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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密法 – 2T 

第四章 懺悔法 

第二節 懺悔的意義 

 

2.1 “懺悔”的根本理趣    

所謂“懺悔”的用意，便是要人們承認自己以前犯下了的過失，並且勇於面對自己的錯

失，藉由自我反思而慚愧悔過，請求别人的原諒及包容，透過發露懺悔和從中生起懇切的愧

疚心，重回到人類自有的善良本性。所以世界各地的宗教，都有著各種不同形式的“懺悔法

門”，讓信徒回歸原始的真善美之中。 

 

故此，“懺悔”真正的旨趣，是賦予眾生一個洗滌心靈的機會，誠心誠意地懺悔，並將

重獲淨化的身心，坦然地面對未來。佛教向來重視“懺悔法”的實踐，佛陀宣說“懺悔法”

的作用和重要性，普遍記載入佛教的典籍之中，譬如我們在《佛說四十二章經》裡看到的佛

陀教化，節錄如下： 

 

經文： 

“佛言。人有眾過。而不自悔。頓止其心。罪來歸身。猶水歸海。自成深廣。何能

免離。有惡知非。改過得善。罪日消滅。後會得道也。” 

 

略釋如下： 

“佛說，眾生是難免會犯下過錯的，但犯錯者若無悔改之意，把這存有僥倖的心馬

上制止下來，這些過錯便會逐漸成為罪業，而聚集在我們的身上，猶如把河流的水納入

大海，大海便會漸漸變得深邃和廣闊，這樣又如何能從罪業中出離。若有人犯下惡行而

自知是錯，並能改過自新，自身的罪業和罪障便日漸磨滅，之後更會衍生出斷惑證理的

智慧，逐步踏上修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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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蓮生活佛則教導我們： 

 

“有一句話講的很好，我常常提起的，懺悔如同百年的垢衣一朝得濯。就是你這衣

服放一百年，很髒，但是你只要洗一次，今天放到洗衣機裡面去轉幾下，放一點肥皂粉，

再把水加上去，給它轉一轉，然後你在重點的地方，你再用手給它洗乾淨一點，然後給

它漂白，重新再用乾淨的水再洗過。唉！你犯了一百年的這個業障，就在你一朝得濯，

就是你今天已經洗了，你就變的很乾淨，這個就是懺悔。佛陀也是這樣子講的，‘百年

垢衣，一朝得濯’，那麼你就可以洗的很乾淨，這個就是懺悔的意義。  

 

但是，重點在這裡：‘我今如是悔，後終不復造。’不能說，你今天懺悔了明天又

來，你後天懺悔大後天又來，這個就是不符合懺悔的真義。所以，他說要猛利追悔，就

是用很強烈的心去立下以後絕對不再犯的願望，這個叫做‘猛利追悔’。‘具足堅固防

護之心後不再造’，以後不再做的。從此以後你就變成一個新的人，過去已經過去了，

現在事也已經過去了，你就不會再犯這種錯誤。 

 

所以談到這個犯錯，我們講說，聖人都會有過錯的，不會沒有過錯的。所以我們每

一個學佛的人，在修事部法裡面，通通都要修懺悔法。” 

 

2.2  佛教“懺悔法”的意義與功用 

“懺悔”，在佛教的教義來說，就是引導眾生修正自己的行為，或叫作修身，所以懺悔

是屬於七清淨法（即：懺悔、隨喜、迴向、定心、請佛住世、說法、修法）其中之一，任何

一個宗教都以懺悔列第一位，懺悔也就是清淨的修行之一，而佛教的“懺悔法”，更有著再

深一層的意義，蓮生活佛告訴我們： 

 

“佛教裡面有提到懺悔，很多的。所有的懺本裡面，都是因為要消除不好的‘因’，

不要去做那些不好的‘因’，就不會產生不好的‘果’。把‘因’拿掉，‘果’就沒有，

這主要是懺悔。 

我們懺悔的時候，我們看到懺本裡面，也就是教你什麼不可以做，什麼不要做。把

種種不要做的‘因’拿掉，就不會有‘果’了，這是懺悔主要的意義。 

 也要把你的心，放在懺文裡面。懺文裡面怎麼講的，你要深入去體會，確實去實

施，這是懺悔真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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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佛法的觀點來看，“懺悔”不只是滅罪悔改的意思，尚包含有種種的利益，就好像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裡所云： 

 

“懺悔能燒煩惱薪，懺悔能往生天路，懺悔能得四禪樂，懺悔雨寶摩尼珠，懺悔能

延金剛壽，懺悔能入常樂宮，懺悔能出三界獄，懺悔能開菩提華，懺悔見佛大圓鏡，懺

悔能至於寶所。” 

 

經文中的大意，便猶如蓮生活佛所說的：“懺悔能燒盡‘煩惱’的薪柴，懺悔能滅地獄

之火，得天上的清涼。懺悔能獲得最高的禪定，懺悔可得無上的智慧，懺悔能延壽，懺悔常

住樂土，懺悔會開出最聖潔的蓮花，懺悔可得佛果，懺悔可以成佛。” 

 

佛教是教導人們通過懺悔的形式，真誠地面對過錯而悔改，學會了約束自心，而不再傷

害眾生，然後創造出坦然自若的新人生。並且，在淨化身心靈之餘，更為他們在修習佛法前

作好了準備。因為眾生若要開啟八萬四千法藏的寶庫之門，都是必須帶著清淨無垢的心來進

入，才能全面體會佛陀聖教的法義。故此，“懺悔法”可以說是，佛弟子修習佛法、或是深

入佛法前必須經過的“前行”。 

 

 

思考題： 

1. 你能說出“懺悔”的真正意義嗎？ 

2. “懺悔”除了淨化眾生的身心靈，尚有任何作用嗎？試申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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