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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1：-11【省庵大師】【實賢】（1686～1734）清代淨土宗僧。江蘇常熟人，

俗姓時。字思齊，號省庵。世代習儒，夙有出塵之誌。十五歲出家，經典過

目不忘。「自少不茹葷。出家後。參念佛者是誰。有省。曰：吾夢覺矣。掩

關真寂寺三年。晝覧藏文。晚課佛號。…然指佛前。發四十八大願。卒感舍

利放光。作《勸發菩提心文》。激厲四眾。」(《淨土聖賢錄》卷 6，X78,p.278,c)

「雍正十一年臘月八日。告弟子曰：明年四月。吾其去矣。遂掩關一室。日

課佛名十萬聲。明年四月十二日。告眾曰：月朔以來。再見西方三聖。其將

往生乎。遂書偈辭眾。明日斷食飲。斂目危坐。五更具浴更衣。十四日將午。

面西寂然。送者 A E麇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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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至。忽張目曰：吾去即來。生死事大。各自淨心念佛可

矣。合掌連稱佛名。遂逝。年四十九。」(X78,p.280,c-p.281,a) 

P.42：-7【中國、童真出家】《西方發願文註》卷 1：「問：古有發願來生。

生逢中國。長遇明師。正信出家。童真入道者。此復云何？答：在昔像教方

隆。人根尚利。明師易得。入道非難。縱現世未明。來生可望。故發此願也。

今則不然。佛法愈衰。人根愈鈍。邪多正少。退易進難。內障外魔。無人不

具。明師善友。希世難逢。但見出家滿地。未聞得道何人。累劫未成。後生

寧致。青公喆老。敗轍昭然。大集懸記。可為誠證(大集經云：後五百歲中

億億人修行。無有一人得道。唯依念佛法門得度生死)。乃有不知利害。妄

效古人。仍發此願者。過矣。且言中國。則孰如安養。言明師。則孰愈彌陀。

言出家。則孰若橫超三界。言入道。則孰若華開見佛。悟無生忍。不是之願

而願娑婆。我信是人誠為愚執。」(X61,p.517,c17-p.518,a5) 

P.43：1【離念靈知】《徹悟禪師語錄》卷 1：「堅實心者。即堅固真實之性。

乃離念靈知。純真心體也。今言唯心者。乃堅實純真之心也。」(X62,p.338,b13-15)

《大乘起信論》：「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虗空界。無所

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子璿《起信

論疏筆削記》卷 8：「心體真實。本自靈鑒。念相虛妄。從來闇昧。若心有

念。是謂闇昧。名為不覺。心既離念。則無闇昧。唯一靈知。名之為覺。復

言體離者。當知本無。以本無故。名為本覺。」(T44,p.341,c17-20) 

P.44：-5【印光大師】（1861～1940）清末民初淨土宗僧。俗姓趙。諱聖量，

號「常慚愧僧」。陝西郃陽（今合陽）人。少習儒學，喜研程朱之學，嘗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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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批老。後因病困頓多年（遭目失明，繼而猛省，轉研佛典，以至誠所感，

目疾獲癒），始悟闢佛之無知，乃棄理學家知見，皈投佛法。清‧光緒七年

（1881）至終南山，隨蓮華洞道純出家。翌年，於興安縣雙溪寺，從印海受

具足戒。爾後隱居終南山太乙峰。日夜念佛，專心淨土，兼讀佛經。十二年

（1886）入河北紅螺山資福寺念佛，以廬山慧遠為先範，故自號「繼廬行者」。

復轉錫北京龍泉寺、圓廣寺等剎。十九年（1893），浙江定海普陀山法雨寺

方丈化聞，入京請藏經，並覓管理藏經之人選。當時師獲佛界一致推荐，於

是化聞請師南下，居法雨寺藏經樓，任首座和尚，主理經藏。此間師仍日夜

稱念佛號，精勤不懈達二十年之久。民國元年（1912），《佛學叢報》刊行。

以徐蔚如、高鶴年二人向師索稿，師遂以「常慚」之名發表弘法文字，從此

即以文字攝化眾生，並弘揚淨土。民國六年（1917）徐蔚如刊行《印光法師

信稿》，翌年復刊《印光法師文鈔》。由於此二書陸續增補再版，師遂廣受

緇素兩界重視。民國七年，為募印「安士全書」而常至上海，遂駐錫太平寺，

各方投函請益者甚眾，師皆慈悲攝受。民國十一年（1922）後，師常居上海

太平寺。十七年（1928），於蘇州報國寺閉關，專修念佛行。二次大戰後，

隱居靈巖山。民國二十九年（1940）十一月四日，在大眾念佛聲中安詳西逝，

年八十，法臘六十。荼毘後，得五色舍利花及舍利珠無數。師與虛雲、太虛、

弘一諸僧，同為代表民國初期佛法的龍象。一生淡泊名利，克苦儉樸，以念

佛普利法門，誘掖眾生。恪遵「不當住持，不收徒眾，不登大座」三大行事

原則。曾修輯普陀、清涼、峨眉、九華等四大名山之誌書。又於吳縣復建靈

巖山寺，由真達和尚主其事，為我國淨土宗第一道場。常勸人應老實修持，

重視因果報應。對於淨土法門的弘揚，師用力最鉅，影響最深。民國以來之

佛教界，無人能出其右。師之著述甚多。在各種刊本中，以「佛教出版社」

所印行的《印光大師全集》精裝七冊（1977 年版），內容最為完備。～《中

華佛教百科全書》後有台中蓮社的校勘本發行。 

P.46：6【淨空】（1927～）安徽廬江人，俗姓徐。民國四十八年（1959）依

臺北臨濟寺白聖法師出家。五十年秋受具足戒。嘗從臺灣大學教授方東美研

究哲學；並親近章嘉大師、李炳南居士多年。先後執教於中國文化大學及各

佛學院。師辯才無礙，經常於臺灣、香港各地講經說法。民國六十八年，於

臺北創設華藏法施會，並附設視聽圖書館及法施會。除積極宣揚大乘教義

外，並印行佛書普贈各界。～《佛光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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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空法師】俗名徐業鴻，1927年 3月 28日出生。澳洲格里菲斯大學、昆士

蘭大學榮譽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格里菲斯大學、南昆士蘭大學榮

譽博士，印尼‧夏利悉達亞都拉回教大學榮譽博士，澳洲淨宗學院院長，香

港佛陀教育協會董事主席，台灣佛陀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先後榮獲英國女王

頒贈ＡＭ勳銜、美國德州榮譽公民、達拉斯榮譽市民、澳洲圖文巴榮譽市民。 

1927年農曆二月十五日出生於中國安徽省廬江縣金牛鎮，三歲移居到順港鄉，

在順港住了七年。幼年時曾居住在福建建甌。抗日戰爭期間，就學於貴州國

立第三中學，戰後就讀於南京市第一中學。因戰亂、貧困及家人流離失所，

於 1949年到台灣。1953年，在哲學家方東美門下開始接觸佛法。繼而師從

章嘉三年及台中李炳南居士十年，學習佛教經教，獲得深刻啟發。32歲（1959

年）於台北市圓山臨濟寺出家，法名「覺淨」，字號「淨空」。之後受到韓

瑛居士護持，於台北市景中街華藏佛教圖書館講經十餘年。多年來在全世界

各國家和地區設立淨宗學會。1986 年法師蒞臨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

區（簡稱「華府」），大力宣講夏蓮居會集的《無量壽經》，即《佛說大乘

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華府同修們生大歡喜心，便在法師的鼓勵及指

導下在華府地區成立第一個「解行並重，專修淨土」的念佛道場，華府佛教

會（Washington D. C. Buddhist Association）。佛教會的宗旨及道風是：外弘

大乘，內修淨土。1995年起法師接受新加坡李木源居士的護持。該年 5月，

法師與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和淨宗學會合辦「弘法人才培訓班」，培訓弘法人

才。1997 年，韓瑛居士往生後，法師離開景美華藏佛教圖書館，遂於新加

坡佛教居士林講經。2001 年在澳洲圖文巴成立「淨宗學院」（Pure Land 

Learning College）。近期法師定居於香港佛陀教育協會及澳洲淨宗學院，多

次宣講《無量壽經》（夏蓮居會集本）（後因年歲漸大，專念阿彌陀佛，專

講《無量壽經》）。 

學佛機緣：法師年輕的時候認為佛教是迷信、是低級的宗教、是泛神教、多神

教，因此甚為反感。後來跟方東美先生學哲學，他介紹道：「佛經是世界上

最高的哲學」，還說：「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法師就是被這兩句話引

入佛門。之後，常到寺院去找經書來看，雖然沒有人給法師講解，也愈看愈

有味道。方東美先生說：「佛教哲學不在寺院，在經典。從前寺院的出家人，

是大哲學家，他們研究，他們學習，確實是高人。」寺院裡出家人天天在研

究經典，天天在窮究學問。所以過去的時代，年輕人要讀書到寺廟，寺廟的

藏經樓不是只有佛教藏經，諸子百家樣樣都有，就是個圖書館。出家人都學，

都通！所以年輕人在寺廟裡面讀書，有些家庭富有的，對寺廟供養一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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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非常清苦的，寺廟照顧生活、念書，為國家培養人才。讀書遇到的問題，

找出家人解決、講解，他們都是好老師。所以淨空法師到寺廟裡面去看經書、

抄經；那時候，一般書店買不到佛經，沒有流通的。到寺廟抄經，有問題就

問兩個人：一個是方老師，一個是章嘉大師。遇到問題向他們請教，愈學愈

有興趣。 

出家機緣：學佛學了七年，章嘉大師特別囑咐：「你可別去做官。你做官是個

清官，真正為人民做事情，可如果你手下那些人都是貪官污吏，你怎麼辦？

不如學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連國王都不要了。」所以法師第一本念的佛

書不是經本，是《釋迦譜》、《釋迦方誌》。之後就出家了。 

回歸淨土：法師起初對淨宗抱以輕視態度，直到在宣講《華嚴經》時，突然想

到一個問題─文殊、普賢菩薩是修什麼法門？善財童子修的是什麼法門？結

果三人都是修念佛法門，都是求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才死心蹋地地接受淨土。 

弘法事業：法師致力於弘揚淨宗法門，並提倡佛教不是宗教迷信，是佛陀教育。

他與護法們先後創辦「華藏法施會」、「華藏佛教視聽圖書館」、「佛陀教

育基金會」、「華藏淨宗學會」等佛教及淨土專修組織數十個，通過多媒體、

光碟、網路、專集網站、衛星電視（華藏衛星電視台）等現代科技來弘揚佛

法；並曾贈送一百餘部《乾隆大藏經》，以及《四庫全書薈要》、《群書治

要》與多種傳統文化相關套書至世界各大學、圖書館及佛教組織。協助香港、

印尼、馬來西亞、英國等大學成立漢學院。教學之餘，致力於社會慈善救濟、

復興傳統文化、重振宗教教育、促進宗教團結、推動世界和平等工作，足跡

遍及全球五大洲，貢獻良多。倡建「中華民族百姓宗祠」、「中華民族萬姓

先祖紀念堂」，以彰顯人倫孝道。提倡以《弟子規》、《感應篇》、《十善

業道》紮根，復興傳統文化。一生印贈各種經論善書，累計達餘千萬冊，流

通全球。法師以其廣闊心量、遠大眼光、透徹智慧與堅定行持，由弘揚佛法

而廣弘各宗教教義；由團結宗教而團結全世界人類，真所謂「愛心遍世界，

善意滿人間」。法師曾講過《大方廣佛華嚴經》、《首楞嚴經》、《阿彌陀

經》、《無量壽經》（夏蓮居會集本）、《觀無量壽佛經》、《普賢行願品》、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往生論》、《地藏經》等數十種經論，後來

專弘淨土《大經》（無量壽經）。法師近年來為改善社會風氣，弘揚中華文

化，所以特別強調《弟子規》、《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經》、《沙彌

律儀》等因果倫理教育以及印光大師所倡之《文昌帝君陰騭文》、《了凡四

訓》、《安士全書》。 

～摘錄《維基百科》並重新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