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願」真實的意義 
 

何謂“許願”和“發願”分別的意思？ 

佛法不講「許願、還願」，而講「發願、行願」。  

「願」，不是許給佛菩薩去幫忙實現的，佛菩薩也不需要我們的酬謝; 

「願」，是自己的心、理想、目標，「發願」是行為的動力和嚮導，依願而行是實現

目標的唯一途徑。 

 

「發心」是我想要去做什麼，是在「因」上而言。 

「發願」是策發自己內心的力量。 對佛菩薩最好的恭敬、供養和感謝，就是依教

奉行。 

 

「許願」，是我想要得到什麼結果。是求「果」相。 是把希望寄託於神秘的外力保

佑，  

 

佛法不講「許願、還願」，佛菩薩無處不在，所謂一定要回到許願處對原來那尊菩

薩還願的說法，是以世俗心態來揣度佛菩薩，佛菩薩豈會如此狹隘呢?佛法不講

「許願和還願」，而講「發願和踐行」。  

 

「許願」是把自己的願望寄託於佛菩薩，想像靠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來幫助自己實

現願望，這種含糊不清的想法就是“迷信”，不明白為何而信，迷迷糊糊的信。  

「發願」是主動發諸自心的志向，並且在這個願力的引導下去實踐，靠自己的努

力。 

 

佛菩薩不是萬能的神靈，而是指示覺悟之道的智者。  

拜佛是佛菩薩的感恩和尊敬，是提醒我們敬畏與追尋真理、收斂內心妄想、勿忘天

下蒼生。 

 

佛教不講許願，講發願，前者是把希望寄託於神秘的外力保佑， 

後者是策發自己內心的力量。 每一個人的際遇，都是由於自己的造作，別人無法

代替自己去努力。  

 

佛菩薩無法幫我們獲得無因之果，也不需要我們的感謝和表示。 若要許願，當放

棄自私自利，損人利己的念頭，發利益社會、利益眾生之大心願，則功德無量。 

依教奉行便是最好的還願，是佛菩薩最歡喜的事。 

 

一般人修福、修慧、修定，修得很多。可是很多人都不懂得發願。因此造成效果顯

不出來。這都是被一些傳統的觀念給障礙住的緣故。  

 



什麼樣的傳統觀念呢？就是： 

第一、做善事不求回報。（這是不圓滿的，這不是佛陀教的） 

第二、不懂得發願的重要性。 

第三、發不圓滿的願，所以效果也不太好。 

 

首先我們先依經典來參考。如地藏經中說："於佛法中所種善根。或佈施供養或修

補塔寺或裝理經典。乃至一毛一塵一沙一渧。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是人功德百

千生中受上妙樂。如但回向自家眷屬。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三生受樂舍一得萬

報。"從經中可以知道，發願是很重要的。而且要發大願，要將任何大大小小的功

德回向給法界一切眾生。 

 

又，有人發願只發一半也是不行的。如何說呢？因為只發一半願效果是出不來的。

今舉例說明：有二個孩子跟父親要很多錢，父親會不會不問就給他們呢？不會的。

父親一定會問，您們要錢做什麼？第一個孩子說，我身上放很多錢。隨時要用就有

了呀！第二個孩子說：我要將錢存在銀行，生利息，用利息錢學技能，等技能學好

了，再用那些錢來開店。您們想想，如果您是父親，又有錢。您會給那一位？當然

是給第二位。為什麼？因為第一位可能會亂花。第二位有理想，可能達到。同樣

的，發願的重要性，就在這裏。有人做功德，不懂得發願。就好像第一個孩子，有

錢，但沒有目標一樣，心想好的福報支持您去做好的，可是心想不好的福報也支持

您去做不好的。 

 

不要以為這個願好像只在自己的周圍繞圈圈，就覺得這些願不大。這個願雖然小，

卻是大願的基礎。照顧好自己的小家庭，是菩薩行的基礎；如果能再擴大一些，以

一切眾生煩惱為家，擔負起「如來家業」，那就是更深廣的菩薩行願了。所以不能

以實質的東西或者數量來衡量願的大小，例如別人布施一百萬，那我就要發願布施

一千萬。同樣的，在發願時，也不要陷入數字、數量的框框當中，否則框框過大，

那會變成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流於狂想、空想；框框過小，則又局限了各種可能

性，又流於個人的小願。 

 

人不要被框框局限，但要有大方向，從人道、天道，解脫道，菩薩道到佛道，層層

超越。從近而遠、從小而大，有次第、有彈性地不斷進步，這才是佛教徒標準的發

願方法和心愿。 

 

作為一個佛教徒，狂想不能有，但宏願不能沒有。或許自己微言輕，沒辦法登高一

呼使得萬山相應，但時還是要有為社會奉獻、希望影響整體社會的大願心。 

 

很多人都知道要修行，也知道要發大心、立大願； 

發心立願很簡單，但要恆持道心卻不容易。 

發大願不能驕傲，無論遇到任何困難，都要堅定志願、磨鍊耐心、訓練毅力，如此

必定能度過難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