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點燈的功德與意義 
 

故事《譬喻經》第二卷 

過去佛陀在世時，有許多傑出的弟子，他們的長處各有不同，例如舍利弗是智慧第

一、目犍連是神通第一，而阿那律則是天眼第一，他能清楚的觀看到三千大千世

界，連非常微細的地方都能夠看得很清楚。 
 

阿難知道了，就問佛說： 

『世尊，請問阿那律前世有何因緣，使他今世能夠有如此的天眼呢？』 
 

佛回答說： 

『在過去約九十一劫前，毘婆尸佛入涅槃後，那時阿那律是一個盜賊，他便到佛塔

中去，想盜取財物。當他來到佛塔時，佛前的燈火已經快要熄滅了，他見了便趕緊

以劍將燈蕊撥正，使燈火又恢復了光明。盜賊看著燈火，忽然感受到佛燈光明的威

力，心裡不覺肅然起敬。他想，別人都願意拿物品來供佛了，我哪裡有偷盜的道理

呢？因此，他就放下偷盜的念頭離去了。 
 

就是因為他將佛前的燈調整好，使燈火能繼續散發光明的這個因緣，所以之後的九

十一劫都能夠生在好人家，並使他逐漸除去原來的習氣，福報也不斷增加。到了今

生，還能夠遇到佛，並且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果，而在眾人之中也是天眼第一，能

夠目清一切。 
 

阿那律尚且都能夠從盜賊獲如此殊勝的果報，更何況是誠心在佛前點燈供養之人，

其所獲得的福德更將是無量無邊了！』」 

 

佛於《業報差別經》曰，若有眾生，奉施燈明，得十種功德。 

一者 照世如燈。所到之處如燈般，普現光明。 

二者 隨所生處。肉眼不壞。常於佛前點燈者，眼睛不易退化。 

三者 得於天眼。修行者常於佛前點燈，則易修得天眼通。 

四者 於善惡法。得善智慧。可修行正法得正智慧，不墮邪知邪見。 
 

出法界次第 

謂此八法不依偏邪而行，故名為正。復能通至涅槃，故名為道。 

一、 正見，謂人修無漏道，見四諦分明，破外道有無等種種邪見，是為正見。 

無漏道者即戒定慧。修此道者，能斷三界有漏生死也。 

四諦者，苦諦、集諦、滅諦、道諦也。 

二、正思惟，謂人見四諦時，正念思惟，觀察籌量，令觀增長，是為正思惟。 

三、正語，謂人以無漏智慧，常攝口業，遠離一切虛妄不實之語，是為正語。四、

正業，謂人以無漏智慧，修攝其心，住於清淨正業，斷除一切邪妄之行，是為正

業。（清淨正業者，謂戒定慧等出世之善業也。） 



 

五、正命，謂出家之人，當離五種邪命利養，常以乞食自活其命，是為正命。 

五種邪命者，一詐現異相，二自說功能，三占相吉凶，四高聲現威，五說所得  

利以動人心也。 

六、正精進，不雜名精，無間名進。謂人勤修戒定慧之道，一心專精，無有間歇，   

    是名正精進。 

七、正念，謂人思念戒定慧正道及五停心助道之法，堪能進至涅槃，是名正念。 

    五停心者，多散眾生數息觀、多貪眾生不淨觀、多瞋眾生慈悲觀、 

              愚癡眾生因緣觀、多障眾生念佛觀也。 

八、正定，謂人攝諸散亂，身心寂靜，正住真空之理，決定不移，是名正定。 

 

五者 除滅大闇。常於佛前點燈者，可去除貪瞋痴。 

六者 得智慧明。常於佛前點燈者，是非善惡容易分明，不造諸惡。 

七者 流轉世間。常不在於黑闇之處。累世不墮惡道或無佛法之處。 

八者 具大福報。具有五福，健康、長壽、富貴、好名、善終。 

九者 命終生天。命終可往生天上。 

十者 速證涅槃。修行人得速成佛，開悟證果。 

 

點燈供佛， 

主要是在傳達對佛菩薩的敬意，感恩祂們為眾生指引離苦得樂的道路。透過這樣的

供養，同時也在自我淨化。當人們頂禮佛時，每一絲虔誠的發心，每一剎那恭敬的

意念，都在使自己的貪婪、恨、愚昧、高傲、疑慮少一點。有別於一般民間信仰

「花錢消災」的觀念。 

 

供燈 

一方面可得諸佛放光加持、消除業障； 

一方面藉點燈提醒自己，要時常聽經聞法修行，增長自己的福報和智慧，行種種利

益眾生之事，使佛法廣為弘傳，利益更多眾生，無形之中，做到了財施與法施，獲

得布施的功德。 

 

然而，佛法講「因果」，並非點了光明燈就能一勞永逸，不必受報。而是藉由供燈

因緣，從此「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修正習性，自然匯聚善緣，災難漸漸消弭，

這才是消災解厄、祈福轉運的方法，也是佛教點燈的真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