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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2019/05 佛陀教育基金會「假日佛學院」第三屆 

【提要】： 

1.此章為《首楞嚴經》卷五-廿五圓通章之廿四。 

2.全章僅有244字，便於讀誦，亦可定為日課。 

3.印祖親書，提倡列入淨土五經，後代遵循。(民22年，〈淨土五經重刊序〉) 

4.法喻相彰，利益行者悟入，依教而行。 

5.文簡義豐，詳賅念佛三昧法要，總攝自他、定慧、因果，契理契機。 

6.以憶佛念佛為宗，見佛入忍、心境圓通為趣。 

【教材】：節錄續法法師《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疏鈔》→《念佛圓通章疏》 

【科判】：（依續法《圓通章疏鈔》，ref.課本p.03） 

一敘禮白儀(大勢至) 總明佛出 標名(彼佛教我)  二人喻(譬如) 

 詳引古 (我憶往昔)  修因 舉喻 母子喻(十方) 

二正陳所證 佛教詔 別示教道 釋義  合法(若眾生心) 

    證果 法說(去佛不遠) 

 略述自己修行 自利(我本因地) 喻明(如染香人) 

三結答圓通(佛問圓通) 利他(今於此界) 

【釋題】分四： 

1.首楞嚴經：全稱《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共10

卷。斌宗法師《楞嚴義燈》：「大佛頂首楞嚴經，乃世尊一代法門之精髓，

成佛作祖之要道。為宗、教之指南，性、相之總綱。諸佛依之為成佛正因；

眾生依之為解脫要訣。在如來三藏聖典中，求其徹底闡明心性；徹底破妄

顯真，使人轉物同如來，彈指超越無學者，楞嚴妙法是矣！」 

「首楞嚴」者，交光《楞嚴經正脈疏》卷1：「涅槃經。佛自釋首楞嚴云：一

切事究竟堅固。而古德即明其徹法底源。不動不壞。」(本會版p.184)「非但理

性為第一義。萬事萬法皆第一義。以一切事究竟堅固。皆超大小名相之外

故也。安有第一義出於斯經之外者乎？」(本會版p.188) 

《首楞嚴經》卷10：若復有人遍滿十方，所有虛空盈滿七寶，持以奉上微塵

諸佛，承事供養，心無虛度。於意云何，是人以此施佛因緣，得福多不？

佛告阿難：諸佛如來語無虛妄。若復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羅夷，瞬息即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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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他方阿鼻地獄，乃至窮盡十方無間，靡不經歷，能以一念將此法門於

末劫中開示未學，是人罪障應念銷滅，變其所受地獄苦因成安樂國，得福

超越前之施人百倍、千倍、千萬億倍，如是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T19,p.155,a13-26)則此章經，誠為銷罪之巨冶、愈病之靈丹、修心之捷徑、求

生之要術也。若能常持，無苦不除、無樂不與、無願不遂、無果不得。 

2.大勢至菩薩：又譯作摩訶那鉢、得大勢、大勢志、大精進，或簡稱勢至、

勢志。與觀世音菩薩同為阿彌陀佛的脅侍，為西方三聖之一。觀音表慈悲，

勢至表智慧。(1)《觀經》云︰「見此菩薩一毛孔光，即見十方無量諸佛淨

妙光明，是故號此菩薩名無邊光。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離三塗，得無上

力，是故號此菩薩名大勢至。」「此菩薩行時，十方世界一切震動……此

菩薩坐時，七寶國土一時動搖。」(2)《思益梵天所問經》卷3〈7 談論品〉：

「所投足處，震動三千大千世界及魔宮殿。」(T15,p.48,c3-4)(3)《楞嚴經》

中，此菩薩因地修念佛三昧，也以念佛法門攝受、教導眾生；淨土行者臨

終，菩薩俱從彌陀來迎，令得往生極樂世界。(4)《悲華經》卷三載，當阿

彌陀佛入滅後，由觀世音菩薩補其位；觀世音入滅後，則由大勢至補處成

佛，號善住珍寶山王如來。(5)《十往生阿彌陀佛國經》記載，若有眾生念

阿彌陀佛，發願往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即遣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等

二十五菩薩，隨時隨地擁護行者。(6)密教的《七佛八菩薩神咒經》與《藥

師本願經》，則將此菩薩列為八大菩薩之一；大日經系的經典，則將此尊

列屬觀音部，密號「持輪金剛」、持光金剛、轉輪金剛、空生金剛等。 

此尊的形像，據《觀無量壽經》，其天冠中有五百寶花，一一寶花又有五

百寶臺，每一寶臺皆現十方諸佛之淨妙國土相；頂上之肉髻如缽頭摩花，

肉髻中安置一寶瓶；其餘身相則與觀世音菩薩大同小異。又據《阿唎多羅

阿嚕力經》，此二菩薩俱呈純金色白燄光，右手執白拂，左手執蓮花，大

勢至之身形較觀世音小(T20,p.25,a)。於密教現圖「胎藏界」曼荼羅中，位

於觀音院內列上方第二位，全身肉色，左手持開合蓮花，右手屈中間三指，

置於胸前，坐於赤蓮花上。密號持輪金剛，三昧耶形為未開敷之蓮花。 

3.念佛：四種、五種念佛，詳如拙作《念佛三昧行法略述》。然依印祖教誨：

「念佛之法各隨機宜，不可執定，然於一切法中，擇其最要者，莫過於攝

耳諦聽，念從心起，聲從口出，音從耳入，行住坐臥均如是念、如是聽；

大聲、小聲、心中默念，均如是念、如是聽。念佛時能攝耳諦聽，即都攝

六根之法。」～〈致徐志一居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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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圓通章：「圓通」者，圓滿通達、周遍融通，指圓滿通達諸法真如聖境，

住於融通無礙的心地，即是得「首楞嚴定」。《楞嚴經》卷五及卷六初，

有25位羅漢、菩薩各自陳述證得圓通法門，可分為：6根、6塵、6識、7大(地

水火風空根識)，此章屬根大(或云「見大」)。25位皆稱圓通，本應平等；

但觀音耳根最契娑婆眾生根機，故文殊揀擇、讚嘆「圓通超餘者」、「觀

世音為最」、「此是微塵佛，一路涅槃門」。此勢至念佛章乃三根普被、

利鈍全收、圓頓直捷，攝機之普，或且過之；故依序本應在23位，今超前

而置24位，正顯與觀音耳根同為不思議法門矣！淨空和尚云：夏蓮居老居

士在《淨修捷要》裡面，給我們講，大勢至菩薩是「淨宗初祖」，遠公是

中國淨土宗初祖，大勢至菩薩是娑婆世界的淨宗初祖，普賢菩薩是法界初

祖。 

【疏主】「續法法師」：（1641～1728）清代華嚴宗僧，華嚴學的中興者。

浙江仁和（杭州）人，俗姓沈。字伯亭，號灌頂，又名成法。幼少出家，

九歲從杭州天竺山慈雲寺明源學華嚴。十九歲受具足戒，二十歲習講經，

歷時七年，二十七歲受明源付囑，嗣其法，為雲棲袾宏五世之法孫。師

遍研諸經，融會眾說，不拘泥一端。尤深研法藏、澄觀、杜順等人之華

嚴義學，並大力弘揚華嚴思想，組織華嚴宗之教觀體系。歷住慈雲、崇

壽、上天竺諸寺。雍正六年示寂，世壽八十八。傳法弟子有培豐、慈裔、

正中、天懷等二十餘人。著述甚豐，有《賢首五教儀》、《圓覺析義疏》、

《法界宗五祖略記》、《華嚴宗佛祖傳》等數十種。其中，以《賢首五

教儀》一書最為普及。～《佛光大辭典》、《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 L.-6【通序念佛宗致】鈔之科文，如下 

釋 1 總明該攝（大矣哉…） 性起（即佛是心…） 

 2 別顯不二 心佛不二 修顯（心一憶也…） 

  三無差別（眾生念佛…） 

 3 躡前反顯（是心作佛…） 

結（則知念佛…） 

p.1 L.-6【宗致】宗旨。學說的要旨大義。～《漢語大詞典》 

p.1 L.-5【大小、利鈍】無論所修是大乘、小乘，根性是利、是鈍，念佛法

門皆能收攝之：學小者，迴小向大；學權教者，歸向實教。能使上根者，三

心圓發，直入無生法忍；令下根者，亦可十念功成，往生極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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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L.-5【事理、性相】下愚者，著事而迷理；小智者，執理而廢事。今則

念佛通乎理事，無論（下根）隨事修、（上根）依理行，皆可圓融無礙。依

理，則證真諦，而見自性彌陀；依事，則證俗諦，而生清淨莊嚴功德成就寶

相淨土。然而，性相不二，不可昧性而著相，亦不可滅相而悟性。 

p.1 L.-5【即佛是心等四句】「性起」者，不待其他因緣，但依心性而生起。

法界緣起，本來究竟，離於修造；何以故？以離相故，起即不起；起在無分

別菩提心中之大解大行，由是緣起性故，說為起；不起而起，故曰性起。 

即佛是心，佛不離心，心心念念無非是佛； 

即心是佛，心不離佛，佛佛相續無非唯心； 

心佛圓融，無障無礙。說心說佛，皆是全體遍收；例如金與器：以金收器，

器無所遺；以器攝金，金無不盡。故云「心佛不二」之「性起」。 

p.1 L.-4【心一憶等八句】「修顯」者，性德雖本具，要依修德而顯；憶佛、

稱佛，修德也；心憶而佛彰，心即是佛故；稱佛而心顯，佛即是心故。心外

無佛，佛外無心；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心所憶佛乃為心佛，所稱佛名乃為

心顯。一念現前，即一念相應；念念現前，即念念相應。 

p.1 L.-3【眾生念佛等四句】眾生念佛：諸佛心內的眾生，念眾生心中的諸

佛。眾生心外，更無別佛；以眾生心即佛真心故。此乃從因（眾生心）而說，

故云：眾生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華嚴亦云：諸佛如來，不離此心成正覺故。 

佛念眾生：眾生心內的諸佛，念諸佛心中的眾生。佛真心外，更無眾生；

以佛真心即眾生真心故。此乃從果（佛真心）而說，故云：十方如來憐念眾

生，如母憶子。佛性論云：一切眾生悉在如來智內，以一切眾生決定無有出

如如境者，並為如來之所攝持。 故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p.1 L.-2【是心作佛等四句】「躡前反顯」：延續前說而從反面來證顯。雖

心本是佛，由不覺而佛隱；若欲作佛，須當念心故，若不念心，難成佛矣。

雖佛本是心，因無明而心暗；若欲顯心，須當念佛故，若不稱佛，難明心矣。 

p.1 L.-1【則知念佛等二句】彌陀即是自性，淨土全唯一心；離心性外，無

一法可得。若能憶念，即顯本性佛矣；性佛一顯，果佛自證故。宗密大師云：

「今知心是佛心，定當作佛。」故佛教持名，非教念他佛，乃念我自心；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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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成彼佛，乃成我自佛。設離念佛法門外，而欲速見性成佛者，捨其近易，

而求諸遠難也。 

p.2 L.1【丙二】科文分三：1.正顯（所以…圓通）。2.重揀（三昧…萬行）。

3.勸誡（一心…宜乎）。 

p.2 L.2【十二如來。號曰三昧】經文：「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彼佛教我念佛

三昧。」佛教修「念佛三昧」，乃為對治凡夫分別妄想、散亂煩惱心故，修

禪定、三昧，則可「返染成淨，捨散入寂」也。淨就是清淨心，心離一切雜

染、分別妄想，就清淨了；寂就是寂靜，離一切散亂、昏沉、掉舉，寂是正

定、三昧。 

p.2 L.2【勢至、圓通】經文：佛問圓通。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

《鈔》云：「小乘七生斷惑證真，權教三祇具因滿果；故說圓通，欲令速證

疾成、圓超直入也。」小乘阿羅漢，鈍根者，是從證得小乘初果須陀洹算起

（三界八十八使見惑斷盡），從此天上人間七番往返，才能將三界八十一品

思惑斷盡，超越三界，證得阿羅漢果；利根者未必如是。權教菩薩，要修三

大阿僧祇劫，從初住（斷見惑）算起，這才因圓果滿。《首楞嚴經》25圓通

法門，不必像小乘往返七次受生，也不必像權教菩薩經歷三大阿僧祇劫。尤

其勢至菩薩念佛法門，一生成就，而且是圓滿不可思議的成就，真正是難信

之法。 

p.2 L.2【三昧總攝、圓通具足】「重揀」者，《鈔》云：「謂此三昧，總攝

世出世間一切禪定，揀非餘三昧也；如一巨冶，鑄成千器。圓通，具足八萬

四千一切觀行，揀非餘圓通也。猶阿伽陀，總愈萬病。」念佛三昧，三昧中

王，所以念佛三昧稱為寶王者，如摩尼珠普雨一切諸三昧寶。《阿彌陀經疏

鈔》卷 1：「阿伽陀者，西域藥名，能以一藥總治諸疾；喻但持佛名，五欲

三毒、無量煩惱，乃至偏乘外道，一切見病，悉斷除故。」(X22,p.611,a24-b2) 

p.2 L.3【頓實】「頓」：頓教非漸教。迅即證得佛果、成就菩提之教法，稱

為頓教。循序漸進，長時修行而後到達悟境證果之教法，稱為漸教。「實」：

實教非權教。如來隨自意，真實之教法，稱「實教」。如來隨他意，方便之

教說，稱為「權教」。《鈔》云：「三昧，實教所詮。圓通，頓教所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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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念佛，定當成佛，實也。」「眾生憶佛，現前即見，頓也。」眾生憶

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往生得見彌陀，蒙佛授記，住正定聚，畢竟

成等正覺。此橫出三界之念佛法門，是彌陀佛願力所成；此門普被三根，無

分智愚、男女，皆可修持，但辦「一心」，必登九品，成就頓實二益也。念

佛一行，有此殊勝利益，吾等凡夫應信佛所說，依教奉行，豈非最妙！ 

p.2 L.4【丙三】科文分二：1.引明（聞說…多門）。2.結勸，分二：1.正勸（有

此…信行）。2.結責（何得…不修耶）。 

p.2 L.5【威光證入於無盡】「威光」：大威光童子（菩薩）。《華嚴經》卷

11〈毘盧遮那品 6〉：普賢菩薩告大眾言：乃往古世過世界微塵劫，劫名曰

「種種莊嚴」；有世界海，名「普門淨光明」；此世界海中有「勝音世界」，

依摩尼華網海住，須彌山微塵數世界而為眷屬；勝音世界中有香水海，名「清

淨光明」，中有大蓮華須彌山出現，上有林名「摩尼華」，眾寶莊嚴。彼勝

音世界最初劫中，有十須彌山微塵數如來出興於世。其第一佛，號「一切功

德山須彌勝雲」；彼佛將出現時，一百年前，此摩尼華枝輪大林中，出不思

議寶焰雲，發歎佛功德音，演無數佛音聲；舒光布網，彌覆十方；復出妙音，

說一切眾生前世所行廣大善根，說三世一切諸佛名號。林東有城名「焰光明」，

人王所都，百萬億那由他城周匝圍繞。王名「喜見善慧」，統領百萬億那由

他城。夫人婇女三萬七千，王子五百，「大威光」為首，有十千夫人。太子

見光，以昔所修善根力故。證十種法門已，說偈。以佛神力，其聲遍滿勝音

世界。其王聞已，與夫人俱來至佛所，八部眷屬皆悉來集，聞法獲益。大威

光得無量智光明，佛滅後有「波羅蜜善眼莊嚴佛」出世。爾時大威光童子見

佛，即得念佛三昧，名「無邊海藏門」等十千法門。」(T36,p.1051,a23-b6) 

p.2 L.5【德雲解脫於多門】「德雲」：53 參之第一尊，德雲比丘。善財最初

受文殊教，往勝樂國妙峰山，參德雲比丘。至彼求覓，經于七日，見彼比丘在

別山上徐步經行。於是善財往詣頂禮，白言：我已先發菩提心，而未知菩薩云

何學菩薩行？乃至應云何於普賢行疾得圓滿？時德雲比丘為說：憶念一切諸佛

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多門」者，《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2〈入法界品 39〉：

「所謂：智光普照念佛門，常見一切諸佛國土種種宮殿悉嚴淨故；……住虛空

念佛門，觀察如來所有身雲莊嚴法界、虛空界故。」共計有二十一念佛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