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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98～499【三種菩提門相違、隨順】 

 遠離相違 得隨順 菩提心 

智慧門 貪著自身我執 無染清淨心 直心 

慈悲門 無安眾生心 安清淨心 大悲心 

方便門 恭敬供養自身心 樂清淨心 深心 

p.499 line 6【大義門】《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卷 1：「門者。通

大義之門也。大義者。大乘所以也。如人造城。得門則入。若人得生安樂者。

是則成就大乘之門也。」(T40,p.830,c5-8) 

p.505 line 4【深信發願即無上菩提】《淨土十要‧彌陀要解》卷 1：「當

知吾人大事因緣。同居一關最難透脫。唯極樂同居超出十方同居之外。了此

方能深信彌陀願力。信佛力方能深信名號功德。信持名方能深信吾人心性本

不可思議也。具此深信方能發於大願。文中『應當』二字即指深信。深信發

願即無上菩提。合此信願的為淨土指南。由此而執持名號乃為正行。」(X61,p.653, 

b3-10)具此三種深信，而發大願：厭離自心所感之娑婆穢土，欣求自心所感之

極樂淨土；厭穢，捨至究竟；欣淨，取至究竟；如此取捨若極，與無捨無取

亦非異轍；取亦即理，捨亦即理；一取一捨無非法界。故云：「大願」。此

大願與勝義菩提心（菩提願）無二無別矣！ 

p.506 line -3【臨終接引】《觀無量壽佛經》14～16 觀 

 上生 中生 下生 

上品 
西方三聖、無數化佛、百千聲

聞比丘大眾、無量諸天。 

西方三聖、千化佛、無量

大眾眷屬圍繞。 

西方三聖、五百化

佛、與諸菩薩。 

中品 阿彌陀佛與諸比丘、眷屬圍繞 阿彌陀佛與諸眷屬。 （文無，義有） 

下品 化佛．化觀世音．化大勢至 化佛菩薩 見金蓮華 

p.508 line 1【無生法忍】《大般若經》、《大智度論》－初地。60《華嚴

經‧十地品》－七地。《仁王般若波羅蜜經》－五忍之第四，無生忍，分上

中下三品，配七、八、九地。 

p.508 line 6【彌陀疏鈔】《阿彌陀經疏鈔》卷 4：「其往生者。繇上一心

不亂。作三九因。更細分之。亦應無量。如觀經以上品上生為得無生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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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判屬初地。而華嚴明無生忍。自有淺深。則上上品中。信有多品。況復餘

品。【鈔】無生忍略有二種：一約法。二約行。…約行。則報行純熟。智冥

於理。無相無功。曠若虗空。湛如渟海。心識妄惑寂然不起。方曰無生。前

說猶通諸地。後唯八地所專。故知無生忍位。自有淺深。則上上品中。從一

地以至八地。已容多品。餘可知矣。故細分之亦應無量。」(X22,p.666,a11-b23)

《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4：「報行者。不必舉心運意。任運流入薩婆若海。

無功用道。乃第八地之行也。……故經云。八地菩薩。離一切心意識分別。

始名真得無生法忍。」(X22,p.780,b22-c5) 

p.510 line 2【了他即自】《阿彌陀經要解便蒙鈔》卷 3：「了知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自他本自不二。乃托他佛以顯本性。故應佛顯。知本性明。托外

義成。唯心觀立。今此念佛求生法門。乃自他俱念。立唯心識觀。圓破我法

二執也。全在了他即自者。乃了知佛是眾生心內之佛。眾生乃佛心內眾生。

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自他不二之圓頓解也。若諱言他佛。諱。謂忌諱。則是

他見未忘。他見未忘。我見仍在。對自言他故。我見仍在。必專重自佛以為

捷近。却又成我見顛倒。我執不空。如何了其法執。我法二執既不了。如何

圓淨四土。圓證三身也。」(X22,p.872,b22-c8) 

p.511 line 5【念能相繼】《阿彌陀經疏鈔》卷 1：「謂著事而信心不切。

固無足論。假使專持名號。念念相繼。無有間斷。雖或不明諦理。已能成就

淨身。品位縱卑。往生必矣。所謂士人作榜尾登科亦不惡。但恐榜上無名耳。

安得以守愚病之。」(X22,p.607,a3-7)《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1：「相繼。

謂一字一字分明。一句一句接續。不虗入品者。謂但能念念接續。無有間斷。

則已能伏妄。得少分淨。可成末品。又或此人夙有靈根。即於此時頓明諦理。

隨其淺深。或中或上。俱不可知。故曰不虗。」(X22,p.713,a13-16) 

p.511 line 1-6【落空之禍】見《阿彌陀經疏鈔》卷 1(X22,p.606,c10-p.607,a10)

《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1：「反受禍者。謂若是修行人。則墮邪外。若凡

夫外道。則福盡受輪。若口口談空。步步行有者。則徑墮三途。無有休息。

故云受禍。」「著事而信不切者。如今世人。口念彌陀。心馳五欲。空談淨

土。繫念娑婆也。」(X22,p.713,a1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