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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7 L.5【障菩提心】發菩提心有三障，若能離障→隨順滿足菩提心。 

1、我心貪著自身，只求自樂：無智慧，心染污，故須遠離此障→無染清淨心 

2、無心安穩眾生：無慈悲，心不清淨，不欲拔一切眾生離生死苦→安清淨心 

3、無憐愍眾生心，只想得供養恭敬自身心：無方便門令眾生得大菩提（生彼

國土，畢竟常樂）→樂清淨心 

P.175～P.177【名義攝對】 

智慧門 此三門中有 無染清淨心 

慈悲門 般若（根本智） 安 清 淨 心 妙樂勝真心 

方便門 →方便（後得智） 樂 清 淨 心 

p.178 L.-2【四種清淨功德能生淨土】太虛《往生淨土論講要》：「此總前以

智慧、慈悲、方便等三攝歸智慧、方便二心；所遠離之心，攝歸無障心，無染

清淨等三心攝歸勝真心。菩薩由如是等心能生淨國土者，以由菩薩依如是心，

證得清淨法界，成法性土；依法性土，成就自他受用報土，由報土而成變化淨

土，故曰能生清淨國土也。」印順《往生淨土論講記》：「無障心者，無障菩

提心也。菩薩具此四心，故能生於阿彌陀佛之清淨佛土。」 

淨空和尚：此四種心，與《無量壽經》經題完全相應。「清淨平等覺」，清淨

心就是「智慧心」，平等心就是「方便心」，覺心，就沒有障礙，有障礙就不

覺了；覺當然是真心，妄心不覺，所以覺心就是「無障心」、「勝真心」。我

們修淨土、修念佛法門，要以這三個科目為我們修學的標準，我們念佛要念到

「清淨心現前、平等心現前、覺心現前」。這三樁事情，是一而三，三而一。

所以，你只要得一樣，其他的兩樁一定同時都得到。其中，我們著重在清淨心，

專在清淨心上下功夫，心清淨當然平等，當然是覺而不迷。清淨，當然不能污

染，什麼會污染我們？妄想、煩惱會污染你，必須要把這兩大類的污染捨掉。

可是很難，很不容易捨掉。於是佛教給我們一個方法－念佛，就用一句阿彌陀

佛佛號，把一切妄想分別執著把它除掉，以一念止一切妄念。妄念起來，馬上

把它換成阿彌陀佛，這個方法妙極了。宗門裡頭常講，「不怕念起，只怕覺遲」，

如果沒有妄念，你不是凡夫，早已成佛。所以不怕有妄念，怕的是覺悟太遲。

妄念起來了，第二個念頭就是阿彌陀佛，就把妄念伏住；久而久之，念佛功夫

得力，妄念就不起現行了。雖然沒有斷，但它不起現行，就是念佛功夫有力，

能控制住它。有這程度就能往生，就是帶業往生，生凡聖同居土。 

大乘－大義門、菩提心、勝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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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壽莊嚴－三種、廿九種莊嚴功德成就→一法句→真實智慧無為法身。 

清淨平等覺－智慧、方便、無障心，勝真心。 

p.179 L.4【出沒自在】性梵《論註講義》：「自在能生安樂淨土，自在能見

阿彌陀佛，自在遊諸佛國，修菩薩行，供養諸佛，度化眾生。」如後文 p.180

～182 所云：成就入出功德、生安樂世界、入蓮華藏世界、出第五門。 

p.180 L.1～p.182 L.-1【五門】 

1、入第一門（近門）－禮拜阿彌陀佛，得生極樂。入大乘正定聚，近無上菩

提。 

2、入第二門（大會眾門）－讚歎阿彌陀佛，隨順名義稱如來名，依如來光明

智相修行。清淨大海眾菩薩皆是如實修行相應故。 

3、入第三門（宅門）－一心專念作願生彼，修奢摩他寂靜三昧行故，得入佛

之「屋宅」－蓮華藏世界。 

4、入第四門（屋門）－專念觀察彼妙莊嚴，修毘婆舍那，得到佛土中，受用

種種法味樂、無量莊嚴佛道味。 

5、出第五門（園林遊戲地門）－以大慈悲，示應化身，迴入生死園煩惱林中，

遊戲神通，至教化地，以本願力迴向，度化一切苦惱眾生。 

p.181 L.-1【入蓮華藏世界】「蓮華藏世界」：《華嚴經》、《梵網經》中所

述毗盧遮那佛（盧舍那佛）之世界。詳稱蓮華藏世界海、華嚴莊嚴世界海、蓮華

臺藏世界海。略稱華藏世界、蓮藏。《華嚴念佛三昧論》卷 1：「諸佛法界。徧

攝徧融。彌陀全體遮那。極樂不離華藏。隨眾生心。見各不同。而佛本來常不動

故。…是經專顯毗盧境界。云何必以極樂為歸？蓋阿彌陀一名無量光。而毗盧遮

那。此翻光明徧照。同一體故。非去來故。于一體中。要亦不礙去來故。…毗盧

報土。與二乘凡夫無接引之分。而極樂則九品分張。萬流齊赴。一得往生。橫截

生死。…由阿彌陀佛以四十八願徧攝眾生。與此願王。體合虗空。絲毫不隔。是

故不移時。不易處。任運往生。還同本得。…是知一念佛門。無法不攝。故此經

以毗盧為導。以極樂為歸。既覲彌陀。不離華藏。家珍具足。力用無邊。不入此

門。終非究竟。」(X58,p.716,c4-p.717,c11) 

p.182 L.3【受用種種法味樂】印順《往生淨土論講記》：「定中起觀察慧，專

念觀察佛國土、佛、菩薩一切功德莊嚴。觀慧成就，證入淨心地，能受用大乘

法味之樂。此則是他受用土（報土），菩薩已分證法身矣。見阿彌陀佛之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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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於是達成。」太虛《往生淨土論講要》：「依禮拜、讚歎、作願三門修，

得入實報莊嚴他受用土；依禮拜、讚歎、作願、觀察四門修，能於受用淨土了知

觀察，得真實受用。如人入室，不能微細了知觀察，於室中物不得真實受用；若

能詳細觀察了知即得隨意自在受用。菩薩往生淨土，亦復如是。前之作願，證入

初地；此之觀察，即由初地漸次增進乃至證得圓滿菩提，受用種種法味之樂。」

《彌陀經》：「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阿彌陀經疏鈔》卷 2：「經

云。無上菩提覺法樂。無上涅槃寂靜樂。皆樂義也。」(X22,p.637,c9-10)《大方

廣佛華嚴經疏》卷 6〈1 世主妙嚴品〉：「無惱害樂更有四種：謂出家遠離樂。

禪定適悅樂。菩提覺法樂。涅槃寂靜樂。」(T35,p.545,a20-22) 

p.183 L.-4【阿修羅琴】《大智度論》卷 17〈1 序品〉：「法身菩薩離生死

身，知一切諸法常住，如禪定相，不見有亂；法身菩薩變化無量身，為眾生說

法，而菩薩心無所分別。如阿修羅琴，常自出聲，隨意而作，無人彈者；此亦

無散心、亦無攝心，是福德報生故，隨人意出聲。法身菩薩亦如是，無所分別，

亦無散心，亦無說法相。是無量福德、禪定、智慧因緣故，是法身菩薩，種種

法音隨應而出。慳貪心多，聞說布施之聲；破戒、瞋恚、懈怠、亂心、愚癡之

人，各各聞說持戒、忍辱、禪定、智慧之聲。聞是法已，各各思惟，漸以三乘

而得度脫。」(T25,p.188,c16-27)阿修羅所持有之琴，特稱為「阿修羅琴」。阿修羅欲

聽聞何種曲調，則曲音自然彈出。此亦阿修羅所具有之褔德。～《佛光大辭典》 

p.183 L.-3＆p.180 L.-4＆p.184 L.3【教化地】能教化眾生之菩薩地位；即

指第八地以上之位。即第八地以上之菩薩，已斷分段生死，無漏相續而定慧自

在，故得以任運教化十方眾生。又施與教化之場所，亦稱為教化地。～《佛光

大辭典》性梵《論註講義》：別教十地、圓教十住以上。 

p.185 L.6【經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10 菩薩問明品〉：「文殊法

常爾，法王唯一法，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一切諸佛身，唯是一法身，一

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T10,p.68,c12-16)《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6 菩

薩明難品〉(T09,p.429,b18-22) 

P.185 L.6【一道】《維摩經義疏》卷 1：「維摩詰不思議解脫本者。謂不二

法門也。由體不二之道故。有無二之智。由無二之智故。能適化無方。是以經

云。文殊法常爾。法王唯一法。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故以不二為眾聖之

源。夫欲敘其末。要先尋其本。是以建篇論乎不二法。」(T38,p.910,a5-11)《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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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止觀法門》卷 4：「若離我執。證得心體平等之時。實無十方三世之異。但

本在因地。未離執時。各別發願。各修淨土。各化眾生。如是等業差別不同。

熏於淨心。心性依別熏之力故。現此十方三世諸佛。依正二報相別。非謂真如

之體有此差別之相。以是義故。一切諸佛常同常別。古今法爾。是故經言。文

殊法常爾。法王唯一法。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一切諸佛身。唯是一法身。

此即同異雙論。若一向唯同無別者。何故經言：一切諸佛身。一切無礙人。若

一向唯別不同者。何故經言：唯是一法身。一道出生死。以是義故。真心雖復

平等而復具有差別之性。」(T46,p.659,b23-c6) 

P.186 L.1【利他他利】＝自力、他力 

自佛而言：利他。今將談佛力。是故以利他言之。（如來本願力攝受） 

自眾生而言：他利。（仰仗佛力、緣佛本願力） 

問：有何因緣，言速得成就無上道？答：覈求其本，皆以阿彌陀如來本願力為

增上緣、緣佛本願力故起行。 

既言「增上緣」，又言「起行」，故知吾等淨土行人尚需「親因緣」、「所緣

緣」、「等無間緣」，四緣具足而起諸行，而得往生，行諸佛道。如善導大師

《四帖疏》卷 1：「但有其行，行即孤，亦無所至；但有其願，願即虛，亦無

所至，要須願行相扶，所為皆剋。」(T37,p.250,a20-22)「三心既具，無行不成。

願行既成，若不生者，無有是處也。」(T37,p.273,b12-13) 

親因緣：發菩提心、三心（如善導大師所示－真實心、深信心、迴向發願心） 

所緣緣：萬德洪名、依正二報 29種莊嚴→彌陀本願。 

等無間緣：四修－(1)恭敬修，謂恭敬禮拜阿彌陀佛及一切聖眾。(2)無餘修，

謂專稱彼佛之名，及專念、專想一切聖眾，不雜餘業。(3)無間修，謂

恭敬禮拜、稱名讚歎、憶念觀察、迴向發願等心心相續，不以餘業間斷，

不以貪、瞋諸煩惱間隔。(4)長時修，謂前三修以畢命為期，誓不中止

之意。～善導《往生禮讚》 

聞佛力(他力)不可思議而不信，偏主自力：不信佛德，臨終茫然無主、手忙腳

亂，甚至因毀佛、法、僧而墮落。 

信佛力但平日不用功，甚至恣縱三毒：不信因果，臨終正念不現前，雖有助念

而無益，甚至隨業流轉而落三途。 

信佛力，亦真正發心、有四修：信解「自他不二」而發三心、菩提心，一向專

念，有信、有願、有行，臨終正念現前，甚至預知時至，自在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