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說八大人覺經》，是佛門四眾最熟見習聞

的經典，也可說是藏經中最普及、流通量最廣的經

典。究其原因，約有三點：(一)經旨概括修持佛法

無數法門。佛說此經時，開宗明義就說：欲成為佛

弟子，常應晝夜誦念此經，體會一切菩薩所覺悟之

事。換言之，若不讀誦此經，則不易覺悟，即不成

為佛之弟子。(二)經的內容有八要點，文句簡短，

寥寥三百七十二字，然其意義深遠，不難讀誦及記

憶。(三)經的義理顯明，凡稍具佛學根柢的人，當

可領會。但對於講演此經者，則須先予精讀，悠游

涵泳，存養於心，於後伺機解說，方能三根普攝，

咸令背塵合覺。

對於現代的佛教青年，本經更有殊勝的因緣，

可稱為初機學佛者的入門書。猶憶民國四十七年

秋，筆者深感接引青年學佛確為挽救世道人公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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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十七年，周宣德老居士以各方好友大德

致贈的六十歲生日壽儀，恭印《佛說八大人覺

經》，同時撰錄梁任公的《佛教之特色與價

值》等書合印一千冊，送請《人生》、《菩提

樹》等雜誌代為廣告，普贈大專青年，並徵求

心得報告。入選文稿在轉呈智光上人審核後，

彙編為《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資印千冊，

廣送各院校師生結緣。由於參加徵文人數踴

躍，周老居士深感需要一份定期的刊物，作為

大專青年發表研究心得的園地，遂與詹勵吾居

士於民國五十年，共同創辦《慧炬月刊》，為

今《慧炬雜誌》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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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且必須以淺顯的經典，導引入門，遂將廖德珍居士白話註釋的《八

大人覺經》翻印一千冊，刊登廣告，供應全國大專青年索求，同時徵求

研讀此經的心得報告。結果受贈的學生，不及數週，紛紛提出佳作，其

中再選出十數篇，承智光上人出資加印千冊，分送大專同學輾轉參閱，

是為最初傳播佛種的肇端。後來又聯合印順、南亭兩位長老、沈家楨、

詹勵吾、楊管北、丘漢平、傅益永、虞兆興、范進福等居士，於各校設

置佛學研究獎學金，引發臺大、師大等校相繼自組學術性社團，研究佛

法；屈指算來，迄今已十有七載，各院校已正式成立社團達四十餘個，

遍及全省各地。寺廟中也漸多青年聽講、皈依，參加佛七、法會及受戒

者，學佛風氣於是大開，社會人心日趨淨化，法界含識，同趨覺道；究

其原始，實為《八大人覺經》特別契機所致。

時至今日，佛教青年對於經論的瞭解程度，已非昔日初機佛子可

比。在當時僅能接受以白話註釋的經典，而目前迫切需要更深邃說理的

經疏，方克有濟。適於此時，美國世界宗教研究院院長沈家楨博士，忽

出其珍藏而稀有的版本航寄來華，原是清初沙門續法大師所疏解，內容

精闢詳晰，且末附二林居士唱和詩，尤非本經其他版本疏釋所可及。筆

者讀誦至再，不禁歡喜踴躍。亟以叩詢國內及港埠長老、居士，都認為

是前所未見的善本；因續法大師此疏博引《華嚴》、《法華》、《楞

嚴》、《寶積》、《楞伽》、《圓覺》、《起信》、《唯識》諸經論的

文字，比擬發揮，盡抒精義；復參入古聖先哲，如孔、孟、老子的名

言，以相印證，使儒佛二家思想貫通無礙。如此傑作，當為知識青年所

樂於接受的。

筆者深望各大善知識或大學教師研閱以後，以此疏為新進同學的課

本，詳加講解，接引入佛，則同沾法益，功德無量。

本文節錄自《淨廬佛學文叢增訂本》

〈景印佛說八大人覺經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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