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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佛教协会印出了已故会长赵朴老撰写的《佛教常识答问》一书，时未多
久，销售一空，几经再版，数年之间，一二十万册流入社会各色人等。
这一事例，充分表明我国广大人民很是需要通俗易懂的佛教常识类型的书籍阅读。
　　中国佛学院天台学研究生宽见法师，善根深厚，发菩提心。
为了广大佛教徒，尤其是初学佛教徒，增长必要的基础知识，了解基本教义。
沿着正信正道前进，在研习教观的同时，抽出时间，将原马来西亚佛教总会编著，福建莆田广化寺佛
经流通处重印的《佛学入门手册》作为底本，进行重新编排，部分改写，充实新的内容，增添部分习
题等，更名为《学佛次第入门读本》，可给佛学培训班或初级佛教学习机构作教材用，可供广大佛教
同人阅读。
其内涵：从佛教产生的缘起，到佛教在古印度演变的简要概况，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变化，佛教基本教
义和如何做到正信的佛教徒等，形成了一个简要的体系。
佛学最终目的是指导人们断除惑业，离苦得乐，然而有些理论，深奥难明，这个读本深入浅出。
语言表达清楚，这是此篇的难能可贵之处，只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就能阅读领会。
但愿能有很多的同人都来阅读这个课本。
喜欢这个课本。
通过阅读解义，进而发愿立志实践。
由实践而证实义理，提升义理。
在课本中涉及佛教的五戒十善内容，乃是人天乘的依据和基础。
又是社会上的道德规范。
我们是法治的国家，以严密的法治，结合普及德化的辅佐，就能收到完善的效果。
不然，如果单凭法治，法虽可达严密周到，但是终难阻止作恶者寻找空隙逃避法律制裁的心理。
如能令其接受了德化，就可自觉律己，即所谓“道之以德”，“有耻且格”是也。
　　惭愧白衣王新敬撰于北京净心斋 公历二○○七年七月吉日 佛历二五五一年七月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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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佛次第入门读本（插图本）》是依据《佛学入门手册》为底本，并吸取了佛陀教育基金会编
写《佛学入门》的经验编写而成。
内容包括：佛教的传播一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佛法传入中国、佛教的分宗、佛法总纲与佛法大意、
五乘佛法、念佛法门、亲近善知识、初学佛的误区、佛教的社会价值等。
为了让初学者明白修学佛法的次第，找到一个学佛深入提高的门径，《学佛次第入门读本（插图本）
》还提供了一个“学佛升阶参考书目”，希望能对读者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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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无始以来烦恼业障的染污，人们大多具有各种各样的心理缺失，病态的心理是一个世俗凡夫
的正常现象。
刚刚接触到佛法的时候，没有经过系统的佛法熏修，或者没有明师的引导，或者受到缺乏正信正见者
的误导，或本身对佛法的误解，往往在学佛的过程中形成一些不正确的知见。
如果不理清这些知见障碍，就会导致严重的信仰误区，从而误导他人，严重影响正信佛教的形象。
下面略举几例初学佛法过程中的知见问题，以期起到举一反三、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素食主义与学佛 素食主义是大乘佛教倡导的慈悲法门之一，即从不杀生戒延伸为对生命的普
遍尊重与关爱，以大悲心及菩提心为基础，对菩萨自利利他情怀的践行，断食众生肉（腥）及对身体
有害的葱、蒜、韭、薤等五辛（荤）。
由于一般佛教徒大多生活在社会各个阶层，素食主义也有全面禁食荤腥及每逢佛菩萨圣诞等吃素的不
同形式。
从营养卫生学这个角度来说。
断食或少食荤腥非常有利于健康，尤其是现代生产的肉食品里含有大量的激素、防腐剂等各种毒性物
质，时刻危害着我们的身体。
佛教的素食主义思潮与卫生学、营养学、环保与保健等科学意见一致，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些前卫人士及新贵一族率先成为素食主义者，影响甚为深远。
　　然而，有些学佛者误解了慈心不杀与爱生护生的素食主义者的本意，误解了学佛的内涵外延，单
纯地将吃素等同于学佛，消极地认为学佛就是吃素，吃素就是学佛，以吃不吃素为学不学佛的标准，
甚至对他人横加指责，造成不利的影响。
　　对于刚刚学佛的信徒，应当先受持不杀生戒（包括不自杀、不叫他杀、不为杀业提供因缘等），
广泛参与佛教环保、护生及生命关爱等活动。
条件具备的可以在佛菩萨圣诞日吃素。
如果自己发心成为素食主义者。
也只能是个人实践佛法的高雅生活行为，尽量不给家人带来麻烦。
不强求别人效仿，更不能歧视没有吃素的人。
　　二、遁世隐居与学佛 现在人一般误以为佛教是消极的、避世的，甚至有一些初学佛者受到这种风
尚的影响，生起强烈的悲观厌世情结，忘记了大乘菩萨道的慈悲济世精神，忽略了佛教是世出世间的
圆融。
初学佛法时，大事未明。
见地不正，依止善知识远离愦闹专心致志地修学佛道，是有必要的；但应知道，放下一切，一心修学
，目的是济世度生，而不是逃避现实。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学，解行相应，知行合一，就应该发广大菩提心、慈悲心。
努力做到护持三宝，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为净化世道人心尽一份力。
　　因为个人根性或性格的不同，有的人生性好静，喜欢独处闲居，不适合做弘法利生的工作，那么
，远离尘嚣的纷扰，作无事逍遥人也无妨。
不过，佛教主张自觉觉他、以四摄法自利利他，圆融真俗二谛，效仿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的精神，
是最圆满的修学生活方式。
　　三、持戒与学佛 释迦牟尼佛在圆寂时，要求弟子们“以戒为师”，即佛教徒依靠戒律生活紧密团
结在一起，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学习，组成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见和同解、戒和
同修、利和同均的理想六和僧团。
戒律是伦理道德的基础，也是保障我们身心不受外在侵害、抵御困难的精神力量，更是我们提升人格
素养、净化自心的动力。
　　持戒是一种心灵的自我管理，其表现为止恶防非与进德修善两方面。
止恶防非是自我身心的保护，防止一时的过失给自己带来永久的痛苦。
进德修善是戒律的积极作用，要求我们以利益众生为宗旨，实践佛教博大精深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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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广泛开展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菩萨事业。
　　有的初学者不明白戒律的崇高利他精神，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个性孤
僻，行为怪异，甚至发展为偏执的禁欲主义，远离人民大众，以戒律衡量他人，说四众过失等，与佛
陀的慈悲教诲相违。
　　作为佛陀的弟子，应当谦虚谨慎地广泛地学习佛法，实践佛法。
在实践佛法的历程中，如何融摄工作与学佛等世出世间法的关系，尤为重要。
总之，在修学的过程中，充满希望，充满法喜，充满智慧，说明学佛就有进步。
　　四、神通感应与学佛 修学佛法的清净善信，有的人会出现一些感应道交的事。
这是因为个人的身体或心理素质而导致的自然现象，不可执著。
如果因修学出现的神秘境象而生起傲慢之心，炫耀大众，惑乱世人，就容易入于魔道。
　　虽然佛陀告诉我们修学佛法会得到天眼通、天耳通、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等现象，
但神通并不能贪求，即使获得了神通，如不是为了弘法利生因缘，也绝不能显现，更不可作为称誉天
下的资本，应该平平淡淡地真实面对。
如果在人道不说人话，一味谈玄说妙，言神言鬼，则成为世人讥笑的话柄，显然已经偏离了佛道，应
该及时纠正。
　　五、佛油子或泛亚圣主义 一般将学佛中不求胜解，好夸夸其谈而不重实修的人称佛油子。
佛油子一般自恃聪明，不愿意下工夫去实证，在理论上持“相似佛法”的见解，乍听起来似乎很圆融
，实际见地不清，知见不明。
这种浮泛的心理对以后修学佛法会造成很大的障碍。
　　有些人生性慧黠，善根深厚，但以傲慢心学习佛法，常常自以为是，轻视末学后学，自诩悟境高
深，误以为已经证果成圣，常以亚圣自许，这种人就犯了泛亚圣主义的毛病。
泛亚圣主义最终是画饼不能充饥。
不仅如此，此种未证言证的行为是犯大妄语罪，误人误己，必遭恶报。
　　六、喜欢赶场的“老修行” “老修行”喜欢到处赶场子，以广游名山大川，结交高僧大德为能事
，炫耀世人，以为这就是修行。
但是如此修来修去，却很少有进步。
　　佛法的修持，关键在于稳定地依止一定的善知识，一门深入地学习；在于从内心去深入理解佛法
，从行动去证得佛法。
而“老修行”则热衷于以结识许多善知识为荣耀，或以为这里听一耳说法，那里受一次灌顶，而自己
无须修持就能学得佛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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