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心及其修學
信心的必要

聲聞乘中說：「信為能入，戒為能度」

菩薩乘中說：「信為能入，智為能度」

佛說：「 我法甚深妙，無信云何解 」

一般信心的生起

知：由深刻了解認知而生起

情：情感的歸向而生起

意：由長期的努力操作而生起



入門信心的生起

▪ 學佛三門入：信仰門、慈悲門、智
慧門

▪ 入門可偏重不可偏癈

▪ 信為能入：三門並重才能生起信心

▪ 有智無信生邪見

▪ 有信無智長愚癡

▪ 有悲無智易墮落



正信與迷信

一．所信的對象說：必具實、德、能
實：佛，現實的人間佛陀出現於兩千五百年前的
印度。

德：佛徹悟真理，斷一切煩惱，故具真實德行。

能：佛為導師，能說法制戒引導世、出世間善。

不具三相的信仰為迷信：

實而無德：一般神祇的信仰，宗教戰爭

不實而有德用：如對神創造主的信仰

實、德而無用：如古代的某些哲學家或宗教家



二、能信的心情說
正信

知：正確的認識、
思考、抉擇後的信心

情：以正確的認識
後所生起的情感歸
向

意：由正確的認識
所引導的長起行為，
進而產生的信心。

迷信

沒有正確的
認識

純感情的舒
發

沒思考的宗
考行為



四類信仰狀態

1. 所信對象具實德能，能信者不具知情意(有信
無智長愚癡)

2. 所信對象不具實德能，能信者具知情意過程
(思考不正確，引導錯誤的解行)

3. 所信對象不具實德能，能信者不具知情意(迷
信中的迷信)

4. 所信對象具實德能，能信者具知情意過程 (*正
信)

學佛者應以能所相應的正信為目標



佛教中的「信」

一．順信與淨信

1．順信：一般由情感、意志所產生的信仰

2．淨信：佛教中特有的信

淨信：

1) 不同宗教的信仰特質

西方：順信為主

中國：重倫理，理性的分析

佛教：信智合一



淨信的定義

▪ 心淨為信

▪ 俱舍論:「令心澄淨。於諦實業果中現前忍許」

▪ 深忍：對事物深刻了解(認許)

▪ 樂欲：實踐的欲求

▪ 對事物深刻了解(認許)後，由無疑惑(心淨) 
所生起的信念。特別指對三寶、四諦、業果等
的信念。

信心：在深刻的理解與懇切的欲求中顯出；
是從理智所引起，而又能策發意欲的。



二．信心的修學次第
信忍
▪ 這是對於佛法，從深刻的理解而起的淨信。

▪ 聞所成慧養成(慧學的初步、信解位)

信求：

▪ 本著信忍的真信，而發為精進的修學

▪思所成慧養成(慧學的第二步，解行位)

証信 (証淨)

▪ 這是經實踐而到達證實(初果、初地)

▪ 修所成慧：悟不由他，不依文字，証位。



正常道與方便道

1. 總說：

1) 正常道：重菩薩的難行能行，又稱難行道。重於
宗教實踐，是正常的修學之道，

2) 方便道：的修學，以培養信念為主，又稱易行道。
重於宗教行為，是入道的修學準備

2. 正常道的信心修學

1) 願菩提心：發菩提願，以聞思修成就慧學

2) 行菩提心：受菩薩戒，依慧學引導佈施等五度

3) 證菩提心：勝義菩提心，初地成就



3. 方便道的信心修學

1) 為初學者信心不夠所立

2) 特重信仰，依佛力的加被的修學法

3) 方法為：誦經，禮佛，如普賢菩薩十大願：

1) 一、禮敬諸佛，二、稱歎如來：是佛弟子見佛所
應行的禮儀。

2) 三、廣修供養：是見佛修福的正行。

3) 六、請轉法輪，七、請佛住世

4) 四、懺悔業障：專重於佛前的懺悔，觀想懺悔。

5) 五、隨喜功德，十、普皆回向：這是大乘法所特
別重視的。

6) 八、隨順佛學：即依佛的因行果行而隨順修學。

7) 九、恒順眾生：是增長悲心。



4.十大願的三特點：
1) 佛佛平等，不限一時一地一佛

2) 重於心念、觀想

3) 依佛果德(攝法僧功德)引發信仰

5. 相輔相成

1) 入門時可偏重，但相輔相成

2) 由易行道轉入難行道

3) 難行道為修學之本

6. 異方便

另外如密教中的持咒，打手印等，為方便中的方便，
是為攝引印教等外道所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