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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1【略論安樂淨土義】一卷。北魏‧曇鸞撰。又稱《安樂淨土義》、《略

論》。全書旨在敘述阿彌陀佛與安樂淨土之功德莊嚴及其生因。收在《大正藏》

第四十七冊。全書分列六個問答： 

第一問答：闡明安樂國土係由阿彌陀佛別業所得，非三界攝。 

第二問答：據世親《無量壽經論》，以十七種器世間清淨、十二種眾生世間清

淨，釋安樂國莊嚴之事。 

第三問答：依《無量壽經》，說明三品往生因緣。 

第四問答：說明安樂國中，胎生者不受快樂，惟憶出離。 

第五問答：說明彌陀以不思議智、不可稱智、大乘廣智、無等無倫最上勝智故，

得破疑惑。（於此最為詳細。不了佛智及四智，一一對治所疑。） 

第六問答：解釋如何成十念相續。～《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92 L.3【尋讚可知】「讚」者，指曇鸞著《讚阿彌陀佛偈》(T47,p.420,c－p.424,b)。 

p.192 L.6【十七種莊嚴】參考 p.126～142。 

p.193 L.-1【十二種莊嚴】參考 p.148～164。 

p.196 L.3+5【三輩生+因緣】 

上輩，五因緣：（1）捨家離欲，而作沙門。（2）發無上菩提心。（3）一向

專念無量壽佛。（4）修諸功德。（5）願生安樂國。 

中輩，七因緣：（1）發無上菩提心。（2）一向專念無量壽佛。（3）多少修

善，奉持齋戒。（4）起立塔像。（5）飯食沙門。（6）懸繒然燈，散華

燒香。（7）以此迴向願生安樂。 

下輩，三因緣：（1）假使不能作諸功德，當發無上菩提心。（2）一向專意乃

至十念，念無量壽佛。（3）以至誠心願生安樂。 

p.199 L.-1【五百年末】《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卷3：「在城中於是間五

百歲。」(T12,p.292,a29)「其人亦復於城中五百歲，五百歲竟乃得出，至無量清

淨佛所，心中大歡喜。」(T12,p.292,c18-20)《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

人道經》卷2：「其人亦復於城中，五百歲竟乃得出。至阿彌陀佛所，心中大

喜。其人聽聞經，心不開解，意不歡樂，智慧不明，知經復少。」(T12,p.310,c28- 

p.311,a2)黃念祖《無量壽經解》：「五百歲」者，據《漢譯》為「於是間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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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經中云「是間」。又不曰「彼國」。故此「是間」，應指世尊說法之處。

是故憬興曰：「五百歲即此方年數。」即是人世中所指之五百年也。但亦不可

執定為此間五百歲。蓋極樂品數無量，邊地差別亦應無量。如《觀經》中下品

下生「於蓮華中滿十二大劫，蓮華方開」。是其長者也。又如明代袁中郎宏道

居士，以著《西方合論》功德，往生邊地。但以智慧勝故，不久即見佛聞法。

如經中四十一品所云：「若此眾生，識其罪本……然後乃出。」故知懺悔斷疑，

乃出離之關鍵。時間並非定數。 

p.200 L.2【經中但云+五句】《佛說無量壽經》卷2：「佛告慈氏：「若有眾

生以疑惑心修諸功德，願生彼國，不了佛智、不思議智、不可稱智、大乘廣智、

無等無倫最上勝智，於此諸智疑惑不信；然猶信罪福，修習善本，願生其國。」

(T12,p.278,a22-26) 

p.201 L.-4【躃】ㄅㄧˋ，人不能行也。【釋文】兩足不能行也。～《漢語大詞典》 

p.203 L.-1【諸法離於有無】諸法實相，非有、非無、非亦有亦無、非非有非

無，離四句、絕百非。故後云：佛智離四句。《中論》卷2〈觀燃可燃品 10〉：

「若法因待成，是法還成待；今則無因待，亦無所成法。」(T30,p.15,b14-15)又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2〈觀如來品 2〉：「一無自他對。言自他

者，依色心立。互相形待，對他說自，對自說他。實相絕待，無自他故。二無

名相對。言名相者，名謂能詮，相謂所詮。通有無也。實相非彼，無名相故。

三無強弱對。言強弱者，謂色力等，依觀待說。實相非彼，無強弱故。四無示

說對。言示說者，有相故可顯示。有名故可演說。此無相故不可示。無名故不

可說也。」(T33,p.463,a8-15)《大乘起信論》卷1：「究竟離妄執者，當知染法、

淨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非色非心、非智非識、

非有非無，畢竟不可說相。而有言說者，當知如來善巧方便，假以言說引導眾

生，其旨趣者皆為離念，歸於真如。」(T32,p.580,b8-13) 

p.204 L.5【釋論云】《大智度論》卷18〈序品 1〉：「若人得般若，則為般

若主；般若中不著，何況於餘法！般若無所來，亦復無所去，智者一切處，求

之不能得。若不見般若，是則為被縛；若人見般若，是亦名被縛。若人見般若，

是則得解脫；若不見般若，是亦得解脫。」(T25,p.190,c9-17)《止觀輔行傳弘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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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1：「於法起見，名見被縛。迷於法相，名不見縛。稱法起見，名見得脫。

見無見相，名不見脫。」(T46,p.156,c15-17) 

p.207 L.6【令離四句名之為度】黃念祖《無量壽經解》：佛智無法不知，無

煩惱不斷，無善不備，無眾生不度也。欲明佛智，無不運載。運載一切，皆入

無餘，故曰『大乘』。其所運載，無限無際，故名『廣智』。又於諸法門知之

窮盡，故名『大乘廣智』。故能廣契群機，悉皆度脫。如來大悲大智，於諸有

緣，無不運載而入涅槃。開演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妙義，令諸有情以念佛入

無念，因往生證無生。故能令念佛眾生皆生淨土。又世界非有邊非無邊，亦絕

四句。佛令眾生離此四句，名之為度。其實非度非不度，非盡非不盡。 

p.208 L.4【諸法無行經】《諸法無行經》卷2：「佛法甚清淨，其喻如虛空，

此中無可取，亦無有可捨。佛不得佛道，亦不度眾生，凡夫強分別，作佛度眾

生，是人於佛法，則為甚大遠。」(T15,p.760,a28-b4) 

p..209 L.6【無等無倫最上勝智】黃念祖《無量壽經解》：如是佛智，只應仰

信，不可比量。故名「無等無倫最上勝智」。如何仰信？應如《大乘起信論》

所云：「一切境界本來一心，離於想念。以眾生妄見境界，故心有分齊。以妄

起想念，不稱法性，故不能決了。諸佛如來離於見相，無所不遍，心真實故，

即是諸法之性，自體顯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無量方便。隨諸眾生所應得解，

皆能開示種種法義。是故得名一切種智。」是即「無等無倫最上勝智」。無所

見故，無所不見，如是對治第四疑也。 

元曉師《宗要》復云：「若人不決如是四疑，雖生彼國，而在邊地。如其

有人，雖未明解如前所說四智之境，而能自謙，心眼未開；仰推如來，一向伏

信。如是等人，隨其行品，往生彼國，不在邊地。生彼邊地者，別是一類，非

九品攝。是故不應妄生疑惑。」此論至精至要。如能信如來諸智，是為上根利

智；若未能信得及，但虛心自謙，仰信諸智，亦得往生，不墮疑城。淨業行人

當三復斯言，深體虛心仰信之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