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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8 line -3【皆本眾生建立】《便蒙超》云：本於眾生現前一念心性建

立。淨空和尚云：所有的一切名相都是為了教化眾生而建立的，在真心本性

裡，無有一物，是為了教化眾生方便起見，「名可名，非常名」，均是假名

建立。雖然是假名，名是依真實的理論、真正事實而建立的。一真法界裡，

無名字相、無心緣相，還有什麼名號可說的？世尊為我們介紹，建立種種差

別名號，是本著眾生建立的，是從我們眾生心想當中建立的。《要解講義》

云：皆本於眾生現前一念豎窮橫遍之心性建立。以生心佛心本同一體，在聖

不增，在凡不減，故曰平等。能令持名者，即佛號而悟心性，光明壽命同佛

無異也。○竊謂：此「重釋光壽」三段，可作如下解釋：（一）總明：光壽

佛名，本從生佛同體之心性而建立；但一般皆以佛所成就功德而論佛名，故

大師特云「當知」、「本眾生建立」；理具同故，令信願持名者，現行果德

同佛無異。（二）別明：由光壽二義，令眾生生極樂後，得此不可思議之功

德利用。（三）結勸：名號體性不離眾生心，故勸眾生定要持佛名號，以徹

證自心本性之無量光壽種種不可思議功德利用。如後文所云(p.258：1)：「此

之法門。全在了他即自。」以及(p.265：-2)：「行人信願持名，全攝佛功德

成自功德。」 

p.199 line 2【生十方、見十方等】「生極樂即生十方」：（1）因彌陀本

願(神足通願 10)－於一念頃遍至十方佛剎故。（2）事事無礙故。「見阿彌

陀佛即見十方諸佛」：（1）阿彌陀佛＝法界藏身＝毘盧遮那佛＝三世十方

諸佛。（2）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 

p.199 line 5【阿彌陀佛即毘盧遮那】《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卷 7：「阿彌

陀佛，以法界藏身示成道於極樂，則有四十八願，廣攝群機。毘盧遮那佛，

亦以法界藏身示成道於娑婆，則有普賢十大願王，導歸安養。是故欲求生淨

土，須究華嚴宗。欲識華嚴宗，須求生淨土。或笑曰：華嚴事事無礙法界，

當處即常寂光，何為捨此求彼邪？應之曰：既事事無礙，即於此求彼，又何

礙也。既當處即常寂光，即西方亦常寂光也。常寂光固無可捨、無可求，亦

何礙捨、何礙求。如是捨寂光穢，求寂光淨，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生

則實不生，去則決定去。何礙之有！其人罔措，余曰：汝若不會，請問之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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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遮那。汝若不能見毘盧遮那，請問之普賢願王。汝若不能見普賢願王，請

向十字街頭合掌，語諸人曰，乞施我一文錢，當必有告汝者矣。」(J36,p.385, 

c8-20) 

p.199 line -4【無量壽義】（1）因彌陀本願(一生補處願 35)、(定成正覺

願 12)。（2）眾生心性與佛無二故。 

p.200 line 2【阿彌陀佛名號】淨空和尚：這是總結，結歸到心性，勸我們

要多去想想(深思)。阿彌陀佛徹證無量光壽的真心本性，所以他的名字叫阿

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真如本性無量光壽的名稱。因此，「名」一定有實，

離了真心本性，名號不存在，名號就是真心本性的名號。無量壽佛、無量光

佛，或者阿彌陀佛，都是真如本性的名號。離了名號，你怎麼能去證？尤其

是徹證無量光壽的真心本性？這給我們說明，名實是一體，名是心性之名，

心性是名之心性，它是一不是二，這才真正明白我們為什麼要念佛。現前一

念無量光壽的心是我們自己的心，也是阿彌陀佛的心，我們的心跟阿彌陀佛

同一個心。所以，「我心即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即是我心」，信佛就是信

自心，不相信自心怎麼會相信佛？「願深思之，願深思之」。要深深去想想，

阿彌陀佛名號跟自己心性是一不是二，就是自性的名號，也就是《觀經》上

所說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自他是一不是二，這個意思很深。 

智旭《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卷 4〈示念佛法門〉：「念佛三昧，三昧中

王。雲棲云：一句阿彌陀佛，該羅八教，圓攝五宗。可惜今人，將念佛看做

淺近勾當，謂愚夫愚婦工夫，所以信既不深，行亦不力，終日悠悠，淨功莫

剋。設有巧設方便，欲深明此三昧者，動以參究誰字為向上。殊不知現前一

念能念之心，本自離過絕非，不消作意離絕，即現一句所念之佛，亦本自超

情離計，何勞說妙譚玄。秖貴信得及，守得穩，直下念去，或晝夜十萬，或

五萬三萬，以決定不缺為準，畢此一生，誓無變改。若不得往生者，三世諸

佛，便為誑語。一得往生，永無退轉，種種法門，咸得現前。切忌今日張三，

明日李四；遇教下人，又思尋章摘句；遇宗門人，又思參究問荅；遇持律人，

又思搭衣用缽；此則頭頭不了，帳帳不清。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熟，三藏十二

部極則教理，都在裏許，千七百公案向上機關亦在裏許，三千威儀，八萬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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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三聚淨戒，亦在裏許。真能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真能念佛，

不復起貪瞋癡，即大持戒。真能念佛，不計是非人我，即大忍辱。真能念佛，

不稍閒斷夾雜，即大精進。真能念佛，不復妄想馳逐，即大禪定。真能念佛，

不為他歧所惑，即大智慧。試自簡點：若身心世界，猶未放下；貪瞋癡念，

猶自現起；是非人我，猶自挂懷；閒斷夾雜，猶未除盡；妄想馳逐，猶未永滅；

種種他歧，猶能惑志，便不為真念佛也。(J36,p.321,c18-p.322,a10) 

p.200 line -4【科判】 

 

 

 

 

 

 

 

 

 

 

 

 

p.201【論成論劫】 

三身 約事論 約理論 

法身 離垢妙極、因修德顯；可論成論劫 自性清淨、不可思議；無成與不成

報身 因圓果滿；可論成與劫 別無新得；無成不成，不應論劫 

應身 為物示生；可論成與劫 如月印川；無成不成，不應論劫 

p.203【六重本迹】出《法華玄義》卷 7。【本迹】本門與迹門的併稱，又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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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垂迹。即以標顯久遠本佛者為本門，以伽耶成佛而自本門垂現的應迹之

身為迹門。《法華經》卷五〈如來壽量品 16〉載，一切世間天人等皆認為釋

尊是伽耶始成的新佛，但實際上其於百千萬億那由他劫以前，便已成佛，伽

耶成佛之身只不過是其垂迹而已。《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7：「釋本迹為六：

本者理本，即是實相一究竟道；迹者，除諸法實相，其餘種種皆名為迹。又

理之與事，皆名為本；說理說事，皆名教迹也。又理事之教，皆名為本；稟

教修行，名為迹，如人依處，則有行跡，尋跡得處也。又行能證體，體為本；

依體起用，用為迹。又實得體用，名為本；權施體用，名為迹。又今日所顯

者為本；先來已說者為迹。約此六義，以明本迹也。」(T33,p.764, b11-19) 

p.203 line -1【十劫】《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卷 1：「無量壽佛證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已來。經十大劫。」(T12,p.349,c3-4)窺基《阿彌陀經疏》卷 1：

「問：「是何劫？」答：「是小劫。」(T37,p.323,c11)袾宏《阿彌陀經疏鈔》

卷 3：「未審彼佛成佛至今。經幾何時？…十劫者。一云大劫。一云小劫。

今謂明遠。應是大劫。又十大劫。亦是一期赴機之說。究極而言。成佛以來。

亦應無量。如法華中說。【鈔】經意為明成佛久遠。而曰小劫。未見其遠。

今依唐譯。云十大劫。」(X22,p.653,a22-b5) 

p.204 line 2【十劫所成就】淨空和尚：在極樂世界裡面，有無量無邊的菩

薩，都已經證得阿鞞跋致、成圓教等覺不退轉的菩薩，這麼多菩薩他去多久？

這些都是十劫當中去的，在十劫中所成就的。有這樣殊勝不可思議的成就，

值得我們發願，值得我們一心一意的念佛求生淨土，親近彌陀如來。 

或疑：十劫前，此諸弟子非有修行乎，豈皆歸功極樂、彌陀？答：（1）

諸弟子與彌陀佛緣深，故能信願往生西方。（2）一生極樂，便蒙佛願攝受

加持，於十劫中急速成就不退轉位。（3）如蓮池大師《疏鈔》中云：十表

自性無盡。《阿彌陀經疏鈔》卷 3：「【疏】稱理。則自性本來成佛。是十

劫義。【鈔】華嚴舉十。是表無盡。即今自性成佛以來。何止威音那邊更那

邊。塵沙劫又塵沙劫也。若定執十劫。昔人道：猶是王老師兒孫。」(X22,p.653, 

c13-16)《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3：「南泉姓王。常自稱王老師。黃檗至南

泉。一日齋時。捧鉢向南泉位上坐。南泉來見便問。長老甚麼年中行道。檗

云威音那畔。泉云猶是王老師兒孫。」(X22,p.765,b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