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说盂兰盆经与佛教孝慈之道》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佛说盂兰盆经与佛教孝慈之道》

13位ISBN编号：9787802540095

10位ISBN编号：7802540097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作者：释昌莲

页数：2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佛说盂兰盆经与佛教孝慈之道》

前言

　　此《佛说盂兰盆经》，是佛教中的一部孝经，主要以宣扬、阐发大乘佛教的孝慈之道为其核心内
容。良以悉达太子“不绍王位、舍亲去国”而出家修道，本为成等正觉以报父母之大恩大德故。但如
来用心，不专为报答自己一人一生之父母，而欲报答“尽虚空、遍法界”之一切有情众生皆得离苦得
乐也。故开此盂兰盆法会，以福自他二亲。这便是如来宣说此经之本意，诚可谓“大孝释迦尊，累劫
报亲恩”也。　　同样，本经之当机大目犍连，最初发心“欲度父母、报乳哺之恩”故，出家修行，
蒙佛指导，始得六通，为如来十大弟子中之“神通第一”者。见其亡母，堕饿鬼中，自救不能，便弛
还白佛，请求救济之方。佛示盂兰盆供之法，以救其母倒悬之苦。尊者由“爱其亲以及人之亲”故，
即为现前道俗弟子、及后世人等请佛留此盂兰盆救济法门。是故佛应当机启请之由致，兴起于大悲，
欲为说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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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盂兰盆经与佛教孝慈之道》

内容概要

《佛说盂兰盆经与佛教孝慈之道》是佛教中的一部孝经，主要以宣扬、阐发大乘佛教的孝慈之道为其
核心内容。良以悉达太子“不绍王位、舍亲去国”而出家修道，本为成等正觉以报父母之大恩大德故
。但如来用心，不专为报答自己一人一生之父母，而欲报答“尽虚空、遍法界”之一切有情众生皆得
离苦得乐也。故开此盂兰盆法会，以福自他二亲。这便是如来宣说此经之本意，诚可谓“大孝释迦尊
，累劫报亲恩”也。
同样，本经之当机大目犍连，最初发心“欲度父母、报乳哺之恩”故，出家修行，蒙佛指导，始得六
通，为如来十大弟子中之“神通第一”者。见其亡母，堕饿鬼中，自救不能，便弛还白佛，请求救济
之方。佛示盂兰盆供之法，以救其母倒悬之苦。尊者由“爱其亲以及人之亲”故，即为现前道俗弟子
、及后世人等请佛留此盂兰盆救济法门。是故佛应当机启请之由致，兴起于大悲，欲为说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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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昌莲，别号曲槐，1977年生于甘肃甘谷。曾躬耕于秦陇，谋生于兰州，做过买卖，当过工人、推销员
。出家后，寄居江南。曾求学于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现任教于苏州寒山寺寒山书院。所著《寒山
书院诗词选》已出版，发表佛学论文、散记几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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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盂兰盆经与佛教孝慈之道》

章节摘录

　　经前闲谈　　甲一　佛教以孝为本说　　《佛说盂兰盆经》，是佛教的一部孝经，以发挥佛教孝
慈思想为本经的宗旨，巧引“大目犍连，始得六通，欲度父母，报乳哺之恩”为本经的发起因缘，以
告慰世人“孝之为道，其大无外。经天纬地，范圣型贤。先王修之以成至德，如来乘之以证觉道”的
哲理。这正如儒之《孝经》所谓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佛之《戒经》所谓的
“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所以，孝顺之理，乃人
人自心中本具之天然性德；孝顺之事，即个个本分上应尽之天职。　　此经与《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
》、《地藏三经》、《佛说父母方便大报恩经》等，被世人称之为佛教孝经，广为流传。既然是佛教
孝经，其经文自然是发挥佛教孝慈思想，以启发行人的孝顺心、慈悲心、恭敬心，从而自觉地广修六
度万行，以至得证菩提涅槃，度自己生生世世之无尽父母以了生脱死，超生净域也哉！　　世人对佛
教总有些误会，特别是认为出家释子之“辞亲割爱，遁迹空门”，乃大“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也。良以不能报效国家之学道为不忠，遗父母不顾之出家为不孝，弃子女之不抚养为不仁，抛妻子之
不照管为不义。殊不知佛所说一代时教，三藏十二部经典，皆为“孝”之发挥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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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盂兰盆经与佛教孝慈之道》

精彩短评

1、嗯，有些宗教里的道理实际上还是可以借鉴的 大孝顺 在这里是这么个解释，虽然不太认可，但还
是可以一看的 不然它也早已消失在历史洪流中，所以还是得顺？这个就不清楚了
2、今天读很应景
3、唵嘛呢叭咪吽 谢谢 佛门孝经 阿弥陀佛
4、大国学基金会于2010年6月22日捐赠
5、好好的一本经书本解说得乱七八糟，内容排版形式太差了，名词解释以及所谓的延生，太不到位
，很差，买了这么多书，没见过写得这么差的，好好的经书被解说成这样，太可惜了。
6、仅作标注，原经文极精短。
7、一本好书，欲出世先做好入世的为人——尽孝道。父母之恩难报！
8、孝顺父母有很多途径很多方法，盂兰盆经所说的是我知道的最究竟法。
9、打好基础，学佛不难，孝慈之道，必当重视。只有孝敬好父母，才能慈悲悯众。书中内容丰富，
典故很多，即长见识，有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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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说盂兰盆经与佛教孝慈之道》

章节试读

1、《佛说盂兰盆经与佛教孝慈之道》的笔记-佛说盂兰盆经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大正藏 No.685）

　　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大目犍连始得六通，欲度父母，报乳哺之恩。即以道眼
观视世间，见其亡母生饿鬼中，不见饮食皮骨连立。目连悲哀，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母得钵饭，便
以左手障钵，右手抟食。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连大叫悲号涕泣，驰还白佛，具陈如此。

　　佛言：汝母罪根深结，非汝一人力所奈何。汝虽孝顺，声动天地。天神、地祇、邪魔外道道士、
四天王神，亦不能奈何。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吾今当说救济之法，令一切难，皆离忧
苦，罪障消除。

　　佛告目连：十方众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时，当为七世父母及现在父母，厄难中者，具饭百味五
果、汲灌盆器、香油锭烛、床敷卧具。尽世甘美，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众僧。当此之日一切圣众
，或在山间禅定；或得四道果；或在树下经行；或六通自在，教化声闻缘觉；或十地菩萨大人，权现
比丘，在大众中。皆同一心受钵和罗饭，具清净戒、圣众之道，其德汪洋。其有供养此等自恣僧者，
现世父母六亲眷属，得出三途之苦，应时解脱，衣食自然。若父母现在者，福乐百年。若七世父母生
天，自在化生，入天华光。

　　时佛敕十方众僧，皆先为施主家咒愿，愿七世父母行禅定意，然后受食。初受食时，先安在佛前
、塔寺中佛前。众僧咒愿竟，便自受食。

　　时目连比丘，及大菩萨众，皆大欢喜。目连悲啼泣声，释然除灭。时目连母即于是日，得脱一劫
饿鬼之苦。

　　目连复白佛言：弟子所生母，得蒙三宝功德之力、众僧威神之力故。若未来世，一切佛弟子，亦
应奉盂兰盆，救度现在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可为尔否？

　　佛言：大善快问！我正欲说，汝今复问。善男子，若比丘比丘尼、国王太子王子大臣宰相、三公
百官、万民庶人，行慈孝者，皆应先为所生现在父母、过去七世父母，于七月十五日佛欢喜日、僧自
恣日，以百味饭食，安盂兰盆中，施十方自恣僧。愿使现在父母，寿命百年无病，无一切苦恼之患。
乃至七世父母，离饿鬼苦，生人天中，福乐无极。是佛弟子修孝顺者，应念念中，常忆父母，乃至七
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为作盂兰盆，施佛及僧，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
。若一切佛弟子，应当奉持是法。

　　时目连比丘、四辈弟子，欢喜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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