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學與學佛 －聖嚴法師 

很多人都以為佛學很不容易懂，因為專門性的名詞太多、經典太多、論書太

多、教理思想的派別也太多，初進佛門的人，頗有望洋興嘆而不知何取何捨的困

難。即使是專門以研究佛學的學者而言，也很難找到幾位精通全部佛學而了無疑

問的人來。因此，佛學兩字，對於一般人來講，的確是一門深奧的學問。 

    其實，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宣講的佛法，是將他親自體證到的如何成佛

的方法，告訴了我們。他的目的是希望一切的人，都能依照他教的方法來修學，

他沒有希望他的教義，被視為一派哲學的體系，當然不會希望學者們把他所證得

的佛法，看作一門學術，放到研究室和圖書館裡去，讓人家用科學方法去研究它。

所以，從佛教的根本之理而論，只有學佛，沒有佛學。學佛，是信仰佛教的目的，

唯有學佛，始有轉凡成聖而至成佛的可能；佛學，是研究的一門人文科學，它能

告訴我們佛教在形態和地域上的演變，以及在思想上的發展，也就是將佛教的教

團史和教理史，作各種角度的分析和考察，而視之為佛教的考古學、社會學、文

學和哲學，它並不負有勸人信仰和實踐的責任。 

一般人所說佛教的難懂，應該是指的佛學，而不是學佛。因為，釋迦牟尼佛

當時向弟子們宣說的佛法，如果是難懂的話，他的教化，便不可能普及到各階層

去，即使現在，我們從比較原始的佛經中，仍可體味到，釋迦佛陀的教義，相當

樸實，與一般人的生活行為有密切關係。所以，我敢向諸位肯定地說，學佛很容

易懂，大家以為難懂的，是指佛學。凡一樁事物，歷史久了，在它上面堆積的東

西，必然越來越多，清理這些堆積物，便是一門深奧的學問，假如要想從這些堆

積物裡，找出最簡單、最根本、最平實的方法，來讓大家實行，便是學佛的工作，

可是，要做這番找的工夫，也非普通的人能夠辦到。這就是我們身為法師者的責

任，法師們應從難懂的佛學之中，找出易懂的學佛的方法，來告訴廣大的群眾及

佛教徒。 

因此，我們要弄清，佛學雖難，學佛卻易。佛學的研究，雖非釋迦佛陀設教

的目的，站在文學的立場，對佛教做學術性的研究，仍是值得鼓勵的。不過，對

於廣大的信眾而言，佛經不是讓你研究的，而是教你照著去實踐的，實踐佛的教

義，便稱為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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