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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3 line -6【無著尊佛】《翻譯名義集》卷 2：「雜阿含云。有一比丘。

問佛何故。名釋提桓因。答本為人時。行於頓施。堪能作主。故名釋提桓因。

瓔珞經云。汝今天帝釋。功德眾行至。千佛兄弟過。無復賢劫名。中間永曠

絕。二十四中劫。後乃有佛出。剎土名普忍。彼佛壽七劫。遺法亦七劫。其

法已沒盡。曠絕經五劫。汝於彼剎土。當紹如來位。號名無著尊。淨名疏云。

若此間帝釋。是昔迦葉佛滅。有一女人。發心修塔。復有三十二人。發心助

修。修塔功德。為忉利天主。其助修者。而作輔臣。君臣合之。名三十三天。」

(T54,p.1077,a24-b5)《菩薩瓔珞經》卷 9〈無著品 26〉：我今授汝決，號名

無著尊。」(T16,p.82,c8-10) 

p.115 line 2【戒乘緩急】《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卷 3：「問：戒乘緩急，

四句料揀，本出經論。畢竟以何為戒，以何為乘？…答：乘戒同依一性，元

非異體。故緣了二修，亦常相即，如梵網、大論所明是也。但眾生積迷既久，

事理二障，各有輕重，致令修時，亦分緩急。此則性遮諸業為戒，念處觀慧

為乘。而藏通二教，戒指七眾律儀，乘指生滅、無生二種念觀。別圓二教，

戒指梵網重輕并七眾律儀，乘指無量、無作二種念觀。各就當教，自有事障

重、理障輕者，堪修觀慧，易犯性遮，名乘急戒緩。自有理障重、事障輕者，

堪能護戒，不達理觀，名戒急乘緩。若二障俱輕，則戒乘俱急。二障並重，

必戒乘俱緩。此歸著大略也。」(J36,p.306,b22-c4) 

戒急：三善道。（上品：色、無色界天。中品：欲天。下品：人道。） 

戒緩：三惡道。 

乘急：見佛聞法。（上：別、圓教。中：通教。下：三藏教。） 

乘緩：不見佛、不聞法。（上:華嚴法華時。中:方等般若時。下:阿含時。） 

p.117 line 5【無人能問】表佛慈憫深切，急度眾故。此經義理玄祕難信，

無人啟請故。～淨空和尚《彌陀要解研習報告》 

p.118 line 2【如梵網】《梵網經》卷 2：「我今盧舍那 方坐蓮花臺 周

匝千花上 復現千釋迦 一花百億國 一國一釋迦 各坐菩提樹 一時成

佛道 如是千百億 盧舍那本身 千百億釋迦 各接微塵眾 俱來至我所 

聽我誦佛戒。」(T24,p.1003,c29-p.1004,a7)智者大師說．門人灌頂記《菩薩戒

義疏》卷 1：「就序中。初偈明舍那發起。長行明釋迦勸發。偈中大意四戒三勸。

四戒者。一舍那戒。二釋迦戒。三菩薩戒。四眾生戒。舍那為本。傳授釋迦為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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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得此復授諸菩薩。諸菩薩得此戒。復傳授凡夫眾生也。」(T40,p.569,c6-11) 

p.118 line 5【經文】【別序三綱】～淨空和尚《彌陀要解研習報告》 

1.「依報莊嚴」－有世界名曰極樂。 有、今現在—勸信。 

2.「正報莊嚴」－有佛號阿彌陀。 世界、極樂—勸願。 

3.「說法莊嚴」－今現在說法。 阿彌陀佛—勸持名妙行。 

淨空和尚：「這一段很不可思議，世尊為我們做最重要的介紹。有三樁事情，

第一是『有世界名曰極樂』，注意這個「有」，「有」字非常肯定！讓我們

一絲毫懷疑都不生，確確實實有，有一個「世界」叫做「極樂」。第二樁告

訴我們，極樂世界有一尊佛叫阿彌陀佛。『有世界』、『其土有佛』，兩個

「有」字。『號阿彌陀』。第三，阿彌陀佛在做什麼？『今現在說法』。 

極樂世界為什麼叫極樂？「依報莊嚴」，極樂世界只有樂沒有苦。這經

文後面還要介紹，為什麼這個世界叫做極樂。依報莊嚴。第二句是正報莊嚴。

「其土有佛，號阿彌陀」。第三是事業莊嚴。「說法」，說法是事業，「今

現在說法」。這是世尊把這個希有難得的訊息介紹給我們，我們聽了之後有

什麼感想？有什麼反應？跟我們世界相比，差很遠！我們娑婆世界，尤其在

現代，可以說是『極苦世界』，苦不堪言！想想：那個世界是極樂世界。有

最好的老師在教導，人民都是善根成熟的、諸上善人。不像我們娑婆世界，

我們的老師釋迦牟尼佛很不錯，跟阿彌陀佛沒有兩樣，但是這個地方的眾生

煩惱習氣很重、業障很深，剛強難化。這跟西方極樂世界就不能比。」 

p.119 line 1【徹祖】【際醒】（1741～1810）清代僧。為蓮宗第十二祖。

河北豐潤人，俗姓馬。字徹悟、訥堂，號夢東。少攻舉業，精通經史。二十

二歲時因病而悟人生之無常，遂禮河北三聖庵之榮池出家，翌年於岫雲寺受

具足戒。先後參謁香界寺之隆一、增壽寺之慧岸、心華寺之遍空、廣通寺之

粹如，遍習圓覺、法華、楞嚴、金剛、唯識等性相之旨，並嗣粹如之法，得

其禪法。其後，粹如遷往主持萬壽寺，師乃繼主廣通寺，提倡禪淨雙修之道。

嘉慶五年（1800）退居紅螺山（遼寧）資福寺，專以淨土為說，世稱紅螺徹

悟。恆常講演，勸人念佛，為其所化者一時遍於南北。嘉慶十五年，預知大

限時至，十二月集眾念佛示寂，世壽七十，法臘四十九。撰有念佛伽陀、徹

悟禪師語錄等。～《佛光大辭典》  其教學主要思想： 

(1)攝禪歸淨，崇尚念佛──以傳法禪師之資格，深鑒禪淨二門精髓，故死心

念佛，萬牛莫挽。(2)十六字淨土綱宗，允為淨業軌則－『真為生死，發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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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深信願，持佛名號。』大師進一步演繹為淨宗修持八大要領：一真為

生死，發菩提心，是學道通途；二以深信願，持佛名號，為淨土正宗；三以

攝心專注而念，為下手方便；四以折伏現行煩惱，為修心要務；五以堅持四

重戒法，為入道根本；六以種種苦行，為修道助緣；七以一心不亂，為淨行

歸宿；八以種種靈瑞，為往生證驗。此八種事，各宜痛講，修淨業者，不可

不知。～《徹悟禪師語錄》(X62,p.339,b13-18) 

p.119 line 2【四句宗旨】 唯心 —具足三學、三觀、三慧 

絕待圓融 唯佛 圓收圓超一切法門 

不可思議 絕待圓融 古云：八萬門中念佛第一 

 超情離見 ～淨空《彌陀要解研習報告》 

為宗阿彌陀佛 

p.119 line -4【圓收圓超】 

四句 唯佛 唯心 絕待 圓融 

圓收 有門 空門 非有非空門 亦有亦空門 

圓超 空門 有門 亦有亦空門 非有非空門 

【唯心為宗】《徹悟禪師語錄》卷 1：「祇此一念心中。本具十界萬法。即

此一念隨緣。能造十界萬法。理具。如金中本具可成缾盤釵釧之理。事造。

如隨工匠鑪鎚之緣，造成缾盤釵釧之器。又理具。如麫中本具可成種種食物

之理。事造。如水火人工之緣。造成種種食品也。…現前一念心之自性。即

本有真心也。以現前一念。全真成妄。全妄即真。終日隨緣。終日不變。離

此現前一念之外。豈別有真心自性哉。」(X62,p.338,b3-23) 

【唯佛為宗】《徹悟禪師語錄》卷 1：「以一切萬法。既唯心現。全體唯心。

心無彼此。心無分際。於十界萬法。若依若正。假名實法。隨拈一法。皆即

心之全體。皆具心之大用。如心權徧。如心豎窮。以唯心義成。唯色唯聲唯

香唯味唯觸唯法。乃至唯微塵唯芥子。一切唯義俱成。一切唯義俱成。方成

真唯心義。若一切唯義不成。但有唯心之虗名。而無唯心之實義。以一切唯

義俱成。故曰法無定相。遇緣即宗。唯微塵、唯芥子。尚可為宗。八萬相好

莊嚴之果地彌陀。反不可以為宗耶。故以唯佛為宗。」(X62,p.338,c2-10) 

【絕待圓融為宗】《徹悟禪師語錄》卷 1：「於十界萬法。隨拈一法。無非

即心全體。具心大用。橫徧十方。豎窮三際。離於四句。絕於百非。獨體全

真。更無有外。彌滿清淨。中不容他。一法既爾。萬法皆然。各約諸法當體。

絕待無外。是為絕待。又以十界萬法。各各互徧。各各互含。一一交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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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該徹。彼彼無障無礙。各各無壞無雜。如當壹古鏡。影現重重。如帝網千

珠。回環交攝。此約諸法迭互相望。是為圓融。今合絕待圓融為一宗。正絕

待時即圓融。正圓融時便絕待。非離絕待別有圓融。絕待。絕待其圓融。非

離圓融別有絕待。圓融。圓融其絕待。絕待圓融。各皆不可思議。今共合為

一宗。則不思議中不思議也。」(X62,p.338,c10-21) 

【超情離見為宗】《徹悟禪師語錄》卷 1：「以但約諸法絕待。離過絕非。

已超一切眾生情妄執著、三乘賢聖所見差別。若約諸法圓融。圓該四句。融會

百非。尤非凡情、聖見之所能及。故總立超情離見為宗。」(X62,p.338,c21-p. 339,a1) 

p.118 line 6＆ 

p.119 line 6 

【科判】 

 

 

 

 

 

穢 

p.121 line 1【大千世界】九山、八海、一日月、四洲、六欲天、上覆以初

禪三天，為一小世界。集一千小世界，上覆以二禪三天，為一小千世界。集

一千小千世界，上覆以三禪三天，為一中千世界。集一千中千世界，上覆以

四禪九天及四空天，為一大千世界。～《佛學常見辭彙》 

p.123～p.125【四土淨穢】可參考本書 p.72～74＆p.141～143 

四土淨穢 穢土 淨土 

凡聖同居土(未斷見思惑) 五濁重，娑婆 五濁輕，極樂 

方便有餘土(斷見思、未斷無明) 析空拙度證入(藏通別) 體空巧度證入(通別圓) 

實報莊嚴土(斷無明惑以上) 次第三觀證入(別 12) 一心三觀證入(圓 41) 

常寂光土(以別、圓教而論分滿) 分證 究竟滿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