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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35 

~ 

P.137 

無 

1.佛教的本質，既不屬性 

  善也不屬性惡 

1.1性善或性惡是觀點的不同 

1.2佛教不以當下一生論斷善惡 

2.善惡問題，僅是世間法中 

  的觀念 

2.1佛教主張：無明煩惱，可以逐漸降 

伏分分斷除 

2.2出世法中沒有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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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佛教是主張人性本善論的嗎？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35 

~ 

P.136 

無 
1.佛教的本質，既不屬性 

  善也不屬性惡 

1.1性善或性惡是觀點的不同 

1.2佛教不以當下一生論斷善惡 

 

1.佛教的本質，既不屬性善也不屬性惡 

  1.1性善或性惡是觀點的不同 

    1.1.1性善論 - 眾生皆有佛性 

       1.1.1.1佛說「大地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1.1.2性惡論 - 眾生皆由於無始以來的無明覆障而尚未成佛 

    1.1.3兩者觀點不同，目的卻是一樣  

- 性善論者可以防惡而還歸於善，性惡論者則可以去惡而成其善 

  1.2佛教不以當下一生論斷善惡 

    1.2.1儒家的性善性惡都是僅僅討論當下一生的本性問題 

       1.2.1.1他們沒有能力追究生前及死後的善惡行為 

    1.2.2僅從當下一生而言，善與惡，理性與物性，乃是與生俱來，投於善則 

         善，投於惡則惡。 

       1.2.1.2孟子偏重了理性價值，所以說性善 

       1.2.1.3荀子著眼在物性的轉變，所以說性惡 

    1.2.2佛教看眾生，是從無始以前，一直看到最終的目的達成─成佛 

       1.2.2.1善的佛性與惡的無明是一體的兩面 

       1.2.2.2在生死，是無明，出生死，是佛性。物性是從無明開出，理性是由佛性萌芽。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136 

~ 

P.137 

無 
2.善惡問題，僅是世間法中 

  的觀念 

2.1佛教主張：無明煩惱，可以逐漸降 

伏分分斷除 

2.2出世法中沒有善惡 

 

2. 善惡問題，僅是世間法中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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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佛教主張：無明煩惱，可以逐漸降伏分分斷除 

  2.1.1無明斷盡時佛性也就圓成，這就叫作斷煩惱證菩提，了生死入涅槃 

2.2 出世法中沒有善惡 

2.2.1在生死的凡夫位中，煩惱是惡，佛性是善；  

2.2.2一旦證了菩提，入了涅槃，根本也沒有善惡可言 

2.2.3聖位的佛菩薩，本身沒有善惡可言，看眾生也沒有善惡的區別 

2.2.3.1如此才能怨親平等而來普度眾生。 

2.2.4善與惡，不過是凡夫眾生的自我執著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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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 佛教的本質屬性善或性惡？ 

2. 為什麼性善或性惡之說都只是從當下一生看？ 

3. 佛教看善惡也是從當下一生來看的嗎？ 

4. 請說明出世法中沒有善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