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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我是一个出家的僧侣，本来写作出书不该是我分内的事，但是这几十年来，我在修行与
讲经弘法之余，虽也经常受邀演讲及到世界各国指导禅修，而我的庶务工作也相当繁忙；在如此紧迫
忙碌的情况下，居然还能完成一本一本的书，付梓出版，至今达一百余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
　　我已出版的书，包含研究论述、修行指导和通俗性著作等多类，不同的文体著作，有其不同的读
者群。
我很高兴能就其中的三本通俗类著作，为读者诸君做介绍。
  这三本书是《正信的佛教》、《学佛群疑》和《佛学入门》，皆非常适合初学佛者或是初接触佛教
的朋友阅读，等于是三本佛教的入门书；这三本书在台湾出版时，相当受欢迎。
　　《正信的佛教》和《学佛群疑》二书，有一个共同的特色，那就是以问答的形式呈现。
书中搜集、整汇了许多人心中对于佛教的各式各样的疑惑，再由我来试着做出解答。
　　《佛学入门》的内容，则涵盖三层面：一是关于佛陀的示现，是从释迦牟尼佛的一生，来谈佛教
的出现及基本思想；其次讲佛教的基本教义，是由我的几篇讲稿集结而成；第三是讲修持方法，即一
般大众于生活中可以活用、运用的修行方法。
　　现在，这三本书将印行简体版，在内地流通，出版社希望我为简体版的新读者们写一些话，问候
致意。
这是我的荣幸。
　　在我看来，这三本书是可深可浅的。
其浅之处，在于这三本书的缘起，原都是为了帮助佛教初入门者解惑而写，因此作为接触佛教、认识
佛教的初阶入门书，是再适合不过了；其深之处，这三本书乃是我几十年来对于佛教的研究和学佛修
持的心血集成，所以在佛学初探和研究的领域上，亦具有一番价值。
　　因此，我衷心地建议简体版的读者们，对这三本书，只看一次是不够的，最好是一看再看，多看
几遍。
借着反复阅读的过程，把长期存在于中国佛教里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与现象，重新予以厘清；同时
，对于什么是正信佛教的精神与蕴含，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这是我对简体版读者们最深的致意。
　　《正信的佛教》等三本书，能以简体版在内地印行，与读者结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也冀
盼这三本书简体版的问世，确实能为内地的读者开疑解惑，安乐身心。
　　最后，就以此序，作为我的书在中国大陆发行的一项纪念吧。
　　圣严序于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台湾法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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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佛群疑：　　佛教相信神通和异能吗？
相信风水算命吗？
人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密宗是什么？
念佛能消灾延寿吗？
持咒有用吗？
魔考是真的吗？
如何修行？
如何禅修？
个人自修和群体共修有什么不同？
佛教徒能赚钱吗？
能有感情生活吗？
佛教的生命观合乎科学吗？
佛教的世界观合乎现代科学吗？
佛教相信世界末日吗？
　　本书是《正信的佛教》的续篇，文字浅显流畅，解答精辟详细，是学佛入门的必读经典。
　　佛学入门：　　圣严法师根据当代佛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勾勒出了佛教发展的基本脉
络，还原了佛教的本来面貌，揭示了佛教的基本教义。
　　·释迦牟尼的成佛之道，佛陀的教义及教化，佛教在印度的起源及教团发展。
　　·何谓四圣谛、五蕴、十二因缘，因果与因缘，唯心与唯名，活佛与活菩萨。
　　·学佛的基础，在家居士如何学佛，修行的次第和方法。
　　内容简明扼要，准确权威，是你了解佛教，修行入门的最佳参考书。
　　正信的佛教：　　佛陀是救世主吗？
宇宙和生命从哪里来？
佛教徒相信上帝吗？
相信灵魂吗？
相信转世吗？
崇拜鬼神吗？
反对自杀吗？
反对节育避孕吗？
佛教徒有国家观念吗？
能参加军政工作吗？
　　佛教在两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其根本精神在流布的同时，掺杂了很多异质的成分，有了很多曲
解。
圣严法师以真修实证的智慧，扎实严谨的学术素养，透过平实流畅的语言，领你进入佛陀的世界，契
悟佛教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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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圣严法师，世界著名的佛教大师，1930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

　　著名佛教道场法鼓山的创办人，门人弟子遍天下。

　　佛教界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1975年获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历任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美国佛教会副会长及译经院院长，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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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学佛群疑　禅证——从恐惧到轻松（朱德庸）　新序　序　信仰佛教一定要皈依三宝吗　一定要看破
红尘之后才能学佛吗　学佛也须要知识和学问吗　在家学佛有禁忌吗　学佛是否必须放弃现有生活的
享受　什么是佛教徒的饮食观　杀生的定义和范围是什么　为何放生？
如何放生　佛教徒应以怎样的态度来赚钱　佛教徒可以有感情生活吗　佛教徒应该如何举行丧葬仪式
　如何做佛事　居士可接受寺院的馈赠吗　在家居士如何设佛坛　在家学佛如何课诵　消灾、延生是
可能的吗　加持的功用是真的吗　大修行者能代众生消业吗　持咒有用吗　佛教相信在劫难逃、在数
难逃之说吗　如何使人相信三世因果　佛教对于命相、风水的看法如何　“念佛一声罪灭河沙”是真
的吗　带业往生等于逃债吗　何谓念佛至一心不乱　念佛的人见到瑞相怎么办　临命终时见到瑞相就
表示解脱吗　如何辨明临命终时的魔境和接引　什么是中阴身　婴灵作崇之说有根据吗　佛教对灵媒
的看法如何　佛教对神通、异能看法如何　什么是五眼　佛教的授记观念是什么　佛是万能的吗　成
佛以后也要受报吗　先度众生还是先成佛　佛为什么要度众生　广结善缘怎么讲　“结缘”与“了缘
”的意义何在　神道设教也是佛教吗　佛教称为无神论的意思是什么　一神教的上帝是假的吗　密教
是什么　密教盛行佛教会灭亡吗　日莲宗与一贯道也是佛教吗　您是佛教徒吗　怎样辨明佛经的真伪
　佛教如何适应民间信仰的要求　逃避和出离有什么不同　个人自修和群体共修有什么不同　大修行
人一定要闭关吗　魔考是真的吗　如何选择明师　如何一门深入　何谓专修与杂修　什么叫做易行道
与难行道　忍气吞声就是修忍辱行吗　学禅若终生不悟怎么办　“此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是真的
吗　“地狱门前僧道多”是真的吗　“学佛越久离佛越远”是真的吗　卍字是什么意思　莲花在佛教
表示什么　燃顶、燃臂、燃指有必要吗　在家学佛与出家学佛的不同在那里　以出家僧众为佛教重心
的传统能继续维持吗　未来的社会还有人出家吗　佛教对于女性地位的看法如何　佛教对神秘现象的
看法如何　可用物理现象来解释神秘的经验吗　应该用科学观点解释佛法吗　佛教的生命观是合乎科
学的吗　佛教的世界观是合乎现代科学的吗　佛说的“圣言量”经得起考验吗佛学入门：　新序　上
篇　佛陀示现　　如何理解佛教　　佛教为何出现在印度　　由人成道的佛陀　　佛陀的教化工作　
　佛陀的根本教义　　佛陀的教团　　佛陀的晚年　中篇　基本教义　　佛教的信仰与教义　　因果
与因缘　　　唯心与唯名　　　活佛与活菩萨　下篇　修持方法　　学佛与日常生活　　佛教的修行
方法　　在家居士如何学佛　　小乘当真不好吗　　佛子能拜鬼神吗　　观世音菩萨　　念佛与助念 
　 学佛的基础正信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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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正信的佛教正信的佛教是什么事实上，佛教的本质并没有正信和迷信的分别，佛教就是佛教，佛教的
基本内容，到处都是一样。
佛教是从大觉的佛陀——释迦世尊的大悲智海之中流露出来的，那是充满了智慧、充满了仁慈、充满
了光明、清凉、安慰的一种言教，根据这种言教的信仰而建立的教团形态，便是佛教。
所谓正信，就是正确的信仰、正当的信誓、正轨的信解、正直的信行、真正的信赖。
正信的内容，必须具备三个主要的条件：第一，永久性；第二，普遍性；第三，必然性。
换一个方式来说，便是过去一向如此，现在到处如此，未来必将如此。
凡是对于一种道理或一桩事物的信仰或信赖，如果经不起这三个条件的考验，那就不是正信而是迷信
。
一个宗教的教理，禁不起时代的考验，通不过环境的疏导，开不出新兴的境界，它便是迷信而不是正
信。
但也无可讳言，正信的佛教在大乘教的流行地区，尤其是在中国，一向是被山林的高僧以及少数的士
君子所专有，至于民间的正信，始终未能普及。
一般的民众，始终都在儒释道三教混杂信仰的观念中生活，比如对于鬼神的崇拜以及人死即鬼的信念
，都不是佛教的产物。
佛陀是创世主吗不。
正信的佛教，没有创世主的观念，佛陀是人间的觉悟者，佛陀虽能觉悟世间的一切原理，但却不能改
变世间已有的状态；佛陀虽能化度众生，众生能否得度，尚须由众生能否自我努力而决定。
佛陀是最好的良医，能为众生的痛苦诊断处方，服他的药，必定得度，如果不肯服药，佛陀也爱莫能
助；佛陀是最好的向导，能引导众生脱离世间的苦海，听从佛的引导，必定得度，如果不从引导，佛
陀也爱莫能助。
因此，佛陀不以创世主自居，甚至不希望徒众们仅对佛陀做形式上的崇拜；能够实践佛的言教，就等
于见佛敬佛，否则，虽然觐见了当时的佛陀，也等于没有见佛。
所以，佛陀既不是创世主，也不是主宰神，佛陀只能教导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佛陀自己虽已离苦得
乐，但却不能代替众生离苦得乐。
佛陀是大教育家、人天导师，而不是幻术家及魔术师，他用不着骗人家说“代人赎罪”，他是教我们
一切要自己对自己负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佛陀是什么佛陀，这是印度古代梵文的音译。
佛陀，含有自己觉悟、觉悟他人、觉悟一切而无所不知无时不觉的意思，所以，又被称为一切智人或
正遍知觉。
佛陀，简译为佛，是在我们这个世界，距今二千五百八十九年(公元前623年)，生于印度迦毗罗卫城的
释迦太子，成道之后称为释迦牟尼。
释迦是族姓，意为能仁，牟尼是印度古代对于圣者通用的尊称，意为寂默。
这就是佛教的教主。
但是，从释迦牟尼的言教中，我们明白，在现有历史的记载中，虽然只有释迦一人是佛，可是过去久
远以前，这个世界曾经有佛出生，未来的久远以后，这个世界仍将有佛出生，现在的十方世界，也有
很多的佛存在。
所以，佛教不以为佛陀是独一无二的，佛教承认过去、现在、未来，有着无量无数的佛陀，乃至相信
所有的人，所有的有情众生(主要指动物)，不论已经信佛与否，将来也都有成为佛陀的可能，因为佛
教相信：佛陀是已经觉悟的众生，众生是尚未觉悟的佛陀。
在境界上，凡圣虽有不同，在本质上，佛性一律平等，所以，佛教不将佛陀当做唯一的神来崇拜，也
不承认另有一个宇宙的创造神的存在。
所以，佛教徒是无神论者。
宇宙的存在，不容怀疑，生命的存在，也不容否定。
佛教相信：构成宇宙的元素其自性是空的，构成生命的元素其自性也是空的，唯有空性才是永恒不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佛三书（共3册）>>

的真理。
所谓永恒，就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本来如此，就是宇宙和生命的实际情况。
佛教相信：宇宙情态的变化，生命过程的流转，那是由于众生所造的“业力”的结果。
业力是指有情众生(动物)使每一桩或善或恶的行为，像各种颜色一样，继续不断地熏染到生命的主体
——识田中去，再从识田之中，等待外缘的诱导而萌芽生长，正像播种在泥土中，等待日光、空气、
水的诱导而萌芽生长，这在佛教称为业力的现行。
业的造作是业力现行的因，业力的现行，是业所造作的果，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就是这个意思
。
业，有个人单独造作的，也有与他人共同造作的；有的虽然是单独造作的，但也可以和他人相同，有
的虽是与他人共同造作的，但也各有轻重不同。
因此，业的种类，从大体上说，分有“共业”及“不共业”两大类。
由于共业，所以感得同样的果报；地球，便是由于地球世界的众生——过去、现在、未来的无数众生
的共业所感，而有各类不同的共业，所以也感得各种不同的世界，太空之中，宇宙之间，有着无量无
数的世界，它们的成因，都是由于各类不同的无数众生，所造各类不同的共业而成。
所以，火星上如果真的有人，火星人的形体，未必也和地球人的形体一样。
至于那些无人的星球，乃至那些没有生物存在的星球，虽不是众生活动的舞台，但却也是为了众生活
动的舞台而存在；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没有一种现象没有其存在的理由。
比如，太阳上不可能有生物，但如果没有太阳的话，地球上的生物也将无法生存。
虽然尚有许多事物，无法用科学的观点证明其存在的理由，但在佛教的解释中，一切都是由于众生的
业力所感，那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
至于生命在地球上的最初出现，佛教相信是由变化而来，下至单细胞的生物，上至人类，都是一样。
地球形成之后最初的人类，是从色界第六天的光音天而来，他们是飞空而来的，那是由于他们的堕落
，贪爱了地球上的一种天然食物，吃了之后，身体粗重不能飞行了，就在地上安居下来(《世记经》、
《大楼炭经》、《起世经》等)。
实际上，那也是出于他们的业报所致，天福享尽之时，必须来地上随业受报。
正像以后所有的众生一样，既然先由共同的业力，感成了一个地球，岂能不来接受地球生活的果报?一
旦在地球世界的业报受完，又将往生至应往的他方世界中去。
又由于不共业的理由，虽然同样生在地球世界，品类的高下也就不同，下至昆虫，上至人类，人类之
中，贫富贵贱，上智下愚，也有千差万别。
事实上，共业，也是不共业的分类，比如地球众生的共业与他方世界众生的共业相比，便成了不共业
；同样地，不共业，也是共业的分类，比如非洲的黑种人与亚洲的黄种人，是由不共业所感，但因彼
此都是地球世界的人类，所以仍由共业所感。
以此类推，同在一个国家的人民，也有千差万别，乃至同在一个家庭，兄弟姊妹，也各有各的性格，
各有各的成就，各有各的生活感受。
这，就是佛教对于宇宙生命的来源及其存在的看法。
菩萨怎么讲菩萨，这也是梵文的音译，并且是简译，全译是“菩提萨埵”。
它的意思，菩提是觉，萨埵是有情；菩萨，便是觉有情。
有情是指有情爱与情性的生物，主要就是指动物。
菩萨是觉悟的有情，并且也能觉悟一切众生的痛苦，同情一切众生的痛苦，进而解救一切众生的痛苦
。
所以，通常都将乐善好施及扶困济厄的人，称为“菩萨心肠”。
菩萨的本义，和民间的观念大不相同，菩萨是信佛学佛之后发愿自度度人乃至舍己救人的人。
所以，泥塑木雕的土地城隍牛鬼蛇神，绝对不能称为菩萨。
菩萨是众生成佛的必经身份，众生要成佛，必须先发大愿心，最主要的有四条，称为四弘誓愿：“众
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可见，要成为-个名副其实的菩萨，并不容易。
不过，从最初的发心发愿，直到成佛为止，都可称为菩萨，所以有凡夫菩萨与贤圣菩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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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佛经中所说的菩萨，都是指的圣位菩萨，依《菩萨璎珞本业经》，菩萨共分五十二阶位，只有
十二阶位是圣人，那就是从初地到十地，加上等觉、妙觉。
其实，妙觉菩萨就是佛，等觉菩萨是即将成佛的大菩萨。
我们熟悉的观世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弥勒、地藏等，便是等觉位的大菩萨。
什么叫做大乘和小乘本来，在佛的时代，并没有分什么大乘和小乘，佛法是一味的，只是由于说法的
对象不同，所说的内容和境界也有不同罢了。
佛对根器浅薄的听众，说做人的根本道理，持五戒，修十善，称为人天乘；对于厌世观念很浓的人，
便说解脱生死的方法，称为声闻的小乘；对于根器深厚而有悲愿化世的听众，便是菩萨的大乘。
事实上，佛法共分五乘：人乘、天乘、声闻乘、独觉乘、菩萨乘。
修上品五戒十善的生天，中品五戒十善的生人，综合五戒十善，称为人天道；声闻是由于听法修行而
解脱生死的，独觉是不由听法无师自觉而得解脱生死的，综合声闻独觉，称为解脱道；菩萨道是既求
取解脱道而又不舍人天行的一种法门，所以大乘的菩萨道是解脱道与人天道的综合。
仅在人天道中修持五戒十善的人，尚是凡夫。
证了解脱道，不再受生死的人才是圣人，因他们只顾自己乘着佛法而得解脱，不愿回过头来救度其他
的众生，所以称为小乘。
菩萨是上求无上佛道而自己解脱生死，下化无量众生而同离生死苦海，所以称为大乘。
从佛教的分布上说，通常说北传的梵文系佛教——以中国为中心而至日本、韩国、蒙、藏的佛教，是
大乘佛教；南传的巴利文系佛教——以锡兰为中心而至泰、缅等国的佛教是小乘佛教。
其实，这是北传佛教徒的区分法，南传佛教徒根本否认这种区分法的正确性，因在《根本有部律》卷
四五及《杂阿含经》卷二八第七六九经，均有大乘之名，那是指八正道的修持者；《杂阿含经》卷二
六第六六九经，以行四摄法为大士；《增一阿含经》卷一九，明确载有大乘的六度。
除了理论境界上的发挥，北传佛教超过了南传佛教，在佛教生活的实践上，北传地区未必全是大乘的
，南传地区也未必全是小乘的；北传的中国佛教，除了素食而外，没有什么可比南传佛教更出色的。
尤其是中国大乘佛学的成就，因为中国老庄思想所形成的玄学清谈，在魏晋时代特别风行，所以上流
社会的士君子们，也把佛学当做消遣及清谈的玄理。
中国的天台宗及华严宗的理路，确也受有这一风尚的若干暗示，所以近代有一位日本学者木村泰贤，
批评中国的佛教是属于学问的佛教，而非实践的佛教，实亦不无理由。
事实上，天台宗、华严宗的思想架构，也多出于中国高僧的自悟境界，在印度的佛教思想方面，并没
有足够的依据。
因此，中国真正的大乘精神，从未普及到民间，更说不上成为中国民间生活信仰的依归了。
所以也有人说：中国的佛教乃是大乘的思想，小乘的行为。
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吗是的，因为佛陀不是某一民族的保护神，佛陀是宇宙的正遍知觉者，佛陀是属
于宇宙之所共有的，佛陀的正遍觉性，是遍满宇宙的，佛陀的慈悲之光，是遍照一切的。
所以，佛教的本质，就是世界性的，乃至是宇宙性的。
因此，二千五百多年以来，佛教已在世界各处，渐渐分布开来。
佛教在佛陀入灭之后约三四百年之间，由于佛教内部的意见不同，所以分成两大派系，年长而保守的
一派称为上座部，年轻而新进的一派称为大众部。
后来上座部向南传，传至锡兰，他们多以印度南方的方言巴利语记录经典，所以后来称为巴利语系的
佛教；另一派大众部向北传，虽没有直接产生大乘佛教，但大乘佛教的产生，却在大众部盛行的区域
。
这只是大致上的区分，其实，从佛教的史迹考察，最先传至南方如锡、缅等地的，倒是梵文的大乘佛
教，所以最先由海路传人中国的南方佛教，便是大乘系的。
至于向北方传，小乘佛教的势力影响，更是显见的事实了。
大乘佛教的源头，是在释迦世尊的时代，但在佛灭之后，很少受到比丘僧团的重视和弘扬，这段暗流
一直流了四五百年，才因部派佛教的分歧复杂而有大乘佛教起而代兴的时代要求，先后由马鸣、龙树
、无著、世亲等人搜集整理与弘扬发挥，才产生了大乘佛教，这是以印度古代雅语梵文记录的，所以
称为梵文系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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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之传人，是在东汉时代，相当于耶稣纪元的初期。
中国的佛教典籍，多是由梵文原本转译成的。
中国的佛教，后来虽然盛行大乘，但小乘的经论也译得很多，重要的小乘佛典，中国都有译本。
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的阶段，乃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高僧辈出，中印交流也频繁不绝。
在那个阶段，中国的佛教开了花也结了果，小乘大乘，一共开出十三个宗派，渐渐又被融摄为八个大
乘宗派，那便是大名鼎鼎的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密宗。
到了五代以后，由于政治的摧残，以及社会环境的驱使，佛教便离开文化中心，进入山林之间，僧人
自耕自食，义理的研究用不着了，所以只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一枝独秀。
在唐宋之间，尚有若干真修实悟的禅师，在简单而朴质的言行之中，感化着许多的人，但也由此而种
下了愚昧佛教的远因，以致到宋明以后，佛教的僧徒与寺院虽多，但已没有了灵魂，只是徒有其表的
空壳而已!不重教育，只顾依样画葫芦地上殿过堂盲修瞎参，不仅很少有杰出的高僧，一般的僧徒，也
多没有知识，自行且不知，哪还能化人?因此，僧人的素质普遍较低落，再加上儒家的排斥，致使民间
对于佛教也就越来越不知其所以然了。
清末以来，总算由于杨仁山居士的振作，太虚大师的倡导，以及印光、弘一、虚云等几位大师和欧阳
竟无(渐)等的弘化，中国的佛教，已略有了转机，唯因百废待举，举不胜举，故到目前为止，应革应
兴的佛教事业，尚在娃娃学步的阶段。
日本的佛教，是由中国及高丽传去的(高丽是由中国传去)，那是公元六世纪以后的事，故从本质上说
，日本佛教是属于中国型的，但自晚近个把世纪以来，由于接触到了西洋的治学方法，故以新方法研
究佛不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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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皈依圣严法师多年，受益匪浅。
法师的心语，犹如智慧的明灯，清心的甘泉，点点滴滴滋润着我的心灵。
　　——张国立"老师"对佛教徒而言，非常、非常地重要，但名师只是一种世俗的尊称。
佛教并没有什么名师、大德这种名相，讲求的只是师徒问彼此的心心相印。
所以不要执著名师，因为再有名的师父也不能把你变成佛，他们只能为我们指出心灵的路，但还是得
靠自己的力量修行。
像我来见圣严师父，就是因为我修行了五年，我必须向一位有智慧的老师请益，看看我走的方向对不
对，路对不对。
师父能够为我指引，哪里要注意、哪里要改变、哪里要做。
　　——李连杰圣严法师是一位伟大的禅师，我对他的学问与智慧极具信心。
我很庆幸能身为他的友人，我也尊崇他在东西方为佛教所做出的贡献。
　　——一行禅师圣严师父的德行让我感佩，阅读师父的著作，我得到很多启发。
对我而言，佛法愈来愈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与方式，我看待人事物的角度也因此宽广许多，在创作上如
此，生活上如此，婚姻、家庭、亲子关系莫不如此。
　　——朱德庸圣严法师为四川地震受灾民众祈福并率信众捐赠1200万台币。
法鼓山慈善基金会招募义工，成立赈灾医疗团，由法鼓山副住持果品法师率队第一批赶赴灾区关怀抚
慰灾民，协助灾民心灵重建。
同时圣严法师在北投农禅寺举办三时超度系念法会，为受灾民众祈福，所得捐款全部用作赈灾。
　　——《中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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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佛三书套装(全3册)》：张国立，李连杰，罗大佑，圣严法师皈依弟子，热诚推荐，世界著名佛教
大师圣严法师呕心沥血之作流传最广，销售已近400万册。
佛学界公认的最权威、最平易的学佛入门书。
正信的佛教：正信正知，透悟人生的真谛，解答今人当下困惑，指引人生出路。
佛学入门：轻松的笔调，简明扼要的叙述，将佛教的教义和修行，讲得透彻，明白，只有真正的大师
，揭示佛学的真谛，指引你真切的修行之路。
学佛群疑：真切的禅证体验，真正的大师，领你进入佛陀的世界，解除疑惑，透悟人生，没有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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