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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佛光山永和學舍佛學會考試題 ─ C組試題 

分會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得分____________ 

一、是非題 (每題 1分，共 50分) 

( X ) 01.禪宗提出「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的理論，以此分析、說明世界的一切現象都是 
由自我「心識」所變現。 

 
( X ) 02.辯機繼承玄奘大師嫡統，著有《成唯識論述記》、《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大乘法苑

義林章》、《瑜伽略纂》等著作，集唯識宗之大成。因其著述甚豐，而有「百本疏主」、
「百本論師」的稱譽。 

 
( O ) 03.善念能引領我們向善，往上提升，成聖成佛；惡念會導致我們煩惱叢生，無法出離 

生死苦輪。因此，增長善念便是刻不容緩的修行。 
 
( O ) 04.第六意識可以不透過前五識而獨立活動，這種情形稱之為「獨頭意識」，獨頭意識 

發生的當下和外境是沒有直接關係的，如作夢、禪定境界、白日夢等都是在沒有牽 
涉前五識的狀況下產生的。 

 
( O ) 05.我們累世所儲存下來的善惡種子，可以經由修行、行善等方式改變，從而改變命運 

的結果。 
 
( X ) 06.鼻子在五官中是最聰利的，所以每部佛經幾乎都以「如是我聞」為開頭，鼻子可說

是最好修行的。 
 
( O ) 07.人的一切思想行為，都存在一念中，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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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 ) 08.「扶塵根」，又稱「正根」、「內根」，它不是肉眼可見，唯有修行到天眼以上才能見

到，相當於生理學的神經細胞。 
 
( O ) 09.充耳不聞的時候，任憑再怎麼好聽的聲音，也無法攝入耳際。餘可類推，因此我們

說前五識是「非恆非審」。 
 
( O ) 10.第六識雖然有審度思量的功能，但不是恆常現起，例如人在睡眠、悶絕等狀態下，

就無法生起作用，它是「審而不恆」。 
 
( O ) 11.在修行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些奇異的瑞相乃至有一些神通力，然而任何神通都

只是度眾的方便善巧而已，如果拿來作為譁眾取寵的材料，反而容易招來殺生之禍，
倒不如沒有神通的好。 

 
( O ) 12.在眼識的修行當中，星雲大師主持「皈依典禮」時，總是要大家大聲說「我是佛」

這是要大家像佛一樣用慈眼、慧眼、法眼去面對所有的人事物，這就是修佛眼。 
 
( O ) 13.佛經裡常把人的身體比喻成「死屍」、「臭皮囊 」，我們每天都是拖著一具「死屍」

在過生活，這是為了破除我們對身體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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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14.在八識當中，第八阿賴耶識就如倉庫一般，接收了所有善惡業的種子，當種子成熟
時，潛在的業力釋放出來，我們又會再度流浪生死。 

 
( X ) 15.「通身是眼」，是從分別意識上說的；「遍身是眼」卻是從心性上無分別智慧上顯現

的。 
 
( O ) 16.耳識的修行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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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 17.前五識當中舌識最容易造業，其中口舌能積善業，也能造惡業。平日，我們藉口舌

進食以滋養色身，又藉口舌發言以傳達情意，但吃香喝辣，盡由它選；說是說非，
任它擺布。因此，佛門吃飯時要「食存五觀」，佛陀並制戒規範不得「兩舌」、「惡口」、
「妄言」、「綺語」，以避免「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 O ) 18.所謂「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指的是轉識成智以後的世界，就如虛空一般，無

有分別，但從無分別中，又體現出萬法的本來面目。 
 
( X ) 19.「轉識成智」到了成所作智，第六識轉為能夠發揮神通遊戲功用的心識，不但能成

辨諸事，也能隨順眾生的根性給予因應的教法，為他們解決煩惱痛苦。 
 
( X ) 20.第六意識會帶著所有善業、惡業，繼續未來的輪迴、轉世，受報、受生。 
  
( O ) 21.第七識又稱「末那識」。末那，是印度話，翻譯成中國話就是「意」，有「思量」的

意思。 
 
( 0 ) 22.「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說明的是宇宙萬有與我們的心識之間，存在著非常密切 

的關係。 
 
( O ) 23.蘇東坡遭到佛印禪師寫了「放屁」兩字的評語，衝動的過江去找佛印禪師理論，是 

因為他沒有做到了轉念的修行。 
 
( O ) 24.不能認識自己，主要是真心久被塵勞封鎖，真心不顯，妄心反而成為自己的主人， 

時時攀緣外境，無法有片刻的歇息。  
 
( X ) 25.禪宗神秀大師偈語：「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指的是已經達到開悟的境界。 
 
( O ) 26.各人吃飯各人飽，各人生死各人了。人生的自在安樂，不假外求，所謂轉識成智， 

轉苦為樂，轉迷為悟，都必須自己親自去實踐。 
 
( O ) 27.「唯識學」，是認識自心的一面明鏡，更是修正習氣的最好規矩 
 
( O ) 28.開發內心的這一畝田地，讓「心田不生無明草，覺苑常開智慧花」，指的是以般若

智慧來圓滿自己人生。 
 
( O ) 29.是心是佛，星雲大師一再勉勵大家要肯定「我是佛」，這不是口號，是要引發每個

人內在清淨的佛性，自淨其意，不斷的用淨念對治惡念。那麼，淨念相續，惡習的
種子會枯萎，良善的種子必定日益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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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30.色界以上屬於禪悅為食，不再需要舌頭品嚐食物，也不再需要鼻識來辨嗅香味。 
 
( X ) 31.轉識成智之後，前五識只能算是「前得智」；前得智雖然無漏，但是有分別的，所

以沒有辦法直接親緣真如，真如是無分別的。 
 
( X ) 32 .「發起初心歡喜地，俱生猶自現纏眠，遠行地後純無漏，觀察圓明照大千。」上

述偈頌在說明第七識。 
 
( X ) 33.第六識造作的引業與滿業達到一定的能量時，並不會為我們招來任何的果報。 
 
( X ) 34.前五識就如海面上吹起的波浪，一切外境則如風，海面上縱有任何風吹草動，第七 

識仍舊深不可測、隱微難知。 
 
( O ) 35.第八識的轉識成智，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在進入八地不動地時，完全破除了第

七執八為我的習氣；二是到了十地之後的等覺位時，不再有業種子召感果報的作用
存在。 

 
( O ) 36.《阿含經》的主旨是講述佛陀在原始佛教時代生活的記錄。 
 
( X ) 37.《長阿含》的經典要義，是明白人天因果，即我們現在倡導的人間佛教。 
 
( O ) 38.《雜阿含經》的經典要義：講佛陀的生活和各種禪定的內容。  
 
( X ) 39.1820年前，中國佛教學者視《阿含經》視為大乘經典，具有重要地位。 
 
( O ) 40.古諺云「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是告訴我們能聽聞佛法，是多麼的稀有難得。 
 
( O ) 41.在《阿含經》中，有五種聽聞佛法的功德，「見不邪傾」是指聞法後，建立正知正

見，以免見解走偏或變成邪見。 
 
( O ) 42.在《阿含經》中，有五種聽聞佛法的功德，其中「解甚深義」，是指聽經聞法最大 

的功德，是可以了解人生的真實及佛法甚深的真實義。 
 

( O ) 43.有正知、正見，能通達經教、能事理圓融、能觀機逗教、能樂說無礙、 能給人歡
喜、給人信心......具備這些條件者，從自受用到他受用，除了可以做別人的善知
識外，這些福德資糧，就是我們「後世的善知識」。[阿含經與人間佛教﹒頁 202] 

 
( O ) 44.《雜阿含經》一二一八經告訴我們，人在世間上，雖然土地很重要、伴侶很重要、

飲食很重要，然而，業是我們生命所依，最為重要。在佛法裡，從凡夫到佛，必須
靠業的修行，轉業為真如佛性，才可以成佛。 

 
( O ) 45.在佛教裡，「忍」有三個層次：生忍、法忍、無生法忍。 
 
( O ) 46.一切的布施，都讓人有利益、給社會有利益，都是正正當當，那才是真正布施。 
 
( O ) 47.佛教有三學叫「戒定慧」，戒可以治療貪欲的病，定可以治療瞋恚的病，慧可以治

療愚痴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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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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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 ) 49.希望，就是我們平常說的「欲」，好的欲望，是清淨的淨法欲、善法欲，希望讀書

進步、開智慧、做功德、成佛作祖等。  
 
( O ) 50.第八識可以幫助我們攝持這個五蘊和合之身，使人體四大調和，維持正常運作。 
 

二、選擇題 (每題 1分，共 50分) 

( １ ) 1.什麼是唯識思想的基礎?  
        (１)八識  (２)阿賴耶識  (３)第六識  (４)末那識 
 
( ４ ) 2.以下哪一本唯識學著作以十二頌四十八句總結八識思想學說，被認為是唯識學的入 
         門學習手冊?  
    (１)《成唯識論》    (２)《唯識二十論》 
    (３)《百法明門論》   (４)《八識規矩頌》 
 
( ２ ) 3.請問下列哪一位代表人物有「千部論主」的美稱，並致力於弘揚大乘唯識學?         
        (１)無著  (２)世親  (３)玄奘  (４)龍樹 
 
( ４ ) 4.請問下列哪一個選項不屬於「八識」之一?  
    (１)眼識  (２)鼻識  (３)舌識  (４)第七阿賴耶識 
 
( ３ ) 5.前五識僅有的什麼功能，讓它們能接收經感官所對應的外物，卻不作判別的角色， 
         只是看到，聽只是聽到，需要有第六識的介入才能分別外境的美醜、香臭、細滑等?  
    (１)了別  (２)了然   (３)了境  (４)分別 
 
( ４ ) 6.前六識不斷向外攀緣，與外境交涉後，會產生下列哪種性質?  
    (１)善  (２)惡  (３)無記  (４)以上皆是 
 
( ２ ) 7.意識是不需要前五識而可以獨立活動的，這種情形稱之為何?  
    (１)五俱意識  (２)獨頭意識  (３)五後意識  (４)明了意識 
 
( ４ ) 8.每部佛經幾乎都以「如是我聞」為開頭，耳可說是最好修行，在生活我們該如何善 
         用耳根修行，請問以下何者為是?  
    (１)善聽人言 (２)兼聽善言 (３)諦聽聖言 (４) 以上皆是 
 
( ３ ) 9.下列何者不是舌識的功能? 
    (１)進食 (２)傳達思想 (３)分辨香臭 (４)表達情感 
 
( ３ ) 10.下列何者不是第七識具有的四種特質?  
    (１)我痴  (２)我見  (３)我嗔  (４)我慢 
 
( ２ ) 11.前五識中能夠感受世間的冷、熱、寒、暑及萬物的軟、硬、澀、滑的是哪一識? 
    (１)舌識  (２)身識  (３)鼻識   (４)眼識 
 
( ４ ) 12.前五識雖然能感受事物，但只能直接領納外境，必須結合哪一識，才能產生分別 
          作用?  
    (１)末那識  (２)阿賴耶識  (３)第七識  (４)第六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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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13.下列對八識的功能描述的偈語，何者正確?  
    (１)末那幕後主人翁  (２)指派賴耶作先鋒  
    (３)心居中樞總指揮  (４)以上皆是 
 
( ４ ) 14.著名的作曲家、鋼琴家貝多芬，雖然耳朵聾了，但他仍能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樂 
          曲；海倫凱勒雖然耳聾眼盲，還能成為一流的演說家、教育家。以上兩例說明縱 
          使前五識有了障礙，只要哪一識健全，一樣可以發揮應有的功能?  
    (１)阿賴耶識  (２)末那識 (３)前五識 (４)第六意識 
 
( ２ ) 15.下列對於第七末那識的敘述，何者為非?   
    (１)一心一意執著第八識是我 
    (２)像倉庫一樣毫無分別的收藏善惡種子 
    (３)能將前六識所作的善惡，毫無遺漏的傳達給第八識 
    (４)以第八識為主而產生審度思量的功能 
 
( ４ ) 16.我們看到莊嚴的佛像雖然是眼識的作用，但由於哪一識的協助，在瞻仰膜拜佛菩 
          薩的聖容時，才懂得生起恭敬，知道懺悔發願。 
    (１)阿賴耶識   (２)末那識  (３)前五識  (４)第六意識 
 
( ２ ) 17.作夢時的第六意識和當下的外境沒有直接關係，夢境有的是白天發生的各種狀況， 
          或是很久前曾經經歷過的事，甚至是過去世業因的浮現，或是對未來的預兆，都 
          是屬於哪一種獨頭意識的作用?   
    (１)了別獨頭意識  (２)夢中獨頭意識 
    (３)狂亂獨頭意識  (４)定中獨頭意識 
 
( ３ ) 18.世間上，有的人幻想「百日升天」、有的人幻想「不勞而獲」、有的人幻想「點石 
          成金」，這樣的人不肯努力工作，只幻想明天就能發財；這都是第六識的痴心妄想。 
          此時的心識狀態，稱之為何? 
    (１)狂亂獨頭意識  (２)夢中獨頭意識  
    (３)散位獨頭意識  (４)定中獨頭意識 
 
( ２ ) 19.俗話說「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雖然在當下已經過去了，但所有的造作，一點一 
         滴，不論好的、壞的，都會再落在八識田中，是形容阿賴耶識的哪一種意義? 
    (１)能藏  (２)所藏  (３)執藏  (４)以上皆是 
 
( １ ) 20.歷史上一些高僧大德可以入定數月不吃不喝，卻能安然存活，這也是因為八識中       
          的哪一識，維繫著肉體的生命? 
    (１)阿賴耶識   (２)末那識  (３)第六識  (４)藏識 
 
( ２ ) 21.眾生造作業因，有的是今生報，有的是來生報，有的是多生報。好比植物在播種 
          之後，有一年以內結果的，有二年之後結果的，有多年之後結果的，由造業到結 
          果的時間不同，所以在異熟能變的三種意義中稱之為何? 
    (１)變異而熟  (２)異時而熟  (３)異類而熟  (４)以上皆是 
 
( ４ ) 22.從「五戒」、「十善」的規範中，除了不綺語之外，我們如何做到口舌的修行，不 
          要因口舌而傷人造業，使得口業清淨，心也跟著清淨? 
    (１)不兩舌  (２)不惡口  (３)不妄言  (４)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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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23.佛經裡記載一位香口沙彌，由於前世不說謊，感得這一世只要一閉口，就有天樂
妙香出現，《金剛經》中也有：「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
語者。」這樣一段經文，請問釋迦牟尼佛三十二相之一的「廣長舌相」，就是經過了
三十世下列何者的修行，而得的果報? 

    (１)禁語不言 (２)不挑撥離間 (３)不說妄語 (４)不辱罵他人 
 
( ３ ) 24.俗話說「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 」，請問這是指哪一識的作用? 
    (１)眼識  (２)耳識  (３)舌識  (４)身識 
 
( ２ ) 25.五眼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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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亮等種種限制，稱之為何種眼? 
    (１)佛眼  (２)天眼  (３)法眼  (４)慧眼 
 
( １ ) 26.五眼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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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何種眼?  
    (１)佛眼  (２)天眼  (３)法眼  (４)慧眼 
 
( ３ ) 27.口舌能積善業，也能造惡業。試說明在生活中，如何善用舌頭來修行，以下何者 
          為非? 
    (１)說愛語  (２)說慰語   (３)說綺語   (４)說佛法 
 
( ４ ) 28.星雲大師利用現代話來詮釋經典裡常看到佛陀放光的真實意涵，請問以下敘述何 
          者正確? 
    (１)眼看一切人事皆善美，並以慈眼視眾生，即眼睛放光 
    (２)滿臉笑容沒有瞋色，就是臉上放光 
    (３)心中，慈悲、智慧、清淨，就是心中放光 
    (４)以上皆是 
 
( ４ ) 29.生活中，我們可以運用第六識來修行。請問以下哪一點不是第六識的修行方法?    

(１)要會思惟  (２)要能包容  (３)要能靈巧  (４)要能逃離 
 
( ２ ) 30.佛教說阻礙我們向上提升的魔障都住在我們心裡。請問以下哪一點不是我們心中 
          的魔? 
    (１)貪瞋愚痴  (２)發心作務 (３)消極疑忌 (４)憂悲煩惱 
 
( ４ ) 31.第七識的別稱為「末那識」，有思量的涵義。第七識的修行中其中一點為「去除我

執」。請問下列哪一點關於第七識的修行說明是錯誤的?     
        (１)第七識我執所帶來的苦，宛如一座牢獄，一座火宅，我執未除，使我們既像籠 
            中鳥，又像杻械枷鎖拘身，片刻不得自在。 
    (２)執著的人，因為頑固不化，不知變通，在待人處事上往往剛愎自用、墨守成規， 
            不肯與人為善，不能從善如流，不願察納雅言，因為有這些性格上的缺失，在 
            事業上就很難有成就，人際關係也難有突破了。 
    (３)不好的習慣不容易改進，是因為執著；不當的言行不容易糾正，也是因為執著。 
    (４)即使去除我執，也不能淡化和解決我與身心的不協調。 
 
( ４ ) 32.唯識學家說：學習佛法最終的目標就是要從煩惱、生死裡解脫出來，達到不生不 
          死的境界，也就是要能夠______。  
    (１)熄滅三毒  (２)布施行善  (３)看破紅塵  (４)轉識成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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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33.唯識學家說要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請問什麼是妙觀察智?  
    (１)將第六識從分別計較的有漏知見，轉為清淨無漏的智慧，便能巧妙觀察眾生的 
            根機而說法無礙。 
    (２)將執著轉為平等一如的境地。 
    (３)將識轉成能隨順眾生的根性給予因應的教法，為他們解決煩惱痛苦。 
    (４)無所不照，猶如虛空，包容萬物的大智慧 。 
 
( ３ ) 34.唯識學家說「三界唯心，萬法_____」，主要表達宇宙萬有與我們的心識之間，存

在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因此，清楚明白自己當下的這一念心，就能了解三界內千差
萬別的諸法。  

    (１)無諍  (２)唯心  (３)唯識  (４)殊勝 
 
( ２ ) 35.近代知名書法家于右任先生有一把很長的鬍子，因此有「美髯公」的稱譽。有一

天，有人問他：「先生，您睡覺的時候，鬍子是放在被子外面還是裡面呢 ?」 于右
任先生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被人這麼一問，心裡不自在了，想著，到底是放在
裡面，還是放在外面?這一天晚上竟然無法入眠。」以上故事，說明當我們心裡的_____
不足時，就很容易受到外境的干擾。 

    (１)慈悲  (２)力量  (３)信力  (４)資糧 
 
( ３ ) 36.「一個高中生準備參加大學聯考，特地買了一束花獻給他的老師以感謝師恩，但

是不小心，花掉落地上，學生很迷信的脫口而出：『糟糕，落地(落第)了，大學一定
考不取了。』老師知道學生的心意，趕快把花撿起來說：「真是好兆頭!這一次考大
學，你一定可以及地(及第) !」唯識學家說「萬法唯識」，從以上故事中可以了解到
其實同一件事情，如果把它解讀成不好，那就成為壞事；如果解讀成好，就成為好
事。這一切都是取決於我們的______。 

    (１)眼識  (２)耳識  (３)心識  (４)身識 
 
( ４ ) 37.當一個人的心識有力量，就能對境不迷，雲開天晴；對境若迷，則積久成病，即

使華佗再世，恐怕也會束手無策，請問以下哪一個成語，能夠以「心病還需心藥醫」
的道理對治? 

    (１)杯弓蛇影  (２)風聲鶴唳  (３)草木皆兵  (４)以上皆是 
 
( ４ ) 38.心識的力量雖然很大，如果沒有去用它，就像挑擔子，沒有逐步逐步的練習，一

下就想挑起百斤的重擔是挑不動的。然而，一旦訓練有成，一百斤，二百斤都能一
肩挑起，而且可以走很遠的路。請問修行人在生活中可以透過哪些方法，增強自己
心識的力量?  

    (１)念佛              (２)參禪   
 (３)布施行善          (４)以上皆是 

 
( ２ ) 39.吾人生活中脫離不了人我對待，然而我們在待人處事時，總是「八風」一吹就東

倒西歪。比如遭受毀謗、辱罵等對待，常為了要捍衛這個受傷害的「我」，而反擊對
方。請問一個修道人在生活中，應該用什麼方法，看待自己不如意的遭遇呢? 

    (１)逃避   (２)轉念   (３)大吃大喝   (４)睡覺 
 
( ４ ) 40.修行就是要平日「      」看顧著我們的心，有朝一日才能見到「本來無一物」 
          的風貌。悟道的禪師，只要當下心安，就能擁有三千大千世界。儒家主張凡事求 
          諸己，禪師要求「      」，所以，人人都應該隨時隨地撿除心中的落葉啊!請依 
          據前後文意，在空白處選擇最合適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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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時時勤抱怨；隨緣不變  (２)時時勤寫作；隨遇而安 
    (３)時時勤打坐，隨喜自在  (４)時時勤拂拭；隨其心淨則國土淨 
 
( ４ ) 41.以下關於八識的描述，何者為是?  
    (１)「八識」：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賴耶，雖分為八類，合起來其實 
            正是我們整體的生命。 
    (２)往縱的方面來看，八識貫串了我們的前世、今生及來世；往橫的方面來看，它 
            連繫著我們與自他、與眾生、與整個宇宙世間之間的關係。 
    (３)八識，究其極致就是佛性的展現。了解八識，認識自我，就曉得自己的人生何 
            去何從，知道要重新規畫生命，開發內心的這一畝田地，讓「心田不生無明草， 
            覺苑常開智慧花」，以般若智慧來圓滿自己人生! 
    (４) 以上皆是 
 
( １ ) 42.從萬法唯識的理論基礎上，我們為何需要觀照日常生活的「起心動念」?  
    (１)因為要自我警覺，不令惡生起，積極擴大善的力量。 
    (２)因為知道善惡，才能隱藏過錯不被發現。 
    (３)因為懂得觀照，才能累積福報。 
    (４)因為要看見八識的相互關係。 
 
( ４ ) 43.學習「唯識」有許多好處。請問下列說明中，何者為非?  
    (１)「唯識」是認識自心的一面明鏡。 
    (２)「唯識」是修正習氣的最好規矩。 
    (３)「不明本心，學佛無益」，學習「唯識」讓人活得知足、淡定、歡喜、自在。 
    (４)學習「唯識」是為了批判別人的不足。 
 
( ４ ) 44.在八識中，前五識生起、產生作用時需要各種因緣條件。其中鼻子聞香、舌頭嚐

味、身體產生觸覺時，不能有距離，稱為_______。 
    (１)離中取境  (２)心中取境 (３)識中取境 (４)合中取境 
 
( １ ) 45.請問第六識在「轉識成智」時，會轉為_______，破除「分別我執」及「俱生我執」。 
    (１)妙觀察智 (２)成所作智 (３)平等性智 (４)大圓鏡智 
 
( ４ ) 46.請問下列哪個不是第七識相應的心所? 
    (１)五遍行  (２)五別境 (３)八大隨煩惱  (４)二個中隨煩惱 
 
( ４ ) 47.在生命的來與去之間，第八識都是______，作主支配著我們何去何從。     

(１)配角  (２)造業高手  (３)先離去  (４)主角 
 
( ２ ) 48.《阿含經》是佛陀在原始佛教時代生活的記錄。以下是「阿含」   
     的詮釋，請問何者為非? 
    (１)聖言真理 (２)六度四攝 (３)佛陀所傳承的教說 (４)傳承佛陀教法的聖典 
 
( ２ ) 49.《增一阿含經》三一八經提到聽、經開法是為了讓慧命增長。因此，在聽聞佛法

時應當要抱持怎麼樣的心態呢?  
    (１)忐忑不安  (２)信任感  (３)狐疑  (４)執著 
 
( ４ ) 50.經典上說，沒有正知、正見的人稱為「非人」。請問「非人」的特質是什麼 ?    

(１)應笑不笑  (２)應慈不慈  (３)應喜不喜  (４)以上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