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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0 line 2【應當發願】《阿彌陀經疏鈔》卷 3：「【疏】又聞攝信義。

願攝行義。三事資糧。悉備於此。【鈔】聞然後信。匪聞則信自何生。願然

後行。無願則行何繇起。下文信行。此為本原。信行願三。淨土資糧。充足

無欠。【疏】又願之為力。不可思議。彼佛淨土。亦繇願故。臨終往生。惟

仗願故。三界因果。悉隨願故。諸大菩薩。皆願生故。…【鈔】菩薩願生者。

普賢頌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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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樂剎乃至願蒙授記。廣利眾生等。至如文殊發願往生所說之偈。亦云。願

我命終時。滅除諸障礙。面見彌陀佛。往生安樂剎。與普賢若合符節。他如

天親龍樹等。多難悉陳。故云不可思議。」(X22,p.656,b23-c19) 

p.221 line 1【上善】《阿彌陀經疏鈔》卷 3：「【疏】此躡前徵起。何故

教人發願生彼。以彼國是諸上善人同會之處。得生彼國。則入如是勝會。故

當求生。【鈔】徵有二義：一者娑婆亦是佛邦。何必遠離故國？二者十方無

盡佛剎。若為偏向西方？故徵其繇。今融而答之。復有三義：一者。或有國

土。人畜鬼獄之所共居。未必皆人故。二者。或有國土。雖純人所居。未必

皆善故。三者。或有國土。雖純善人所居。未必皆上善故。今曰諸上善人。

則不獨為人中之善。亦復善中之善也。如上所列聲聞菩薩。乃至補處。此等

諸上善人。今得往生。即與俱會一處。所謂觀音勢至。把手共行。文殊普賢。

親為勝友。……【疏】問：生極樂者。其類不一。何得槩稱上善？答：以皆

得不退轉故。【鈔】類不一者。謂有聖有凡。有大有小。上中下品。分位秩

然。乃略其中下。槩曰上善。故為此難。今明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則

究竟皆成無上正覺。是佛境界。故無別也。」(X22,p.657,a3-22) 

p.221 line -2【實聖、權聖】實聖即聲聞四果、辟支佛、通教之六地、別

教之十住等人。權聖則有方便有餘土中之三乘人、實報無障礙土及常寂光土

之法身菩薩、妙覺如來等，應有緣眾生之需而權化生於此土。～《佛光大辭典》 

p.222 line 3【楞嚴經】《首楞嚴經》卷 9：「此不還天，彼諸四禪四位天

王，獨有欽聞不能知見，如今世間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阿羅漢所住持故，

世間麁人所不能見。」(T19,p.146,c1-3) 

p.223 line 1【所作所辦不同】【所作】又作羯磨。即秉聖法辦事，而有成

濟之功。【所作已辦】阿羅漢本求出離三界，修諸梵行，生死既盡，梵行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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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云所作已辦。～《佛光大辭典》、《三藏法數》《要解親聞記》：「此土，聖

人修無漏道業，凡夫唯塵勞生死。所辦事業，迥然不同。何如彼土，無論凡聖，

同念彌陀，同行佛事，同佛自在神通，同佛無量光壽之為愈耶。」 

p.223 line 4【無漏不思議業】據《勝鬘經》〈一乘章〉及《成唯識論》卷

八所述，凡夫等以取為緣，以有漏業為因，而感三有之異熟身，此即分段生死；

而阿羅漢、辟支佛及大力菩薩則以無漏有分別業為因，所知障無明住地為緣，

因而感殊勝細妙之異熟果。其果係由悲願力所改變，身命皆無齊限，故名變易

生死。變易生死是出過三界之身。阿羅漢、辟支佛及大力菩薩已斷四住地之惑

（煩惱障），不復受界內分段身，故生於界外受變易身（意生身），以此身迴

入三界，長時修菩薩行，至無上菩提。～《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觀音義疏記》卷 1：「輔行明分段土至實報土各有三道。分段三道謂見

思惑為煩惱道。煩惱潤業名為業道。感界內生名為苦道。方便三道謂塵沙惑為

煩惱道。以無漏業名為業道。變易生死名為苦道。實報三道謂無明惑為煩惱道。

非漏非無漏業為業道。彼土變易名為苦道。」(T34,p.939,a10-16) 

由此推知：「無漏不思議業」乃圓超九界之有漏，亦圓超九界之分別，意

即圓超三土之三道，故云「無漏」、「不思議」。旁註云：「多善根福德因緣」

者，如《靈峰宗論》卷3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少字，揀至

別教地前，并豎揀至圓教住前。以住前皆仗自力登住，入同生性，方蒙諸佛護

念故。吾每謂淨土大教，圓收一切教，超出一切教，正謂此也。」(J36,p.299,c21- 

24)因此「無漏、不思議」方合『多』善根福德因緣。又如後文云：「唯以信

願執持名號，則一一聲悉具多善根福德。」可知「信願持名」即是「無漏不思

議業」矣！ 

p.228 line 1【壎勳篪持】亦作「壎箎」、「塤篪」、「塤箎」。壎、篪皆

古代樂器，二者合奏時聲音相應和。因常以「壎篪」比喻兄弟親密和睦。《詩‧

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毛傳：「土曰壎，竹曰篪。」

鄭玄箋：「伯仲，喻兄弟也。」今大塤八孔，二前五後，一髹飾其上。篪，

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

～《漢語大詞典》、《康熙字典》 

p.224 line 4【四十一因位】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四十一位

法身大士。【超盡四十一因位】淨空和尚：『下凡眾生』，就是往生西方凡

聖同居土下品下生，他們也是圓證三不退。底下講，他超越了四十一個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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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很奇特！也就是前面講的：一切俱是，一切俱非，是西方世界非常特殊

的環境。在理論上，怎麼想都想不通；不但我們想不通，菩薩都想不通。菩

薩要修這些位次，得吃多少苦，經過多麼長的時間才達到；他這裡不費力氣

就超過這四十一個因位，從十住到等覺，四十一個位次，即使是凡聖同居土

下品下生，他一下就超過了！所以這是『教網所不能收、剎網所不能例』。

「教網」，就是十方諸佛所講的經論、教理。「剎網」是十方國土，十方諸

佛國土也沒這種事情。只有西方極樂世界有，它特別。所以這法門之難信，

不僅我們一般人不相信，阿羅漢不相信，菩薩不相信，教理上講不通；但是，

在西方極樂世界居然是事實。所以這是「唯佛與佛方能究竟」。你要問：這

究竟是一回什麼事情？十方諸佛知道，等覺以下的都不能完全明瞭，所以諸

佛都說這是極難信之法，你要不相信，那是應該的，是正常的現象；如果你

能相信，那就是特別、不正常。但是你能相信，你的福報就太大了，這很不

平常。你不相信，是很正常的，你相信了，是很不平常的。真的相信了，一

生就得度。 

p.224 line -5【張鍾 AE馗E

ㄎ
ㄨ
ㄟ

ˊ

A、張善和】《佛祖統紀》卷 28：「生惡輩傳 

長安京姓。本為屠。因善導和上勸人念佛。滿城斷肉。京嫉之。持刀入寺。

興殺害意。導指示西方。現淨土相。即回心發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眾

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天童即其識神)。 

長安張鍾AE馗E

ㄎ
ㄨ
ㄟ

ˊ

A 殺雞為業。命終見緋衣人驅群雞至。唱言：啄啄。即四向上

啄兩目。血流痛不堪忍。有沙門弘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

群雞散去。即端坐化云。 

長安張善和。殺牛為業。臨終見牛數十來云。汝殺我。善和告妻。急請僧

即為說觀經。若有眾生作不善業應墮惡道。善友告令至心具足十念。稱南無阿

彌陀佛。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善和大叫云：便入地獄也。

即以左手擎火。右手捻香。轉身向西。厲聲念佛。未足十念。即云：佛來也。

已與我寶座。言訖而終。」(T49,p.288,c9-27) 

p.225 line 6【深信三不思議】三不思議（三要） 

了生死  名號功德(持名奇勳、境要) 信 

、成佛 →彌陀大願  願  菩提心 

大事因緣 (法門要) 吾人心性(心性極致、心要) 行（行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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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了悟極樂凡聖同居土種種不可思議殊勝功德，乃彌陀種智所現、念

佛淨業所感、吾人心性所現；故深信吾人心性本不可思議，以不思議心，持

不思議名號，生彌陀大願力所成不思議同居土；是謂三不思議也。（心佛眾

生三無差別） 

p.226 line 6【方能發大願】淨空和尚：蕅益大師說這麼多，就為了幫助我

們發願。為什麼我們的願發不起來？對於事實真相沒有搞清楚。例如，你想

要選擇一個學校去念書，對學校的情況沒有搞清楚，會猶豫不決。聽說不少

人去了，也想去，但是自己主意沒拿定。必須把學校的情況搞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確實是其他學校所不能相比的，那你就會有選擇的決心了。這就

是「方能發於大願」。你信得不深，就無法下定決心。深信，也就是你了解

得夠徹底、夠圓滿了，於是你才深信不疑而發願決定往生西方。 

p.226 line -2【二行相持＝正行】深信、真信＋發大願、切願→持名正行。

因為有『慧行』+『行行』，二行相持。乃為正行也。《便蒙鈔》云：發求

生淨土願＝發四弘誓願。以此願而念佛，乃正為圓滿四弘誓願故。私謂：「深

信」者，具三信、六信，信「生佛不二、自他一如」，故依「無礙法界」而

求生（取捨），乃無捨而捨、無取而取→「願」，願圓滿無上菩提。故云：

有此「信願」，即是發菩提心，亦可說是發相似「勝義菩提心」。 

p.227 line 2【風吹不入】參考不同版本。《阿彌陀經要解》卷 1：「彼國

雖通四土，然既在此娑婆三界之外，又非二乘所證偏空涅槃境界，故但肯發

願求生，即屬別圓二教弘誓所攝，以既不求人天福報，又不求聲聞緣覺，非

是菩提大願而何！設使或求人天或求趨寂，則非生彼國之願矣。故此願生彼

國之願從深信生，合此信願的為淨土指南，而下文執持名號乃為正行。若信

願堅固，縱使臨終十念一念亦決得生。若無信願，縱使將此名號作个語頭，

持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銀牆鐵壁一般，亦萬無一得生淨土之理，修淨

業者不可不知也。」(T37,p.370,c26-p.371,a8)《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 6：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T48,p.192,a21)《聯燈會要》卷 28：「直得水洒

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鎚相似。」(X79,p.245,c3-4)應知： 

（1）若無信願，即使有禪、有定，必無得生之理；因為絕對不會迴向求生西方。 

（2）若有禪、有定，而肯信願迴向往生西方，不但決定往生，品位應該不低。 

（3）只信西方、彌陀是佛之方便法門，不信此為真實，不信淨土法門乃自性唯心、

法界緣起事事無礙之境，只以西方彌陀為緣影妄想，便造謗佛、謗法之罪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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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7+228 

【科判】 

 

 

 

 

 

 

 

 

 

 

 

 

p.228 line 1【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參考不同譯本。《稱讚

淨土佛攝受經》卷 1：「若生彼土，得與如是無量功德眾所莊嚴諸大士等，

同一集會，受用如是無量功德眾所莊嚴清淨佛土，大乘法樂，常無退轉，無

量行願念念增進，速證無上正等菩提。故舍利子！生彼佛土諸有情類成就無

量無邊功德，非少善根諸有情類當得往生無量壽佛極樂世界清淨佛土。」(T12, 

p.349,c29-p.350,a6) 

p.228 line -1【菩提正道善根】《阿彌陀經疏鈔》卷 3：「【鈔】問：寶積

大本云。欲見無量壽佛者。應發無上菩提心。復當專念彼國。積集善根。則

菩提善根。似為二事。今何直以善根屬菩提心？答：彼但言善根。此乃云多

善根。多之一字。非菩提心。何以當此！」(X22,p.658,a20-24)《阿彌陀經疏

鈔》卷 3：「【疏】問：何故觀經發菩提心在第三福？答：以福有事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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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事故。…【鈔】難謂：云何發菩提心而與上之二者同名曰福？今明福有事

理。此菩提心。是般若中如虗空不可思量之福。非達摩所斥人天有漏之福也。

故前二福猶共凡小。此獨擅大乘耳。然今疏不以配福。而屬之善根者何？良

以善之與福。別之則二。總之則一。別而言之。則菩提心偏屬善根。總而言

之。則菩提心亦可云福。觀經總舉言福無礙。」(X22,p.658,a9-20)黃念祖《無

量壽經解》：「菩提正道者，發菩提心，一向專念也。此即成就菩提之親因。

因者，種子也。乃成就菩提果之種子，故名「善根」。」《阿彌陀經疏鈔》

卷 3：「【疏】問：此土單修圓頓。不願往生者。寧可謂之少善根耶？答：

圓頓行人雖悟一心。尚餘後有。正宜求生彼國。親近彌陀。喆老青公。皎然

覆轍。若其自負圓人。不願往生。當知亦是善根薄故。如華嚴中說。【鈔】

後有者。後陰也。即來生也。圓人見地雖與佛齊。然而麤細無明。猶未盡除。

恒沙性德。猶未悉備。有惑潤生。寧無後有。既存後有。則有生方。不離六

道。除彼已登實報。餘或未免人天。而天上多欲。人間雜苦。墮落者眾。解

脫者希。不生淨土。而將焉往。喆老青公。俱稱有悟。而喆老後身。耽戀富

貴。青公後身。多歷苦憂。皆繇不慕往生。自失善利。致使淹滯多生。曠菩

提路。豈非善根涼薄。乃致如斯。言華嚴者。入法界品云。遮那會上。諸大

聲聞。不見佛者。以善根不同故。本不修習見佛自在善根故。故知執持名號。

願見彌陀。誠多善根。大善根。最勝善根。不可思議善根也。」(X22,p.658,c4-19) 

《阿彌陀經疏鈔事義》卷 1：「喆老青公 喆老者。住京師大剎。四十年不

睡坐禪。精苦如此。坐化後。紙襖亦燒出舍利。以不修西方。後生大富貴處。

青公者。即青草堂。年九十餘。有曾家婦人。常為齋供。及布施衣物。和尚

感其恩。乃言老僧與夫人作兒子。一日婦人果生子。及詢草堂。已坐化矣。

後官至宰相。」(X22,p.693,a8-13)喆老：真如喆禪師。宋‧青草堂，後身為曾魯公，

宋朝曾公亮，五十歲拜相，封魯國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