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20年佛光山永和學舍佛學會考試題 ─ A組試題 

分會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得分____________ 

問答題 (自任選 10題作答，每題 10分，總分共 100分) 

1.八識是每個人自己的總稱，支撐著我們的身心活動。請問八識是指哪八個識?  
答：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 
 
 
 
2.相傳佛滅後九百餘年時，彌勒從兜率陀天降臨中印度阿踰陀國，為無著說五部大論，並由
無著記錄下來，瑜伽行學派最早即是依彌勒的五部大論為中心而建立。請列舉出五部大論?  

答：《瑜伽師地論》、《分別瑜伽論》、《大乘莊嚴經論》、《金剛般若論》、《辯中邊論頌》。 
 
 
 
3.請問佛門裡的修持「打禪七」、「打佛七」之「打七」，象徵什麼意涵?  
答：「打七」雖是以七日為一期的修持，重要的是在於打去第七末那識的我執，讓它不再執著

第八識為我。 
 
 
 
4.請問「哭婆變笑婆」的故事在說明什麼道理? 
答：人的一切思想行為，都存在一念中，所謂「一念迷，愁雲慘霧；一念悟，慧日高懸」、「一 
念之間，天堂地獄」，說明唯有轉念，才能讓我們由迷轉悟，由無明轉清淨。「哭婆變笑婆」
的故事：晴天為賣米粉的女兒歡喜，兩天為賣傘的女兒高興，就不會因雨天為賣米粉的女
兒擔心，晴天又煩惱賣傘的女兒；念頭轉換，日日便都是好日。 

 
 
 
 
 
 
 
 
5.請分別說明何為「色塵」及「法塵」? 
答：(1)色塵指的是眼根所見的外境，如大小長短、黑白胖瘦、煙塵影霧等。     
    (2)法塵是意根所對及所緣的外境。廣義的法塵包含宇宙萬有事物，有形、無形、世間、

出世間的萬物皆屬之；狹義的法塵指五塵所留下的影像，如念念不忘的美食、縈繞不
去的音樂、思念的人、放不下的恩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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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阿賴耶識，有「倉庫」的意思，中國話翻譯為「藏」，因此又稱「藏識」。「藏」，本身包括 
  哪三種意義?  
答：(1)能藏：意指阿賴耶識含藏一切諸法的種子。這些種子就是我們平常言行思想所遺留下

來的習氣勢力，由於它們存藏在阿賴耶識中，在遇緣成熟之前得以經久不失。 
    (2)所藏：這是對應「能藏」來說的，指阿賴耶識是一切善惡種子所依藏之處。我們藏於

阿賴耶識的種子遇緣起現行後，所做的、所說的、所想的，雖然在當下已經過去了，
但「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所有的造作，一點一滴，不論好的、壞的，都會再落在八
識田中，所以阿賴耶識是這些受薰染種子的所藏處。 

(3)執藏：這是從阿賴耶識和末那識之間的關係來看。由於阿賴耶識恆常被末那識執著為
常我，.令我們隨時隨地，時時刻刻都記著有我，我的感覺，我的錢財，我的親友……
所以阿賴耶識又稱「執藏」或「我愛執藏」 

 
 
 
 
 
 
 
 
 
 
 
7.佛教有一則「一水四見」的譬喻，請簡述之。  
答：我們所見的江河流水，在具足福報的天人看來，是青色的琉璃世界；在罪業深重的餓鬼

看來，成為一團猛烈的火球，或是一灘穢濁的膿血；傍生界的魚蝦見了，則是一座美麗
的水晶宮殿，可以在裡面安身立命。這說明了客觀的世界裡並沒有獨立的境界，眾生所
見到的一切，都是隨著各自的業識所變現。 

 
 
 
 
 
 
8.請依佛法裡的「十二因緣」，說明生命輪迴的過程。 
答：生命輪迴的過程：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

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 
 
 
 
9.星雲大師在《在人間自在修行──八識講話》書中，寫了一段偈頌來說明八識的功能及作 
  用，請寫出偈子的內容。 
答：兄弟八人共一村，村中諸事各持分； 
    五個出外作買賣，心識居家獨自尊。 
    眼觀耳聞鼻作探，舌味身觸心難安； 
    末那執我作傳達，賴耶罪福怎能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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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眼睛向來有「靈魂之窗」、「傳神之主」、「辨別之神」的美譽，眼睛既然如此重要，我們要   
   如何善用眼睛來修行?請列舉出四點說明。 
答：(1)修慈眼：以慈眼看待人事萬物，讓眼光觸目所及，都是慈悲的精神，慈悲的展現。 
    (2)修慧眼：人之所以起惑造業，就是因為不明白事理，因而容易產生錯誤的判斷，所以

應該修慧眼，以智慧明白事理、明白人理、明白物理。 
    (3)修法眼：修法眼就是對真理的認識，即對有為法、無為法、有漏法、無漏法、世間法、

出世間法，都能通達，對世間的緣生緣滅，緣起中道，宇宙萬有的原理都了然明白。 
    (4)修佛眼：承認「我是佛」，就會改過遷善、見賢思齊，就有包容的雅量，就能無我無

私，隨緣放曠，乃至自覺行佛。雖然我們還是凡夫，離「佛」的境界還很遠，但因為
心心念念都是「佛」，佛的慈悲、般若都能奉行，便會有自信像佛一樣解脫自在。 

 
 
 
 
 
 
 
 
 
11.試說明在生活中，如何善用耳朵來修行?請舉出一項進行說明  
答：(1)要善聽：善聽，就是一切從善如流，一切從好處設想。不善聽就會把好話聽成壞話，

好事聽成壞事。要善解人意，不聽是非而聽實話，不聽惡言而聽善言，不聽雜話而聽
佛法，不聽閒言而聽真理。 

    (2)要諦聽：諦聽，就是注意聽，用心聽。不諦聽，這個耳朵進，那個耳朵出，就很容易
一知半解，或是聽錯話。 

    (3)要兼聽：兼聽，就是要多方面了解，不只聽一家之言，還要能普聽。所謂「偏聽則暗，
兼聽則明」。 

    (4)要全聽：全聽，就是要全面的聽聞、了解，才能知道事情的始末究竟。 
 
 
12.《金剛經》把眼分為哪五種層次，請列出其內容?  
答：(1)肉眼：就是凡夫之眼，它能讓我們看見世間的形形色色，幫助我們吸收豐富廣博的知

識。 
    (2)天眼：透過肉眼的修持增上之後，發揮更高的視覺功能，於物質世界中能觀物自在，

不受距離、體積、光亮等種種的限制。 
    (3)慧眼：慧眼是因為有了般若智慧而成就的，它可以讓我們看得真、看得切、看得妙、

看得細，看透事理，看見一切前因後果，來龍去脈。 
    (4)法眼：法，是宇宙的真理，我所認識的與真理完全沒有絲毫誤差，就是法眼。 
    (5)佛眼：佛眼能看到現象界的苦空無常，還可以看到緣起、般若、慈悲、菩提，看到差

別中有平等、矛盾中有統一、汙穢中有清淨、真空中有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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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的身體雖有物質的障礙，心靈卻能穿牆入壁，無遠弗屆，擴散到法界無邊的妙用中。哪 
兩首古德詩偈可體現這個境界?   

答：(1)三際求心心不見，兩眼看前眼不見，  
       劃波尋寶寶不見，風花雪月卻常見。 
    (2)無邊風月眼中眼，不盡乾坤燈外燈，  
       柳暗花明千萬戶，敲門處處有人應。 
 
 
 
 
14.請舉出兩位善用口業修行的高僧大德，說明其修行及功德。 
答：(1)唯識宗的世親菩薩，為了懺悔過去以舌頭毀謗大乘的罪過，發願從此盡形壽用舌頭弘

揚大乘。 
    (2)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的鳩摩羅什，用身體火化後舌根不壞的事實，向世人證明他所翻

譯的經典真實無誤。 
    (3)《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裡面，形容玄奘大師「言無名利，行絕虛浮」。 
    (4)八歲龍女在法華會上不卑不亢的宣說智慧之言。 
    (5)維摩居士以靜默不語，被讚為「一默如雷」、「真不二法門」。 
 
 
15.星雲大師將佛教徒分為四個年級，請問這四個年級分別為何? 
答：(1)一年級的佛教徒：向佛菩薩拜拜的目的，是求取功名富貴和自己的利益。 
    (2)二年級的佛教徒：懂得布施錢財，行善救濟，而不一定向佛菩薩要求什麼。 
    (3)三年級的佛教徒：進一步以念佛、打坐、讀經來淨化身心，消除心中的煩惱。 
    (4)四年級的佛教徒：歡喜聽經聞法，還能向他人弘傳講說，廣行法布施。 
 
 
 
 
 
16.佛教裡有許多的修行方法，都是要我們去除惡念，增長善念，淨化我們的心，試舉一例說  
   明之。  
答：(1)「念佛法門」：要我們以念佛的「正念」來對治貪瞋愚痴的「妄念」。     
  (2)「六念法門」：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 
  (3)「四念住」：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都是對治我們心中的顛倒

妄想而施設。 
 

 

17.為何第八識能作主支配我們何去何從? 
答：第八識能執持種子──保持種子的潛在勢力，執持根身──保持我們根身的完整無缺執

持器世間──使器世間能為我們一期業報所用。往生時，前六識沒了作用，只剩下第七
識執著的第八識去投胎受報。因此，就這一期生命來說，第八識是最後一個走的；就新
的一期生命來說，第八識又是第一個到我們的下輩子去報到的。在生命的來與去之間，
第八識都是主角，作主支配著我們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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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根據《在人間自在修行──八識講話》一書中，請簡述前五識、第六識以及第七識如何修 
   行?  
答：(1)眼識的修行：修慈眼、修慧眼、修法眼、修佛眼。 

(2)耳識的修行：要善聽、要諦聽、要兼聽、要全聽。  
(3)鼻識的修行：調節呼吸、不著香臭、自利利他。 
(4)舌識的修行：說愛語、說慰語、說善事、說佛法。 
(5)身識的修行：威儀莊嚴、禮拜謙恭、改變氣質、勞動服務。 
(6)第六識的修行：要會思惟、要能包容、要能靈巧、要能接受。  
(7)第七識的修行：去除我執、修持平等。 

 
 
 
 
 
 
19.請簡述《四阿含》的經典要義。 
答：《增一阿含》：明白人天因果，即我們現在倡導的人間佛教。 
   《中阿含經》：說明人性中最究竟「寂滅」的真義。 
   《雜阿含經》：講佛陀的生活和各種禪定的內容。 
   《長阿含經》：破除外道和邪見。 
 
 
 
 
20.請簡述聽聞佛法的五種功德。 
答：(1)未聞得聞：以前沒有聽過的道理，現在聽聞佛法，如同得到甘露法水般的珍貴。 

(2)已聞重誦：聞法後很容易忘記，所以佛經除了聽聞外，還重視諷誦，一次一次的在心 
田薰習，慢慢的經文就會和自己相應。 

(3)見不邪傾：聞法後，建立正知正見，以免見解走偏或變成邪見。 
(4)無有狐疑：常常聞法則能生起信心，不會對現象生起懷疑。懷疑像狐狸一樣，處處猶

豫不決。讀經、聞法是去除懷疑最好的方法。 
(5)解甚深義：聽經聞法最大的功德，是可以了解人生的真實及佛法甚深的真實義。 

 
 
 
 
 
 
 
21.請問何謂十八界? 
答：十八界含：六根、六塵、六識。 

六根屬生理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  
六塵屬物理的：色塵、身塵、香塵、味塵、觸塵、法塵  
六識屬心理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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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唯識學家說要轉識成智，請問是轉哪「八」個識，成為哪四種智?  
答：(1)轉眼、耳、鼻、舌、身前五識為「成所作智」 

(2)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 
(3)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 
(4)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 

 
 
 
23.在《阿含經與人間佛教》書中，《增一阿含經》三一Ｏ經說到布施的過福，星雲大師也 
   提到四種「不當的布施」，請說明。 
答：(1)給人錯誤的引導，也就是邪見的布施。 
    (2)傳授邪知邪見、不正當的觀念給人。 

(3)布施不如法的錢財，如搶、騙來的；有人以為自己沒有收取賄賂，因為他收下，就轉 
布施出去。即使是這樣，也還是不當的，是不可以接受的。 

    (4)平均攤派，硬規定別人要出多少錢，這種不樂之捐，也是不當。 
 
 
 
 
24.佛陀在《增一阿含經》提到有五種布施不能得福，請問是哪五種？ 
答：(1)以刀施人 (2)以毒施人 (3)以野牛施人 (4)淫女施人 (5)造作神祠 

 
 

25.佛陀在《增一阿含經》對弟子說，人有三大患，然此三大患，亦有三良 
   藥可治，請說明此三大患及對治之藥。 
答：(1)貪欲，用喜捨、用不淨觀來對治。 
    (2)瞋恚，用慈悲觀對治，學習溫和、忍耐來對治。 
    (3)愚痴，則用因緣觀，學習明理來對治。 
 
 
 
 
26.在《毗尼日用》裡，有許多日常生活的修行，請舉出三項。 
答：(1)大小便時，當願眾生，棄貪瞋痴，蠲除罪法。 

(2)洗滌形穢，當願眾生，清淨調柔，畢竟無垢。 
(3)以水盥掌，當願眾生，得清淨手，受持佛法。 
(4)以水洗面，當願眾生，得淨法門，永無垢染。  
(5)若舉於足，當願眾生，出生死海，具眾善法。 
(6)洗浴身體，當願眾生，身心無垢，內外光潔。 
 

27.欲望有分二種，請分別說明? 
答：(1)好的欲望，是清淨的淨法欲、善法欲，例如希望讀書進步、開智慧、做功德、成佛作

祖等。 
    (2)不好的欲望，則是染汙欲，如想要貪圖人家的錢財、占人便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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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增一阿含經》說比丘有五欲之想，星雲大師亦指出若僧眾能自覺行佛， 
則離五種欲求不遠，請問是哪五種希求?   

答：(1)能守持禁戒，身心清淨。 
(2)廣學多聞，增長智慧。  
(3)定慧成就，自在無礙。  
(4)智慧善巧，弘法利生。 
(5)以智慧火，滅煩惱燄，得解脫道。 

 
 
 
 
 
29.佛陀說哪五時不應向人禮拜? 
答：(1)在塔裡不拜 

(2)在大眾裡不拜  
(3)在路上不拜  
(4)有病睡在床上也不拜 
(5)吃飯、剃頭、禪坐時，都不可以禮拜。 

 
 
 
 
 
30.在生活中，身語意的惡行，會衍生出來十惡行，請問何謂十惡行?  
答：(1)身體犯殺、盜、淫 

(2)口犯妄語、惡口、兩舌、綺語 
(3)心、意犯貪欲、瞋恚、愚痴邪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