及威儀，便已為人間帶來了平和無諍、淨化身心的 

          榜樣 

       6.1.1.1人間比丘透過生活方式，與大眾的接觸，就產生了化世導俗的作用 

    6.1.2在中國而言，出家人的身分便代表了三寶的存在， 

6.1.2.1即使是一無所知的所謂「啞羊僧」，至少也會念一句阿彌陀佛 

6.1.2.2能夠令人知有佛教，種下學佛之因，當然也是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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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在家的信眾是出家僧團的外護 

6.2.1積極的布施慈濟，乃至初機的接引，仍以在家身易於立竿見影。 

6.2.1.1因此理想中的大菩薩，多現在家形象的天人相 

     6.2.1.2所以，甚至報身的佛也現頭戴天冠的天王相。 

6.2.2經典中有很多在家形象的大修行者 

     6.2.2.1《阿含經》中有許多長者居士及居士婦的事例 

     6.2.2.2大乘經典中的事例：維摩詰、勝鬘夫人、《華嚴經》的善財童子、《法華經》 

                              的龍女等        

    6.2.3故於聖位中，反以在家身的形式有更多自由的攝化方便。 

6.2.4若是有欲行而稱無欲念，有慢心而稱已離欲，便是犯了大妄語過。 

   6.2.4.1例如有附佛法外道，假藉諸大菩薩乃至諸佛之名，來推行神鬼教的迷信。 

   6.2.4.2例如雖在家卻自謂離欲，而妄稱是大菩薩的示現 

6.2.5今日的社會，離欲節欲的事實，仍是紓解人間疾苦的最佳良藥。 

6.2.6在家修行的典範： 

- 雖居俗家，而能利益大眾，自制私欲，修學戒定慧，即是初機的菩薩。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21 

～ 

P.123 

無 7 眾生無邊誓願度  
7.1 放下自我，才能發起度生弘願 

7.2 放下自我，才能與定慧相應 

 

7 眾生無邊誓願度 – 放下一切，擔起度眾生的如來家業 

  7.1 放下自我，才能發起度生弘願 

    7.1.1出家修行，要先放下家業、職業等身外的事物，也要放下心內的事 

          物。 

    7.1.2能夠通底放下身心內外的一切牽掛，才能擔起度化眾生的責任。           

    7.1.3自來大修行者無不具救人濟世的大慈悲心，和奔走呼籲的大慈悲行 

  7.2放下自我，才能與定慧相應 

    7.2.1 初出家者，必須放下一切的身外之物。 

    7.2.2 出家久了的人，更進一步當放下他們的自我中心。 

    7.2.3 能夠放下自我中心，便與定慧相應了 

      7.2.3.1出家修行而能達成自我中心的徹底脫落，需要經過禪定的修持及艱苦生 

               活的歷練。 

       7.2.3.2 不僅是克制肉體的習氣，更要化解內在的心障。 

       7.2.3.3 肉體的克制已不容易，心障的化解尤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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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出家之後，並非無事可做，乃是真正面對萬千障礙的開始。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23 

～ 

P.124 

無 8 煩惱無盡誓願斷  8.1 調伏煩惱  

 

8 煩惱無盡誓願斷 

  8.1 調伏煩惱 

    8.1.1 煩惱障是出家人與在家人共同有的 

      8.1.1.1 在家人由於煩惱太多，整天在煩惱中打轉，反不知自己是有煩惱的人。                

    8.1.2 出家人若不修習禪定，也不易察覺煩惱之多 

      8.1.2.1 若能修定，著手之際，便會發現心猿意馬，不受指揮。 

       8.1.2.2 出家環境雖利於修習定慧，若不得其法或無明師指導，易導致身心的疾患。 

       8.1.2.3 雖已學到習定的方法，要想得定，也非易事。 

     8.1.3 調伏煩惱障的方法 

      8.1.3.1 初步用戒，主要是針對粗重的煩惱 

         8.1.3.1.1以持戒的力量約束身口的惡行，使內心煩惱的火焰漸漸收斂。 

         8.1.3.1.2以此為基礎再來消化輕和細的煩惱。 

       8.1.3.2再用定慧的功夫而調伏、解除輕細的煩惱。 

     8.1.4發覺有煩惱是正常的，修行時覺得沒有煩惱，反而是有了問題 

      8.1.4.1 對自己的心念活動越清楚，煩惱的心障便越輕。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24 

～ 

P.125 

無 9 此事無關風月 9.1 出家與在家之異同 

  

9 此事無關風與月 

  9.1 出家與在家之異同 

    9.1.1 有相同處 

       9.1.1.1在家人可以布施，不一定會布施。 

9.1.1.2出家人不利於布施，卻又能做大布施。 

       9.1.1.3出家人利於修定慧，卻未必從事於定慧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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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4在家人不利於修定慧，卻也有在家人能修定慧的。 

    9.1.2 畢竟不同處 

      9.1.2.1 在家修行者業障較重、牽掛較多 

         9.1.2.1.1雖可短期住進寺院，終必返回塵世。 

       9.1.2.2 出家人有時也會離山行腳到塵世走走，仍將以長時間寺院生活為其依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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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 佛陀化世的本懷？ 

2. 佛法的根本目的？ 

3. 修行的三種障礙？ 

4. 學佛的通途是什麼？ 

5. 在家修行的最高果位？ 

6. 如何看待一位自稱已經了脫生死的在家人？ 

7. 在家那及出家好，為什麼？ 

8. 出家如何福慧雙修？ 

9. 出家如何修布施？ 

10.如何是在家修行的典範？ 

11.在家信眾與僧團的關係？ 

12.如何調伏煩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