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三寶：佛寶，法寶，僧寶

寶—此三者能令人止惡行善，破迷開悟，離苦得樂，至為尊貴，
為世間所罕見，所稀有。

佛(佛陀，佛陀耶）一指圓證佛道的本師釋迦牟尼佛，也泛指盡
虛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佛乃覺者，覺有覺悟，覺察
之意。有智慧的人能覺悟真理及事相,能覺察煩惱.
覺悟—覺悟真理及事相。

1. 有智慧覺悟了宇宙和人生的真理（如理智）。
2. 覺悟一切法之事及相（如量智，一切有為法各自因
緣而生，呈現各种不同之相狀，对於一切事及相，
皆能通達了知），覺悟一切皆是幻化不實，而不住於
相。

佛陀這二種智慧皆具足圓滿。指佛陀的智德圓滿。
佛陀有無量無邊的功德，但以智德最為重要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無上的智慧.佛陀成就了無
上的智慧，非凡夫及其他聖人所及。

覺悟是對所知障而言。
覺悟乃如睡夢之醒悟。（夢中有種種的境界，醒來時

一切皆無）

覺察—覺察煩惱，使不為害。煩惱能擾亂我們的身心，

使其不能安靜，它更能發動惡業，感招苦果（惑、業

、苦）。煩惱侵害等如賊，唯有聖人覺知，不為其害。

但聖人所斷之煩惱，亦有差別。唯有佛斷除一切煩

惱。所以這是指佛的斷德圓滿。

覺察是對煩惱障而言。

琉璃大王(波斯匿王之子)滅釋迦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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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自覺 – 1.指聲聞（以佛陀為師，遵從佛陀的言傳身教，持戒修
行證得聖位的人。）他們因通過聽聞佛陀的聲音而
悟道的人。

2. 緣覺（獨覺，辟支弗）（指獨自悟道之修行者。即於
現在身中，不稟佛教，無師獨悟，性樂寂靜而不事
說法教化之聖者。）
聲聞和緣覺以自己覺悟為主，不像菩薩能廣度眾生。

覺他 –指菩薩。菩薩有廣大的慈悲心，除了自己覺悟以外，更
廣度一切眾生。地藏菩薩言：「地獄不空，誓不成佛。」
阿羅漢在入涅槃之前，還是有度眾生，但入涅槃之後，
眾生之生死就不管了，所以慈悲心就不比菩薩那麼廣大。

菩薩則是生生世世度化眾生。

覺行圓滿—指佛陀。覺悟真理，依法修行，圓滿證得本具之實
相。 我們的煩惱可分為:
見思惑：自覺者把見思煩惱斷了；
塵沙惑：覺他者能又把塵沙惑斷了；
無明惑：覺行圓滿者把見思，塵沙及無明惑斷盡。

佛有三身：法身、報身、應化身。
法身：法在這裡是指一切諸法的真理，身是積聚，集合

的意思，法身就是各種各樣的事物的真理集合起
來的總體。法身佛就是真理佛，就是象徵一切萬
事萬物的真理。法身佛乃無相，常住不滅，不增
不減，不垢不淨。

報身：佛福報因緣之果報身。諸佛修集無量福慧資糧，顯現
相好莊嚴的身相。為初地以上的聖人說法。他所說
的是甚深的第一義法, 所以凡夫及地前菩薩不是說法
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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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化身：佛為度化眾生時所变化之身.
應化身則有應身與化身之別。 應身佛是說諸佛
感應到某一個世界的眾生得度的因緣成熟了，就
降生母胎示現與此世界之眾生一樣的五蘊身相與
壽命，二千五百多年前在我們這個世界示現成佛
的釋迦牟尼佛即是應身佛。 化身佛則是隨不同眾
生之所感應而個別示現為其說法，說法完隨即
消失。

法—指佛的一切教法，包括三藏十二部經及八萬四千法門。
包括能詮的言教及所詮的教理及戒律。
此教法能令眾生獲得涅槃解脫，永久清淨安樂。（涅槃：滅除了一
切的煩惱，息止了一切生死。）

佛法之住世，可分為三個時期：
正法—1000年或500年。有教（有語言文字的佛法），行（

有修行的人），證（很多人證得聖道）。
像法—1000年（相似於正法，故稱像法）有教及有行，但證

的人就很少了，還有修行人，大多得禪定。
末法： 10000年。只有語言文字的教法，而修行人很少了。

僧：指依諸佛教法如實修行、弘傳佛法、度化眾生的出家沙
門。分為聖僧和凡夫僧.
聖僧: 1. 菩薩僧（初地，二地⋯⋯十位菩薩，等覺，正覺）

2. 聲聞僧（初果，二果，三果，四果）

凡夫僧: 出家之比丘/比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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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7%89%E8%BA%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6%E8%BA%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4%E8%95%B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