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音山 【三皈依七堂課實修測驗】  
一、 選擇題(共六題，1 題 10 分，佔 60 分)： 
1. (  )觀音山偉大傳承祖師─金剛持 究給‧企千法王非凡的行持和諸

種超勝的示現，以下何者為「是」? 
(1) 法王不僅以清淨持守律藏的波羅提木叉（別解脫戒）而聞名，還完全持守

菩薩戒和密乘金剛三昧耶戒，是一位圓滿持守三大律儀戒的殊勝上師。 

(2) 究給‧企千法王示現圓寂，荼毘法會圓滿後開塔，法王的心臟、舌、眼睛三

者完整保存，代表法王的身、語、意三者是永恆的清淨，無有任何犯失。 

(3) 究給‧企千法王示現圓寂，以莊嚴禪坐姿入甚深大定達 16 天，創下圓寂後禪

定最久才出定的紀錄。 

(4)以上皆是。 

 

2.(  )佛教三皈依具有哪些功德利益?  

(1) 三皈依之後無需特別的修持，無始劫以來所有身語意所造的罪業，都會在

受戒當下立刻淨化。 

(2) 世間鬼神、非人以及一切的違緣，無法輕易造成受皈依戒行者的障礙。 

(3) 三皈依之後去算塔羅牌、紫微斗數會更為靈驗，因為對事物的感知力會大

為提升。 

(4) 以上皆是。 

 

3.(  )「皈依」應該要具有的心態，何者為「非」?  

(1) 出離心 

(2) 菩提心 

(3) 分別心 

(4) 懺悔心 

 

4.(  )佛教博大精深的各種教法，總體可概分為三大類：小乘、大乘、

金剛乘，三類法門中所應持守的戒律，以下何者「不」正確： 

(1) 小乘佛教持守「別解脫戒」、「菩薩戒」 

(2) 大乘佛教持守「別解脫戒」、「菩薩戒」 

(3) 金剛乘佛教持守「三昧耶戒」 

(4) 金剛乘佛教持守「別解脫戒」、「菩薩戒』和「三昧耶戒」 

 

5.(  )皈依佛門之後，哪些是符合戒律的行為?  

(1) 皈依三寶之後，當遇到問題時，為了避免麻煩 上師、同修，可以先去請教

外面宮廟的通靈、祭改或命理老師來解決。 

(2) 當我們開始學佛，但家人因不了解反對我們參加法會、茹素、布施，為了

避免與家人起衝突，就要隨順他們批評、毀謗，自己也斟酌選擇去道場學習的



機會，「家和萬事興」為原則。 

(3) 當自己遇到生活上的煩心事時，就上網找找網友傾吐心事、吐苦水，紓解

情緒。 

(4) 以上皆非。 

 

6. (  )以下的一些觀念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1) 小乘的皈依是「盡形壽」，大乘及金剛乘的皈依是「盡未來際」。 

(2) 供養可以分成四種，頂禮的供養、物資的供養、讚頌的供養、法供養。 

(3) 佛經、法本不可以用手腳跨越，或用手肘去按壓，更不能放在機車座墊底

下跨坐；佛像吊佩、念珠等不能低於腰部，背包內有佛經、佛像、唐卡等，不

可直接放置地上，至少要拿東西墊在背包下，表示恭敬，最好是放在高處。 

(4) 以上皆是。 

 

 

二、是非題(共八題，1 題 5 分，佔 40 分)： 

1、(  )偉大 佛陀曾開示「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

靜，是一個正信佛教必定有的精神內涵，但隨時代變遷，佛教傳承至

今也不斷調整改變其內涵，所以現代就算沒有符合三法印的精神，只

要有主張拜佛、誦經、吃素、行善，都屬於正信佛教。 

 

2、(  )偉大的堪千 阿貝仁波切無疑是近代最偉大的上師之一，創建薩

迦大學、尼泊爾 IBA 國際佛學院，親自囑託金剛上師 龍德嚴淨仁波切

於臺灣創辦「國際八思巴顯密佛學院」（臺灣薩迦寺），其對藏傳佛教

法教的保存與弘揚正信佛法的深遠影響，無人能出其右。 

  

3、(  )早上起床後出門七步內，就要生起皈依的心，念誦三皈依、或

本師 釋迦牟尼佛的聖號或心咒，如果沒有如此行持，就算是違犯了皈

依戒。 

 

4、(  )皈依戒中：「不能與非佛教徒作為自己精神伴侶」的意思是說，

佛教規定佛教徒只能跟佛教徒結婚。 

 

5、(  )勤修「三無漏學」戒、定、忍，才能息滅貪、瞋、癡。 

 

6、(  )提到信心，其中有一種「勝解信」，就是聽到輪迴惡道種種痛

苦，內心會感到恐懼害怕，不想遭遇惡道的境遇；聽到善處淨土種種

的妙樂，內心會非常嚮往法喜。像這樣會生起欲求，達到某個境界，



斷惡修善的心。 

 

7、(  )持戒的精神在於堅持其心，堅定不移、任考不倒，任何緣境百

折不回，一位如法持戒的行者寧可自己的生命、財產、名聲受損，也

要保護好自身戒律。 

 

8、(  )受持三皈依戒之後的學處是「菩薩戒」。 

 

 

 

       --------------------  隨喜您參加實修測驗，阿彌陀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