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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選擇題（二十分鐘）20% 

    (十題全答) 

 
   1.每一位修行人，當他破盡三界見思惑，於界內事理二障，不復貪戀迷惘， 

     是即達到小乘自覺的地位。所謂「小乘自覺」，是以下那一項？ 

     A.阿羅漢和辟支弗 

     B.阿羅漢 

   C.辟支弗 

     D.八地菩薩 

 
  2.釋迦牟尼佛是佛教徒根本的教師，故稱本師； 

   其聖號「釋迦」、「牟尼」有些甚麼含義？ 

     A.釋迦是琉璃義，牟尼是延壽義。  

   B.釋迦是無量義，牟尼是壽光義。 

   C.釋迦是能仁義，牟尼是寂默。 

    D.釋迦是飲光義，牟尼是具財義。 

 
  3.有情生死流轉的十二緣起支中，那幾支是引發衆生生死的因緣？ 

A.現在的識、名色、六入、觸、受五支。 

B.有、生、老死三支。 

C.過去無明、行與現在的愛、取、有五支。 

D.過去無明、行，與現在的識、名色四支。 

 
   4.苦諦中所謂的苦，包含了欲界、色界及無色界，共可略為苦苦、壞苦、行

苦。 此三苦，又因各界根性不同，而有全受不全受的差別。以下說法那一

種較附合經論中所說?  

   A.欲界三苦俱受，色界沒有苦苦，無色界只有行苦。 

B.欲界受苦苦、壞苦，色界受苦苦，無色界受行苦。 

C.無色界受行苦和壞苦，色界沒有行苦，欲界三苦俱受。 

D.無色界三苦皆無，色界但有行苦，欲界三苦俱受。 

 
   5.在唯識學中，第八阿賴耶識，又稱根本識，為甚麼？ 

A.因為八個識當中第八識的記憶容量最大。 

B.因為其餘七識皆依第八識而生故。 

C.因為第八識位置序是最後一個。 

D.因為第八識的分別能力最强。 

 
   6.在佛教部派分裂中，有關大天五事所提出的「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

入、道因聲故起」五事，是全然針對四聖當中那一種？  

A.佛 

B.菩薩 

C.辟支弗 

D.阿羅漢 

 
7.自佛教傳入中國後，梵文經典都必須翻譯才能流通，而在佛教譯經史上，

譯經工作始於東漢。當時在史書上有名的譯經師有： 

A.僧鎧、曇諦、支謙、僧會。 

B.竺法護、康僧鎧、僧伽提婆。 

C.竺法蘭、攝摩騰、安世高、支婁迦讖。 

D.矍曇僧伽提婆、佛陀跋陀羅、玄奘三藏、義淨三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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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有關佛教戒律，有大乘戒和小乘戒，在家出家之分。以下那一組分類才是

正確的分類？ 

A.具足戒、沙彌十戒是小乘戒，梵網經菩薩戒是大乘戒，兩者 

 皆屬出家戒。 

B.五戒、八戒和十法戒皆屬於小乘在家戒。 

C.瑜伽菩薩戒屬小乘在家戒，梵網經菩薩戒屬大乘出家戒。 

 D.八戒、六法戒屬在家小乘戒。 

 
 9.禪宗佛祖語錄中，梵志兩手各持一花獻佛，佛以此因緣，教令梵志放下，

使他開悟得無生忍。佛到底讓梵志放下了甚麼？ 

A.放下兩手中的花。 

B.放下對六塵境的計度分別。 

C.封閉內五根和外五塵的認知了別。 

D.徹底放下對自身心根、境、識，的分別執取。 

 
10.依禪宗，如何才是真念佛？ 

A.念佛的相貌，有覺有觀。 

B.念佛功德的種種差別。 

C.住無所念，離一切想。 

D.觀一切法有生有滅。 

 
乙、問答題(九十分鐘)50%                      (五題全答) 

   1.  十方三世一切佛，皆具有十一個共同的尊號。 

       請正確的列出。 
       

    2. 其實無論任何菩薩，即使是凡夫位上的也都稱菩薩。為甚麼？  

   又，為何經論中，往往在菩薩之下冠以「摩訶薩」，使原來 

   都同樣是菩薩的名稱中，又出現了「大菩薩」的差別？ 

 
3. 佛弟子在修不淨觀或九想觀時，產生種種死恐惧不安時，可修八種想。

請列出此八種想。 另外，除此八種想外，還有甚麼方法可以除去恐惧? 

     
    4. 在佛教史上，佛弟子在佛陀示寂後，約四百年間陸續做了四 

    次結集聖典的工作。請簡略的列出此四次結集的年代和緣起。 

 
    5. 為甚麼佛陀在遺訓中强調佛弟子應「以戒為師」？ 

       
丙、作文題 250字以上(七十分鐘)30% 

    (任選一題.請用格子作答紙) 

 
    1.請略述四攝法、四無量心與四弘誓願。 

 
    2.請略述大天五事與佛教根本分裂。 

 
    3.請略談專修極樂淨土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