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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組佛學會考題庫 (2013版) 

一、選擇題  

(3) 1.人間佛教的意義，在於  

(1)由人修行而成佛 (2)將佛法落實在日常生活中 (3)以上皆是。  

(4) 2.人死之後，有三種力量會決定他的上升或下墮  

(1)隨重業 (2)隨習氣 (3)隨憶念 (4)以上皆是。  

(2) 3.佛教裏的「孝經」是  

(1)楞嚴經 (2)地藏經 (3)藥師經。  

(3) 4.三藏十二部經指的是  

(1)經的內容 (2)經的數目 (3)將佛陀說的法依形式與內容所作的類。  

(3) 5.聲聞的阿那含果其意是  

(1)一來 (2)入流 (3)不來之義。  

(1) 6.佛教的孝道月是  

(1)七月 (2)正月 (3)四月。  

(3) 7.人天三福行以  

(1)布施、持戒、忍辱 (2)布施、持戒、愛語 (3)布施、持戒、禪定為主。  

(3) 8.菩薩以慈、悲、喜、捨四種精神，度無量眾生，稱為  

(1)大菩提心 (2)阿羅漢心 (3)四無量心。  

(3) 9.佛和菩薩都具有高尚道德、人格圓滿。因此我們禮拜諸佛菩薩是  

(1)對佛菩薩恭敬、尊重的表現 (2)以佛菩薩作為自己的模範，由此開發自己內在的自心

 佛 (3)以上皆對。  

(2) 10.觀世音菩薩的成道日是  

(1)二月十九日 (2)六月十九日 (3)九月十九日。  

(1) 11.三惡趣，是由煩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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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貪、瞋、癡 (2)憍、怒、誑 (3)慢、執、見 所召感的業報。  

(2) 12.佛光山開山的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福利社會，以下列

  何者來淨化人心  

(1)托缽 (2)共修 (3)梵唄。  

(3) 13.近代佛教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現代佛教星雲大師倡導  

(1)寺院佛教 (2)祖師佛教 (3)人間佛教。  

(2) 14.「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這句話出處源自  

(1)金剛經 (2)法華經 (3)華嚴經。  

(3) 15.六度中不受外境所惑，保持清明的心境，來判斷是非、邪惡的是指  

(1)布施 (2)持戒 (3)智慧。  

(3) 16.佛陀在  

(1)七葉窟 (2)王舍城 (3)鹿野苑 為五比丘說法。  

(1) 17.在中國被尊為「八宗之祖」的是  

(1)龍樹菩薩 (2)馬鳴菩薩 (3)觀音菩薩。  

(3) 18.人在睡覺中，有時前六識不起作用，但不是死亡，因為有  

(1)第六識 (2)第七識 (3)第八識 執持身根。  

(3) 19.菩薩初地是  

(1)發光地 (2)離垢地 (3)歡喜地。  

(2) 20.四正勤是已生惡令永斷、未生惡令不生、已生善令增長，以及  

(1)未生善令不生 (2)未生善令得生 (3)未生善令增長。  

(2) 21.殺父、殺母等五無間業，來生將墮  

(1)阿修羅道 (2)地獄道 (3)畜生道。  

(1) 22.中國佛教於  

(1)東漢 (2)唐朝 (3)明清 時傳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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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3.中國佛教的出家人姓「釋」是由下列哪位大師提出  

(1)玄奘大師 (2)六祖大師 (3)道安大師。  

(3) 24.佛法大綱，不出  

(1)四諦 (2)緣起 (3)以上皆是。  

(2) 25.佛陀告訴弟子們，佛涅槃後應以什麼為師  

(1)苦行 (2)戒法 (3)彌勒菩薩。  

(1) 26.四無量心中，喜無量是隨喜他人的喜樂；捨無量是  

(1)心住平等，不偏愛人，也不偏恨怨敵 (2)捨去一切的榮華富貴 (3)以上皆對。  

(2) 27.佛陀在菩提樹下證悟的內容是  

(1)六度 (2)緣起法 (3)八正道。  

(2) 28.佛陀在  

(1)印度河 (2)恆河 (3)尼連禪河 流域中游宣揚真理，建立教團。  

(2) 29.密宗所謂「三密相應」是指  

(1)心意識 (2)身口意 (3)知情意 與佛相應。  

(2) 30.八正道是人生正確的思想、言語、行為，而以  

(1)正定 (2)正見 (3)正命 為首。  

(2) 31.菩薩所修的六度法門中，善心布施可以度化  

(1)瞋心重的人 (2)慳貪不捨的人 (3)散亂不定的人。  

(3) 32.佛陀在世時，印度最忠誠擁護佛法的國王是  

(1)阿育王和波斯匿王 (2)頻婆娑羅王和優填王  

(3)頻婆娑羅王和波斯匿王。  

(1) 33.菩薩所修的四攝法是指  

(1)布施、愛語、利行、同事 (2)苦、集、滅、道  

(3)菩薩、聲聞、緣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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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4.佛具有三德，所謂:恩德、智德及以下何者  

(1)法德 (2)斷德 (3)生德。  

(2) 35.阿彌陀經是  

(1)法相宗 (2)淨土宗 (3)密宗 所依的經典。  

(3) 36.十八界是指  

(1)十八羅漢 (2)十八層地獄 (3)六根、六塵、六識。  

(2) 37.中國法相唯識宗的初祖是  

(1)達摩祖師 (2)玄奘大師 (3)蓮池大師。  

(1) 38.唯識學最終的目的是  

(1)轉識成智 (2)即刻開悟 (3)證得神通。  

(3) 39.唯識宗主張第六識修至無漏時，證得  

(1)平等性智 (2)大圓鏡智 (3)妙觀察智。  

(2) 40.有佛教心理學之稱的是  

(1)中觀學 (2)唯識學 (3)邏輯學。  

(1) 41.華嚴宗旨甚深玄妙，其骨幹不出  

(1)法界緣起 (2)萬法唯識 (3)一切皆空。  

(3) 42.完成華嚴教觀雙門的組織系統，並判釋如來一代教法的是  

(1)玄奘大師 (2)杜順大師 (3)賢首大師。  

(3) 43.五利使是，身見、邊見、邪見、見取見  

(1)妄見 (2)他見 (3)戒禁取見。  

(1) 44.比丘有破惡、乞士  

(1)怖魔 (2)利人 (3)住山人 的意義。  

(3) 45.學佛應以  

(1)布施 (2)正定 (3)正見 為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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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6.學習佛法的過程中是以修習  

(1)神通 (2)戒定慧 (3)死後昇天 為重點。  

(2) 47.天台宗以哪部經為依據  

(1)華嚴經 (2)法華經 (3)楞嚴經。 

(1) 48.四生是指胎生、卵生、濕生  

(1)化生 (2)旁生 (3)往生。  

(2) 49.六祖惠能大師因聽聞  

(1)心經 (2)金剛經 (3)楞嚴經 而開悟。  

(1) 50.十善業中，身三善業是指  

(1)不殺生、不偷盜、不邪淫 (2)不妄語、不兩舌、不惡口 (3)不貪、不瞋、不癡。  

(2) 51.六塵又名六境，是六根所緣的境界，此六塵是指  

(1)眼、耳、鼻、舌、身、意 (2)色、聲、香、味、觸、法 (3)地、水、火、風、空、識。  

(3) 52.三法印是指諸行無常、諸法無我  

(1)無我相 (2)無人相 (3)涅槃寂靜。  

(3) 53.「檀那」是  

(1)檀香木的一種 (2)維那法師的尊稱 (3)施主的意思。  

(3) 54.佛陀出生在西元前五、六世紀古印度迦毗羅衛國，此國位於現今  

(1)印度 (2)西藏 (3)尼泊爾 境內。 

  

(3) 55.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是梵語，意譯為  

(1)三種菩提道 (2)萬德莊嚴 (3)無上正等正覺。  

(1) 56.修學佛教五乘共法，應以  

(1)皈依三寶 (2)行六度 (3)修布施 為第一條件。  

(1) 57.八正道中，屬於慧學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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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見、正思惟 (2)正語、正命 (3)正定、正精進。  

(1) 58.佛教所謂「發心」，即發三種心  

(1)增上生心、出離心、菩提心 (2)智慧心、忍辱心、斷惡心  

(3)出離心、忍辱心、增上生心。  

(3) 59.學佛的目的在於去除  

(1)地獄餓鬼畜生 (2)老病死 (3)貪瞋癡 三毒。  

(3) 60.修定主要依於  

(1)布施、持戒 (2)慈心、莊嚴 (3)慈心、淨戒。  

(2) 61.十善業當中比例佔最多的是  

(1)身業 (2)口業 (3)意業 故不可不慎。  

(2) 62.佛經有云：「人有三事勝過諸天」，即  

(1)戒、定、慧 (2)憶念、梵行、勤勇 (3)貪、瞋、癡。  

(3) 63.佛教最早傳入中國的經典是  

(1)般若經 (2)法句經 (3)四十二章經。  

(1) 64.佛陀入涅槃前所度的最後一位弟子是  

(1)須跋陀羅 (2)阿難 (3)舍利弗。  

(2) 65.佛陀於  

(1)藍毘尼園 (2)拘尸那羅 (3)鹿野苑 入涅槃。  

(1) 66.佛陀初轉法輪之地是  

(1)鹿野苑 (2)藍毘尼園 (3)拘尸那羅。  

(3) 67.親屬過世或欲超渡，應多為亡者  

(1)布施修福 (2)誦經禮懺 (3)以上皆要。  

(1) 68.三論宗的三論係指：中論、十二門論、  

(1)百論 (2)俱舍論 (3)大智度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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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9.人所居住的國土是  

(1)西牛貨洲 (2)北俱盧洲 (3)南瞻部洲。  

(2) 70.三途指地獄、餓鬼  

(1)阿修羅 (2)畜生 (3)天。  

(3) 71.佛教徒應從事  

(1)淨化社會的工作 (2)建立道德的觀念 (3)以上皆是。  

(3) 72.印度中觀學派的創始人  

(1)無著 (2)舍利弗 (3)龍樹菩薩。  

(1) 73.國際佛光會創辦人是  

(1)星雲大師 (2)曉雲法師 (3)白雲禪師。  

(3) 74.「南無」二字的意思是  

(1)禮敬 (2)觀想 (3)皈依。  

(3) 75.八正道中的「正命」是  

(1)正當的身口意三業 (2)正當的命令 (3)正當的職業。  

(2) 76.八正道中的「正業」是  

(1)正當的事業 (2)正當的身口意業 (3)正確的因果觀。  

 

(3) 77.波羅蜜是指  

(1)鳳梨 (2)甚深智慧 (3)到達彼岸。  

(3) 78.佛教教義異於其他宗教的特質是  

(1)和平 (2)持戒 (3)緣起。  

(2) 79.佛教的「三學」，是指  

(1)信、願、行 (2)戒、定、慧 (3)真、善、美。 

(1) 80.原始佛教的基本教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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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 (2)中道實相 (3)諸法性空。  

(3) 81.佛曆元年是由什麼時候算起  

(1)佛陀出世 (2)佛陀證悟時 (3)佛陀入滅時 算起。  

(2) 82.今年是佛曆  

(1)二五四五 (2)二五五七 (3)二五六五 年。  

(2) 83.佛教史上第一座精舍為  

(1)祗園精舍 (2)竹林精舍 (3)山谷精舍。  

(3) 84.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出家紀念日及佛光山信徒香會訂於每年農曆哪一天？  

(1)七月十五日 (2)十二月八日 (3)二月初一。  

(1) 85.聲聞乘是修持  

(1)四聖諦 (2)十二因緣 (3)三法印 而悟道。  

(3) 86.寺院早晚要敲鐘108下，意義是在於  

(1)救度惡道眾生 (2)斷除煩惱、增長菩提 (3)以上皆是。  

(2) 87.佛陀宣說自內證的境界，顯現無邊果德的經典是  

(1)阿含經 (2)華嚴經 (3)般若經。  

 

(1) 88.比喻人身難得的用語是  

(1)盲龜浮木 (2)緣木求魚 (3)回頭是岸。  

(3) 89.二乘人是指  

(1)天乘、人乘 (2)大乘、小乘 (3)聲聞乘、緣覺乘。  

(3) 90.佛光人見面以蓮花手印互相祝福，表示  

(1)無限的歡迎、無我的接納 (2)無上的接引、無礙的交映、無染的清靜 (3)以上皆是。  

(1) 91.阿彌陀佛的聖號  

(1)隨時可念 (2)只有往生時念 (3)只有誦經時才可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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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2.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見聞得受持，願解如來真實義之「開經偈」作

  者是  

(1)梁武帝 (2)阿難 (3)武則天。  

(1) 93.佛陀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證悟的真理是  

(1)緣起法 (2)四諦法 (3)八正道。  

(2) 94.佛光人的理念是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利益歸於常住及  

(1)法緣歸於十方 (2)功德歸於檀那 (3)歡喜歸於自己。  

(1) 95.佛光山以何起家  

(1)文教 (2)慈善 (3)活動。  

(2) 96.佛光山開山紀念日是  

(1)1976年5月16日 (2)1967年5月16日 (3)1967年6月15日。  

(1) 97.星雲大師在哪一年成立國際佛光會  

(1)1991年 (2)1997年 (3)2001年。  

(3) 98.佛陀紀念館一共有幾座塔  

(1)8座 (2)10座 (3)13座。  

(3) 99.七誡是指：誡暴力、誡偷盜、誡色情、誡惡口、誡酗酒以及  

(1)誡瞋恚、誡愚癡 (2)誡猜疑、誡嫉妒 (3)誡賭博、誡煙毒。  

(1) 100.佛光山培養僧伽人才的教育機構是  

(1)叢林學院 (2)僧伽學院 (3)佛光學院。  

二、填充題  

1.人是【四大】、【五蘊】的假合，故又稱為有情眾生。  

2.《金剛經》云：一切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露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3.五停心觀是【不淨觀】、【慈悲觀】、【緣起觀】、【界分別觀】和【數息觀】。  

4.「不得少善根福德因緣，得生彼國」一語，是出自【阿彌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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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佛陀」的意思為覺者，又含三義【自覺】、【覺他】、覺行圓滿。  

6.佛教經典中，被稱為「護國三部經」的是【金光明經】、法華經、【仁王經】。  

7.人天三福行是指：【布施】、【持戒】、【禪定】。  

8.第二次經典結集，在佛入滅後百年左右，由長老比丘【耶舍】發起，於【毗舍離】城舉行， 

討論有關十事非法之內容。  

9.不要把【煩惱】帶到床上，不要把怨恨留到明天；【忍耐】是有力量的表現，【慈悲】是用不 

盡的寶藏。  

10.一切經典皆以六成就立首，即信成就、【聞成就】、時成就、【主成就】、【處成就】、眾成就。  

11.佛經皆具三分，是序分、【正宗分】、【流通分】。  

12.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是【無上正等正覺】的意思。  

13.六大根本煩惱是指：【貪】、【瞋】、【癡】、【慢】、【疑】、【不正見】。  

14.八正道中，屬於定學的有：【正精進】、【正念】、【正定】。  

15.宇宙世界是由【欲】界，【色】界，【無色】界，三界所組成。  

16.讀書的目的，在於【明理】；教育的目的，在於【做人】。  

17.八風是指【稱】、【譏】、【毀】、【譽】、【利】、【衰】、【苦】、【樂】。  

18.印證真理的三法印是【諸行無常】、【諸法無我】、【涅槃寂靜】。  

19.改革來自【決心】，創造來自用心；教育來自愛心，服務來自【發心】。  

20.三藏，即經藏，梵語修多羅；律藏，梵語【毗奈耶】；論藏，梵語【阿毗達摩】。  

21.每日說一些【歡喜】的話，每日做一些利眾的事，每日讀一些益智的書，每日度一些【有緣】

 的人。  

22.佛陀證悟後，首先到波羅奈斯城的【鹿野苑】，為五比丘三轉【四聖諦】法論，此為世間三 

寶具足之最初因緣。  

23.四威儀是指：【行如風】、【立如松】、【坐如鐘】、【臥如弓】。  

24.陽光、空氣、水謂世間三件寶，【佛】、【法】、【僧】謂出世之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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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發菩提心，行菩薩道的行者應修持【六度波羅蜜】等廣大行。  

26.「十二因緣」中的【無明】是生死的根本。  

27.佛陀最早的二大精舍為：王舍城的【竹林】精舍及舍衛城的【衹園】精舍。  

28.「三增上學」就是【戒】、【定】、【慧】三學。  

29.四聖諦中的道諦，主要的修習法門是指【八正道】。  

30.「正念」就是指保持清淨的意念，時時刻刻注意自己的【思想】、【言語】、【行為】。  

 

31.驅使修行人的心性流轉於三界的五鈍使【貪】、【瞋】、【癡】、【慢】、【疑】，以及五利使【身 

見】、【邊見】、【邪見】、【見取見】、【戒禁取見】。  

32.佛教稱服務大眾飲食職務者為【典座】，晚餐則稱為【藥石】。  

33.佛教中的四眾弟子是：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和在家學佛的男眾【優婆塞】，學佛的女眾【優

 婆夷】。  

34.世界公認的四大宗教是：佛教、耶穌教、【天主教】、【回教】。  

35.「四依法」是【依法不依人】、【依義不依語】、【依智不依識】、依了義不依不了義。  

36.脾氣【慢半拍】，吵架【一回合】；見面三句話，交談要微笑。  

37.「六塵」指【色】、【聲】、【香】、【味】、【觸】、【法】。  

38.「四念處」是【觀身不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  

39.對治散亂心的最佳方法是【數息】觀。  

40.八相成道的內容有【降兜率】、【入胎】、誕生、出家、降魔、【成道】、【轉法輪】、涅槃。  

41.「七誡」是指誡【暴力】、誡【偷盜】、誡【色情】、誡【惡口】、誡【酗酒】、誡【煙毒】、誡

 【賭博】。  

42.【法苑珠林】素有佛教百科全書之稱。  

43.佛陀的姨母是【摩訶波闍波提】，出家為【大愛道】比丘尼，於是比丘尼僧團乃能成立。  

44.第一次經典結集，由大迦葉主持結集，經藏由【阿難】誦出，律藏由【優婆離】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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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佛說世界上有四種不可輕，即【小王子】、【小蛇】、【小火】、【小沙彌】。  

46.「毘盧遮那佛七支坐法」是：【端坐盤腿】、豎直背脊、【手結定印】、放鬆兩肩、【內收下顎】、

 舌尖抵齶、收斂雙目。  

47.佛法的綱領是悲智雙運，若以人之身體為喻，【智】是目，【悲】是足。  

48.佛光人的工作信條是：【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便】。  

49.佛光四句偈是：慈悲喜捨遍法界，惜福結緣利人天，【禪淨戒行平等忍】，【慚愧感恩大願心】。  

50.禪修者要調和五事，即調【飲食】、【睡眠】、【身】、【息】、【心】。  

51.中國佛教大乘八宗，是指【禪宗】、【淨土宗】、【律宗】、【密宗】、【天台宗】、【華嚴宗】、【三

 論宗】、【法相宗】。  

52.菩薩修行到成佛的五十二階位是【十信】、【十住】、【十行】、【十回向】、【十地】、【等覺】、【妙 

 覺】。  

53.第一次經典結集，由摩揭陀國的【阿闍世】王護持，於王舍城郊外的【七葉窟】舉行。  

54.「八正道」即是【正見】、【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精進】、【正念】、【正定】。  

55.佛陀在涅槃之前，告誡弟子們以【戒】為師。  

56.發菩提心的人，需要發恆常久遠的心，以【不忍聖教衰】的護法精神及【不忍眾生苦】的菩

 薩心腸，而發上弘下化的大願。  

57.「八苦」是生、老、病、死、【求不得】、怨憎會、愛別離、【五陰熾盛】苦。  

58.「開經偈」其偈文是【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見聞得受持】、【願解如

 來真實義】。  

59.第二次經典結集後，教團分裂為【上座】部和【大眾】部，史稱為根本分裂。  

60.中國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譯家是指：【鳩摩羅什】、【玄奘】、【真諦】、【不空/義淨】。  

61.業從造業和受報的時間來說，可分為三時業，即指【現報業】、【生報業】、【後報業】。  

62.世界由開始至毀滅的整個過程，即所謂【成】、【住】、【壞】、【空】。  

63.第三次經典結集，在佛入滅後二百多年間，由統一全印的【阿育王】發起，延請【目犍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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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須】為上首，在華氏城舉行。  

64.第四次經典結集，在佛入滅四百年間，由貴霜王朝的【迦膩色迦】王發起，推舉世友為上首，

 在【脅尊者】的主持下論釋三藏。  

65.【破戒】是個人行為的過失，只要至誠懺悔，重生有望；  

【破見】是根本思想的動搖，猶如病入膏肓，無藥可救。  

66.修習止觀禪坐的人，要先具五緣，即【持戒清淨】、衣食具足、【閒居靜處】、息諸緣務、【近

 善知識】。  

67.佛陀所說的世間正見，可略分為【有善有惡】、【有業有報】、【有前生有後世】、【有凡夫有聖 

人】。  

68.從根本分裂到枝末分裂，在佛教史上稱為【部派佛教】時期。  

69.修習大乘佛法，不出六度四攝法門。其中六度中【布施】能度慳吝；【持戒】能度毀犯，【忍

 辱】能度瞋恚；【精進】可以度懈怠；【禪定】可以度散亂；【般若】可以度愚癡。修習此六 

度法門，能度一切苦厄，到達成佛的境地。  

70.清朝省庵大師說，發菩提心有十種因緣：  

一者【念佛重恩】故；二者念父母恩故；三者【念師長恩】故；四者念施主恩故； 

五者念眾生恩故；六者念生死苦故；七者【尊重己靈】故；八者【懺悔業障】故； 

九者求生淨土故；十者為念【正法久住】故。  

71.眾生流轉生死的相狀，可以用十二因緣及【惑】、【業】、【苦】來說明。  

72.佛有三身，即【法身】、報身、【應化身】。  

73.佛光山名家百人碑牆於【一九九六】年【五】月【十六】日佛光山開山三十週年紀念日正式

 落成揭幕，是世界佛教首座碑牆。  

74.所謂實踐菩薩道，《維摩經》說：「【直心】是菩薩法，【深心】是菩薩法，【發心】是菩薩法，

 降魔是菩薩法。歸納之則有四弘誓願、【四無量心】、四攝法、【六度波羅蜜】等，是一切菩 

薩所應實踐的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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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發心行菩薩道者，應以《八大人覺經》的【不念舊惡】、《大乘起信論》的【不變隨緣】、《華

 嚴經》的【不忘初心】、《維摩經》的【不請之友】等，作為我們圓滿菩薩道的法門。  

76.布施的種類有【財施】、【法施】、【無畏施】三種。  

77.佛光山推行的三好運動是【做好事】、【說好話】、【存好心】。  

78.星雲大師五和人生是指：【自心和悅】、【人我和敬】、【家庭和順】、【社會和諧】、【世界和平】。  

79.法華七喻【火宅喻】、【窮子喻】、藥草喻、【化城喻】、【衣珠喻】、髻珠喻、【醫子喻】。  

80.五位百法將宇宙萬法分為:：【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不相應行法】、【無為法】等

 五類。  

81.八識心王是指：眼識、耳識、鼻識、舌識、身識、【意識】、【末那識】、【阿賴耶識】等八種。  

82.中國四大菩薩的精神象徵著【悲】、【智】、【願】、【行】四大德行。  

83.佛光山開山宗長星雲大師曾說：「佛說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福人生 

增進的教法，都是【人間佛教】。」  

84.佛光山是禪宗裡【臨濟】宗的法脈，也是八宗兼弘的道場。  

85.【華嚴】經是宣說佛陀自內證的境界，顯現佛陀無邊的果德，令眾生起信修行的經典。 

86.十惡業的口業包含【妄語】、【綺語】、【兩舌】、【惡口】。  

87.善財童子五十三參出自【華嚴】經。  

88.所謂五乘共法，是指【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  

89.構成一個宗教的三大要素：【教主】、【教義】、【教徒】。  

90.佛陀在涅槃前針對阿難所提出的四個問題，告訴弟子：【以戒】為師、以【四念處】安住、 

以【默擯之】調伏惡人、在一切經首安立【如是我聞】令人起信。  

91.所謂真理，必須具備【必然性】、【普遍性】、【平等性】、【永恆性】，如是等四個條件，譬如 

「有生必然有死」，古今中外，含識有情，人人莫不如此。  

92.星雲大師，【江蘇江都】人，【一九二七年】生，【十二歲】於南京棲霞山寺禮志開上人出家，

 【一九四九】年來台，一九五三年於【宜蘭雷音寺】，成立念佛會、青年會、兒童星期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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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詠隊，奠定爾後弘法事業基礎。  

93.佛光山於【一九六七】年【五】月【十六】日開山，在開山宗長【星雲大師】的帶領下，為

 世界公認的佛教聖地；現任宗長是【心保和尚】。  

94.佛光山的宗旨：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慈善】福利社會、以【共

 修】淨化人心。  

95.佛光山的理念：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利益歸於【常住】、功德歸於【檀那】。  

96.佛光人的行事規範：集體創作、【制度領導】、【非佛不做】、【唯法所依】。  

97.星雲大師於【一九九一】年成立【國際佛光會】，與佛光山相輔相成，帶動人間佛教國際化。  

98.佛陀紀念館是一座融合古今與中外、傳統與現代的建築，具有【文化與教育】、【慧解與修持】

 的功能。  

99.佛陀紀念館主館外，前有【八塔】，後有【大佛】，南有【靈山】，北有【衹園】。主建築位於

 中軸線上，由前往後依序有【禮敬大廳】、【八塔】、【萬人照相台】、【菩提廣場】、【本館】及

 【佛光大佛】等。  

100.佛陀紀念館本館前方，有八座不同功能的塔，其名稱分別為：【一教】、【二眾】、【三好】、【四

 給】、【五和】、【六度】、【七誡】、【八道】。  

101.佛光山成佛大道上的水泥板，以五十二格為距，象徵五十二個圓滿【菩薩道】的階位。 

102.佛光山大雄寶殿對聯:【兜率娑婆】去來不動金剛座。【琉璃安養】左右同尊大法王。 

103.大佛城落成時，星雲大師寫了一首偈語，「取【西來】之泉水，採【高屏】之砂石；集全台

 之人力，建最高之大佛」。 

104.星雲大師開示普賢菩薩在因地修行時，發下十大願行，做為修行法門，期能圓滿佛果，吾 

輩學人可傚法「普賢十大願」作為修行目標，其具體實踐行門方法: 

一者、禮敬諸佛：是【人格】的尊重。二者、稱讚如來：是【語言】的布施。 

三者、廣修供養：是【結緣】的實踐。四者、【懺悔業障】：是生活的反省。 

五者、隨喜功德：是【心意】的淨化。六者、請轉法輪：是【真理】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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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者、【請佛住世】：是聖賢的禮遇。八者、【常隨佛學】：是智者的追隨。 

九者、恒順眾生：是【民意】的重視。十者、普皆回向：是【法界】的融和。 

105.佛光人的工作信條: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便】。 

106.星雲大師人生規劃分為八個時期，為(1)成長時期  (2)閱讀時期  (3)【參學】時期   

   (4) 【弘法】時期(5)歷史時期  (6)哲學時期  (7)倫理時期  (8)【佛學】時期 

107.佛光會會歌: 

我們的【宗旨】：從事弘法利生；我們的【信念】：辨別是非邪正； 

我們的【精神】：效法四大菩薩；我們的【希望】：建設佛光淨土。 

我們福利社會，放眼全球；我們同體共生，胸懷法界。 

請聽！我們的心願：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流五大洲； 

請聽！我們的心願：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流五大洲。 

108.佛光山大雄寶殿建設的基石，是取自印度佛陀成道說法處--金剛座下的【五穀磚】。 

109.《佛光大藏經》，並將其分為十六類，請問是哪十六類？  

(1)阿含藏 (2)【般若藏】 (3)禪藏 (4) 【淨土藏】 (5)【法華藏】 (6)華嚴藏 (7)唯識藏  

(8)秘密藏(9)聲聞藏 (10)律藏 (11)【本緣藏】(12)史傳藏 (13)圖像藏 (14)儀誌藏 (15) 

藝文藏 (16)雜藏 。 

110.佛教稱齋堂為「五觀堂」，是提醒大眾吃飯的時候，要心存五種觀想: 

    (1)計功多少，量彼來處。 (2)忖己德行，全缺【應供】。(3)防心離過，貪等為宗。  

    (4)正事良藥，為療形枯。 (5)為成【道業】，應受此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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