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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8 line -2【定善、散善】參考本書 p.6。此二定義與天台家不同；如《觀

經疏妙宗鈔》卷 4：「凡小善行迴向求生。縱依大乘。仍是散善。故感養淨相

猶劣。若今頓教心觀。妙宗所見淨相永異他部。如修妙觀於同居穢。尚見尊特

及實報土。豈淨同居身土一槩。」(T37,p.218,c6-10)卷 6：「問：若定力得生下下

品。云此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若不能念者應稱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

聲不絕具足十念。此與大本散心十念理應無別？答：此雖造惡。已曾修觀故。

使臨終善友勸稱十念。定心則成。亦是法行乘急戒緩人也。修觀故乘急。造惡

故戒緩。由乘急故得值善友。縱現世不修三昧。亦是宿種今熟。故得往生。所

以華開見二大士說實相法。自非定善孰至此乎。故十疑論云：臨終遇善知識十

念成就者。並是宿善業強。始遇知識等。當知作此解釋方合此中定善之義。」

(T37,p.228,c14-25) 

p.129 line 2【逮】1.追上；趕上。2.及；及至。3.連及；接續。4.及得上；

比得上。5.逮捕。6.介詞。趁。7.副詞。猶僅。8.昔；以前。～《漢語大詞典》 

p.129 line 5【得益分】請見本書 p.21。 

p.129 line 5【光臺中見極樂之相】請見本書 p.43～44。 

p.129 line 7【於第七觀初見】請見本書 p.76。 

p.129 line 8【得無生之益】請見本書 p.19 + p.53 + p.55。元照《觀經義

疏》卷 3：「豁然大悟。破無明也。逮無生忍。證法性也」(T37,p.304,c9-10)《觀

經疏妙宗鈔》卷 6：「豁然大悟。悟通觀行及相似位。是故特云逮無生忍。顯

此大悟。的在分真。若十六觀非妙宗者。豈令當機頓入圓位。」(T37,p.232,c3-5)

《傳通記》：「多是十信中忍者。問：為許少分通深位忍？答：不可爾也。只

是經文不說其位。諸師亦釋深位忍故。且置恐慮之言而已。」「問：今家定判

十信無生。有何文理？答：任經大旨以作此釋。謂夫人是貪瞋具足凡夫故。初

得無生。豈非淺位哉。又此經說凡夫往生。令凡夫行定散二善。其中定善行成

之時。所得無生。若屬解行已上忍者。甚違此教本意故也。」～本會版 p.521 

p.129 line 8【侍女發心】《傳通記》：「所言發心多在初信。不可及韋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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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故。夫人無生恐是七信。故知侍女發心應是初信。」～本會版 p.946 圓教信位。 

p.129 line 9【諸佛現前三昧】「般舟三昧」：又作「常行三昧」、「諸佛現

前三昧」、「佛立三昧」、般舟定。根據《般舟三昧經》卷上〈問事品〉所說

「十方諸佛悉立在前」及〈行品〉所說「持是行法便得三昧，現在諸佛悉立在

前」之意而得名的。善導大師對此加以解釋，說「由前三業無間，心至所感，

即佛境現前。」～《佛光大辭典》、《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29 line -6～-3【諸天臨空聽法】參考本書 p.40：5＆p.47：6；《傳通記》：

「文有七種希奇之益：第一是舉光臺所現。第二正指住立三尊。第三則是十一

門中第二門意。第四總舉定散之益。第五亦是十一門中五六門意。第六則指去

此不遠。亦是十一門中第九門之意。第七亦是十一門中第七九門意。此乃一形

一念。專精分流。最上頓教理窮于斯。三昧易成。勝境對目。億剎雖遙。迎將

非遠。諸教所定嫌惡化善。此一乘教尚攝五逆。聖道出離。定發無漏方越生死。

豈齊此經？定散兩門俱出生死。九品往生皆是常沒眾生。即是頓中之頓。諸經

闕無。今為諸天發心由致。細舉所聞希奇法也。」～本會版 p.948 

p.130 line 1+ p.132 line 1【流通分、耆闍會】請見本書 p.21。 

p.130 line -4【答前初問】《經》：此經名「觀極樂國土。無量壽佛。觀世

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亦名「淨除業障。生諸佛前。」《疏》：雙標依正以

立經名，又能依經起行，三障之雲自卷。《傳通記》：「雙標依正以立經名者。

此就所觀依正二報。以立經名。又能依經等者。此勸定觀滅罪生善利益。以立

經名。此乃初名約觀體。次名約觀用。體用別故。以立二名。二名俱是不通散

善。」～本會版p.950續法《觀無量壽經直指疏》卷 2：「名有二：初名依理行立。

觀，行也，表法界智及無礙權實三種智。樂土三聖，理也，表無盡法界及中道

俗真三諦理。如次配知。亦下。次名依教果立。淨業障，教也。初福教修人天

善，事也，除報障。次福教持二乘戒，理也，淨業障。後福教發大乘心，事理

雙通也，淨除煩惱障。今舉中以攝前後耳。生佛前，果也。前云：欲生彼者當

修三福。修淨業者，得生西方。此則初名依十六觀。次名依三淨業。」(X22,p.447, b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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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0 line -3【答後問】元照《觀經義疏》卷 3：「智論云：信力故受。念

力故持。既受且持。則無忘失。」(T37,p.305,a12-13)《觀經疏妙宗鈔》卷 6：「汝

當下。答後問。無令忘失即是念心。念心能成『欲』等四法。良以『欲、進、

巧慧、一心』。若其忘失皆不成就。佛令不忘則具五法。受持之功於茲盡矣。」

(T37,p.232,c25-29)天台小止觀有二十五種方便，可分為五科：具五緣、訶五欲、棄五蓋、調五事、行五法。上

述為「行五法」；恆有正「念」則五法具足矣！ 

p.130 line -2【勸人奉行】《傳通記》：「凡流通有三：一者勸持定善。二

者勸持念佛。三者付囑念佛。當段即是勸持定善。然舉聞名滅罪為比校本。而

顯定觀勝也。」～本會版p.952 

p.131 line 2【正顯念佛三昧】《傳通記》：「憶念者。定善流通。若念佛下。

口稱流通也。…凡此經流通即有三段。一定善流通。謂行此三昧下至憶念文是

也。二念佛流通。謂若念佛下至佛家文是也。三念佛付囑。謂佛告下文是也。

前二勸持。後一付囑。由此大旨。故憶念者即是觀念。若念佛者即口稱也。…

此乃念通觀、稱。故上下念其義異也。」～本會版p.953 

p.131 line 5【蔡華】白蓮華（花），印度稱為芬陀利華。有二說：(一)取千

歲靈龜遊蓮華上之故事，因靈龜出自蔡地，故稱蓮華為蔡華。《史記‧龜策傳》：

「龜千歲乃遊蓮華之上。」又《觀經散善義楷定記》曾載：「明王將出，必有

白龜乘千葉白蓮來現。」由此而有蔡華之稱。然道隱之《教行信證略讚》卻不

用此說，謂此華直接稱蔡華，是以此華之稀有，一如靈龜之稀有，故有此稱。

(二)為顯其殊勝於普通之蓮華，故特稱為芬陀利華。～《佛光大辭典》 

p.131 line 7【如親友知識】《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6：「二聖本修圓

念佛定。今為補處。行者今修亦是此定。位雖高下所修法同。故可為友。其猶

世人道術之交。豈分貴賤。」(T37,p.233,a10-12) 

p.131 line 8【道場】《傳通記》：「淨影云。隨化以論。菩提樹下得佛道處

名為道場。處此得佛。故名為坐。據實以論。義有通局。通則菩薩一切行德能

生佛果。斯名道場。如維摩說。局則末後金剛三昧親生佛德。名為道場。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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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果。義說為坐。」～本會版p.956 

p.131 line -5【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傳通記》：「明獨付

屬佛名。不付屬餘行之由。謂上來正說中。雖廣說定散往生之益。望彌陀願故。

釋迦佛意使未來眾一向專稱彼佛名。故大經云。一向專念無量壽佛。今一向者。

指彼文耳。」～本會版p.957 

《觀經四帖疏》的綱要： 

1.十六觀經是佛為凡夫所說，不為聖人。佛去世後，五濁凡夫但以遇緣有異，

致今九品差別。何者？上品三人，是遇大凡夫；中品三人，是遇小凡夫；下

品三人，是遇惡凡夫，以惡業故，臨終藉善，乘佛願力，乃得往生。 

2.一經正宗在「定散兩門」：定善－從初日觀至十三觀；散善－三福九品。定

善一門，韋提致請；散善一門，是佛自說。 

3.本經有兩宗：一以『觀佛三昧』為宗，亦以『念佛三昧』為宗。皆以一心迴

願往生淨土為體。前指十三觀、觀想念佛，後指三福九品、稱名念佛。 

4.九品皆以「三心」為往生正因。三心既具，無行不成。願行既成，若不生者，

無有是處也。 

「至誠心」：真實心。1 自利真實，2 利他真實。不善三業，必須真實心中

捨。又若起善三業者，必須真實心中作。不簡內外明暗，皆須真實。 

「深心」：深信之心。1 就人立信：一，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

曠劫已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二，決定深信淨土三經（五經）

中所說：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此經定散二門、十方諸佛真實語證

勸，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一心唯信佛語，不顧身命，決定依

行。不受別解、別行、異學、異見、異執人等之所破壞信心。 

2 就行立信：專依往生經（淨土三經）行五種正行，此正行中復有正助二

行。正行：(4)稱名。助行：(1)讀誦，(2)觀察，(3)禮拜，(5)讚嘆供養。

反之，行餘佛餘菩薩等事，稱為雜行。若修正、助二行，心常親近，憶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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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名為無間也。若行雜行，心常間斷，雖可迴向得生，眾名疏雜之行

也。故名深心。 

「迴向發願心」：自所修及隨喜他一切凡、聖善根：三世、三業所修世、出

世善根，悉皆真實深信心中，迴向願生彼國。決定真實心中迴向願作得生

想。此心深信，由若金剛，不為一切異見、異學、別解、別行人等之所動

亂破壞，唯是決定一心。行住坐臥，三業所修，無問晝夜時節，常作此解，

常作此想。生彼國已，還起大悲，迴入生死，教化眾生，名迴向發願心。 

5.淨業三福：單行世福、戒福、行福，迴俱得生；行上二福，行下二福，迴俱

得生；俱行三福，迴亦得生。 

6.十六觀分為：定善十三觀，散善三觀。定善十三觀分為依正二報，其中有真

假通別，「別」屬彌陀佛，「通」指二大士及往生聖眾；「假」以此界中相

似可見境相，假立真像，「真」實無漏可見境相。 

 通：前六觀； 假依－第一、二觀。 

一、依報  真依－第二～六觀。 

 別：第七觀，唯屬彌陀佛。 

二、正報 別：假正報，第八像觀。真正報，第九真身觀。 

 通：第十～十六觀。 

7.「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者，依自信心緣相如作也。是心是佛者，

心能想佛，依想佛身而現，即是心佛也。離此心外，更無異佛者也。「諸佛

正遍知海從心想生」，此明諸佛得圓滿無障礙智，作意不作意，常能遍知法

界之心，但能作想，即從汝心想而現，似如生也。「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

一切眾生心想中」，諸佛身心無礙遍法界，正由心到故身亦隨到，身隨於心，

故言是法界身也。言法界者，是所化之境，即眾生界也。言身者，是能化之

身，即諸佛身也。言入眾生心想中者，乃由眾生起念願見諸佛，佛即以無礙

智知，即能入彼想心中現。但諸行者，若想念中、若夢定中見佛者，即成斯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