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何要點光明燈？ 

佛教的點光明燈儀式，有別於一般民間信仰「花錢消災」、「改運祈福」的觀念，其中蘊涵了甚深的法

義。大致來說，供佛的燈可分成兩種：一種是誦經禮拜時，放置在佛前燃燒的油燈，例如酥油燈；另一

種是「長明燈」（又名「無盡燈」），則是不分晝夜、恆常點燃。現今佛寺所點的光明燈，就是屬於

「長明燈」。 

 

點光明燈的功德 

   

有關點光明燈的功德，經典中多處記載著：於佛像、佛塔、經卷前燃燈，能獲得不可思議的功德。如

《增一阿含經》卷三十八提及，過去有一位長老比丘，因年老力衰，自覺無法勝任刻苦的禪修，於是便

天天托缽乞求麻油、燈燭來供養寶藏如來，由於持燈油供佛的無上功德，寶藏如來授記他將在無數阿僧

祇劫後成佛，號曰燈光如來。此外，《佛為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經》也談到，以油燈、燭火供佛，能獲

得大福報、天眼、於善惡法得善智慧、流轉世間但常不在黑暗之處、速證涅槃等十種功德。 

 

色光與心光 

   

而佛教所指的光明，分為「色光」與「心光」兩種。色光又稱身光，是指佛菩薩全身所放出的光明。心

光，又稱智慧光，借以譬喻佛法的智慧就像光一樣明亮，能照破眾生幽暗的煩惱。因此，點光明燈一方

面可以得到諸佛菩薩放光加持、消除業障；一方面也藉由點燈提醒自己要時常聽經聞法，運用佛法的道

理來修行，增長自己的福報和智慧，並累積成佛的資糧。同時，在我們替所關心的人或自己點燈當下，

那一念祝福的善願，便已為自己和他人種下未來得度的因緣。再者，透過點燈的隨喜布施，亦能輾轉供

養僧團、護持寺院，使佛法廣為弘傳，利益更多的眾生，自己也在有形、無形之中，做到了財施與法

施，獲得布施的功德。 

 

點光明燈固然能達到消災祈福的效果，然而佛法講因果、緣起，屬於個人業報的部分，若因緣未盡，該

承擔的果報還是得接受，並非點了光明燈就能一勞永逸，不必受報。不過經由點光明燈的因緣，接觸佛

教進而了解佛法，使內心有所寄託，從此「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改變不好的習性，善緣便自然聚

集，災難也就漸漸消弭，這才是消災解厄、祈福轉運的方法，也是佛教點燈的真正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