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做佛事 

學佛的工夫，主要是靠平時的修行。假如平時沒有修持佛法，臨命終時，尚

有一個補救之道，就是根據「隨念往生」的道理，勸病危者一心念佛，萬緣放下，

切勿怕死，不要貪戀家屬親友和產業財務，更不要心慌意亂，應該一心念佛，念

「南無阿彌陀佛」，並且要勸大家幫助念佛，使得臨終之人的心念，融洽於虔敬

懇切的念佛聲中。若能如此，死後當可往生佛國淨土，若是壽數未盡，也能以此

念佛功德，使病者早日康復、福壽增長。 

至於為亡者所做的佛事，則必須要體認佛事的意義，不可草草了事，要以虔

誠、恭敬、肅穆、莊嚴的心情來做，家屬親友盡可能全體參加，能夠跟隨持誦最

好，否則亦當隨眾參與、聆聽、禮拜。以亡者親友的虔誠、恭敬，感應諸佛菩薩

的慈悲願力，及以佛法的道理，給予亡者救濟及開導。因為做佛事就是召請亡者

臨壇聽法，化解煩惱的業力，以得超生離苦。如果親友眷屬對於佛事漠不關心，

既不參與，也不禮敬，對亡者的功用，縱然是有，也極其輕微，所以，真正的佛

事是要大家親自去做。 

 

冥陽兩利的佛事 

亡者往生後，最好從過世的那一刻起，佛號不斷的為之「助念」，以中國人

的習慣，能夠在七七四十九天之中每天做佛事當然最好，否則死後的頭七天或三

天，乃至僅僅一天或者每逢七期那一天做佛事，都是好的，可視個人的狀況決定。 

通常人在死後，若有重大的惡業，直接下墮三塗；若有眾多的善業，便可立

即生天；若修淨業，即可往生淨土。否則，就在四十九天之內，等待因緣成熟，

隨習、隨業轉生。在亡者未轉生之前為他超度，便能轉惡為善業使其心開意解，

甚至可超生天界，乃至往生淨土。如果已生淨土，亦能使他蓮品高升。 

根據《地藏經》，若要超度先亡眷屬，應該恭敬、供養諸佛菩薩，讀誦、受

持諸種佛經；而依照《盂蘭盆經》，應該布施、供養出家僧眾。綜合而言，若亡

者親屬，能為亡者修福布施、供養三寶、救濟貧窮、利益社會，乃至等施一切眾

生，使之離苦得樂，都是促成亡者超生離苦，往生佛國的助緣。 

因此亡者眷屬等，應發心在四十九日內，吃素念佛、淨守五戒（不殺生、不

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及不食五辛），並持續為亡者誦經、念佛或做諸

超薦、印經、布施、供養等佛事，功德迴向亡者，如此冥陽同霑法益，均蒙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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