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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5 line -5【法報應化，所出本國故】法身、報身、應化身。法身在常

寂光，報身在實報莊嚴土；應化身在方便土、同居土。如下《安樂集》所云：

極樂世界是「從真垂報國」，一土即是四土，四土同在一土，阿彌陀佛三身

可以同時顯現，故云「三身果佛之土」，因此超過十方諸佛應身之化土。《安

樂集》云：汎明佛土，對機感不同，有其三種差別：一者、從真垂報，名為

報土。猶如日光照四天下，法身如日，報化如光。二者、化土，無而忽有，

佛所化作。三者、隱穢顯淨。如《維摩經》佛以足指按地，三千剎土莫不嚴

淨。今此無量壽國即是從真垂報國也。……今此無量壽國是其報淨土，由佛

願故，乃該通上下，致令凡夫之善竝得往生，由該上故，天親、龍樹及上地

菩薩亦皆生也。」(T47,p.6,b8-26) 

p.337 line -2【釋大衍論】《釋摩訶衍論》，十卷，龍樹菩薩造，筏提摩

多譯。又稱《釋論》，收於《大正藏》第 32 冊，為《大乘起信論》的註釋

書。在中國，唐‧宗密《圓覺經略疏鈔》卷十最早引用本書，其後，唐代法

敏、聖法，遼代法悟、志福，宋代普觀等人更撰書加以註釋。～《中華佛教百科全

書》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卷 2：「始覺之所由，謂即此心體，隨無明緣，

動作妄念；而以本覺內熏習力故，漸有微覺、厭求；乃至究竟，還同本覺。

故云：依本覺有不覺，依不覺有始覺也。」(T44,p.256,c20-24)覺至心源時，染

緣既盡，始本不殊，始覺即同本覺，無二相也。平等絕言，屬真如門。 

p.338 line 3【大乘密嚴經】三卷，簡稱《密嚴經》。有二譯本：(1)唐‧地

婆訶羅（日照）譯，(2)唐‧不空所譯。二本均收於《大正藏》第 16冊。本

經旨在闡明如來藏、阿賴耶識之義，並廣說密嚴淨土之相。全經分八品，內

容敘述佛在超越三界的「密嚴國土」昇座說法，金剛藏菩薩請示第一義法性，

佛以如來藏的不生不滅作答。其次，金剛藏菩薩對如實見菩薩、螺髻梵天王

等解說如來藏、阿賴耶識等大乘法相。最後說明如來藏即阿賴耶識、即密嚴

的理由。註疏有法藏《密嚴經疏》四卷（缺第一卷，釋地婆訶羅譯本）、日

僧覺鍐《密嚴淨土略觀》一卷等。～《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348 line 1【常懷慈忍，和顏愛語，勸諭策進】以「四無量心」，行「四

攝法」；此為慈下行，下二句「恭敬三寶，奉事師長」為敬上行。「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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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上」，均須用「真誠心」、「真實心」，故云：「無有虛偽諂曲之心」。

四無量心：為令無量眾生離苦得樂，而起的慈、悲、喜、捨四種心，或入慈、

悲、喜、捨四種禪觀。慈：希望給與眾生安樂。悲：能為救拔眾生苦惱。喜：

不嫉妒而且隨喜他人享有幸福安樂。捨：捨棄怨親差別相而平等利益之心。

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大乘義章》分三門論述四攝的次第。

(1)就修入次第言︰「施」除外慳，其行易修，故初舉；愛語由戒分所攝，難

作，故次舉；「愛語」是離口之四過的離惡行，較屬於集善之行的利行易成，

故利行次舉。依此「利行」，功德成就，與上地諸菩薩同德，故「同事」最

後出。(2)就起用次第（起攝化眾生之大用的次第）而言︰菩薩須先俯同眾生

之卑下，故「同事」當為最初。其次若對貧人當「布施」救其貧苦，以「愛

語」教化，遂授「利行」；若對惡人當行「愛語」令捨惡，「布施」資養令

隨順，以令「利行」起修，故其次第並不一準。(3)就攝益次第（攝益一位眾

生的次第）而言︰其次第同第一門，即先以「布施」攝取其身；次以「愛語」

攝取其心，令生信解；次以「利行」令起行；依此令與菩薩同德，故第四出

「同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圓滿成就第九 

1.從第四至第八品，皆顯法藏大士因地願行。從本品起至卅二品，則是彌陀

果德成就。 

2.本品內容： 

一、佛讚法藏因圓果滿 「佛告阿難法藏」…「廣大清淨佛土」。(p.360-363) 

二、阿難興問 「阿難聞佛所說」…「現在他方世界耶」。(p.366) 

三、世尊正答 如理正答 「世尊告言彼佛」…「非過現未來」。(p.366) 

 事顯無礙 「但以酬願度生」…「之眾恭敬圍繞」。(p.366) 

p.360 line 5【雪廬老人眉註】信解行證程序中，其稱謂亦分比丘、菩薩、

佛陀次序。 三種成就：1.功德無量無邊。2.諸法自在。3.誓願成就。 

p.362 line 5【法華經】《妙法蓮華經》卷 1〈方便品 2〉(T09,p.7,a18-28)《妙

法蓮華經文句》卷 4〈釋方便品〉：「非思量者，此有兩義：或作結開權，

或正作顯實。結開權者，佛意難知，唯佛與佛能了，稟教者謂三，諸佛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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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作顯實者……舉無分別法，唯是佛所知，佛以無分別智，解知無分別法，

即是顯實法也。……諸佛覺如實之相，乘此實道出應於世，秖令眾生得此實

相，唯為此事出現於世，曾無他事，除諸法實相，餘皆名魔事。」(T34,p.49,c1-11)

「無分別法」：《法華文句記》，指過去所演說諸法（是法），唯是顯實法。 

p.363 line -1【成就四法】大義《法華經大成》卷 1：「具實相德。由前內

悟妙心。外修淨行。內外清淨。實相之德備矣。故普賢勸發云：如來滅後。

云何能得是經？如來答以成就四法。必得是經。一者諸佛護念。已得「理無

礙法界」。悟入實相。開佛知見。故得諸佛護念。二者植眾德本。已得「事

無礙法界」。繁興大用。一事一行。皆名實相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已得「理

事無礙法界」。寂照不二。故名實相定。四者發救眾生之心。已得「事事無

礙法界」。發起普門事業。救脫眾生。各得證入實相。故得是名。成就此四。

為具實相德也。」(X32,p.345,a23-b8) 

p.365 line 1【廣大會】出自曇鸞《讚阿彌陀佛偈》卷 1：「阿彌陀佛初會

眾，聲聞菩薩數無量；神通巧妙不能算，是故稽首廣大會。」(T47,p.421,b29-c1)

淨空和尚：十方世界無量無邊，有凡聖同居土的六道眾生，不知道有多少，

太多太多了！六道眾生念佛往生到極樂世界，數量數不盡，極樂世界統統能

容納；不但能容納，沒有看到極樂世界有擁擠現象。這都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不是我們能夠思惟、明瞭的，所以它叫「廣大會」，廣大的聚會，這是彌陀

威德、大德。如《解》文：「因十方眾生往生極樂，法會盛大，聖眾無量，

全因彌陀盛德之所感」。這是彌陀的德感，讓十方無量無邊的眾生求生淨土，

親近彌陀，接受他老人家的教化。「今經曰廣大，正顯此德」，這一句就是

說的廣大會，「威德廣大，清淨佛土」。 

p.337 line 1【金剛經破空論】蕅益智旭大師（1599～1655），於四十二歲（1640

庚辰），住漳洲，述《金剛破空論》（在溫陵刊行）。其自序云：「經云。寧

起有見如須彌山。勿起惡取空見如芥子許。蓋空見撥無因果。能斷五乘善根故

也。…須知空句破。則四句皆破。破空句。正所以顯空門。空門顯。四門皆顯。」

(J36,p.360,a11-16)內文云：「為治群盲惡取空，欲申如實不空義；不空徧破眾戲

論，順悉檀故名破空。」(X25,p.133,a12-13)跋文云：「金剛般若大旨。應無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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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其心一語。足以蔽之。蓋無住正所謂應住。生心正所以降心也。而生心二

字。尤為下手工夫。…若不生心修六度。則住斷滅相矣。故余嘗謂此經以實相

為體。觀照為宗。文字為用。舊云無相為體。無住為宗者。非也。」(J36,p.377,b15-27) 

p.368 line -5【上都儀】唐朝之「上都」＝長安。但「上都儀」不知是誰？

疑似善導《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3〈像觀〉：「今此觀門等，唯指方立相，

住心而取境，總明無相離念也。如來懸知末代罪濁凡夫，立相住心尚不能得，

何況離相而求事者。如似無術通人，居空立舍也。」(T37,p.267,b9-13) 

p.369 line -4【蓮池大師之說】《阿彌陀經疏鈔》卷 2：「所謂十萬億者。

對凡夫生死心量言耳。淨業若成。臨終在定之心。即淨土受生之心也。又謂

分明在目前是也。亦何嘗遠。」(X22,p.634,a8-11) 

p.371 line 2【橫具上三淨土】達默《阿彌陀經要解便蒙鈔》卷 2：「【鈔】

橫具上三淨土者。謂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故。佛在同居。即寂光土。菩薩在同

居。即實報土。聲聞在同居。即方便土。又同居橫具上三。方便橫具上二。

實報橫具上一。又寂光橫具下三。實報橫具下二。方便橫具下一。故後文云。

同居淨境。真俗圓融。不可限量也。」(X22,p.844,b1-6)淨空和尚：「同居土以

上，方便土的菩薩、實報土的菩薩、寂光土的菩薩，這叫上善。經裡面講「常

與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我們不知不覺的也得了諸上善人的享受待遇，這是

他方世界所沒有的。」「西方淨土的殊勝，就是我們凡夫只有本事生到凡聖

同居土，往上不可能了；但是到了極樂的同居土，即使是方便土、實報土乃

至於寂光淨土裡的受用，我們統統享受到、統統都得到，這是妙極了，真正

不可思議！在其他諸佛世界，你必須要有功夫親證斷惑的境界，斷見思煩

惱，才能享受到方便土的受用；斷破無明一分，你才能得到實報土的受用。

不像西方極樂世界，見思煩惱沒斷，無明也沒破，凡夫是帶業往生，上三土

裡面的受用我們統統都能享受到。所以這不可思議，真正是難信之法！」 

p.372 line -4【阿彌陀祕釋】日本東密興教大師覺AE鍐E

ㄗ
ㄨ
ㄥ

A撰。收於《大正藏》

第 79冊p.48。【覺鍐】（1095～1143）世壽四十九。日本新義真言宗之開祖。

元祿三年（1690）諡號「興教大師」，或稱「密嚴尊者」。著有《五輪九字

祕釋》、《孝養集》、《一期大要祕密集》等，悉收於《興教大師全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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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中。其新義真言宗係針對高野之門流而創立者，其事相之傳流，稱為大傳

法院流、傳法院流。～《佛光大辭典》 

p.373 line 7+8【佛、蓮華、金剛部】【五部】密教金剛界曼荼羅中之諸尊

分為五部。金剛界為始覺上轉之法門，轉在迷之九識，成五種之果智，五部

即表金剛界五佛(毗盧遮那、阿閦、阿彌陀、寶生、不空成就佛)內證之五智。

佛部、金剛部、蓮花部、寶部(佛萬德圓滿，福德無邊)、羯磨部(佛為眾生而

垂悲愍，成辦一切之事業)。～《佛光大辭典》五佛即五部，中央大日如來是佛部，

其理智具足，覺道圓滿。東方阿閦如來是金剛部，屬菩提心發生之位，相當

於四季中之春天，表萬物生長之德。南方寶生如來是寶部，屬既生之菩提心

熾盛位，如夏季草木繁茂。西方無量壽如來是蓮華部，乃得菩提果之位，以

大悲心入生死界為眾生說法除其疑，如秋天草木結果實。北方不空成就如來

是羯磨部，乃成辦事業之位，如冬天萬物休止而貯藏，入春可發生作用之能。

阿閦佛等四佛是大日如來之別德，故五部亦由佛部開展而成。～《中華佛教百科全

書》 

p.376 line 3【今現在說法】《阿彌陀經疏鈔》卷 2：「如釋迦彌陀。均名

現在。而小不同。…釋迦，現在之過去。彌陀，現在之現在也。…今釋迦雖

滅。彌陀現存。但得往生。便能親炙。而不信不願。徒為無益之悲。…釋迦

未出世前。彌陀亦現在說法。釋迦既滅度後。彌陀亦現在說法。乃至今日。

猶云現在。後後無盡者。以釋迦說法。止於四十九年。迦葉而上。彌勒而下。

縱年數多。亦有限量。未若彌陀說法。至為久遠。諸佛莫及。是故不唯今日

猶名現在。後後無盡。皆可名為現在說法也。…實則彌陀現在。即釋迦現在。…

皆毗盧遮那一佛所現。謂遮那內心。證自受用。成於五智。自當中央法界清

淨智。次從四智。流出四方四如來。其妙觀察智。流出西方極樂世界無量壽

如來。則一佛而雙現二土也。故清涼云。即本師也。」(X22,p.635,b4-c10) 

p.376 line -6【說法者】《阿彌陀經疏鈔》卷 2：「諸佛說法。多種不同。

今是依正皆說。詳如此經。及大本觀經中說。」「有謂說法是應身、報身。

有謂三身齊說。各隨機見。……應身說者。有云：法身一向不說。報身具說

不說。應身定說。則彼佛說法當是應身。然亦兼報。如大本：高出一切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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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身(本書 p.701)。觀經：六十萬億那由恒沙由旬之身。則豈定丈六。然經云：

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何得定言法身不說。當是隨機所見。自不同耳。」

(X22,p.635,c11-p.636,a5)《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2：「當是隨機所見者。凡小

權乘。但見應身說法。大乘登地。乃見報身說法。若圓頓菩薩。乃見法身說

法。以佛本無三。隨機所見。自不同故。」(X22,p.750,a18-20) 

◎皆願作佛第十 

1.阿闍王子等聞經歡喜，發願成佛如阿彌陀佛，是為啟發我等，今日得聞此

經，亦當如阿闍王子，發起大願也。 

2.一切諸法不離因緣。我等今日得遇此經，聞是淨宗妙法，必是多生以來，

蒙受兩土導師教化濟度，故有今日殊勝因緣也。 

3.大眾心中發願，佛即知之；表人心與佛心，無毫釐許間隔，故感應道交，

不可思議。佛立即證明並授佛記，表願力不可思議。 

p.377 line -3【五百大長者】(漢譯)：時阿闍世王太子與五百大長者迦羅越

子…阿闍世王太子及五百長者子」(T12,p.282,c15-19)(吳譯)：阿闍世王太子與

五百長者迦羅越子，…阿闍世王太子及五百長者子，聞阿彌陀佛二十四願，

皆大歡喜踊躍。」(T12,p.303,b3-7)【迦羅越】：歸依佛門的在家男子。梵語原

義有家長、家主、長者之義。又有居財之士或居家有道之士之意。指四姓中

的吠舍種姓之富人。～《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五百長者子】指長者之子五百人。常

見於經典之中。依《維摩經‧佛國品》所載者，維耶離國長者之子五百人與

寶積童子共詣佛所，持七寶蓋供養於佛。又《觀佛三昧經》卷三謂，五百釋

子見佛之端嚴身相如見炭人，亦如羸瘦婆羅門，佛乃為說本生因緣。蓋毘婆

尸如來應供正遍知般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長者名為日月德，其不信佛法

之五百子即此五百釋子之前生。～《佛光大辭典》 

p.378 line -3【雪廬老人眉註】應警三點：1.住菩薩道，供四百億佛，仍隔

陰退轉。2.遲早遇緣，常劫流轉。3.不求帶業往生，非愚即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