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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国的传统习俗，每年春节及农历初一、十五等日期，

广大群众有到寺院香礼佛、祈福求安的习惯。为使十方善信

种植福田、广获法益、正善正行，以满所愿，故将烧香祈福

的正确方法简要的介绍给大家，以祈共沾法益。 一、烧香礼

佛的真实意义是什么？ 寺院是佛教徒培福修慧的场所，古称

丛林，通常在寺院大雄宝殿上供奉的叫释迦牟尼佛，是古印

度净饭的太子，后出家修行，在菩提树下证道。成为大彻大

悟的觉者，是佛教的创始人，被佛弟子尊为“世尊”、“本

师”等。烧香礼佛的真实意义在于表达对佛陀的尊敬、感激

与怀念。去染成净，奉献人生，觉悟人生。如此而行，自然

福慧具足，心想事成。 二、供养佛、菩萨一定要烧香吗？ 不

一定。供养佛、菩萨方法很多，通常用鲜花（表因）和水果

（表果），如果条件不具备，仅供一杯清水（表清净平等）

也行。但是，绝对不用酒肉来供养佛菩萨。通常用“香、花

、灯、涂、果、乐”六供养，其中之一均可。 三、烧香的含

义是什么？ 第一、表示虔诚恭敬供养三宝，以此示范接引众

生。 第二、表示传递信息于虚空法界，感通十方三宝加持。 

第三、表示燃烧自身，普香十方，提醒佛门弟子无私奉献。 

第四、表示点燃了佛教徒的戒定真香，含有默誓“勤修戒、

定、慧，熄灭贪、喧、痴”意，佛并不嗜好世间大香贵香，

但却喜欢佛弟子的戒、定真香。 四、烧香求财可以得到吗？ 

不可以。佛经上讲：“佛氏门中，有求必应”。关键要懂得



其中道理，求财要如理如法去求。燃香成灰是表示无私的奉

献，即佛门所说的“布施”。这启示我们：从生求财求福，

先要舍财种福。财布施是因，得财富是果。舍是因，得是果

，舍得不二。所以，一个人的福报是自己修来的，不是佛菩

萨施舍给你的。佛门常讲：“命由己造，福由己求。”烧大

香就发大财吗？这纯属“以凡夫之心，度诸佛之腹”。大彻

大悟、大慈大悲的诸佛菩萨，又怎会像凡夫众生一样，去在

意你大香小香而分别赐富呢？当然不会。 五、有人一定要烧

香怎么办？ 寺院是公共活动场所，一般会限制烧大香，加上

节假日人流量多，烧大香稍为不慎就会灼伤他人，浓烟滚滚

，不利环保，也易引起火患，如此，求福不成，反造无边罪

业。一定要烧大香的信众，可将大香交给寺院管理人员，同

意安排焚烧，焚烧时，寺院里的法师也会为你们祈祷。 六、

烧香礼佛应当许什么样的愿？ 烧香礼佛时应当心地清净，果

能一尘不染，获福无边。若要许愿，当放弃自私自利，损人

利己的念头，发利益社会、利益众生之大心愿，则功德无量

。佛经上讲“礼佛一拜，灭罪河沙；念佛一声，福增无量”

是也。 七、礼拜佛菩萨，上几支香为宜？ 上三支香为宜。此

表示“戒、定、慧”三无漏学；也表示供养佛、法、僧常住

三宝。这是最圆满且文明的烧香供养。上香不在多少，贵在

心诚，所谓“烧三支文明香，敬片真诚心”。 八、寺院里供

的佛菩萨很多，给每个佛、菩萨都要烧三支香吗？ 不一定。

一般在大雄宝殿前上三支香就行了，其他各殿合掌礼拜，效

果是一样的。当然，也可以按照寺院的规定，根据寺院香炉

分布的情况自行决定，但每个香炉中不超过三支香为宜。 九

、把点燃的香拿在手上拜佛正确吗？ 不正确。把香点燃后应



插在香炉中间，第一支香插在中间，心中默念：供养佛，觉

而不迷；第二支香插在右边，心中默念：供养法，正而不邪

；第三支香插在左边，心中默念：供养僧，净而不染。上完

香后，应对佛像，肃立合掌，恭敬礼佛。现在有人将一把香

点燃以后拿在手上拜佛，既可能引起火患，烧伤他人或自己

，也容易烧坏拜垫和器物，更造成浓烟滚滚，污染环境，危

害健康，实在是不文明不如法。 十、什么方法供养佛菩萨功

德最大？ 佛经上说：“一切供养中，法供养第一。”所谓法

供养就是佛经上的教导，如理如法受持诵读，自行化他，为

人演说。即在日常生活和待人处世中：“诸恶莫作，众善奉

行。” 人死后真的有灵魂？英国学者最近完成了全世界第一

项关于“濒死经验”的科学研究，发现人的意识，即一般所

谓的灵魂，在大脑停止活动后继续存在。这项研究发现，四

名死里逃生的病患所共有的濒死经验包括宁静喜乐的感觉，

时间迅速流逝，感官的感受更为强烈，不再察觉到身体的存

在，看到一道强光，进入另一个世界，遇到一个神秘的灵体

，以及到了一个“有去无回”的地方。预料这项研究将引发

一个长久以来教会与科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死后的生命

”真的存在吗？依据英国《周日电讯报》报导，伦敦市精神

病研究院的神经精神病学家费维克与南安普敦医院的研究人

员帕尼亚在为期一年的研究中，对六十三名心脏病突然发作

而死里逃生的病人，进行发病后一周的观察，结果发现有五

十六人正如医学界所预期，在失去意识后没有记忆，但有七

人在心脏停止跳动后仍有记忆，其中四人通过了评估是否有

濒死经验的“葛莱森量表”。四人当中有三人为不上教堂的

圣公会信徒，另一人曾是天主教徒，后来不再信教。这项研



究结果将于明年刊登在备受敬重的医学期刊《复苏》上。许

多批评濒死经验的学者认为，濒死经验是脑部因缺氧而导致

功能崩溃瓦解的后果。但是费维克与帕尼亚表示，这四名濒

死经验的受试者都没有经历脑部缺氧的状态，所以脑部缺氧

应不是濒死经验的原因。另有学者认为，濒死经验是病人死

前因医生给予不寻常的药物组合而产生的后果。但是费维克

与帕尼亚说，这些病人在医院接受的复苏过程完全相同，因

而排除药物影响的因素。不过他们仍然强调，未来科学界有

需要对濒死经验进行更多的研究。帕尼亚表示，这四人经历

到超出医学界预料的经验，他们的脑部当时不应具有保持神

智清楚的过程与形成持久记忆的能力，所以这项研究可能为

以下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心智与意识究竟是脑部制

造的成果，还是脑部只是心智的某种媒介，而心智是独立存

在于脑部之外的东西。费维克指出，如果心智与大脑是独立

存在的两种东西，那么意识就可能在死后继续存在，而人类

的灵魂亦有可能存在，宇宙也有可能是一种有意义、有目的

的存在，而不是随机发生的结果。三羊开泰的含义三羊开泰

”是中国羊年春节人们互致问候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但如何解释“三羊开泰”却少有人知。一位腰缠万贯的老板

农历大年初一拜年时一口一个“三羊开泰、万事如意”，但

当问起“三羊开泰”的本意时，他竟然说：“是三只羊朝着

太阳奔向泰山，这当然是大吉大利了。”其解释不禁令人诧

异，令人感到不得要领。 于是记者又询问多人（都是拥有大

学本科以上文凭的知识分子），或是自称不知，或是云里雾

里一通乱解，更有穿凿附会者说：“三是吉利数字，三只羊

凑在一起，团结一心可开山辟路。” 于是记者利用各种渠道



查阅，方知“三羊开泰”之正解：“三羊开泰”应为“三阳

开泰”，最早出自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易经》，大概意

思是指“冬去春来之意”。 《汉语成语词典》解释：“《易

经》以十一月为复卦，一阳生于下；十二月为临卦，二阳生

于下；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指冬去春来，阴消阳长，

是吉利的象征。后作新年开始的祝颂语。”更加通俗明白的

解释是，《易经》以正月为泰卦，古人认为是阴气渐去阳气

始生。农历十一月冬至那天白昼最短，往后白昼渐长，故认

为冬至是“一阳生”，十二月是“二阳生”，正月则是“三

阳开泰”。 在《易经》６４个卦名当中，“泰卦”是好卦，

故有“否极泰来”的成语。“阳”和“羊”同音同调，羊在

中国古代又被当成灵兽和吉祥物。从古代器物上我们可以看

到，很多“吉祥”的铭文都写成“吉羊”。在古汉语中，“

羊”“祥”通假。《说文解字》说：“羊，祥也。”“三羊

开泰”和“三阳开泰”都是吉祥之意，都是中华文化的内容

，既然已经约定俗成，满大街都使用“三羊开泰”，就不必

斤斤计较“三羊”还是“三阳”。但身为中华子孙，万万不

可对中华传统文化常用之词一知半解。拜佛的正确方法在佛

案前，一般都供以花、果，并燃点灯、香。究竟其中有什么

意义呢？是不是用来装饰？抑或是给佛菩萨闻的，吃的呢？ 

在佛案前供花、果、灯、香，其实都具有教育的意义。并非

一般人以为去探访朋友，多带几个鲜果，一束鲜花，以表示

友善那么简单。供奉的佛像是用木、石等物塑成，又怎么会

吃、会闻，更不会看，那又怎么需要你点灯去照明呢？ 那么

为什么寺庙或家中的佛案前，又放满那么多花、果，并且入

寺庙都习惯烧支香，并在佛案前点起油灯或莲花灯呢？ 那完



全是为人而设的。是完全为教育我们，警醒我们而设的。 花

是代表因。所谓“花开结子”，花是结子的因。没有花开的

过程，也表示未有结果的收获。佛案前供花是提醒弟子要多

播种成佛的因，将来才有成佛的果。什么是成佛的因呢？一

切利他的善行，一切自净的提升都是成佛的因。有了代表因

的“花”的提醒，我们才会常常自勉自励，检讨自己的行为

，向着成佛的目标前进。 果是代表结果。佛教最重视因果法

则的，万事万法不离因果，所谓“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

，得恶果”。细微至一言一行一念，都有因有果。所以看到

鲜果，便提醒自己要小心观照自己的举心动念，希望有善果

，就必定在举心动念间含藏善因善意。佛教徒希望达到最高

的果是什么呢？就是成佛果。即是能够“自觉、觉他、觉满

”，智能慈悲都最圆满。为了提醒自己要达到这个圆满的佛

果，所以佛教徒常把鲜果供在佛案。这个鲜果并不是送给佛

菩萨吃，以换取世间报酬的。 点灯发出光明，光明是代表智

能。所以点灯乃代表启发智能。这个智能包括了世间智能及

出世间的智能。所谓世间智能是指一般的聪明才智；出世间

智能是指了解宇宙万法现象存在的真实法则（主要有三：无

常、无我及不二，恕不在此详谈）。点灯的另一个意义是燃

点自己，照亮别人。所以传统式的寺庙都保留着燃油灯，当

油在燃烧时，灯蕊也一直在发亮照明，是用来提醒学佛者应

常抱着贡献自己，服务众生的牺牲精神。 香是有摄心的作用

。因为燃香会发出香气，并且有个袅袅上升，从香气及烟雾

可以传达讯息，所以古时候的诸侯亦以烟为号，作为彼此间

的一种默契及信用。至于好的香料所产生的香气，对心身有

宁神镇静之用。所以佛教徒烧香，乃是表示愿意摄心生信，



誓言降伏自己的烦恼，依着佛陀所教授的正道寻求究竟的解

脱。明了了这个内涵真正的意义，也就不致流于计较烧头柱

香或一次烧几十支香的执着了。 佛法的真实利益在于减少我

们贪痴的烦恼执着，但为了易于教导众生，所以才用各种各

样的方法来提醒我们，引导我们。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方法

内里的密意，却一味执着于外表的形相，甚至因而产生更多

的烦恼执着，岂不是辜负了我们学佛的初心？岂不是辜负了

佛陀苦心的教导吗？成熟的稻穗向下垂拜佛 拜佛具有忏悔罪

过、修持禅定与感恩礼敬的意义，藉拜佛表达对佛法僧三宝

的尊敬与感恩，并检讨自我、忏悔过去所造的业障，不但有

助于人格的提升，也能让人的身心安定。每当到了寺院，感

受到一份超尘的清净与安祥，生起了一份庄严与宁静的心，

令人自然而然的想进入大殿，礼佛三拜，表达对诸佛菩萨的

礼敬、感恩，而从柔软、徐缓而安详的弯腰礼佛动作里，感

受到礼佛者的安定与谦卑。 不解佛教的人，认为拜佛就是迷

信、崇拜偶像。事实上，佛教是透过拜佛的动作，礼敬佛菩

萨，表达对佛、法、僧三宝的尊敬与感恩；同时，拜佛也可

同时忏悔自己所造的恶业。所以，拜佛是每一位佛教徒首先

要学习的宗教仪式。 拜佛的动作，是心诚意敬的将双手合掌

，低头弯腰，五体投地－两肘两膝以及额头着地，完成头面

接触佛足的最高敬礼，故又称为顶礼。弯腰低头表示谦虚，

承认自己的福德智慧不足，而当五体投地，接触到大地时，

则令人感动于大地孕育众生，负载众生，涵容一切的精神，

所以，能怀着感恩心，以饮水思源的心，感谢大地，感谢一

切众生。 而从拜佛的动作，让人连想到，当人的内心充满了

礼敬、感恩与忏悔时，也有如稻穗一样的，因成熟而下垂；



而拜佛的意义，也就是如此了。 如果再细分，拜佛含有四层

意义: 1.感应礼拜：为了求佛、菩萨保佑，赐给幸运，免除灾

难，求佛接引超度，感谢恩德。 2.恭敬礼拜：对三宝恭敬，

或为了感恩、崇敬，这种礼拜是从内心至诚恳切的自发产生

的。 3.忏悔礼拜：也就是为忏悔而礼拜。能做忏悔礼拜的人

，必定已是谦虚，或正 在学习谦虚的人，因此，忏悔礼拜可

以提升人的人格，改变人的气质，使人变得诚实、温和、谦

冲。 4.无相礼拜：无相拜佛是一无所求而拜，其中又分三个

层次。最初知道自己在拜，体验自己在拜的每一个动作，指

挥着自己的身体在拜；进入第二个层次则是知道自己在拜，

体验自己在拜，但是指挥的心已经没有了；最后达到第三个

层次，既没有指挥，也没有体验，但是清清楚楚知道人在拜

，不介意这个人是谁？反正「他」在拜。 所以，拜佛时，应

当要慢慢拜下，慢慢起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非常清楚

自然，动作缓慢一些、轻松一些、柔软一些，轻松缓慢地体

验拜的每一个动作，以及动作的感觉，不要把拜佛的动作弄

得急促、紧张。否则拜得太快，会慌、忙、急、乱，反而失

去了宁静、安定。 拜佛时，前额着地，背部保持平直，身体

是柔软的，甚至接触的地面也是柔软的、清凉的。拜下去之

后用自己的心体验自己的两只手掌，站起来之后，体验双手

、双脚的动作和感觉。感觉自己的体验，体验自己的感觉，

感觉每一细微的部分。 如果拜佛的时候，只有动作而没有用

心、缺乏惭愧心，那只是磕头如捣蒜的拜佛，对于人格的提

升很难有作用。 若是不便来寺院拜佛，也可以在家中佛堂或

空旷明亮处，藉由礼拜来忏悔、感恩，或舒缓身心。特别是

当您感到心浮气躁时，不妨透过拜佛的动作来安定烦乱的心



思吧！ 动作解说：拜佛 1、肃立合掌，两足成外八字形，脚

跟相距约二寸，脚尖距离约八寸，目光注视两手中指尖。 2

、右手先下，左手仍作合掌状，腰徐徐下蹲，右臂向前下伸

，右掌向下按于拜垫的中央(或右膝前方)，左掌仍举着不动

，两膝随即跪下。跪下后，左掌随着伸下，按在拜垫中央左

方超过右手半掌处。礼佛时，两脚尖勿移动或翻转。 3、右

掌由拜垫中央右方(或右膝前方)向前移动半掌，与左掌齐，

两掌相距约六寸，额头平贴于地面。 4、两掌握虚拳，向上

翻掌，手掌打开，掌心向上掌背平贴地面，此名为「头面接

足礼」。当头着地时，系以「额头」接触地面，并非「头顶

」去着地。 5、起身时，两手握拳翻转，手掌打开，掌心向

下贴地，头离地面或拜垫，右手移回拜垫中央(或右膝前方)

。 6、左掌举回胸前，右掌着地将身撑起，直腰起立，只手

合掌立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