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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隋唐盛世  善導示現 

中國淨土教的大成者彌陀化身的善導大師，出生於隋朝大業九年(六一

三)，往生於唐朝永隆二年(六八一)，春秋六十九。亦即隋煬帝之時出生，

歷經唐高祖、太宗的時代，於高宗之時往生。其活躍於[自信教人信」的

正是唐朝國運極為鼎盛的太宗、高宗時代。而大師出生之前統一天下之隋

文帝時代，佛教正以旺盛之勢在復興著；文帝頒下「佛教治國策」、「佛

教興隆策」、「天下佛寺復興詔」等，全國幾乎成為佛教化。在佛教信仰

如此澎湃的時代中，大師從無量光明的淨土應化而來，高舉念佛成佛的旗

幟，指引眾生，導歸極樂，圓滿佛果。 

二 青年立傳  光芒初現 

善導大師的傳記文獻頗多，中國與日本約有二、三十種，可見大師在佛

教史上地位之崇高與影響之深遠。其中最早的是唐朝道宣律師所著的《續

高僧傳》，其次也是唐朝的文諗大師、少康大師共纂的《瑞應刪傳》；此

外大多是後人站在讚揚的立場所記述的，這當然有其意義，但在歷史上的

價值比較低。善導大師的事蹟可資參考的基本性資料有四種傳記、六種碑

文，簡列如左： 

一 傳記： 

（一）《續高僧傳》第二十七卷、第十釋會通傳(附善導傳) 
唐 道宣 撰(西元六四五) 



（二）《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刪傳》第十二善導傳 
唐 文諗、少康 共錄(西元八○五) 

（三）《淨土往生傳》卷中第十五善導傳 
宋 戒珠 撰(西元一○六四) 

（四）《新修往生傳》卷中第廿五、廿六善導傳、善道傳 
宋 王古 撰(西元一○八四) 

(《類聚淨土五祖傳》所引，《大正藏》八十三冊一五七頁) 

二 碑文： 

（一）唐慈恩寺善導禪師塔碑     京兆金石錄 

（二）唐慈恩寺善導和尚塔銘     同 

（三）龍門大佛像龕記           金石萃編第七十三 

（四）隆闡大法師碑銘           同第八十六 

（五）淨業法師靈塔銘           同第七十五 

（六）光明寺慧了塔銘           金石續編第五 

道宣律師生於隋朝開皇十六年(五九六)，長於大師十七歲；人尚在世，

時又青年，而南山律的開祖道宣律師於其《續高僧傳》中便已就其所聞的

預先為大師寫下眾所讚揚的事蹟，雖然僅有簡短的一百二十三字，但大師

的偉大，已現端倪。 



三 俗姓朱氏  籍貫山東 

大師俗姓朱，山東省臨淄縣人(一說安徽省泗縣)，年少出家，師事密州

之明勝法師，鑽研《法華》、《維摩》等大乘經典。 

密州在山東省諸城縣，距臨淄縣不遠。明勝法師是三論宗學匠，與開創

三論宗之嘉祥大師吉藏同為法朗大師的高弟。 

四 隋末唐初  教界盛況 

若從當時佛教界的盛況而言，此時嘉祥大師詔入帝都長安之日嚴寺宣揚

三論；嘉祥大師寂於武德六年(六二三)，善導大師出生之頃，正是嘉祥大

師在長安極為活躍之時。 

又天臺宗之開創者智顗大師六十歲往生之時是開皇十七年(五九七)，是

善導大師出生之前的十六年，之後的天臺宗由其弟子章安大師灌頂在極力

弘揚。 

淨土教方面，大業五年(六○九)四十八歲時歸入淨土教的道綽禪師，正

以山西太原為中心地域，傳播念佛種子，聲名遠播，七歲之童皆知念佛。 

又西天取經，歷經十六年之大旅行，翻譯出所帶回的龐大經典，留下不

滅功績的玄奘三藏，早生於大師十一年；大師與三藏大約同時代活躍於帝

都長安。 



五 見相願生  其來有自 

大師曾經看到「西方變相圖」，大為震撼，便生欣慕淨土深願往生之情

而讚言：「何當託質蓮臺，棲神淨土。」所謂「西方變相圖」，是描繪西

方阿彌陀佛之淨土莊嚴的圖畫，「變」即是轉變，將極樂淨土之相轉變為

圖畫，以令人觀賞，啟人欣慕。大師一見「西方變相圖」便大為感動，欣

求淨土之深切願心，始終不二，始終一貫，可見大師宿善之厚，其來有

自。  

六 深歸觀經  親證三昧 

大師到了二十歲受具足戒後，與妙開律師共看《觀經》，悲喜交歎地說：

「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定超生死。」 

《觀無量壽經》在隋唐之初是最受歡迎的經典之一，不只為淨土教家所

尊重，也普遍受到佛教界全體的敏銳注目，演講、讀誦此經的可說是所在

多有。 

就「時」與「機」的痛烈反省，亦即自覺末法之時，則宣說救度罪惡生

死凡夫之教法的這一部《觀經》之廣受重視與喜愛是極其當然的。 

《新修往生傳》如此記載：「後遁跡終南悟真寺，未逾數載，觀想忘疲，

已成深妙；便於定中，備觀寶閣、瑤池、金座，宛在目前。」 

終南山在帝都長安之南，而悟真寺則在終南山之藍田縣，係隋朝開皇年

間淨業法師所創建，後來有保恭、慧超、法成等法師相繼住錫，他們都修



持淨土法門，故悟真寺可謂信仰淨土的實踐道場。而大師二十幾歲便親證

三昧，古今高僧，少出其右。 

七 訪師求道  徹悟真髓 

唐貞觀年中，大師二十餘歲，初聞道綽禪師在晉陽開闡淨土宗風，乃不

遠千里，從而問津。對於大師的來訪，道綽禪師心中很歡喜，知道眼前這

位青年行者將是自己的後繼者，因而為其徹說彌陀本願與《觀經》真義。 

《觀經》的真髓精神必須以《大經》解釋始能顯明，亦即十三觀的觀佛

三昧是所捨的，唯有信願稱名的念佛三昧才是一切三昧中王。大師在道綽

禪師的指導之下，一切疑問當下冰解而體悟《觀經》的奧義。 

如是親蒙面授《觀經》幽意，徹悟淨土真髓，深歸彌陀本願，成為道綽

禪師門下面授之傑出弟子。 

道綽禪師繼承曇鸞大師的宗風，唯信彌陀救度，唯念彌陀名號；一生中

敷演《觀經》兩百遍，其化風之盛，名高一世，帝王敬仰，庶民齊歸。 

八 二河白道  告白信心 

依據《新修往生傳》記載，大師訪道綽禪師時，正逢玄冬之首，寒風凜

凜，旅途重重，風飄落葉，填滿深坑；乃入中安坐，一心念佛，不覺已度

數日，忽聞空中有聲音說：「可得前行，所在遊履，無復掛礙。」於是忘

疲出坑，至道綽禪師之玄中寺。 



之後大師註解《觀經》，以「二河白道喻」守護念佛信心，曾記述無人

空曠之荒野踽踽獨行，令人感受到那時絕處逢生的體驗。 

九 徑路修行  唯在念佛 

有關大師參謁道綽禪師的經過，《續高僧傳》簡略地說：「近有山僧善

導者，周遊寰寓，求訪道津，行至西河，遇道綽禪師，唯行念佛，彌陀淨

業。」 

大師所住之悟真寺與道宣律師所住之豐德寺同在終南山，故言「山僧」。

唯行念佛，必生極樂，因為仰仗的是彌陀大願業力之故。故大師有名的〈勸

化偈〉云： 

漸漸雞皮鶴髮  看看行步龍鍾 
假饒金三滿堂  難免衰殘老病 
任汝千今快樂  無常終是到來 
唯有徑路修行  但念阿彌陀佛 

「但念阿彌陀佛」即是「唯行念佛」，即是「徑路」，「修餘行業，迂

僻難成。」在此可知大師之念佛宗風，乃受教於道綽禪師，而道綽禪師則

傳承自曇鸞大師。 



十 至誠念佛  行持勤篤 

大師之遇道綽禪師，如魚得水，親蒙瀉瓶之教；至貞觀十九年道綽禪師

八十四歲(六四五)往生之後，又回到悟真寺，時大師三十三歲。 

被仰為親證三昧之聖者善導大師，日常行持甚為勤篤，其具體情形，《新

修往生傳》這樣地記載： 

入堂則合掌胡伽，一心念佛，非力竭不休； 
乃至寒冷，亦來流汗，以此相一，表於至誠  
三十餘年無別寢以，不暫睡眠；除洗浴外不曾脫衣  
護持戒品，纖毫不犯，未嘗舉目視女人  
尊敬一切人，乃至沙彌亦不受禮  

絕意名利，遠諸戲笑  
所行之以，爭申供養； 
飲食衣服，四事豐饒，皆不自入，並將迴施； 
好食送大廚供養徒眾，粗惡自食  
乳作醍醐，皆不飲噉  
諸有嚫施，用寫《阿彌陀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幅  
任壞寺及壞塔，皆悉修營  
燃燈續明，每歲不絕  
三衣瓶缽，不使人持洗，始終無改  
每自獨行，不共眾去；恐休世事，妨修行業  



由此可知大師律己以嚴，待人以寬，而又慈悲心切，所到之處，皆蒙其

恩。故《隆闡大法師碑序》讚仰大師之德風而言：「慈樹森疏，悲花照

灼。」 

十一 一聲佛號  一道光明 

大師念佛之精至，達到口念阿彌陀佛一聲，即有一道光明從其口出，百

聲千聲，光出亦然，所以後世或稱終南大師(因住終南山故)，或稱光明和

尚(因口出光明故)。 

十二 較量念佛  佛像放光 

又，大師在西京寺內，曾與金剛法師較量念佛的勝劣，大師發願說： 

「准諸經中，世尊說念佛一法，得生淨土，一日七日一念十念阿彌陀佛，

定生淨土，此是真實不誑眾生者，即遣此堂中二像總放光明。若此念佛法

虛，不生淨土，誑惑眾生，即遣善導，於此高座上，即墮大地獄，長時受

苦，永不出期。」遂將如意杖，指一堂中像，像皆放光。 

(唐道鏡、善道《念佛鏡》) 



十三 寫經十萬  變相三百 

大師不愧是彌陀化身，其教化活動，可說不可思議，完全以超人的魄力

在推進，據《續高僧傳》及《瑞應刪傳》說：「寫《彌陀經》十萬卷，畫

淨土變相三百幅；士女奉者，其數無量。」 

亦即書寫《阿彌陀經》分贈有緣四眾，其數達十萬卷，並以畫相令人欣

慕，所以士女奉者，「其數無量」。 

現在日本京都龍谷大學圖書館收藏了一本大師親自抄寫的《阿彌陀經》，

此書是一八九九年大谷探險隊在中國的吐魯番所發掘。大師之真蹟竟然流

布到西域地方，其教化之廣，令人驚歎。 

而《新修往生傳》云：「續至京師，激中四部弟子，無問貴賤，彼屠沽

輩亦擊悟焉。」 

亦即大師進入京師長安，廣度民眾，傳授淨土法門，激發四部弟子，無

問貴賤，甚至屠沽之輩，亦深受感化，悔改念佛往生。 

十四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佛祖統紀》卷二八如此記載： 

唐朝，長安，京姓。本為屠夫，因善導大師勸人念佛，滿城斷肉。京嫉

恨之，持刀入寺，興殺害意；善導大師指示西方，現淨土相。京即迴心發



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眾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 天

童即其識神）。 

彌陀救度  隨時存在  隨地存在  毫無條件 

不論緇素  不論善惡  剋念願生  立即得生 

亦知大師  悲心感人  德人睹面  惡念全消 

十五 厭穢欣淨  捨身往生 

長安之道俗男女，受感化而歸向淨土者甚眾，且在大師「厭離穢土，欣

求淨土」的殷勤教化之下，受到熱烈感化而「捨身往生」的信者，時有所

聞，《續高僧傳》說： 

時在光明寺說法，有人告導言：「今念佛名，定生淨土不？」導曰：「定

生定生。」其人禮拜訖，口誦南無阿彌陀佛，聲聲相次，出光明寺，上柳

樹表，合掌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事聞臺省。 

「臺省」即是當時的中央政府，這是道宣律師親聞所記；而《新修往生

傳》更說： 

京華諸州，僧尼士女：或投身高嶺，或寄命深泉，或自墮高枝，焚身供

養者，略聞四遠，向百餘人。諸修梵行，棄捨妻子者；誦《阿彌陀經》，

十萬至三十萬者；念阿彌陀佛，日得一萬五千至十萬遍者；及得念佛三昧、

往生淨土者，不可知數。 



不論帝都，不論地方，僧俗男女，投身斷命，甚至燒身供養，總共超過

一百人。 

大師感化之偉大一至於此，則其盛德難以形容，在整個中國佛教史上，

可說超群拔萃，少出其右，故《瑞應刪傳》言：「佛法東行，未有禪師之

盛德矣！」 

見此令人想到《觀經疏》<定善義>言： 

歸  去  來，魔佛不可停， 
曠劫來流轉，六何盡皆經； 
到以無餘樂，唯聞愁嘆聲， 
丘此生平後，入彼涅槃城  

大師對時代之濁惡與人心之罪障，在極其深邃的洞察之後而吐露出這樣

的痛烈心情。 

十六 以訛傳訛  誤傳捨身 

由於當時「捨身往生」的事蹟頻傳，因而善導大師之其他傳記也有大師

捨身往生的傳說，然而這是誤讀前面所引《續高僧傳》之文，此文宋朝戒

珠之《淨土往生傳》、王古之《新修往生傳》等誤傳為大師捨身往生；雖

非正確，但由此可知當時願生西方之熱切。 



又善導與善道《新修往生傳》作二人說，然這並非二人，也是從同一人

的傳記誤傳而來的。 

十七 慈恩寺碑  紀念大師 

大師法化甚廣，因而在長安市區所住過的寺院除了「光明寺」之外，有

名的「慈恩寺」及「實際寺」也是長期弘化的地方。 

慈恩寺是名滿天下的玄奘三藏住錫之處，三藏在此譯經院完成了翻譯佛

典的不朽金字塔，然而此寺有兩座紀念大師的碑文： 

一、唐慈恩寺善導禪師塔碑 永隆二年(六八一) 

僧 義成 撰 李振方正書 

二、唐慈恩寺善導和尚塔銘 大中五年(八五一) 

僧 志遇 撰並書 

可惜這兩座碑文失傳，否則對大師的事蹟會更清楚、更瞭解。 

此慈恩寺建立的由來與道綽禪師略有因緣，亦即道綽禪師專事淨土的念

佛高風非常受到高宗之母文德皇后的仰慕，而皇后於貞觀十年(六三六)去

世；到了貞觀二十二年(六四八)，為母作功德之故，當時還是皇太子的高

宗便在帝都興建慈恩寺。其落成法會時，詔迎全國五十位高僧，大師便是

被敕選的其中一人。 



進出長安的大師也時時居住慈恩寺弘傳淨土法門，而感化之深，功勳之

隆，致使後人一而再地為其樹碑，永貽懷念，長存崇仰。 

十八 龍門大佛  奉敕監造 

有關居住「實際寺」的事蹟有二種資料： 

一、「隆闡大法師碑」，亦即「大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奉敕贈隆闡大法

師碑銘」(金石萃編卷八十六、唐四六)，此碑銘內容，係敘述大師弟子懷

惲法師的出家事緣，其碑文云： 

高宗總章元載，⋯⋯時有親證三昧大德善導闍黎，⋯⋯雅締師資。⋯⋯ 

碑文記述懷惲法師(原為世爵子弟)落髮出家，係由大師為其主持剃度儀

式，時為唐高宗總章元年(六六八)。 

二、「河洛上都龍門之陽，大盧舍那像龕記」的碑文，世界馳名的洛陽

「龍門大佛」是高宗皇帝發心，皇后武氏出錢所建造的，而奉敕監造的即

是善導大師。當時大師住錫「實際寺」，故此碑文如此記載： 

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皇后武氏助脂粉錢二萬貫，奉敕檢校

僧西京實際寺善導禪師。⋯⋯至上元二年乙亥十二月三十日畢功。 

上元二年(六七五)大師六十三歲，碑文有「西京實際寺善導」之語，可

知大師此時是常住在此寺佈教的時期，因當時實際寺住持即是大師弟子懷



惲法師。此亦可知大師博學多才，於佛教藝術造詣之深，至於上達天聽，

為皇帝所倚重。 

十九 湖北襄陽  傳授勝行 

大師弘化與日增盛，不僅遍及山西、河洛，且南至湖北襄陽。《大唐西

域求法高僧傳》卷下記述義淨三藏所言云： 

苾芻貞固律師者，……復往襄州，遇善導九師，受彌陀勝行  

淨土宗念佛法門的傳佈受到義淨三藏的注目，且讚揚為「勝行」，可知

此法的殊勝，及大師法化之盛、辛勤之勞。 

二○ 造疏感夢  楷定古今 

在長安期間，大師為了糾正當時教界對《觀經》的錯解，乃撰著《觀經

疏》(亦稱四帖疏)四卷，撰寫之前，於佛前標心結願，請求靈驗；當夜即

見聖境，諸佛菩薩現前。自此以後，每夜夢中，常有一僧而來，指授玄義

科文，既了更不復見。當《觀經疏》圓滿時，再度祈請，連續三夜，皆現

聖境。其狀具載於《觀經疏》第四卷，披尋便知。 

故後世以此疏謂之「彌陀傳說」，亦謂「楷定古今之疏」，珍重如經，

而大師亦被尊為「楷定古今之大師」。 



二一 預知時至  掩室長逝 

大師在帝都長安弘揚念佛法門，非常契應群機，緇素男女之歸依甚眾，

門前成市。往生前不久正於所住寺院中畫淨土變相，忽然催促，令速成就；

或問其故，大師回答：「吾將往生，可住三兩夕而已。」時間一到，忽然

示現微疾，掩室怡然長逝，身體柔軟，容色如常，異香音樂，久而方歇。

春秋六十九，時在永隆二年(六八一)三月十四日。 

二二 唐朝時代  三大葬禮 

由於大師德化，「信奉者其數無量，念佛聲盈滿長安」，故大師葬禮，

自必盛極一時。 

若據馬祖道一禪師的傳記，有「華嚴歸真於嵩陽，善導瘞塔於秦嶺，禮

視齋斬，人傾國城，哀送之盛，今則三之」之文，依此則善導大師的葬禮，

乃唐朝時代的三大葬禮之一。 

華嚴歸真於嵩陽之「華嚴」，即是華嚴尊者普寂大師，普寂大師之傳中

有「傾城哭送，閭里為之空焉」 

之文，准此推知善導葬禮當亦如是。 

此是盛德之自然感召，非藉人為之刻意安排；此可由《瑞應刪傳》讚言：

「佛法東行，未有禪師（善導）之盛德矣」印知其實。 



二三 信者無量  高弟三名 

大師擁有很多足可驚歎的信者，傳記說「士女奉者，其數無量」，因此

受業弟子當然也不在少數。其中最有名的有三位，即撰著《釋淨土群疑論》

的懷感(六八○頃)、懷惲(六四○~七○一)、淨業(六五五~七一二)。其中懷

感大師來不及寫完《群疑論》便已先行往生，而由其師弟懷惲法師續寫完

成。 

二四 長安南郊  建塔紀念 

長安郊外，南望終南山，北眺長安城，所謂臨水面山之佳地的神禾原，

一座十三層高的大塔偉然聳立雲霄，這便是奉安大師舍利的「崇靈塔」。 

師事大師十數年的懷惲法師，為紀念恩師之盛德，乃選此勝景建塔立碑，

並於塔側興建寺院，名「香積寺」，栽植神木靈草，四時供養不怠；此寺

由懷惲法師及其師弟淨業法師相繼住持。這些事蹟都記載於《隆闡大法師

碑》及《淨業法師靈塔銘》。然而世間無常，往昔甚為宏壯的寺觀，如今

偉容不在，唯此大塔淩越一千三百餘年的風雪，巍然獨立於田園中，彰顯

大師萬古不滅的遺德，頻添吾人歸依渴仰的遐思。 

二五 高宗皇帝  供千舍利 

據《隆闡大法師碑》記載當時香積寺的勝景而言： 



神木靈草，凌歲寒京獨也；葉暗仍明，逾嚴霜京靡悴  
豈直風高氣爽，聲聞進何之場；故亦臨水面山，菩薩全真之地  
重重佛事，窮鷲嶺之分身；種種莊嚴，盡崑丘之異寶  
但以至誠多感，人事冥資，故人遠降宸衷，令供舍利，計千餘二 

 
加以七下函事，隨此勝緣，百寶幡仍，令興供養  

由於善導大師的盛德及香積寺的感應，深獲高宗皇帝的崇敬，因而呈佛

舍利，「計千餘粒」予香積寺，並加以「七珍函笥」莊飾，同時又以「百

寶幡花」，供養道場。 

可知大師：生前悲心，下拯群萌；滅後餘德，上感宸衷。 

二六 則天皇后  頻臨淨剎 

由於大師在長安擁有眾多信徒，香積寺又供養皇帝所獻的法器、舍利子

等，故前來瞻仰、拜佛的人絡繹不絕，香火鼎盛。 

又據《隆闡大法師碑》記載： 

則天大聖皇后，承九元之之命，躡三聖之休。， 
七尚志想金園，情欣勝躅  
或頻臨淨剎，傾海國之名下； 
或屢訪炎涼，捨河宮之秘寶  



則天皇后登上皇位之後，仍然懷念香積寺，而「頻臨淨剎，屢訪炎涼」，

每次都「傾海國之名珍，捨河宮之秘寶」的大興供養。 

可知大師：塔留香積，長耀明燈；弟子繼德，宸遊頻臨。 

二七 王維題詩  過香積寺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 
古木無人徑，深山何以鐘  
泉聲咽危石，日色冷使松； 
薄暮空潭曲，安九制毒龍   

王維（公元七○○~七六一）字摩詰，盛唐開元進士，大詩人、大畫家

兼音樂家。其詩體物精微，狀寫傳神，清新脫俗，獨成一家。蘇軾讚其作

品：「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居士平生信佛，素服長齋，喜禪好淨，有

詩佛的美譽。 

這首「過香積寺」應是他晚年遊歷所寫，詩中的「雲峰、古木，深山、

鳴鐘，泉聲、危石，日色、青松，薄暮、空潭，安禪、毒龍」等，描畫出

當時香積寺的靜謐、安寧、幽邃、出塵、深不可測的優美脫俗景象，描畫

細緻生動，卻又毫無痕跡，渾然天成。 

王維這首「過香積寺」，益使善導、崇靈塔、香積寺，千古留傳，名揚

四海。 



二八 遺文放光  少康感悟 

到了中唐時代，貞元之初，另一淨土高僧，念佛佛從口出、世稱「後善

導」的少康大師(？~八○五)，參訪洛京白馬寺，見殿內文字累放光明，甚

感奇異，向前探看，乃是善導大師所作的《西方化導文》；少康大師一見

非常歡喜，便祝願說：「如果我與淨土有緣，惟願此文，再現光明。」祝

願才畢，果然光明再度閃爍，光中有無數化佛菩薩。少康大師深受感動，

當下立誓說：「劫石可移，我願無易矣！」 

二九 形像神變  化佛-囑 

於是少康大師立即前往長安瞻禮善導大師的影堂，大陳薦獻，乞願一見

善導大師，立時善導大師的遺像化為佛身，向少康大師說：「汝依吾教，

利樂眾生，同生安樂。」少康大師一聞，似有證悟。 

三○ 念佛出佛  善導再來 

少康大師兩度見文放光，遂深歸淨土，並立誓言：「劫石可移，我願無

易。」又見善導化現佛身而為說法，感應之奇，古今罕有；應化之妙，不

可思議；令人感悅徹髓、五體投地。 

經此證悟，乃起而自信教人信，自行化他，唯依善導；遂使男女老少，

一見少康，皆念佛號；所到之處，滿念佛聲。 



後於浙江睦州建淨土道場，集眾念佛，眾人見其念佛一聲，便有一佛從

其口出，十聲百聲亦復如是；與善導大師一聲佛號一道光明，前後祖師如

出一轍，是故時人稱為「後善導」，譽為「今彌陀」。 

北宋之佛學大家無為子楊傑，感伏於少康，深仰於善導，乃作《善導和

尚彌陀道場讚》，而以詩偈讚言： 

》峰壇級石嵯峨　十佛隨聲信不訛 
後善導依先善導　今彌陀是古彌陀 
一心正受超三丕　孤月澄九照萬波 
乘今若舟遊淨域　度生還亦到娑… 

三一 星曜東方  法然繼起 

寂京常照 星曜》方 法然繼起 宗風丕揚 
我作此偈 讚古讚今 南山》海 長亦明燈 

這兩行讚偈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前會長趙樸初大德對善導

大師及法然上人的部分讚詞。 

大師之後，在中國則有少康繼起，大力弘傳，人稱後善導。在日本則有

十二世紀被譽為智慧第一、尊為勢至應現的法然繼起，全依善導《觀經疏》

創立日本淨土宗，此書遂成為日本淨土宗的根本聖典。法然上人在他所著

的《選擇集》結文說： 



善導《觀經疏》者： 

是西方指南，行者目足； 
然則西方行人，必來下敬矣依 

同時大師也被尊奉為高祖，而法然則成為宗祖。現在日本最大宗派之淨

土法門，其各流各系，皆源出法然，而法然則全依善導。 

中國之善導在常寂光中，仍以智慧光，照曜東方，遂使日本之「法然繼

起，宗風丕揚；南山東海，長耀明燈」，照引群萌，淨土往生。趙樸老之

讚詞，誠可謂「讚古讚今」矣！ 

三二 本地彌陀  垂跡善導 

大師乃是阿彌陀佛化身，事載《西方略傳》；所以生前滅後，盛德靈異

不可思議。宜哉！獨得本願深旨，廣度念佛群萌。 

法然上人於其《選擇本願念佛集》之結文讚言： 

仰討《地者：四十八願之法上也，十劫正覺之唱，有憑於念佛； 
俯訪垂跡者：專修念佛之導師也，三昧正受之語，無並於往生  
《跡雖異，化導是一也  



三三 二祖對面  一脈相傳 

法然全依善導，絕對歸投傾倒於善導，崇拜景仰懷慕於善導，終於感得

善導大師於其夢定之中前來讚歎證明，並互相問答，這便是日本淨土門中

膾炙人口的「二祖對面」之典故。 

根據《夢感聖相記》《淨土隨聞記》《源空上人傳》等資料，法然上人

自言： 

予八閱(加五閱大藏)《觀經疏》。知「亂想凡夫，依稱名行，則乘佛願

力，必定往生彌陀淨土。」 
雖自身往生，已得決定；又欲普為眾生，弘通斯道；然時機難計，心懷猶

豫。 
一夜夢紫雲大起，遍覆四海；雲中出無量光，光中百寶眾鳥，翩翻飛散。 
時予陟高山，有一高僧，出於雲中，住立吾前；予即敬禮，瞻仰尊容。腰

下金色宛如佛身，腰上緇衣如尋常僧。 
高僧云：「吾是唐善導，汝能弘通專修念佛，甚為稀有，故來證之。爾來

弘法無塞，遍至四遠。」 
予伏請曰：「願淨土教門，面授口訣，將自信教人信。」 
和尚示曰：「善哉！喜哉！菩薩大聖，淨土教法，隨願授與。」 

超越時空，二祖會面於夢中，何異面授口訣、瀉瓶相傳乎！亦可謂中國

後善導者少康，日本後善導者法然；本國異域，一脈相傳。不禁讚言： 

唐朝善導和尚為彌陀化身，獨顯《願深意； 
日《法然上人是勢至應現，專弘稱名要行  



西方二聖，異國同傳念佛法； 
》土兩祖，先後共成淨土宗  

三四 佛教會長  敬撰讚詞 

凡夫入報，《願稱名，契法應機，廣度群萌  
大師功勳，亦古灼今，愈至末代，彌增仰憑  

全國政協前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前會長趙樸初大德，於公元一九八○

年，中日兩國佛教徒在兩國淨土宗的共同祖庭、復建之中的香積寺聯合舉

行紀念大師往生一千三百年的盛大讚仰法會上，以萬分崇敬之情，恭撰十

一行（每行四句）之讚詞，讚仰大師是「彌陀乘願再來」，應機宏闡淨土

法門，廣啟眾生正信念佛；並感服「龍門大佛」是「曠古神工」，致使人

天永遠尊崇。同時讚歎日本之法然深受善導智慧光的啟發，而創立日本淨

土宗，繼承了善導「本願稱名、凡夫入報」之淨宗正意，顯示善導法然，

異代繼承，兩國祖師，一脈相傳，其讚言： 

惟我大師　乘願再來　淨土法門　應機宏開 
五部九卷　妙宣深令　人於難信　廣生正信 
龍門大像　曠古神工　賴公檢校　人天永崇 
行願既圓　隨緣乘寂　千三百年　塔世香積 
寂京常照　星曜》方　法然繼起　宗風丕揚 
四色之蓮　七寶之樹　法音宣流　甘露普注 
善信億萬　同具至誠　六時佛號　千但祖庭 



爰五勝因　爰興盛會　憶念師恩　永矢弗墬 
伽代斯闢　塔波斯修　海潮迎像　天風送舟 
兩邦雲仍　俱會一以　永敦夙好　同遵祖武 
我作此偈　讚古讚今　南山》海　長亦明燈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年四月十四日 

趙樸初頂禮敬撰並書 

法然上人曾據《觀經》所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

之文寫了一首和歌： 

月光雖無以不照 
唯宿仰　者心中 

趙樸老一見，讚賞之餘，也有所感發地寫了兩首短詩和之： 

月光常普照 
只看有心人 

明月懸中天，大地無不照； 
但問有心人，飲受光多少  

可見兩國淨宗祖師，萬代崇仰；亦知樸老於淨土，是個有心人。 



三五 蓮池印光  傾心崇仰 

蓮池大師於其《往生集》深心感伏善導大師之巍巍高德而讚曰： 

善導和尚，世傳彌陀化身 觀其自行之精嚴，利生之廣博，萬代

京下，七人感中人之信心 設非彌陀，必觀音普賢之儔也；猗歟

大哉依 

印光大師於其《文鈔》極口讚仰善導大師之神通智慧而言： 

善導和尚，係彌陀化身 有大神通，有大智慧  
其宏闡淨土，不尚玄妙，唯在真切平實以，教人修持  
至於所乘專雜二修，其利無窮  
專修謂身業專禮，口業專稱，意業專念  
如是則往生西方，萬不漏一  
雜修謂兼修種種法門，迴向往生，以心不純一，故難得益； 
則百中乳得一二，千中乳得三四往生者  
此金口誠言，千古不易之鐵案也  

三六 善導所說  當作佛說 

印光大師於其《文鈔》又以梵唄唱讚而言： 



師當唐初，各宗盛行  
提倡淨土愜群情，佛力誰與京依 
若肯投誠，西方定往生  

又勸人應信「大師所說當作佛說」，而以偈讚言： 

世傳師是彌陀現，提倡念佛義周贍  
切誡學者來撝謙，兼使極力生欣厭  
解宜遍通一切法，行擇機不雙契幹  
念佛出光勵會眾，所說當作佛說看  

三七 智榮禪師  銘文崇仰 

宋朝智榮禪師，崇仰大師高德，乃於大師法像銘文讚言： 

善導阿彌陀佛化身 

稱佛六字　１即歎佛　２即懺悔　３即發願迴向　       ４一切善根莊嚴

淨土 

１但稱佛名，即是對阿彌陀佛最高無上之讚歎，天親菩薩《往生論》言：

「稱念佛名即是讚歎門」。 



２名號具德，一念能除八十億劫生死大罪，一念既爾，何況常念，即是

常懺悔人；大師《般舟讚》言：「念念稱名常懺悔」以明但念佛名自有懺

悔功能。 

３大師於<玄義分>言：「南無者，即是歸命，亦是發願迴向之義；阿

彌陀佛者，即是其行；以斯義故，必得往生。」是故但稱佛名，自成發願

迴向，必得往生。 

４彌陀因位萬行，果地萬德，皆悉攝在名號，因此六字名號，具諸善法，

攝諸德本；是故但稱佛名，自得一切善根，自成莊嚴淨土。 

三八、曇省律師  銘偈讚仰 

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一一六一)，曇省律師深仰大師高德，於大師法

像銘偈讚言： 

唐善導和尚真像　四明傳律比丘曇乃  讚 
善導念佛　佛從口出　信者皆任　知非幻仰 
是心是佛　人人具足　欲如善導　妙在純熟 
心池水靜　佛月垂影　業風起波　生佛殊迥 

紹興辛巳二月一日 



三九 善導示現  古塔古佛 

某師，甘肅人。二○○三年於甘肅天水麥積山一塊石頭上打坐，突然看

見天空中出現一座巍巍佛塔，卻沒有頂，塔上出現一尊彌陀古佛。下山後

欲往外地參學，便先到西安，下車後茫然不知何往。突然有一居士前來，

帶其前往香積寺，到了香積寺一見善導大師崇靈塔，方知當時空中所見佛

塔即此崇靈塔。此塔原有十三層，唯上二層以日久毀壞，塔頂不在。守塔

師父正好有事欲外出，故央其代為守塔十天。 

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有居士贈其《善導大師要義》等淨土宗善導

流教理之書，師欣然頂戴受持而言：「我與善導大師有緣。」 

善導大師乃彌陀化身，千載之後猶作如此靈現於今人之前，真是不可思

議啊！ 

四○ 善導大師  彌陀化身 

二○○八年四月某日上午，淨土宗重慶念佛會之劉天素居士依約前往李

沛鴻居士家，一者贈送淨土宗善導流的佛書，二者簡介善導大師的淨土思

想，盼其信受。 

正當劉居士表明重慶念佛會皆依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時，客廳的電視機

突然自動開啟螢幕，並出現彩色畫面，畫面中顯現「善導大師係彌陀化身」

等九個蒼勁有力的大字，停留幾分鐘後，隨即自然隱去。 



兩人面面相覷，深感驚奇，電視機何能不啟自開？畫面從何而來？九個

大字又如何出現？這豈非彌陀適時顯現靈異，證明善導大師確實是彌陀化

身，唯其淨土思想才是純正不虛，以啟發李居士的無上信心！ 

李居士逢此靈異，甚為感動的說：「真不可思議，我們都親自見證了這

一神奇的場面！」 

「善導大師係彌陀化身」與「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雙雙獲得法界不

可思議的印證，令人震撼無比、感動無量、信受無疑、法喜無盡，正如少

康大師言：「劫石可移，我願無易矣！」 

四一 夢見善導  歸入念佛 

湖南省常德市胡秋菊居士於二○○二年四十五歲時，有緣皈依佛門，然

不知為何學佛，於了生死、念佛往生淨土一概不知，由於常往寺院當義工，

故亦學會大悲咒、普門品、心經、灌頂真言等佛門一般功課，然並不常念

佛。 

某日夢見有人告其與唐朝有關，醒後不知此夢含意，唯默識於心。 

修學日久，漸知生死大事，亦知往生淨土之重要，然不知自己所修所學

能否往生，因而心懷不安，常乞求彌陀觀音能於夢中指點。 

二○○四年四月，夢見一棵菩提樹，樹上結滿菩提果，樹下很多古時之

人，身披古印度袈裟，告其於「二○○六年到長沙去」。醒後思惟：長沙

離常德約二百多公里，時間未到，路亦遙遠，姑且置之。 



二○○六年六月，復夢見一座高塔，塔邊有棵迎客松，有比丘尼告言：

「妳到長沙去，妳緣在長沙。」但因不知長沙何處有此高塔，遂仍置之。 

二○○六年八月，又夢見一座高山，山上有一寶塔，莊嚴無比，高聳雲

霄，從西飄來一位身披青衣古人，住其屋頂，空中傳來兩聲：「善導大師！

善導大師！」聞已便醒，然不知善導大師是誰，亦不知高山寶塔位在何處。

一個個神奇夢境，似有所啟示，唯總不解其意。 

二○○六年十二月，正好長沙開元寺有一比丘尼印悟師父有事回其俗家

常德，師與胡居士相識，遂邀胡居士相伴到開元寺。開元寺當家師宗信法

師贈予胡居士幾本淨土宗之佛書，胡居士接手一看，竟然是《善導大師法

語》，眼睛突然一亮，心頭為之一震，居然在此長沙開元寺得知善導大師！

打開書本，赫見善導大師崇靈塔，更為驚訝於此塔正是夢中所見之寶塔。 

至此，數年來前後幾個神奇夢境，一一得解。夢中有啟示也有引導，正

是要她專依鼎鼎有名的唐朝高僧，彌陀化身的善導大師之淨土思想，專念

佛名，必得往生。 

唐朝高僧，善導大師，彌陀化身，專弘淨土  
千百年後，七作乘現，頂禮善導，悲願無限  



四二 善導示現  合掌大佛 

有一青年，於二○一○年農曆九月十九日皈依三寶，法名道琮，時年二

十五歲。皈依後泛閱佛書，無善知識指導，於修學中不免有所困惑。二○

一三年正月時夢見善導大師示現合掌大佛，自記其夢言： 

「二○一三年正月十幾的某日夜裡，我整整做了一晚上的夢。夢中我和

母親一起散步，走著走著，不知不覺走到一個十分幽靜的地方。這個地方

是我從來沒有來過的，有陣陣的鳥語花香，但並沒有見到鳥和花；四周樹

木比較茂盛且蔥綠。走著走著，覺得地勢微微有點高了。此刻來到一走廊，

這個走廊就像是登布達拉宮的走廊似的。突然，在我和母親面前出現一尊

的巨大佛像，全身金色，猶如從天而降。這尊佛像猶如一座高山，可謂「佛

是一座山，山是一座佛」。這尊佛雙腿結跏趺坐，高坐紫金台；雙手合十，

嘴巴微笑而微張開。佛像頭部及胸部不時有縷縷白雲飄過，那雲薄如白色

輕紗，又如白色裊裊香煙。那紫金台呈千葉寶蓮狀，金色的花瓣一圈一圈

地旋轉⋯⋯我只能如實地描述當時場景，但遺憾的是，見到佛像的那種感

觸，還有周圍環境帶來的愉悅感，卻難以用語言描述出來。 

夢到這麼大的佛像固然神奇，夢醒之後我一直在想：這是哪尊佛呢？我

只見過菩薩雙手合十的像，從來沒見過佛合十的。 

九月一日上午，在一寺院遇到一位專修淨土宗的念佛人，他很熱心地向

我介紹善導大師的淨土教理，並送我ㄧ本《淨土宗十三祖師傳》，一經翻

閱，赫然發現當時所夢到的大佛，就在這本書裡面，原來就是善導大師的

塑像，現正供奉在西安的香積寺。 



春節夢見善導大師，這次偶然聽聞到善導大師的淨土思想，不可思議。

顯然我與淨土宗有緣，更與善導大師有緣，我完全信受！我一輩子將專修

淨土宗，專念彌陀佛，必生極樂國。 

（道琮居士敬述於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四三 集古賢文  讚十二德 

猗歟大哉！大師現法界之身雲，施普濟之妙用，高德巍巍，祖恩罔極，

豈鑽之彌堅、仰之彌高所能言乎！吾等愚拙，難讚萬一，否！不免有反污

聖德之虞；雖然，為獻讚仰之誠，敬集古德讚語，雖不及大海一粟，九牛

一毛，亦為竭此微忱而已矣。 

一、本地尊貴德　　二、至誠念佛德 
三、三昧發得德　　四、光從口出德 
五、造疏感夢德　　六、釋文降魔德 
七、楷定古今德　　八、廢立絕妙德 
九、化導盛廣德　　十、帝王歸敬德 
十一、遺文放光德　十二、形像神變德 

四四 五部九卷  本疏具疏 

大師之著作成為淨宗聖教的有左列「五部九卷」，尚有失傳的《阿彌陀

經義》，此書〈定善義〉出現二次，恰如《四帖疏》，是《阿彌陀經》隨

文解釋之疏。 



 

此五部之中，《觀經疏》(四帖疏)四卷謂之「本疏」，亦謂「解義分」；

其他四部謂之「具疏」，亦即「行儀分」。 

四五 當時教界  高僧年表 

曇鸞 四七六~五五四 

道綽 五六二~六四五 

善導 六一三~六八一 

真諦 四九九~五六九 

信行 五四一~五九四 

慧遠 五二三~五九二 

智顗 五三八~五九七 

吉藏 五四九~六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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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 六○○~六六四 

道宣 五九六~六六七 

賢首 六四三~七一二 

慧遠(淨影) 大經義疏 二卷觀經義疏 二卷 

智顗(天臺) 觀 經 疏 二卷彌陀經義記 一卷 

吉藏(嘉祥) 大經義疏 一卷觀經義疏 二卷 



附  錄 

一 《續高僧傳》之善導大師傳 

近有山僧善導者，周遊寰寓，求訪道津。行至西河，遇道綽師，唯

行念佛，彌陀淨業。 

既入京師，廣行此化。寫《彌陀經》數萬卷，士女奉者，其數無量。

時在光明寺說法，有人告導曰：「今念佛名，定生淨土不？」導曰：

「定生定生。」 

其人禮拜訖，口誦「南無阿彌陀佛」，聲聲相次，出光明寺門，上

柳樹表，合掌西望，倒投身下，至地遂死，事聞臺省。 

二 《瑞應刪傳》之善導大師傳  

唐朝善導禪師，姓朱，泗州人也。少出家，時見西方變相，歎曰：

「何當託質蓮臺，棲神淨土。」 

及受具戒，妙開律師，共看《觀經》，悲喜交歎，乃曰：「修餘行

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定超生死。」 



遂至綽禪師所，問曰：「念佛實得往生否？」師答曰：「各辨一蓮

華，行道七日，不萎者即得往生。」 

又東都英法師，講《華嚴經》四十遍，入綽禪師道場遊三昧，而歎

曰：「自恨多年，空尋文疏，勞身心耳；何期念佛，不可思議。」禪

師云：「經有誠言，佛豈妄語。」 

禪師平生，常樂乞食，每自責曰：「釋迦尚乃分衛，善導何人，端

居索供養！」乃至沙彌，並不受禮。 

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鋪；所見塔廟，無不修葺。 

佛法東行，未有禪師之盛德矣！ 

三 善導大師歷代傳記 

1.中國撰述 

唐高僧傳第二十七會通傳附 (唐道宣撰)  

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刪傳 (唐文諗與少康錄) 

念佛鏡 (唐道鏡善道共集) 

往生西方略傳 (宋遵式述)  

往生淨土略傳 (宋清月錄) 



淨土往生傳卷中 (宋戒珠撰) 

新修往生傳卷中 (宋王古撰)  

新編古今往生淨土寶珠集 (宋陸師壽撰) 

龍舒增廣淨土文第五 (宋王日休編) 

樂邦文類第三 (宋宗曉編) 

佛祖統紀第廿六第廿七 (宋志磐撰) 

蓮宗寶鑑 (元普度撰) 

往生集第一 (明袾宏集) 

釋氏稽古略第三 (明覺岸編) 

淨土指歸上卷 (明大佑集) 

諸上善人詠 (明道衍撰) 

淨土晨鐘第十 (清周克復纂) 

淨土聖賢錄第二 (清彭希涑述) 

2.日本撰述 

類聚淨土五祖傳 (源空編) 



善導十德 (源空述) 

善導和尚十德抄 (隆寬述) 

京師善導和尚類聚傳 (幸西編) 

淨土八祖列傳記纂上卷 (直勸纂) 

善導和尚行狀記 (諦忍撰) 

善導大師別傳註 (鐵空撰) 

光明大師別傳纂註 (癸翁撰) 

淨業圖記 (靈玄撰) 

淨土佛祖圖錄 (神洞撰海雲畫)  



四 善導大師年表 - 釋慧淨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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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印光大師讚善導和尚- 淨宗法師 整理 

1. 讚大聖不測德 

善導念佛，口出光明，乃大神通聖人  
善導大師之大聖人，神妙不測者  

(文鈔三編卷三，覆溫光熹居士書十) 

2. 讚彌陀化身德 

善導和尚，係彌陀化身，有大神通，有大智慧。 

(增廣文鈔卷一，覆永嘉某居士昆季書) 

善導，彌陀化身也。   

 (增廣文鈔卷一，覆永嘉居士書五) 

善導和尚，彌陀化身。(文鈔續編下《蓮宗正傳跋》民十八年) 

善導乃彌陀化身。    

 (文鈔三編卷二，覆沈授人居士書) 

彌陀化身，殆非虛傳；蓮宗二祖，萬代景仰。 

(增廣文鈔卷三《觀無量壽佛經善導疏重刻序》) 



3. 讚所說等佛德 

世傳師是彌陀現，提倡念佛義周贍。 

切誡學者須撝謙，兼使極力生欣厭。 

解宜遍通一切法，行擇機理雙契幹。 

念佛出光勵會眾，所說當作佛說看。 

(文鈔續編下《唐二祖長安光明善導大師讚偈》) 

4. 讚觀經四帖疏 

善導和尚《四帖疏》，淨業行者之指南針也。 

(增廣文鈔卷一，與徐福賢女士書) 

《善導疏》，契理契機，善說法要。 

(增廣文鈔卷三《觀無量壽佛經善導疏重刻序》) 

善導和尚《四帖疏》，唯欲普利三根，故多約事相發揮。 

台宗《觀經疏妙宗鈔》，諦理極圓融，中下根人，莫能得益；故不

若《四帖疏》之三根普被，利鈍均益也。 

(增廣文鈔卷一，與徐福賢女士書) 



5. 讚楷定專修德 

善導和尚，係彌陀化身，有大神通，有大智慧。其宏闡淨土，不尚

玄妙，唯在真切平實處，教人修持。至於所示專雜二修，其利無窮。

專修謂身業專禮，口業專稱，意業專念；如是則往生西方，萬不漏一。

雜修謂兼修種種法門，迴向往生。以心不純一，故難得益，則百中

稀得一二，千中稀得三四往生者。此金口誠言，千古不易之鐵案也。 

(增廣文鈔卷一，覆永嘉某居士昆季書) 

何座下自立門庭，不按佛祖之成規乎！ 

善導專修，身業專禮，口業專稱，意業專念。其證道也，非自力證

道之所能比也。 

(增廣文鈔卷二，覆法海大師書) 

善導疏《淨土三經》，力勸專修。 

(增廣文鈔卷二《廬山青蓮寺結社念佛宣言書》) 

善導雖疏《觀經》，實最重持名一行。 

(增廣文鈔卷二，覆崇明黃玉如書) 



善導乃彌陀化身，其所示專修，最吃緊。 

(文鈔三編卷二，覆沈授人居士書) 

6. 讚發明助念德 

此法(按：指臨終助念法)乃唐善導和尚所發明，謂平日不念佛者，依

此法助念，亦可往生。 

善導和尚，彌陀化身；是知此法，利益宏深。 

普願見聞，咸生正信；輾轉勸導，功德無量。 

(文鈔續編下《蓮宗正傳跋》民十八年) 

勿道向來做工夫，即向不做工夫之人，臨終果能聞善知識開導，及

他人助念，己隨之念，其左右眷屬善巧將護，不使其起情愛及瞋恨心，

皆可往生。 

(文鈔三編卷二，覆章緣淨居士書三)   

7. 讚弘超諸宗德 

師當唐初，各宗盛行。 

提倡淨土愜群情，佛力誰與京。 

若肯投誠，西方定往生。 

(文鈔續編下《唐二祖長安光明善導大師讚偈》) 



8. 讚化度普廣德 

善導在長安，少康在新定，念佛之聲，盈於道路；其往生者，當不

止百千萬億。 

(文鈔續編下《淨土經聖賢錄序》，民二十二年) 

善導少康，宏揚淨宗；閭巷道路，佛聲廣播。 

如唱秧歌，人人願聽；如傳聖詔，各各遵行。 

(文鈔三編卷三，覆淨善居士書) 

註：少康大師，人稱「後善導」。 

9. 讚至極慈悲德 

善導和尚專以平實事相法門，接引末世凡夫；不用觀心約教等玄妙

法門，其慈悲可謂至極無加矣。 

覺善導婆心，更加親切。 

(增廣文鈔卷一，與康澤師書) 

善導和尚云：「末法眾生，神識飛颺，心粗境細，觀難成就。是以

大聖悲憐，特勸專持名號。以稱名易故，相續即生。」誠恐或有不善

用心，致入魔境也。 

(增廣文鈔卷一，覆吳希真居士書一) 



《善導疏》不用諦觀等深意，但直釋經文，俾中下根人，易于趣入。

(增廣文鈔卷三《觀無量壽經善導疏重刻序》) 

善導法照，特闡蓮宗；普令凡夫，同出樊籠。 

末世眾生，斷惑匪易；唯此一法，堪為怙恃。 

(增廣文鈔卷三《佛化隨刊序》) 

10. 讚懸護萬代德 

善導，彌陀化身也。其所示專修，恐行人心志不定，為餘法門之師

所奪；歷敘初二三四果聖人，及住行向地等覺菩薩，末至十方諸佛，

盡虛空、遍法界，現身放光，勸捨淨土，為說殊勝妙法，亦不肯受；

以最初發願，專修淨土，不敢違其所願。 

善導和尚，早知後人這山看見那山高，渺無定見，故作此說。以死

盡輾轉企慕之狂妄偷心。 

  (增廣文鈔卷一，覆永嘉某居士書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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