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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此篇論文之節略版《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對建設和諧世界的作用》，

獲首屆「世界佛教論壇」精進獎，並作為優秀論文推薦刊登於中國佛教協

會會刊《法音》二○○六年第四期。 

今應眾蓮友之望，印行單冊流通，普願淨宗蓮侶，專稱佛名，奉行諸善，

弘揚淨土法門，落實人間佛教，促進社會和諧。 

淨土宗編輯部敬啟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觀 

一、人間佛教的提出 

1.人生佛教 

佛教本來是極重人生的，然而近代在有些人那裏，佛教似乎與人生並無

什麼關聯，而淪落為徒具為死人、為鬼魂超度的形式，由此而招致一般社

會大眾對佛教的誤解與詬病。太虛法師有鑒於此，提出「人生佛教」的主

張，旨在對治「死、鬼的佛教」，建設合理的、道德的人生，即人乘踐行

菩薩乘，而以進趨佛果為究竟目的。這就是人生佛教。 

2.人間佛教 

人生佛教的思想，振新除弊，因而受到佛教界有識人士的廣泛認同，並

得到繼承和發展，形成今日兩岸佛教界共同倡舉的「人間佛教」思潮。 



「人生佛教」、「人間佛教」，大同小異，而以人間佛教的提法更切近

於時代。「人間」，即人世間、人類間、人與人之間；和「人生」相比，

它不僅涵蓋了以人為本的特質，更突出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和諧性、共通性，

亦即強調群體利益，共同進步，共同繁榮。這對於高速發展，人與人之間、

民與民之間、國與國之間，交往日益密切、緊不可分，而又紛爭四起、衝

突頻頻的現代社會而言，尤其具有現實意義。 

人生佛教，或以為：只關注人之生，不關心人之死；只關注短暫現生，

而漠視永久未來。如是作排斥性的誤解，則有違人生佛教之本意。今言人

間佛教，則是含融的。舉凡人世間一切個人的生老病死、悲歡離合、苦樂

窮通，團體、民族、地區、國家間的合作交流、紛爭衝突，整個人類進步

所依賴的共同福祉、發展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個人間、人之間、人類間、

人世間之一切萬象，無不是人間佛教所關注的物件，無不當從佛教的立場

給予指導。 

人間佛教，是對佛教如何在現時代發展所作的應答，是佛教契理契機亙

古命題的時代具體化。 

人間佛教，不僅對現代有指導意義，對未來也同樣有指導意義。因為所

謂的人間，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概念，並非限在某一時代，只要地球上人類

間還存在，通通稱為人間；則所謂人間佛教，也必然地要求與時代同步共

振。 



二、人間佛教的含義 

1.名詞解釋 

人間佛教，顧名思義，雙含「人間的」與「佛教的」兩重特性。 

所謂人間性，是指以人為本，不離人間；生存於人間，發展於人間，服

務於人間，化度於人間，利益於人間；而並非神異鬼怪的虛誕之說。 

所謂佛教性，是指雖然存在於人間，但並不止於人間，而是以佛教解脫

成佛為究極目的，也就是即人世間而保有佛教出世的特異本質；並非泯滅

佛教出世解脫的本質，而成為順世媚俗的世間學說。 

又，人間佛教蓋是指人類間可行之佛教，人人做得來，人人能夠解脫，

人人能夠成佛的佛教。如果只是大菩薩做得來的，則只能稱為菩薩間佛教；

唯有大阿羅漢才能做得來的，即稱為羅漢間佛教。如《法華經》藥王菩薩

千二百歲燃身供佛之行，《維摩詰經》維摩詰居士「丈室容太虛，心淨國

土淨」之行，雖皆是佛教，然只能為人間眾生所嚮往，非人間眾生切實可

行者，自不可稱之為人間佛教。 

佛教不只是人間的，今言人間佛教，乃是立於人間的立場，基於人間的

視野，對佛教作切己、切近、切實的研究與實踐。 



2.辯證關係 

人間是入世的，佛教是出世的，人間佛教即入世出世的辯證統一。以出

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不廢世間事業，達成出世解脫。 

人間是所化之機，佛教是能化之理，人間佛教即契理契機的辯證統一。

若雖契佛教之理，而不契人間之機；或雖順人之俗情，而不合佛之真理，

皆非人間佛教。 

人間是凡俗的，佛教是神聖的，人間佛教即凡與聖的辯證統一。 

人間是形式的，佛教是內容的，人間佛教即形式與內容的辯證統一。 

人間是出發點，成佛是目的站，人間佛教即出發點與目的站的辯證統一。

3.舉例說明 

比如慈善救濟之類的善行，無疑是人間的。有人認為，佛教團體、佛教

寺院、佛教個人，從事社會慈善救濟事業，即為踐行人間佛教。這卻是不

一定的。只有大菩提心中行諸世善，迴向無上菩提，以求漸漸增進，最終

圓成佛果；或者以願生心，迴向淨土，以求往生佛國，速獲不退，才可以

說是在踐行著人間佛教。如果不具菩提心、願生心，而只是出於一般的同

情心、友善心，即使是出家僧人，佈施千萬億金，作廣大慈善事業，都只

是一般的世善，而與佛教解脫毫無關涉，不能說為實踐人間佛教。《華嚴

經》說：「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 



三、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特質 

1.淨土法門的佛教特質 

本文所談淨土法門，特指彌陀淨土法門，也就是仰仗阿彌陀佛本願力，

往生西方極樂淨土的法門。 

所謂佛教特質，即佛教特有的本質，具此即是佛教，無此即非佛教；淺

近來說即出世解脫，究竟來說為圓滿成佛。 

淨土法門，以往生彌陀淨土為目的；一旦往生，三界業繫從茲永斷，無

上佛果自然圓成。故其佛教特質無容異議。不僅如此，在佛說一切法門，

中國即有所謂大乘八宗法門中，論其佛教特質表現得最為鮮明、保存得最

為完備、斷不致錯解附會者，唯是淨土法門，此說毫不為過。其他如禪宗

法門之「自性清淨，本來是佛」，《華嚴經》之「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維摩詰經》之「心淨國土淨」等，往往被淺識的人誤解為：不用修行、

不求解脫、不求成佛、不求往生，則成大錯特錯，毫無佛教氣可言了。 

2.淨土法門的人間特質 

略分三重來說明，即：人間必需的特質、人間可行的特質、圓滿利益人

間的特質。 



① 淨土法門為人間所必需 

所謂人間所需，是指人類間任何人皆需要，只要人類間存在之任何時代

皆需要。 

人之一生，汲汲營營；人之每天，忙忙碌碌；千般思慮，萬般勞作。他

根本的意願是為了什麼？他需要什麼？他求什麼？一句話—— 厭苦求樂！

這是人的本能追求，每一個人都為了此，沒有一個人不是為了追求幸福、

快樂，沒有一個人不是為了遠離不幸、痛苦。 

淨土法門倡導求生極樂淨土，關於極樂之得名，及求生極樂之理由，「淨

土三經」之《無量壽經》說： 

無有三塗，苦難之名；但有自然，快樂之音。 

是故其國，名曰安樂。 

又說： 

著於無上下，洞達無邊際； 

宜各勤精進，努力自求之。 

必得超絕去，往生安樂國； 

橫截五惡道，惡道自然閉。 

《阿彌陀經》說： 

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 



《觀無量壽經》說： 

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提，濁惡世也。 

又，《往生論註》說： 

經言：若人但聞彼國土清淨安樂，剋念願生，亦得往生，即入

正定聚。此是國土名字為佛事，安可思議！ 

「極樂」，又稱「安樂」。聞樂願生，剋念即生。由極樂之立名，就可

知淨土法門是如何深切地關注人性最根本的意願。這種關注，超越種族，

超越國家，超越階級，超越一切意識形態，乃至超越宗教，而為人人所需；

亙古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 

人性本能，偏好極樂。這是淨土法門第一重人間特質。 

② 淨土法門人間可行 

所謂人間可行，從個體來說，是指只要是人間眾生，就可行；又，從時

代來說，只要人類間存在，就可行。 

雖然為人間所需，但如果竟不能在人間實行的話，則也不具人間之特質。

比如來往交通自由，人間所需，但天上神仙來去自如的神通力，因為非

人間可行，所以不具人間特質；而乘坐飛機即為人間特質之自由交通方式。



淨土法門，行法無量，大分為二，共、不共法。 

一、共法。通於世出世間的一切善行，只要迴向求生淨土，即成為淨土

的行法。最明顯的就是《觀無量壽經》，「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

中，行定散二善 ❶，即攝一切世出世善而成淨土之行。 

二、不共法。淨土法門特有不共的行法，一向專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

即如《無量壽經》說：「一向專念，無量壽佛。」《觀經》說：「持無量

壽佛名。」《阿彌陀經》說：「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 

也就是說，只要人世間還有佛教出世善法的存在，如「發菩提心、讀誦

大乘」等，淨土法門就是可行的，因為迴向此出世善即成為淨土之行故。

乃至人世間雖已沒有佛教出世善法的存在，只要還有世間善法的存在，如

「孝養父母、奉事師長」等，淨土法門仍然是可行的，因為迴向此世間善

即成淨土之行故。乃至人世間佛法世法兩種善法都不可行時，淨土法門仍

然是可行的，因為一句阿彌陀佛名號，任何人、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

何環境因緣，無不可行故。《觀經》中，造作五逆十惡重罪，臨終地獄相

現，一切世出世善皆不可行之人，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一聲十聲，莊嚴往生

極樂。《無量壽經》中，萬年之後，法滅之時，人民純惡無善，一切世出

世善皆不存，唯稱南無阿彌陀佛，隨意所願，皆得往生。 

探其因由，源於極樂教主阿彌陀佛，於因地為法藏菩薩之時，深達法性

眾生性，捨難取易，捨劣取勝，建立弘誓：以六字洪名總攝萬德，令五濁

凡愚有稱皆往。 



佛教法門無量，還有哪一個法門，能如淨土法門這樣普遍、永久地存在

於人間、教化於人間、利益於人間嗎？ 

若如其它法門，聖智可行，凡愚不可行；上古可行，近世不可行；則其

人間性，有限。淨土法門人間性，無限。 

彌陀誓願，本為凡愚。這是淨土法門第二重人間特質。 

③ 淨土法門能究竟圓滿利益人間。 

人類由於自身的缺陷，不能保證他的需要及行為都是合理的、有益的，

反而充斥著非理的、有害的因素。就以厭苦求樂這種人人本具的意願來說，

人類的文明進步本乎此，而人間的黑暗罪惡也本乎此。這是因為對於什麼

是苦、什麼是樂，怎樣離苦、怎樣得樂，沒有正確的認識，缺乏有效的方

法。或者為了一己、一家、一國之樂，而損害他人、他家、他國之樂；或

者滿足現前短暫之樂，而損害將來長遠之樂。觀察現實人間存在的種種不

平等現象、犯罪事實、危機衝突，亟需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

多種努力，以導正人們的認識，規範人們的行為。佛教淨土法門就此早就

作了徹底明瞭的揭示，並提供了根本可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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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佛

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祗劫，故名阿彌陀。 

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 



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中略）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

國土。 

究竟徹底的安樂境界，以及達到如此安樂境界的方法，就在淨土法門旦

暮口稱的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之中。 

人類的一切痛苦不幸，皆根源於生死無明，而表現為無常流轉；人類的

究竟幸福快樂，即是豁破無明—— 無量光，永超生死—— 無量壽。而達

致此種境界的途徑，就是歸命阿彌陀（無量光、無量壽）佛，口稱彼佛名

號。 

淨土法門不僅為人間所需，人間可行，它還保證了這種需要及行為合於

真理，於自於他，於國於民，於現在於未來，於今生於永劫，都有著切實、

圓滿、究竟的利益；而絲毫沒有自與他、現在與未來之間的利益衝突。 

茲從自身、他人、家國世界，三方面來說明淨土法門的人間利益。 

① 淨土法門於自身的利益。 

廣說無量，束為二端，現世利益與當來利益。 

現世利益十一： 

1彌陀住頂。2佛光護身。3諸佛護念。4菩薩相隨。 

5冥眾護持。6消除罪障。7增長福慧。8離諸厄難。  

9能得壽康。10將獲善終。11入正定聚。 



當來利益有四： 

1斷除輪迴。2往生淨土。3成就佛果。4廣度眾生。 

以上共十五種益。佛祖誠言，的的不虛；古今實事，明明見證。順便一

說，有人以為淨土念佛，無益現世，那是大大的誤解。 

② 淨土法門於他人的利益。 

凡自身可得之利益，至誠念佛迴向他人，他人亦皆可得之。廣說無量，

略舉一二。如父母念佛，子女免難；子孫念佛，先亡超升等。 

又，只要往生，就能成佛，成佛即能廣度眾生；自利利他，究竟圓滿。 

③ 淨土法門於家、國、世界的利益。 

廣說無量，今反顯其要。小而家庭、團體，大而社會、國家，世間一切

紛爭衝突，莫不因為利益相爭而起，也莫不因為我人的眼睛唯局在小小地

球之上，思想唯限在短短的一生之間，所謂：「石火光中，一爭長短；蝸

牛角上，一決雌雄。」如能行淨土念佛，慕十萬億程之黃金國土，願無量

億劫之自在身心，則世間之財色五欲，避之唯恐不及，而當今世界纏繞人

類最嚴重的核武、地區戰爭、能源危機、環境污染、恐怖、暴力、色情、

毒品等問題，也都將消之於無形。 



如《無量壽經》說： 

佛所遊履，國邑丘聚，靡不蒙化。 

天下和順，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起。 

國豐民安，兵戈無用。崇德興仁，務修禮讓。 

這是多麼令人嚮往啊！ 

淨土法門，人人可行，行之於自、他、家、國、世界，皆有圓滿實益。 

機教相應，利益無窮。此是淨土法門第三重人間特質。 

四、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使命 

佛教在現時代如何發展？前人從諸經中汲取營養，從傳統中得到啟發，

提出人間佛教的思想，並在現實中作出了積極的嘗試和有益的探索。 

廣大淨土行人，倚法門之優勢，懷彌陀之慈悲，更應當有捨我其誰的擔

當，視人間佛教為我本有之使命。 

1.歷史的定位 

佛教向來注重契理契機的發展，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的文化、傳統、

國民性交融匯合，至隋唐時期終於綻開中國大乘八宗的燦爛之花，此後傳

承相續，利益無邊眾生，無不曲順當時的時代、眾生。 



迄宋以降，諸宗法門漸漸衰落，最後皆潛融於淨土法門之中，獨有淨土

一門，巍然壯大，歷久彌新。如果從法門的佛教特質與人間特質兩方面來

分析，諸宗法門與淨土法門，都是釋迦牟尼佛的一味真教，都是教導眾生

出世解脫、究竟成佛，也就是說其佛教特質完全相同；但由於諸宗法門不

如淨土法門普遍、持久地適應於任何時代、任何眾生，即因法門人間特質

的差異性，導致最終出現「諸宗悉衰，淨土獨興」的局面。可見，法門的

人間特質對於法門的興衰存亡是如何地重要！ 

歷史已經證明，淨土法門能普遍、持久地適應於任何人世間，今天，隨

順社會的進步，要高揚人間佛教的精神，淨土法門必然要擔當自己的責任。

2.現實的定位 

雖然缺乏詳實的統計資料，但依筆者多年的觀察，具有了生死觀念的正

信佛教徒當中，百分之九十幾以上都是求生極樂世界。 

不論僧俗，日常修持，多迴向極樂； 

不論何宗，臨終助念，必唱誦彌陀。 

乃至為自為他，以求消災免難，癒病健康，子孫賢孝，先亡超升者，要

皆不離阿彌陀佛。 

寺院叢林的圍牆，千篇一律地赫然寫著「南無阿彌陀佛」名號。 

日常早晚課，一律少不了誦《阿彌陀經》，念阿彌陀佛。 



師傳弟子，一定告以老實念佛。 

各大寺院，必設念佛堂，必打念佛七。 

各居士團體，清一色的念佛堂、念佛組。 

佛教徒彼此見面，招呼、告別，必冠以「阿彌陀佛」。 

小孩子見到僧人，必呼「阿彌陀佛」。 

世人想到佛教，第一印象必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的淨土法門，已經融入到現實人間的每一個角落，而貫穿於我

人生死的每一個環節。民國時期的太虛法師說：一句阿彌陀佛，代表了整

個中國佛教。 

如果缺乏了淨土法門的滋養，如果沒有了淨土行人的參與，可以說，所

謂的人間佛教將同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從如此現實出發，人間佛教的弘揚，也就必然地成為廣大淨土行人所要

肩負的使命。 

3.比喻的說明 

個人、世間，恰如密封的鍋爐。人類的貪瞋煩惱如熊熊不熄的爐火，世

間法律、道德的維繫如鍋爐的外壁，人就是爐膽中的水。 



現今時代，科技高速發展，一方面人的創造力得到極大發揮，另一方面

種種物欲的貪求也日益膨脹，各種衝突危機日益加劇，良心約束日見削弱，

道德價值日見淪喪。如同密封鍋爐，下面爐火越燒越烈，外層爐壁越見剝

蝕，裏面開水沸騰，蒸氣壓力越來越大，整個鍋爐面臨著隨時爆炸的危險。

現實所見，越來越多的人不堪巨大的壓力而自殺，整個世界像一個一點就

著的火藥桶；情況正是如此啊！ 

有識之士，無不憂心於此。所以呼籲完善法律、提升道德、加強對話、

尋求合作，這如同加固爐壁；開展文化娛樂、修身養性、陶冶情操，這如

同向爐壁吹風敷冷，散熱降溫。這些在一定的範圍內雖然都有其效，但非

根本解決之道。 

若以佛教通途法門而言，能熄貪瞋之火，能契無生之證，則外火既熄，

內水澄凝，了無壓力可得，自是解決的門徑。但現世凡夫，無人可行，則

雖是一門，其門已閉。 

佛教淨土法門叫人情厭娑婆，欣求極樂，如同爐底撤火，爐頂開孔，即

雖貪瞋火未熄，智慧水未凝，而能迅速解壓，安樂無憂。 

現世淨土行人，內心雖也沒有熄滅貪瞋的火焰，但由於他對貪瞋造成自

身及他人、家國及世界種種痛苦不安，有深切的體認，所以他已經根本厭

棄了，再也不願隨著個人的欲望而與自己、他人及周遭世界發生激烈的衝

突，因為那樣只會令自他更加痛苦。從根本上來說，他對這個世界無所求，

無所追逐，無所愛，也無所恨，好壞無所執取。他已經放下了，他的心已

經平淡，已經清涼，他以安和的眼睛看著自己、看著他人、看著周遭世界，



他想：我能為他人真正做點什麼呢？這就好像爐底之火移出爐外，溫暖他

人。 

淨土行人，他的心已經安住在十萬億國土之外的極樂淨土，在那裏獲得

歇息，獲得安慰，獲得能量。他的眼也看向那裏，他已經不屬於這個世間，

他不想佔有此世的一草一木，他是另一世界的人。好像即將調任遠方的人，

已不屬此，他會真心地說：「曾經多多得罪大家，非常抱歉，請多多原諒！

在我走之前，還能為各位做些什麼嗎？」行將就亡的人，想到一生傷害了

許多人，他會覺得很慚愧，而起真實懺悔；想到一生得到那麼多人的好處，

他會感到很過意不去，而生真心感謝。他要說：「我要去了！謝謝各位！

並請原諒！祝福你們！」欲求淨土的人，就是以這樣感恩、慚謝、謙卑的

心，對待周遭的一切。他的心和平不暴，慈悲有容，謙卑善讓，寂靜有喜。

所有的煩熱苦惱、緊張壓力，通過「南無阿彌陀佛」的管孔，釋向廣大的

淨土空間，在佛光的映照下，現為彩雲祥瑞，莊嚴無盡虛空。 

阿彌陀佛淨土法門，對於人內心之緊張壓力，世間之一切危機衝突，正

如密封鍋爐的減壓設置、安全閥。它把我們的心導向清淨莊嚴、光明和平

的淨土，由此而舒緩此界的種種苦難，獲得究竟的安樂。 

煩熱苦惱、紛爭衝突的人世間，需要慈悲清涼、和平莊嚴的佛教以安慰

與拯濟。智慧光明、寂靜喜樂的佛教，本來就是為了破除人世間的迷暗，

而施以永恆的安樂。 

而這不正是淨土法門的使命嗎！ 



五、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實踐 

淨土法門的人間佛教實踐，必須建立一個根本的認識，而針對現實，可

有七項具體要求。 

1.一個根本認識 

淨土法門以其本具的特質，法爾自然地即為究竟圓滿的人間佛教。大力

弘揚淨土法門，即是根本落實人間佛教。 

淨土法門，直暢如來出世度生之本懷，普契群生厭苦求樂之願求；三根

普被，利鈍全收；遍一切人無不可行，貫未來時無不得證；不廢世間產業，

達成出世妙果；現世安穩利樂，未來永出輪迴；以決定往生心，行人間菩

薩道；自他等益，世界同光。探其立教之源，考其弘傳之跡，在在顯示了

其「人間所必需、人間可實行、人間有大利」的人間佛教特質。 

我們只要把握淨土法門的真義，循著往聖前賢的足跡，在現實人間大力

弘揚淨土法門，蔭熱惱世間以清涼慈雲，雨饑渴眾生以不死甘露，即雖不

冠人間佛教之名，而為行人間佛教之實，是即為人間佛教之根本落實處。 

2.七項具體要求 

一、建立以淨土法門為主導，諸宗法門為輔助，一音百合，共同推進人

間佛教事業的格局。 



二、加強「念佛圓滿現當二益 ❷，淨土法門關注現實人生」的宣傳，導

正人們關於淨土念佛「只求來生，無益現世」的誤解。 

三、弘揚「現生業成」❸、「正定之業」❹的淨土教義，現生即可達成

往生決定，不必等待臨終；導正人們關於淨土法門「往生必須臨終才能決

定」的偏見。 

四、刪繁就簡，捨難取易，弘揚「一向專稱」的淨土根本行，普契繁忙

工商時代之群機，消除人們「必須勇猛精修，以求心無妄念，不然不能往

生」的恐懼。 

五、引導廣大淨土行人，以決定往生心，行世間菩薩行，莊嚴國土，利

樂有情，普結淨緣，同歸極樂。 

六、引導世人，深信因果，敦守倫常，點滴諸善，迴向極樂，究竟解脫，

圓滿菩提。 

七、普與世間一切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文化的、科學的、道德的、

宗教的等善行力量合作，共同扶持人心向善、向淨，共挽劫運，共創未來。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人間佛教，從我做起。 

知不能一時普及於世界，先求普及於一國； 

知不能普及於一國，先求普及於一方； 

知不能普及於一方，先求普及於一家； 



又不能普及於一家，必先落實於自身。 

由身而家，由家而國，潛轉劫運，默移世風。 

從一至十，由十而百，輾轉勸化，利益無窮。 

一人往生，一人不退；十人往生，十人成佛。成佛則遍九界機，攝十方

界，無不自在；而不忘本處，迴入娑婆，必以人間為先，因人道眾生最堪

修持正法故。即以佛教化人間，將見人間佛教化；即五濁剎土，現七寶蓮

池；偕九品善惡，入一真不退。是又何難！ 

偈曰： 

當厭生死苦  當求生極樂 

念佛必得生  人間真佛教 

（二○○六年一月十八日  釋淨宗） 



註： 

❶ 定散二善。定心所修之善，與散心所修之善。一切世間的、佛教的善

行，不出此二。善導《觀經疏》〈玄義分〉曰：「定即息慮以凝心，散即

廢惡以修善。迴斯二行，求願往生也。」 

❷ 現當二益。現世的利益，與當來的利益。 

❸ 現生業成。現生之時，往生之業事已經成辦，不必等待臨終。曇鸞《往

生論註》上曰：「言十念者，明業事成辦耳。」 

❹ 正定之業。決定往生之業，行此行業，往生必定，毫無不定。善導《觀

經疏》〈散善義〉云︰「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

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  



中華淨土宗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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