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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4【慧遠、定中見佛】《淨土聖賢錄》卷 2：「義熙十二年(416)七月晦

夕。於般若臺之東 A E龕E

ㄎ
ㄢ

A。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虗空。圓光之中。有諸化

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回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

無我之音。佛告遠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當生我國。又見

社中先化者。佛陀邪舍、慧持、慧永、劉遺民等皆在側。前揖曰：師早發心。

何來之晚。遠謂弟子法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覩聖相。今復再見。

吾生淨土必矣。即自製遺戒。至八月六日。端坐入寂。年八十三。」(X78,p.229,a7-15) 

P.34：8【四修】此四修於聖道與淨土二門之解釋不一。(一)聖道門之說。據

《俱舍論》卷二十七載，如來之三種圓德（因、果、恩）中，因圓德復有四種：

(1)無餘修，謂福德與智慧二種之資糧具修而無遺。(2)長時修，謂歷經三大阿

僧祇劫而修行不倦。(3)無間修，謂精進勇猛而無剎那荒廢修行。(4)尊重修，

又作恭敬修、慇重修、敬處修。謂恭敬所學，無所顧惜，亦不憍慢。梁譯《攝

大乘論釋》卷八、《順正理論》卷七十五、《阿毘達磨藏顯宗論》卷三十六等

亦有相同之說法。(二)淨土門之說係就念佛行者而言。據《往生禮讚》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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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辭典》 

P.34：-11【五會念佛】五會念佛是淨土宗念佛的一種方法。其法主要在於念

佛音聲的緩急，以此表達念佛的心情安靜和急切的意義。第一會是「平聲緩

念」，即平聲靜意地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佛號。第二會是「平上聲緩念」，

就是念佛號時聲音略高一些。第三會是「非緩非急念」，前兩會都是緩念，此

言非緩，就是不再太慢，稍快一些，故言非緩；但也不要太快，這叫「非緩非

急念」。第四會「漸急念」就是逐漸快念，並帶有急切之感。第五會「四字轉

急念」，前四會都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此第五會只念「阿彌陀佛」四

字，並且要更快、更急的念。這叫「四字轉急念」。這種「轉急念」是要表達

出急切求佛救脫，急切求佛接引的心情，從而達到意志純誠，一心不亂的念佛

境地。五會念佛的方法，是唐代淨土宗法照根據《無量壽經》而建立的。該經

說︰「清風時發出五音聲，微妙宮商，自然相和。」這就是五會念佛的出處。

法照並有偈讚云︰第一會時除亂意，第二高聲遍有緣，第三響揚能哀雅，第四

和鳴真可憐，第五震動天魔散，能令念者入深禪。【淨土五會念佛誦經觀行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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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二卷。唐‧法照撰。收於《大正藏》第八十五冊。略稱《五會法事儀》，

是廣泛記述五會念佛行事的經籍，但久已逸失不傳。西元 1908 年，法人伯希

和於敦煌發現中、下二卷。就中，中卷有一本，內容完整，下卷有二本，一闕

前半，一闕後半，二本合綴乃得完全。由其中可知，本書總立十門以記述其行

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34：-7【五苦等】【五苦】：1.天、人、畜、鬼、獄。2.生老病死苦、愛別

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盛苦。【五蓋】貪欲、瞋恚、睡眠、掉悔、

疑。【五眼】肉、天、慧、法、佛眼。【五根、五力】信、根、念、定、慧；

此五法是生聖道的根本，故名「根」。五根增長，有治五障之勢力，故名「力」。

【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以五種功德法，成就佛身，故云

五分法身。 

P.37：3【四料簡】清僧濟能編《角虎集》一書，謂延壽四料簡之文，出自《宗

鏡錄》。然《宗鏡錄》中，似未載此文。該文究出自延壽之何等著作，仍待考。

虛雲《禪宗與淨土》：我平常留心典章，從未見到「四料簡」載在永明何種著

作中，但天下流傳已久，不敢說他是偽託的。他所訶責「有禪無淨土」，難道

禪淨是二嗎﹖念佛人心淨佛土淨，即見自性彌陀，這淨土與禪是不二的。但今

人卻必限於念佛為淨，參禪為禪。我平生沒有勸過一個人不要念佛，只不滿別

人勸人不要參禪。希望一切行人，不要再於「四料簡」中偏執不通，對禪淨二

法妄分高下，就不辜負永明禪師了。～《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印光大師全集‧居

士林開示法語》：要親見本來面目，方能算有禪。否則不能算有。所謂淨者，

是淨土三經深信切願求生淨土的法門。要信得真，願得切，行得精進勇猛。所

以須有決定不疑的信心，至誠懇切的發願，且有一定不移的行持，才算有淨土。

否則不能算有。 

P.37：11【華嚴淨行品】此品是八十華嚴經之卷 14、第 11品；屬第二普光法

堂會。戒環《華嚴經要解》卷 1：「淨行品者。廣發大願。為十信之行也。意

以眾生無明貪愛。染諸塵勞。失佛華嚴。由無願力。既發淨信。須依大願。淨

治塵勞。要即塵勞以成淨行。此因智首菩薩發一百一十問。云何得身語意業及

一切勝妙功德？故文殊為說一百四十大願。略云。菩薩在家。當願眾生免其逼

迫。孝事父母。當願眾生護養一切。終至睡眠始寤。當願眾生一切智覺。皆令

即塵勞事。翻成妙行。以是大願淨身口意。即獲一切勝妙功德。由是克成五位

無盡行海。一切染法不能違礙。是為淨行。」(X08,p.456,c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