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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錄(第二十六講~第五十講) 
 

教材範圍 
講 次 

書籍 光碟 
主題 子題 

1.念佛過程中見到瑞

相是正常的 

1.1《觀無量壽經》所說 

1.2《地藏經》所說 

2. 所謂的瑞相，也有

可能是幻象或魔

擾 

2.1 見到瑞相能夠使人增長信心 

2.2 也可能是幻象或魔擾 

26 

念佛的人

見到瑞相

怎麼辦？ 

P.101 

～ 

P.103 

無 

3.不求瑞相只管一心

念佛，是最安全

的。 

3.1 念佛時常出現瑞相並非好事 

1.瑞相都是由於修

善、積德的福德

相。 

1.1 臨命終時見瑞相可能是解

脫，但多半不是。 

1.2 瑞相的內容 

1.3 只要能夠在人間積福、修

善，命終之時，多少會有些

瑞相 

2.死後的去處 

2.1 大福德的鬼神 

2.2 大力鬼 

2.3 欲界天神 

2.4 在生有修行佛法，戒、定、

慧三學並重 

2.5 受持三皈五戒，精進念佛者 

27 

臨命終時見

瑞相就表示

解脫嗎？ 

P.104 

～ 

P.106 

 

無 

3.有瑞相並不表示就

是得到解脫 

3.1 解脫乃在心相，不在物相  

3.2 但是也不能說，臨命終時讓人

見到瑞相，即表示其未得解

脫 

1. 淨土的意思 

1.1 有相的淨土都是人間或天國

淨土 

1.2 為何願求往生淨土 28 

如何辨明臨

命終時的魔

境和接引？ 

P.107 

～ 

P.108 

 

無 
2.如何知道是魔境的

干擾或是佛菩薩的

接引？ 

2.1 在於平時的願心和修行 

2.2 平時若無願心也無修行，臨

終很難感得佛菩薩的接引 

2.3 補救的辦法，是請大善知識

予以臨命終時的開導  

29 

什麼是中陰

身？ 

P.109 

～ 

P.112 

 

無 1.中陰的意思 

1.1 中陰又叫中蘊、中有，就是 

    五陰和五蘊的意思 

1.2 中陰身的性質 

1.3 中陰身的飲食 

1.4 中陰身的生命 

1.5 中陰身的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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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六道眾生，死此生  

  彼，都經過中陰的 

  階段 

2.1 其中無色界眾生是定境，沒有 

    色蘊，所以沒有中陰 

2.2 上善及重惡眾生沒有中陰 

2.3 中陰身的投生 

2.4 信願具足的佛教徒，並沒有中 

    陰身的過程，也不必要他人 

    以中陰身救度法來超度 

1. 嬰靈信仰的傳說 

1.1 嬰靈的意思 

1.2 傳說中嬰靈對親屬的危害 

1.3「嬰靈供養」的說法 

1.4 嬰靈之說造成社會的不安 

1.5 人們對於嬰靈之說的恐慌，

可能是從幼兒心態的觀點

來看 

30 

嬰靈作祟之

說有根據

嗎？ 

P.113 

～ 

P.116 

 

無 

2. 佛教的觀點 

2.1 眾生是平等的，生命雖有長

短，死亡之後卻都相同 

2.2 嬰兒的中陰身，是不可能尋

仇報冤的 

2.3 佛教徒應有的處理方式 

2.4 嬰靈作祟及超度嬰靈之說，

均與正統的佛教信仰無涉 

1. 靈媒的信仰 

1.1 靈媒是指一些能夠通神、通 

靈、通鬼的人 

1.2自有人類以來，就有靈媒活 

動的蹤跡    

1.3 靈媒是「怪力亂神」的一種    
31 

佛教對靈媒

的看法如

何? 

P.117 

~ 

P.119 

無 

2. 佛教的觀點 

2.1自修善法才是趨吉避凶以及 

人天福報的正因 

2.2 佛教徒不可通過靈媒來以善 

鬼趕惡鬼、以正神驅邪神 

2.3 靈媒本身也經常要受到鬼神 

的災禍 

1.佛教承認有神通的

事實 

1.1凡夫可修得五通 

1.2 出世的聖人有六通 

1.3 佛有三明六通 

2.通力的產生 
2.1習定發通 

2.2 持咒發通 

3.神通不能違背自然

的軌律 

3.1 神通也是自然現象之一 

3.2 好顯神通只是顯異惑眾 

3.3 神通不是萬能，也不應濫用 

32 

佛教對於

神通異能

看法如何? 

P120 

~ 

P123 

無 

4.業力不可思議 

4.1共業和別業，該受的仍然要 

受 

4.2 應以正信的佛法，從事智慧 

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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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眼的意思 
1.1 是指除了肉眼之外尚有層次

不等的四種心眼 
33 

什麼是五

眼? 

P.124 

～ 

P.127 

無 

2 五眼的內容 

2.1肉眼 

2.2 天眼 

2.3 慧眼 

2.4 法眼 

2.5 佛眼 

1 授記（ryakarana）

的意思 

1.1 是佛教的專有名詞，是十二

部經的一種 

1.2 是佛對於已發心的眾生，預

告其必將成佛者 

1.3 佛經中的授記 

1.4 佛法的授記思想，在於證明

人人都能成佛 

1.5誰夠資格接受佛的授記 

2 佛的授記沒有神祕色

彩 

2.1 佛能見一切眾生心行和修行

的歷程，並瞭若指掌 

2.2 佛就像導遊，又如同學校的老 

師 

3 中國禪宗的授記 

3.1早期並沒有授記的行為和儀

式 

3.2晚近以來的授記已經失去了

傳法的本意 

34 

佛教的授記

觀念是什

麼? 

P.128 

～ 

P.130 

無 

4 錯誤的觀念 

4.1 若干具有神祕經驗的修行

者，往往好為他人作授記式

的預告 

4.2真正的大修行者，必定以凡

夫的身分自許 

1 佛陀是福智圓滿的

人 

1.1 佛陀無法以形相來形容，也

不能以有無來判斷 

1.2 從法身及報身來講 

1.3 從化身來講 

2 佛的全知與全能 

2.1 佛不能改變眾生的業力 

2.2 佛度眾生，實際還是眾生自

度 

2.3 佛的全知，是知道十法界一

切眾生的三世因果及因緣

的關係 

35 

佛是萬能

的嗎? 

  

P.131 

～ 

P.133 

無 

3 佛的境界，不可

思、不可議 

3.1 佛不多說過去和未來的事 

3.2 佛以心為理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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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佛以後也要受報 

1.1 從世間的聖人和偉人，也都

有許多的不如意事可知 

1.2釋迦牟尼佛成佛前後，也有

眾多魔難  

1.3 佛弟子證得阿羅漢以後，也

有受報的記錄  

2 東西方的宗教，對

於聖人受難，各有

其理論和說法 

2.1 都在表現其偉大人格和偉大

事業的成就之不易 

2.2 佛教的說法 

36 

成佛以後也

要受報嗎？ 

P.134 

～ 

P.136 

無 

3 佛的受報和常人的

受報迥然不同 

3.1 心得解脫的佛，已出離煩惱

得到自在 

3.2 受報是對因果負責 

3.3 大乘羅漢、菩薩以及諸佛，

乘願來到世間救濟眾生，那

是化現，不是受報 

1與各人的本願有關 

1.1《地藏經》中的記載  

1.2 一切智成就如來 

1.3 地藏菩薩 
37 

先度眾生還

是先成佛？ 

P.137 

～ 

P.138 

無 
2 菩薩自由自在，先成

佛道或先度眾生，

並無不同 

2.1 菩薩依願力受生，眾生依業

力受生 

2.2「地獄未空，誓不成佛」，

地藏菩薩的悲願第一 

2.3 所謂菩薩道，即是發願上求

佛道，下化眾生 

1 度眾生是佛在因地

所立的誓願 

1.1 成佛前有眾生可度 

1.2 成佛之後沒有眾生可度 

2 從菩薩的立場來

說，一定有眾生可

度    

2.1 發心菩薩，都發願要度眾生 

2.2 成佛之後，實無眾生可度 
38 

佛為什麼要

度眾生？ 

P.139 

～ 

P.141 

無 

3 佛是正遍知覺，有

求必應 

3.1 佛能給眾生一切，眾生需要

的，他就直接給予 

3.2 不能用凡夫的知見去解釋、

衡量佛的正遍知覺 

3.3 人間所見的是化身佛 

1 廣結善緣應該有原

則，量力而為 

1.1廣結善緣的意思 

1.2廣結善緣的原則 

1.3 從三寶的立場來說，廣結善

緣是指無差別的平等布施 

1.4布施與接受布施都是結善緣 

39 

廣結善緣怎

麼講？ 

P.142 

～ 

P.145 

無 

2 護持三寶也是廣結

善緣 

2.1 應該量力而為，應該有中

心、有重點、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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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教只說「結緣」，

沒有「了緣」的說

法 

1.1 佛教只說結緣和了業，是指

結善緣了惡業 

1.2結緣的意思 

1.3廣結善緣，就是布施 

40 

「結緣」和

「了緣」的

意義何

在？ 

P.146 

～ 

P.148 

無 

2 「了緣」是似是而

非的名詞 

2.1 對因果觀念的誤解 

2.2男女之間的關係是無量世的

恩怨情執 

2.3 出家人斬斷男女情執，是真

正的了緣 

1.神道設教不是佛教 
1.1 佛教被有些人誤為是神道設 

教的亞流 

2.神道設教的意思 
2.1 神道設教的兩種原意 

2.2民間鬼神信仰的神道設教 

41 

神道設教也

是佛教嗎？ 

P.149 

～ 

P.153 

 

無 

3.神道設教能夠惑亂  

  人心，明智之士敬而 

  遠之 

3.1 神道設教沒有統一穩定的常

理常法 

1.世間有兩種無神論 
1.1唯物的無神論 

1.2 佛教所說的無神論 

42 

佛教稱無

神論的意

思是什

麼？ 

P.154 

～ 

P.156 

 

無 2. 「神」的分類 – 從

一神、二神、多神、

泛神到無神的信仰 

2.1 多神信仰 - 一般的民間信仰 

2.2 二神信仰–以善惡分為兩種

勢力 

2.3 一神教信仰 - 萬物由一神所

創造 

2.4泛神信仰 - 哲學家所相信的

理念之神 

2.5唯物論的無神信仰  

2.6 佛教的無神論 

1.佛教並不否認上帝

的存在 

1.1 佛教認為上帝也是眾生之一， 

    宇宙不是因上帝而有 

1.2 上帝並沒有說謊 - 「神創宇 

    宙」可能是因人的需要而說 

43 

一神教的上

帝是假的

嗎？ 

P.157 

～ 

P.159 

 

無 

2.若是作為教化的方 

便就是值得的 

2.1 願意承擔宇宙間所有眾生的痛 

    苦，就是菩薩 

2.2 如同佛的小乘法，也是一種方 

    便 

44 P.160 無 1.密教的起源 
1.1依密教的傳說 

1.2依佛教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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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藏的密教 

2.1 形成 

2.2 教理和行法 

2.3僧侶的訓練和教育 

2.4密教的傳承方式與所造成的

流弊 

2.5 上師由在家人擔任，是為西

藏的特色 

密教是什

麼？ 

～ 

P.165 

 

 

 3.密教的修證 
3.1密教即身成佛的說法 

3.2密教不拒肉食的課題 

1.佛教在印度的滅亡 

1.1 與密教的盛行沒有必然的關

聯 

1.2印度教興起的影響 

1.3 佛教自身的衰弱 

1.4 佛教為尋求生存的發展與變

化 

1.5 回教徒的入侵，也是佛教在

印度滅亡的主要原因 

1.6 傳入西藏以後的大乘密教，

一直流傳至今 

45 

密教盛行佛

教會滅亡

嗎？ 

P.166 

～ 

P.169 

 

無 

2.密教在中國的傳布 

2.1唐朝即有密教經典的翻譯流布 

2.2元朝的西藏密教也只是流傳在

蒙古人之間 

2.3民初以來，密教也曾一度抬頭 

2.4 對於密教，我們宜正視其所長

勿學其所短。 

1 佛教的世界觀 

1.1 佛教把此世界的生滅，分作

成、住、壞、空四個階段。 

1.2世界是由眾生業力的消長而

有起滅。 

2 佛教並不否定世

界有末日的一天 

  2.1那是指壞的階段的開始 

 2.2基督教說世界末日是出於上

帝的意志  

  2.3 佛教的末法思想。 

46 

佛教對世

界末日的

看法如

何？ 

P.269 

~ 

P.271 

無 

3 雖處於末法時代，

仍有前景和希望 

3.1 眾生的努力可無限止地延伸

佛法住世的時代，。 

3.2 個人的善根可轉生他方世

界，繼續修行。 

3.3個人只要努力不懈，亦可由

末法時代，進入像法乃至於

正法時代的環境。    

47 P.173 無 1. 民間信仰 1.1民間信仰並不是正統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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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神崇拜 

2.1 中國民間自古即有多神信仰 

的傳統 

2.2 只有極少數人了解佛教與民 

間多神信仰的不同 

3. 靈媒與乩童 

3.1民間信仰的多神崇拜，並不

是出於佛經的傳播 

3.2民間信仰對諸佛菩薩崇拜的

目的，不外乎求福免難 

4. 佛法僧三寶 

4.1 佛教徒以佛、法、僧的三寶

為皈信或皈敬的對象 

4.2 三寶的意思 

4.3唯有三皈具足，才能成為正

信的佛教徒 

5. 宗教的層次 

5.1 佛有十方三世的一切諸佛 

5.2 法有三種不同層次 

5.3 只要皈依三寶，任何人都能

夠從三寶獲得各人所能得

到的利益 

 6. 生天與享福 

6.1 人天善法是根本 

6.2 享受人天福報，究竟未出生 

死輪迴 

6.3 凡夫應以菩薩為榜樣，發心 

修學菩薩的法門，成為菩薩 

道的實踐者 

您是佛教

徒嗎？ 

～ 

P.180 

 

 7.正信的佛教 

7.1民間信仰僅能使信仰者求取 

神的救助，並且良窳不ㄧ 

7.2 佛教既能有求必應，也能使

信仰者由自身起而自救救人 

48 

怎樣辨明

佛經的真

偽？ 

P.181 

～ 

P.183 

無 
1. 佛經真偽的兩類問

題 

1.1翻譯史上無法查證其時代和

譯者的經典 

1.2假冒的經典，實質是民間信

仰的產物 

1.3判別佛經或非佛經最好的辦

法，是查對藏經的目錄 

1.民間信仰是原始型 

態的宗教現象 

1.1民間信仰是跟民俗相關的宗教

行為 

1.2民間信仰是諸神雜糅的 

2.為適應社會民間的 

需求，宜有適當程度 

的容忍 

2.1 佛教以理性疏導來達到祈求

目的 

2.2 不可降低佛教信仰的層次 

49 

佛教如何

適應民間

信仰的要

求？ 

P.184 

～ 

P.187 

 

無 

3.佛教的方便法門 
3.1 應著重於信仰諸佛菩薩功能的

提倡，及經咒效驗的闡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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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信仰三寶是為學習

佛的慈悲與智慧 

4.1 佛說無量法門，專心修持任何

一法都能成為一切法的總持 

4.2 如果經常變換修行的方法和 

崇拜的對象，便會失去中心的 

目標    

50 

逃避和出

離有什麼

不同？ 

P.188 

～ 

P.189 

無 
1.厭離是修習佛法的 

初步 

1.1厭離就是知苦而求離苦 

1.2 厭離是修行的初步過程，而不

是終究的目的 

1.3厭離不是逃避 

1.4厭離煩惱的世間是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