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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宗概論》參考資料 

P.15：1【約心觀佛】又作「即心念佛」、「理持念佛」。即住於心佛同體之

觀而念佛。此乃四明知禮基於觀無量壽經第八像觀之「是心作佛、是心是佛」

之文，而有「心佛同體」、「心外無佛」之解，並以一心三觀之立場，極力闡

明「約心觀佛」之說。知禮之《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1：「大乘行人。

知我一心具諸佛性，託境修觀，佛相乃彰。今觀彌陀依正為緣，熏乎心性，心

性所具極樂依正，由熏發生；心具而生，豈離心性。全心是佛，全佛是心；終

日觀心，終日觀佛。」(T37,p.197,c5-9)又同書卷 4：「上已明示心感諸佛、心

即諸佛，以是義故知，可即心而觀彌陀。心尚能作諸佛，豈不感於彌陀；心尚

即是諸佛，豈不即是彌陀。應知彌陀與一切佛，不多不少。諸佛乃即一之多，

彌陀乃即多之一。一心繫念諦觀彼佛者，即一心三觀也。」(T37,p.220,c24-29)

四明知禮之提倡此說，係針對淨覺仁岳所說之「攝佛歸心」與廣智尚賢所說之

「攝心歸佛」，而謂「即心念佛」乃觀本具彌陀之依正，以熏吾人之心性，觀

成之後，即自顯本具之真佛。～《佛光大辭典》 

若據二師所見，「心」與「佛」先為二，再須明了「萬法唯心」，方可攝佛觀

心；或明了「萬法唯佛」，方可攝心觀佛。知禮大師提倡此說「即心念佛」，

是從「自他不二」、「心佛不二」的道理，故「即心而觀」（心作佛），「心

即是佛」（心是佛）矣！ 

智顗《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以修心妙觀能感淨土。為經宗也。」(T37,p.188, 

c7-8) 

知禮《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1：「據乎心性，觀彼依正，依正可彰；託

彼依正，觀於心性，心性易發。所言心性具一切法、造一切法者，實無能具

所具、能造所造，即心是法，即法是心；能造因緣及所造法，皆悉當處全是

心性。是故今觀，若依、若正，乃法界心觀法界境，生於法界依正色心。」

(T37, p.195,b11-17)卷 3：「此經之要，在修心妙觀，感於淨土。心觀即是一

心三觀。」(T37,p.210,a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