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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5 line 6【定性】定性聲聞、定性緣覺。此二種性唯有生空無漏之種故，

深厭生死而專修自利樂寂之法，但斷煩惱障而證生空之理，定隨自乘之果並

入無餘涅槃。因不具佛種故不能成佛，即二乘所被之機。又合稱二乘定性。

《解深密經》卷 2〈無自性相品 5〉：「若一向趣寂聲聞種性補特伽羅，雖

蒙諸佛施設種種勇猛加行方便化導，終不能令當坐道場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何以故？由彼本來唯有下劣種性故、一向慈悲薄弱故、一向怖畏眾苦

故。由彼一向慈悲薄弱，是故一向棄背利益諸眾生事；由彼一向怖畏眾苦，

是故一向棄背發起諸行所作。我終不說一向棄背利益眾生事者、一向棄背發

起諸行所作者，當坐道場，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說彼名為一向趣

寂聲聞。」(T16,p.695,a22-b3)知禮《觀經疏妙宗鈔》卷 6：「論云不生。據

決定性入無餘者。今經云生。是退菩提取小乘者。疏前會云。正處小行不生。

要由垂終發大心故生。若無宿種。豈能垂終迴小向大。故知與前義不相反。

仍釋伏疑。既因迴心向大得生。何故至彼却證小果？故釋云。無漏道熟等。

以退大既久。習小功深。是故彼佛稱習說小。且令證果。或接下。再出經論

引小之意。今經、釋論說。至彼土證小果者。意欲別接小乘求生。其若生已。

咸慕大乘。必不證小。然雖出此意。前義為正。」(T37,p.231,c10-20)若善導

大師《四帖疏》：雖學小行之凡夫，能具三心，迴向亦能生中二品。《觀無量壽佛經

疏》卷 1：「十方眾生，修小乘戒行，願往生者，一無妨礙，悉得往生。但

到彼先證小果，證已即轉向大。一轉向大以去，更不退生二乘之心，故名二

乘種不生。」(T37,p.251,b3-6) 

p.206 line -2【因中願行。各分能所】 

能 所 

願（能發） 苦諦、眾生為所度 滅諦、佛果為所求 

行（能行） 道諦、七科為所行 集諦、惑業為所斷 

p.207 line 3【果上一成一切成】 

因（事事無礙之因） 果（事事無礙之果） 

法藏、無礙因 彌陀無礙果 種智、一現一切皆現。現此自他影像 

眾生、無礙因 聲聞等無礙果 唯識、一變一切皆變。變此自他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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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7 line 6【非自非他】 

自 他心中之自 非自 

他 自心中之他 非他 

生 佛心內之眾生 全眾生即佛 

佛 眾生心中之彌陀 全佛即眾生 

自他不二、生佛一如。 

唯此現前一心妙淨明體。

念念如是信、願、持名。

自然念念中如是成就。 

淨空和尚：阿彌陀佛他自己的大願大行與這些聲聞、菩薩有什麼相干？

如果這道理我們想不通，只要再回頭想想，我們自己與阿彌陀佛在因地裡發

的四十八願，與我們有沒有關係？你就明瞭了。你今天為什麼要發心求生淨

土？還不是因為瞭解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相信佛的願力，你才肯發心、肯

發願。換句話說，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是稱性而發的；佛性與眾生性，無二無

別，一性無二性。既然能稱彌陀的佛性，怎麼不稱我們自己的佛性？我們原

先忘掉了，稱性的大願忘掉了，阿彌陀佛一提醒，我也有！於是才心心相應，

志同道合，才有感應道交。所以說佛與菩薩、聲聞，乃至於人天，是一不是

二。我們修學這個法門，具足信願行三資糧。我們本身跟阿彌陀佛，跟西方

世界無量無邊的那些聲聞、菩薩也合而為一了。『非自非他。自他不二』，

這個道理是在此地。佛是我們自性當中變現出來的阿彌陀佛，無量無邊的菩

薩聲聞也是我們自性變現出來的境界，生佛一體，自他不二。 

這個道理與事實真的明白了、真的搞通，給諸位說，又有一樁事情我們

可以信得過，什麼事情？我們可以把阿彌陀佛無量劫中所修行的功德，變成

我自己的功德。為什麼能變？自他不二，生佛一如。問題就是你會不會變？

肯不肯變？將他的功德變成我的功德。怎麼個變法？「真信切願，執持名

號」，這裡頭最重要是信要真，決定沒有一絲毫的懷疑，願要切。世尊在經

上常跟我們說，一切法從心想生，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也包括在一切法之

中。切願就是純一的心想，純而不雜，一心一意就可以把阿彌陀佛的功德變

成自己的功德。所以這個方法就是「深信切願，老實念佛」，這個法門實在

不可思議！ 

《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卷 7：「自他俱念者，了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眾生是諸佛心內眾生，諸佛是眾生心內諸佛。托彼果上依正，顯我自心理智。

如觀經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由我心性本具功德不可思議，諸佛果中威

力不可思議，故感應道交，自他不隔，極果圓因，稱理映發。」(J36,p.384, b28-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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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9【特勸眾生應求往生以發願】【科判】 

 

 

 

 

 

 

 

 

 

 

 

 

p.210 line 1【眾生纔生彼土者。皆是三種阿鞞跋致】《阿彌陀經疏鈔》卷

3：「【疏】承上。不獨見在彼國無非賢聖。但有生者。悉皆不退也。」「【鈔】

生皆不退者。恐疑彼國固多賢聖。然是久修上士。其新生者未必不退。故言

不論聖凡。但往生者。即不退轉。以決其志也。大本所明……云：生彼國者。

皆悉具足三十二相。諸根明利。乃至成佛。不受惡趣。又論頌云：人天不動

眾。清淨智海生。不動即不退也。良繇念佛之力。得依如來智海。含潤而生。

有進無退故。」(X22,p.655,a5-16)《淨土十疑論》卷1：「得生彼國，有五因緣

不退。云何為五？一者、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持，故得不退；二者、佛光常照，

故菩提心常增進不退；三者、水鳥、樹林，風聲、樂響，皆說苦、空，聞者常起

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故不退；四者、彼國純諸菩薩以為良友，無惡緣境，外

無神鬼、魔邪，內無三毒等，煩惱畢竟不起，故不退；五者、生彼國即壽命永劫，

共菩薩、佛齊等，故不退也。在此惡世，日月短促；經阿僧祇劫，復不起煩惱，

長時修道，云何不得無生忍也？此理顯然，不須疑也。」(T47,p.79,b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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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1 line 2【三不退】 

 藏教 通教 別教 圓教 

位不退 初果(斷見惑) 見地(4/10) 初住 初信

行不退 ㄨ 菩薩地(9/10) 十迴向(斷塵沙惑) 八-十信

念不退 ㄨ ㄨ 初 地(斷無明惑) 初住

p.213 line 4【圓證】《淨土生無生論會集》卷 1：「圓教之理。具四義故

名圓。謂圓妙。圓融。圓足。圓頓。今淨土法門。念念之中。圓轉五濁故妙。

圓淨四土故融。圓見三身故足。圓證三不退故頓。帶業往生。一生成佛。可

謂至圓至頓也。」(X61,p.877,b14-17)【圓妙】空假中三諦，其體是一，無一

法之偏，無一法之隔異；其體不縱不橫，非思議所能及。【圓融】圓滿融通，

三觀相融相即，一即三，三即一，無有缺減，無所障礙。【圓足】事理諸法，

舉出任何一法，都圓滿具足三千諸法。【圓頓】三千諸法之法體圓足，無初、

後差別，非次第修成。 

p.213 line -3【教道】（一）教證二道相對。「教道」：依如來之教法而

方便修行。「證道」：斷妄惑而證悟真實之理。（二）行說相對。「教道」

有二：1別教菩薩於十住、十行、十回向位中，依憑佛教方便修行，是名「約

行教道」。2若是如來與住行向諸位菩薩說登十地之法，是名「約說教道」。

「證道」亦有二：1 別教菩薩於初地位中，破無明微細之惑，證中道真實之

理，是名「約行證道」；2如來自說此十地法，我已親證，是名「約說證道。」

～《三藏法數》 

p.214 line 3【異生】舊譯為凡夫，新譯為異生。凡夫輪迴六道，受種種別

異之果報；又凡夫起變異而生邪見造惡，故稱異生。有關異生之語義，據《大

毘婆沙論》卷四十五載，異生之意即起異類之見、異類之煩惱，造異類之業，

受異類之果、異類之生。又據《成唯識論述記》卷二本載，異有二義：(一)

別異，謂聖者唯生於人天趣，而異生乃通於五趣。(二)變異，謂異生轉變為邪

見等。生，係生類之意，以異於聖人之生類，故稱異生。～《佛光大辭典》 

p.214 line 5【同生性】參考本書p.286。破無明、證法身，與如來體同。 

順次進階：凡夫→二乘→菩薩（異生→同生性） 

證上捨下：同生性菩薩≠異生→行不退菩薩≠二乘→初果聖人≠凡夫 

p.214 line -1【一切俱非。一切俱是】「俱非」：已超生死故非凡夫，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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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行願故非二乘，俱足煩惱故非菩薩，未斷無明惑故非佛。「俱是」：見思

惑未斷故是凡夫，不再六道輪迴故是二乘，皆發大心修十大行願故是菩薩，一

生補佛，與佛同體故是佛。 

p.216 line 2【俱非無量壽。俱是無量光】「俱非」：萬相寂滅，體絕相故，

心性常寂→無量壽。「俱是」：周遍法界，相用圓融，心性常照→無量光。 

p.216 line 6【三要】參考本書p.26～27 

心要 心性之極致(現前一念)→ 光壽名相 

境要 持名之奇勳(一句佛號)→ 光壽階位 

法門要 彌陀之大願(四八大願)→ 光壽法門 

極樂同居。 

一切俱非。（無量壽）

一切俱是。（無量光）

p.217 line 1【極樂人民皆然】參考彌陀本願 35：我作佛時，所有眾生，生

我國者，究竟必至一生補處。（會集本）或，《佛說無量壽經》卷1：「設我

得佛，他方佛土諸菩薩眾來生我國，究竟必至一生補處。」(T12,p.268,b8-9)

卷 2：「佛告阿難：彼國菩薩皆當究竟一生補處。」(T12,p.273,b19)《大寶積

經》卷17：「若我成佛，於彼國中所有菩薩，於大菩提咸悉位階一生補處。」

(T11,p.94,a5-6)卷18：「復次阿難！極樂世界所有菩薩，於無上菩提皆悉安住

一生補處。」(T11,p.98,b20-21) 

《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卷 3：「問：大本言生彼國者，皆當一生遂補佛處。

然中下胎生，豈等覺菩薩邪？答：非等覺，而可稱一生補處。以不更歷生死，

必圓無上菩提故。小本：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亦指此生必補佛處而言，不

以常塗三不退論。下又云：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則別指現證等覺者，亦以此生

必補。故得云，其中多有也。所以極樂凡聖同居土與常塗教意迥別，常塗不過

暫時同居，此與一切等覺同淨寂光，故云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J36,p.299,c10-17)《阿彌陀經疏鈔》卷 3：「生皆不退者。恐疑彼國固多賢聖。

然是久修上士。其新生者。未必不退。故言不論聖凡。但往生者。即不退轉。

以決其志也。…承上言生彼國者。豈惟不退。復有補處菩薩不可勝紀。深勸求

生也。補處者。止此一生次補佛位。即等覺菩薩也。…問：彼處觀音次當補佛。

次乃勢至。勢至之後。不聞補者。今言補處甚多。何日當補？又補處者。菩薩

地盡。住等覺位。如星中月。何得甚多而在彼國？答：補處不必定補彌陀之處。

十方世界無盡。諸佛涅槃無盡。補處菩薩亦無盡。住彼國中而待補處。奚為不

可。又諸佛尚如微塵。無有窮盡。況復菩薩。其數甚多。無足疑也。如大本中

說。【鈔】大本云。佛告彌勒。此世界中。有七百二十億菩薩生彼。一一已曾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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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無央數佛。如彌勒者。諸小菩薩不可勝紀。他方世界。第一光遠照佛所。有八

十億菩薩。皆當往生。第二寶藏佛所。有九十億。第三無量音佛所。有二百二十

億。展轉至十四佛剎。以及無量佛剎。往生者不可復計。但說佛名。窮劫不盡。

況其菩薩當往生者。言如彌勒。則甚多補處。益可為證。」(X22,p.655,a9-p.656,a19) 

p.218 line 2【一生圓滿成佛】《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1：「若夫高不可仰。

則積行菩薩曝腮鱗於龍門。深不可闚。則上德聲聞杜視聽於嘉會。見聞為種。

八難超十地之階。解行在躬。一生圓曠劫之果。師子奮迅。眾海頓證於林中。」

(T35,p.503,b1-5)《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2：「疏。解行在躬一生圓

曠劫之果者。第二解行益。七十八經。慈氏讚善財云。餘諸菩薩於無量百千萬

億那由他劫。乃能滿足菩薩願行。乃能親近諸佛菩薩。此長者子。於一生內則

能淨佛剎。則能化眾生。則能以智慧深入法界。則能成就諸波羅蜜。則能增廣

一切諸行。則能圓滿一切大願。則能超出一切魔業。則能承事一切善友。則能

清淨諸菩薩道。則能具足普賢諸行（此出《華嚴經》卷78〈入法界品 39〉，T10,p.429,b8-17）。

及大威光太子。亦是一生圓多劫之果(毗盧遮那佛過去世為大威光太子－〈毗盧遮那品〉第

六)。上二皆明證速。」(T36,p.12,a12-21) 

p.219 line 2【一生成佛之義卻在此經】《無量壽經起信論》卷 1：「惟此

十願。是曰願王。一切菩薩從此起行。直至成佛。然其間有一總持門。能使所

願速得成就。不離念無量壽佛求生西方。普賢偈曰：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

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我既往生彼剎已。現前成就此

大願。一切圓滿盡無餘。利樂一切眾生界。是知盡十方眾生願輪之勝。莫有過

於往生安樂者。何以故？無量壽佛。無上願王。一切菩薩願王。莫不以此為究

竟故。」(X22,p.118,c17-p.119,a1)《華嚴經行願品疏》卷10：「不生華藏而生

極樂。略有四意：一有緣故。二欲使眾生歸憑情一故。三不離華藏故。四即本

師故。」(X05,p.198, a16-18)《雲棲法彙（選錄)》卷2：「問：華嚴經中何獨

取此？答：此有二意：一者取要。如前說故。二者正欲發明普賢乃華嚴長子。

入不思議解脫境界。具無盡行門。而亦求生淨土。況餘人故。」(J32,p.574,b23-26)

《徹悟禪師語錄》卷1：「此一念佛法門。如天普葢。似地普擎。無有一人一

法。能出其外。不在其中者。如華嚴全經。雖有五周四分之殊。以因果二字。

該盡無餘。四十一位因心。無一心而不趨向果覺。四十一位所修種種法行。豈

非皆念佛法行也。而末後普賢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為全經一大結穴。不其然

乎。又華嚴者。以萬行因華。莊嚴一乘佛果。此萬行非念佛行耶。」(X62,p.339,a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