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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對我們人類感動的力量很大。在大乘的

佛法中，對於藝術，特別是音樂、歌詠，向來非常

的重視。我們見到很多的信眾，每每都因在讚仰三

寶的歌唱中，生起宗教的情緒，漸漸與佛教發生關

係，而走向皈依三寶的路上。在佛滅四、五百年

間，大家都知道印度有位很著名的馬鳴菩薩，相傳

他是以音樂化度眾生的。曾經作過一首很美妙動人

的歌曲（「賴吒和羅」），而且由他親自演奏。

當時很多人受了感動而信仰三寶，甚至自動捐棄王

位底尊榮來出家的。不單止於音樂，就是像寺院裡

的鐘聲，在清晨天將亮未亮的時分，震徹大地的昏

暗，也會激發人們的宗教信仰情緒而來學佛的。所

以我們要善為利用音樂的工具，作為弘揚佛法、教

化眾生的前導。

弘法的意義，可以說是將佛法宣揚、傳布出

去。這可以分為二類：一、知識的傳授；二、（藝

術）音樂的感化。把佛教的理論、修行的方法，條

分縷析地說明，使人們對佛教的理法、行法，有了

明確的認識，加深信仰，真實修行。這種訴之理智

的說教方式，當然是重要的，但有時反沒有歌唱、

讚詠的感化力來得快，來得強。因藝術是情意的，

直接激動感情、意志，引生同情、好感底共鳴。僧

團中誠摯虔敬的讚佛聲，或念佛念得非常和諧、懇

切的聲浪裡，最容易激發宗教底信仰情緒。所以在

過去的大寺廟裡，對於音樂也很重視的。（《佛法

是救世之光》p.394 ～p.395）

4∣ 雜誌 567期



所有一切歌詞樂曲，應以佛教為主為中心。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先

瞭解內容的真實意義。譬如讚佛的功德，就要深刻地知道佛是怎樣的

偉大、尊貴、慈悲，而後才能將佛的境界完整地表達。如說人生是無

常的，有種種的悲哀，那麼對於生、老、病、死的變易苦，乃至現前

的種種境象，是怎麼虛幻？都要有親切的體會，始能引發旁人對無

常生起有同樣的感覺。再說讚歎淨土，當然對極樂世界，是如何的微

妙，如何的快樂，自己一定要去，非去不可。歌唱要具備這種心境，

使聽眾生起共鳴、同情。諸位無論是修學、研習，或做宣化的工作，

希望本著這種精神去努力，我想更加能夠成功。（《佛法是救世之

光》p.396）

佛教音樂，有一些基本原則：如讚佛的功德、教理的發揮。演奏

時，那些優美的旋律要表達出寬容、和平、莊嚴、隆重、肅穆、誠

懇等，才能與佛教的精神相應。反之，再好的歌詞，如演奏出輕浮

的曲調，像「毛毛雨」一類的，當然不能激發宗教底情緒。精進音

樂團要注意音樂的素質，做到只有音樂的好處而無流弊。（《佛法

是救世之光》p.398）

學佛的法門很多，方便也多，其中有「因樂得樂」的方便法門；

從現生的快樂當中，來實現未來的快樂！諸位因音樂的方便而學佛，不

止於現前歌唱，演奏的時候，心裡感到安寧、歡悅、愉快。諸位能真誠

信佛、學佛，陶冶於佛化的音樂中，大家的身心時時都會得到歡喜、

快樂、自在！更能實現我們來生的快樂，乃至解脫，究竟成佛的安樂！

（《佛法是救世之光》p.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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