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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用具足第十九 

1.本品顯彼土所有眾生，福德無量，故感得「受用種種，一切豐足」；並從

飲食、衣服、住所三方面，明其受用具足。又以智慧神通故，「宮殿、

服飾、香花、幡蓋莊嚴之具，隨意所須，悉皆如念」。 

2.「隨意所須，悉皆如念。」「應念現前，無不具足。」諸受用物，圓具萬

德，無欠無餘，故曰「無不具足」、「悉皆具足」。彼此無礙，正顯事

事無礙法界。「清淨安穩，微妙快樂。」 

p.453 line -3【福德無量】非以財富豐饒、位高名顯而說無量福德，而是

「無有一切身心憂苦，唯有無量清淨喜樂。」「唯受清淨最上快樂」，來顯

福德無量也。淨空和尚：這才是真正的人生最高享受。無量清淨喜樂，內心

清淨，法喜充滿。無量兩個字重要，一切時、一切處都充滿法喜。身心清淨，

一塵不染，歡喜快樂，法喜充滿，這喜樂是真如自性流露出來的。「和平安

樂」，這四個字互為因果。得平等心，心平就安，安就樂。心平等是因，安

是果；安又是因，樂又是果。但是心要平，首先得『和』，你對於一切人、

一切事物（物質環境、人事環境），都看破、放下，不要放在心上，一切隨

它去；佛家講六和，人人都修六和，天下太平，什麼事都沒有。如果真的和，

和就平，決定是平等的。 

p.458 line 4【大小高下，或在虛空、平地】《佛說大阿彌陀經》卷 1：「宮

宇有隨意高大浮於空中若雲氣者；有不能隨意高大，止在地上如世間者。其

故非他，能隨意者，乃前世求道時慈心精進，益作諸善德厚所致。不能隨意

者，乃前世求道時不慈心精進，作善微尠德薄所致。若衣服、飲食則皆平等，

惟宮宇不同。所以別進有勤墮，德有大小，示眾見之。」(T12,p.332,a5-11)然

而在（漢、吳譯）中，是以中輩、下輩，或以邊地胎生者而論不能隨意。（漢

譯）：「以去所居處舍宅在地，不能令舍宅隨意高大、在虛空中；復去無量

清淨佛甚大遠，不能得近附無量清淨佛。其人智慧不明，知經復少，心不歡

樂、意不開解。其人久久亦自當智慧開解知經，明健勇猛心當歡樂，次當復

如上第一輩。所以者何？其人但坐其前世宿命求道時不大持齋戒，虧失經

法，心意狐疑，不信佛語、不信佛經深、不信分檀布施作善後世當得其福，

復坐中悔。」(T12,p.292,b18-27) 

◎德風華雨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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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品顯極樂世界之德風華雨功德莊嚴。內容分四：(1)風樹演法。(2)隨風散

香，不起塵垢。(3)德風觸身，樂同滅盡。(4)花雨莊嚴。 

2.德風徐動，寶樹寶網，風鼓妙音，說微妙法。風送妙香，香具萬德，眾生

為德香所薰，自然不起塵勞垢習，此乃以香為佛事。德風觸體，自然安

樂和諧，樂同滅盡。隨風送花，徧滿國土，寶華布地，妙色、妙觸殊勝。 

3.極樂言晝夜者，只是順此方之習俗。如《要解》云：「彼土依正，各有光

明，不假日月，安分晝夜。且順此方，假說分際耳。」又《疏鈔》曰：

「彼土既無須彌，又無日月。常明不昏，晝夜無辨。唯以華開鳥鳴而為

晝，華合鳥棲而為夜也。」又慈恩《彌陀通贊》曰：「華開金沼，化生

（指蓮池化生之人）為天曙之情。鳥宿瓊林，菩薩作時昏之想。」諸說

皆同旨。又《圓中鈔》更進一解曰：「以花開鳥鳴為曉，蓮合鳥棲為夜，

竊恐猶是凡聖同居淨土氣分，與穢土將忘未忘之間。以眾生生者，多帶

業往生故。若上之三土，則無此相也。」 

p.460 line 2【性風真空，性空真風】《首楞嚴經》卷 3：「如來藏中，性

風真空，性空真風，清淨本然，周遍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阿難！如

汝一人微動服衣，有微風出；遍法界拂，滿國土生，周遍世間，寧有方所，

循業發現。」(T19,p.118,b5-8)此二句言：如來藏中，色空相融也。「性」，言

其非相，亦即理而非事也。「真」，言其非俗，亦即體而非用也。言心性本

具之風，即是真體之空；同時，心性本具之空，即是真體之風也。「性風」、

「真風」，以心性融合四大之辭。「真空」、「性空」，乃皆直稱心性本體。

若對比《般若心經》而言，換用「性色、真色」，「性色真空，性空真色」，

此二句所言「性色、真色」，非但有別於世間色相，其實更異於事相俗諦中

「即空之色」也。「性空、真空」，非但有別於斷空、偏空，更異於事相真

諦中「即色之空」也。如交光大師《楞嚴經正脈疏》卷 3云：「尚檢於般若

即空之色，豈墮凡夫之染色。空尚檢於般若即色之空，豈墮二乘之滯空。」

(X12,p.265,a15-17)全然指的是「如來藏中」所具之風、色等四科七大。譬如大

富長者，藏中寶物無限。每有宅舍，必出藏寶，廣列堂閣之間。然但千萬分

中之一分而已，深藏而未發現者，實無邊量故。四科，七大，如指堂閣之寶，

說其皆是藏中之物，而且僅是藏中少分；而彼未發現者，一一充滿，但隨時、

隨處應用若干，即出若干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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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60 line 7【齊物論】《莊子‧齊物論第二》：子綦問子游：汝聞人籟而

未聞地籟，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

已，敢問天籟？」風吹大地的孔穴而發出的聲響，謂之「地籟」；人吹管簫

所發出的音響，謂之「人籟」。「天籟」是什麼？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風吹萬物不同，而使之鳴者，仍

使其自止也。且每竅各成一聲，是鳴者仍皆其自取也。然則萬竅怒號，有使

之怒者，而怒者是誰？悟其為誰，則眾聲皆是「天籟」矣！「怒者其誰邪」，

使人言下自識本心也。 

p.464 line 3【要解】《阿彌陀經要解》卷 1：「言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則

知淨土亦不以鳥棲為夜。當知實無晝夜。假說晝夜。良以蓮華化生之身。本

無昏睡。不假夜臥故也。」(T37,p.368,c5-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5〈壽量品 

31〉：「此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剎一劫，於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剎為一日一夜。」

(T10,p.241,a18-19)善導《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4：上品中生「逕時七日即得無

生。言七日者，恐此間七日，不指彼國七日也。此間逕於七日者，彼處即是

一念須臾間也。」(T37,p.274,b28-c2)良忠《傳通記》：「判彼九品所逕日時。

諸師不同。…有師云。佛以此土日夜說之。令眾生知（云云）。今謂後釋無

失。且以四例助成：一者彼佛身量若干由旬。不以彼佛指分疊為彼由旬也。

若不爾者。應似如須彌山長大之人。以一毛端為其指節。故知不以佛指量說

佛身長短。何必以淨土時刻說華開遲速耶。二者如尊勝陀羅尼經說。忉利天

上善住天子聞空聲告。汝當七日死。時天帝釋承佛教勅。令彼天子七日勤修。

過七日後。壽命得延（取意）。此是人中日夜而說。若據天上七日者。當於

人中七百歲。不應佛世八十年中決了其事。九品日夜亦應同之。三者法護所

譯經云。胎生之人過五百歲。得見於佛。平等覺經云。於蓮華中化生在城中。

於是間五百歲。不能得出（取意）。璟興等師以此文證此方五百歲也。今云。

彼胎生歲數既依此間說。九品時刻有何別義不同彼耶。四者若據彼界說九品

者。上品中生一宿。上品下生一日夜。即當此界半劫一劫。若許爾者。胎生

疑心者。尚逕娑婆五百歲而速得見佛。上品信行者。豈過半劫一劫。而遲開

蓮華耶？有此理故。後釋無失（已上）。靈芝云。一小劫者。亦據此土增減

為言（已上）。」～本會版 p.868 何況極樂無晝夜之分，如何說日夜？ 

◎寶蓮佛光第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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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品顯國中寶蓮重重無盡不可思議功德。內容分六：(1)蓮花徧滿極樂世

界。(2)花有百千億葉。(3)花光明無量。(4)無量摩尼妙寶放光映飾。(5)

蓮花大小不等。(6)花放光、光出佛、佛放光，為眾說法，法益殊勝。 

2.佛界中蓮，從佛心生，蓮花放光，光現多佛，佛復放光，說法度生。深顯

極樂舉體是事事無礙、重重無盡之不可思議法界，具有無邊妙用；此皆

真實智慧之所開顯，悉是真實之際，安立眾生於佛正道，惠以真實之利。 

p.466 line 2【三十六百千億】（魏譯）：「一一華中出三十六百千億光；

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億佛。」(T12,p.272,a26-27)（唐譯）：「一一花出三十

六億那由他百千光明，一一光中出三十六億那由他百千諸佛。」(T11,p.97,c7-8)

經論中多有「三十六億」乙詞，或「三十六億那由他」，形容其量甚多。 

p.467 line 1【安立眾生於佛正道】（一）邪正相對：為伏邪論、自利利他，

學習內明、因明，安立眾生於正道。邪論：撥無因果、斷常二見、無因論、

徧常論、一分常一分無常、有邊無邊等諸邪見。 

（二）八正道：不依偏邪而行，故「正」；能通至涅槃，故名為「道」。通

達佛教最高理想境地（涅槃）的八種方法和途徑。 

(1)正見：修無漏道，見四諦分明，破外道有無等種種邪見。 
→此二屬慧

(2)正思惟：見四諦時，正念思惟，觀察籌量，令觀增長。 

(3)正語：以無漏智慧，常攝口業，遠離一切虛妄不實之語。 

(4)正業：以無漏智慧，修攝其心，住於清淨正業，斷除一切邪妄之行。 →此三屬戒

(5)正命：離五種邪命利養，常以乞食自活其命。 

(6)正精進：勤修戒定慧之道，一心專精，無有間歇。   →此三學共通 

(7)正念：思念戒定慧正道及五停心助道之法，堪能進至涅槃。 
→此二屬定

(8)正定：攝諸散亂，身心寂靜，正住真空之理，決定不移。 

（三）三主要道：出離心、菩提心、空性正見。 

(1)出離心：從人天福業、不動業→三無漏學、解脫三界生死輪迴。若無此心，

則非出世正道。 

(2)菩提心：從二乘自利→發廣大心、第一心，誓度所有眾生成佛。若無此心，

則非無上佛道。 

(3)空性正見：唯有通達無我空性之智慧正見，能斷諸煩惱障、所知障。斷煩

惱障（人我執）→圓滿出離心；解脫生死。斷所知障（法我執）→圓滿

菩提心；度九法界眾生圓滿成就無上菩提（智德）、涅槃（斷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