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禪學與正信之佛教 
02 

《動靜皆自在》 



0415《動靜皆自在》-02 禪學與正信之佛教 

第 2 頁，共 6 頁 

目 錄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25 

~ 

P.31 

無 

1. 禪即是佛教 
1.1 從禪出教 

1.2 藉教悟宗 

2. 佛教的基本原則 

2.1 三法印 

2.2 實踐修行 - 以「戒、定、慧」三無

漏學為方針 

2.3 真正的禪無法用與言文字表達 

3. 正統的偉大宗教應 

   具備的條件 

3.1 歷史悠久的背景 

3.2 歷久常新的教理 

3.3 適時適地的道德 

4. 什麼是正信的佛

教？ 

4.1 正信的佛教 

4.2 從人到佛的五個層次  

4.3 發願成佛，要從做好人的本分順次

提昇。 

5. 佛教的禪修方法跟 

目的  

5.1 目的 

5.2 方法 

5.3 如何實證無我 

 

 

 

 

 



0415《動靜皆自在》-02 禪學與正信之佛教 

第 3 頁，共 6 頁 

02 禪學與正信之佛教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25 

~ 

P.26 

無 1. 禪即是佛教 
1.1 從禪出教 

1.2 藉教悟宗 

 

1禪即是佛教  

1. 1從禪出教 

原始佛教和佛教理論的出現,都是我們的佛祖—釋迦牟尼佛透過修行禪定而創立 

  1.2藉教悟宗 

     依據教義理論指引的方法、觀念而修行、開悟。 

    1.2.1 真正的佛教徒，必定以佛經、佛教的觀念及方法，作為標準和修行。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26 

~ 

P.27 

無 2. 佛教的基本原則 

2.1 三法印 

2.2 實踐修行 - 以「戒、定、慧」三無

漏學為方針 

2.3 真正的禪無法用與言文字表達 

 

2 佛教的基本原則  

2.1 三法印 – 用來印證、分辨是否合乎佛法原則 

  2.1.1諸行無常 

一切心理的行為都在不停的變動。 

2.1.2諸法無我 

一切生理、物理、自然、社會現象及至心理現象,均沒有不變的自我存在。 

2.1.3涅槃寂靜 

2.1.3.1涅槃：不動、空。也就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靜止不動。 

2.1.3.2 「空」：指ㄧ切現象皆由於因緣的不同在不斷變化，在變遷不已之中，唯 

                有「空」永恆不變。 

2.2 實踐修行 - 以「戒、定、慧」三無漏學為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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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從持「戒」清淨，進而達到內心安「定」而產生「慧」。 

  2.3 真正的禪無法用語言文字表達 

      在學習上仍然需要語言文字來指導，只有明心見性，真正開悟的人才能完全不需要 

       文字。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27 

~ 

P.28 

無 
3. 正統的偉大宗教應 

   具備的條件 

3.1 歷史悠久的背景 

3.2 歷久常新的教理 

3.3 適時適地的道德 

 

3正統的偉大宗教應具備的條件： 

  3.1歷史悠久的背景 

  經得起時間與空間的考驗。 

  3.2 歷久常新的教理 

  能不斷產生新的觀念及方法,且不違背基本的原則。 

  3.3適時適地的道德 

    3.3.1 不論任何處於任何時空,都能合乎當時、當地的道德標準。 

    3.3.2 健康的宗教精神還應包括人間性、關懷性、理智性和超越性。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28 

~ 

P.30 

無 
4. 什麼是正信的佛

教？ 

4.1 正信的佛教 

4.2 從人到佛的五個層次  

4.3 發願成佛，要從做好人的本分順次

提昇 

 

4.什麼是正信的佛教？ 

4.1正信的佛教 

  4.1.1不是世俗化,但是人間化 - 彼此關懷,但是不會涉入私人感情的恩怨是非。 

4.1.2不是鬼神教,但有人天教 - 承認相信鬼神存在,但不依賴鬼神。   

4.1.3不是厭世的,但是出世的 - 無私奉獻關懷,不求回報。 

4.1.4不是戀世的,但是入世的 - 參與社會世間的一切,但不貪戀執著。 

4.2 從人到佛的五個層次 

     世間、出世間、入世、化世、救世，亦即人間、天神、阿羅漢、菩薩、佛五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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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人間：從做人的基礎開始，履行應盡的義務，合乎人間的道德標準。 

  4.2.2天：ㄧ切貢獻和付出超越人的層次，便可得生天界的果報。 

  4.2.3阿羅漢：對社會有付出有關懷，但不執著、留戀這個世間，因此證入涅槃，從 

                此不再生於人間，稱為「出世」。 

4.2.4菩薩：以慈悲的願心，發願生生世世在人間幫助、關懷ㄧ切眾生，不以小乘的 

涅槃為依歸。 

    4.2.5 佛：是慈悲與智慧修行圓滿，也就是菩薩道的完成。 

4.3發願成佛，要從做好人的本分順次提昇。 

  4.3.1佛與菩薩都是從幫助眾生而成的，沒有眾生，所有菩薩終不能成佛。 

  4.3.2菩薩行者必定會對被他幫助的人心存感激，感激他成就自己的修行。 

 

教材範圍 
主題 子題 

書籍 光碟 

P.30 

~ 

P.31 

無 
5. 佛教的禪修方法跟 

目的  

5.1 目的 

5.2 方法 

5.3 如何實證無我 

 

5佛教的禪修方法跟目的 

  5.1目的：禪修能令身心放鬆、平衡和促進健康 

  5.2方法： 

    5.2.1放鬆身心 

          心中不存任何念頭,輕輕注意呼吸,不控制呼吸,享受這種舒暢的感覺。 

    5.2.2統一身心   

          對於周遭環境感到親切、和諧,如同與整個孙宙合而為一。 

5.2.3放下身心 

           身體、念頭依然存在，正常運作，只是不再執著自我中心。 

5.3 如何實證無我 

  5.3.1 要實證佛法，必得經過修行： 

        觀念上認識無我，只能有助於經驗上實證無我，並不能代替修行者達到開悟的 

          境界。  

     5.3.2 正確的修行態度與觀念： 

          重視內心的自在,而不是著迷於神通本領；也不可能希望從知識及觀念上的認知 

            而達到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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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題目 

1.佛教與禪修之間的關係為何？ 

2.何謂三法印？ 

3.何謂戒定慧？ 

4.一個正統偉大的宗教，應具備哪些條件？ 

5.何謂正信的佛教？ 

6.請說明禪修的方法？ 

7.正確的修行態度與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