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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出世間 

 

初善、中善與後善 
 

林崇安 

（法光雜誌，132 期，p1，2000.09） 

 

 

在學習佛法的整個過程中，我們要掌握一個基本的原則，那就是

「初善、中善、後善」。 

  什麼是初善呢？《瑜伽師地論》卷八十三說： 

 

初善者，謂聽聞時，生歡喜故。 

 

這意思是說，當我們開始接觸到佛陀的正法，聽聞到佛法，就會產生

歡喜心。為什麼呢？因為佛陀的正法，就是我們長期追尋的人生問題

的解答。找到了答案，知道如何去滅除生死之苦，怎麼不令人雀躍萬

分呢？反過來說，如果我們聽聞了一些法，反而增加了我們的疑惑、

產生了恐懼和不安，那麼，就要小心檢查，這法是不是佛陀的正法。

正法使我們安詳，正法使我們如釋重荷。佛陀時期，出家眾與在家眾

聽聞了正法，每人都在心中充滿法喜。今日，我們只要好好聽聞正法，

也必然法喜充滿，這便是「初善」。 

  什麼是中善呢？《瑜伽師地論》卷八十三說： 

 

中善者，謂修行時，無有艱苦，遠離二邊，依中道行故。 

 

這意思是說，當我們好好奉行佛陀的正法，在修習戒、定、慧的過程

中，不落入極端的苦行，也不落入放逸的欲樂中，而能處在中道。因

此，在學佛的路上，是內心輕鬆而不放逸，於日常生活中保持著正念

正知，使三學均衡地發展，不渴求成果的立即到來，在安詳中培養出

慈悲與智慧，這便是中道之行。反過來說，如果我們修習了一些法，

反而內心焦躁、增加了貪欲，或太懶散或走入苦行、走入迷信，那麼，

就要小心檢查，這法是不是佛陀的正法。 

  正法的實踐，絕對不是非常的艱辛。佛陀經過長期的修行找出這

條大道後，我們在後跟著行走，就不必辛苦。只要不偏離這條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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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地往前走就必然到達目的地。不要被路旁的景色所迷惑，不要被

禪修過程中的喜悅、靈異所迷惑，不要在條件未成熟時就渴望成果的

來臨，只要踏實的培養自己的止觀，安安穩穩的修行，這便是「中善」。 

  什麼是後善呢？前論又說： 

 

後善者，謂極究竟離諸垢故，及一切究竟離欲為後邊故。 

 

這意思是說，當我們不斷奉行正法，達到終點，必然是內心完全的清

淨，完全脫離了欲貪、色貪及無色貪。也就是說，我們會達到完全脫

離三界的束縛，內心得到真正的解脫，從所有的痛苦脫離出來。佛陀

的正法的一個特色，便是能指引我們達到苦的完全止息。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所修的法，反而增加了內心的負擔，反而累積出更多的苦，

那麼，就要小心檢查，這法是不是正法。 

  正法必然引向滅苦。只要遵循著正法，內心就能層層的淨化，依

次脫離欲界的束縛、色界及無色界的束縛，最後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

無明存在，只有圓滿的覺性，這便是「後善」。 

  在學佛的路上，我們只要以「初善、中善、後善」來檢查，就不

會誤入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