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參加法會，體驗淨土 —賴信川 

 

 想體驗淨土的感覺嗎？就參加寺廟法會吧！ 

 有人說宗教都是勸人為善，因此世上宗教並無差別，這是似是而非的。既然宗教

間並無差別，為何世上有各種宗教？原來，宗教的差異，並不是所崇拜的神的名義

不同，而在於對「善」的的定義境界感受有所不同。佛教是世界最特出殊的宗教，

之所以特出殊，就是以個人修行作為主要教義，讓人人都可以擁有釋迦牟尼佛的圓

滿至善的境界，而更重要的是，也讓人人得以享受淨土的完美與究竟。 

 

 佛教的淨土，不同於他教的「天堂」，不強調主僕與救恩贖，而是慈悲教義的積極

建設。從佛教教理來看，淨土是以教化薰陶的目的，而而接引志同道合眾生一同建

設而成就慈悲圓滿的境界。佛陀在《維摩詰所說經》對於淨土的形成原理有透徹的

說明：「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所以者何？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

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

佛土，所以者何？菩薩取於淨國，皆為饒益諸眾生故，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

隨意無礙，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者非

於空也。」 

 

 因為「眾生之類」就是菩薩淨土，所以菩薩以度化眾生為目的來建設淨土，就是

佛教救世與淑世的積極作為。 

 

 寺廟就是人間淨土，法師就是菩薩，他們的使命是過去，也是現在，更是未來。

有的行走城鄉，傳播畢竟解脫的法福音，有的建立道場，豎撐起如來的大法幢，擔

起弘法的家業，以濟渡度眾生為職志。平時則禪坐梵唱，法音遠颺，戰時則開辦粥

廠，濟施難民。所以在五濁惡世裡，法師所在，就是菩薩的所在，寺廟所在，就是

淨土的所在。末法時代，魔強法弱，眾生處於業慾煩熱惱境地，正是渴望著安樂，

欣慕著淨土。因此藉由參加法會來供養法師，就是供養菩薩，進而護持道場，就是

護持淨土。供養法師與護持道場，無疑是人間無上的大福田。 

   

 護持淨土，除了佈布施金錢，最好就是參加道場舉辦的法會，親近善知識，體驗

淨土的生活。《阿彌陀經》說西方極樂世界眾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眾妙花

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飯時經行。」其實不單極樂世界如

此，人間寺廟處處皆是如此，參加寺廟法會，與參加淨土法會無異。何況，在寺廟

道場的眾生，多是具備善根，或已發菩提心，與《阿彌陀經》所說往生彼國，不可

缺少善根、福德因緣的情況大同小異；以諸多善人力量薰修所致，讓心靈洗了一個

好澡，褪去了藏污納垢，消滅惡業種子，自然增長了善根福德，菩提因緣也跟著自



然具足。 

 

 有人說：寺廟所舉辦的法會，使用的課誦本自己也可以請得到，在家裡自修不就

可以了嗎？事實上，獨自修行不是不可以，但是效果與感受力恐怕比較不如寺廟道

場的好。這是因為如法的的禪修與念誦儀軌，都是需要相當足夠的條件所構成的優

良環境來配合之下，修行才能順利進行，比較容易取得有所成就，。寺廟道場正是

遵照這樣的規定而建設的。這些條件包含做好灑淨的結界來區隔外界非人的干擾，

塑造種種佛像，陳設種種供具，方便迎請諸佛菩薩降臨，以及設立一定的修行空間

等等。當然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深入三藏，戒行具足的大師主法，以來護持修行人者。 

 

  要言之，由於便利修行的關係，如法的修行處所是必要的，而且必須具足一定的

規制，這也就是所謂的「道場」。在家修行則因為雜務纏身，很難達到這個目的一定

的效果。寺廟道場本來就是以修行為目的而設立，環境自然比自家還要優越好得多，

更何況，來參加寺廟道場的法會，還可以聽聞法師講經開示，對於自身修行有很大

助益。還有如法的寺廟道場會以修行目的來設立儀軌規與配合的法會活動。，在完

整的儀軌規行事之下，寺廟道場的修行往往比在家修行還要容易成就。因此自古以

來，佛教史上常說高僧出於寺廟，而很較少提及家中修行，就是這個道理。 

 

 如同佛陀在《維摩詰所說經》開示：「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

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意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迴回向，隨其迴回向則有方

便，隨其方便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學佛要有所成，是必須要福智

雙運。不論是坐禪修觀，或是儀軌念誦，學佛人在自己專修法門上用功以外，為了

調伏心性與增加福德因緣，還需要配合參加拜懺與朝山等種種法會活動。那麼，當

前台灣的寺廟道場一般都有哪些可以參加的法會呢？為什麼要參加這些法會呢？這

就是筆者要撰寫這個專欄的原因。目前台灣的大部分的寺廟道場都是按照清規所規

定，來排定一年的法會行事。筆者也將因此介紹各個法會的相關內容。 

 

 總之，想研究佛教，不如來修行；想知道怎麼樣修行，就來參加法會，來法會可

以和諸位善人結緣，更可以聽聞大師開示，對自己的立身處事都將有所助益。因而

參加法會，不僅自利，更能利他，淨土的建設，終究是要靠眾志成城，不分人我，

大家都有責任，也有權利來建設自利利他的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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