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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池功德第十七 

1.本品明極樂泉池不可思議功德。內容分三：(一)首明池德之總相、別相：1

總相。2池量。3水德。4岸樹。5池花諸寶莊嚴相。6.彰其妙用無礙相：

1 淺深無礙。2 冷暖隨意。3 開神悅體。4 淨而無穢。5 迴流灌注。(二)

池揚妙法，聞者得益，成熟善根。(三)十方生者，蓮池化生。 

2.八功德水，《稱讚淨土經》曰：「一者澄淨。二者清冷。三者甘美。四者

輕軟。五者潤澤。六者安和。七者飲時除饑渴等無量過患。八者飲已定

能長養諸根四大，增益種種殊勝善根，多福眾生常樂受用。」極樂之水

能令飲者，增長種種殊勝善根，可見極樂不可思議。 

3.池水演出種種微妙法音，皆是自然之聲；圓明具德，自在無礙，妙應無窮。

極樂國土，池水樹林，悉演妙法，無情說法，遍滿國土。「一一隨眾生

意」，悉演妙法。色光聲香，皆作佛事；耳目所對，全顯本心。舉足下

足，咸作佛事。故於無上菩提之心，永無退轉，純是增上因緣。 

4.十方往生者皆於寶池蓮花化生，此為第二十四「蓮花化生願」(p.275)之成

就。不聞三途惡惱苦難之名，為第一「國無惡道願」(p.229)，與廿八「國

無不善願」(p.280)之成就。 

p.436 line 2【七寶所成】《阿彌陀經》：「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

水。充滿其中。」善導《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3：「一一池岸七寶合成，正

由寶光映徹通照，八德之水一同雜寶之色，故名寶水也。」(T37,p.265,a5-7)

元照《觀無量壽佛經義疏》卷 2：「池中泉水。色亦如然。故云七寶成也。」

(T37,p.293,c10-11) 

p.436 line -6【八功德水】《阿彌陀經疏鈔》卷 2：「一澄淨者。謂澄渟潔

淨。離汙濁故。二清冷者。謂清湛涼冷。無煩熱故。三甘美者。謂甘旨美妙。

具至味故。四輕輭者。謂輕揚柔輭。可上下故。五潤澤者。謂津潤滑澤。不

枯澀故。六安和者。謂安靜和緩。絕迅汎故。七除飢渴者。謂水僅止渴。今

兼療飢。有勝力故。八長養諸根者。謂增長養育身心內外故。《觀疏》八德

者。一輕。二清。三冷。四輭。五美。六不臭。七飲時調適。八飲已無患。

與上大同小異。此合輕輭。彼分為二。此無不臭。彼缺潤澤及與安和。然義

則互見。以澄淨清冷。必無臭惡。既輕且輭。豈不安和。略少潤澤。故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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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又彼配六入。此則澄淨色入。甘美味入。至云長養諸根。則耳鼻身意。

皆攝之矣。又大本云。大河之下。金沙布地。有諸天香。世無能喻。隨水散

馥。雜水流芳。皆香入之證也。下文說法。是聲入與法入證也。問：甘美輕

輭。除飢長根。此方所無。則誠然矣。凡水悉皆清冷。悉皆潤澤。何彼水以

二獨稱功德？答：此水雖亦清冷。逢日則炎。遇火則沸。彼縱劫火臨之。清

冷自如。終不炎沸故。此水雖亦潤澤。日曬則乾。火逼則涸。彼縱劫火臨之。

潤澤自如。終不乾涸故。」(X22,p.639,b3-22) 

p.438 line 7【四色蓮華】優鉢羅華，梵語 utpala，巴利語 uppala。即睡蓮。

學名 Nymphaea tetragona。鉢頭摩華，梵語 padma，巴利語同。學名 Nymphaea alba。

拘勿頭華，梵語 kumuda。分陀利華，梵語 pundarīka，學名 Nelumbo nucifera。據梁

譯《攝大乘論釋》卷 15 記載，蓮花有香、淨、柔軟、可愛等四德，而以之

比喻法界真如之常、樂、我、淨四德。於華嚴經、梵網經等有蓮華藏世界之

說。於密教有以八葉蓮華為胎藏界曼荼羅之中臺，又以比喻人之心臟，並表

示眾生本有之心蓮。～《佛光大辭典》《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7：「未敷名屈摩羅，

將落名迦摩羅，處中盛時名分陀利。」」(T33,p.772,a8-9)《一切經音義》卷 21：

「芬陀利(此云白蓮花，亦曰百葉花)。」(T54,p.437,a15)《楞嚴經文句》卷 6：

「四色蓮華，以表住行向地，四十妙因。」(X13,p.318,c23-24) 

p.441 line -6【佛法僧】《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4〈淨行品 11〉：「自歸

於佛，當願眾生：紹隆佛種，發無上意。自歸於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自歸於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T10,p.70,a29-b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無相三歸依戒。…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

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

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T48,p.354,a27-b2) 《阿彌陀經疏鈔》卷 3：

「唯一真心。更無別體。心體本自覺。即照佛寶。心體本自性離。即法寶。

心體本自不二。即僧寶。故曰自歸依佛。自歸依法。自歸依僧。但令歸自。

不說歸他。念念還歸自心。是名真念三寶。」(X22,p.649, a6-10)知禮《金光明

經玄義拾遺記》卷 2：「以實相慧，覺了諸法非空非有，故名佛寶。所覺法

性之理，三諦具足，即是法寶。如此覺慧與理事和合，名僧寶。」(T39,p.20,c23-25) 

p.441 line -2～p.442 line 3【止觀】智顗《摩訶止觀》卷 1：「法性寂然

名止。寂而常照名觀。」(T46,p.1,c29)「無明即明。不復流動。故名為止。朗

然大淨。呼之為觀。」(T46,p.3,b19)卷 3：「息義者。諸惡覺觀、妄念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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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然休息。」(T46,p.21,b19)湛然《止觀輔行傳弘決》卷 1：「一色一香無非中

道者。中道即法界。法界即止觀。止觀不二境智冥一。」(T46,p.151,c20-22) 

p.442 line -4【四無所畏】佛的四無所畏，佛具十力之智，於大眾中說法，

無恐懼之相，故名無所畏。(1)正等覺無畏︰又稱一切智無所畏，謂佛於一

切法等皆覺知，即使面對因不知諸法而施種種問難的眾生也不怖畏。此因佛

於一切世間、出世間法盡悉知見，宣言我是一切正智之人，得安穩，得無畏，

故有此稱。(2)漏永盡無畏︰又稱漏盡無所畏，謂佛自宣言，我諸漏已盡，

更不怖畏外難。(3)說障法無畏︰又稱說障道無所畏，謂佛說「染法必能為

障」，並對因此而有的任何非難，無所怖畏。佛無畏地宣說「染法能障礙聖

道」。(4)說出道無畏︰又稱說盡苦道無所畏，謂佛說能出離之道，修道必

能出離苦果，佛無畏地宣說能盡滅諸苦的道法。以上四無所畏，據《順正理

論》卷七十五所述，前二顯佛自利之圓德，後二顯佛利他之圓德。自利德中，

第一是智德，第二是斷德；利他德中，前者令修斷德，後者令修智德。～《中

華佛教百科全書》 

p.443 line 1～7【三性、三無性】《成唯識論》卷 9：「依此初遍計所執立

相無性，由此體相畢竟非有，如空華故。依次依他立生無性，此如幻事託眾

緣生。無如妄執自然性故，假說無性，非性全無。依後圓成實立勝義無性，

謂即勝義，由遠離前遍計所執我法性故，假說無性，非性全無。如太虛空，

雖遍眾色，而是眾色無性所顯。」(T31,p.48,a9-16)《顯揚聖教論》卷 16〈7 成

無性品〉：「論曰。圓成實自性。由勝義無性故說為無性。何以故？由此自

性即是勝義。亦是無性。由無戲論我法性故。是故圓成實自性。是勝義故。

及無戲論性故。說為勝義無性。」(T31,p.559,b14-17)若華嚴宗「五教」之「頓

教」，則謂：「五法三自性俱空，八識二無我雙遣。」五法：名、相、妄想、

正智、如如。名、相＝徧計性，妄想＝緣起性，正智、如如＝圓成性。 

p.443 line -6【無作】（一）「有作」、「無作」相對。有所造作及無所

造作。據《中阿含經》卷十《彌醯經》載，佛之境界是無為無作，凡夫之境

界則是有為有作。另據《佛藏經》卷上〈念僧品〉載，本來無所有之法，因

有所得之人分別計著於有我、人、壽者、命者等相，憶想分別無所有之法，

並自為議論，或說斷常，或說有作，或說無作等。（二）天台宗立四種四諦，

配合藏通別圓四教，為生滅、無生、無量、無作四諦。圓教主張迷悟之當體

即為實相；認為大乘菩薩圓觀諸法，事事即理而無有造作，故(1)苦諦：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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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陰、十二入等法皆即真如，實無苦相可捨。(2)集諦：觀一切煩惱惑業，

性本清淨，實無招集生死之相可斷。(3)滅諦：觀生死、涅槃，體本不二，

實無生死之苦可斷，亦無涅槃寂滅可證。(4)道諦：觀諸法皆即中道，離邊

邪見，無煩惱之惑可斷，亦無菩提之道可修。～《佛光大辭典》 

p.444 line 3【原人論】《華嚴原人論》，一卷。唐代圭峰宗密撰。收於大

正藏第四十五冊。本書旨在破除儒道二教之妄執，究尋人類本源。分為四篇：

(一)斥迷執，破斥儒道二教元氣剖判說及虛無大道說。(二)斥偏淺，就佛教

中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之所說，破斥業為本說、色心

相續說、賴耶緣起說、萬法皆空說。(三)直顯真源，依華嚴一乘顯性教之旨，

以本覺之真心，為天地萬有之本源，顯示一切有情本來是佛。(四)會通本末，

會通前所破之諸教，悉引入一乘方便教。～《佛光大辭典》 

p.444 line -5【大慈大悲喜捨聲】《四分律行事鈔簡正記》卷 3：「此四並

以慧為體。所以名無量者。瑜伽論云：此四無量。於諸有情為所所緣故。境

既無邊。心緣彼起。故名無量。又俱舍云：能引無量禪福。感無量果。問：

四為佛獨有。二乘亦有？故顯揚論云：二乘所得。但名無量。不親能拔苦與

樂。唯佛所得名大慈大悲等。即簡二乘也。所以名大者。俱舍云：一資糧大。

福德智慧所成辦故。二行相大。能於三苦境。作行相故。三緣境大。三界有

情為所緣境。四平等大。普利樂有情。五上品大。更無餘慈能齊此故。故不

名大也。」(X43,p.46,c6-14) 

p.445 line -3【心清淨，無諸分別，正直平等】【無分別智】《攝大乘論

釋》卷 6：「爾時菩薩平等平等。所緣能緣無分別智已得生起。由此菩薩名

已悟入圓成實性。」「所緣謂真如。能緣謂真智。此二平等譬如虛空。即是

不住。所取能取二種性義。由不分別所取能取。是故說名無分別智。如是悟

入圓成實性。」(T31,p.351,c17-p.352,a4)菩薩於初地入見道時，緣一切法之真如，

斷離所取與能取之分別，境智冥合，平等而無分別，此時之智即為無分別智。

印順《辨法法性論講記》：無分別智，主要是證悟法性的證智，但依經立論，

有三種無分別智︰(1)加行無分別智；(2)根本無分別智；(3)後得無分別智。

什麼是加行無分別智﹖這是在沒有證悟，得根本無分別智以前，修唯識觀

行。…其中所取相不可得、能取相不可得、真如相不可得，那種觀察慧是無

分別的觀察，名無分別觀。沒有得到證悟的無分別智，但依無分別的觀慧為

加行，能引起這真正的無分別智，所以這種智慧名為加行無分別智。眾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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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虛妄分別，處處分別，所以流轉生死。要離分別，卻不可能一下無分別，

佛法的方便善巧，就是用分別來破除分別。無分別觀察，觀察能取、所取，

能詮、所詮不可得，這種觀察慧也是一種分別，但不是隨順世俗的分別，雖

還是分別，而是隨順勝義，向於勝義的分別，有破壞分別、破壞種種妄識的

功能。所以修唯識無分別觀，無分別觀也是分別抉擇；依無分別的分別，漸

次深入，達到虛妄分別的徹底除遣，證入無分別法性。以分別觀智遣除虛妄

分別，譬喻很多，例如以小橛出大橛。如竹管裡本來是空的，但有木橛塞在

裡面，有什麼辦法恢復竹管的中空呢﹖可以另取一根小木橛，對準大的木

橛，用力推擊它，等到大木橛出來了，小木橛也跟著出來了，恢復了竹管中

空的本相。分別抉擇的無分別觀慧，是分別而遣除分別，所以名為加行無分

別智。～《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447 line 3【與法相應】《阿彌陀經》：「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

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聞

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阿彌陀經要解》卷 1：「結

云如是等法者，等前念處、正勤、如意足等，餘一切四攝、六度、十力、無

畏無量法門也。雖諸佛法三十七品收無不盡，而為機緣不等，或作種種開合

名義不同。以要言之，隨所欲聞無不演暢，故能令聞者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

心，所念三寶，亦有別相、一體，乃至四教義意之不同。」(T37,p.369,b2-8) 

p.448 line 1【清虛之身無極之體】(吳譯)：「其身體亦非世間人之身體，

亦非天上人之身體，皆積眾善之德，悉受自然虛無之身，無極之體，甚姝好

無比。」(T12,p.304,b19-21)(漢譯)：「悉受自然虛無之身體。」(T12,p.284,a13-14)(魏

譯)：「非天、非人，皆受自然虛無之身、無極之體。」(T12,p.271,c8-9)《佛說

大阿彌陀經》卷 1：「皆受自然清虛之身、無極之壽。」(T12, p.332,b10-11) 

虛無：非飲食所長養。色如光影。有而若無，縱任無礙。無障礙故。 

無極：非老死所殞沒。神通無所不至。一得受生，無有終期。希有故。 

p.448 line -2【但有自然快樂之音】《阿彌陀經》：其國眾生無有眾苦，

但受諸樂，故名極樂。」《阿彌陀經疏鈔》卷 2：「諸樂者。如經所陳二種

清淨莊嚴。亦以樂事非一。故曰諸樂也。極樂者。以諸國苦樂有其四種。有

苦多樂少者。有苦樂相半者。有苦少樂多者。有無苦純樂者。今當第四故。

苦樂相對。正以彼此二土。較量勝劣。令生忻厭。四土苦樂。略如天台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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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問：菩薩捐棄五欲。雖輪王不以為樂。憫念眾生。雖地獄肯代其苦。何

得捨苦眾生。自取樂土？答：智者十疑論中詳明。又更有取捨多說。不可不

辯。論云：菩薩未得無生法忍。不能度生。喻如破舟拯溺。自他俱陷。求生

淨土。得無生忍已。還來此世。救苦眾生。乃克有濟。故初心菩薩。必先捨

此苦處。生彼樂處。據此。則捨苦者。正欲拔眾生之苦。取樂者。正欲與眾

生以樂也。自利利他。是菩薩道。豈二乘獨善之可儔乎。…理無分限。事有

差殊。理隨事變。則無取捨處。取捨宛然。事得理融。則正取捨時。了無取

捨。故菩薩雖知一切法平等不二。而示苦樂境。開取捨門。權實雙行。理事

無礙。…今汝自審。果能糟穅臭腐以為飲食。不異膏梁否？廁溷坑穽以為牀

榻。不異華堂否？木皮草葉以為衣服。不異羅綺否？虎兕熊羆以為伴侶。不

異父母兄弟否？冬坐冰雪。不異繒纊否？夏暴烈日。不異涼風否？乃至地獄

中銼燒舂磨。不異入第三禪否？異類中行。不異遊戲否？如其不然。宛爾凡

夫。何得妄以大聖人過量境界而為己有。取快一時。流害無盡。應聞此語。

生大悔恨。起大覺悟。涕淚悲泣。求生淨土。(X22,p.636,b8-p.637,b22) 

◎超世希有第十八 

1.本品顯彼土正報（容貌、色相、威德、神通、品位）依報（宮殿、衣服、

飲食），悉皆超越世間，甚為希有。 

2.彼土中所謂「人天」者，有念佛兼持五戒（人業）、十善（天業）往生者，

皆所謂人、天也。又地居者，人也；或在虛空者，天也。 

3.彼土眾生依報超勝，皆如欲界之頂第六天之天王；正報之威德、品位、神

通變化，一切天人，百千萬億、不可計倍不可為比。若有求人天果報者，

於此應深著眼！ 

淨空和尚：經上說得清楚，『所有眾生』，包括五逆十惡、下下品往生

的，臨終十念、一念往生的，都包括在這裡面。「超世希有」，「世」是講

三界，超越三界，三界裡面不能為比的；不但我們這個世間不能為比，一切

諸佛剎土都不能為比；超越一切世界，這才是真的超越，「超世希有」。「法

性清淨身體，故云希有」，身體是法性身。我們凡夫是阿賴耶的法相身，法

相有生有滅，法性沒有生滅。我們取阿賴耶相分裡的一分，認為是自己的「身

體」，取阿賴耶見分裡的一分，認為是自己能夠想像、思惟的「心」，這就

錯了！不是自性，阿賴耶讓自性變質了。西方極樂世界完全是性德，絲毫沒

有變質，所以它精妙到極處，真正超世希有。它不是生滅身，沒有煩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