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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正因第二十五 

1.此品廣顯前品三輩往生之因行，其結果亦即是三輩往生；大多契合《觀經》

之淨業三福。 

2.第一類正因，有六句：受持本經。求生淨土。發菩提心。嚴持諸

戒。饒益有情。(六)憶佛念佛。 

3.第二類正因，三句：修行十善。晝夜念佛。志心歸依，頂禮供養。 

4.第三類，有二句：(一)修行世善。(二)忙裏偷閑，正念得生。 

5.行菩薩道之大乘行人壽終生彼，悉「皆得阿惟越致」，皆當成佛也。凡夫

往生皆不退轉，位齊補處菩薩，此乃十方世界之所無，是故十方如來悉

共稱讚無量壽佛功德也。 

p.538 line 7【受持】【十法行】指受持經典的方法。又稱十種法行。《勝

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七〈付囑品〉謂︰「受持此修多羅有十種法，何等為

十﹖一者書寫、二者供養、三者流傳、四者諦聽、五者自讀、六者憶持、七

者廣說、八者口誦、九者思惟、十者修行。」又，《辯中邊論》卷下〈辯無

上乘品〉謂修行十法行者，所獲福聚其量無邊。即︰(1)書寫︰謂書寫、流通

經律論；(2)供養︰謂對放置佛經之處所或塔寺要有恭敬心；(3)施他︰指為

他人演說所聞之法，或施與經卷，不佔為己有；(4)諦聽︰謂專心諦聽他人誦

讀；(5)披讀︰謂自己披閱讀誦經典；(6)受持︰謂領受教法，憶持不忘；(7)

開演︰指為他人開演經典文義，使起信解；(8)諷誦︰謂諷誦、宣揚經文，令

人樂聞；(9)思惟︰謂住於閑寂處，思惟籌量經典文義；(10)修習︰謂常行佛

所說教法而不退失。～《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538 line -6【讀誦】天台宗圓教「觀行即」，既由語言文字而知教理（名

字即），故而起觀行，心觀明了，理慧相應之位，能成就五品功德：(1)隨喜

品，(2)讀誦品，(3)說法品，(4)兼行六度，(5)正行六度。故又稱「五品弟子

位」、「觀行五品位」。其中「讀誦品」，謂讀文、背誦。至心讀誦大乘經

論，以助內觀；即內修圓觀，更加讀誦，如膏助火，心觀益明，是名讀誦品。

《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10〈釋分別功德品〉：「此五品，前三人是聞慧位，

兼行六度思慧位，正行六度是修慧位。」(T34,p.138,b4-6)《妙法蓮華經玄義》

卷 5：「行者圓信始生。善須將養。若涉事紛動。令道芽破敗。唯得內修理

觀。外則受持讀誦大乘經典。聞有助觀之力。內外相藉。圓信轉明。十心堅

固。金剛般若云。一日三時以恒河沙身布施。不如受持一句功德。初品觀智

如目。次品讀誦如日。日有光故。目見種種色。」(T33,p.733,a26-b3)江味

農《金剛經講義》卷 3：先言受持後讀誦者，其意為：受持是程度深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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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列之。讀誦，是程度淺者，故列於次。蓋約兩種人言。然欲受持，必先之

以讀誦。果能讀誦，便有受持之可能。故皆得成就。又，既能受持，仍復讀

誦，此約一人言也，聞思修三慧具足，精進不懈如此，豈有不成就者。」

(B07,p.531,a9-12) 

p.541 line 4【十善戒經】【受十善戒經】全一卷。譯者不詳。收於大正藏

第二十四冊。內容分為〈十惡業品〉及〈十施報品〉兩部分。(一)十惡業品，

揭示滅除十惡，持守十善戒之要理；並舉出納受十善戒、八齋戒等之作法。

(二)十施報品，論述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慾、

瞋恚、愚癡等十惡之惡報相，並說示滅除十惡、持守十善之功德。〔出三藏

記集卷四、開元釋教錄卷十二〕～《佛光大辭典》另有《十善業道經》，實叉難

陀譯，收在《大正藏》第十五冊。係佛在龍宮為沙竭羅龍王所說，謂永離殺

生、偷盜、邪行、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等十惡，而

修十善者，可得無量功德，乃至能令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等一切佛法

皆得圓滿。譬如一切城邑聚落，皆依大地而得安住，一切藥草卉木叢林，亦

皆依大地而得生長。此十善業亦復如是，一切諸法、菩薩行皆依此十善大地

而得成就。～《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542 line 3【不驚不怖，心不顛倒】《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若復

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T08,p.750,b10-11)

《金剛經集註》卷 1：「【肇法師曰】得大乘聞慧解。一往聞經。身無懼相。

故名不驚。得大乘思慧解。深信不疑。故名不怖。得大乘脩慧解。順教脩行。

終不有謗。故名不畏。」(B21,p.914,a5-6)江味農《金剛經講義》卷 3：不驚

即是信。初聞經時，能信也。不怖即是解。次而思義，能解也。不畏即是受

持，則肯修學受持也。」(B07,p.467,a11-12)《佛說阿彌陀經》卷 1：「是人

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阿彌陀經義記》卷 1：

「若能七日一心不亂，其人命終，阿彌陀佛以宿願力化佛迎接，心不顛倒即

得往生。何以故？臨終一念，用心懇切，即當得去也。」(T37,p.307,a21-24)

《阿彌陀經略解圓中鈔》卷 2：「【疏】乘彌陀願力攝持。不為平昔妄想攀

緣傾動其心。正念現前。故云心不顛倒。【鈔】娑婆眾生。雖能念佛。浩浩

見思。實未伏斷。而能垂終心不顛倒者。原非自力而能主持。乃全仗彌陀乘

大願船而來拔濟。雖非正念而能正念。故得心不顛倒。即得往生。」

(X22,p.589,b14-19)唯識說，生死苦逼，極悶絕故，前六識不起現行，唯有

第八識(本識)在，故稱「悶絕無心」位。《彌經要解》云：穢土自力修行，

生死關頭最難得力，即使悟門深遠、操履潛確之人，儻分毫習氣未除，未免

隨強偏墜。《楞嚴經》謂，臨命終時，未捨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死逆

生順，二習相交，隨其善惡業力牽生，毫髮不爽，故云「隨強偏墜」。此時

若能與彌陀大願相應，蒙佛本願加威，「慈悲加祐，令心不亂」，故得「不

驚不怖，心不顛倒」而往生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