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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念三寶 

1.證果 

(1)歷經煖、頂、忍、世第一，而後證初果須陀洹，見惑八十八品斷盡。 

(2)此位次金剛經稱「入流」，至此位時，如同拿到出三界的準畢業證

書，不會再去輪迴。因此淨土所謂的往生得「三不退」，此位次是

其中之一，稱「位不退」 

(3)二果斯陀含又稱「一來」，此位次還會再來欲界投生一次，故稱「一

來」，接著續斷思惑。 

(4)三果阿那含，稱為「不來」，此位次在四禪天的五不還天中，續斷

思惑，但在四禪天中，沒有修無我見的一般天人，看不見五不還天

的三果聖人。 

(5)四果阿羅漢，此位次又稱無學位，見思惑斷盡，煩惱已盡，生死已

了。 

(6)本經中有言「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

知」，又玄奘大師譯本「臨命終時，無量壽佛與其無量聲聞弟子、

菩薩眾俱前後圍繞，來住其前，慈悲加祐，令心不亂」，當然此淨

土中阿羅漢稱大阿羅漢。 

2.四教 四諦法 

(1)四教四諦法，要解云：「此等道品，藏教依生滅四諦而修，通教依

無生四諦而修，別教依無量四諦而修，圓教依無作四諦而修」，主

要是眾鳥在淨土晝夜六時，說三十七道品四諦法，十方世界都有眾

生往生，各個品味不同，教法不同，故天台祖師將四諦法，廣而發

展於藏通別圓四教中。 

(2)玄奘大師譯本在三十七道品講完之後，經文以「覺道支等無量妙法」

來形容，表示三十七道品有「無量」意，有我們帶業往生的凡夫，

也有十方各地而來的修行者，各個位次不同，因此有「等無量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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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文。 

3.念佛 念法 念僧 

(1)要解云：「三十七道品修法雖盡，而機緣不等，作種種開合…故令

聞者，念三寶、發菩提心、伏滅煩惱也」。經文表示，聽鳥說三十

七道後，眾生各得念佛、念法、念僧。 

蕅益大師表示：三十七道品以藏通別圓展開，已表現出此法之圓

滿，但十方來的眾生，機緣不等，但聽完鳥說法之後，所有眾生都

念三寶而發菩提心，因為淨土是大乘圓滿法，所有往生之人，一定

修學速成無上菩提，在此藉鳥說法再念三寶，令往生者都確實發無

上菩提之心。 

(2)念佛 念法 念僧 

佛稱兩足尊，表示福慧都圓滿，福足表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以福利一切眾生；慧足表能明諸法實相（萬法的本體）為眾生開示

一切妙法。法稱離欲尊，能令離一切欲；僧稱眾中尊，能為人間師

長。另外有所謂 U住持三寶U，凡塑造繪畫之佛像為佛寶；經律論三藏

十二部佛教聖典為法寶；嚴持清淨戒律，弘傳聖教之比丘為僧寶。

另有U自性三寶U，自性不昧是佛寶，性具功德是法寶，性相不二是僧

寶。又佛表示覺，法表示正，僧表示淨，即覺正淨。(參考聖印法師

註解） 

*課本 24頁經文：「往生淨土後遊歷十方，供養諸佛於諸佛所，聞法

受記，福慧資糧疾得圓滿，速證無上菩提」，前面經文持花供養無

量壽佛及十方諸佛，這是快速累積「福德」。同時每天早上供養十

萬億佛的同時，每一尊佛為說一句佛法，就有十萬億句法，快速累

積「智慧」，最後自然聞法受記，西方淨土讓我們快速成就。 

*佛講本經是在「給孤獨園」，是給孤獨長者，以倉庫的黃金鋪地而

建成的精舍。又玄奘大師遊學的那爛陀寺，是佛陀在世時講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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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佛涅槃之後，十方商人、富貴長者共同出資正式建立此寺，至

玄奘大師去時，已經歷一千多年，不斷有富者供養擴建，累積經論

九百餘萬卷，出家僧萬人，這是需龐大資金和人力。我們必須累積

福慧，是為了要度末世受苦的眾生。 

*又善導大師在長安弘揚淨土法門，只要幼童唸佛號，就賞一文錢，

一時之間，長安城都在吃素念佛，有一賣牛肉屠夫，生意變差，便

怨怪是善導大師勸人吃素念佛的緣故，於是拿著屠刀入寺，找大師

理論，大師善巧勸化，並開示念佛，後屠夫悔恨自己愚痴無德，放

下屠刀，懺悔不已，便一心念佛，走出寺院後，爬上大樹，念佛不

輟，跳下而亡，但旁邊的眾人都看見阿彌陀佛，將屠夫接引往生西

方，此事高僧傳有記載，成為重要念佛往生記，可見修福慧之重要。 

(3)念自性三寶，自性不昧，本具功德，性相不二，佛法僧三寶，我們

看到自性功德本具，以為悟了就一切現成、現顯，自性本具的意思

是「修行造作即現，若不修不造作即沒有」很公平!所以我們要修入

實報莊嚴土的法身大士，都要多生多劫，積累度眾的智慧功德，也

要累積多生多劫度眾的福德資糧，阿彌陀佛發四十八大願，欲建構

極樂莊嚴淨土，並不是一發個心願極樂淨土就建成了，如經上說

的，是發願後，經過兆載修行，累積無量福德、智慧，功德資糧才

建成的。我們想一想，一生大約百歲，花個五、六十年建一個公司，

能獲利良好，入全世界五百大，幾年後就換人了，人生起起伏伏，

如果要花一萬輩子只做一件事，恐怕沒有人做得出來，如今法藏比

丘入法身大士，稱性不生不滅、無生而生的兆載修成淨土，十方諸

佛都讚嘆，更重要的是阿彌陀佛，又親身接引念佛想往生的凡夫。 

(4)無量功德熏修其身， 

玄奘大師的譯本，對鳥說法之後，經文表示「彼土眾生聞是聲已，

各得念佛念法念僧，無量功德熏修其身」，這段經文我們看起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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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和前段經文「持花供養，增長有情無量無數不可思議殊勝功德」

意思一樣，快速累積增長我們的福慧。在了解三十七道品中，已知

透過無漏慧，一切智的五停心、四念處、別相念、總相念的修持定

力、慧力、精進力已增強，再四如意足又得五根、五力(信進念定慧），

都紮根起作用力，若根性高者，再發展出三智，通、別、圓的四諦，

眾鳥先說四諦三十七道品，隨後各個又進而念佛、念法、念僧，佛

的功德圓滿遍十方，心心念念要修成佛；法遍三藏十二部，經經論

論都是般若，利益眾生，離苦得樂;僧眾以戒為師，傳佛法運，受人

天供養，故念三寶有無量功德。玄奘大師譯文表示「無量功德熏修

其身」，這些功德累積在往生去的有情眾生身上，而我們往生淨土

卻是帶業往生，在世時，雖歸依三寶，研經、念佛，但百年歲月為

衣食工作勤苦一生，更不能像佛陀在世正法時期，斷惑證果，覺悟

心性，能行能證，到末法時代，只有淨土法門，能帶業往生，了脫

生死，成就無上菩提。 

(5)要解：「灼見慈威不可思議故念佛；法喜入心故念法；一心修證故

念僧」，表示在淨土親見彌陀聽經聞法，故念佛；聽鳥說法，法法

入心故念法；聞法之後，一心修證，斷所帶之業和煩惱，故念僧。 

4.眾鳥非罪報所生 

(1)看課本 28頁四十八願，第一願「設我得佛，國有地獄、餓鬼、畜

生者，不取正覺」，現阿彌陀佛已成正覺(成佛），故淨土中絕不會有

畜生，故知眾鳥非真畜生，非罪報所生。又十六願「國中天人乃至

聞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覺」也證明無惡道。 

(2)故經文直言「彼佛國土無三惡道」，「尚不聞有三惡趣名」，「皆是無

量壽佛變化所作，令其宣暢無量法音，作諸有情利益安樂」。 

(3)人間五濁，五逆十惡感地獄報；慳貪忌妒感惡鬼道；愚癡暗昧感畜

生道。 



5 

(4)要解「化作眾鳥有四悉檀之意。第一世界悉壇，歡喜益；第二為人

悉壇，生善益；第三對治悉壇，滅惡益；第四第一義悉檀，入理益」。

帶業凡夫往生，對世情仍有執，見眾鳥美麗，音曲和雅，因而歡喜，

聞鳥說三十七道品後，而更念三寶，而得生善；鳥能說法，不起下

劣想，得滅惡；鳥即阿彌陀佛令悟法身平等，生佛一如，即甚深究

竟之義。 

(5)要解：「既非罪報，則一一名字皆詮如來究竟功德，所謂究竟白鶴

等，無非性德美稱，豈惡名哉？ 

蕅益大師再次強調，既然眾鳥皆不是罪報所生，則我們所看到的

鳥，甚至其名字，都是彌陀圓滿大覺本性的稱性功德，這也表示修

成佛，並不是空空寂寂，無作無為，而是恆常接引，教化眾生盡未

來際。 

二十六 微風吹寶樹說法 

1.微風吹動出微妙音，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玄奘大師譯為「百千俱

胝天樂」。在解釋「常作天樂」經文時，我們引用觀經第六觀「寶

樓觀」表示天樂是百億寶樓中的無量諸天，在作天伎樂，又有樂器

懸處虛空，不鼓自鳴，眾音中皆說念佛、念法、念僧。 

2.現在此處經文表示，微風吹動行樹及羅網，也是天樂的來源之一，

且生彼佛土的有情眾生，聽到風吹行樹及羅網的天樂之聲，所說之

法後，起了念佛、念法、念僧無量功德。 

3.玄奘大師翻譯此段風吹行樹出天樂，分為兩段描述，先是述妙風吹

寶樹及羅網，出微妙音，如百千俱胝天樂同時俱作，而此妙聲「甚

可愛玩」，這意思表示，在淨土聽風吹樹之天樂，好似「休閒、放

鬆、快樂、逍遙一樣，「愛玩」這詞不好解釋，我們認為在淨土一

定是上緊發條，日夜趕工修行，如今由另一個角度來看，輕鬆愛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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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天樂，也可修行，或許就如楞嚴經所述「耳根聞聲塵，動靜也可

觀悟聞性」，如觀音法門「反聞聞自性」，處處聞聲，處處悟自性，

啟發菩提本性。 

4.另外一段，兩位大師皆翻譯出「風吹寶樹、羅網，擊出種種微妙音

聲，說種種法」。這裡的「說種種法」，是表示有八萬四千法門，往

生淨土是十方眾生都有，除我們帶業往生之外，還有他方世界菩薩

去往生的，各地都有，人人根性不同，自然隨類各得解，各聽適合

自己的法，就以世間佛法，這兩千五百年以來，傳入中國發展出淨

土宗、禪宗、天台宗、唯識宗、律宗、華嚴宗、成實宗、俱舍宗、

真言宗，而南傳到東南亞以阿含經為主，也有入西藏的藏傳佛法，

也有入日本、韓國到現代，也在歐美各地弘傳，為讓因不同風俗、

民情、傳統、文化及不同根性的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後，頓開佛

慧、速成菩提，故“說種種法”。 

5.起佛法僧 念 作意 無量功德 

「作意」就是百法中，徧行心所中的一個，表示無論哪個心識生起作

用，徧行中的心所，一定與之同時俱起。「作意」就是注意的意思，

而「念」是別境心所中的一個心所，也就是明記不忘的意思。玄奘

大師在翻譯念佛、念法、念僧時，又譯出「念作意」，表示聽風吹

寶樹，出天樂說種種法，會特別專注注意，明記不忘之意，更要說

明的是，這些修行與前段「持花供佛」「聞鳥說法」一樣，具有無

量功德，也表明往生彼土有情眾生，在淨土世界透過了彌陀的佛力

加持，增長有情眾生的無量功德，也就是羅什大師翻譯的「福德」

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