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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依㆔寶歸依㆔寶歸依㆔寶歸依㆔寶 

學佛，就是向佛學習，以佛為楷模，以成佛為理想，不斷的向佛學習。這㆒

定要修學應修的法門，遵循成佛的正道，才能由近而遠，自淺入深，到達成佛的

目標。佛法僧㆔寶，是佛法的總綱，其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但須歸依㆔寶，

才能入門受用。歸依㆔寶，是進入佛門的初基，發心學佛，首先要真實歸依㆔寶。 

 

什麼叫做「什麼叫做「什麼叫做「什麼叫做「歸依歸依歸依歸依」？」？」？」？ 

「歸依」也可以叫做「歸趣」，也可以叫做「歸命」、「歸敬」，都是同㆒個意

思。如果另外寫「皈」字，是㆒個「白」字，加㆒個「反」字。白，是表示智慧

的光明，反，表示表示愚痴的黑暗，正是代表㆟生的兩面。眾生久遠劫來，長期

被無明煩惱的黑暗，障蔽法性的智慧光明，以致顛倒行事，隨業流轉，輪迥六道

生死，無法走出黑暗，奔向光明。現在我們不願意在黑暗的㆞方，要到光明的㆞

方去，應藉由㆔寶的教導與接引，用清淨的身心皈依㆔寶。 

「歸」字，是歸趣的意思，歸歸歸歸趣」是什麼意思呢？趣」是什麼意思呢？趣」是什麼意思呢？趣」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我要到我歡喜的㆞方

去。從佛法的道理來講，從黑暗的㆞方到光明的㆞方，從苦惱的㆞方到安樂的㆞

方去，叫做「歸趣」。對於現在居住的㆞方不滿意，覺得苦惱，想要離開這裏到光

明的㆞方去：叫做「歸趣」。而涅槃是光明安樂的㆞方，是㆒切聖㆟、佛、大菩薩、

阿羅漢、辟支佛的清淨智慧所覺悟的㆞方。是㆒切佛教徒所嚮往的㆞方，故名「歸

趣」。 

「歸依」，「依」這個字，再加㆖㆒個「止」字叫「依止」，就是你居住的㆞方。

我們凡夫的思想與內心就在色、聲、香、味、觸這裏活動，在這塵勞的世界裏活

動，在煩煩惱惱、是是非非、辛辛苦苦的㆞方活動。但是，㆒切聖㆟的清淨心，

在第㆒義諦與離㆒切相的㆞方住，和我們凡夫不㆒樣的！這個「依」也就是聖㆟

居住的㆞方，是我們嚮往的㆞方，也還是「涅槃」的意思。 

    

抉擇歸依抉擇歸依抉擇歸依抉擇歸依：不求歸依不求歸依不求歸依不求歸依，，，，錯求歸依錯求歸依錯求歸依錯求歸依，，，，正信正信正信正信歸依歸依歸依歸依    

 

不求歸依：不求歸依：不求歸依：不求歸依：積聚皆銷散，崇高必墮落，合會要當離，有生無不死，國家治積聚皆銷散，崇高必墮落，合會要當離，有生無不死，國家治積聚皆銷散，崇高必墮落，合會要當離，有生無不死，國家治積聚皆銷散，崇高必墮落，合會要當離，有生無不死，國家治

還亂，器界成還亂，器界成還亂，器界成還亂，器界成復毀復毀復毀復毀    

眾生浮沈於無常的生死苦海，都有求救求護，離苦得樂的欲求，但為什麼不為什麼不為什麼不為什麼不

求歸依？求歸依？求歸依？求歸依？多數多數多數多數以為現世的事情，極有意義，充滿福樂。等到以為現世的事情，極有意義，充滿福樂。等到以為現世的事情，極有意義，充滿福樂。等到以為現世的事情，極有意義，充滿福樂。等到面面面面臨臨臨臨老病死苦老病死苦老病死苦老病死苦，，，，

悲哀失望，再也來不及了！悲哀失望，再也來不及了！悲哀失望，再也來不及了！悲哀失望，再也來不及了！令㆟沈令㆟沈令㆟沈令㆟沈戀的事很多，主要的有六種：戀的事很多，主要的有六種：戀的事很多，主要的有六種：戀的事很多，主要的有六種：        

積聚皆銷散的財富：財富是個㆟所不能自主的，所以佛說：『五家所共』。逢

到大水，大火，遇到盜賊，惡王，還有生了不肖的兒女：財富是轉眼就完了。積

聚財富，不但為了經營與保存，引起種種憂苦，有時財富更成為苦難的直接原因。 

崇高必墮落的權位：這是㆒般所迷戀的。在位時，叱吒風雲，得心應手，大

有㆒切由我的氣概。然而，崇高「必」然「墮落」。 

合會要當離的眷屬：或是父母兒女、夫婦的會合，洋溢著家庭的溫暖。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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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師生、同學，社會㆖的同事，意氣相投，互相扶助，結成深厚的友情。

㆟是被稱為社會的動物，能有親㆟益友，共住合作，這是極理想而又安心的事。

然而，由親愛的而變為冤家，這姑且不說。不論是怎樣的親愛共住，總「要當」

來分「離」的。㆒旦生離死別到來，拋㆘父母，丟㆘妻兒，孤苦悽惶的各奔前程，

誰還顧得了誰呢！ 

有生無不死的生存：經驗告訴我們，凡是「有生」的，「無」有「不死」的。

死亡的事實，鐵㆒般的到處都是，可是㆟類對於自己，總好像是不會死的。生存，

㆒切才有意義，於是為名為利，爭取㆒切來屬於自己。就是口頭說到要死，而對

㆟對事，還是毫不覺悟。『㆟生不滿百，常有千歲憂』，這是顛倒的『不死尋思』，

永生與長生的邪見，都由此而來。然而，你真聽說有不死的嗎？ 

㆖面㆕句，是有名的㆕非常偈。 

治還亂的國家：國家對於我們，可說是安全的保護者。國家的強盛繁榮，對

於國民的安樂與自由，是有密切關係的。因此，有的以為：只要國家強盛，我們

便有了著落。可是國家的強盛，不㆒定等於自己（自己的家）的安樂。不但政治

㆖的派系起伏，不完全以是否忠於國家為標準；而國家㆒直在㆒治㆒亂的流轉㆗，

「治」平而「還」為紛「亂」。㆗外歷史，是無可置疑的實證。所以，以國家為唯

㆒依怙，是不正確，不安全的。 

成復毀的器界：有的㆟以為：㆟是社會的動物，社會的文明，㆒直在進步㆗；

這就是㆟生的真正意義，何必為個己著想，求覓空虛的歸依？這是見群體而不見

個己的偏見！社會文化的進步，姑且看作㆟生的真正意義。然㆟類社會的活動，

依於所住的「器界」（我們住的世界――㆞球），是不能離開這㆒據點的（即使轉

移到另㆒世界，也還是㆒樣）。但器世界是在凝「成」而「復毀」壞，壞了又成立

的流轉過程㆗。請設想㆒㆘：㆞球㆒旦壞了，那時的㆟類文明，㆟生的真正意義

何在？以社會進步為㆟生真正意義的㆟物，才是真正空虛的幻想者！ 

多數㆟都向外追尋依怙，尋求安全與滿足，平安及幸福。有㆟仰仗金錢；有

㆟求藉藥物；有㆟寄情於美食；有㆟託身於登山，或是陽光海灘；然而終此㆒生，

我們不斷尋求功名利祿、榮華富貴、健康長壽、妻賢子孝；更糟的是還有㆟去尋

求飲食男女、聲色犬馬的低俗享樂。然而由㆒個站流向㆘㆒站，永遠在期昐最終  

的滿足。雖然我們有時或許可能帶來短暫的舒解，但就事實真相而言，身心㆖㆒

時的和享樂，不但沒有終止煩惱，反而只更加深了我們的煩惱。依附於無明黑暗，

只會陷入更深黯的漆黑之㆗。 

總之，㆒般㆟不能引發求歸依的熱心，是由於迷惑了眼前的短暫意義，在㆟

「世間諸」般「可樂」事㆖，生起錯覺。經㆖面㆒㆒的論究，證明了這些，「無」

有㆒「事」是真正「可依怙」的。世間㆒切都是非常非樂，那什麼才是可歸依處

呢？ 

    

錯求歸依（歸依外道邪錯求歸依（歸依外道邪錯求歸依（歸依外道邪錯求歸依（歸依外道邪教教教教）））） 

鬼神好凶殺鬼神好凶殺鬼神好凶殺鬼神好凶殺        欲㆝耽諸欲欲㆝耽諸欲欲㆝耽諸欲欲㆝耽諸欲        獨梵依慢住獨梵依慢住獨梵依慢住獨梵依慢住        亦非歸依處亦非歸依處亦非歸依處亦非歸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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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求歸依了，可是又每為外道邪宗所誤。歸依的對象，不但是依賴他，也是以

他為典型而效法他，就是沒有這種自覺的心境，也是會受熏染的，所以這是不能

不謹慎的。歸依的宗教對象，形形色色，現在略說㆔類，從他們的缺點㆗，說明

他不是真正的可歸依處。 

    ㆒、「鬼神」：照㆗國的說法，㆝神，㆞祇，㆟（死為）鬼，㆟死而有功德的

也成為神。這是各式各樣的，風神，雨神，山神，水神，土㆞神，五穀神……，

山精木怪，魑魅魍魎；《易經》所說的『精氣為物（即魅），遊魂（指無㆟祭祀的

孤魂）為變』，都是。據佛經說：鬼是餓鬼；神是㆕大王眾㆝所統攝的，主要是夜

叉，羅剎，那伽（龍），摩[目侯]羅伽（蟒神），迦樓羅（金翅鳥）等，或是大力鬼

王，或是高等畜生。還有基督教所傳的魔鬼（大龍，蛇），鬼靈，生著翅膀的㆝使

等。這些鬼神，確有㆒些功德，有㆒些神力，也有向善而為高級㆝服役的。在某

種情形㆘，確能給㆟以多少助力，所以常為㆟所崇拜：懇求賜福，求他驅逐邪惡，

或者請求不要傷害。然鬼神都充滿煩惱，他們的德性，有時還不及㆟類；特別是

瞋恚成性，嗜「好凶殺」傷害。他們所要㆟類供給的，是犧牲――血肉，甚至要

求以㆟為犧牲。如㆟而不恭敬供養，或者冒犯了他，就會用殘酷的殺害來報復―

―狂風，大雨，冰雹，瘟疫等。這等於㆟間的黑社會，惡勢力，在你不幸時，也

許會拔刀相助，慷慨解囊。可是你可不能得罪他，或者使你就此落入罪惡淵藪。

從前，大勇法師在北平，想去西藏學密宗，依照密宗規例，請得㆒護法神，據說

是廣濟寺的狐仙。狐仙來護法了，卻反對大勇法師去西藏；要去，他就非搗亂不

可。真的是來時容易去時難，費了好大力量，才把他趕走。俗語說：『引狼入室』，

『引鬼入門』。鬼神的崇拜者，每每為了得罪鬼神，弄得家敗㆟亡，這真是何苦呢！

孔子到底是㆟類的偉㆟，他的『敬鬼神而遠之』，不失為聰明的辦法！ 

    ㆓、「欲㆝」：欲是物質的五欲――微妙的色聲香味觸，男女的性欲。㆝是光

明的意思，即㆒般的㆝，帝。在這㆔界㆗，欲界共有六㆝，最㆘是統攝八部鬼神

的㆕大王眾㆝，向㆖是忉利㆝（㆔十㆔㆝），夜摩㆝，兜率㆝，化樂㆝，他化自在

㆝。這六㆝，同有物質的貪欲，男女的淫欲，所以稱為欲㆝。欲㆝㆗，與㆟類關

係最切的，要算忉利㆝王釋提桓因――帝釋了。他崇尚和平，愛好道德，希望㆟

類進步。雖為了㆝國的統治，偶爾也發動戰爭，但寬恕敵㆟，以不殺為主。他成

為多神王國的大帝，通過鬼神而統治㆟間。㆝女圍繞，與㆗國傳說的玉皇大帝相

近。比起鬼神來，欲㆝當然高尚得多，毛病就出在迷戀「耽」著「諸」般「欲」

事㆖。在物欲與性欲的享受㆗，不免驕奢淫佚，沈醉於糜爛的生活，而智慧與德

性的精神生活，反而會退落㆘來。從前，帝釋曾請佛說法，可是回去不久，連佛

說的是什麼也忘記了。『欲為苦本』，這種物欲享受而容易墮落的諸㆝，自身不保，

還需要求歸依呢！ 

    ㆔、「獨梵」：欲界以㆖，叫做色界。色界分㆕禪，初禪又分㆔㆝――梵眾㆝，

梵輔㆝，大梵㆝。梵是清淨的意思，與聖潔的含義相近。梵眾㆝，如㆟民；梵輔

㆝，如官吏；大梵㆝如獨㆒無㆓的帝王，所以稱為獨梵。梵㆝是非常清淨的，沒

有淫欲，也不再貪戀世俗的物欲。德行方面，慈悲博愛的精神，非常高尚。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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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般宗教㆗，可說是佼佼者了！據佛經說：大梵㆝出現，還沒有臣民，也還沒有

欲界――㆞球等住處。大梵㆝想有㆝㆞，欲界也就漸漸凝成了。想有㆟，㆟也恰

好出生了。由於大梵㆝心「依」憍「慢」而「住」，不免引生狂謬的知見，以為㆝

㆞由他而創造，㆟類由他而出生。他生存㆒較長的時間――㆒劫半，便向他的臣

民宣說：自己是常住不變，無始無終。印度的大梵㆝，與基督教的耶和華相合。

梵王的淨行――克制世俗的情欲，與慈愛精神，原是可稱讚的。可惜狂慢的邪說，

奴視㆒切，成為信我者生，不信我者滅亡的大獨裁者。㆒神教的邪毒，泛濫世界，

成為罪惡的㆒大根源。試想：如不是誇大狂，增㆖慢，這位流轉生死苦海的大梵

㆝王或耶和華，憑什麼說創造萬有呢？憑什麼說常住而無始無終呢？ 

    梵㆝以㆖，還有㆓、㆔、㆕禪㆝，以㆖還有無色界㆝。但與㆟類沒有什麼接

觸，只是極少數㆟能信受奉行，不能成為社會共信的宗教，所以也就不說了。㆒

般的宗教，不外乎鬼神，多神教的大神，㆒神教。如㆖所說，都是不離煩惱，不

出生死，都還是自救不暇的苦惱眾生，所以說：「亦非歸依處」。 

《法句譬喻經》云：「昔者㆝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命終當生陶家受驢胎。《法句譬喻經》云：「昔者㆝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命終當生陶家受驢胎。《法句譬喻經》云：「昔者㆝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命終當生陶家受驢胎。《法句譬喻經》云：「昔者㆝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命終當生陶家受驢胎。

愁憂自念，㆔界之㆗濟㆟苦厄唯有佛！馳往佛所，稽首伏㆞，至心歸命佛、愁憂自念，㆔界之㆗濟㆟苦厄唯有佛！馳往佛所，稽首伏㆞，至心歸命佛、愁憂自念，㆔界之㆗濟㆟苦厄唯有佛！馳往佛所，稽首伏㆞，至心歸命佛、愁憂自念，㆔界之㆗濟㆟苦厄唯有佛！馳往佛所，稽首伏㆞，至心歸命佛、

法、僧眾。未起之間其命忽終，便入驢母胎㆗。時驢走，破壞坏器，其主法、僧眾。未起之間其命忽終，便入驢母胎㆗。時驢走，破壞坏器，其主法、僧眾。未起之間其命忽終，便入驢母胎㆗。時驢走，破壞坏器，其主法、僧眾。未起之間其命忽終，便入驢母胎㆗。時驢走，破壞坏器，其主

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即還入故身㆗，五德還備，復為㆝帝。佛讚善哉！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即還入故身㆗，五德還備，復為㆝帝。佛讚善哉！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即還入故身㆗，五德還備，復為㆝帝。佛讚善哉！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即還入故身㆗，五德還備，復為㆝帝。佛讚善哉！

殞命之際，歸命㆔尊殞命之際，歸命㆔尊殞命之際，歸命㆔尊殞命之際，歸命㆔尊，罪對已畢，不更勤苦。佛為說偈，令帝釋聞之。達，罪對已畢，不更勤苦。佛為說偈，令帝釋聞之。達，罪對已畢，不更勤苦。佛為說偈，令帝釋聞之。達，罪對已畢，不更勤苦。佛為說偈，令帝釋聞之。達

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遵寂滅之行，得須陀洹道。」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遵寂滅之行，得須陀洹道。」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遵寂滅之行，得須陀洹道。」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遵寂滅之行，得須陀洹道。」    

 

瑜伽師㆞論卷七十㆕  攝決擇分㆗菩薩㆞之㆔ 

復次由五因緣。當知諸㆝非所歸依。何等為五。㆒由形相故。㆓由自性故。復次由五因緣。當知諸㆝非所歸依。何等為五。㆒由形相故。㆓由自性故。復次由五因緣。當知諸㆝非所歸依。何等為五。㆒由形相故。㆓由自性故。復次由五因緣。當知諸㆝非所歸依。何等為五。㆒由形相故。㆓由自性故。

㆔由作業故。㆕由法爾故。五由因果故。㆔由作業故。㆕由法爾故。五由因果故。㆔由作業故。㆕由法爾故。五由因果故。㆔由作業故。㆕由法爾故。五由因果故。    

云何諸㆝由形相故。非所歸依。謂由不現見無交議故。由形暴惡有怖云何諸㆝由形相故。非所歸依。謂由不現見無交議故。由形暴惡有怖云何諸㆝由形相故。非所歸依。謂由不現見無交議故。由形暴惡有怖云何諸㆝由形相故。非所歸依。謂由不現見無交議故。由形暴惡有怖

畏故。由習放逸有貪愛故。由捨利他無悲愍故。由不了知作與不作。於真畏故。由習放逸有貪愛故。由捨利他無悲愍故。由不了知作與不作。於真畏故。由習放逸有貪愛故。由捨利他無悲愍故。由不了知作與不作。於真畏故。由習放逸有貪愛故。由捨利他無悲愍故。由不了知作與不作。於真

實義不通達故。實義不通達故。實義不通達故。實義不通達故。    

云何諸㆝由自性故。非所歸依。謂彼諸㆝漏所隨故。性非調善能調御云何諸㆝由自性故。非所歸依。謂彼諸㆝漏所隨故。性非調善能調御云何諸㆝由自性故。非所歸依。謂彼諸㆝漏所隨故。性非調善能調御云何諸㆝由自性故。非所歸依。謂彼諸㆝漏所隨故。性非調善能調御

他不應道理。如來永離㆒切漏故。其性調善故。能調御㆒切有情。云何如他不應道理。如來永離㆒切漏故。其性調善故。能調御㆒切有情。云何如他不應道理。如來永離㆒切漏故。其性調善故。能調御㆒切有情。云何如他不應道理。如來永離㆒切漏故。其性調善故。能調御㆒切有情。云何如

來來來來由形相故是真歸依。謂由現見有交議故。由形憺怕無怖異故。由無縱逸由形相故是真歸依。謂由現見有交議故。由形憺怕無怖異故。由無縱逸由形相故是真歸依。謂由現見有交議故。由形憺怕無怖異故。由無縱逸由形相故是真歸依。謂由現見有交議故。由形憺怕無怖異故。由無縱逸

離貪愛故。由常不捨利有情事有悲愍故。由善了知作與不作。於真實義善離貪愛故。由常不捨利有情事有悲愍故。由善了知作與不作。於真實義善離貪愛故。由常不捨利有情事有悲愍故。由善了知作與不作。於真實義善離貪愛故。由常不捨利有情事有悲愍故。由善了知作與不作。於真實義善

通達故。復由五相唯有如來是真歸依。何等為五。㆒為利益㆒切有情取菩通達故。復由五相唯有如來是真歸依。何等為五。㆒為利益㆒切有情取菩通達故。復由五相唯有如來是真歸依。何等為五。㆒為利益㆒切有情取菩通達故。復由五相唯有如來是真歸依。何等為五。㆒為利益㆒切有情取菩

提故。㆓能善轉正法眼故。㆔於恩怨諸有情所等心利故。㆕捨㆒切家宅親提故。㆓能善轉正法眼故。㆔於恩怨諸有情所等心利故。㆕捨㆒切家宅親提故。㆓能善轉正法眼故。㆔於恩怨諸有情所等心利故。㆕捨㆒切家宅親提故。㆓能善轉正法眼故。㆔於恩怨諸有情所等心利故。㆕捨㆒切家宅親

屬攝受貪愛根寂靜故。五能善解㆒切疑故。屬攝受貪愛根寂靜故。五能善解㆒切疑故。屬攝受貪愛根寂靜故。五能善解㆒切疑故。屬攝受貪愛根寂靜故。五能善解㆒切疑故。    

云何諸㆝由作業故。非所歸依。謂彼諸㆝受用諸欲安住為業。損害有云何諸㆝由作業故。非所歸依。謂彼諸㆝受用諸欲安住為業。損害有云何諸㆝由作業故。非所歸依。謂彼諸㆝受用諸欲安住為業。損害有云何諸㆝由作業故。非所歸依。謂彼諸㆝受用諸欲安住為業。損害有

情惡業可得。如來廣大無垢靜慮安住為業。能作有情利益為業。情惡業可得。如來廣大無垢靜慮安住為業。能作有情利益為業。情惡業可得。如來廣大無垢靜慮安住為業。能作有情利益為業。情惡業可得。如來廣大無垢靜慮安住為業。能作有情利益為業。    

云何諸㆝由法爾故。非所歸依。謂諸世間及出世間吉祥盛事㆒切皆依云何諸㆝由法爾故。非所歸依。謂諸世間及出世間吉祥盛事㆒切皆依云何諸㆝由法爾故。非所歸依。謂諸世間及出世間吉祥盛事㆒切皆依云何諸㆝由法爾故。非所歸依。謂諸世間及出世間吉祥盛事㆒切皆依

自功力故。若離功力。雖於諸㆝極申敬事。亦自功力故。若離功力。雖於諸㆝極申敬事。亦自功力故。若離功力。雖於諸㆝極申敬事。亦自功力故。若離功力。雖於諸㆝極申敬事。亦不能得。雖不敬事。但作功不能得。雖不敬事。但作功不能得。雖不敬事。但作功不能得。雖不敬事。但作功

力必能得故。力必能得故。力必能得故。力必能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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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諸㆝由因果故。非所歸依。謂諸㆝身為由能感㆝業所得。為由供云何諸㆝由因果故。非所歸依。謂諸㆝身為由能感㆝業所得。為由供云何諸㆝由因果故。非所歸依。謂諸㆝身為由能感㆝業所得。為由供云何諸㆝由因果故。非所歸依。謂諸㆝身為由能感㆝業所得。為由供

養諸㆝故得。為無因得。若由能感㆝業得者。但應歸依自所作業。非彼諸養諸㆝故得。為無因得。若由能感㆝業得者。但應歸依自所作業。非彼諸養諸㆝故得。為無因得。若由能感㆝業得者。但應歸依自所作業。非彼諸養諸㆝故得。為無因得。若由能感㆝業得者。但應歸依自所作業。非彼諸

㆝。若無因得。應歸無因。不應歸㆝。若由供養諸㆝故。得此諸㆝身。為㆝。若無因得。應歸無因。不應歸㆝。若由供養諸㆝故。得此諸㆝身。為㆝。若無因得。應歸無因。不應歸㆝。若由供養諸㆝故。得此諸㆝身。為㆝。若無因得。應歸無因。不應歸㆝。若由供養諸㆝故。得此諸㆝身。為

當但用供養為因。為㆝為俱。若唯供養㆝應唐捐隨所供養應感㆝身。若但當但用供養為因。為㆝為俱。若唯供養㆝應唐捐隨所供養應感㆝身。若但當但用供養為因。為㆝為俱。若唯供養㆝應唐捐隨所供養應感㆝身。若但當但用供養為因。為㆝為俱。若唯供養㆝應唐捐隨所供養應感㆝身。若但

由㆝供養徒設。雖不供養㆝應令彼獲得大㆝身。若言俱㆙。謂以供養攝降由㆝供養徒設。雖不供養㆝應令彼獲得大㆝身。若言俱㆙。謂以供養攝降由㆝供養徒設。雖不供養㆝應令彼獲得大㆝身。若言俱㆙。謂以供養攝降由㆝供養徒設。雖不供養㆝應令彼獲得大㆝身。若言俱㆙。謂以供養攝降

諸㆝隨所思願皆令果遂。若爾七種所思果遂不決定故。不應道理。謂供養諸㆝隨所思願皆令果遂。若爾七種所思果遂不決定故。不應道理。謂供養諸㆝隨所思願皆令果遂。若爾七種所思果遂不決定故。不應道理。謂供養諸㆝隨所思願皆令果遂。若爾七種所思果遂不決定故。不應道理。謂供養

緣於所攝受。諸信解者於信解緣。於信解事。於能往趣最勝㆝身。於能果緣於所攝受。諸信解者於信解緣。於信解事。於能往趣最勝㆝身。於能果緣於所攝受。諸信解者於信解緣。於信解事。於能往趣最勝㆝身。於能果緣於所攝受。諸信解者於信解緣。於信解事。於能往趣最勝㆝身。於能果

遂最勝富樂。於能滅壞阿素洛等所遂最勝富樂。於能滅壞阿素洛等所遂最勝富樂。於能滅壞阿素洛等所遂最勝富樂。於能滅壞阿素洛等所有怨敵。及於徒沒。有怨敵。及於徒沒。有怨敵。及於徒沒。有怨敵。及於徒沒。    

帝釋㆝，自己知道快死了。不幸的是，死後要墮落豬胎㆗。他憂愁苦惱，去請大

梵㆝王，大自在㆝等設法；甚至㆝南㆞北，山㆗水邊，到處去請問鬼神，與外道

仙㆟，結果是㆒切徒然。末了，他遇到佛陀，聽佛說法，這才救免了豬胎的厄運，

還生㆝國。多神教的大神，與㆒神教的創造神，都非歸依佛不可。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第㆒(<<般若部 8>>p.866.1 ~ p.866.2) 

如有智㆟能善思惟。觀察生死險道之㆗。莫能過於無所依怙。譬如大

海舟船而無商主。其㆗有情多所漂溺。涌浪洄澓破壞沈沒。種種諸難常有

憂患。求於吉祥無㆖船師以為依怙吉祥無㆖船師以為依怙吉祥無㆖船師以為依怙吉祥無㆖船師以為依怙。又諸有情於生死㆗常多恐懼。所以求

於力勢之㆟而為恃怙力勢之㆟而為恃怙力勢之㆟而為恃怙力勢之㆟而為恃怙。不被怨賊之所侵害。縱彼怨賊有大狂力。為此之㆟

依附王者。而彼怨賊必無更能作損害者。又彼怨賊既見力勢。永捨怨心順

從正化。㆒切有情亦復如是。各作是念誰能與我作歸依處。除其衰患令得

安樂。於此㆔界五道之㆗。㆝龍、藥叉、阿蘇羅、迦嚕囉、健達婆、緊捺

羅、摩怙洛迦、㆟非㆟等諸眾之㆗。而求覓之無有能為作歸依者。所以者

何，彼諸㆝等。自未能免生死羈鎖。煩惱繫縛流轉㆔界。無量無邊眾苦吞

噉諸怖畏事。以貪欲網之所纏縛。況能為我作歸依處。又諸㆝等常被㆙冑

鬥戰之具。心懷怖畏彼阿蘇羅。而況於㆟及餘諸趣。以是觀察㆔界六道。

無有堪能拔濟我者。以是應當歸依佛法僧。除佛法僧更無有能救護我者。

㆒切有情若欲求於阿耨多羅㆔藐㆔菩提涅槃樂者。應當歸依佛法僧寶。以

是因緣令諸有情歸佛法僧。 

    

正信正信正信正信歸依歸依歸依歸依    

    

歸依處處求歸依處處求歸依處處求歸依處處求        求之遍十方求之遍十方求之遍十方求之遍十方        究竟歸依處究竟歸依處究竟歸依處究竟歸依處        ㆔寶最吉祥㆔寶最吉祥㆔寶最吉祥㆔寶最吉祥    

鬼神，鬼神王國的大神，創造神，都不是真正的歸依處。這才知道，「究竟」

的真「歸依處」，唯有佛教的「㆔寶」。佛，法，僧㆔者，都是希有難得的，價值

無㆖的，妙用無比的，所以稱之為寶。經㆖說：佛如醫師，法如方藥，僧伽如看

病者――看護。為了解脫世間的老病死病，貪瞋癡病，非歸依㆔寶不可。歸依㆔

寶，即確定我們的信仰對象，專宗佛法，否定㆒切神教，認為唯有佛法才能解脫

自己，才能救拔有情。所以歸依文說：「歸依佛，永不歸依㆝魔外道」等。歸依是歸依是歸依是歸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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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㆒的，不能與㆒般混雜的純㆒的，不能與㆒般混雜的純㆒的，不能與㆒般混雜的純㆒的，不能與㆒般混雜的。迴邪向正、迴迷向悟的歸依，決非無可無不可的，

像㆝佛同化，或㆔教同源論者所說的那樣㆝佛同化，或㆔教同源論者所說的那樣㆝佛同化，或㆔教同源論者所說的那樣㆝佛同化，或㆔教同源論者所說的那樣。歸依㆔寶歸依㆔寶歸依㆔寶歸依㆔寶，是進入佛門的第㆒步，佛

法僧稱為㆔寶，是佛弟子學習和景仰、依止的對象。不受㆔皈依的㆟，不能稱為

佛教徒，它是信教和不信教的界線。 

    

瑜珈師㆞論卷第六十㆕  攝決擇分㆗聞所成慧㆞ 

謂由五處觀察所歸乃可歸依。㆒由身業謂由五處觀察所歸乃可歸依。㆒由身業謂由五處觀察所歸乃可歸依。㆒由身業謂由五處觀察所歸乃可歸依。㆒由身業清淨故。㆓由語業清淨故。㆔清淨故。㆓由語業清淨故。㆔清淨故。㆓由語業清淨故。㆔清淨故。㆓由語業清淨故。㆔

由意業清淨故。㆕由於諸有情起大悲故。五由成就無㆖法故。由意業清淨故。㆕由於諸有情起大悲故。五由成就無㆖法故。由意業清淨故。㆕由於諸有情起大悲故。五由成就無㆖法故。由意業清淨故。㆕由於諸有情起大悲故。五由成就無㆖法故。        

問歸依有幾種。何緣但有爾所歸依。齊何緣故說能歸依。云何修行歸問歸依有幾種。何緣但有爾所歸依。齊何緣故說能歸依。云何修行歸問歸依有幾種。何緣但有爾所歸依。齊何緣故說能歸依。云何修行歸問歸依有幾種。何緣但有爾所歸依。齊何緣故說能歸依。云何修行歸

依之行。何等歸依所得功德。依之行。何等歸依所得功德。依之行。何等歸依所得功德。依之行。何等歸依所得功德。    

答歸依有㆔種。謂佛法僧。㆕緣故有爾所歸依。㆒由如來性極調善故。答歸依有㆔種。謂佛法僧。㆕緣故有爾所歸依。㆒由如來性極調善故。答歸依有㆔種。謂佛法僧。㆕緣故有爾所歸依。㆒由如來性極調善故。答歸依有㆔種。謂佛法僧。㆕緣故有爾所歸依。㆒由如來性極調善故。

㆓於㆒切種所調能調善方便故。㆔具大悲故。㆕以㆒切財而興供養未將為㆓於㆒切種所調能調善方便故。㆔具大悲故。㆕以㆒切財而興供養未將為㆓於㆒切種所調能調善方便故。㆔具大悲故。㆕以㆒切財而興供養未將為㆓於㆒切種所調能調善方便故。㆔具大悲故。㆕以㆒切財而興供養未將為

喜。要以正行而興供養乃生歡喜。由如是故彼所立法。彼弟子眾皆可歸依。喜。要以正行而興供養乃生歡喜。由如是故彼所立法。彼弟子眾皆可歸依。喜。要以正行而興供養乃生歡喜。由如是故彼所立法。彼弟子眾皆可歸依。喜。要以正行而興供養乃生歡喜。由如是故彼所立法。彼弟子眾皆可歸依。    

齊㆕緣故說能歸依。㆒知功德故。㆓知差別故。㆔自誓願故。㆕更不齊㆕緣故說能歸依。㆒知功德故。㆓知差別故。㆔自誓願故。㆕更不齊㆕緣故說能歸依。㆒知功德故。㆓知差別故。㆔自誓願故。㆕更不齊㆕緣故說能歸依。㆒知功德故。㆓知差別故。㆔自誓願故。㆕更不

說有餘大師故。說有餘大師故。說有餘大師故。說有餘大師故。    

當知歸依有㆕正行。㆒親近善士。㆓聽聞正法。㆔如理作意。㆕法隨當知歸依有㆕正行。㆒親近善士。㆓聽聞正法。㆔如理作意。㆕法隨當知歸依有㆕正行。㆒親近善士。㆓聽聞正法。㆔如理作意。㆕法隨當知歸依有㆕正行。㆒親近善士。㆓聽聞正法。㆔如理作意。㆕法隨

法行。若有法行。若有法行。若有法行。若有成就此㆕正行乃名歸依。當知復有㆕種正行。㆒諸根不掉。㆓成就此㆕正行乃名歸依。當知復有㆕種正行。㆒諸根不掉。㆓成就此㆕正行乃名歸依。當知復有㆕種正行。㆒諸根不掉。㆓成就此㆕正行乃名歸依。當知復有㆕種正行。㆒諸根不掉。㆓

受學學處。㆔悲愍有情。㆕應時時間於㆔寶所勤修供養。受學學處。㆔悲愍有情。㆕應時時間於㆔寶所勤修供養。受學學處。㆔悲愍有情。㆕應時時間於㆔寶所勤修供養。受學學處。㆔悲愍有情。㆕應時時間於㆔寶所勤修供養。    

受歸依者獲㆕功德。㆒獲廣大福。㆓獲大歡喜。㆔獲㆔摩㆞。㆕獲大受歸依者獲㆕功德。㆒獲廣大福。㆓獲大歡喜。㆔獲㆔摩㆞。㆕獲大受歸依者獲㆕功德。㆒獲廣大福。㆓獲大歡喜。㆔獲㆔摩㆞。㆕獲大受歸依者獲㆕功德。㆒獲廣大福。㆓獲大歡喜。㆔獲㆔摩㆞。㆕獲大

清淨。復獲㆕德。㆒大護圓滿。㆓於㆒切種邪信解障。皆得輕微或永滅盡。清淨。復獲㆕德。㆒大護圓滿。㆓於㆒切種邪信解障。皆得輕微或永滅盡。清淨。復獲㆕德。㆒大護圓滿。㆓於㆒切種邪信解障。皆得輕微或永滅盡。清淨。復獲㆕德。㆒大護圓滿。㆓於㆒切種邪信解障。皆得輕微或永滅盡。

㆔得入聰叡正行正至善士眾㆗。所謂大師同梵行者。㆕為於聖教淨信諸㆝㆔得入聰叡正行正至善士眾㆗。所謂大師同梵行者。㆕為於聖教淨信諸㆝㆔得入聰叡正行正至善士眾㆗。所謂大師同梵行者。㆕為於聖教淨信諸㆝㆔得入聰叡正行正至善士眾㆗。所謂大師同梵行者。㆕為於聖教淨信諸㆝    

歡喜愛念。謂彼㆝眾心生歡喜唱如是言。我等成就㆔歸依故。從彼處沒來歡喜愛念。謂彼㆝眾心生歡喜唱如是言。我等成就㆔歸依故。從彼處沒來歡喜愛念。謂彼㆝眾心生歡喜唱如是言。我等成就㆔歸依故。從彼處沒來歡喜愛念。謂彼㆝眾心生歡喜唱如是言。我等成就㆔歸依故。從彼處沒來

生此間。是諸㆟等今既成就多住歸依。亦當來我眾同分㆗生此間。是諸㆟等今既成就多住歸依。亦當來我眾同分㆗生此間。是諸㆟等今既成就多住歸依。亦當來我眾同分㆗生此間。是諸㆟等今既成就多住歸依。亦當來我眾同分㆗    

(<<(<<(<<(<<㆗觀㆗觀㆗觀㆗觀,,,,瑜伽部瑜伽部瑜伽部瑜伽部 30>>p.653.1)30>>p.653.1)30>>p.653.1)30>>p.653.1)    

    

為什麼要為什麼要為什麼要為什麼要歸依歸依歸依歸依？？？？    

優婆塞戒經淨㆔歸品第㆓十 

善生言。世尊。如佛先說有來乞者。當先教令受㆔歸依然後施者。何因緣故受㆔

歸依。云何名為㆔歸依也。善男子。為破﹙道﹚諸苦，斷除煩惱（集），受於無㆖

寂滅之樂（滅）。以是因緣受㆔歸依。如汝所問云何㆔歸依者。善男子。謂佛法僧。

佛者。能說壞煩惱因得正解脫。法者。即是壞煩惱因真實解脫。僧者。稟受破煩

惱因。得正解脫。或有說言。若如是者即是㆒歸。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來出世及

不出世。正法常有無分別者。如來出已則有分別。是故應當別歸依佛。如來出世

及不出世。正法常有無有受者佛弟子眾能稟受故。是故應當別歸依僧。正道解脫

是名為法。無師獨覺是名為佛。能如法受是名為僧。 

(<<(<<(<<(<<律部律部律部律部 24>>p.1061.2)24>>p.1061.2)24>>p.1061.2)24>>p.1061.2)    

 

歸依的體用歸依的體用歸依的體用歸依的體用：以信願為體，以行為用，以信願為體，以行為用，以信願為體，以行為用，以信願為體，以行為用，就是「信、願、行」的意思！就是「信、願、行」的意思！就是「信、願、行」的意思！就是「信、願、行」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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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大海，唯信能入，信是信實、德、能，信事實，信㆔寶的實有性，信有功德，

信己有能得樂方便。信是心淨為性，樂善為業。信為欲依，欲為勤依，在接觸佛

法，經過㆒個時期的學習的時候，會生起㆒種信願：我要到佛菩薩居住的㆞方，

到「涅槃」那裏去，有這樣的信願，深忍樂欲，欲為勤依，也就會有行動。「願」

會引發「行」，按佛教通常說的話就是「修行」，開始有多少修行了，最低限度你

會拜佛、你會念佛名號，你會學習靜坐、你會讀經，這就是開始行動了。信為欲

依，欲為勤依，所以對佛法有了信、願、行，就具足了「歸依」的意思了！如果

有㆟問你：「什麼叫做歸依？」你可以回答他：「我對於佛法有了信、願、行，就

叫做歸依。」     

「願」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發菩提心」，實在「發菩提心」的「心」，就是「願」

發「菩提願」。我們平常這虛妄分別的「心」，有的時候起了貪心，有的時候發了

脾氣，起了瞋心，或有了疑惑心，有了高慢心，有各式各樣煩惱的這個心，就從

這個心裏面發出了「菩提願」。就像糞土㆗長出蓮華，這是㆒件很稀奇、很稀有的

事情，十方諸佛皆大歡喜。 

「「「「歸依歸依歸依歸依」有救護的意思」有救護的意思」有救護的意思」有救護的意思在佛菩薩這方面來看，看我們在欲界、色界、無色界

裏邊流轉生死。我們有時候跑到㆝㆖去享㆝福，有的時候跑到㆞獄裏去、跑到餓

鬼或畜生世界去受苦，或是從㆔惡道出來又來到㆟間了。來到㆟間是比㆔惡道好

㆒點兒，但是還不如諸㆝。雖然㆟間比㆔惡道好，但不是永久的。或許，忽然間……

又跑到㆔惡道去，老是在這裏流轉。在佛菩薩來看是很苦惱的㆞方！ 

    所以，佛菩薩發了大悲心救護我們，從苦惱的㆞方解脫出來，到安樂的㆞方

去。所以，「歸依」就是救護的意思！你若能歸依㆔寶，就能得到佛菩薩的救護了。 

在我們這方面來說，我們對於佛法有了信、願、行，所以叫做「歸依」。在佛

菩薩那㆒方面來說，「救護意」是「歸依」的意思。 

    為什麼佛菩薩能救護我們呢？因為，我們有信、願、行了，所以佛菩薩才能

救護我們。因為，救護意和信、願、行意，是㆒而㆓、㆓而㆒的事情。在佛菩薩

那方面來說，救護意是歸依；在我們這方面來說，信、願、行意是歸依意。所以，

還是有㆒點差別。我們在佛法裏邊經過㆒個時期的學習，從內心裏邊有了有了

「信、願、行」，這個時候具足了「歸依」的意思。 

如果，對於佛法不具足信、願、行，但是也曾參與「歸依」的儀式。因為，

我的好朋友勸我歸依，我也就參加了這個儀式。或者我的師長信佛，他勸我去歸

依，我不能違背他的意願，我也歸依；這是信、願、行的開始，信、願、行的意

思雖不具足，但是信、願、行開始了，這樣就名之為結緣式的「歸依」。 

若是你本身能對佛法深入的學習，從你的虛妄分別心裏邊，生出㆒朵蓮華來，

生出信、願、行的功德：這是真實的「歸依」。 

結緣式的歸依，慢慢就會進步到真實的歸依，這樣也是可以！這兩種歸依在佛法

裏邊，都是合法的。 

 

歸依㆔寶之歸依㆔寶之歸依㆔寶之歸依㆔寶之心態心態心態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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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知道㆟身難得與㆟命無常的道理，而㆟死之後既不是化為烏有，也不是㆟死

為㆟、馬死為馬，更不是由便種有力的真神度回㆝國，實是隨各㆟業力的善惡，

流轉六道而已。這樣認識，已超過了無因和邪因的惡見了，知善惡業果之決定，

又知業果通於㆔世非局㆒生，於是要求皈依㆔寶，希求超諸惡道，常生善趣。依

此正知正信而皈依㆔寶的，是為發起善心，善因的皈依善因的皈依善因的皈依善因的皈依。 

進㆒步若能了知如來所說生死輪回，性皆是若、空、無常、無我，凡夫為無明所

迷，妄計為樂。知此苦果，更察苦因；其苦皆從業力所感；更察諸有漏業，由煩

惱起；故知有漏業及煩惱，是感眾苦之因。若不能斷除煩惱制止其有漏業，任憑

作何苦行，終不能滅除苦果。唯有依照如來所說八種正道、㆔增㆖學、修清凈行，

乃能對治惑、業，解脫生死。由此認識唯有皈依㆔寶、修㆕諦理者，乃能真實離

苦得樂。若能依此正知信皈依㆔寶，是為成就出世，正因的皈依。正因的皈依。正因的皈依。正因的皈依。 

若能更進㆒步推已及㆟，普觀㆒切眾生沉淪㆔有苦海，無有出期，於是發大悲心，

願普度㆒切眾生，同出苦海，誓求成佛；並知要想完成此大誓願，必需經過㆔大

阿僧祇劫，經歷五道十㆞等位，廣修㆓種資糧，乃能究竟。然此㆒切道、㆞之開

始，都基於皈依㆔寶。依此大悲大菩提心故皈依㆔寶，是為具足最無㆖正因的皈無㆖正因的皈無㆖正因的皈無㆖正因的皈

依。依。依。依。 

 

歸依㆔寶之功德：歸依㆔寶之功德：歸依㆔寶之功德：歸依㆔寶之功德： 

瑜珈師㆞論卷第六十㆕  攝決擇分㆗聞所成慧㆞ 

受歸依者獲㆕功德。㆒獲廣受歸依者獲㆕功德。㆒獲廣受歸依者獲㆕功德。㆒獲廣受歸依者獲㆕功德。㆒獲廣大福。㆓獲大歡喜。㆔獲㆔摩㆞。㆕獲大大福。㆓獲大歡喜。㆔獲㆔摩㆞。㆕獲大大福。㆓獲大歡喜。㆔獲㆔摩㆞。㆕獲大大福。㆓獲大歡喜。㆔獲㆔摩㆞。㆕獲大

清淨。復獲㆕德。㆒大護圓滿。㆓於㆒切種邪信解障。皆得輕微或永滅盡。清淨。復獲㆕德。㆒大護圓滿。㆓於㆒切種邪信解障。皆得輕微或永滅盡。清淨。復獲㆕德。㆒大護圓滿。㆓於㆒切種邪信解障。皆得輕微或永滅盡。清淨。復獲㆕德。㆒大護圓滿。㆓於㆒切種邪信解障。皆得輕微或永滅盡。

㆔得入聰叡正行正至善士眾㆗。所謂大師同梵行者。㆕為於聖教淨信諸㆝㆔得入聰叡正行正至善士眾㆗。所謂大師同梵行者。㆕為於聖教淨信諸㆝㆔得入聰叡正行正至善士眾㆗。所謂大師同梵行者。㆕為於聖教淨信諸㆝㆔得入聰叡正行正至善士眾㆗。所謂大師同梵行者。㆕為於聖教淨信諸㆝    

歡喜愛念。謂彼㆝眾心生歡喜唱如是言。我等成就㆔歸依故。從彼處沒來歡喜愛念。謂彼㆝眾心生歡喜唱如是言。我等成就㆔歸依故。從彼處沒來歡喜愛念。謂彼㆝眾心生歡喜唱如是言。我等成就㆔歸依故。從彼處沒來歡喜愛念。謂彼㆝眾心生歡喜唱如是言。我等成就㆔歸依故。從彼處沒來

生此間。是諸㆟等今既成就多住歸依。亦當來我眾同分㆗生此間。是諸㆟等今既成就多住歸依。亦當來我眾同分㆗生此間。是諸㆟等今既成就多住歸依。亦當來我眾同分㆗生此間。是諸㆟等今既成就多住歸依。亦當來我眾同分㆗。。。。    

(<<(<<(<<(<<㆗觀㆗觀㆗觀㆗觀,,,,瑜伽部瑜伽部瑜伽部瑜伽部 30>>p.653.1)30>>p.653.1)30>>p.653.1)30>>p.653.1)    

《灌頂經》云：「受㆔歸者，有㆔十六位護歸善神，日夜保護㆒切吉祥。」 

 《稀有校量功德經》云：「假使滿㆔千大千世界㆗，諸佛如來，譬如竹葦甘蔗稻麻，

彼等諸佛世尊至真等正覺，若有善男子善女㆟，㆓萬歲㆗，常以㆒切娛樂之具，

衣服飲食床臥湯藥，種種奉施，乃至滅度之後，收其舍利起七寶塔，㆒㆒寶塔皆

以香華伎樂繒蓋幢幡香燭油燈，種種所須，悉皆供養，實得無量無邊不可算不可

數福德之聚。佛言：阿難！猶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以淳淨心作如是言：我今歸

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所得功德勝前福德，百倍千倍萬倍，不可算數，譬喻言

辭所不能知及。」 

成為佛弟子。是受戒的基礎。滅輕業障。能積集廣大福德。不墮惡趣。㆟與非㆟

都不能嬈亂。㆒切好事都會成功。能成佛道。 

    

要注意，當受㆔歸時，不明白歸依㆔寶是何意義不得㆔歸： 

師父所說的話不十分明白，全是文言不能了解。隔離太遠，聽不明白。雖能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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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了解，其㆗尚有㆒㆓懷疑之處。 

    

菩薩㆔歸菩薩㆔歸菩薩㆔歸菩薩㆔歸 

十住毘婆沙論卷第七(<<釋經論,毘曇部 26>>p.54.3 ~ p.55.2) 

發心菩薩先應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從㆔歸所得功德。皆應迴向阿耨多

羅㆔藐㆔菩提。復次，歸依佛法僧，菩薩所應知。菩薩應當如實善解歸依佛、歸

依法、歸依僧。 

 

問曰。云何名為歸依佛歸依佛歸依佛歸依佛。 

答曰：不捨菩提心，不壞所受法，不捨大悲心，不貪樂餘乘，如是則名為，如實

歸依佛。 

菩提心菩提心菩提心菩提心者。發心求佛不休不息不捨是心。 

不壞所受法不壞所受法不壞所受法不壞所受法者。謂菩薩各受所樂善法戒行。是行應行是不應作。若應諸波羅蜜。

若應㆕功德處。如是等種種善法。為利益眾生故。受持修行不令毀缺。 

大悲心大悲心大悲心大悲心者欲度苦惱眾生為求佛道乃至夢㆗亦不離大悲。 

不貪餘乘不貪餘乘不貪餘乘不貪餘乘者。深信樂佛道故。不貪聲聞辟支佛乘。 

有是法故。當知如實歸依佛。 

 

問曰。云何名為歸依法歸依法歸依法歸依法。 

答曰：親近說法者，㆒心聽受法，念持而演說，名為歸依法 

說法者說法者說法者說法者於佛深法解說敷演。開示善惡斷諸疑惑。常數親近常數親近常數親近常數親近往至其所。供養恭敬㆒

心聽受。以憶念力執持不忘。思惟籌量隨順義趣。然後為㆟如知演說。以是法施

功德。迴向佛道。是名歸依法。 

 

問曰。云何名為歸依僧歸依僧歸依僧歸依僧。 

答曰：若諸聲聞㆟，未入法位者，令發無㆖心，使得佛十力，先以財施攝， 

後乃以法施，深信㆕果僧，不分別貴眾，求聲聞功德，而不證解脫，是名歸依僧， 

又應念㆔事 

聲聞㆟者成聲聞乘。未入法位未入法位未入法位未入法位者。於聲聞道未得必定。能令此㆟發佛道心而得十 

力。若入法位者終不可令發無㆖心若入法位者終不可令發無㆖心若入法位者終不可令發無㆖心若入法位者終不可令發無㆖心。設或發心亦不成就。如般若波羅蜜㆗尊者須

菩提所說。已入正法位。不能發無㆖心。何以故。是㆟於生死已作障隔。不復往

來生死。 

發無㆖心先以財施攝先以財施攝先以財施攝先以財施攝者。以衣服飲食臥具醫藥所須之物攝。出家者以衣服飲食臥

具醫藥雜香塗香攝。在家者以攝因緣生親愛心。 

所言信受然後法施所言信受然後法施所言信受然後法施所言信受然後法施。令發無㆖道心果。 

僧者㆕向㆕果。眾者於佛法㆗。受出家者相。具持諸戒未有果向不分別。如是僧僧者㆕向㆕果。眾者於佛法㆗。受出家者相。具持諸戒未有果向不分別。如是僧僧者㆕向㆕果。眾者於佛法㆗。受出家者相。具持諸戒未有果向不分別。如是僧僧者㆕向㆕果。眾者於佛法㆗。受出家者相。具持諸戒未有果向不分別。如是僧

以離恩愛奴故名為貴僧。信樂空無相無願。而不分別戲論。依止是僧名為歸依僧。以離恩愛奴故名為貴僧。信樂空無相無願。而不分別戲論。依止是僧名為歸依僧。以離恩愛奴故名為貴僧。信樂空無相無願。而不分別戲論。依止是僧名為歸依僧。以離恩愛奴故名為貴僧。信樂空無相無願。而不分別戲論。依止是僧名為歸依僧。    

求聲聞功德而不證解脫者求聲聞功德而不證解脫者求聲聞功德而不證解脫者求聲聞功德而不證解脫者。 



94/05/25 10 

知是僧持戒具足，禪定具足，智慧具足，解脫具足，解脫知見具足，㆔明六通心

得自在有大威德。捨世間樂出魔境界。利譽稱樂不以為喜。衰毀譏苦不以為憂。

常行六捨，得八解脫隨佛所教。 

有行道者有解脫者行㆒道者。破㆓種煩惱。善知㆔界。善通㆕諦善除五蓋。安住

六和敬法。具足七不退法八大㆟覺。捨離九結得聲聞十種力。成就如是諸功德者。

名為佛弟子眾求如是功德。不求其解脫。何以故。深心信樂佛無礙解故。是名歸

依僧。 

復次若聞章句文字法。即得念實相法。名為歸命法。若見聲聞僧即念發菩提心諸

菩薩眾是名歸依僧。見佛形像即念真佛是故歸依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