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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動機:
在這半個學期的課堂上，討論了許多大乘佛教的理論，而這有助於我們對大乘佛教哲學有更深入的理解，而若我們能
夠將此知識化為實踐或是應用於生活中，將會是價值匪淺的，如果我們只是在腦袋裡理解，對人生不會有任何幫助，
上一次教堂做禮拜和課堂上討論基督教倫理學這是不同的，人生不僅只有思考或討論等，而是每個人的學習成長與實
踐，如何能夠讓自己提升？提高自己的生命價值？我想佛學給了我們一些的答案，而又該如何實踐？

期中報告內容:
要對佛法真正的了解體會，是離不開實證實際去行動的，則僅是空談想法紙上談兵，所以我們可以來看佛法其如何實
踐，也就是佛教的修行觀，如何去修行?簡單的說就是戒、定、慧三者，意思就是持戒、定力(禪定)、般若(智慧)，此
三個並不是理論也不是思辯性的知識，而是告訴大家如何去實作而達到解脫的境界，這三者之間：「由戒生定，由定
發慧」之關係，而慧又可以加強定力與清淨心，所以這三者是為相輔相成，是同時進行的。
以下分別講述戒定慧，而這也是佛教徒們在做的事情，我們可以了解到，佛教是很實際的。

戒學
戒律：戒的原意為「止惡行善」，律為「調伏、滅、化度」，律就是有一條一條關於生活事務等等的規範，而戒是每
個人道德上之規範，和稱戒律也就是佛教教團之道德與法律性的規範。
為何會有戒律的產生呢？在佛陀剛開始講到之初是沒有戒律的，但後來僧團人數越來越多，裡面的人也很多雜，不得
不定戒律，最初的戒律是因僧團中之某位出家人，因父母壓力為傳承血脈而與俗家妻子發生性關係，有了第一條戒律
：「色戒」。戒律的目的是佛陀為了讓僧團有一致的生活規範，也讓一些人知道自己做錯事得以悔改，加上能讓一些
信仰佛法的人增加信心與讓佛法可以流傳於後世等等原因，爾後戒律越來越多，乃至佛陀涅槃後，傳至各地便有不同
依地制宜的方式，

定學
而當我們內心清淨，真心持戒時，此時修習定學，而簡單來說就是禪定，而現今依不同的教派有其不同的方式，如觀
想自己和別人色身識不清境的，而可以停止我們貪心執著於肉身的念頭、數自己的呼吸次數、觀想屍體腐爛漸漸變為
白骨等等很多，此多種方法不外乎就是讓自己保持清淨的身心，然後破除自己對色相的執著，而透過這樣一次一次的
練習，自身將更加具有覺知，將會進入到禪定的更身的層次。

慧學
慧原意為般若，若用非常簡易的說法就是智慧，但般若比智慧有更豐富的意義。慧可分為世間與出世間，一種是世間
然後會引發許多煩惱的，另一種則是對於解脫真實實相的智慧，而後者就是慧學的目的所在，透過修行，可以是定學
或是聽聞佛法等等然後解脫煩惱見證真理的智慧。

結語:
以上我們可以了解佛教徒是如何修行的，而我們可以在學了一點佛學後，可以做些甚麼或是更加深入到佛教的世界，
雖然這是很難的，但這些也許可以給我們生活一點提示，如果有符合於你的地方都可以拿去使用，比如想像身體腐爛
……但也許大家有更好的想法，畢竟佛法是為解脫(你不承認佛法，但也得承認你有煩惱吧！)，而佛法有八萬四千法
門，就是針對這些的，所以依照自己是何地方法，這裡不是要你去進行某個信仰，而是若某部分觸動你或是益於你就
可以拿走使用。
以下是比較嚴肅的話題但也是我們一直面對的狀況，其實就個人所了解，很多的佛教徒也不太懂佛學是甚麼，可能就
是大概了解知道，這可以讓我得到好處或是解脫煩惱或是增強自身定力專注力等等而修習佛法，而一般人對佛法也是
有許多誤解的，藉由許多的課程可以更加的釐清等。也許大家有各自的信仰，當然有因為也都是人，不免有時會執著
於佛法等等。我想在這裡說的是有時候上課聽了許多，但這都不及參與任何佛教的活動一次，若我們僅有思想上之思
辯，可以說是從未進入佛教的世界的，而我們又在談論的是甚麼呢？我們可能談到許多物質、自由意志、命定論、許
多的因果律與緣起，那這樣就是談論到你的內心深處了嗎？而這些最終改善了你的生活了嗎？不是說談論這些是沒有
用的而是我們的心態是如何，就如同今日的需多學科包含哲學已經變質一樣，我們可以思考當初這些知識學問的目的
是為何的？阿波羅神廟的名句：「認識你自己」，這也是當初來念哲學的原因，但這些時光中，我們當然是跟隨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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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腳步有時也有自己堅持的信念，但很多時候，我們不禁想問？我們的生活如何？你過得快樂嗎？這些都不是你上完
四年的大學課程可以了解學到的，甚至一點也沾不到邊，但這些不是人生中重要的課題之一嗎？很多時候我們的哲學
已經偏離了原本的目標，當今社會和以前的社會也有許多的問題，而且似乎也沒有因為後來哲學被比較多人所知而解
決問題，我並不是責怪哲學，而是我們能做些甚麼對待我們的真實，而能夠不再欺騙自己嗎？往後的哲學會如何走，
我想就是保持初衷而已(對現今其實很難)，這個世界不停地改變哲學也是，我們經過幾千年繞了很長的一條路，而最
終將帶領我們回真正的家的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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