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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選  提  要 

1. 佛、法、僧三寶是佛教徒信仰的中心，佛是教主，法是真理，僧是導師，三者都是

讓眾生得度的重要因緣。皈依三寶的真正意義，是從最初三寶、常住三寶進而皈依

自性三寶。  (第一冊，37-39 頁) 

2. 皈依三寶是學佛的入門，受持五戒則是信仰的實踐。五戒即：不殺生、不偷盜、不

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吸毒。五戒分開來講有五條，但從根本上來看，只有一條戒，

即「不侵犯」。持守五戒，其實就是體現自由民主的真義。 

(第一冊，40-43 頁) 

3. 「六度」是人生度脫煩惱、成就佛道所實踐的六種修行法門，透過六度的修行，不

只發心度人，自己也能因而得度，所以六度是「自度度他，自利利人」的一種修行。

所謂「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 

(第一冊，44-46 頁) 

4. 「四攝法」就是以布施、愛語、利行、同事等四種方法來攝受眾生。所謂布施，就

是廣結善緣；愛語，就是語言的巧妙；利行，就是助其增上；同事，就是同行共事。

四攝法，以慈悲、方便來攝受他人，是增進人際關係的妙法，也是我們為人立身處

世應遵循的準則。  (第一冊，92-94 頁) 

5. 佛經有四種正精進，即：「未生惡令不生，已生惡令斷除；未生善令生起，已生善

令增長。」佛經也提到：「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眾等當勤

精進，如救頭燃；但念無常，慎勿放逸。」主要是警惕、勉勵我們，人生要常行精

進，不要輕易空過。  (第一冊，53-55 頁) 

6. 六度以般若為眼睛，所謂「五度如盲，般若為導」。布施有了般若，就能三輪體空；

持戒有了般若，就能饒益眾生；忍辱有了般若，才能無生法忍；精進有了般若，才

能奮而不懈；禪定有了般若，就能證悟覺道。   

(第一冊，59-61 頁) 

7. 「無常」從壞的上面想，他是好的會變壞；但是「無常」也可以幫助我們變好。我

們在無常裡面，學習正面思考，學習勇於改變現狀，也讓我們自我不斷超越、不斷

進步。佛法的「無常觀」帶給我們歡喜的期待和無窮的希望。 

(第一冊，72-74 頁) 

8. 佛法不講對立，講究中道。中道，是超越有無、增減、善惡、愛憎等二邊的極端，

但是，「中道」並非折中之道或中庸之道，而是以般若智慧來調和事理，融和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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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趨向解脫之道。中道的思想，是空有融和的智慧，可以直接契入世間實相。有

中道的般若智慧，就能在現世生活中幸福快樂。因此，不只修行要合於中道，做任

何事情，過與不及都不好。  (第一冊，79-81 頁) 

9. 「四聖諦」──苦、集、滅、道。這是佛法的綱要，說明了人生如何從「苦空無常」

的此岸，邁向「常樂我淨」的彼岸之修道次第。  (第一冊，86-88 頁) 

10. 「四無量心」慈、悲、喜、捨，是我們依止安住的所在。四無量心的實踐，能降伏

我們內心的貪、瞋、痴、慢等煩惱。「佛光人工作信條」理念，慈無量心可說是

「給人信心」，悲無量心則是「給人希望」，喜無量心是「給人歡喜」，捨無量心

就是「給人方便」。修習四無量心，能夠改善我們的人際關係；修習四無量心，能

培植福德智慧，能利益安樂無量眾生。  (第一冊，89-91 頁) 

11. 「四依止」：一、依法不依人，二、依智不依識，三、依義不依語，四、依了義不

依不了義。佛教徒應該以此作為學佛的準則、信仰的準則。  

(第一冊，95-97 頁) 

12. 「四法界」：第一、「事法界」，第二、「理法界」，第三、「理事無礙法界」，

第四、「事事無礙法界」。法界唯心，華嚴用「四法界」，對於宇宙萬有的一切，

提供了正確的認識，讓我們不至於在世間萬法上妄自生出執著、偏見，對立、衝突，

把一切理事用緣起來看，用平等來看，用和諧來看，這就是華嚴「四法界」給我們

基本的啟示！  (第一冊，98-99 頁) 

13. 諸佛菩薩所發的願，歸納起來都離不開「四弘誓願」。「四弘誓願」是指：眾生無

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第一冊，100 頁) 

14. 因果之前，人人平等，因果是人世間最公平的仲裁者。因此，一個人可以什麼都不

信，但不能不信因果！  (第一冊，104-105 頁) 

15. 人有三世，過去、現在、未來，這個三世生命流轉的過程，佛教透過「十二因緣」，

也就是「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的循環相

續來做說明。  (第一冊，106 頁) 

16. 發菩提心的定義，就是「上求下化」。對上，我們要「上求佛道」；對下，我們要

「下化眾生」。  (第一冊，116 頁) 

17. 佛教講「煩惱即菩提，菩提即煩惱。」佛經說：「不怕妄想起，只怕覺照遲。」學

佛的人不要怕煩惱，重要的是，如何轉煩惱為菩提。在日常生活之中，無論遇到什

麼困難挫折，只要我們懂得轉念，情況就會改變。  (第一冊，121-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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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根據《大乘起信論》說，我們的心，它的本體、相狀、作用，廣大無限，所以稱為

體大、相大、用大。大師說：「人間佛教包括生命、生死、生活；生命是人間佛教

的體，生死是人間佛教的相，生活是人間佛教的用；乃至人間萬有環環相扣的關係，

就是人間佛教。」  (第一冊，139-141 頁) 

19. 佛陀初成道時，在菩提樹下也說：「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這正說明，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同體平等精神。  (第一冊，143 頁) 

20. 省庵大師說：「入道要門，發心為首；心發，則佛道堪成。」世間上，發心有多大，

成就就有多大，發心的力量不可思議。  (第一冊，149 頁) 

21. 懺悔，是佛教重要的修行法門之一，也是一種反省的功夫。佛教常講：「不怕無明

起，只怕覺照遲。」無明煩惱生起現行，只要及時覺悟懺悔，仍然是一個清淨善良

的人。  (第一冊，152 頁) 

22. 經典開頭的「如是我聞」，在現在的意思是聞法，包含有恭敬、供養、思考、修持

等內容；尤其最後要能夠「信受奉行」，能如是，才能稱作「如是我聞」。 

 (第一冊，168 頁) 

23. 星雲大師提倡「老病死生」，讓人重新發現生命是有希望、有未來的；只要懂得回

頭轉身，人生仍然可以脫離老病死亡的困境，從中獲得幸福與安樂。 

(第一冊，173 頁) 

24. 佛光人四句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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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菩薩道的修持，內蘊六度波羅蜜等一切佛法，能夠信受奉行，就能

在自覺中走上成佛大道，最終得以圓滿佛果。  (第一冊，177-179 頁)  

25. 佛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它真正的意思，應該是

「天上天下，唯佛最尊」。因為一切眾生本自具有尊貴的佛性，和佛無二無別。  

(第一冊，180 頁) 

26. 在佛教裡有一句話說：「修福不修慧，大象披瓔珞；修慧不修福，羅漢應供薄。」

學佛不但要「解行並重」，尤其要「福慧共修」。  (第一冊，184 頁) 

27. 佛陀因為「福慧共修，圓滿具足」故稱為「兩足尊」。  (第一冊，184 頁) 

28. 「阿彌陀佛」是梵文音譯，意譯為「無量光」、「無量壽」，是超越時空對待，代

表永恆的生命、真理、無限的力量、福慧共修、了生脫死的意思。 

(第一冊，186 頁) 

29. 淨飯王與摩耶夫人是悉達多太子的父母，佛陀的父母，則是「般若」。也就是說，

佛陀的色身雖是人間父母所生，佛陀的法身卻由般若而生。三世一切諸佛，皆依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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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而遠離顛倒夢想，證得無上菩提。  (第一冊，189 頁) 

30. 佛教講生命有所謂的「三世輪迴」，眾生無始以來由於身、口、意造作的業力，形

成因果相續、無始無終的生命之流。因為有輪迴，生命還有改變與重新開始的因緣，

輪迴的目的在於認清自己，從中開發覺性，在輪迴中，不斷提升、淨化我們的生命，

學習以慈悲待人，用智慧處世。(第一冊，192-193 頁) 

31. 佛陀認為成佛，要依法，有法才有佛，才有僧，才有僧團。所謂「諸供養中，法為

第一」；就是佛，他也要依法才能修持。  (第一冊，194 頁) 

32. 佛教裡的布施，是「施者、受者，等無差別」，相互尊重，沒有彼此，不分人我的。  

(第一冊，202 頁) 

33. 所謂「八正道」，就是八條可以讓你的人生「向前有路」的正道，是哪八條道路？

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第一冊，205-206 頁) 

34. 「八風」是指我們在生活上所遇到的稱、譏、毀、譽、利、衰、苦、樂等八種境界，

能影響我們的情緒，所以稱為「風」。  (第一冊，209 頁) 

35. 「六和」即：一、見和同解，即思想統一；二、戒和同修，即法制的平等；三、利

和同均，即經濟的均衡、共享；四、意和同悅，即心意的和諧；五、口和無諍，即

語言的喜悅；六、身和同住，即居住的安樂。(第一冊，211-212 頁) 

36. 佛教的僧團因奉行「六和敬」，才能和樂清淨。廣義而言，一個家庭若能共同行持

「六和敬」，就能和合無諍，美滿快樂；一個團體若能共同行持「六和敬」，就能

發揮團體的力量；一個社會若能共同行持「六和敬」，就能成為安和樂利的社會；

一個國家若能行持「六和敬」，就能成為富強康樂的禮儀之邦。 

(第一冊，212-213 頁) 

37. 所謂：「佛說一切法，為治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只要我們能把這

顆心一轉，讓它「轉惡為善、轉迷為悟、轉妄為真、轉識成智」，那麼有了真心，

還怕不能成辦一切事嗎？  (第一冊，221 頁) 

38. 佛教講「外道」，指的是「心外求道」；一般人大多心外求法，而不知自家有無限

的寶藏。其實，學佛的人應該「反求諸己」，而不是一直心外求法，心外求道，則

離道漸遠，所以說「菩提只向心覓」，而非向外尋。(第一冊，226 頁) 

39. 《維摩詰經》說：「慈悲為父，方便為母。」慈悲與方便，都是令眾生入佛之見最

佳的要道。但是方便不是隨便，「給人方便」是給人因緣，給人助力，不讓人感到

困難，進而解決人的難題。  (第一冊，2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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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所謂做好事，就是修身，淨化身業；所謂說好話，就是修口，淨化口業；所謂存好

心，就是修心，淨化我們的意念。  (第一冊，235-236 頁) 

41. 以人為本，以眾為我的修行，也就是星雲大師一貫主張的「四給」之佛法意涵，四

給是指—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便。 

(第一冊，238 頁) 

42. 人的「眼、耳、鼻、舌、身、心」等六根，每天接觸六塵，攀緣外境，引誘我們造

種種惡業。六根以「心」為首，統領六根。  (第一冊，241 頁) 

43. 一般人的修行，由於著重在形象上、功德上，著重在有所求、有所得上，終究是難

以入道。而人間佛教的修行，強調生活即是修行。以積極入世的法門來淨化身口意

的汙濁，「但願眾生得離苦，不為自己求安樂」，以佛法的力量克制自己的貪、瞋、

愚痴，這才算是真正的修行！ 

(第一冊，245-246 頁) 

44. 所謂的「五停心觀」，即以「不淨觀」對治貪欲，以「慈悲觀」對治瞋恚，以「緣

起觀」對治愚痴，以「念佛觀」對治多障，以「數息觀」對治散亂。 

(第一冊，246 頁) 

45. 捨，在佛教裡就是「布施」的意思。「捨」，看起來是給人，實際上是給「自己」。  

(第一冊，252 頁) 

46. 人生唯有佛法、信仰、慈悲、發心、滿足、歡喜、慚愧、人緣、平安、健康、智慧

等，才是人生真正的財富。  (第一冊，259 頁) 

47. 普賢菩薩是大乘佛教「行」願的象徵，是實踐菩薩道的行為典範。 

(第一冊，263 頁) 

48. 大師列舉四部經的偈頌，教導吾人待人處世的參考：一、《華嚴經》的「不忘初

心」；二、《維摩經》的「不請之友」；三、《八大人覺經》的「不念舊惡」；四、

《大乘起信論》的「不變隨緣」。  (第一冊，264-266 頁) 

49. 世間上的人，最大的煩惱根源，就是來自於人有「分別心」。因為有分別心，就有

不平，就會抱怨；因為有分別心，就會產生不滿，就可能造成對立；因為有分別心，

就有貧富、貴賤、大小、高低、好壞、善惡，乃至對錯、有無等等的比較、計較。  

(第一冊，268 頁) 

50. 佛教裡提出「四小不可輕」：星星之火不可輕、小水滴不可輕、小王子不可輕、小

沙彌不可輕，以此來提醒我們，即便是一般平常最被忽視、輕視的小東西，我們不

但不可以輕忽他，不可以小看他，甚至更要正視他，更要看重他。(第一冊，2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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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法華經》裡提到常不輕菩薩，他見到人就恭敬禮拜，因為在他眼中看來，一切眾

生都是未來佛，都不可以輕視。  (第一冊，269 頁) 

52. 生死是一貫的，就像旅行一樣，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去，所以叫「往生」。只不

過往生後到哪裡去？大抵要往生有三個條件：隨重、隨習、隨念。 

(第一冊，277-278 頁) 

53. 大乘佛教的「三聚淨戒」來說，第一是攝律儀戒，教你行住坐臥都要合乎威儀；第

二是攝善法戒，凡一切行事都要以慈善為根本；第三是饒益有情戒，就是主動的關

懷眾生，利益有情，這才是積極的持戒。  (第一冊，279 頁) 

54. 佛教所說的「忍」，有三種層次：生忍、法忍、無生法忍。(第一冊，282 頁) 

55. 佛教講因果是通三世的，有一首偈語說得很明白：「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

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  (第一冊，288 頁) 

56. 所謂如來十號，即：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

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第一冊，2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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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庫 

一、是非題 

01. ( O ) 佛、法、僧三寶是佛教徒信仰的中心，佛如光，法如水，僧如田。 

(第一冊，37-38頁) 

02. ( O ) 奉行「三好運動」身做好事，口說好話，心存好念，身口意三業就

能獲得淨化。 (第一冊， 39頁) 

03. ( O ) 未成佛道先度人是菩薩發心，菩薩在發心度人的過程中圓滿成就自

己的佛道。 (第一冊，44頁) 

04. ( O ) 佛經有四種正精進：「未生惡令不生，已生惡令斷除；未生善令生

起，已生善令增長」主要是警惕、勉勵我們，人生要常行精進，

不要輕易空過。 (第一冊，53-54頁) 

05. ( O ) 真正的慈悲不一定是和顏悅色的讚美鼓勵，有的時候用金剛之力來

降魔伏惡，更是難行能行的大慈大悲。 (第一冊，63頁) 

06. ( X ) 佛法不講對立，講究中道。「中道」就是折中之道或中庸之道。 

(第一冊，79頁)  

非，而是以般若智慧來調和事理，融和有無，以便趨向解脫之道。 

07. ( O ) 一念之間的善惡，也牽動三世因果，乃至影響我們的命運；所以要

想改變因果、改變命運，回到當下，才有辦法。 

(第一冊，104頁) 

08. ( X ) 法律是人世間最公平的仲裁者。 (第一冊，104頁) 因果 

09. ( O ) 發菩提心的定義，就是「上求下化」。 (第一冊，116頁) 

10. ( X ) 學佛的人不要怕煩惱，重要的是，如何轉煩惱為怒氣。 

(第一冊，122頁) 菩提 

11. ( O ) 無明煩惱生起現行，只要及時覺悟懺悔，仍然是一個清淨善良的

人。 (第一冊，152頁) 

12. ( O ) 懺悔是佛教重要的修行法門之一，也是一種反省的功夫。 

(第一冊，152-153頁) 

13.( X ) 星雲大師提倡「生老病死」，讓人重新發現生命是有希望、有未來

的；只要懂得回頭轉身，人生仍然可以脫離老病死亡的困境，從中

獲得幸福與安樂。 (第一冊，173頁) 老病死生 

14. ( O ) 佛陀因為福慧共修，圓滿具足，故稱為「兩足尊」(第一冊，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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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O ) 「阿彌陀佛」是梵文音譯，意譯為「無量光」、「無量壽」，是超

越時空對待，代表永恆的生命、真理、無限的力量、福慧共修、

了生脫死的意思。 (第一冊，186頁) 

16. ( X ) 佛陀的色身是人間父母所生，佛陀的法身卻由菩薩而生。 

(第一冊，189頁) 般若 

17. ( X ) 四攝法以「愛語」為首，是佛教廣結善緣的最佳方法，也是接引眾

生進入佛門的重要方便。 (第一冊，201頁) 布施 

18. ( O ) 所謂「八正道」，就是八條可以讓你的人生「向前有路」的正道。

(第一冊，205頁) 

19. ( O ) 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都有一顆「真如心」，只是長期被煩惱的烏雲

覆蓋，無法顯現；但透過佛法的修持，可以把這顆真如佛性開顯

出來。 (第一冊，218頁) 

20. ( X ) 所謂糊塗心，需要有智慧，也要有力量，要能息事寧人。反之，平

常心是不分善惡好壞、不問青紅皂白；一切善惡都由它。 

(第一冊，224-225頁) 平常心，糊塗心 

21. ( O ) 佛教講「外道」，是指「心外求道」；一般人都是心外求法，而不

知自家有無限寶藏。 (第一冊，226頁) 

22. ( X ) 所謂的「五停心觀」，即以「不淨觀」對治貪欲，以「慈悲觀」對

治瞋恚，以「緣起觀」對治愚痴，以「念佛觀」對治多障，「睡

覺觀」對治散亂。 (第一冊，246頁)  

數息觀 

23. ( O ) 人生唯有佛法、信仰、慈悲、發心、滿足、歡喜、慚愧、人緣、平

安、健康、智慧等，才是真正的財富。 (第一冊，259頁) 

24. ( X ) 普賢菩薩是代表大乘佛教「悲」願的象徵，是實踐菩薩道的行為典

範。 (第一冊，263頁) 行 

25. ( X ) 世間上的人，最大的煩惱根源，就是來自於人有「歡喜心」。 

(第一冊，268頁) 分別心 

26. ( O ) 在《法華經》裡提到常不輕菩薩，他見到人就恭敬禮拜，因為在他

眼中看來，一切眾生都是未來佛，都不可以輕視。 

(第一冊，269頁)  

27. ( X ) 「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生公」指的是東晉的道安大師。 

(第一冊，271頁) 道生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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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X ) 往生有三個條件：隨重、隨習、隨便。 (第一冊，278頁)隨念 

29. ( O ) 「忍」，有三種層次：生忍、法忍、無生法忍。 (第一冊，282頁) 

30. ( O ) 「如來十號」即：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

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第一冊，289-290頁) 

 

二、選擇題 

01. ( 1 ) 佛如 ？ ，能圓熟眾生。 (1)光 (2)水 (3)田 (4)以上皆非 

(第一冊，37頁) 

02. ( 1 ) 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五戒從根本上

來看，只有一條戒，即 (1)不侵犯 (2)不自由 (3)不民主 (4)不合作。 

(第一冊，40-41頁) 

03. ( 4 ) 佛教的五戒中的「不妄語」和中國儒家的五常的 ？ 有共通之處 

(1)仁 (2)義 (3)禮 (4)信 (第一冊，42頁) 

04. ( 1 ) 我們說好話讚歎他人，心存慈悲、隨喜隨緣給人一個點頭、一個

小小招呼、隨手幫忙，把歡喜布施給人，這就是 (1)結緣 (2)結怨 

(3)雞婆 (4)愛表現 (第一冊，46頁) 

05. ( 3 ) 六度中，哪一項是修行一切善法的基礎，也是一切修行的根本。

不僅不會束縛我們，反而可以讓我們身心獲得究竟自由 (1)布施 

(2)忍辱 (3)持戒 (4)禪淨 (第一冊，47-48頁) 

06. ( 2 ) 佛經講︰「不能忍受毀謗、批評、惡罵如飲甘露者，不能名之為

有力大人也！」是強調 (1)布施 (2)忍辱 (3)禪定 (4)智慧 的重要。 

(第一冊，50頁) 

07. ( 2 ) 佛經說：「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眾等當

勤精進，如救頭燃；但念無常，慎勿放逸。」主要是警惕勉勵我

們要 (1)布施 (2)精進 (3)禪定 (4)持戒 。(第一冊，54頁)  

08. ( 3 ) 佛教常教人要「都攝六根」，要「攝心守意」；攝心一處，這就是 

(1)智慧 (2)精進 (3)禪定 (4)持戒。 (第一冊，56頁)  

09. ( 4 ) 關於禪，以下何者為非 (1)是應對人間萬事的瀟灑自在 (2)是面對逆

境考驗所展現的幽默風趣 (3)是悟的，不是學的，也不是從知識上

去理解的 (4)不須從生活中去修行、體證  

(第一冊，56-57頁) 必須從生活中去修行、體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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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2 ) 構成我人身心的五個元素就是「五蘊」，即 (1)眼耳鼻舌身 (2)色受

想行識 (3)稱譏毀譽利 (4)色聲香味觸。(第一冊，71頁) 

11. ( 3 ) 《心經》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如此體悟非空、非有，

就是 (1)慈悲 (2)仁義 (3)中道 (4)喜捨  (第一冊，80頁) 

12. ( 4 )「四聖諦」即 (1)慈悲喜捨 (2)地水火風 (3)發願回向 (4)苦集滅道 

(第一冊，86頁) 

13. ( 1 ) 「四聖諦」是佛法的綱要，說明人生如何從「  ?  」的此岸，邁向

「常樂我淨」的彼岸之修道次第 (1)苦空無常 (2)春夏秋冬 (3)東西

南北 (4)悲歡離合 (第一冊，86頁) 

14. ( 3 ) 「四無量心」慈、悲、喜、捨，是我們依止安住的所在，而「悲無

量心」可說是佛光人工作信條理念的  (1)給人信心 (2)給人方便 (3)

給人希望 (4)給人歡喜 (第一冊，89頁) 

15. ( 1 ) 佛教哪一個「宗派」對世間萬法的界限，用「四法界」來概括說明

它的意義？(1)華嚴宗 (2)唯識宗 (3)天台宗 (4)禪宗  

(第一冊，98頁) 

16. ( 4 ) 佛教講「法界緣起」，一多相即，大小互融，重重無盡，這就是 

(1)事法界 (2)理法界 (3)理事無礙法界 (4)事事無礙法界  

(第一冊，99頁) 

17. ( 4 ) 過去諸佛成就佛道，皆因發願而成，釋迦牟尼佛發  ?  大願成就佛

道 (1)十大願 (2)十二大願 (3)四十八大願 (4)五百大願。  

(第一冊，100頁) 

18. ( 4 ) 諸佛菩薩所發的願，歸納起來都離不開 (1)四十八大願 (2)觀音菩薩

十二大願 (3)普賢十大願 (4)四弘誓願 (第一冊，100頁) 

19. ( 1 ) 度眾生不是口號，必須從日常生活身體力行，諸如保護生態、愛惜

資源，可說都是 ? 的基礎。(1)眾生無邊誓願度(2)煩惱無盡誓願斷 

(3)法門無量誓願學 (4)佛道無上誓願成。(第一冊，101頁) 

20. ( 4 ) 所謂的「畢竟空」是指： (1)六根、六境都能空 (2)於一切都無所著 

(3)連「空」的觀念都沒有 (4)能夠了悟諸法究竟不可得，而不執著

於一物。 (第一冊，119-120頁) (1)內外空 (2)第一義空 (3)大空 

21. ( 4 ) 在日常生活之中，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挫折，想要情況改變，我們必

須先懂得 (1)逃跑 (2)抱怨 (3)生氣 (4)轉念 (第一冊，122頁) 

22. ( 2 ) 學佛的人要能超越一切，所謂不即不離、不空不有、亦空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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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認識「 ? 」，就能夠從煩惱中，看到覺悟的希望 (1)八正道  

(2)緣起性空 (3)六度 (4)四攝 (第一冊，123頁) 

23. ( 1 ) 佛教的「止觀法門」有謂「由定生慧」，下列何者錯誤? (1)定、慧

是分開的，一定要先有靜定才能產生智慧 (2)定中有慧 (3)慧中有定 

(4)定慧本是不二。(第一冊，127-128頁)  

24. ( 4 ) 在八識中負責接收一切善惡種子，決定我們要往哪裡去輪迴的是 

(1)前五識 (2)第六識 (3)第七識 (4)第八識。 (第一冊，133頁) 

25. ( 3 ) 下列何者是「轉識成智」的修行? (1)鑽牛角尖 (2)結緣 (3)轉念 (4)妄

想紛飛。(第一冊，135頁) 

26. ( 1 ) 星雲大師認為心的「？」就是生命，如果萬物沒有生命，就沒有作

用 (1)體大 (2)相大 (3)用大 (4)以上皆非。 (第一冊，139頁) 

27. ( 3 ) 星雲大師說人間佛教講「生命」、「生死」、「生活」；所謂「生

活」指的是人間佛教的 (1)體 (2)相 (3)用 (4)果 (第一冊，141頁) 

28. ( 4 ) 在佛教裡指示我們，信仰最重要的是 (1)建立對自己的信心 (2)相信

我能成佛 (3)相信我能做好人 (4)以上皆是。 (第一冊，146頁) 

29. ( 4 ) 佛教常講：不怕無明起，只怕 (1)覺悟遲 (2) 懺悔遲 (3)信仰遲 (4)覺

照遲。 (第一冊，152頁) 

30. ( 3 ) 佛教寺院道場早晚課誦後，都會以下列何者作為結束? (1)三法印、

回向 (2)三寶頌、回向 (3)三皈依、回向 (4)三好、回向  

(第一冊，157頁) 

31. ( 4 ) 「回向」的意義，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1)回小向大 (2)回自向他 

(3)回事向理 (4)回空向有 (第一冊，157頁) 回有向空 

32. ( 1 ) 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是 (1)緣起 

(2)四聖諦 (3)八正道 (4)四給 (第一冊，160頁) 

33. ( 4 ) 佛光山有一座「不二門」，其「不二」是取自哪部經文中的典故? 

(1)法華經 (2)華嚴經 (3)楞嚴經 (4)維摩詰經 (第一冊，163頁) 

34. ( 4 ) 佛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其真正的

意思是：天上天下，唯「 ? 」最尊? (1)羅漢 (2)菩薩 (3)須陀洹 (4)

佛 (第一冊，180頁) 

35. ( 1 ) 佛教有句話說「修福不修慧，大象披瓔珞；修慧不修福， ? 應供

薄」 (1)羅漢 (2)菩薩 (3)須陀洹 (4)斯陀含 (第一冊，184頁) 

36. ( 1 ) 佛教講生命有所謂的 ? 世輪迴，也就是說眾生無始以來由於身、

口、意造作的業力，形成因果相續、無始無終的生命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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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 (2)五 (3)六 (4)七 (第一冊，192頁) 

37. ( 3 ) 「輪迴」使我們從 ? 的控制中超脫出來，而主宰命運的是自身的業

力，一切禍福還是自作自受 (1)君權 (2)人權 (3)神權 (4)鬼權。 

(第一冊，192-193頁) 

38. ( 4 ) 佛陀告訴我們要「自依止」，以下何者是佛陀心中的希望? (1)自己

皈依自己、肯定自己 (2)自己發展自己 (3)自我超越 (4)以上皆是  

(第一冊，195頁) 

39. ( 2 ) 八正道中，指「正當的經濟生活與正當的謀生方式」是 (1)正業 (2)

正命 (3)正定 (4)正見 (第一冊，206頁) 

40. ( 3 ) 「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座紫金蓮。」是誰寫

給佛印禪師的詩？ (1)黃庭堅 (2)李白 (3)蘇東坡 (4)陸遊 

(第一冊，208頁) 

41. ( 2 ) 「八風」是指我們在生活上所遇到的稱、譏、毀、譽、利、衰、苦

及 ? 等八種境界 (1)喜 (2)樂 (3)悲 (4)榮 (第一冊，209頁) 

42. ( 2 ) 人生有很多迷，產生許多的問題疑惑，不能解答；假如悟了，甚麼

都懂得、都明白。因此，自古以來禪師只求「?」，不求成佛。  

(1)慈悲 (2)開悟 (3)懺悔 (4)方便 (第一冊，232頁) 

43. ( 4 ) 關於「四給」以下何者為非?  (1)給人信心 (2)給人歡喜 (3)給人希望 

(4)給人方法 (第一冊，238 頁) 給人方便 

44. ( 3 ) 一般人講話，常令人感到挫折，使人喪失信心；其實講話只要多注

意修辭，就能給人信心。以下哪一個語詞的替換，不是給人信心? 

(1)你沒有出息你只要努力，就會有前途，就能成功 (2)你的表情

真難看你再多一點笑容，會更迷人 (3)從沒遇過這麼笨的人連

豬都比你聰明 (4)你好肥如果再瘦一點，相信會更有精神、健康及莊嚴

(第一冊，238-239頁) 

45. ( 2 )「六根」以何為首，統領其他五根 (1)眼 (2)心 (3)鼻 (4)身 

(第一冊，241 頁) 

46. ( 3 ) 佛教的修行很多，下列哪項不是佛教修行方法？ (1)禪坐 (2)念佛(3)

算命 (4)持咒 (第一冊，244頁) 

47. ( 1 ) 「感應」的原理，就像電台，頻率要調對，才有聲音。每一個人平

時心裡念什麼，就會有什麼感應。例如念佛，會有 ？ 的感應。 

(1)成佛 (2)發財 (3)守時 (4)止渴 (第一冊，2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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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2 ) 布袋和尚每天揹著一個布袋，他常說:「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

布袋，何其自在？」請問「布袋」是指 (1)財富 (2)心上的包袱 (3)

衣物 (4)親人。 (第一冊，251頁) 

49. ( 1 )「捨」，在佛教的意思就是 (1)布施 (2)慈悲 (3)精進 (4)忍辱 

(第一冊，252頁) 

50. ( 4 ) 佛經裡說有八種福田，請問下列何者錯誤？ (1)佛 (2)聖人 (3)僧 (4)

子女。 (第一冊，255頁) 

51. ( 4 ) 佛教很注重財富，主張發展淨財、善財，重視 ？ 下述何者錯誤？ 

(1)均富 (2)利濟 (3)施他 (4)獨享 (第一冊，257頁) 

52. ( 2 ) 禮敬諸佛就是尊重一切眾生的 (1)外表 (2)人格 (3)地位 (4)財富  

(第一冊，260頁) 

53. ( 3 ) 佛教裡有所謂的「四小不可輕」，意指：星星之火不可輕、小水滴

不可輕、小王子不可輕，還有  ?  不可輕 (1)小貓 (2)小狗 (3)小沙彌 

(4)小公主 (第一冊，268頁) 

54. ( 2 ) 生死是一貫的，就像旅行一樣，從這個地方到那個地方去，所以叫

做 (1)死亡 (2)往生 (3)出生 (4)過橋 (第一冊，277頁) 

55. ( 3 ) 星雲大師主張要「先 ？ ，後生死」，只要平常活的有意義、有價

值，往生時，自然可以安然自在，生死解脫。 (1)享樂 (2)修行 (3)

生活 (4)苦修。 (第一冊，278頁) 

56. ( 2 ) 「三聚淨戒」中的 ？ 就是主動的關懷眾生，利益有情，是積極的

持戒 (1)攝律儀戒 (2)饒益有情戒 (3)攝善法戒 (4)五戒。 

(第一冊，279頁) 

57. ( 2 ) 有一首偈語：「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

是。」佛教講因果是通幾世？ (1)二世 (2)三世 (3)四世 (4)五世 

(第一冊，288頁) 

58. ( 4 ) 為了彰顯佛陀的聖德及讚美佛陀的偉大，因此如來有幾個稱號？ 

(1)七個 (2)八個 (3)九個 (4)十個 (第一冊，289頁) 

59. ( 4 ) 學佛要依佛陀指示「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

義不依不了義」，這就是 (1)四聖諦 (2)四正勤 (3)四給 (4)四依止 

(第一冊，315頁) 

60. ( 1 ) 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等，就是

佛教的 (1)八正道  (2)八識 (3)八字 (4)八苦。(第一冊，319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