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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1 line -3【一切世間難信之法】玄奘譯《稱讚淨土佛攝受經》卷 1：「乃

能於是堪忍世界五濁惡時，所謂：劫濁、諸有情濁、諸煩惱濁、見濁、命濁，

於中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欲方便利益安樂諸有情故，說是世間極難

信法。是故，舍利子！當知我今於此雜染堪忍世界五濁惡時，證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為欲方便利益安樂諸有情故，說是世間極難信法，甚為希有，

不可思議。…於此雜染堪忍世界五濁惡時，若有淨信諸善男子或善女人，聞

說如是一切世間極難信法，能生信解、受持、演說、如教修行。當知是人甚

為希有，無量佛所曾種善根。是人命終定生西方極樂世界…」(T12,p.351, 

b3-15) 

p.302 line 5【五決定、五必不能度】 

劫濁：決定為時所囿、為苦所偪←→帶業橫出之行(非斷惑豎出) 

見濁：為邪智所纏、邪師所惑←→不假方便(不需觀想、參究) 

煩惱濁：為貪欲所陷、惡業所螫←→即凡心是佛心(圓、頓、直、捷) 

眾生濁：安於臭穢不能洞覺、甘於劣弱不能奮飛←→欣厭之行(真信切願) 

命濁：為無常所吞、措手不及←→不費時劫、不勞勤苦(一七日) 

p.303 line 4【蠆盆】「蠆」：ㄔㄞˋ。蝎子一類的毒蟲。「蠆盆」：傳說

商紂時的一種酷刑，置毒蛇、毒蟲於坑，放入罪人，任蛇蟲咬噬。～《漢語

大詞典》 

p.309 line 6【宅裏】「㶿」，ㄆㄥˊ ㄅㄛˊ，火煙大起。「火宅」：

《法華經》七喻之一的火宅喻。其文云（T09,p.14,c）︰「一切眾生，皆是吾

子，深著世樂，無有慧心，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充滿，甚可怖畏。常

有生老病死憂患。如是等火，熾然不息。」戲論者，即三界見思。 

p.309 line -1【死盡偷心】古崑《淨土必求》：「死盡偷心者。即是信極

一門。不被諸惑也。亦即老老實實之謂也。亦即至至誠誠之謂也。……崑深

慚垢重。雖有好學之心。實無久專之志。是故學經、學律、學禪、 學淨。

皆不成就。幸讀彌陀要解。至解五濁之文。而得死盡偷心。專持名號。欲共

有緣。同死偷心。故將所幸。而述偈云：持名容易死心難。幸把彌陀要解看。

欲想一生離五濁。非憑此行必徒然。」(X62,p.450,a3+p.451,b24)張師誠《徑中

徑又徑》卷 3：「三藏十二部。讓與別人悟。八萬四千門。饒與別人行。一

句南無阿彌陀佛之外。不用一字。…舉目動口。無不是佛。(X62,p.390,a24-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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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6 line 2【經云】？《安樂集》卷1：「《大集月藏經》云：『我末法時

中，億億眾生起行修道，未有一人得者。』當今末法，現是五濁惡世，唯有淨

土一門，可通入路。」(T47,p.13,c8-11) 

p.306 line 3【淑】1.治理好。2.美善的。～《丁德先新創字典》 

p.306 line -2【丁亥】清世祖順治4年(西元 1647)蕅益大師（1599～1655） 

p.308 line -3【匵】ㄉㄨˊ【說文】匱也。【廣韻】函也。【六書故】通以

藏器之大者爲匱，次爲匣，小爲匵。匱藏：用櫃子珍藏。 

p.309 line -5【天目山】位於浙江省杭州市西北部臨安區，與安徽交界處，

距杭州84公里。主峰有東天目山與西天目山，兩峰並峙，峰頂又各有水池，清

瑩如目，故稱天目山。又稱為韋陀菩薩道場。詳見「百度百科」。 

p.310 line 4【歙AE浦E

ㄆ
ㄨ

ˇ

A】AE歙E

ㄕ
ㄜ

ˋ

A：安徽省歙縣。「徽商」：中國古代商人集團。以

居於徽州(今安徽歙縣﹑AE黟E

ㄧ

A縣﹑AE婺E

ㄨ
ˋ

A源一帶)而得名。「歙浦」：歙縣以南。 

p.310 line -5【癸巳】清世祖順治 10年，西元 1653。 

p.310 line -1【藪逋】「藪」ㄙㄡˇ：1.人或物聚集之所。2.聚集。「逋」

ㄅㄨ：1.逃竄，逃亡。2.拖欠，積欠。 

p.311 line 1【庚子】順治 17年，西元 1660。（依據：聖嚴法師《律制生活》

p.45：「明代蕅益大師，晚年勤研以律，故畏而捨比丘戒，在佛前禮《占察懺

儀》，求得清淨輪相，拈得沙彌菩薩戒；因此他的兩大出家弟子成時與性旦二

師，連沙彌都不敢稱，而退以優婆塞自居。」）性旦法師：壬寅(1662年)七月

病逝。 

p.312 line -1【庚戌】乾隆55年，西元 1790。 

p.313 line 3【鶴動之見】《止觀輔行傳弘決》卷1：「大經十三云。於佛法

中竊取少分。虛妄計有常樂我淨。如生盲人不識乳色。便問他言：乳為何似？

他人答言：色白如貝。盲人復問。是乳色者如貝聲耶？答言：不也。復問：何

似？答言：如稻米粖。盲人復言：如稻米粖色柔軟耶？答言：不也。盲人復言：

稻米粖者復何所似？答言：如雪。盲人復問：如雪冷耶？答言：不也。盲人復

問：為何所似？答言：如鶴。盲人復言：如鶴動耶？答言：不也。盲人雖聞如

是四說，終不能見乳之真色。外道亦然，雖聞四名，終不能識常樂我淨言旨所

歸。如彼盲人迷乳真色。」(T46,p.160,b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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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13 line -3【驥尾】蚊蠅附在馬的尾巴上，可以遠行千里。比喻依附先輩

或名人之後而成名。後常用為自謙的套語。～《漢語大詞典》 

p.314 line 3【中天】1.中天竺。2.「天中天」：為佛尊號之一。 

p.314 line 6【寢饋】1.寢食；吃住。2.謂時刻在其中。～《漢語大詞典》 

p.314 line -3【梨棗】舊時刻版印書多用梨木或棗木，故以『梨棗』為書版

的代稱。 

p.315 line 5光緒二十三年，丁酉＝西元 1897 

 

《要解》釋本經「五重玄義」： 

1.釋名：此經以能說所說人為名。 

2.辯體：以實相為體。吾人現前一念心性。 

3.明宗：以信願持名為修行之宗要。（信：六信。願：究竟取捨，厭穢欣淨） 

4.力用：以往生不退為力用。（往生四土九品，圓證三不退） 

5.教相：大乘菩薩藏；無問自說。華嚴奧藏、法華秘髓、一切諸佛之心要、菩

薩萬行之司南（圓教、頓教）。 

「三要」： 

1.「心要」：能念之心性(深信切願)。→生「信」 

2.「境要」：所念之佛名(一聲佛號)。→發「願」 

3.「法門要」：心佛不二、自他不二(四八大願、依正莊嚴功德)。→實「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