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佛是一種迷信嗎？－聖嚴法師 

 

   現代的科技社會，媒體傳播無遠弗屆，網路四通八達，照理來說，怪力亂

神的宗教迷信，應是不堪一擊，能立刻被驗證粉碎。事實卻非如此，反而隨著傳

媒科技的普及，吸納更為龐大的信眾，甚至擴大為全球無奇不有的現象。很多附

佛外道也利用發達的科技網路，製造出滿天神佛、救世神話，神通特技讓人眼花

撩亂，使得對佛教似懂非懂的一些人，誤以為信佛教就是迷信的怪力亂神。 

 

 迷信的四大特徵 

 

  學佛是一種迷信嗎？聖嚴法師於《佛教入門》一書指出，「迷信」具有四項

特徵： 

   1.盲目崇拜：即人云亦云，聽說某人神通很靈，不經理性的思辨而趨之若鶩。

就像有事時聽說找流氓比警察有效，但是後遺症可想而知。 

   2.不合情理：違背因果原則，便是不合情理。例如，媚鬼賄神求橫財，或不

擇手段，必然產生不好的結果，或受法律制裁，或身敗名裂，內心也不得平安。

凡是不合情理，不論借神力、借鬼力，或借人力，因其不合乎因果的道理，都是

迷信。 

   3.似是而非：每個宗教都有自己的教理，有的說靠神力或加持力，凡信必靈

驗，有的則說有病祛病，沒病消災……。對這種開出萬靈保單的宗教，諱而不談

真正原因，以似是而非的理論迷惑人，需要謹慎留意。 

   4.邪正不分：鬼神現象所製造的迷信，邪正不分，是非標準與常人不同。鬼

神通過靈媒、乩壇等工具，以勸人為善的姿態誘人信從，一旦入門後，則是威脅

利誘逼迫人，讓人身心不得自由。 

 

 正信的佛教 

 

  佛教的本質，並沒有正信和迷信的分別。所謂的正信，就是正確的信仰、正

當的信誓、正軌的信解、正直的信行、真正的信賴。因此，佛教信仰不會盲目崇

拜，教義合乎因果，修持方法明確，方向光明遠大。 



  佛教被誤認為是迷信的信仰，主因正信的佛教未能普及於中國，反而被混雜

於民間信仰和風俗習慣，所以有非常多怪力亂神崇拜都被誤解為是佛教，因此，

只有推廣正信的佛教，才能破除迷信。 

   正信的宗教內容，應具備三個主要的條件：教義必須有永久性的、必須要

普遍性的、必須是必然性的。換句話說，便是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也必將

如此，不會朝令夕改。任何宗教的教理，如果經不起這三個條件的考驗，便非正

信，而是迷信。 

   迷信的怪力亂神，經不起時代考驗，曇花一現；經不起思想辯證，一戳即

破。佛教具有歷史悠久的背景、歷久常新的教理、適時適地的道德，擁有人間性、

關懷性、理智性和超越性的宗教精神，因此，能夠普受信仰，與時俱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