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忏  法 
 
 
        忏法是悔除所犯罪过以便积极修行的一种宗教仪式。 
 
  中国佛教中的忏法，起源于晋代，渐盛于南北朝，至隋、唐大为 
流行。唐道宣说：“诸佛善权方便，立悔罪之仪。道安、慧远之俦， 
命驾而行兹术。南齐司徒竟陵王，制布萨法净行仪，其类备详，如别 
所显。”（《广弘明集》卷二十八《悔罪篇序》）宋净源更详细说： 
“汉魏以来，崇兹忏法，未闻有其人者，实以教源初流，经论未备。 
西晋弥天（道安）法师，尝著四时礼文；观其严供五悔（即忏悔、劝 
请、随喜、回向、发愿）之辞，尊经尚义，多摭其要。故天下学者， 
悦而习焉。陈、隋之际，天台智者撰《法华忏法》、《光明》（即 
《金光明忏法》）、《百录》（《国清百录》），具彰逆顺十心（即 
顺生死流和逆生死流各十种心）。规式颇详，而盛行乎江左矣”（ 
《圆觉经道场略本修证仪》）。 
 
  忏法盛行于南北朝的齐、梁时代。元智松柏庭述《梁皇忏法》的 
起源及其意义说：“世尊愍念四众，为说《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 
命礼诸佛，洗清障垢，依教奉行，俱获解脱。圣言虽在，凡情罕知。 
南朝齐武帝永明间（４８３—４９３），文宣王萧子良撰《净住子》 
二十卷，分净行法为三十门，未及流通，即罹变故。梁天监时（５０ 
２—５１９），具德高僧删去繁芜，撮其枢要，采摭诸经妙语，改集 
十卷悔文，总列四十七章。前为六根三业，皈依断疑，忏悔解冤；后 
及六道四恩，礼佛报德，回向发愿。其中正以露缠结罪，涤过去之恶 
因，复凭发菩提心，植当来之种智。由萧梁武帝之创修，俗称《梁皇 
空忏》”（《慈悲道场忏法序》）。 
 
  自那时以来，采用大乘经典中忏悔和礼赞内容而成的忏法，以种 
种形式流行，从而产生许多礼赞文和忏悔文，至智顗时遂具备了独自 
的形式。智顗于所著《摩诃止观》卷二说四种三昧，第三半行半坐三 
昧，即法华三昧，为修习止观的重要行法。智崑的忏法，即要把这三 
昧体现出来，因此，他依《法华经》的《普贤菩萨劝发品》和《普贤 
观经》而成的《法华三昧忏仪》，既是修行的方法，同时也是忏悔的 
仪式。其内容分为严净道场、净身、三业供养、奉请三宝、赞叹三宝、 
礼佛、忏悔、行道旋绕、诵法华法、思惟一实境界（即坐禅实相正观） 
等十法，可说是将《普贤观经》之说加以具体化（津田左右吉《智顗 
的法华忏法》，见《支那佛教之研究》二百九十三页）。《法华忏法》 
所依据的《普贤忏》，刘宋的僧苞、道冏和北齐的灵偘都曾依以修行。 
至持《法华经》行忏法者，则姚秦的竺昙遂，宋的法宗、普明，齐的 
弘明、僧侯，以及隋的僧映等。其和智顗同时代的，则有南岳的慧思 
及其门下的大善、慧勇、慧诚以及唐代吉藏、法诚、法喜、智琰等。 
其后智顗一系以外的佛徒，修行法华忏法者尚不胜枚举（《高僧传》 
卷十二，《续高僧传》卷十一、十七，《弘赞法华传》卷三、六、七， 
《法华传记》卷四、七）。 
 
  此外，《药师忏法》、《金光明忏》以及《方广忏悔灭罪经》等， 



在宋、梁之间也开始流行。如道宣说：“至如药师行事，源出宋朝 
（刘宋），比用在疑，颇存沿俗。……又有普贤别行，金光总忏，名 
归清众，事乖通俗。……梁初方广（《方广忏悔灭罪经》），源在荆 
襄，本以厉疾所投，祈诚悔过，能使像手摩头，所苦（此字缺）然平 
复。因疾相重，遂广其尘；乃依约诸经，抄撮成部”（《续高僧传》 
卷二十九《兴福篇论》）。 
 
  此后忏法的著作渐出。有梁高祖（武帝）《摩诃般若忏文》、 
《金刚般若忏文》、陈宣帝《胜天王般若忏文》、陈文帝《妙法莲华 
经忏文》、《金光明忏文》、《大通方广忏文》、《虚空藏菩萨忏文》、 
《方等陀罗尼斋忏文》、《药师斋忏文》、《婆罗斋忏文》等（《广 
弘明集·悔过篇》）。 
 
  隋、唐之间，佛教宗派渐起，各派依所宗经典撰成种种忏悔行法。 
如天台宗除上述《法华三昧忏仪》外，还有《方等三昧行法》（智顗 
说，灌顶记）、《请观世音忏法》、《金光明忏法》（智顗撰）等 
（见《国清百录》）。三阶教有《七阶佛名》，又称为《礼佛忏悔文》， 
或《昼夜六时发愿法》（信行撰）。净土宗有《净土法事赞》（善导 
撰）、《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法照撰）等。华严宗有唐宗密的 
《圆觉经道场修证仪》十八卷，称为广本；宋净源略为一卷，称为略 
本。又有《华严经海印道场九会诸佛仪》，略称《华严忏法》，是西 
夏一行法师所撰、宋普瑞补注的。又密宗有不空译《佛说三十五佛名 
礼忏文》。此外唐末知玄（即悟达国师８０９—８８１）抄录宗密 
《圆觉经修证仪》述《慈悲水忏法》三卷，至今犹流行。又在唐开元 
间（７１３—７４１），智昇更集成《集诸经礼忏仪》二卷，是各种 
忏法仪式最初的综合刊本。 
 
  宋代是忏法全盛的时代。天台巨匠四明知礼（９６０—１０２８）、 
慈云遵式（９６４—１０３２）、与东湖志磐（？—１２７０）俱广 
作忏摩，摄化道俗。因为这些天台宗学者，继承智顗遗法，都认为礼 
忏是修习止观的重要行法。故知礼住延庆寺数十年，讲学之外，专务 
忏仪，计修《法华忏法》三七日为期前后五遍，《光明忏法》七日为 
期二十遍，《弥陀忏法》七日为期五十遍，《请观音忏法》七七日为 
期八遍，《大悲忏法》三七日为期十遍。他著有《金光明最胜忏仪》、 
《大悲忏仪》、《修忏要旨》各一卷（《佛祖统纪》卷八）。最后一 
种《修忏要旨》是宋天禧五年（１０２１）依真宗命为国家修《法华 
忏法》之时，答使者俞源清之问而述（见《释门正统》卷二）。遵式 
与知礼同门，居杭州慈云寺，亦广修忏法，称为慈云忏主。他撰有 
《金光明忏法补助仪》，对智顗的《金光明忏法》详加补充；又因智 
顗《方等三昧行法》一书，自唐季流出海外，其时行法半任臆裁；至 
宋咸平六年（１００３），日僧寂照斋至，遵式以此书“虽东国重来， 
若西乾新译，载披载沃，适奉醍醐”。特作序重刊，流行于世（《方 
等三昧行法序》）。南宋天台学者志磐，除撰有《佛祖统纪》外，更 
于四明东湖撰《水陆道场仪轨》（参照本书《水陆法会》条目》）， 
盛行于世。又元照撰有《兰盆献供仪》一卷，亦为存亡露过陈悔的忏 
法之一。 
 
  金代王子成（庆之）集净土因缘力《礼念弥陀道场忏法》，略称 
《弥陀忏法》十卷。据他自序谓“依梁武忏之仪轨，阐弥陀教之功德。 



千佛备列，圣众全彰”云云。元至顺三年（１３３２），高丽三藏旋 
公捐资并募众缘重刊，遂广行于世。明代洪武之初，太祖屡建法会于 
南京蒋山，超度元末死难人物。洪武五年（１３７２）的广荐佛会， 
太祖亲临烧香，最后并命轨范师行瑜伽焰口施食之法（宋濂《蒋山广 
荐佛会记》）。其后忏法广泛流行。举行忏法仪式，成为僧侣的职业。 
僧侣以赴应世俗之请而作佛事的，称为应赴僧。这些僧人以行瑜伽三 
密行法，又称为瑜伽教僧，略称教僧。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制定 
佛寺为禅、讲、教三宗制度，并于南京能仁寺开设应供道场，令京城 
内外大小应赴寺院僧人集中学习，作成一定佛事科仪。洪武十六年 
（１３８３），由僧录司颁行。 
 
  到了明末，云栖袾宏广作忏法，重订《水陆道场仪轨》，修订 
《瑜伽集要施食坛仪》，又名《瑜伽集要施食仪轨》，并撰《施食补 
注》（即近代流行的《水陆》与《焰口》），影响所及，又有许多忏 
法出现。明受登撰《准提三昧行法》及《药师三昧行法》各一卷。智 
旭撰《占察善恶业报经行法》、《赞礼地藏菩萨忏愿仪》（即《地藏 
忏法》）各一卷。禅修撰《依楞严究竟事忏》（略称《楞严忏法》） 
二卷。如惺撰《得遇龙华修证仪》（略称《龙华忏仪》）四卷。清代 
又有夏道人集《准提焚修悉地忏悔玄文》（《准提忏法》）一卷。失 
撰者名《消灾延寿药师忏法》三卷及《慈悲地藏菩萨忏法》三卷。继 
僧撰《舍利忏法》、弘赞集《供诸天科仪》、建基录《金刚经科仪宝 
卷》各一卷。智证录《水忏法随闻录》三卷、西宗集注《水忏法科注》 
三卷等。 
 
  近世通行的忏法有《梁皇宝忏》、《慈悲水忏》、《大悲忏》、 
《药师忏》、《净土忏》、《地藏忏》等。《梁皇忏》十卷，创始于 
梁武帝（通行金陵刻经处本作梁宝誌、宝唱等撰），现行本是经元代 
审订改正流行的。相传此忏创始于梁武帝，故称《梁皇宝忏》（见 
《慈悲道场忏法序》、《释氏稽古略》卷二）。后世灭罪消灾济度亡 
灵者，常延僧虔修此忏，是中国流传最久的一部忏法。 
 
  《慈悲水忏》三卷，唐知玄述。知玄四川人，唐懿宗咸通四年 
（８６３）署为悟达国师。初知玄在长安遇一异僧，患恶疾，人皆厌 
之；知玄侍候无倦色。后知玄将回川，异僧感其风义，临别告以向后 
有难，可往彭州条陇山（亦名九陇山）相寻。中和三年（８８３）， 
一珠隆起于左股，曰人面疮。知玄求医无效，忽忆往日异僧之语，遂 
至茶陇山相寻，果于山中见之，告以所苦。异僧命以岩泉濯之，疮愈。 
知玄因依宗密《圆觉经修证仪》录成名著《慈悲水忏》三卷，流行于 
世。 
 
  《千手千眼大悲心咒行法》一卷，略称《大悲忏》，是根据“大 
悲咒”而作的一种忏法。宋知礼始集仪轨，由于观音信仰的普遍，渐 
次流行于民间。清初南京宝华山见月读体删文重纂。这个忏法仪式简 
略庄严，为今日全国流行最广的一种忏法。 
 
  《药师三昧行法》一卷，略称《药师忏》，是根据《药师如来本 
愿功德经》而作的一种忏法。清初仁庵义禅师自扬州斋归杭州显宁寺， 
经天溪大觉寺受登刊定，以定名、劝修、方法、释疑四项，释此忏法， 
遂盛行于江南（受登《药师三昧行法序》）。凡消灾延寿之法事，多 



礼此忏。 
 
  《往生净土忏愿仪》一卷，略称《净土忏》，宋遵式撰，是采大 
本《无量寿经》及称赞净土诸大乘经而立的一种忏法。净土信仰流行 
民间以后，此忏法通行很广。 
 
  《慈悲地藏忏法》三卷，略称《地藏忏》，失撰人。智旭撰《赞 
礼地藏菩萨忏愿仪》加以补充。据智旭《忏愿仪》后序说，是根据 
《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和《占察善恶业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 
而制此仪法的。其仪式与《药师忏》、《净土忏》略同，是较晚出的 
忏法之一。凡报亲恩祈父母冥福之法事，多礼此忏。 
 
  （林子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