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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號攝化　念佛必生（上）
文／釋慧淨

善導大師《往生禮讚》說：

彌陀世尊，本發深重誓願，以光明名號攝化十方，但使信心求念，

上盡一形，下至十聲、一聲等，以佛願力，易得往生。

這段文是「光號攝化文」。「光」是彌陀光明，「號」是彌陀六字

名號，「攝化」是救度眾生，叫做「光號攝化」。

「彌陀世尊，本發深重誓願」，阿彌陀佛在因地所發的四十八大

願，尤其第十八願，是以光明名號來攝化救度十方所有眾生，使十方眾

生有信心稱念這句名號，他要求現世利益也可以，要求當來的往生利益

也可以，所以說「但使信心求念」。

「但使信心求念」，這句名號就像百寶箱，可以任運地、隨意地讓

他求、讓他支、讓他取；他要領取多少、他要支出多少，都可以以念佛

為之。

「上盡一形，下至十聲、一聲等，以佛願力，易得往生」，因為

這句名號有阿彌陀佛的威神功德力量在裡面，所以才能使得我們上盡一

形（一輩子）念佛也好，或者是臨終才遇到這個法門，只念十聲一聲也

好，也就是「平生之機，上盡一形；臨終之機，下至一聲」，都容易達

到我們所求的，都容易達到往生，因為阿彌陀佛的誓願深重。

由這段法語可以瞭解，阿彌陀佛就是光明的名號，而且光明名號本

身，充滿了阿彌陀佛救度眾生的願力。阿彌陀佛遍照十方世界的光明，

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攝取念佛眾生」。從發心念佛開始，就一直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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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淨土圖　南宋（1180）　京都知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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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捨棄他。

一個人若是願生極樂，一向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就蒙受阿彌陀

佛攝取不捨的光明；如果他不是發自內心，也不是為了往生極樂世界，

而一向專依阿彌陀佛、專念這句佛號，就不一定受到阿彌陀佛光明永遠

的攝取不捨。 

雖然願生極樂世界，不過沒有專念「南無阿彌陀佛」，這樣會受阿

彌陀佛的攝取不捨嗎？答案是：不會。為什麼？因為阿彌陀佛的光明就

是阿彌陀佛的名號，阿彌陀佛的名號就是阿彌陀佛的光明，名號是有聲

音的光明，光明是沒聲音的名號，光明、名號，名號、光明是一體的。

只要我們信心求念，往生就很容易，因為這句名號就是光明，這句名號

就是阿彌陀佛的願力。

這句名號就是光明，光明本身也是名號。而阿彌陀佛是以這光明名

號來救度我們，來讓我們不管求現世利益，或是求將來利益，都能夠得

到。

善導大師解釋三部經，都是站在阿彌陀佛本願的立場。光明名號攝

化眾生，這段文是善導大師解釋《無量壽經》第十八願，也是結合《觀

經》的「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的經文來解釋。

「彌陀世尊，本發深重誓願」，以四十八願來講，沒有一願不是

深重誓願，願願都是深重誓願。可是接下來善導大師就說「以光明名號

攝化十方，但使信心求念，上盡一形，下至十聲、一聲等」，這很明顯

就是指第十八願，豈不是其他四十七願都回歸第十八願？手掌展開是五

個手指，收攝就是一個拳頭。同理，展開是四十八願，收攝回來就是第

十八根本願。

再者，這段法語是將《大經》第十八願與《觀經》「光明遍照十方

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的經文，天衣無縫地融合做為註解。

這段法語可以分為三小節來解釋：（一）標出本誓深重；（二）舉

出果德普益；（三）顯明群機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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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出本誓深重
「彌陀世尊，本發深重誓願」，這是講阿彌陀佛「願」的根本來

源，這是站在阿彌陀佛的立場來說明的。

「本」，本發深重誓願，「本」這個字很重要，「本」是根本，

也是源頭，後面所有的結局，都是來自阿彌陀佛本來發了這樣深重的誓

願。如果沒有這個，後面統統沒有。就像樹一樣，從根本生長出枝葉；

又像水一樣，有源頭才有下游的水流。沒有了樹根，枝葉就枯萎了；沒

有了水源，下游就斷流了。一切都在阿彌陀佛的誓願當中，所以叫「本

願」。

「本發深重誓願」，願很深切，很殷重，由深重大悲所起的誓願。

為了救度被千佛所捨棄的罪業深重的眾生，所以說深重誓願。

在這段光號攝化之文，善導大師舉出阿彌陀佛因地的願和諸佛的願

來比較，阿彌陀佛的願比較特別、比較深、比較重，因此阿彌陀佛對十

方眾生所結的緣，自然也就比十方諸佛深重。所以第一句就指出因地的

願說「彌陀世尊，本發深重誓願」。

也就是說，阿彌陀佛所發的四十八大願，對比其他十方諸佛，無論

是通願也好、別願也好，都是較為深重的。

為什麼？論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如同《悲華經》所講的，貪瞋

癡特別強盛，罪業特別深重，所以被千佛所捨棄。千佛代表什麼？代表

其他諸佛，被千佛捨棄，就等同被其他諸佛所捨棄。千佛為什麼會捨棄

我們？因為我們的罪業太深重了，要救度罪業深重的眾生，諸佛的誓願

也必須深重才可以。如同兩百公斤的重擔，想挑起的人如果沒有承擔兩

百公斤以上的力量，就挑不起來。同樣道理，阿彌陀佛要救度我們，如

果他不發深重的誓願，怎麼能救度我們罪業深重的凡夫呢？所以善導大

師在這裡就說「彌陀世尊本發深重誓願」，也就是《無量壽經》裡阿彌

陀佛自己所說的「超發無上殊勝之願」，又說「我建超世願，必至無上

道，斯願不滿足，誓不成等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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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光明名號，攝化

十方」，阿彌陀佛所發的

深切、殷重的誓願是什麼

樣的呢？就是用他的光明

名號攝受、化導、救度十

方眾生。也就是第十八願

所說的「十方眾生，稱念

我的名號，必定往生」。

為什麼叫「光明名

號」呢？《阿彌陀經》

說：

彼佛光明無量，

照十方國無所障礙，

是故號為阿彌陀。

彌陀名號本身和彌

陀光明是一體的，這叫做

「名體不二」。我們念

佛，身上就有佛光；我們

念佛，就被佛的光明所攝

取，因為名號和光明不能

分開，所以叫作「光明名

號」。

「攝化十方」，攝受

和化導十方的眾生。只要

我們稱念彌陀名號，阿彌陀佛就攝取我們。「攝取」就是救度的意思，

救度我們十方的眾生。這是從佛的立場來說明。

（待續）

阿彌陀佛像／圓霖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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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是安心立命
的生活方式

文／釋慧淨

阿彌陀佛大悲無盡，願力深廣，為了主動、平等、無條件的救度三

世十方，所有一切罪苦的凡夫眾生，而發四十八願；又為了完成四十八

願，而經過不可思議兆載永劫，積植菩薩無量德行；在十劫之前，終於

願行圓滿，而成為阿彌陀佛，他的淨土名為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是梵音，翻譯成中文就是無量壽佛與無量光佛。

「無量壽佛」之意，在於顯示時間上永遠救度三世眾生；

「無量光佛」之意，在於顯示空間上普遍救度十方眾生。

釋尊在《無量壽經》讚歎阿彌陀佛是一尊威神功德不可思議的佛

而說：

無量壽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議。

釋尊在《稱讚淨土佛攝受經》讚歎阿彌陀佛的名號，具有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功德而說：

得聞如是無量壽佛，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名號。

釋尊極為讚歎阿彌陀佛光明的殊勝超絕。在《阿彌陀經》說：

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

在《觀無量壽經》說：

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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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阿彌陀經》說：

阿彌陀佛光明，最尊、第一、無比，諸佛光明，皆所不及也。

又說：

諸佛中之王也，光明中之極尊也。

釋尊如此絕對性的讚歎阿彌陀佛的光明與名號，無非是在於顯示阿

彌陀佛不可思議的名號功德與威神光明，能夠救度三世十方所有一切罪

苦的凡夫眾生，不受任何障礙。

所以善導大師《觀經疏》說：

佛光普照，唯攝念佛者。

又說：

眾生稱念，即除多劫罪；

命欲終時，佛與聖眾自來迎接；

諸邪業繫，無能礙者。

阿彌陀佛以他的光明名號救度眾生，任何罪苦眾生，平生之機上盡

一形，臨終之機下至一聲一念，稱念「南無阿彌陀佛」的光明名號，阿

彌陀佛就以無礙的光明攝取不捨，平生之時保護他，使他逢凶化吉；臨

終之時接引他，使他往生極樂世界。所以念佛人永遠不再六道輪迴，而

且現生得安樂，命終生極樂。彌陀名號度生，眾生念佛往生，因此，念

佛不但是易行，而且殊勝，因為今生便得往生極樂，並且在極樂世界便

能斷煩惱證菩提。

因此，關於人的生死問題，生（老病）之苦與死之苦，以及由此衍

生出來的生苦的種種相狀，只要信受彌陀大悲救度而專稱彌陀佛名的念

佛，雖然還有四苦八苦的現象，但已是此生無有憂苦的人生了。因為：

生則安心念佛，死則往生淨土。

輪迴既然斷除，此生便無憂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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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此生無憂苦」的生，是指雖然還處於生死的世界，但已經是

不執著於生，也不執著於死，無畏生死，安心立命的人生了。

又，這是歡喜信受彌陀救度的人生，也是常懷慚愧仰謝佛恩的

人生。

如此，「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的信佛念佛，便是安心立

命的生活方式。

阿彌陀佛像　奈良法華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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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的形貌
文／曾我量深

唯有此一南無阿彌陀佛名號，才是阿彌陀佛靈魂之所在，眾生所要

信靠的，正是此一靈魂。

我等眾生但知「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便告滿足，此何謂也？乃是由

於往昔法藏菩薩歷經五劫兆載永劫之辛勞，成就了南無阿彌陀佛，阿彌

陀佛遂取正覺。

彌陀即是光，光即是彌陀，是盡十方無礙光如來。

人們總以為，既稱光佛，似乎不足以信靠，所謂佛者，必是有頭、

有手、有足，否則不足信靠。

然則，人為何有頭、有耳、有鼻、有口呢？無非都是為了煩惱。煩

惱製造了鼻，製造了眼。人為滿足自己的欲望，而備下眼、鼻等。佛無

煩惱，故無需眼、鼻等，唯光即可。人面前煩惱多多，所以需要眼、需

要鼻、需要手。總之，人有手足、有臉、有耳，全都為供煩惱之差遣。

煩惱要求這些配備，為支應煩惱之要求，故而有耳、鼻之產生。有煩惱

之要求，故而造業。由「業」之作用，遂產生了耳、鼻等。彌陀不需要

此等配備，只要有光即可。

其實，人一旦到達最後的時刻，既不需要耳，也不需要鼻，唯呼

吸就夠了。如果要各位切除不需要的部分，相信可以把十指中之小指切

下來而無礙。人之十指中以何者最為重要，當然是食指和拇指。人有了

這兩指，可以抓東西吃，餘三指無之也無妨。五指中缺少二指，根本無

大妨礙，只要有三指就大致夠用了，後二指似乎有多餘之嫌。依此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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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繡　阿彌陀佛三尊來迎圖　大英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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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下去，有許多部位都是可以省略的，可以捨棄的，但最後卻有一樣

是絕對捨棄不得的，是什麼呢？就是「呼吸」，唯有呼吸是絕不能捨棄

的，沒有呼吸的話，其他一切都將化為烏有，喉嚨所營之呼吸才是最重

要的，有呼吸才有生命。

念佛是由喉部所發出的，人只要有喉嚨，只要呼吸通暢，就能念

佛。當然，無舌也無以稱名念佛，但即使無唇、無舌，只要喉部通暢，

就能念佛。

不過話說回來，一個人若僅於喉部作響，他人並不能明瞭其意何

指，此人如果只作「啊」的一聲，雖然他本人對自己的意旨心知肚明，

他人但憑這「啊」的一聲，終歸是莫名其妙的。有一位眾所尊敬的前輩

患了中風，可憐不論他說什麼都無人能懂。因為眾人以耳聽他說，故而

不能聽懂，眾人聽不懂他的話，因為那是聽「他人」的話，而自己要說

的話則不用聽就能明白。縱然只發「啊」的一聲，也能明白自己要說的

是「南無阿彌陀佛」。因此，大凡中風者也都能稱名念佛，因為，不論

舌頭是如何不靈活，雙唇是如何不自在，牙齒又如何殘缺不齊，只要喉

頭通暢，就能稱名念佛。

因此之故，凡人於臨終時，一切該棄者皆已捨棄，唯獨難以割捨之

關鍵，就在喉部。有喉部則尚能稱名念佛，人只要有一口氣，就能稱名

念佛。阿彌陀佛於是而生起念佛的稱名本願。此乃易行之本願，佛說易

稱易持者即此之謂。其理當不僅此而已，本該更詳盡言之，但不論如何

說，皆不外此理。

人總是想去設想阿彌陀佛的模樣，否則不得滿足。真正的阿彌陀

佛究竟是何形貌？答案是光明無量、壽命無量。正因為阿彌陀佛是光明

無量、壽命無量的佛，故毫無所需。所謂光明無量、壽命無量，不外就

是阿彌陀佛之德。於念佛之處，乃有光明，乃有壽命；念佛即是光明無

量、壽命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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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元開示
文／釋慧淨

各位線上的蓮友們、信眾們：南無阿彌陀佛。

今天是農曆七月十五日，是佛教的盂蘭盆節，也是民間的中

元節。每年到了中元節這天，乃至整個農曆七月，從初一開始到月

底，民間都在做普度法會，目的是超度自己的祖先，甚至擴大作法

和超度的對象，也就是超度十方的孤魂野鬼。

超度的方法
一般所做的超度法會，有盂蘭盆齋，有放蒙山，有拜梁皇寶

懺、水懺、金剛懺、地藏懺、法華懺、藥師懺、大悲懺、淨土懺，

或做三時繫念，或放焰口，如果是大型的法會就是水陸法會。但是

一般不是拜梁皇懺，就是拜水懺，或者是放焰口。

線上念佛無差別
今年由於疫情，淨土宗北北區「中元念佛超薦法會」仍然在線

上舉行，希望蓮友信眾只要心中恭敬、虔誠、專一來參與線上的念

佛超度法會，效果是一樣的，不因為人有沒有在現場而有所差別。

一切唯心所造
因為一切唯心所造，古人說：「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

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

一念之仁，可以讓人升天成神，一念之惡，也可以讓人沉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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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人的生死禍福，乃至六道輪迴，完全在自己念頭的善惡。以通

途法門來講，學佛在修行，而修行主要在修心，佛菩薩或鬼神看我

們，都是論心不論行。現在我們以虔誠的真心，為超度祖先而專心

一意地念佛，阿彌陀佛就知道，在陰間的祖先也知道，阿彌陀佛就

會救度陰間的祖先。

念佛最簡便、直捷、殊勝
在一般各種拜懺的超度法會之外，反而以「念佛」，也就是稱

念「南無阿彌陀佛」的六字佛名最為方便、直接，同時達到最殊勝

的效益。也就是：一、簡易方便；二、直接快速；三、稀有殊勝。

所謂「簡易方便」，就是簡單、容易、方便，有以下四種：

一、就人來講，念佛大家都會念，不管出家、在家，不管心

清淨不清淨，不管善人罪人，認識不認識字，有智慧沒智慧，不管

士農工商，男女老少，只要虔誠專一念佛就可以了。所以幾乎每個

人都可以自己念佛做超度，不一定要參加法會，或請某個大德來主

法，自己就是主法的人，自己就是超度的主人。

二、就時間來講，不一定要在清明節或中元節當天，也不一

定要在七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可以超度，隨時都可以超

度，因為念佛很方便，隨時都可以念佛，不限時間。

三、就地點來講，不論是在寺院道場、大雄寶殿、念佛堂，或

在自己家裡，自己所處的任何地方，隨處都可以念佛。

四、就境緣來講，任何的環境與因緣都可以念佛，靜坐可以

念佛，經行可以念佛，走路可以念佛，騎車、坐車、開車都可以念

佛，做事也可以念佛，只要不動腦筋，都可以念佛。

而且，念佛頂多就是六個字；六個字不認識，會念這一個聲

音，也是同樣的意思，所以不一定要有經文法本。梁皇寶懺要有法

本，水懺、焰口、三時繫念等拜懺誦經的法會都要法本，沒有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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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認識字，就沒辦法了；但是念佛不用法本，也不一定要深入經

藏、理解教理。

所以念佛最簡單、容易、方便，沒有任何忌諱，隨人、隨時、

隨處、隨緣都可以念佛，都可以超度。

所謂「直接快速」，就是念佛的超度最直接最快速，因為我們

一念佛，阿彌陀佛就聞聲救苦，應聲而現，直接放光或親自前往救

度，同時直接出離六道輪迴，直接往生極樂世界。

所謂「稀有殊勝」，就是念佛是最殊勝的超度，直接超度到極

樂世界，到了極樂世界就能夠和阿彌陀佛一樣，證悟涅槃的佛果，

擁有和阿彌陀佛一樣的無量壽命、無量光明，這是其他法門不能比

較的，所以說稀有殊勝。

所謂「無量壽命」，是永遠脫離六道輪迴，生命沒有生老病死

的過程與痛苦，超越時間的限制，永遠安樂的存在，是自由自在、

無掛無礙的存在。

所謂「無量光明」，是生命中有和阿彌陀佛相同的光明智慧，

會流露出佛的慈悲、願力、神通，而廣度十方眾生。

因此，印光大師說念佛是：「下手易而成就高，用力少而得

效速。」

「下手易」，是指念佛容易、簡單、方便，任何人都能夠做

得來。

「成就高」，是指不但能出離六道生死輪迴，而且往生淨土成

佛，比五戒、十善，或聲聞、緣覺還要高超殊勝。

「用力少」，是指只要今生專一念佛，不必參雜其他聖道門、

自力、難行道的任何法門。

「得效速」，是指今生命終必定往生極樂世界，不用等到來生

或多生多劫。出輪迴，成佛果，今生念佛，今生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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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淨土法門至簡至易，極頓極圓，只要念佛，便能當生成

就，一世圓滿。

印光大師這段法語非常好，點出了淨土法門的特色。

印光大師又說：「須知做佛事，唯念佛功德最大。」

所謂「做佛事」，就是辦法會或拜懺，目的就是超度。做超度

的法會，以拜懺來講，有梁皇懺、水懺、金剛懺，也有三時繫念，

乃至於水陸等等。

印光大師說，應該要知道，這些誦經拜懺的法會都不如念佛，

冥府十主圖（1800-1880）局部　大英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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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念佛功德最大。因為念佛簡單方便，人人都能做得到，而且一

念佛，阿彌陀佛就應聲而現，聞聲救苦，直接救度，往生淨土而成

佛，所以念佛功德最大。這是印光大師所說的。

印光大師又說：「做佛事，只可念佛，勿做別佛事。」

又說：「做佛事，當以念佛為第一，餘皆場面好看而已。」

又說：「做佛事，不必念經拜懺做水陸。以此等事，皆屬場

面。但專一念佛，則其利益天淵懸殊。」

又說：「念佛利益，多於誦經拜懺做水陸多多矣。」

有關印光大師這方面的法語是很多的，以上引用的幾段法語，

意思是說，做超薦的佛事，以念佛為最殊勝最第一，沒有再比專一

念佛更高的功德、更大的利益了。

其他的佛事法會往往都流於場面好看，少有實質內涵。實質內

涵就是主法者要心清淨，有修有行，齋主也要虔誠恭敬。但要達到

這些條件不容易，所以只是場面好看。

這是印光大師所講的。其實只要虔誠，做任何佛事都會有功德

的。只是兩相比較，還是念佛為第一，功德最大，其他的佛事和念

佛不能相比。

印光大師所講的這幾段法語，和善導大師的看法一樣。善導大

師說：

自餘眾行，雖名是善，若比念佛者，全非比較也。

意思是說，念佛以外的任何法門，不論是小乘大乘、顯教密

教，雖然都是善的，都是有功德的，可是那些法門如果和念佛比

較，就完全不能比較了。因為彼此相差懸殊，不同等級，所以完全

不能做比較。

又說：

念佛三昧功能超絕，實非雜善得為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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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說，專一念佛就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的功能力用超越

其他任何法門，而且是絕對性的，不是雜善可以比較的，因為並非

同類，所以不能相比。

所謂「雜善」，是指《觀經》所說的定散二善，也涵蓋其他的

任何法門。

《無量壽經》「光度三塗」之文
剛才講做超度佛事，唯有念佛功德最大，最第一，念佛利益超

越誦經、拜懺、做水陸等等。這樣的評判，有沒有經典的根據呢？

有，而且很多。在這裡就引用淨土宗的根本經典《無量壽經》的經

文為根據。《無量壽經》說：

若在三塗極苦之處，見此光明，皆得休息，無復苦惱。

壽終之後，皆蒙解脫。

這段經文，說得清楚明白，簡潔扼要。

「三塗」就是「三惡道」，也就是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

三惡道的眾生都是苦不堪言的。

這段經文的意思是：如果在「三塗」這樣極端痛苦的眾生，看

到了阿彌陀佛的光明，當下所有的痛苦就沒有了，止息了，不再苦

惱了。好像光明一進來，不論黑暗多大，黑暗的時間多久，當下都

顯現一片光明。所謂明來暗去，光明一來，黑暗整個消失。

「三塗極苦之處，見此光明」，論三惡道的眾生苦得不得了，

尤其是地獄。地獄中的眾生，分分秒秒都是苦的感受，沒有其他的

念頭，他們怎麼能夠念佛而「見此光明」呢？這就必須靠陽間的親

屬為他們念佛，這樣阿彌陀佛的光明就會照耀他們，把他們攝取救

度到極樂世界。這些經文依據，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以念佛超度祖先

的原因。因為這些經文顯明念佛很容易，而且念佛又能夠直接超

度，也就是三惡道的眾生能夠很殊勝地被超度，有這樣的原理。因

此我們專以念佛來度脫我們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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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府十主圖（1800-1880）局部　大英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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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時、任何處，只要虔誠地念佛，阿彌陀佛

沒有不知道的，沒有看不到的，沒有聽不到的。佛有三明六通，我

們只要起心動念，還沒開口，佛就知道了，阿彌陀佛就曉得我們念

佛是為了什麼。譬如嬰兒還不會講話表達需求，只會哭，肚子餓就

哭，身體冷了也哭，不舒服了也哭；雖然哭聲一樣，但父母聽到嬰

兒的哭聲，就能夠辨別嬰兒的需求，而給他餵奶，或者穿衣，或者

安撫。阿彌陀佛有三明六通，當然比世間的父母更了解我們。今天

大家是為了超度祖先而念佛，雖然念佛的聲音一句一句，每一句都

相同沒有兩樣，但阿彌陀佛就知道我們的心念，知道我們現在念佛

是要超度祖先，阿彌陀佛就放佛光照耀我們所要超度的祖先，不管

祖先是在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乃至天上，阿彌陀佛的光明會

降臨照耀，消除對方的業障，接引對方往生極樂世界。

也因為阿彌陀佛無時不在、無處不在，而且不受障礙，就像

《阿彌陀經》所說：「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

為阿彌陀。」意思是說，阿彌陀佛的光明無量無邊，照遍十方世

界，天上有阿彌陀佛的光明，人間也有阿彌陀佛的光明，乃至三惡

道也有阿彌陀佛的光明，我們一念「南無阿彌陀佛」，立刻感召阿

彌陀佛的光明，而且不受任何障礙。我們為祖先念佛，阿彌陀佛的

光明就會救度祖先們往生極樂世界，不受祖先過去的業障，或是現

在墮落在三惡道等種種的障礙。

《觀無量壽經》說：「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

捨。」意思是說，阿彌陀佛的光明遍照十方世界，當然包含三惡

道，全都在佛光的照耀當中，而佛光的照耀，目的是要攝取眾生。

所謂「攝取」，就是救度，救度十方眾生出離六道的生死輪迴。也

就是現在保護他，讓他消業障、增福慧、逢凶化吉、遇難呈祥，到

了他臨終的時候就接引到極樂世界，從現在一直到臨終接引往生，

都沒有片刻離開，也不受任何障礙，所以能夠「攝取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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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終之後，皆蒙解脫」，三惡道眾生看到阿彌陀佛的光明，

所有的痛苦就沒有了，當下就結束了三惡道的罪業，最主要的是地

獄道和餓鬼道的眾生，當下就往生極樂世界，這就是「壽終之後，

皆蒙解脫」的意思。因為地獄是由地獄眾生自己的業力所化生，可

以當下化生，也可以當下化滅。餓鬼道有化生也有胎生，但都是化

生的多，即便是胎生，也能由於阿彌陀佛的無礙光而被救度到極樂

世界。

就像目犍連尊者超度他在餓鬼道受苦的母親，他的母親當天就

離開餓鬼道，上生忉利天。又像梁武帝的皇后，她生時不信因果，

誹謗佛法，而且內心苛刻，常常痛打宮女，所以很短命，三十幾歲

就去世了。去世之後，因罪業而投生在畜生道成為大蟒蛇，非常的

苦，就向梁武帝託夢。梁武帝心中悲愍，就請國師誌公和尚召集有

道高僧，編寫了《梁皇寶懺》來超度她。不久之後，皇后就給梁武

帝託夢，說她已經超度，離開畜生道，上生忉利天了。

所以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都能夠被超度。當然，如果祖先

墮落畜生道，現在已經成為動物之身，假設不能當下被超度，但命

終之後也能夠讓他解脫。總之，念佛就能夠超度三惡道的眾生，這

是經典所講的，是有經文依據的。

所以說「若在三塗極苦之處，見此光明，皆得休息，無復苦

惱。壽終之後，皆蒙解脫」。由此可知，論及超薦、度亡，沒有比

念佛更容易，也沒有比念佛功德更殊勝的了！因此，凡是超度祖先

都要念佛，乃至墮胎、流胎的婦女也都要念佛，只要自己念佛，就

自然能夠超度自己的胎兒，往生極樂世界。甚至我們看到其他眾生

的災難，譬如空難、海難、火難、水難、地震、海嘯、土石流，不

管是天災、人禍或其他意外事故而死亡，只要為他念佛，阿彌陀佛

的光明就會照耀對方，消除對方的業障，接引對方到極樂世界。

其實我們的心和阿彌陀佛的心是相通的，本質上都是同一個佛

性，所謂天堂、地獄、餓鬼、畜生，此方世界、他方世界、十方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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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道繪　餓鬼界　
日本江戶時代　大英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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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迎接念佛人往生極樂　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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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都沒有離開我們的佛性，沒有離開我們的心。我們起心動念，

念阿彌陀佛，目的是為了超度我們的祖先，而阿彌陀佛是佛，有佛

的三明六通，就會自然地到我們祖先那裡。我們的心念、我們的祖

先、阿彌陀佛，這個時候三者是結合在一起的。因為我們的心在念

阿彌陀佛，我們念阿彌陀佛的目的是為了祖先，所以我們的心和阿

彌陀佛和我們的祖先三者就結合在一起。

再說，佛的境界是沒有時間、沒有空間、沒有萬物對待。佛

的境界是超越時間、超越空間、超越萬物的。在時間上，佛沒有過

去、未來，他時時刻刻都處在現在；在空間上，佛沒有此方、他

方，他時時刻刻都在這個地方。所以，經典說阿彌陀佛在極樂世

界，其實也在十方世界、也在娑婆世界、也在這個地球，在台灣、

在台北、在淨宗寺，在每一個念佛人的地方。其實我們這個地方和

地獄的地方、餓鬼的地方，是同一個地方，只是頻率不同，不能夠

互相見面，不能夠彼此感應道交。可是佛的境界是無礙的，所謂理

無礙、事無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不受時空萬物的障礙，他可

以迅速感應道交。因此我們恭敬虔誠，專心一意地念佛，自然和阿

彌陀佛感通，自然和我們的祖先感通。阿彌陀佛是為了罪苦的人而

來的，阿彌陀佛是無量壽、無量光的佛，他無形無相，不受時空限

制，因而能夠深入我們受苦的心靈，與我們常相左右。所以一個信

佛念佛的人，再也不是孤伶伶的獨自一人，而是與佛同在、與佛同

行，被佛抱在懷中的天之驕子。

第一風水是心
七月天天、處處都在超度，所以這一個月也被誤認為是鬼月、

是諸事不吉祥的月，而認為諸事不宜。其實，只要念佛是會帶來吉

祥的。

一般人凡是重要的事情，譬如結婚、搬家、動土、落成、開

工等等，往往會選擇吉日良辰，講究地理風水，認為這些會影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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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吉凶、成敗、禍福。但所有風水之中，第一風水是人；人的第

一風水是心；人的第二風水是嘴巴；人的第三風水是行為。也就是

一般講的「三好」：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其中最根本的是

「心」。所以風水原理只有四個字，就是「心生萬法」。

能夠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由風水或各種方面所引起的種

種不順不吉利的事，自然就會迎刃而解。

然而這三好並不是絕對的三好，因為貪瞋癡的三毒還沒有斷

除，還會起貪瞋癡，還會造罪造業，還在六道生死輪迴當中，還會

墮落三惡道。真正的絕對的三好就是「信佛，念佛，做佛的事」，

也就是「心信彌陀的救度，口稱彌陀的名號，身做彌陀的手腳」，

這才是好中的最好。因為自己能夠出離生死輪迴，也使他人出離生

死輪迴。也就是，自己「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

淨土」，而往生彌陀淨土成佛；同時也將這彌陀救度眾生的教理弘

揚出去，讓人家也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

而往生彌陀淨土成佛，所謂「自信教人信」。簡而言之，就是――

心信佛，口念佛，身為彌陀的手腳，做教人信的事。這才是真正

的、絕對的「三好」。這是學佛修行的目的，也是大乘法門上求佛

道，下化眾生的精神。這種人，善導大師讚歎說：「人中好人，人

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稀有人，人中最勝人。」

念佛，就能夠超度祖先，乃至其他無量無邊的眾生，當下都蒙

受彌陀光明的照耀，乘坐彌陀蓮花的接引，而往生極樂世界。

希望蓮友信眾們，參加直播法會時，能夠「恭敬、虔誠、專

心」的來參與，來跟隨做超薦。使得我們的祖先都能夠離開三界六

道，往生極樂世界，快速成佛。

現在還是疫情期間，我們也將功德迴向：

國泰民安，世界和平，疫情盡快消弭，染疫者早日康復，去世

者往生淨土。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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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經》
「往生正因段」要義

（二十七）

文／釋淨宗

② 深淺有四

這段先說了信願和持名的關係，如果只就文面，信願只決定

能否往生，持名決定往生後的品位高下。我們分析了三點特殊的意

義，總之，是導歸專稱佛名，顯示仰仗佛力的方法。

關於「深淺」，在淨土門中有四個層面。

第一、功夫。

如事理一心等。

功夫的深淺，定深散淺。禪定心功夫深，散亂心功夫淺。如果

達到事一心不亂、理一心不亂，就更高了。

第二、數目。

如《觀念法門》每日三萬聲上品上生。

數目多，持名深；數目少，持名淺。《觀念法門》說，每日三

萬聲以上者，是上品上生。這是持名的深淺，持名深，往生品

位就高。

第三、信心。

如《大經》，明信佛智化生，疑惑佛智胎生。疑重則處胎久、

品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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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名本來是從信心生發的。信心深，持名深；信心淺，持名當

然就淺。如樹栽在地裡，如果土層很淺，根淺，樹就小了。

持名是從信心出發的。功夫再深，如果沒有信心，等於沒有

根。所以說：「若無信願，縱將名號持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

銀牆鐵壁相似，亦無得生之理。」沒有信願，像一棵樹沒有埋到土

裡，容易傾覆、顛倒。

《大經》說，明信佛智，蓮花化生，不經過胎宮，所利益就

深；疑惑佛智者，在蓮花胎「五百歲不見諸佛」；因為信心淺，所

得利益也淺。這從所得利益、從因和果來判斷深淺。疑心重，處在

蓮胎裡時間就久，品位就低。

第四、自他。

凡心自力為淺，佛智願力為深。

從凡夫自力這邊，統統是淺；就佛的智慧、願力這邊，統統

是深。

•	彌陀智願海，深廣無涯底，

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

•	如來智慧海，深廣無涯底，

二乘非所測，唯佛獨明了。

•	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

從佛這邊來講，都是甚深甚廣。

綜合四點，信入佛力。信入佛力，即深即淺，非深非淺，深亦

是淺，淺亦是深；泯滅一切差別，不壞一切差別。

把前面四點，尤其綜合第三點「信心」和第四點「自他」來

說，「信入佛力」，就「即深即淺，非深非淺」。因為阿彌陀佛的

佛力「深廣無涯底」。大海，難以說深說淺，它是即深即淺。如果

拿竹竿去量淺海，就是淺；到深海去量，它就深――能量多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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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深。所以，是對名號理解的深淺而有深淺。認為名號是「不可

思議功德之利」，深廣無涯底，就是深；覺得「念佛就空蕩蕩幾個

字，恐怕不行吧」，就是淺，不是名號本身淺。「非深非淺」，它

超越了眾生對深淺的分別。

「深亦是淺」，「深」是就眾生來講的，認為功夫深、持名數

量多、信心很深――眾生這邊再深，和名號比都是淺。

「淺亦是深」，指念佛人，看起來沒有什麼智慧，只會念佛，

看上去是淺智、淺法，但是信順名號則「暗合道妙，潛通佛智」。

六字名號之法，佛力救度之法，不是凡夫簡單的深淺標準可以

衡量的。

「泯滅一切差別」，在眾生這邊，有善惡、智愚、賢不肖，能

修行不能修行等差別；一念佛，就消除了差別，平等往生。就像靠

我們自己渡海，會不會游泳、風浪大小、身體好壞、年輕年長，這

就有差別；但是，乘船就沒有差別。念佛泯滅差別，都往生極樂世

界，平等成佛。所以淨土是平等的法門。

「不壞一切差別」，在眾生這邊，不壞其差別相――是出家

人，以出家身分念佛；能持戒，持戒念佛；能行善，行善念佛；不

能行善，也來念佛。眾生不論根機，都能進入彌陀救度法門。

這裡簡單說明由「深淺」引申出來的「品位高下」。

認為往生極樂世界有品位，是有經典依據的。如《觀經》講九

品往生，祖師也有這樣的教言。

以曇鸞大師和善導大師的思想，從究竟真實義來講，則泯滅品

位差別。曇鸞大師說：「本則三三之品，今無一二之殊。」《往生

論》說：「大乘善根界，等無譏嫌名。」「等」即平等。

從道理來講，因平等，果就平等。因地靠阿彌陀佛願力，你

念佛我也念佛，所以平等無高下。如果我們到一個地方去，只靠走

路，那麼身體好的、力量大的人先到；要是乘車，就同時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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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立像　日本平安時代（794–1185）
克利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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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信的內涵

信是信什麼呢？

機法兩種深信。事理、因果、自他，六信。

「機法兩種深信」是善導大師對淨土門信心的解釋。

一者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

	 	 	 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

二者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

	 	 	 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

第一種是「機深信」，「機」是眾生這一邊；第二種是「法深

信」，「法」是彌陀那一邊。

信自己要怎麼信？這種信和聖道法門的修行大相徑庭。聖道法

門要信自己本來是佛，本來就有佛性，「彼既丈夫我亦爾」、「不

向如來行處行」，豪氣衝天。如果不這樣信，就發不起大菩提心，

必須相信「我一定可以達到目標的，我佛性本來就有，具足了」，

要從這裡立信。

淨土門的信心恰恰相反。善導大師說「決定深信」，不可動

搖：相信我們「現是罪惡生死凡夫」。即使是大阿羅漢來學淨土法

門，也要謙虛，「憍慢弊懈怠，難以信此法」，這個法門太高了。

「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這是我們的面貌、現狀。淨土法

門沒有名利可講，進來就當頭一棒。這是「打得妄想死，救得法身

活」，所謂大死大活。一進來先給一副棺材，把罪惡生死凡夫往裡

面一裝，就要歸命阿彌陀佛了。

這兩種深信非常善巧，而且符合事實。當然，它不是否定眾生

本有佛性。眾生本有佛性，可是現在不是佛，是顛倒、輪迴、造業

的罪惡生死凡夫。這就是我們的相狀。

現是罪惡生死凡夫的當下，雖然本來還是佛，但是不起作用。



34

法
義
闡
釋

一個杯子顛倒了，扣在桌上――它還是杯子，但是不能裝水，沒有

杯子的作用。雖然沒有杯子的作用，但也不能說不是杯子。眾生本

來是佛，但是顛倒了，沒有佛的德用，而是煩惱凡夫。

所以這是兩種不同的角度。

淨土門很現實，不講很遠的話，就講現在，我們就是罪惡生死

凡夫，累生累劫以來都在輪迴。

修學淨土法門，首先要具足「機深信」。

「機深信」就像吃飯，一個人肚子不餓，有滿桌的好菜也不

吃。能吃下飯的前提是饑餓感。所以，機深信是使我們的肚子有饑

餓感，然後才吃得下營養的食物。

「法深信」，就是阿彌陀佛的營養品。如果肚子始終飽足，

就不會吃。「我覺得我很有善根，差不多可以解脫生死輪迴」，這

哪有心思去仰靠彌陀救度？所以，為了達到法深信，必須具有機深

信。

機法兩種深信是相輔相成的，為了建立法深信，要具有機深

信。建立機深信，法深信就很方便了。

「二者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攝

受」就是救度，四十八願救度什麼樣的眾生？救度「罪惡生死凡

夫」，救度「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的眾生。我們無法離開

生死輪迴，只有仰靠彌陀救度；阿彌陀佛剛好救這樣的眾生，我們

就仰靠。

「無疑無慮」，沒有懷疑、顧慮。自己沒有本錢、資格，怎麼

會懷疑顧慮呢？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一個必死、必然墮落輪迴的

眾生，就沒有條件去懷疑顧慮。如果有資本，才能說「這個生意做

還是不做，能不能賺」等等；現在餓得快死了，給你食物，不是接

受，就是坐以待斃。所以，「無疑無慮」是必然的結局。如果具有

機深信，對彌陀的救度，一定是「無疑無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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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無 疑 無 慮」是

因為自己具足機深信，自然

對彌陀的救度歡喜好樂，不生

懷疑，因為沒有條件。如果自

力能證阿羅漢果，就有所疑慮

了，「萬一這筆買賣做不了就

虧了」；事實上，本來已經虧

到底，血本無歸，所以沒什麼

好顧慮的。「無疑無慮」也是

由前面來的，這樣就「乘佛願

力」，全身心地歸投阿彌陀

佛，所以「定得往生」。

淨土法門的「信」，內涵

就是「機法兩種深信」。「機

法兩種深信」最絕妙，講得很

簡單，是對稱的關係，一體兩

面。善導大師講話，不複雜、

不繞彎，直取根本。這是「良

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

行」，所以不要迷惑顛倒，給

自己臉上貼金，那都沒用。

（待續）

（摘自《阿彌陀經歸宗解》） 唐　白石雕大勢至菩薩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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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佛悲化，普勸有緣」
之「勸」意

Exhorting the Karmically-Connected to Hear 
the Buddha’s Compassionate Deliverance

文／釋淨宗

By Master Jingzong
Translated by the Pure Land School Translation Team

edited by Householder Fojin

「勸」字，讓我們非常感動，不管是祖師、善知識、菩薩、

佛，他們對我們來講都用一個「勸」字，這個字一出來，你馬上就

感覺到「這真是一位老父、老母、長者對我的諄諄勸誨」。所以他

用「勸」字，絲毫沒有外道、有神教那種威逼，說「我造了你，你

必須信我、聽我，信者上天堂，不信下地獄，永世不得超生」。可

能各人根機不一樣，像這樣的神，我們實在信不來。

I would like to spend a bit of time discussing the meaning of 
the verb “to exhort”. There is something rather moving about the act 
of exhorting. Whether it is our lineage patriarchs, virtuous advisers, 
Bodhisattvas, or Buddhas, they all invariably use “exhort” when they 
want to impress upon us the importance of certain things. On hearing 
this word, we feel that they are offering us some earnest advice,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an elderly parent or a revered senior member of 
the family does: kindly, warmly and patiently. They say, “I earnestly 
exhort you to …” This is neither intimidating nor menacing. Relig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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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s based on theism often employ a rather threatening tone in their 
propagation, such as: I created you, you must obey me. All those who do 
not obey God are condemned to Hell for eternal torment. Perhaps due to 
different aptitudes, we find it hard to believe in such a deity.

所以這個「勸」，第一就是平等，非命令。能勸者和所勸者，

在人格上，尤其在佛性上，是完全平等的，不是來命令你的。

There are a number of  connotations to the word “exhort”.

First, it indicates not a command but an advice between equals. The 
one who exhorts and the one being exhorted are entirely equal, whether 
in personality or Buddha-nature.

第二，既然是勸，被勸的人是有自由權的。不是對方來逼

迫你的，沒有強迫的意思，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因為是

「勸」。我勸你這樣，這樣對你比較好，有哪些利益，能解除你

的苦惱。那你善根有成熟、沒有成熟，能接受、不能接受、接受多

少，你可以自由裁量。

Second. Since you are only being encouraged and urged to do 
something, you have the right to do it or not. There is no element of 
threatening or forcing it on you “I am here to advise you that it is 
better for you to do it this way: that it will benefit you, and relieve 
your sufferings in the six-realm samsara. It is up to you, depending on 
whether your virtuous roots of capability are ripened,  whether to accept 
the advice or not, and to what extent you can believe it.” It’s entirely a 
free will consideration.

第三，「勸」字代表一種尊重。能勸的人固然是慈悲、智慧，

從佛菩薩來講，和我們完全不是一個等級，但仍然平等地看我們，

尊重我們，並不貶低，並不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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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the word “exhort” expresses a certain respect. Whil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re in a league by themselves in terms of 
wisdom and compassion, yet they look upon us as their equals with 
respect. They do not belittle or reject us.

第四，「勸」一定是很有耐心的。眾生那麼好勸嗎？驕慢，

沒有智慧。那一定是怎麼樣呢？反覆地去勸，像釋迦牟尼佛在《阿

彌陀經》裡就說：「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若有信

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一而再、再而三地勸「你應當發願

啊，你應當發願啊，你應當發願啊……」

Fourth, “to exhort” implies patience. Sentient beings are conceited 
and foolish. It would take much patience and coaxing to persuade them. 
As Sakyamuni Buddha says to us in The Sutra of Amitabha: “Those 
sentient beings who hear of the Land of Utmost Bliss should aspire to 
be born there.” He also says, “[Good men and women] of faith should 
aspire to rebirth in that land.” The Buddha repeatedly and tirelessly 
exhorts us: “You should aspire to …. You should aspire to.….”

 第五，而且這個「勸」，是從慈悲心出發的，不是佛菩薩在

眾生這裡撈什麼好處；是佛的慈悲，主動地要把成佛的功德利益給

我們，要讓我們脫離苦海，永享安樂。所以用「勸」字。

Fifth. It is out of compassion that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proactively “exhort ”us to accept the benefits of attaining Buddhahood 
so that we can escape from the suffering in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and enjoy eternal happiness in th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They do not 
do it out of any self-interest. Therefore, they use the word “to exhort.”

第六，這個「勸」字，因為眾生都有佛性，以慈悲、以智慧，

以種種的因緣、善巧勸我們，它自然有一種緣起的作用和功能。所

謂「功不唐捐」，絕對不會勸了沒有效果，雖然暫時沒效果，但總

會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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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三尊　唐朝（618-906））　聖巴巴拉藝術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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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th, “to exhort” ensures a positive effect. Since all sentient beings 
possess Buddha-nature, when Shayamuni Buddha urges us to undertake 
a certain Dharma path with compassion and wisdom through various 
skillful means, our Buddha-nature can resonate with his appeal. There 
is something called ‘yuan’ （a karmic connection with something 
or someone） at work. When the yuan is at the right time and at the 
right place, our Buddha-nature will resonate w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and we will be persuaded to aspire to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 
of Amitabha Buddha. The effect may not show itself right now, but it 
will eventually. As a Buddhist saying goes: “any effort to accrue merits 
and virtues will never be wasted.”

第七，因為眾生本來就有佛性，諸佛菩薩勸我們，是從佛性的

深深之處來感動我們，同化我們，所以這個「勸」一定是可行的。

Seventh,  since all sentient beings have Buddha-nature, all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re appealing to the inner core of our Buddha-nature 
when they exhort and move us, so as to make us identify with them. “The 
exhortation” will definitely work.

所以，這個「勸」字給我們很大的安慰、深深的感動。可憐

啊，眾生愚癡驕慢，所謂「信騙不信勸」。 

Therefore, “to exhort” gives us great comfort and touches us 
deeply. Sentient beings are so pitiful, what with their ignorance and 
arrogance. “They would rather be deceived than be exhorted.”

（摘自《觀經疏楷定記講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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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宗判教的重要意義
文／釋慧淵

淨土法門是難信之法，在難信中建立信心，需要學習淨土宗理

論，通過判教學習，可以釐清淨土宗最重要的一些問題。

如果我們沒有系統地學習淨土宗判教，聽到的很多觀念都是零

散的、模糊的；如果有判教為基底，就會知道許多的概念的來源，

建立清晰的理論體系。同時，也能建立堅固的淨土信仰，不受環境

的影響，或被其他法義所衝擊。

學習淨土判教理論，有以下五大利益。

一、完整觀察、思維淨土宗的法脈淵源。
對淨土宗五位祖師（龍樹菩薩、天親菩薩、曇鸞大師、道綽

大師、善導大師）的判教進行梳理後，就知道淨土宗法脈傳承的淵

源：宗派的建立、法義的傳承、經典依據、祖師傳承等。

有了完整的認識，對念佛往生的宗旨也會清晰明瞭，信心堅

定。否則，宗派意識薄弱，不瞭解傳承和理論依據，信心也容易被

動搖。

二、瞭解淨土成為一宗的始末。
淨土除了西方淨土之外，還有很多淨土，如東方藥師佛淨土

等，都稱為淨土。

為什麼淨土宗獨以西方極樂世界來立宗？為什麼沒有把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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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藥師淨土發展成為一個宗派？其他諸佛也有淨土，為什麼也沒

有成為一個宗派？這就要深入瞭解西方極樂淨土如何經漫長過程，

從早期的信仰中逐漸獨立出來，最後發展成為一個宗派。這也需要

通過判教才能明白。 

三、概知淨土宗的教理綱要。
宗派理論體系在判教之中是最完整的，要瞭解一個宗派，首先

要瞭解判教。學習淨土宗的判教，就可以知道淨土宗的教理綱要、

框架體系，如難易二道，聖淨二門，要弘二門，正雜二行等。

張大千《臨摹盛唐西方淨土變圖軸》1941—1943年　
四川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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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這些綱領，再去判斷一個教法到底是難行道或易行道，是

聖道門或淨土門，就有標準了。先把這些淨土宗判教的理念梳理出

來，然後再判斷整個教法，乃至把整個佛法拿來觀察，都有了

標準。

印光大師稱淨土法門為「特別法門」，其他所有教法都稱為

「通途法門」，為什麼有這樣的判法？瞭解祖師的判教思想後，就

能明白。有了判教的標準，再去看其他法門，不論別人講什麼、怎

麼講，都有標準歸類――屬於難行道或易行道，屬於雜行或正行。

四、建立純正理性的淨土信仰。
學習不單純是為了學理論，重要的是信心「堅固不動，猶如金

剛」。堅固的信仰建立之後，修學的方向才會確定下來。

佛法八萬四千法門，有時要廣學多聞、深入經藏；事實上，我

們精力有限，智慧有限，時間也有限，到一定時期，只能選擇一個

法門。學禪宗的，基本上專學禪宗；學密宗的，也專學密宗；學淨

土的，就專學淨土。如果淨土信仰建立不起來，就很難紮根，心漂

浮不定，今天學淨土，明天學其他，後天又換法門了。很多人就是

信心不定，沒有認準方向，才會在修學時不斷換宗派和法門。

通過淨土宗判教，可以讓我們的信仰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

理性的信仰有理論基礎，對宗派和法門就會有準確的認識。

感性的信仰，不懂教理，知道阿彌陀佛好，知道阿彌陀佛大

慈大悲救度眾生，對阿彌陀佛充滿感情，於是老實念佛。這種信仰

建立得很快，不足之處就是容易動搖。如果接觸的人多了，今天一

個師父，明天一個師父，後天再一個師父，每個師父給他講一套理

論，每個師父講的理論都有說服力，最後他就不知道怎麼辦了，就

會動搖、改變、猶豫。即使不改變，也會產生疑問。人家說：「心

不清淨，修行不好，業障深重，不能往生！」心中疑問就出來了。

這時候就需要教理的學習，回歸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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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立淨土教理學習的基石。
很多人學淨土法門都缺少判教基礎，看書多，聽法也多，但心

中的觀念比較零散，沒有一個完整的體系。學習判教之後，再去學

所有的淨土理論，都可以將它們納入這個體系來。

學法要先有主幹，也就是淨土宗建立的框架。有了主幹，哪些

理論應該放在什麼位置、與哪一條理論有關聯、與主幹如何聯繫，

都要合理安排。

淨土宗談的行法，到底是念佛才能往生？還是要做好人才能往

生？還是要讀經才能往生？相應的理論體系就是「正雜二行」。正

雜二行就是行法的標準。怎麼判斷一個法是難是易？那就找「難易

二道」來對應。行法是靠自力或靠他力？通過「自他二力」的判釋

就知道了。

這樣，所有的理論都可以和判教關聯，各安其位。我們平常看

到的法義，可能是一個支線，支線和主線聯繫起來，法就貫通下來

了，所學教理就不零落散亂。

學任何一個法門，最後要形成一套體系並不容易。很多人理論

也有，往生信心也有，也專修念佛，往生大事當然沒問題了；但如

果要說服別人，要傳播淨土教法就不夠了，就要掌握更完整的理論

體系。 

學習判教之後，對一個宗派的瞭解就更深入、更系統，就會慢

慢地完善我們所學習的體系。當再去聽法、去對別人講解時，思路

就會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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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釋慧淨

人，只要活著，總有一天都會老。

台灣逐漸步入老人化，教團亦然。

我們要尊老，敬老，安老，養老， 

我們要愛老，護老，助老，孝老。

讓老人心有所安，心有所盼，心有所喜，心有所歸。

老人一生經歷數十年的風霜歲月，飽嚐人生的種種酸甜苦辣，悲

歡離合，備感艱辛。

老人已不再年輕，體力精神，愈來愈衰，愈不堪負荷，腦筋遲

鈍，動作遲緩，吃不好飯，睡不好覺，加上種種慢性病，活得很

辛苦。

老人身心逐漸衰弱，承受的苦會愈來愈多，愈來愈重，因此不

要煩他，不要給他壓力，不要讓他苦惱；反之，要給他親切、給他方

便、給他溫暖、給他安穩、給他歡喜。

老人的種種，如嘮叨、怪癖、習氣重等等，要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不能嫌他、批評他、責備他、生氣他；應該體恤他、包容他、服

務他、幫助他；說話要和氣，態度要和藹。

對老人要尊重，體貼，噓寒問暖，親切招呼，不要輕視他，不

要勉強他，更不要管他、罵他，不與他衝突、對立，不與他諍論、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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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不與他計較、賭氣，也不設立一些規矩束縛他。

對老人不能有太多的要求，他們力不從心。他們已是垂暮之年，

來日已然不多，如風中殘燭，隨時都會熄滅。

他們企盼有一個充滿恩慈體貼、親切和藹、溫暖舒適、祥和寧

靜、安穩喜樂的地方，讓他們在這樣安樂的環境中，有安全感，有尊

嚴感，不被輕視，不被嫌厭，不被打擾，不被欺凌，沒有憂苦，沒

有掛礙，平和平靜，自在愜意，安心愉悅的念佛，安度晚年，頤養天

年，以靜待彌陀來迎。

我們要以愛心，善待老人，照顧老人，成就老人最後往生極樂。

我們也祈望老人們，念佛生活化，生活念佛化，外無是非，內忘

苦樂，癡癡兀兀，竟日行也南無阿彌陀佛，竟日坐也南無阿彌陀佛，

成為機法一體、入我我入的念佛妙好人。

《心地觀經》說：

一切眾生，輪轉五道，經百千劫，於多生中，互為父母；

以互為父母故，一切男子即是慈父，一切女人即是悲母。

又說：

有情輪迴生六道，猶如車輪無始終；

或為父母為男女，世世生生互有恩。

古德說：

識體輪迴六趣，無非父母；生死變易三界，孰辨冤親。

無明覆慧眼，來往生死中；往來之所作，更互為父子。

怨親數為知識，知識數為怨親。

孟子曰：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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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釋慧淨

古代有些寺院山門前會豎立著一塊石碑，寫著：「葷腥酒肉，不

入山門。」

見賢思齊，我們教團所有出家眾及住在道場的住眾，不論僧俗老

幼，一律吃全素，不吃蛋，也不食用奶製品。

儒家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而佛教以不殺生為首

戒，故不殺生，不害生，不傷生，愛護一切眾生等等，乃理所當然

之事。

淨土宗薰習彌陀大悲心，不只愛護一切眾生，更願一切眾生離苦

得樂，往生極樂。故凡與動物有關的食品、衣物、器具咸皆不用。

再者，也提醒我們的蓮友信眾們，不要供養常住含有蛋奶的糕點

食物與用品。

住在道場的住眾，不論僧俗老幼，若有食用蛋奶者，允宜勸告

之，若經勸告又再度吃蛋者，不共住。

慧　淨

202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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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眾外出弘法共勉事項
文／釋慧淨

飲食起居
1.  簡單，樸實，節儉，廉潔。不排場，不浮華，不浪費。

2.  不吃點心，不吃零食，不喝飲料。

3.  三餐要家常便飯，不要常在餐廳用餐。

4.  純素，不吃燕窩及含蛋奶之物。

5.  不吃高檔菜餚、水果。

6.  不使用高檔生活用品。

7.  不購買、不使用過度包裝品（惜福、環保）。

8.  不住高檔賓館。

9.  住賓館自備盥洗用品。

（使用自備的毛巾、牙刷、牙膏、肥皂等盥洗用品。惜福、環保）

10.  在飛機上之飲食與物品，非需要不接受（惜福、環保）。

11.  不購身外之物，不託信眾購物。

12.  不隨便接受供養。

13.  不接受禮品、紀念品、土特產。

14.  不接受自己不需要、用不到之物。

15.  不浪費施主物資。為彼此惜福。

16.  不給居士們添麻煩，增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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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言無名利，行絕虛浮」（玄奘大師幼時行誼）。

2.  言語舉止：端莊，安詳，穩重，誠懇，實在。

3.  不妄言，兩舌，綺語，惡口。

4.  凡與人言，不談世事；雖說佛法，要歸淨土。

5.  講話要言不繁，切忌繁複瑣碎，絮絮不休。

6.  少講話，講短話，講管用的話；不講空話、套話。

7.  無事即應念佛，不閒言雜語，不無事找話題閒聊。

8.  不多事，不攀緣，不化緣，不浮誇，不諂媚，不虛偽。

9.  不批評，不責備，不抱怨，不情緒，不脾氣，不生氣。

10.  不常拿手機，不常拍照。

11.  輕車簡從，簡化迎來送去。

12.  不可喜好遊覽觀光，不可耗費信眾資源。

13.  凡事得體。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力戒世俗習氣。

慧　淨

2014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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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之光，溫暖大地，能令卑濕污泥，香潔蓮華，開敷鮮明；

彌陀之心，慧光遐被，能令煩惱眾生，淨信蓮華，開敷決定。

月光柔和，遍灑清涼，能令一切行人，解除熱惱，心生歡喜；

彌陀大悲，徹底哀愍，能令一切眾生，常蒙護念，心生希望。

明月平等，普照大地；然無露之草，不留明月。

佛心廣大，普救凡愚；然無信之人，不見佛心。

月影雖無所不至，唯宿仰望者心中；

佛願雖無人不救，唯與念佛者同在。

南
無
阿
彌
陀
佛

月光之德喻：
彌陀與念佛人同在

文／釋慧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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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夫的意義

淨土教中，對於被救度的人稱為凡

夫。

凡夫雖然一般是指凡庸的、平平凡凡

的一般人，但這個詞語是梵語 pṛthagjanaiḥ
的翻譯語，直譯則為異生。

「異生」是指出生於種種相異不同的世界者。「不同的世界」是

指六道，也就是地獄、餓鬼、畜生、阿修羅、人間、天人。依煩惱而

起業，轉生於六種不同的世界，所以叫作異生。

以大乘佛教而言，勤苦修行的大乘菩薩，從初發菩提心開始刻苦

修行，一直到達證悟的過程，分為五十二階位。五十二階位是指十信

位、十住位、十行位、十迴向位、十地位、等覺位、妙覺位。其中十

地之初稱為初地，又稱歡喜地、不退轉地、阿惟越致、阿鞞跋致，是

指進入此初地階位的菩薩，不會再次退回到十迴向位或十信位。所以

初地以上者稱為聖者，而未達初地的十迴向、十行、十住、十信位者

統稱為凡夫。這是因為進入初地，初得無漏智（沒有染污的智慧），

證悟一分法性，而成為聖者，因為長養佛智的同時，也普遍攝化一切

眾生的緣故，所以叫作十聖或地上菩薩。

與此相對，初地以前的菩薩叫作凡夫，其中最初的十信位者為

外凡，十住、十行、十迴向位者為內凡，還未進入十信位者為底下凡

夫，也稱為底下薄地凡夫，又稱為信外輕毛凡夫。依據《彌勒菩薩所

問經論》（大正藏二六卷二三六頁）說：

遠離聖人法，染著身見等，住五欲資生，故名凡夫人。

疏遠聖人之法，住於我見者稱為凡夫。所謂依煩惱，而生起我

欲、我見等，而叫作煩惱迷惑的人。於《法華經》中，認為這樣的凡

夫是不能救度者，《法華經》〈譬喻品〉（大正藏九卷15頁）說：

淨土宗
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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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驕慢懈怠，計我見者，莫說此經。

凡夫淺識，深著五欲，聞不能解，亦勿為說。

凡夫智慧淺，執著五欲（財欲、色欲、名譽欲、飲食欲、睡眠

欲）故，即使聽聞《法華經》的教法，也不能夠理解。因此，以《法

華經》的教理而言，凡夫是不能被救度的。

「煩惱」是梵語 kleśa 的漢譯，也翻譯為「惑」。這被認為是佛教

中所說的人類（眾生）惡的根源，對於想要達到證悟這一佛教的終極

目的，此煩惱則成了障礙的精神作用。這使人類（眾生）的身與心，

煩、惱、擾動、混亂、迷惑、染污之故，所以被認為是不善之物。此

煩惱使眾生起惑、造業、受六道輪迴的苦報，長時持續在迷妄的世界

中。所以，除非斷除此煩惱，否則不能證悟，不能出離六道輪迴。因

此，在佛教的修道中，煩惱的斷與不斷成為了中心話題。

此煩惱通常是指貪欲（不滿足的我欲）、瞋恚（憎怒）、愚癡

（不明道理）之三毒煩惱，再加高慢、疑心、惡見三者，稱為六煩

惱，或說為見思惑（迷惑於三世的道理），塵沙惑（如塵和沙般多的

惑），無明惑（無智之惑）三惑，更可細分為百八煩惱。

所謂百八煩惱，是煩惱的數量算起來有百八。關於此計算方式

有不同的說法，其一，人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六種感

覺器官）各有苦、樂、捨（不苦不樂）的三種作用（受業），共計

為十八的數量。又，六種感覺器官也各有好、惡、平（無好無惡）的

三種感情，所以合為三十六。因為此三十六種感覺器官的作用橫亙

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所以總計為百八的數量。此外，又說為八

萬四千煩惱，說明此煩惱非常多。又根據煩惱的作用，也可稱其為隨

眠、惑、染、漏、結、纏等。

總之，這些煩惱使得眾生住於迷妄的世界，障害向證悟前進的

正道。所以，只要這些煩惱沒有完全斷滅，就不能脫離輪迴，達到證

悟。因此，佛教修行的中心是在於如何斷除煩惱。小乘佛教論見道所

斷、修道所斷，大乘佛教則論頓斷、漸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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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像／鈴木光津（19世紀上半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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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度凡夫的念佛法門

綜上所述，凡夫雖被稱為是煩惱者、淺識者、執著五欲者、染著

身見者，而且還被認為是難救度者。但是淨土宗的開宗祖師善導大師

依據淨土三經，闡釋即使是這樣的凡夫，也能因為專一念佛而被阿彌

陀佛救度，往生阿彌陀佛真實高妙的報土，而提倡「本願念佛，凡夫

入報」說。

不論是佛在世或佛滅後，不論男女貴賤、出家在家、善人惡人，

所有眾生都是凡夫。可說此凡夫是「罪障造惡凡夫」、「具足煩惱凡

夫」。

「罪障造惡凡夫」一語，是依據善導大師《觀經疏‧散善義》中

所說的現實之人：「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

無有出離之緣。」

「具足煩惱凡夫」一語，是依據善導大師《往生禮讚》所說「自

身是具足煩惱凡夫」，可說凡夫是具足煩惱者。

善導大師認為現實的人都是「罪惡煩惱凡夫」。此外，同時認為

大乘佛教中所說的淺識者、執身見者，也是「罪惡者」、「具足煩惱

者」。於是，善導大師針對造罪造業的罪惡凡夫，具足煩惱的凡夫，

開展了最合適、最好的彌陀救度的念佛法門。

所以，彌陀救度的對象，是以造罪造業的凡夫為優先，此凡夫是

指所有現實中的人。亦即不分男女貴賤、出家在家、善人惡人，都是

罪惡凡夫、具足煩惱的凡夫。

● 念佛人的自覺

以淨土宗而言，所有一切的煩惱是在往生彌陀淨土之後便可完全

斷除，並且證悟成佛。這是因為末法今時的下根下智凡夫，現世中無

論如何都斷不了煩惱的緣故。因此，先往生淨土，之後斷煩惱，得

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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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導大師《觀經疏‧散善義》中，機深信說：

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曠劫以來常沒常流轉，無有

出離之緣。

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具足煩惱凡夫」，這種深信

的「凡夫」，是指自覺「自身是煩惱的存在」的「自覺凡夫」，能夠

深入反省並自覺現實自身的苦惱和迷惑的凡夫。即，深刻自覺我是具

足煩惱的凡夫，叫作機深信的凡夫。

法然上人像　日本15-16世紀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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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主體性的自覺自己的惡業罪業的心境，是深信自己具有這樣

的罪業，這是對現實永遠無助的自己，深重罪業的自我反省。

日本法然上人在其《登山狀》中對此心境說：

流浪三界之中，往何界乎？不遇釋尊之出世；

輪迴四生之間，受何生乎？不聞如來之說法。

未參華嚴開講之筵，亦未列般若演說之座；

未臨鷲峰說法之庭，亦未至鶴林涅槃之場。

我宿舍衛三億之家乎？我住地獄八熱之底乎？

可慚可恥！可悲可傷！

講述了自身流浪於迷界之三界間，對於不能生在佛世，不能親聞

佛法而感到悲嘆的心情。

此心境是將自己從曠劫以來流轉生死，迷於三界六道的世界，主

體性的自覺境地，明顯地表露出來。這是自身因為煩惱而流轉於生死

世界的存在，又因為沒有遇到佛的教法，而屢犯罪業的自己罪業之自

覺心境。

如上所述，罪業惡業的自覺是對自己的主體性自覺，認為自己是

愚癡者，是罪惡者，是具足煩惱者，換一種客觀的角度來看，可以認

為這是極為虔敬的念佛者。如法然上人自稱是「愚癡法然」、「十惡

法然」，又說「法然非三學之器」，雖然以這樣的文字流露自己的自

覺，但絕對不是說法然上人是愚癡無智的人。在當時法然上人被大

眾尊崇為戒德優秀的高僧，是被稱為「智慧第一的法然」而被尊敬

的人。

雖然又自稱「十惡的法然」，但法然上人絕對不是去做如殺生、

偷盜、邪淫等十惡的人。法然上人是念佛的聖者、清淨僧。

所以，主體性的自覺到自己是罪惡生死凡夫的人，這種人是信心

極深的念佛者。這主體性的罪惡之自覺就是機深信的內容，可以說此

人是具足深心的虔敬念佛人。



淨土宗雙月刊 │ 57

【
問
答
釋
疑
】

淨土 │ 釋疑

為何有人只是聽到佛號還
沒念出來，也能往生？
問：《觀經》的下品上生和下品下生都講到「稱佛名故」，除五十億

劫、八十億劫生死之罪而消業往生。下品中生的人，遇善知識開

示阿彌陀佛的十力威德、光明神力，光聽聞就消八十億劫生死罪

而往生；可是他不但沒念佛，任何行持也沒有，他是靠什麼力量

而往生呢？

答：這個問題非常好。下品上生念了一聲佛，下品下生也念了十聲

佛，經中說他消了業，還可以理解。可是下品中生只是聽到佛

名，也沒有念，其他什麼都沒做，就這樣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

往生了，讓人想不通！

這其實很簡單，很好解釋。就像曇鸞大師在《往生論註》上卷最

後八番問答的第六，「三在釋」譬喻說：「譬如千歲闇室，光若

暫至，即便明朗；闇豈得言，在室千歲而不去耶！」黑暗的房間

哪怕有一千年，黑暗再怎樣深重，光明一來，當下就退掉了。佛

的名號就是光明，並不需要開口念出來才可以滅罪，聽到就滅罪

了，是當下光來暗去。光來的時候，你喊一聲「亮了」，難道是

喊這一聲才亮的嗎？不是喊完之後才破暗的，那已經是第二聲

了，已經落後了。

「南無阿彌陀佛」這句名號一聽到，當下光來暗滅。聽到佛的名

號，佛名號的當體，十力威德、光明神力就在了，這是名號本身

的作用。所以我們去給臨終人助念，他都沒張嘴，怎麼就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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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就像光照到冰塊，會不會融化？光一來，罪就滅，就這麼

簡單。

不過，這是指臨終的根機，是正好要斷氣的時候，他一聽完善知

識的開示就斷氣了，沒有第二念。就像「三在釋」所說的：「依

止無後心、無間心生：是名決定。」如果有第二念的別的念頭，

就是「有後心、有間心」，那就不一定會往生淨土，當然如果是

這一種現像，就不是下品三生的根機，也不一定是淨土法門的

根機。

阿彌陀佛建立極樂世界符
合緣起性空嗎？
問：阿彌陀佛建立極樂世界和緣起性空的道理相符合嗎？阿彌陀佛之

前沒有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之後才有極樂世界，也就是說，阿彌

陀佛創出真理嗎？真理還能被創造嗎？

答：阿彌陀佛建立極樂世界，正是依據緣起性空的道理。

性空是一切萬法的本來面目，這種性空的真如，可以有兩種緣起

的方法，一種是染緣起，一種是淨緣起。

「染緣起」，就是我們造罪的凡夫眾生，無明煩惱垢染而緣起這

種三界六道輪迴、不清淨的世界。

「淨緣起」，就是菩薩以智慧業，隨順法性，隨順真如的本來，

以大願大行業力所緣現的世界，就成為清淨的報土。

所以，不論是極樂世界諸佛的清淨報土，還是我們娑婆世界眾生

所處穢染的穢土，都不離緣起性空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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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壽經》也有三首偈子能說明：

覺了一切法，猶如夢幻響，滿足諸妙願，必成如是剎。

「猶如夢幻響」就是性空，「滿足諸妙願」是緣起，而「必成如

是剎」。

又說：

知法如電影，究竟菩薩道，具諸功德本，受決當作佛。

明　吳彬畫　觀世音菩薩



60

問
答
釋
疑

又說：

通達諸法性，一切空無我，

專求淨佛土，必成如是剎。

「 通 達 諸 法 性 ， 一 切 空 無

我」，就是性空。「專求淨

佛土」，就是緣起。「必成

如是剎」，成就這樣的淨土

莊嚴。

「阿彌陀佛之前沒有極樂世

界，阿彌陀佛之後才有極樂

世界」，不是之後，是阿彌

陀佛成佛的同時，正報依報

同時顯現。

「阿彌陀佛創出真理嗎？」

不是這樣的。所謂真理，又

叫真如，或說法性。佛說諸

佛出世不出世，一切萬法本

來 如 是 ， 一 切 萬 法 本 來 寂

滅。當我們成佛的時候，就

知道本來就不應該有穢土，

本來就應該是淨土。因為我們的佛性、法性本來就是這樣，可是

因為被無明所遮蓋，必須隨順法性的萬德莊嚴才能讓本來的真理

境界顯現出來。所以極樂世界是真理的境界，不是後來創造的，

它是由法藏比丘五劫思惟、兆載修行而將本來的真如之境顯現為

清淨莊嚴的國土。

就好像虛空，本來就是清淨湛藍的，可是現在被雲霧遮繞擋住

了；那麼雲散開之後就看出湛藍清淨的虛空，並不是我們把這個

湛藍的虛空造出來的，它本來在那裡，只是被遮障住了，看不見

而已。

曇鸞大師句
書法／淨一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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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桌與世界
文／釋宗道

桌子是由木頭組成，固然有桌面、桌腿之別，但不管是桌面還

是桌腿，木的本質不變。

我們這個娑婆世界，不管是物質世界，還是精神世界，是由業

力構成。諸業中固然有善業、惡業、無記業之別，但通屬眾生繫縛

三界輪迴之業，如曇鸞大師說的：「凡夫人天諸善、人天果報，若

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

既然是木，木即有木相，比如有條紋，比如溫勝於金石；既然

是木，木即有木性，比如能被火燒，怕水浸泡……。

娑婆眾生既然是一種罪業的存在，便具罪業之相，比如貪婪、

瞋恚、愚癡；既然是罪業的存在，便具有罪業的本性，罪的本性

中，其一便是導致痛苦，眾生因困惑而造業，由罪業而致苦報，任

誰都不能免。

桌子劈成木柴也還是木頭，乃至碾成粉末還是保留著木性；眾

生如何地造作，乃至各種努力地修行，還是罪性難改，因為想用黑

暗驅趕黑暗，永遠都是徒勞。能夠超凡入聖者是極少數，一定不是

看到這篇文章的你。

所以，這個世界是痛苦的存在，不管你是否承認，不管你當下

感受的是苦是樂，不管你有多大的修行，這個世界痛苦的本質，絲

毫不由人們認知感知不同而有些許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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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子有時鋪上桌布，或許讓人難以一望即知桌子是木頭的，但

一塊桌布就能永遠掩蓋桌子是木頭的這個簡單的事實？

人們或許在這個娑婆世界感受了種種的樂趣，可是就此就能掩

蓋這個世界痛苦的本質？

聰明的人應該看清楚：那快樂多麼的膚淺不實、無常虛偽，而

那痛苦又是多麼的堅固深沉、劇烈無窮！

繪畫／釋天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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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阿彌陀佛做我主人
文／釋淨業

讓阿彌陀佛做我主人。

交給您，我濁染的生命。

任您處置。

您會還我，與您一樣的無量壽命、清淨光明。

讓阿彌陀佛做我主人。

交給您，我累劫的罪惡。

任您背負。

您會給我，完全接受，讓我安心躺在您的懷裡。

讓阿彌陀佛做我主人。

交給您，我貧瘠的心地。

任您耕耘播種。

自會長出，圓滿的生命，與我一體，永不分離。

讓阿彌陀佛做我主人。

交給您，我全部的黑暗無明。

任您教化。

我是您的癡兒，您會點燃我智慧的火炬，從而照亮他人。

讓阿彌陀佛做我主人。

交給您，我頑固狹劣的個性。

任您調化。

您會讓我，同您一樣心包太虛，廣大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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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阿彌陀佛做我主人。

交給您，我冰凍生硬的心。

任您炙烤。

您會讓我融化成，可供飲用的水，溫軟而又體貼。

讓阿彌陀佛做我主人。

交給您，我所有的煩惱是非。

任您淨化。

您會讓我變得，平靜安寧，能夠安撫他人的心。

讓阿彌陀佛做我主人。

交給您，我全部的膽小卑劣。

任您打磨。

您會磨礪出，一顆無畏無懼的心，能夠給人安全與依靠。

讓阿彌陀佛做我主人。

交給您，我自私封閉的靈魂。

任您開啟。

您會激發我的佛性，一路高歌，呼喚同伴共回故里。

讓阿彌陀佛做我主人。

交給您，我儜弱怯劣，無有大心。

讓我能以師心為心，師志為志。

替眾生擋地獄，領眾生歸故鄉。

讓阿彌陀佛做我主人。

交給您，我人生的全部光陰。

任您安排。

讓我以您的名，作為眾生服務的僕人。

南無阿彌陀佛，是我全部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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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o Amitāb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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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漫長，處處是無常
文‧華開見佛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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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覺得人生很漫長，我們一直都在，可以暢談人生，夢想未來；

總覺得相見很平常，世界這麼方便，隨時可以聯繫，相聚一起；

總覺得離別很輕易，生活如此奔波，何必在意聚散，懷念亦可；

總覺得生命很平淡，從未考慮真相，不管生死輪迴，解脫成佛；

總覺得修行很簡單，不過好好做人，哪管六度萬行，真實功德；

總覺得念佛很容易，隨時隨地皆可，何妨等待臨終，方來稱念。

其實人生很短，一切過眼雲煙，一不小心，我們就生離死別；

其實相見不易，人生瞬息萬變，一期一會，我們便永不相識；

其實生命無常，處於生死之中，一息不來，我們就輪迴三界；

其實成佛很快，只要願生淨土，一向專念，我們就淨土成佛。

得人身不易，遇佛法困難，

能念彌陀，更是難中之難，無過此難。

人生一期一會，遇見，都是因緣；

遇見佛，更是宿世善根成熟，諸佛慈悲護念。

不過遇見彌陀，再無空過。

此一期一會，是彌陀十劫的等待，

只此相遇，一會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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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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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藏大願到彌陀本願
文／釋淨草

有一則地藏菩薩的感應公案：「木心禦虎」

唐華州慧日寺僧法尚，年三十七出家。

昔在家時，曾為遊獵，一日見林野叢中，數數放光，心甚異

之！繫馬檢視，唯見朽木，長僅尺餘，持還家中；後遊獵次，仍見

原處放光，心生奇念，因將朽木心置株上而返。途中遇虎，馳馬逐

之，弦斷無替，猛虎還向，恐怖逃遁，馬蹶而落，自料被嚙，恐難

幸免，失神如夢。見一醜狀沙門，來追猛虎。問汝為誰？

答言：「吾是地藏菩薩，林野朽木，即吾身也。汝曾祖於斯

建寺造像，寺已破壞，我像朽損，惟有木心。汝為彼孫胤，見我光

明，故今救汝。」

良久醒覺，見馬嘶立，猛虎無蹤，深自悔責。乃於前放光處，

建造精舍，朽木黏泥，塑地藏像，再續法燈，即慧日精舍是。

法尚七十八，其年二月二十四日，告同伴曰：「地藏菩薩來

至我舍，曾言：『汝乃慈氏如來三會說法中第二會得道人也，今日

捨壽，即生忉利。』我白大士：『天上五欲境界，快樂無比，迷失

菩提，又欲期後佛，時仍是久。唯願往生西方安樂世界。』菩薩答

言：『隨汝所願，若欲往生淨土，當念南無阿彌陀佛一日一夜，專

心致志，即得往生。』聞此來告，從昨日起，專念南無阿彌陀佛，

現今往生淨土。」

言已，合掌面西而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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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草法師按語：

綜觀上所述，法尚和尚捨報即生忉利天，卻後五十六億七千萬

年彌勒出世，於龍華二會得道，是乃其四十一年修地藏法門所感之

果報；然此果報尚在天界，約淨土而言，即是少善根福德因緣，故

不可以得生彼國；必以稱名得生。

然若無地藏菩薩示現授記，教以稱念彌陀名號，往生極樂淨

土，法尚和尚雖生忉利，仍與我等無異，同處三界，未出輪迴。此

則公案留給後世重大啟示，值得我輩深思。今條列如下：

1.法尚和尚於龍華二會得道，其所證之果位，相當於圓教七信

位，雖已斷見思惑，但只是剛剛踏上成佛之路的起跑點，往後還有

漫長的三大阿僧祈劫，而且並不保證一路平安順遂，一定能到達成

佛終點，因為中途還有一個大陷阱：七地的沉空之難。

2.彌陀淨土法門是果地教，以果地覺為因地心，因該果海，果

徹因源。當眾生踏上念佛的起跑點，在此同時，阿彌陀佛已經把他

的成佛終點，拿到念佛人的起跑點了，起跑點與終點同在一點，這

就是果地法門的特色，即因即果，因果同時；念佛時即是往生時，

往生時即是成佛時，成佛時即是度生時。

3.《法華經》云：

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

《地藏經》亦有畢竟成佛之利益，但「時仍是久」。《地藏

經》云：「一切眾生未解脫者，性識無定，如魚游網，將是長流，

脫入暫出，又復遭網。」哀哉！一切眾生未解脫者，地獄業網，旋

出旋入，輪迴苦海，頭出頭沒，長寢大夢，莫知悕出。

雖《地藏經》與《法華經》及一切大乘經典皆以般若實相為

體，皆是成佛之法，但無成佛之人，機法不相應故。

而淨土三經以佛名為體，稱名即是得到阿彌陀佛果地功德迴

施，稱名即是涅槃因，即得涅槃果，即生涅槃界，三際一時，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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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繪（日本1850-1880）大英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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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際。焉可思議！

4.設無彌陀本願的圓滿成就，地藏菩薩「地獄不空，誓不成

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的大願，將只是一種理想，所以說地藏

大願寄託在彌陀本願；其實不只是地藏大願寄託於彌陀本願，連十

方諸佛的別願與總願，亦同時寄託在彌陀本願，由於彌陀「十方眾

生，稱我名號，若不生者，不取正覺」的本願已經成就，所以十方

諸佛的本願與別願才能達成。

印光大師云：

淨土法門，其大無外。三根普被，利鈍全收。

九界眾生，捨此則上無以圓成佛道；

十方諸佛，離此則下無以普度群萌。

一切法門，無不從此法界流；

一切行門，無不還歸此法界。

所以弘揚彌陀本願才是諸佛出世真正本懷，彌陀本願所成就的

「南無阿彌陀佛」六字名號，才能惠眾生以真實之利，才能圓滿地

藏大願，才能圓滿十方諸佛之總願與別願，才能真正落實佛法「無

緣大慈，同體大悲」的根本精神。

觀經變相圖　日本山梨縣立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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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最後
文／釋淨本

一般人聽到死亡，覺得離自己很遙遠，總是說「長命百歲」，

講死，太早了。

但是看看自己身旁，哪個人是真正活到一百歲的？全世界五歲

以下過世的，現在一年約五百萬；五歲到十四歲，有五十萬；十五

歲到五十歲，有八百萬；五十歲到七十歲過世的，又有一千五百

萬。我們能保證自己不是其中一位嗎？死亡從來都不只是落在老人

家身上的。

一位新婚丈夫剛度蜜月回來，復工的第一天，被一個東西砸了

頭，立即送到全國最好的醫院。當時，有一位實習醫生剛到醫院裡

實習，看見這位病人被宣判腦死，隨即死亡；年輕的新婚太太哭紅

了雙眼，呆呆地望著屍體……。年輕人，不到三十歲，剛結婚，人

生才開始，但是再好的醫生也無能為力。這就是佛講的無常。

不要以為我們只是在看戲，我們可能會說：「哪有這麼巧！」

――那幾千萬年輕就過世的人，之前也都說沒有這麼巧的，但就是

發生了。記得有一次我一回到馬來西亞吉隆坡道場，一位蓮友的朋

友才五十多歲就過世了。沒過幾天，又有一位老媽媽突然去世了。

本來醫生說，沒什麼大問題，還能活十年，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斷氣

了。再過兩天，我到了馬來西亞新山念佛會，蓮友鄰居的爸爸發生

車禍，出門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那兩個星期，事情接二連三，這

些人因為走得太突然，親人完全沒有心理準備。一般人說：「哪有

這麼巧？」就是這麼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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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生命的問題從來不是用數學算一算、加一加、除一除就可

以的。按一般發布的資料，現代人的平均壽命是七十歲，如果因此

以為每個人都可以活到七十歲，這是很可笑的。生命無法平均，因

為無常本來就無法預計，我們怎麼能不提早準備呢？

有一副對聯說：「今夕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就

題在墓地大門口上。今日的我，就是明天的你！其實有生必有死，

人從出生開始，就步步向死亡走去。有位醫生行醫數年，最後選婦

產科。她說其他科別都會見到死人，尤其重症病房，幾乎天天有人

死，不如選擇婦產科，天天看嬰兒出生，好過看到人死去。這位醫

生忘了，不是每個嬰兒生下來都能保證是活的，現在每年大概有

四百萬嬰兒還沒有出生或出生一年內就夭折了。只要是人，註定不

能逃掉死亡這個課題。

那我們不能做些什麼事情，如科技、科學、醫學之類的來對抗

死亡？確實是可以的，但不能百分之百肯定。在台灣，有一位重症

科第一把交椅的醫師教授，他的技術團隊甚至能在世界排上號。有

一次，他自己的學生，也是醫生，被車撞傷，送到醫院急救，剛好

是這位教授接手。專家都出馬了，大家都以為肯定沒事。不知道為

什麼，學生沒有救回來，然而手術沒有人為疏忽，步驟沒有做錯，

主刀醫生還是一流的。這位教授醫生被訪問時說，如果知道是什麼

原因的話，他早就救了；就是不知道，就是救不回這位二、三十歲

的年輕醫生。在死亡面前，毫無辦法。

所以認識人生，是要我們明白真相，提早做準備，有一個明確

的方向，念佛靠阿彌陀佛，將來往生極樂世界。

人不止是這一輩子的身體，人有靈魂神識，有前世的業力，所

以同一個父母生下來的孩子，性格不同，命運也不同。有前世，一

定有來生，生命是永恆繼續的，我們要做準備。最好的準備，是念

「南無阿彌陀佛」，往生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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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樂世界真的很好，我常和大家介紹念佛往生極樂世界，到現

在，還沒有接到過一個去了極樂世界卻回來投訴說不好的。這代表

極樂世界的服務真的很好，好到忘記回來通知我們一下。不好的一

定會回來投訴的，但是很好的往往就不會回來了。古人講「流連忘

返」，好到都忘記了。這是個玩笑，不過是要說明，極樂世界真是

好地方，幾千年來去過的人沒有人說不好的。而且要想得到這樣高

質量服務的方式還很簡單，就是念佛而已。

在馬來西亞念佛會，有位葛姓的蓮友，她剛過來道場參加共修

時，聽到這樣簡單殊勝的念佛法門就很相應，所以和兒子、丈夫每

天晚上一起念佛。那時候，剛好遇到伊斯蘭教的哈芝節，哈芝節是

要殺牛獻祭的。當天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牛被犧牲掉，尤其以伊斯

蘭教為國教的馬來西亞。葛女士在哈芝節的隔天早上，她十二歲的

兒子莫名地聽到牛叫聲，但是找來找去就是看不到牛。她突然有一

個強烈的念頭：「會不會是昨天附近教堂殺牛所引發的？」就帶著

兒子趕快念佛。這個時候，小兒子說，看到類似牛的形體出現了，

不清晰，隱約可見有牛頭，牛的眼睛還有淚水。但是葛居士看不

到。本來那隻牛還要合掌，但是腳被砍斷了。小兒子還看到其他動

物，也看到鄰居家的哥哥。鄰居家的哥哥是兩年前過世的，也是英

年早逝。

不可思議的是，當他們念佛沒有多久，小兒子就看到佛光出現

在天空中，照攝到他們的家，那些所有眾生，牛隻、鄰居家哥哥等

等，全都向著佛光走去，最後消失在佛光當中。佛光大概持續五分

鐘而已。這些眾生就這樣乘佛願力往生西方。他們一家人很安慰，

事情也就圓滿了。所以念佛就是這麼簡單殊勝。葛居士是普通的家

庭主婦，小兒子也才十二歲，不是什麼高僧大德；所超度的對象是

孤魂野鬼、慘死的眾生，這些眾生本身沒有修行，連佛法是什麼都

不知道；超度的地點，是家裡的客廳，沒有佛堂寺院莊嚴的氣氛；

當然也沒有任何儀式、牌位、敲打唱念，更沒有迴向，就是一直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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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結果佛光照樣出現了，把這些苦難的眾

生接引到淨土去。這是因為阿彌陀佛的慈悲救度、阿彌陀佛慈悲的

願力加持，所以一念佛就蒙佛光接引。

印光大師說：

須知做佛事，唯念佛功德最大。

至於做佛事，當以念佛為第一，餘皆場面好看而已。

做佛事只可念佛，勿做別佛事。

凡喪中作佛事，均當以念佛為事。

若念經，拜懺，做水陸道場，殊少實益也。

念佛利益，多於誦經、拜懺、做水陸多多矣。

一切的佛事，以念「南無阿彌陀佛」功德最殊勝；任何的法

會，梁皇寶懺、三時繫念、水陸法會等，都不比念佛簡單殊勝。有

南化水庫／淨一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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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經咒念幾個字就行，但是功德不殊勝，不保證脫離輪迴，往生淨

土；有些可以往生淨土，但是很難，勞心勞力，籌備辛苦，需要很

大的場面，需要很多人力、物力、時間安排……，有時候都做了也

還是不行，因為根器不行，不能圓滿。

唯有念「南無阿彌陀佛」既簡單，又殊勝。簡單，因為只要

六個字「南無阿彌陀佛」，三歲小孩都可以念，不用看場面、不需

要任何條件；殊勝，憑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感召阿彌陀佛的佛

光救度。我們在哪裡念佛，佛光就在哪裡出現。佛門的任何經咒、

法會都是有利益的，但是論簡單殊勝，就遠不如念「南無阿彌陀

佛」。

念佛，讓我們過世的親人到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人生才是真

正的圓滿了。古人說：「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不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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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再怎麼努力，在這個世界上，也做不出什麼太大的事情，就算

可以影響全世界，能維持多久？最後都是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了。人

真的像天地中的小蟲那麼渺小，什麼都沒有留下。

有句話說「家破人亡」，這句話好像詛咒了別人，其實每個人

到最後都是家破人亡的。再大的事業，遲早沒落；再大的家族，也

會被遺忘，只有念佛往生極樂世界最為圓滿。

當然這不是說我們不用過生活了。我們還是吃飯、工作養家，

過好每一天。但是我們知道人生只是暫時的因緣，過了就沒有了，

沒有必要把世間或自己看得太重要。

有些人就以為自己很重要，沒有他不行。有一位男眾想要出

家，但是他有家庭，一想到出家以後，太太沒有他怎麼辦？他愁

眉苦臉地問：「如果我出家了，你一個人怎麼辦？」沒想到太太

說：「如果你要出家，拜託請早點。你早點出家，我還有本錢可以

改嫁。等到七、八十歲才去出家，我就沒本錢了，所以拜託你快

點。」這個答案出乎了他的意料了。其實，世界少了我，地球照樣

運轉，甚至有時候沒有我們還會更好呢！

人生是很短暫的，這短暫的人生中，我們總是快樂少、苦難

多；笑的少，煩惱的多。所以還是念佛到極樂世界得到永恆的安樂

才是最有價值的。有了阿彌陀佛，沒有意義的人生才會變得有意

義。念佛人有時候活在這個世界比常人快樂就是這樣。他的生命因

為念佛而有價值、有目標、有方向，不再整天醉生夢死、糊里

糊塗。

祈願阿彌陀佛慈父護念一切，接引過世的親人祖先往生極樂；

對於生病的親屬，祈願蒙佛護念，早日痊癒；對於在世的一切大

眾，祈願佛光普照，信佛念佛，消災免難。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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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與一貫：
淨土三經的關係

文／釋佛智

淨土三部經都講「一向專稱，往生極樂世界」，這是結論。但

是一般都認為淨土三經每一部的內容都不同，都各有所主。

如印光大師說：

大啟願輪，深明緣起，其唯《無量壽經》；

專闡觀法，兼示生因，其唯《十六觀經》；

篤修一行，圓成萬德，其唯《佛說阿彌陀經》。

認為《大經》側重阿彌陀佛的願，講阿彌陀佛和淨土法門的緣

起；《觀經》側重如何修觀和三福往生；《阿彌陀經》側重「篤修

一行」，也就是專修念佛往生。

古來很多人都認為《無量壽經》講三輩往生；《觀經》講十六

觀，觀法往生，或者說除了修觀之外，外帶三福九品迴向往生；認

為《阿彌陀經》是專講念佛往生。

蕅益大師也說：

淨土三經，並行於世，而古人獨以《阿彌陀經》別為日課，豈

非有見於持名一法，普被三根。

就是說，淨土三經是並行的，講到淨土都會講到《無量壽

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但是寺院的早晚功課只有

《阿彌陀經》。蕅益大師說因為《阿彌陀經》講持名一法。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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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來都認為三經講了三類不同的往生修法。這是中國淨土的傳統

認知。

善導大師就不這樣認為。善導大師說：

《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唯明專念彌陀名號得生。

《無量壽經》三輩講了三類行法，上輩往生：「捨家棄欲而作

沙門」――這一看：「完了，我今生出不了家，上輩沒有分了。」

但是善導大師講出了內涵：淨土法門是從四十八願開出來的，沒有

阿彌陀佛發願，沒有阿彌陀佛願力成就，我們往生到哪裡去？是阿

繪畫／淨真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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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佛先發了願，依願修行，成就極樂世界，我們才能說「我要往

生極樂世界」。所以淨土法門的一切都是從四十八願開顯出來的。

而四十八願講了那麼多，就是教專修念佛往生。

《彌陀經》中，一日、七日專念彌陀名號得生。

這是古來共同承認的。因為《阿彌陀經》經文說「聞說阿彌陀

佛，執持名號，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就可以往生，肯定是

講念佛。

此《經》定散文中，唯標專念名號得生。

「此《經》」就是《觀經》。《觀經》說定善十三觀和散善三

福九品，是標指在「專念名號得生」。「文中」也有從文面來說，

這是在解釋第九觀，文面的「文中」就是「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

佛眾生攝取不捨」這句。從文面說，標是標示；從文義說，標是標

指。善導大師就說：《大經》講念佛往生，《彌陀經》講念佛往

生，《觀經》還是講念佛往生。

上面的法語是從三經來說，下面的法語是從根機來說。

《觀念法門》：

佛說一切眾生根機不同，有上中下，

隨其根性，佛皆勸專念無量壽佛名。

所有的眾生，不論是什麼根機，都要專念無量壽佛名。

三部經究其本源，是在《無量壽經》。淨土法門的一切都是

從阿彌陀佛的本願而來，而阿彌陀佛的本願就說在《無量壽經》。

《阿彌陀經》沒有講願，《觀經》也沒有講願，只有《無量壽經》

講了阿彌陀佛發了四十八願，修行，乃至於四十八願的成就，所以

三部經本源在《大經》，三部經是以念佛為歸。

三部經的說時，《大經》在前，《觀經》在中，《小經》在

後，《小經》以念佛作結尾；從義理來說，三經都在講念佛，這是

一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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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一機
文／釋淨源

機性與機相

機包含兩方面：機性、機相。九品眾生皆是凡夫，只是遇緣有

異，他們機性相同，只是機相有異，根性都是凡夫。故九品皆是凡

夫。這裡講的是他們的機性是一樣的。

機相因為遇緣有異，遇到大乘教，則修大乘教法，成為上品的

行者；反之，若遇到惡緣，則作諸惡，成為下品的罪人。由所遇之

緣的不同，則九品的機相亦隨之不同。如果從「機性」來講，本性

本質每個人都一樣，沒有不同，都是凡夫，都是具足貪瞋癡煩惱的

「五濁惡世凡夫」。但遇緣不同，致令九品機相差別！

九品一機

今九品歸入念佛，成為一機，曇鸞大師說：「同一念佛，無別

道故；遠通夫法界之內，皆為兄弟也。」又說：「本則三三之品，

今無一二之殊。亦如淄澠一味。」山東省有淄水和澠水二河，相傳

二水味各不同，混合之則難以辨別。

《大阿彌陀經》取意云：「同一修道無有異類。」

《淨土論》云：「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海。」

《論註》云：「所有天人，皆從如來智慧清淨海生。」

《大阿彌陀經》云：「蜎飛蠕動之類，皆因汝所問而得度脫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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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事讚》云：「人天雜類等無為。」

又道綽大師說：「今之行者，無問緇素，但能知生無生，不違

二諦者，多應落在上輩生也。」

「知生無生」即念佛；「不違二諦」、「廣略二諦」亦即

念佛。

善導大師為勵行念佛方便說：日課念佛「大須精進，或得三

萬、六萬、十萬者，皆是上品上生人。」

即是言念佛眾生於今世即是上品機類，故九品歸入一向念佛

在現今落在上輩，可知念佛超越階級，然此世念佛之人即佔此世上

輩品位，故佛讚歎「念佛人中芬陀利」，善導大師釋言：「人中好

人，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稀有人，人中最勝人。」此上

上人、最勝人即人中上上品也。

這也是念佛和上品三心的歸攝，三輩九品念佛皆佛讚善男

子，故品位於念佛中消融。曇鸞大師譬喻說：「火從木出，火不

能離木也。以不離木故，則能燒木；木為火燒，木即為火也。」

火木一體，如白馬入蘆花，銀碗裡盛雪，無有分別，念佛當下即

福德同佛，如《觀經》言：「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

想中。……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

佛。」曇鸞大師釋言：「稱彼如來名，如彼如來光明智相，如彼名

義，欲如實修行相應故。」阿彌陀佛的火是平等無礙的，不管你是

什麼類型的木頭（品位），在阿彌陀佛的火中，即變為一體，木即

火也！福德同佛之義。亦便同彌勒，淨土之行者，王日休云：「不

退轉者，梵語謂之阿惟越致。《法華經》謂彌勒菩薩所得報地也。

一念往生便同彌勒，佛語不虛。」

《無量壽經》說：「猶如雪山，照諸功德等一淨故。」

被名號的功德一蓋，我們的善惡、一切差別都看不見了，只

看到雪，潔白、清淨……。故入本願專稱之人，不問罪福多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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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時處諸緣、不問時節久

近，唯應念念不捨，同因

同行至菩提。

徹悟大師說：「佛號

一聲蓮九品，高低分位屬

何人？」入大信之能令速

滿足，功德大寶海全無千

波萬浪義路分別跡乎？善

導大師說：「到彼無殊，

齊同不退。」

今入大乘一味之門，

何為一味？

生 佛 無 差 理 乎 ？ 如

《毘盧經疏》云：「行者

觀五逆闡提與如來功德等

無有異，……觀於一切煩

惱惡業與如來功德不生取

捨。」

故 知 彌 陀 大 悲 攝 生

差別相故，雖似隔歷相說

九品機，得益或速即悟無

生，或說諸法實相，或說

究竟一乘。九品階級彌陀

一乘用相也，實知廣略別

論時且有三九之別，廣略

相入時都無一二之殊。

繪畫／釋妙娥（越南尼師）



淨土宗雙月刊 │ 85

【
修
學
園
地
】

中秋同賞月　念佛永團圓
文／淨慶居士

《百丈清規證義記》卷一，以月之盛德（明、公、圓、寂、

貞、恆、信、虛、熾、普）類比於佛教，是故釋尊說法，常以月

為喻：

月者，陰幽藉其輝映、萬彙資其清涼；論其功，為日之亞；若

其德，則大有近於吾佛之道者：靈照自如，虧蔽不能損其光，

何其明也！影現眾水，大小未嘗異其照，何其公也！容光必

照，何其圓也！清淨自若，何其寂也！入污濁而不染，何其貞

也！循環不息其運，何其恆也！盈虧不爽其時，何其信也！光

被萬象，而無應心，何其虛也！映星宿而獨耀，何其熾也！咸

對一切目前，何其普也！……惟其近於佛道若此，故靈鷲說

法，常以月為喻。

總之，觀「月」的感受：清涼如水、潔白如玉、幽靜如潭、晶

瑩如鏡、明亮如珠、圓滿如盤……，又澄明、離垢、無瑕、調柔，

喻於般若空性與法界性。

念佛人雖已心向淨土，而此身仍在娑婆，似不應遺世獨立或

矯情逆俗，何妨於中秋賞月及闔家歡聚之時，思維、觀察「月有陰

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蘇軾）的現象，而更堅定

「普願有情皆念佛，臨終往生極樂邦，家親眷屬永團聚，光壽如同

大願王」的信行，唯有如此，乃可永免世間「愛別離」之苦，實現

「諸上善人聚會一處」的心願。元‧古林清茂〈無量壽佛像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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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禮無忘十二時，故鄉端可與心期。彌天相好清涼月，映日蓮開

白玉池。為一切人垂隻手，現無邊界展雙眉。眾生念念皆相似，空

盡塵勞不用疑。」

一般人過中秋節，除了賞月吃餅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一家人

團聚；但世事無常，人生多難，未必日日年年皆如意。戴叔倫詩：

「明年此夕遊何處？縱有清光知對誰？」蘇軾詞：「不應有恨，何

事長向別時圓？」張愛玲：「海上月是天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

向來心是看客心，奈何人是劇中人。」古今皆有這種「求不得」的

無奈，人們只能退求其次，互相安慰說：「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

娟。」或「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世間的情愛，總

在患得患失中隨緣享有；彼此若能於日常相聚中，共勉念佛，同願

生西，則在人間善緣之上，又多了淨土法緣，這才不辜負了「聞說

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歡喜踴躍、至心稱念，深信不懈」的勝

法，也不枉費了「月圓總有星相伴，人圓總有家相隨」、「陰晴

圓缺都休說，且喜人間好時節」的良機。印光大師《初機淨業指

南、序》：

眾生之心如水，阿彌陀佛如月；眾生信願具足，至誠感佛，則

佛應之，如水清月現也。……月乃世間色法，尚有如此之妙。

況阿彌陀佛，煩惑淨盡，福慧具足，心包太虛，量周法界者

乎？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

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故知遍法界感，遍法界應。

前田聽瑞〈《無量壽經》的精神〉云：

如來之出興，皆為廣度眾生，而唯有此（彌陀第十八）願，方

是如來無盡之大悲。如來熾盛的大愛，平等無差別；猶如月亮

無隔，平等照破高樓大廈及海人茅屋，所謂日月無私心，此即

平等之大悲。其無私心之月光，露留野邊叢草，影宿岸上群

花，可說平等而無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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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淨法師〈月麗中天，影現萬水〉云：

月光雖無處不照，唯宿仰望者心中；彌陀雖無人不救，唯與念

佛人同在。月麗中天，影現萬水，不但大至大海、長江、黃

河，或一般溪水、湖泊，都現全月；即使小至一瓢一滴之水，

也無不各現全月。……不論何人，不論何時，不論何處，只要

當下憶佛念佛，阿彌陀佛即時與他同在，佛心入其心，佛光照

其身，毫不揀擇，毫無差異。

又〈善導大師「讚佛偈」之深廣內涵〉云：

攝取光明如月，專念彌陀如水；攝取月光之影，恆宿專念之

水。阿彌陀佛的攝取光明如同天空中的月亮，眾生專念彌陀名

號，就好像地面上的水，……我們只要念佛，月亮的影子就能

映現在水中。……念佛眾生卻與阿彌陀佛一體不離。

彌陀、眾生常相憶念，如月與影；阿彌陀佛圓成四智、三身、

十力、四無畏，萬德莊嚴，而我輩凡夫具足貪瞋癡慢，煩惱業障，

但看似懸隔的差異，並不妨礙念佛眾生與阿彌陀佛的親近一體，命

終接引，往生極樂。這些勉勵我們念佛必生、淨土團聚的佳話，在

此中秋佳節闔家賞月之際，可說是世出世間相得益彰。有云：三界

唯心造，萬法唯識現，日月星辰乃眾生之共業所成，望月的心情卻

各有不同。對於念佛人，則是「一樣窗前明月夜，才有梅花（佛

號）便不同」，在慣例的家聚賞月中，加了念佛的心情，就有不一

樣的安穩、踏實與歡喜，所謂「月到中秋分外圓，心歸淨土無

量光」。

古聖今賢學佛人，為我們指示了歡度人間節慶的存心與行持，

最簡易、最平實，又能隨俗、樂俗，乃至變俗的方法，就是：「行

住坐臥常念佛，春夏秋冬恆吉祥！」

南無阿彌陀佛！



88

淨
土
宗
藝
術 動容發欣笑：
敦煌殘本「阿彌陀佛說法圖」

文／釋淨開 

「阿彌陀佛說法圖」，繪製於八世紀初的「初唐」時期，絹本設色，長59.6

公分，寬54.5公分。由伯希和取自敦煌藏經洞，現藏法國吉美博物館。

敦煌史蹟，是千年動盪的劫餘；片紙隻字、丹青剩墨，莫非滄海遺珍。尤其

佛畫，一經藏經洞封存，古人的衷心仰信就在畫面上定調了下來。

本幅畫主尊阿彌陀佛，周圍諸菩薩環繞。細看是精心的摹寫，佛菩薩肌理

豐美，光影向背，生動自然；畫風淳古，拂人心旌。這是為了恭敬供養而作的佛

畫，致有如此感動的力量。

佛頂上有一華蓋，寶鈴懸垂，也許是珠穗的掛飾；背景有高大的道場樹，葉

如反花，紛披而可愛。雖然圖面殘損得厲害，大致可以猜測是阿彌陀佛說法的場

面；當然，說為來迎接引也並無不可――「極樂莊嚴，言佛便周」，阿彌陀佛來

了，極樂世界就整個來了，一併出現在臨命終的念佛人眼前，為說妙法，令生

歡喜。

這兩種假設都說得通，畢竟脆化剝蝕了，不見全貌很可惜；不過卻意外的

好，使畫作有了些半身肖像的意味。菩薩除了左後被遮住的那一尊本來就是半

身，另外兩身菩薩都只餘半臉，我們的目光得不到滿足，自然落在主尊阿彌陀佛

身上；阿彌陀佛同樣只存半身，是造化為我們遺形取神，讓臉上慈悲的微笑更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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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　敦煌殘本「阿彌陀佛說法圖」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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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引人注目。

可是阿彌陀佛為什麼

微笑呢？

一、滿足大悲，所
以微笑。

阿彌陀佛因中緣苦眾

生，發四十八願，其中第

十八願誓稱名必生，能救

度被煩惱賊所害的我們，

令得安樂。畫師的表現則

很有趣，令人叫絕。在佛

頂的左右、寶蓋的兩側，

各有一道雲氣飛昇：線條

舒 卷 ， 顯 其 流 動 ； 青 、

紅、白三色的暈染，顯其

澄澈通透，有水之清瑩、

初 日 之 輝 煌 ， 如 光 如 幻

――光雲，常生覆護，不

管眾生流轉到哪一道，佛的慈悲運轉也如影隨形；幻變，是大神通力，隨眾生的

因緣時節，破無量罪業，諸邪業繫無能礙者。

阿彌陀佛的神力，能在我們平生時護念，臨終時依願現前，施加救度。救度

的極點，就是《觀經》所說的下品下生人：「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

陀佛。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時，見金蓮華，猶如

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初唐　敦煌殘本「阿彌陀佛說法圖」局部
法國吉美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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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不能救度的對象，本懷徹底彰顯，大悲徹底滿足。一切眾生最後都將與阿彌

陀佛同一光壽、同一莊嚴，所以阿彌陀佛微笑。

二、破疑生信，所以微笑。
很多人厭聞下品下生文，被比附成下品罪人又更不能忍受――「我就算還

未證果，持的是清淨的法，過的是嚴謹的生活，志在上上品，金臺往生，花開見

佛，何至於就墮落成下品下生了？」這就是疑，疑佛誠語；準確地說，是一種俱

生的慢心。

之所以厭聞，因為貪等三毒一直都在，下品下生文又是其形象化的展示，害

怕之餘，就精進修行，避免沉淪，還回頭去指責它、厭惡它，證明自己不是。可

惜工夫沒有增長，貪瞋水火也並未消停，對照佛說，更增厭棄。一個人討厭和自

己最像的人，為什麼？久經用力的掩藏，一朝被揭穿了。

但凡稍能自省，讀了《觀經》的上、中二輩文，即驚怵不敢直面。形貌

醜陋，哪敢自薦於佛法光明的寶鏡？言行低劣，也全配不上那些磊落高邁的法

句。看來看去，就只有下輩三品人「多造惡法，無有慚愧」、「以諸惡業而自莊

嚴」、「五逆十惡，具諸不善」等，合著我們是最恰如其分的。

因此，面對阿彌陀佛的微笑，那些無謂的高慢心、自尊心是時候該放下了

吧！曇鸞大師說：「愚哉，後之學者！聞他力可乘，當生信心，勿自局分也。」

至於向來修道沒有力量、菩提心薄弱不堪的人則有福了，正可以了無羈絆，

一信直入，乘名號之力往生淨土，躍進阿彌陀佛的大誓願海。凡夫入報，究竟圓

滿，多麼安心，多麼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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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顏今日雖欺我，白髮他時不讓君
人，或以年齡，或以美貌，或以才學、權勢，乃至道德、修行輕賤不如己

者，然而六道輪迴間，若非超凡入聖，或往生淨土，轉瞬昔日我所輕，竟成今日

我身，復為他笑。

經言：從天生地獄，從地獄生天。

羊死為人，人死為羊。

釋曰：但以遇緣有異，致令九品差別。 

老土讀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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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的念佛奇緣
口述／釋淨柔（母親）  記錄／釋淨恩、釋淨機（兒女）

我們的阿公（外祖父）名楊萬添，於民國十二（1923）年出

生，南投市人。於日據時代擔任教職，平日沉默寡言，喜好閱讀。

早年曾信奉王爺公與金母娘娘，有著虔誠的信仰。

四十多歲時，曾於夢中見一修行人，相貌莊嚴，手捧金衣，示

意要他接下，但當時阿公見此衣散發金光，備感尊貴，惟自覺己身

甚多不足，故不敢輕易承接。次日與阿嬤楊陳葡萄敘述此夢，並表

明自己有心想走修行之路，阿嬤當時並沒反對，只反問他，如今兒

女成群，她一個女眾該怎麼辦？阿公聽完，便就此作罷，不再提起

此事。

五十多歲時，因女兒（釋淨柔）學佛進而接觸佛教，他從一

開始的疑惑，不敢輕信，須擲筊請示神明後才放心進入佛寺，經一

段時間薰習，後來發心皈依三寶，進而與阿嬤一同求受五戒、菩薩

戒，可見對佛教之信仰已深植於心。居家一心學佛修行中，早晚二

課三十餘年不曾間斷。有時阿嬤忘了時間，阿公亦會提醒催促。定

課之餘，每日散心念佛約兩萬餘聲，幾乎終日佛珠不曾離手。也因

景仰印光大師，故閒暇之餘時常閱讀《印光大師文鈔》以加深淨土

信心。

八十多歲時，平日本就沉默寡言的阿公，在經歷數十年來同修

的阿嬤往生之後，更顯靜默，常見阿公呆坐於案前，平日手持的念

珠也不見提起，僅是默默地擺放於案上，頭總是低低的，家人們為

之憂心，以為阿公因沉浸於阿嬤過世之悲痛，在寂寞中黯然神傷，

便上前關心阿公，問他坐著發呆在看什麼？想什麼？沒想到阿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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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案上的佛珠，輕聲說道：念佛。原來阿公是盯著案上一顆顆的佛

珠，並於心中默念彌陀名號，如此的精進與專注，讓家人備感安慰

與敬佩。

當時阿公告訴我們，他每天早晨梳洗完後，第一件事就是到佛

堂焚香祈願，祈求阿彌陀佛早日帶他去西方極樂世界，虔誠恭敬地

告訴阿彌陀佛：弟子楊萬添已經準備好了，弟子在等您。

捨報前幾日，阿公便不再進食，時常側躺著靜靜地看著床邊牆

上的彌陀聖像，女兒擔憂阿公久未進食，而致營養不良，因此屢屢

勸他喝些稀飯、亞培之類的食品，但阿公都沒有回應，直到多次詢

問之後他才轉頭說道：不要一直叫我吃，已經不用吃了。

捨報當日，阿公並無異象，一如往常側身面向阿彌陀佛，靜靜

的，安詳的等著隨佛往生極樂。當家人發現異樣時，阿公已然蒙佛

接引，如願往生，面容安詳，身軟如綿，宛如沉睡，享壽八十五。

家人見狀尋即環繞身邊，為阿公念佛送行。

阿公往生之後，曾有家人親見棺木旁端坐著一出家人，正想上

前詢問，但一眨眼，便不見蹤影，亦不知何人。

附記：

阿公曾夢見家中有多位出家僧人，有大人、有小孩，但當時家

中並沒有人學佛出家，阿公後來亦未有此念頭，百思不得其解。

阿嬤亦曾夢見奇特景象，夢見家中有一口井，井裡散發出陣陣

的金色光輝，好奇前往一探究竟，先伸手嘗試撈起井底之物，但因

井底太深，便回頭拿竹竿來撈，結果撈起的竟是一件件金黃色的袈

裟，令她震驚不已。

兩者夢境後來皆有靈應，因兒孫成年之後，前後共有七人相繼

發心佛門披剃出家。

南無阿彌陀佛

2022年8月8日父親節

（註：淨恩法師現為淨土宗台中念佛會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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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住頂二則
念佛免難一則

文／釋佛德

佛德念佛彌陀住頂
佛德尚未出家時，做保險業的堂姐，用視訊與我聯繫通話。在

剛接通的那一刻，堂姐突然在視頻前非常震驚地說：「妹，妳頭頂

有好大的光，坐著一尊佛，見不到妳（被佛光包住了）！」

不信佛的堂姐，被這一奇境當場震懾住了，沒再聊保險的

事……。

我也藉機勸堂姐念佛及配戴佛牌，並為病重的父母念佛祈福。

淨定念佛彌陀住頂
有一次佛德與林淨定居士（住香港）同行前往淨土宗廣州道場

共修念佛，途中她口述如下二則親身經歷：

淨定注重健康，平日有晨間運動的習慣。某次早晨四、五點

鐘，如往常一樣到公園，邊晨運邊念佛。突然附近一位陌生的晨運

男士，指著淨定的頭頂，大叫：「佛祖，好大啊！」

她被驚叫聲頓時震懾住了，以為遇到了精神不正常人士……。

之後才回想到，經典所說念佛的人，阿彌陀佛住其頂上。「彌陀住

頂」，原來是真的啊！

由於念佛，阿彌陀佛就守護在她的頂上，熾盛的佛光，令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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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晨 運 男 士 震 驚

大 呼 。 印 證 經 典

所說「念佛佛住其

頂」，真實不虛。

淨定念佛免難
另有一次，淨

定如常到住處附近

的九龍公園晨運，

循著階梯上到高處

時，突然發現前面

濃厚晨霧瀰漫，完

全看不到前方道路。彼時她心生疑惑，暗道：「平時明明是有路

的，今日怎麼看不到路？」既然如此，就轉身離開。次日，沒再去

該處晨運。無意中看到新聞報導，方知平日常去晨運的公園，那時

在該階梯口處，發生了搶劫案！一看報導，不覺驚出一身冷汗，慶

幸當天因霧濃而退，不然遭劫的可能會是自己了。

事後醒悟，感恩：「這是阿彌陀佛慈悲，讓自己避過一劫！」

念佛消災免難，真實不虛，感恩阿彌陀佛！

如上佛經祖語及真人事蹟印證，「念佛人，阿彌陀佛常住其

頂」、「念佛消災免難」，真實不虛！ 

願有緣見者，亦信佛念佛，得佛護佑，平安喜樂地生活在彌陀

攝護不捨中，靜待彌陀來迎，終歸淨土常樂！

南無阿彌陀佛

2022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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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癌念佛　二月病癒
口述／佛地居士　記錄／乘淨居士

佛地師姊今年八十歲，是淨土宗桃園念佛會十多年的老蓮友。

她自信教人信，不但虔誠念佛，更引進好幾個蓮友進入念佛會。

今年五月，發現肺部有0.5公分的癌細胞，醫生確認後，馬上

要幫她轉至林口長庚醫院治療。因佛地師姊的丈夫是軍人，就轉至

台北榮總醫院胸腔內科主任彭醫師看診。

經了解，彭醫師建議：「腫瘤還小，不宜動。二個月後再回來

檢查。」沒有開任何治療的處方。

一般若醫生不開藥方處置，那麼病人不是另換醫生、求神問

卜、做飲食調養，再不然，就只能將寶貴的生命交給時間來決定。

然而佛地師姊早已被阿彌陀佛的光明網包起來，身心交給了大

醫王。沒有藥方，這正是念佛的好時機。

於是她更虔誠地念佛，並向阿彌陀佛祈願，若時間未到，希望

腫瘤能消失；同時也和癌細胞交心：「你在我身上無了時，沒有出

脫的一天（台語），你隨我念佛，我把佛號迴向給你，你要跟阿彌

陀佛去西方極樂世界，享受無有眾苦但受諸樂的日子，不要再六道

輪迴受苦了。」

於是佛地師姊更精進地念佛，每天迴向給身上的癌細胞。

如此日復一日，二個月轉眼就過去了，師姊又到台北榮總做

電腦斷層掃描。報告出來時，彭醫師說：「恭喜妳了，癌細胞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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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妳二個月之後，

再回來做檢查。」

念佛多年，年事

已高的佛地師姊，面

對令人聞之色變的癌

症，不但沒有慌亂，

反而平靜地面對它；

不僅和癌細胞溝通，

勸其往生極樂世界，

並將每日所念佛號功

德迴向給它。

若 說 這 背 後 沒

有一位能者做她的靠

山，一位老人家如何

能冷靜面對處理？是

啊！她的靠山就是阿

彌陀佛，一尊能讓我

們在生死面前，安心

託付的阿彌陀佛。

她說：「我已老

邁，不能再做彌陀的

手腳，願以此事蹟供養大眾，啟發一切有緣人，信受彌陀救度，專

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自信教人信，真成報佛恩。」

南無阿彌陀佛！

2020年8月20日 

阿彌陀佛畫像／佐多芳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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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急助念　放光報信
文／林美玉

我住在屏東的新園，二年前接觸到淨土宗，把聽播經機作為我

的定課，慧淨師父的開示使我在思維上做了很大的改變，知道人人

可以透過念佛而往生、成佛，因而心生法喜。在佛恩的催促下，我

把這個法門告訴了我最敬愛的舅媽，希望她也能被彌陀慈父救度。

我和舅媽的感情甚篤，近二年來，我不斷地傳遞有關淨土宗諸

多法師的開示內容和她分享。舅媽原先也信佛，供奉觀世音菩薩，

我和舅媽說一定要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

才能徹底的脫離六道輪迴，舅媽也歡喜信受了。

一年前，我舅媽的兒子，也就是我的表弟，多年痼疾糖尿病復

發，瀕臨病危。表弟在二十年前就罹患糖尿病，但始終不肯就醫。

他個性孤僻，不懂得體貼父母和太太，平常也總是疏離親友，更不

可能信佛念佛了。當病況嚴重惡化時，舅媽勸他就醫，他依然堅持

己見，所以病情急轉直下。舅媽直覺不樂觀，於是請媳婦和她一起

在表弟床前念佛。那時，表弟還有意識，知道舅媽和太太在為他念

佛。舅媽一直求彌陀慈父一定要攝受她的孩子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幾天後，表弟昏迷，緊急送醫，終究回天乏術，沒能活過來。

喪葬儀式上，舅媽選擇了佛教，用佛號送走了我的表弟。就在

表弟往生後的第六天，他的太太夢見丈夫回來，站在面前，身上毫

無病痛，面貌也像二十幾歲；爾後有一道很強烈的光，光芒遍滿整

個屋子，眼睛有點睜不開。表弟有個兒子，也和媽媽同一天夢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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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爸爸，雖然他沒有看到佛光，但是他很清楚地看到爸爸身體是健

康的，是年輕人的樣子，好看極了！表弟這是蒙彌陀慈父接引，從

西方極樂世界回來報信。而我舅媽全家人也因為表弟的回來報信，

因此而信佛念佛。

感恩慧淨師父慈悲的開示，讓我和親屬今生有得度的因緣。

南無阿彌陀佛！

2022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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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怎麼啦？」車行路過的人張望著，一看整排路樹被攔腰撞斷，摀著嘴
說不出話來。 

1. 醫護人員快速地把傷患擔上救護車，而路旁的車子已經撞得稀巴爛了。 

六字石碑　消除車禍
改編自《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立六字碑  永消車難〉

文字／釋淨開　繪圖／巫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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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原來路邊的樓房空蕩蕩的，破門戶裡都是荒草。這地方不吉祥，人都搬
走了。

3. 那個大轉彎的路段因為車禍頻繁，有一側路樹始終長不高，種了又斷，
斷了又種；另一側雖然綠蔭成片，氣氛卻很詭異，感覺不對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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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很快的，一群蓮友集資刻碑，大大的紅漆字「南無阿彌陀佛」名號，在
彎道處立了起來。 

5. 「昨晚路燈又忽明忽暗，也不知道什麼的怪叫聲，嚇得我家小黃都躲進
屋子裡！果然一早聽說又撞了……。」附近的老太太早有預感，正跟一
個蓮友說著，害怕都寫在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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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村長聽到消息，也帶著老人、小孩趕來參加念佛，一股安詳喜悅充滿四
周，這裡又好像回到了以前的鳥語花香！ 

7. 又過了幾天，法師和大批蓮友來到石碑下，陽光普照，高聲念起「南無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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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南無阿彌陀佛」只是六個字，可是這就是阿彌陀佛的心，永遠散發慈
愛的光明，化解災難，給我們溫暖。 

9. 石碑像阿彌陀佛綿柔的大手，守護路樹長大，也守護過往的車子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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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常之風
繪圖／巫麗雪

聽到後世，好像遠久之事；不知今日是否就是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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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像春日下的雪佛像，雖然裝飾了金銀珠寶，並建予堂塔，去世後卻帶不
走一切。

無常之身
繪圖／巫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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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還要頂著包？
一個人牽著一匹

馬走在路上，他的頭

上還頂著一個沉重的

包裹，晃晃悠悠，顯

得十分吃力。

過路的人們看到

了，便好奇地問他：

「你為什麼要自己頂

著包，而不把它搭在

馬背上呢？」

那人回答：「我怕馬負擔太重，所以把包頂在頭上，可以給馬省

些力氣。」

人們：「這人是不是傻……！」

（摘自《中華典故》）

按：

現實生活中，有很多人和這個自己頂包的人一樣，他們不肯念

佛、仰靠佛的力量，不是和畫裡的人一樣嗎？

《無量壽經》說：「荷負群生，為之重擔。」阿彌陀佛為了讓我

們迅速、安穩地往生淨土，一肩挑起我們的罪業，全力「頂包」。只

要念佛，就能夠仰靠佛力，非常快樂地去極樂世界了。

明明牽著馬，為何還要頂著包？

明明可以念佛，為何還要靠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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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吸香氣
文／佛等居士

在我童年的時候，曾經看到陰

間的鬼魂。記得大約在八歲時，曾

看到一位身著古裝的男鬼，用手將

燃燒的裊裊香煙揮向自己的口。

我家在湖南省衡南縣廖田鎮黃

石村，那天是我爺爺新屋入伙（入

厝），客人都離開了，大約是晚上

七、八點鐘，我一個人剛好從爺爺

的臥室經過客廳，農村的客廳門前

兩側裝有插香的竹筒，兩邊的竹筒

各點三根香，祭拜祖先，在左邊香

筒旁，見到一個穿唐裝灰色衣服、

戴灰帽子的男鬼（和唐伯虎點秋香

那部戲的穿著一模一樣）。

看到那位男鬼一隻手接浮起

的香煙，另一隻手捧托香煙往嘴

裡吸，嘴巴用力吸香煙的那一幕動

作，把我嚇死了，立馬跑去大人那

裡，那男鬼並沒有發現我。

後來我也不敢告訴家中大人，一直把這件事藏在心裡。直到學佛

後回想起來，才知道這個世上原來真的有鬼！

2019年3月15日

念佛之鬼／川鍋曉齋（日本）
大英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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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試功夫
文／圓淨居士

大三寒假，隨著「武壇國術推廣中心」所舉辦的集訓營，來到桃

園復興鄉介壽國中。基於對傳統功夫的熱情，甘願放棄假期，到山中

過著簡單而艱苦的生活。

武壇，是當時武學大師八極拳掌門人，我們稱「師爺」的劉雲樵

先生所創立。這次為期一個月的集訓，則由師爺的弟子王教練主持。

校舍簡樸得近乎寒傖，也因為放假而顯荒涼，落葉隨風捲飛，樹

枝擦擠出各種聲響。但遠離塵囂，是我們功夫精進的桃花源。

一日，夜間開完幹部會議已經九點，便熄燈就寢。長方形的活

動中心，總共有六扇大門，我們將門關好，防風防寒。但外頭山野風

大，咻咻聲不絕於耳，一時無法合眼。約莫是子時，女生區有人站

起來，不一會兒又躺下，躺下不久又站起來。身為社長，我想發聲詢

問，卻怕嚇著她，只得裝幾聲咳嗽，然後打亮手電筒，才起來詢問。

原來有兩位學妹想去洗手間，而洗手間遠在一百多公尺外的教室區，

須爬階梯越過兩個駁坎，而外頭風吹草動，諸聲並作，所以她們猶豫

著、堅忍著，已到了臨界點。

壓抑內心的忐忑，帶她們上完廁所。才躺下沒多久，忽然傳來

有人敲門的聲音，聲音不大卻鮮明清脆，初以為是當地原住民喝了酒

來鬧事，但聲音從第一扇門響到第六扇門，再從第六扇門響回第一扇

門，每聲都由兩個「叩、叩」組成，而且每個聲音間隔不到一秒，如

此循環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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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兩肘撐住，

微微挺起上半身，掃

視周圍，沒人醒來，

也看不出任何走動的

影子，想來這並不是

人力所能造成，不禁

有股寒氣襲捲全身。

突然，聲音不見了，

而與我們同樣打地

舖，離我不遠的教

練，此時卻口中發出使力用勁的「哼―哈―」聲，那正是我們練習八

極拳時，配合發勁的導氣聲。隱約中還看見教練翻身、蹬腿、伸拳、

擦汗……。

過了十幾分鐘，哼哈聲停了，風靜默了，我也睏乏地睡了。

隔天吃完午飯，禁不住我的追問，教練終於說出昨晚夢境：一

位日本軍官來試功夫，說我們侵擾了他們的駐地，解決的方法就是比

武。如果勝了，大家能安心進行集訓；輸了，就可能夜夜不寧。教練

傾盡所學，以八極拳擊敗對手。我半信半疑地接受教練的指示，不向

任何人提起，並準備清香和幾樣水果。傍晚時，集合全體學員，在活

動中心外，用兩張課桌當作案頭，擺上素果。教練對大家說：「天地

間，草木土石，無一不具神靈，我們藉著清香素果，表達對自然萬物

的敬意，也表示自己來此集訓的誠心……。」

看大家手執清香，神情嚴肅地禮敬時，內心有股悸動，我想神明

鬼靈也必定能感受我們的誠意。雖然我不知道是教練聽得懂日語，或

夢中的鬼魂能以華語溝通。但我相信，我們來自塵土，終歸塵土，不

論是人是物，同為自然的一部分；只要我們謙卑地予以尊重，不管什

麼形式的存在，也就能與之和諧相處了。

2006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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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鐘救失明
尼泊爾療法助十萬人

在尼泊爾藍毗尼的摩耶夫人寺外，有一天架設了一座臨時醫院，

數以百計的人們在排隊，當中有年長的農民、家庭主婦和穿著袈裟的

僧侶。

藍毗尼位於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西南近三百公里處。淨飯王和王

后摩耶夫人在這裡誕下了悉達多太子。藍毗尼這個重要的佛教聖地，

也在1997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吸引無數遊客和

佛教徒前來朝聖。

這一天天色濛濛，隊伍排得很長，卻不為朝聖，而是因為「視力

之神」著名眼科醫生魯伊特（Sanduk Ruit）將於翌日在此應診，希望

魯伊特為他們動手術，治好眼疾。

魯伊特醫生手術



113

環保慈善
一位婦女說，在這個國家，失明就等於死亡，因為無法下田耕

作，自己和家人就會餓死。

1954年，魯伊特出生於尼泊爾東部的偏遠村莊，當時那裡連電力

也沒有。魯伊特的妹妹在他小時候死於肺結核，讓他立志成為一位醫

師。雖然他的父親只是鹽販，卻十分著重教育，因此魯伊特得以前往

印度求學。

魯伊特自1984年起行醫；1986年，轉至澳洲工作，期間他和國際

著名的澳洲眼科醫生霍洛斯（Fred Hollows）一同研發了一種微創白內

障手術技術。

眼睛如果是一部相機，水晶體等於相機的鏡頭，而視網膜則有

如相機底片。水晶體的作用是令目標聚焦在視網膜上，形成清晰的影

像。但年月日深，水晶體的蛋白質增生，逐漸變得混濁，影響視力，

嚴重的會完全失明。這就叫白內障。

以往，治療白內障的手術，是把水晶體全部摘除，之後要配戴

厚厚的眼鏡，這對於在田間工作的人非常不便。魯伊特研發的這種手

術，以微創法將角膜切開，取出水晶體，再把人造水晶體注射入眼

球。由於傷口很小，不需要縫合即自行痊癒，病患可以直接回家。

魯伊特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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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過程最快可於五

分鐘內完成。並且手

術成本也大大降低，

僅約一百美元；人造

晶體則降到三美元以

下，有助於普及化，

因 此 在 美 國 被 稱 為

尼泊爾療法（N e p a l 
method）。

1 9 9 4 年，魯 伊

特在加德滿都創立非營利的眼科中心「提蘭迦眼科學院」（Tilanga 
Institute of Ophthalmology）。現時他與他的專家團隊，四出走訪偏遠

山區及喜馬拉雅山脈的低地，為當地居民提供手術治療，貧窮的人甚

至能免費獲得治療。

魯伊特至今已施行了超過十三萬次的白內障手術，也訓練了超過

六百五十位醫生。有人形容他是歷史上拯救最多盲人的醫師。

他打算繼續擴大服務範圍，與英國慈善家科利（Tej Kohli）合作

成立基金會，希望在未來五年再施行五十萬次手術，讓更多人受惠。

他說:「我的目標是讓這裡的人不因白內障失明，最重要的是享有公平

的醫療服務，希望人們不論貧富，都可以獲得治療。」

2018年5月，印度總統柯閔德（Ram Nath Kovind）授予魯伊特第

四級公民榮譽獎的蓮花士（Padma Shri）勳章。

1 9 9 2 年，弗 雷 德 創 立 護 瞳 基 金 會（ T h e  F r e d  H o l l o w s 
Foundation），致力於協助發展中國家消除可避免的眼疾。霍洛斯曾

說：「要說一生中有哪件事讓我感到光榮，那就是激勵魯伊特出來為

世人奉獻。」而他也謙稱，是魯伊特將他的視野由澳洲放眼至全世

界，將服務推展至不同國家。

（轉載自「拾方視角」） 

魯伊特醫生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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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宗
相關網站

淨土宗 LINE FaceBook

YouTube 英文網站
英文 

FaceBook

淨宗講堂
淨土宗

雲端法寶庫 淨土宗IG 淨土宗全球網站道場

● 郵局劃撥

戶 名：社團法人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 號：５０２３０５１１

● 銀行匯款

一、一般及ＡＴＭ

銀行名稱：台北富邦銀行莊敬分行

銀行代號：０１２

戶 名：社團法人中華淨土宗協會

帳 號：００４６１１０２０２２４８０

註：匯款／轉帳成功後，敬請來電告知捐

款人資料，以便開立收據。

電話：02-87881955

二、國外匯款：

Bank Name：
TAIPEI FUBON COMMERCIAL BANK CO.，
LTD.
JUANGJING BRANCH

Bank Address：
NO.286， JUANGJING ROAD， TAIPEI CITY， 
TAIWAN， R.O.C.

Tel：002-886-2-2722-6206

Fax：002-886-2-2720-6967

Swift Code：TPBKTWTP

Account（A/C）：００４６１１０２０２２４８０

Name：Chinese Pure Land Buddhist Assoc

護 持 捐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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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弘法
資訊

慧淨法師　電視弘法訊息

佛衛電視慈悲台：
每星期六、星期日，下午３點～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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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宗叢書
編號 書  名

1 淨土宗聖教集

2 淨土三經

3 《無量壽經》譯註

4 《易行品》講要

5 《往生論註》分段對照本

6 往生論註

7 安樂集

8 善導大師全集

9 法然上人全集

10 觀經四帖疏

11 淨土宗精要法語解

12 念佛金言錄

13 第十八願講話

14 第十八願淺釋

15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16 《阿彌陀經要解》略註

17 淨土宗判教史略要

18 淨土決疑

19 唐朝高僧善導大師

20 淨土宗三祖師傳

21 慧淨法師書信集

22 慧淨法師講演集（一）

23 慧淨法師講演集（二）

24 人生之目的

25 走近佛教

26 觸光柔軟

27 無條件的救度──觀經下品下生之深義

28 念佛感應錄（一）

29 念佛感應錄（二）

30 念佛感應錄（三）

31 決定往生集

32 回歸善導

33 淨宗略講

34 唯說念佛

35 念佛勝易

36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37 《阿彌陀經》譯註

38 善導大師語錄

39 印光大師法要

40 印光大師說故事

41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講記

42 淨土宗概論

43 《往生論註》核心講記

44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45 往生集

46 念佛感應錄（四）

47 念佛感應錄（五）

48 念佛感應錄（六）

49 念佛感應錄（七）

50 淨土宗特色述義

51 第十八願善導釋

52 一半凡夫　一半佛

53 有禪無淨土　十人九蹉路

54 慧淨法師講演集（三）

55 念佛癒病（一）

56 《無量壽經》大意

57 聽見你的聲音

58 《觀無量壽經》譯註

59 淨土三經要義

60 業思想概說

61 淨土宗教理的核心

因果叢書
編號 書  名

1 見聞錄、現果隨錄

2 冥報記、冥報記輯書

3 地獄見聞錄、幽冥問答錄

4 六道輪迴錄

5 輪迴集

6 物猶如此

7 坐花誌果

8 美德故事

9 人生故事

10 歷史故事

11 因果故事

12 佛教故事

隨身書系列
編號 書  名

1 念佛放光

2 念佛度亡

3 真正的大孝

4 人生之目的

5 彌陀的呼喚

6 淨土宗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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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善導大師語錄

8 佛教的無常觀

9 略談三皈依

10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11 瀕死體驗

12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13 淨土宗經論釋要文

14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15 淨土宗略要文

16 善導大師略傳

17 《觀經四帖疏》綱要

18 念佛必定往生

19 念佛一門深入

20 湖北老河口遇仙記

21 敬田．恩田──十四則故事

22 純粹的淨土法門

23 怎樣讀《善導大師全集》

24 念佛實用問答

25 動物往生佛國記

26 盲眼老人預知時至

27 念佛人應有的基本觀念與心態

28 淨土宗教章

29 淨土宗根本義

30 念佛成佛是佛教

31 臨終須知與助念開示

3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33 素素寶寶  頭好壯壯

34 念佛超薦儀軌

35 慈悲的救度

36 淨土宗的戒律觀

37 臺灣奇案

38 預知時至佛聖來迎

39 佛說無量壽經

40 佛在何處

41 彌陀十二光佛略解

42 小怪李群仙

43 《易行品》概說

44 淨土宗宗旨法語

45 略談佛教意義與淨土殊勝

46 葫蘆娃往生記

47 彌陀願心的根源──無量壽經「讚佛偈」

48 念佛癒病

49 淨土宗「四不」

50 小孩遊極樂──淨土見證

51 彌陀住頂　身放光明

52 善導大師〈讚佛偈〉之深廣內涵

53 念佛人六不四平

越文版叢書
編號 書  名

A1 本願念佛

A2 淨土三經一論大意

A3 第十八願講話

A4 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

A5 慧淨法師講解的念佛法門

A6 一百則念佛感應事例（選自《念佛感應錄》）

A7 淨土宗教學備覽

A8 唯說念佛

A9 念佛勝易

A10 善終手冊

A11 走近佛教

A12 淨土宗概論

A13 無條件救度

A14 慧淨法師演講集（一）

A15 慧淨法師演講集（二） 
A16 本願稱名 
A17 一半凡夫一半佛

A18 聽見你的聲音

A19 無量壽經大意

A20 往生論註

A21 慧淨法師演講集（三） 
A22 回歸善導

A23 人生之目的

A24 決定往生集

A25 第十八願善導釋

A26 淨土宗特色述義

A27 淨土法門的核心

A28 印光大師法要

A29 慧淨法師書信集

越文版隨身書
編號 書  名

B1 淨土宗宗旨

B2 不問罪福 念佛皆生

B3 念佛必定往生

B4 念佛一門深入

B5 《念佛感應錄》編者序

B6 人生之目的

B7 彌陀的呼喚

B8 善導大師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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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9 佛教的無常觀

B10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B11 念佛超薦儀軌

B12 念佛實用問答

B13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B14 純粹的淨土法門

B15 淨土宗略要文

B16 念佛人應有的基本觀念與心態

B17 淨土宗之特色

B18 彌陀願心的根源

B19 慈悲的救度

B20 念佛成佛是佛教

B21 淨土宗的戒律觀

B22 印光大師精要法語

B23 淨土宗經論釋要文

B24 葫蘆娃往生記

B25 佛說無量壽經

B26 《觀經四帖疏》綱要

B27 動物往生佛國記

B28 敬田．恩田

B29 念佛度亡

B30 念佛癒病

B31 淨土宗宗旨法語

B32 《往生論註》思想精華

英文版隨身書
編號 書  名

B1 純粹的淨土法門

B2 念佛成佛是佛教

B3 阿彌陀佛是怎樣一尊佛

B4 善導大師略傳

B5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B6 念佛感應錄

B7 盲眼老人　預知時至

B8 中國佛教：過去、現在和未來

B9 彌陀十二光佛略解

B10 念佛人的第一堂課──深信因果

B11 念佛超薦儀軌

英文版叢書
編號 書  名

A1 走近佛教

A2 佛教問答

A3 淨土宗概論

韓文版叢書
編號 書  名

1 純粹的淨土法門

2 回歸故鄉

3 淨土宗概論

4 念佛感應錄

5 阿彌陀經核心講記

6 十八願講記

7 動物往生佛國記

8 念佛必定往生

9 念佛一門深入

德文隨身書
編號 書  名

G01 阿彌陀佛是怎樣的一尊佛

G02 純粹的淨土法門

G03 念佛成佛是佛教

G04 臨終須知與助念開示

G05 念佛癒病

G06 彌陀住頂　身放光明

淨土漫畫系列 （ 中英對照版 ）

編號 書  名
1 阿彌陀魚的故事

2 彌陀恩賜佛寶寶

3 淨土宗三祖師傳

越文版淨土宗漫畫系列 
編號 書  名

1 阿彌陀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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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宗雙月刊》流 通 點
臺灣地區：
中華淨土宗協會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50巷22弄 41號
電話：02-2758 0689．8788 1955
傳真：02-8780 7050
網址：http：//www.plb.tw
郵箱：amt@plb.tw
淨土宗羅東菩提寺

地址：宜蘭縣羅東鎮建中街2號
電話：03-9516084
淨土宗基隆念佛會

地址：基隆市安樂區樂一路28巷22號
電話：0963-068-348
淨土宗深坑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4號2樓
電話：02-2662 2166
淨土宗板橋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一段97號B1
電話：02-2952 4818
淨土宗三重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7號三樓
電話：02-2987 2157
淨土宗新店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三民路117巷4弄19號1樓
電話：02-2911 2615
淨土宗彌陀共修會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景安路132巷17號2樓
電話：02-2240 1837
淨土宗林口念佛會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仁愛路一段336之1號B1
電話：02-2603 0710
淨土宗桃園念佛會

地址：桃園市力行路5號5樓之1
電話：03-331 4818
淨土宗新竹念佛會

地址：新竹市南寮街108巷1弄1號
電話：03-5367790
淨土宗苗栗念佛會

地址：苗栗市站前一號10樓之5
電話：037-277227
淨土宗潭子彌陀念佛會

地址：台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135號12樓
電話：04-2532 7717

淨土宗台中念佛會

地址：台中市西區五權路2-3號12樓
電話：04-2222 5758
淨土宗智覺寺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23號
電話：05-633 7740
淨土宗嘉義念佛會
地址：嘉義市東區中山路201號5樓
電話：05-216 6618
淨土宗新營念佛會
地址：台南市新營區長榮路一段539號
電話：06-633 2232   
淨土宗彌陀寺
地址：台南市南區惠南街93號
電話：06-292 1918
淨土宗高雄道場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建安街94號  
電話：07-3980806
淨土宗永明寺
地址：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三段595號
電話：07-683 2931
淨土宗善導寺
地址：屏東市民勇路26號
電話：08-723 0038
香港地區：
淨土宗香港一分會
地址：九龍深水埗北河街165-167號
            大利樓七樓
電話：852-6128 9966（佛開法師）
淨土宗香港二分會
地址：九龍紅磡機利士南路63號合義樓2樓
電話：852-2243 3355 （宗頓法師）

852-6900 3339 （佛嘉居士）
淨土宗香港三分會
地址：新界葵涌大連排道162-170號金龍工業
中心2座2樓L室（葵芳地鐵站A出口）
電話：852-2641 7688（佛德法師）

852-6183 6342（佛航居士）    
852-9261 8696（佛因居士）

澳門地區：
淨土宗澳門念佛會
地址：馬楂道博士大馬路431號

南豐工業大廈第一座4F
電話：853-2843 6346（淨門法師）



澳門淨土宗學會
地址：提督大馬路39號

祐適工業大廈10樓
電話：853-6633 2239 （佛名法師）

韓國
韓國毘盧禪院
地址：首爾市陽川區登村路 224 4樓
電話：1040628607（淨傳法師）

馬來西亞
網站：www.plb-sea.org
郵箱：plb.v18@gmail.com
總機：+6019-4848 123
西馬

淨土宗 吉隆坡念佛會 （Kuala Lumpur）
地址：No.57, Jalan 18, Desa Jaya, Kepong, 
52100 Selangor Darul Ehsan, Malaysia.
電話：+6019-4848 123
郵箱：amt.plb.kul@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kul
淨土宗 檳城念佛會（Penang）
地址：No.8P, Lorong Delima 20, Island Glades, 
11700 Gelugor, Penang, Malaysia.
電話：+6014-984 4818
郵箱：amt.plb.penang@gmail.com
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amt.plb.penang
淨土宗 彌陀淨苑 （Alor Star）
地址：No.  137, Taman Pelangi, Jalan  Kuala 
Kedah, 06600 Alor Setar, Kedah, Malaysia.
電話：+6016-244 4818
郵箱：amt.plb.as@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as
淨土宗 新山弘願念佛會 （Johor Jaya）
地址：No. 17 & 17A, Jalan Anggerik 42, Taman 
Johor Jaya,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電話：+6019-481 1848
郵箱：amt.plb.jb@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amt.plb.jb
東馬

淨土宗 古晉善導淨苑 （Kuching）
地址：458, Lorong Setia Raja 4E2, Taman Casa 
Marbella, 93350 Kuching, Sarawak.
電話：+6010-835 4818
郵箱：amt.plb.kch@gmail.com
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amt.plb.kch
新加坡
淨土宗彌陀寺
No.27,Lor27, Geylang, Singapore 388163
電話：+65-8818 4848
郵箱：namo.amituofo.org@gmail.com
網站：www.facebook.com/namo.amituofo.  
org18.singapore

美國
淨土宗 加州念佛會 
Janice Tsai 蔡居士
8462 Alameda Park Dr., Elk Grove, CA 95624
電話：916-307-1880
舊金山 聯絡人
Lorraine C. Lee 佛音居士
電話：510-922-9683 請留言
郵箱：lclee2009@yahoo.com
淨土宗 德州念佛會

Kim Loon 佛傳居士
郵箱：amituofo.dfw@gmail.com
淨土宗 北卡念佛會

Li Yung Kuan 淨信居士
103 Barton  Lane , Chapel Hill, NC 27516
電話：919-929-8899
淨土宗 賓州念佛會

Jennifer Yang Farrall 佛福居士
2315 Bear pen hollow Rd, Lock Haven, 
PA 17745
電話：267-970-5360
郵箱： dongfarrall@gmail.com
加拿大
淨土宗 溫哥華念佛會

Mr. Alan Kwan 關其禎（淨普居士）
1305 4380 No. 3 Road, Richmond, BC, Canada 
V6X 3V7 加拿大 溫哥華
電話： 604-273-3222
郵箱： namoamitabha.van@gmail.com
多倫多彌陀淨土協會

佛意居士
郵箱：amitabhapurelandassociation@gmail.com
澳洲地區
澳洲雪梨中華淨土宗協會

佛壽居士

143 Tryon road Lindfield NSW 2070 Australia
電話： 02-9416-9355
慧吉居士
7/47-49 Archer street Chatswood NSW 2067
Australia
電話：61-2-9412-1548 / 0422-333-815
郵箱：amtsydney@gmail.com
紐西蘭 基督城
淨藏居士
電話：+64-20406-99035
郵箱：jizhang2020@gmail.com



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  平生業成  現生不退

中華淨土宗協會
11059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50 巷 22 弄 41 號
電話：02-27580689　E-mail：amt@plb.tw

為諸眾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
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

─《佛說阿彌陀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