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te：2019/3/30 

1 / 6 

p.99 L.5【無垢莊嚴光】淨空和尚：「無垢」是清淨，「莊嚴」是美好，「光」

是智慧。沒有見思、塵沙、無明煩惱的污染，自性莊嚴的智慧光明顯露出來。

『一念及一時』，就是講同時，同時能夠以無量無邊的應化身，就像《梵網經》

上所講的，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因為世界無量無邊，諸佛無量無邊，眾生

更是無量無邊，極樂菩薩有能力，一時、一念都能夠分身到達各處，『普照諸

佛會，利益諸群生。』「一切時不前不後，一心一念」，『一心一念』，這裡

面還有很深的意思，空間沒有了、時間沒有了，就在當下，感應道交就在當下。

如《楞嚴經》上所說的：「當處出生，隨處滅盡」。一心一念，放大光明，悉

能遍至十方三世，十方世界同時到達，就是遍至，一念就到達。如此，能親近

一切諸佛，供佛是修福，聞法是修慧，福慧雙修，福慧圓滿；又能夠遍至十方

世界教化眾生，滅除一切眾生苦。 

p.100 L.5【不動容有前後】性梵《往生論註講義》：如黃金隨匠成眾金器。

若明鏡現眾像，同時炳現，無前後。約位說，初地－不動應化德；八地以上－

同時遍至德。（然而本書 p.161：-3 云『八地已上菩薩』，故應以德之差異而

論一、二之不同，不應約位論德。） 

p.101 L.-4【供養讚歎諸佛】三十七、衣食自至願。三十八、應念受供願。：

我作佛時，生我國者，所須飲食、衣服、種種供具，隨意即至，無不滿願。十方

諸佛，應念受其供養。若不爾者，不取正覺。〈歌嘆佛德第27〉：「彼國菩薩，

承佛威神，於一食頃，復往十方無邊淨剎，供養諸佛。華香幢幡，供養之具，應

念即至，皆現手中。珍妙殊特，非世所有。以奉諸佛，及菩薩眾。」 

p.101 L.-4【大慈謙忍】如本師釋迦牟尼佛。《維摩詰所說經》卷 3〈10 香

積佛品〉：眾香佛國、香積如來之諸菩薩，聞維摩詰說，此土眾生剛強難化，

故佛為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

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無量大悲，生

是佛土。」(T14,p.553,a16-19) 

p.102 L.1【法供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

品〉：「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所謂：如說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攝受眾

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

(T10,p.845,a4-8)《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10：「依觀供養。正是修行。故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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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喜見燒身名法供養。淨名。教於善德行施。無前無後一時等施。名法供養。

是則財施。若能稱法皆法供養。況於深觀非法供養。」(X05,p.193,c13-16) 

p.102 L.5【軟心菩薩】此「軟心」，非慈悲柔軟心，指無堅固志願、無堅固

慈悲心之十信位，亦稱「輕毛菩薩」。 

p.102 L.-3【佛種】有多種說法，略說四種︰(1)指眾生本具的佛性︰《法華

經》卷一〈方便品〉云︰「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法華文句》釋為︰

「中道無性即是佛種。迷此理者，由無明為緣，則有眾生起。解此理者，由教

行為緣，則有正覺起。欲起佛種，須一乘教。」(2)指煩惱為佛種︰就「煩惱

即菩提」的見地而說的。《維摩詰所說經》卷 2〈8 佛道品〉：「若見無為入

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

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

生起佛法耳！又如殖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為正

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

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

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T14,p.549,b4-15)《注維摩詰經》僧

肇註云︰「塵勞眾生即成佛道，更無異人，夫成佛故是佛種也。…凡夫沈淪五

趣，為煩惱所蔽，進無無為之歡，退有生死之畏；兼我心自高，唯勝是慕，故

能發迹塵勞，標心無上。樹根生死而敷正覺之華，自非凡夫沒命洄淵、遊盤塵

海者，何能致斯無上之寶乎？是以凡夫有反覆之名，二乘有根敗之恥也。」(T38,p. 

392,b28-c5)《維摩經義疏》卷 5〈8 佛道品〉：「問：何故偏取煩惱為佛種耶？

答：二乘斷於煩惱。不能發心作佛。故非佛種。今偏作之。故說有煩惱人。名

為佛種。」(T38,p.971,c20-22)(3)以菩提心為佛種︰如《華手經》卷二〈發心品〉

所載︰「譬如無牛則無醍醐，如是若無菩薩發心則無佛種。…如是若有菩薩發

心，則佛種不斷。」(4)以稱名為佛種︰如《寶雲經》云︰「譬如種樹，有其

種子離於腐敗、具足生牙因緣，當言為生、為不生耶？菩薩白佛言：世尊！是

名為生。蓮華眼佛答言：善男子！聞佛名者得其種子，具足因緣便得受記。」

(T16,p.210,a22-26)此外，《菩薩念佛三昧經》謂，佛種是一切諸佛的體性，舊

譯《華嚴經》卷十謂︰「下佛種子於眾生田，生正覺芽。」《華嚴經探玄記》

卷十一釋云︰「菩薩所行，名為佛種。」以上四種之中，前一種是約性德而說

佛之本質為佛種，後三種是約修起而說，是指產生佛果的種性。但是，守護此



Date：2019/3/30 

3 / 6 

佛種而不令絕，是菩薩所應努力去做的。《無量壽經》卷上︰「受持如來甚深

法藏，護佛種性，常使不絕。」《思益梵天所問經》卷一〈四法品〉︰「菩薩

有四法不斷佛種，何等四﹖一者不退本願，二者言必施行，三者大欲精進，四

者深心行於佛道。」～《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04 L.4【一切外凡夫人】《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卷 1：「一切外[7]

凡夫人皆得往生」(T40,p.833,c27)[7]外＋（道）ぃ【原】。 

p.105 L.-2【此二經云何會】善導《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4：「此義仰就抑止

門中解。如四十八願中除謗法、五逆者，然此之二業其障極重，眾生若造，直

入阿鼻，歷劫周慞無由可出。但如來恐其造斯二過，方便止言不得往生，亦不

是不攝也。又下品下生中取五逆、除謗法者，其五逆已作，不可捨令流轉，還

發大悲，攝取往生；然謗法之罪未為，又止言若起謗法即不得生，此就未造業

而解也。若造，還攝得生，雖得生彼，華合逕於多劫。」(T37,p.277,a25-b5) 

p.106 L.6【經言】《大智度論》卷 7〈1 序品〉：「問曰：如〈泥黎品〉中

謗般若波羅蜜罪，此間劫盡，復至他方泥黎中，何以言「最大罪受地獄中一劫

報」？答曰：佛法為眾生故，有二道教化：一者、佛道，二者、聲聞道。聲聞

道中作五逆罪人，佛說受地獄一劫；菩薩道中破佛法人，說此間劫盡，復至他

方受無量罪。聲聞法最第一福，受八萬劫；菩薩道中大福，受無量阿僧祇劫。」

(T25,p.108,c12-18) 

p.107 L.3【誹謗正法】汎論之有兩種：(一)不信大、小二乘之法，遂疑惑誹

謗。(二)不信大乘經典為佛所說而誹謗之；或見人讀誦、書寫、受持大乘經典

而懷輕賤、憎嫉之心。 據智顗之《菩薩戒經義疏》卷下載，誹謗三寶係由四

種邪見所致，即：(一)上邪見，對於一切均撥無因果。(二)中邪見，不說一切

無因果，僅說三寶不及外道。(三)下邪見，不說三寶不及外道，僅心中計執二

乘之法殊勝，即捨棄大乘而取小乘。(四)雜邪見，於諸種邪見中，有偏執、雜

信、暫念小乘、思義僻謬等四種。然誹謗正法之說於阿含等經中極為罕見，惟

多散見於大乘經典中，主要係因教誡小乘聲聞之徒誹謗大乘之故。～《佛光大

辭典》《菩薩戒義疏》卷 2：「第十謗三寶戒。亦云謗菩薩法。或云邪見邪說

戒。……此戒備五緣成重。一是眾生。二眾生想。三欲說心。四正吐說。五前

人領解。一是眾生。…二眾生想。…三欲說心者。…四正說者。發言向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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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說。若令他傳說。悉重。五前人領解納受邪言。隨語語結重。若作邪說經

者。欲令人解。隨彼披覽發解者。隨語語重。邪見推畫。條緒乃多。略有四種：

一上邪見、二中、三下、四雜。」(T40,p.574,b3-17) 

p.108 L.1【重者先牽】日僧圓智《西方要決科註》卷 2：「業道如秤。鸞大

師指云。業道經考。未得此文焉。」(X61,p.111,c3)《俱舍論記》卷 30〈破執

我品 9〉：「正命終時。雖色心中帶彼眾多感後有業。所引熏習功能種子。一

重業者，今先受果。譬如負債，強者先牽。二近起者，今先受果。如將命終遇

善．惡友生善．惡趣。三數習者，今先受果，如一生來偏習此業。三所引，由

明了故先起。非餘轉等業也。如經部中有是頌言：一業極重。二業近起。三種

業習數。即先所作，如其次第配釋三前。謂重業前熟。近起前熟。數習前熟。

餘輕等業後熟。由斯業故轉生死。」(T41,p.451,b17-27)《菩提道次第廣論》卷

5：「於相續中，現有眾多善不善業成熟理者，謂諸重業即先成熟。輕重若等，

於臨終時何者現前，彼即先熟。若此亦等，則何增上多串習者。若此復等，則

先所作，彼即先熟。如《俱舍釋》所引頌云：「諸業於生死，隨重近串習，隨

先作其中，即前前成熟。」」(B10,p.661,b6-8)《徹悟禪師語錄》卷 1：「吾人

生死關頭。唯二種力：一者心緒多端。重處偏墜。此心力也。二者如人負債。

強者先牽。此業力也。業力最大，心力尤大。以業無自性，全依於心。心能造

業，心能轉業；故心力唯重，業力唯強，乃能牽生。若以重心而修淨業。淨業

則強。心重業強，唯西方是趨，則他日報終命盡，定往西方，不生餘處矣。如

大樹大牆，尋常向西而歪，他日若倒，決不向餘處也。」(X62,p.336,a19-b1) 

p.109 L.1【在心、在緣、在決定】 

心：虛←→實（虛妄顛倒←→實相。暗←→光明）。 

緣：依止妄想心、煩惱虛妄果報眾生←→依止無上信心、阿彌陀如來方便莊嚴

真實清淨無量功德名號。 

決定：依止有後心、有間心←→依止無後心、無間心。 

p.109 L.3【聞實相法生】此《論註》言此「十念」念佛，乃如《觀經》下三

品文中云：依善知識開示，以大慈悲，為讚說阿彌陀佛十力威德，廣讚彼佛光

明神力，亦讚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既

獲往生，遇二大士以大悲音聲，為其廣說諸法實相、除滅罪法。由此推知，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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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所聞彌陀功德、妙法念佛，即是實相、滅罪法；此人聞已而生清淨信心，故

云「聞實相法生」；亦如《金剛經》云：「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

生實相。」江味農《金剛經講義》卷 3 註云：「信心清淨者，明其心清淨，由

於信成就耳。經言『則生』者，『則』者便也。信心清淨，便生實相，猶言信

心清淨，便是實相現前。因其信成就，便心清淨；而清淨心也，實相也，皆是

本性。故信心清淨，便是實相現前也。」(B07,p.443,a10-12) 

p.109 L.-2【首楞嚴經】《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卷 1：「佛告堅意：「菩薩住

首楞嚴三昧，眾生見者皆得度脫，有聞名字、有見威儀、有聞說法、有見默然，

而皆得度。堅意！譬如大藥樹王名為憙見，有人見者病皆得愈。如是堅意！菩

薩住首楞嚴三昧，眾生見者，貪恚癡病皆得除愈。如大藥王名曰滅除，若鬪戰

時，用以塗鼓，諸被箭射、刀矛所傷，得聞鼓聲，箭出毒除。如是堅意！菩薩

住首楞嚴三昧，有聞名者，貪恚癡箭自然拔出，諸邪見毒皆悉除滅，一切煩惱

不復動發。」(T15,p.633,a29-b9) 

p.110 L.3+4【有無後心、有無間心】《注十疑論》卷 1：「有間有後心。約

未命終前。若臨終造惡。無間無後。招報亦重。故下文云：臨終起一念決定邪

見。墮阿鼻地獄。臨終猛利善根。更無惡來間隔。名無間心。臨終念佛即便捨

壽時。更無餘念在於此後。名無後心。」(X61,p.159,b12-17)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在心」是就能造心的虛實作比較。即五逆是以

虛妄顛倒心造作，十念是聞實相之法而具足者。「在緣」是就所對之境的真妄

作比較。即造罪是緣煩惱虛妄之果報眾生而起，十念乃緣阿彌陀如來真實功德

的名號而起。「在決定」指就造業時期的緩急而作比較。即造罪是在平生康存

之日，以容預不定的有後心、有間心所造作，十念是在臨終迫切，以更無有餘

生的無後心、無間心相續，其心無有容預。如是比較三義而知十念重，因此五

逆之人得由十念相續得往生。～《望月佛教大辭典》 

p.110 L.6【生滅、剎那、一念】《佛說仁王般若波羅蜜經》卷 1〈觀空品 2〉：

「九十剎那為一念，一念中一剎那，經九百生滅。」(T08,p.826,a10-11)《摩訶

止觀》卷 3：「經言。一念六百生滅。成論師云。一念六十剎那。」(T46,p.27,c23-25)

尚有多種計算「剎那」的說法，參考《佛光大辭典》p.3731 

p.111 L.2【蟪AE蛄E

ㄍ
ㄨ

A】蟬的一種。體短，吻長，黃綠色，有黑色條紋，翅膀有黑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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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的腹部有發音器，夏末自早至暮鳴聲不息。【伊蟲】伊威蟲。《詩‧豳風‧東

山》：「伊威在室。」陸璣疏：「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

中生，似白魚者也。」體形橢圓，胸部有環節七，每節有足一對，棲於陰濕壁角

之間。【朱陽】1.太陽。2.夏季。～《漢語大詞典》《莊子‧逍遙游》：「朝菌不知

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p.111 L.4【通神】通於神靈。形容本領極大、才能非凡。～《漢語大詞典》 

p.113 L.5【解義分】長行解義分有十重：(1)願偈大意(p.114)。(2)起觀生信

(p.114)。(3)觀行體相(p.123)。(4)淨入願心(p.164)。(5)善巧攝化(p.169)。(6)

離菩提障(p.172)。(7)順菩提門(p.174)。(8)名義攝對(p.175)。(9)願事成就

(p.178)。(10)利行滿足(p.179)。其中之 

(2)起觀生信：(1)示五念力。(2)出五念門。 

(3)觀行體相：(1)器體－1.國土體相。2.示現自利利他。3.入第一義諦。 

(2)眾生體。 

五念門：1.禮拜門－身業禮拜阿彌陀佛，為生彼國意故。 

2.讚歎門－口業讚歎，稱彼如來名，欲如實修行相應故。 

3.作願門－心常作願，一心專念，畢竟往生極樂，欲如實修行奢摩他故。 

4.觀察門－智慧觀察，正念觀彼，欲如實修行毗婆舍那故。 

5.迴向門－心常作願，迴向一切苦惱眾生，得成就大悲心故。 

p.114 L.5【善男子女人】《阿彌陀經疏鈔》卷 3：「【疏】善男子女人者。善

有二義：一是宿生善因。一是今生善類。男女者。通指緇素利鈍。及六道一切有

緣眾生也。【鈔】宿生善因者。大本云。世間人民。前世為善。乃得聞阿彌陀佛

名號功德。一聞佛名。慈心喜悅。志意清淨。毛髮聳然。淚即出者。或宿世曾行

佛道。或他方佛所菩薩。固非凡人。則信心念佛者。皆宿修善本者也。今生善類

者。如華嚴云。寧在諸惡趣。恒得聞佛名。不欲生善道。暫時不聞佛。夫不以人

天為善。而以得聞佛名為善。則信心念佛者。皆善人之儔類也。緇素利鈍者。淨

土法門。一切收攝。如大本云。其上輩者。捨家離俗而作沙門。亦有不捨家離俗

者。即出家五眾。在家二眾也。但念佛者。俱得往生。是通緇素。又蓮分九品。

上該盛德菩薩。下及悠悠凡夫。乃至惡人等。但念佛者。亦得往生。是通利鈍。

又鬼畜地獄。雌雄牝牡。亦可均名男女。但念佛者。俱得往生。是通一切眾生也。」

(X22,p.659,a21-b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