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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供聽法第二十六 

1.廿六、廿七兩品－專述極樂世界中，菩薩禮供、聽法、讚佛。廿六品為他

方菩薩來至極樂；廿七品為極樂菩薩徧至十方禮供，還歸本土聽法修行。 
2.本品內容為十方世界諸大菩薩，咸至極樂世界，禮拜供養阿彌陀佛。佛憫

念來者，乃為宣演妙法，十方大士歡喜聽受。二者皆以偈頌形式表達。 
3.偈頌科 
一、雲集興供-財供養（「東方諸佛剎」…「奉諸珍妙供」p.638） 
二、讚德發願(讚佛德、佛名、佛剎)-法供養（「暢發和雅音」…「願速成菩提」

p.638） 
三、感應道交（彌陀放光、菩薩證位）(「應時無量尊」…「互慶生歡喜」p.642) 
四、佛讚菩薩（讚其願、智、行）（「佛語梵雷震」…「必成如是剎」p.644） 

五、本師讚彼佛及菩薩（「聞法樂受行」…「還到安養國」p.652-654） 
4.「覺了一切法～必成如是剎」一偈，深表不住二邊，遠離四句，妙契中道，

平等一相。洞達三空，智無所著，而能大悲薰心，發願淨土；雖淨佛土，

而常寂靜。如金剛經「無四相」而修一切善法，則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 
5.「菩薩興至願～俱令登彼岸」一偈半，雖說是已生極樂菩薩之願，吾等修

學淨土行者亦應如是發心、發願。 

p.644：3＆p.645：4【佛語梵雷震】（魏譯）：「應時無量尊，動容發欣笑，

口出無數光，遍照十方國。迴光圍遶身，三匝從頂入，一切天人眾，踊躍皆

歡喜。大士觀世音，整服稽首問，白佛何緣笑？唯然願說意。梵聲猶雷震，

八音暢妙響：『當授菩薩記，今說仁諦聽。十方來正士，吾悉知彼願』(T12,p.273 

a2-10)故知是無量壽佛答覆觀世音菩薩之語；但讚佛梵聲、八音，乃本師釋迦

所讚亦可，如黃念老云：此中彌陀說法，乃釋尊轉述。 

p.644：-3【智度論曰】《大智度論》卷 4：「二十八者、梵聲相：如梵天王

五種聲從口出：其一、深如雷；二、清徹遠聞，聞者悅樂；三、入心敬愛；

四、諦了易解；五、聽者無厭。」(T25,p.91a8-11) 

p.645：5【梵摩喻經】《梵摩渝經》：「聲有八種：最好聲、易了聲、柔軟

聲、和調聲、尊慧聲、不誤聲、深妙聲、不女聲。」(T01,p.884b23-25) 

p.645：-3【嘉祥師】吉藏《無量壽經義疏》：「八音者，一嚮、二徹、三清、

四柔、五哀、六高、七和、八雅。」(T37,p.122c17-18)【嚮】與響同。《易‧繫

辭》：其受命也如嚮。～《康熙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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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48：4【事理無礙】《維摩詰所說經》卷 2〈佛道品 8〉：「雖知諸佛國，

及與眾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群生。」(T14,p.550,a1-3)《注維摩詰經》卷 7
〈佛道品 8〉：「肇曰。知空不捨有。所以常處中。」(T38,p.395,b20)《阿彌陀

經疏鈔》卷 3：「若得理一。則妙悟一心。有何淨穢。然雖知平等法界。無

生可度。而常修淨土。教化眾生。正所謂一乘大道也。知見之普。孰過於是。

又普賢菩薩為華嚴長子。非一乘境界乎。而欲面見彌陀。往生安樂。謂之情

存淨穢可乎。」(X22,p.663,b24-c4)《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3：「正所謂一乘大

道者。平等法界。無生可度。真如界內。不受一塵也。常修淨土教化眾生。

佛事門頭不捨一法也。事理圓融。權實不二。一乘大道也。」(X22,p.777,a11-14) 

p.650：4【我者有二】【我法二執】又稱人法二執、生法二執，或略稱二執。

「我執」，指執持有實我存在者；「法執」，指執持有堅實諸法者。大乘立

此二執，然小乘以承認法為實在，故唯論我執。蓋一切有情之迷妄，皆以此

二執為根本，由此二執生起一切惑、作業，遂流轉苦果不止。佛之一代說法，

或菩薩、人師之所說，無一不是在破此二執，俾令眾生開覺正理。「我執」

係迷於五蘊和合的作用，而認為有「常、一、主宰之我」的妄情。謂其體常

住、獨一，有主宰、自在作用。此可分為『俱生』與『分別』二種，有情之

身本來具有的先天的我執，即俱生我執（與生俱來的我執），由於邪教等而

生起後天性的我執，即分別我執（分別起之我執）。「法執」則指迷於「因

緣所生、如幻假有之法」的自體而執為實有，亦可區別為『俱生』與『分別』

二種。而此二執係以『薩迦耶見』（身見）為本體，於其作用分人、法二執

者，故此二執之關係即如體與用。法執為根本本體，於其上產生我執。因此

有人認為法執存在而我執不存在，然如有我執，則法執必定存在。《成唯識

論》卷 5：「補特伽羅我見起位，彼法我見亦必現前，我執必依法執而起，

如夜迷杌等方謂人等故。」我執能生「煩惱障」，法執能生「所知障」。二

障能障礙涅槃與菩提，使不得佛果。因此欲成就佛道者，須斷此二執。 
初地菩薩，斷除「分別我執」、「分別法執」；暫伏第六識的「俱生我

執」，至四地永伏，金剛心究竟斷之。第七識的「俱生我執」，則至八地永

伏，至金剛心乃斷。「俱生法執」，在第六識，於十地中或伏、或地地別斷，

在第七識者，則至金剛心乃告斷盡。若二乘之人，不斷法執，而於見道位斷

「分別我執」，而第六識的「俱生我執」於修道位漸漸伏斷至金剛心究竟斷。

第七識的「俱生我執」於修道位暫伏而於金剛心斷盡。以上乃唯識家護法論

師之正義。～《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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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50：-1【世諦智、真諦智】《楞嚴經疏解蒙鈔》卷 8：「真諦智。是無分

別智。俗諦智。是有分別智。」(X13,p.737b12)《梵網經合註》卷 1：「生真諦智。

拔見思苦因。拔惡道、有漏二種分段苦果。生俗諦智。拔塵沙苦因。拔沉寂

苦果。生中諦智。拔無明苦因。拔迷中變易苦果。」(X38,p.627a8-11)無性《攝大

乘論釋》卷 7：第五地「極難勝者，最難可勝，謂真諦智是無分別，世間書

印工論等智是有分別，真俗諦智更互相違，難可引發，令其相應；此(地)能和

合令不相違，故極難勝。」(T31,p.424b5-8)續法《觀無量壽經直指疏》卷 1：「是

心是佛。真諦智知法身佛也。是心作佛。俗諦智知報化佛也。」(X22,p.433a5-6) 

p.652：6【得至清淨處】《甄解》：清淨處者，解有三義，…三曰清淨處即

淨土也。…若往生彼國，得神通授記、不退、供佛等益，故諸佛各勸「往生

彌陀淨土」故，於文義為符順也。極樂無為涅槃界，故往生論云：「畢竟安

樂大清淨處。」又云：「畢竟成佛道路故。」安樂淨土即是大清淨處。【雪

廬老人眉註】：此他方諸佛之語。他剎成佛甚難得，至極樂必能如願。 

p.653：5【無邊殊勝剎】【雪廬老人眉註】：蓮剎能盡量容納眾生而隨其寬

展，故云無邊。又云，無邊世界之眾生皆攝彌陀願中。兩說均通，並存備參。 

p.654：-2【奉事萬億佛】《甄解》：「奉事億如來」等者，現前修習普賢之

德，超出常倫諸地之行也。（此乃引魏譯之一生補處願 35） 

◎歌嘆佛德第二十七 

1.本品乃極樂菩薩遍至十方，禮供諸佛，隨即還歸本土聽聞妙法。品末兼表

諸天供奉彼佛，及其殊勝因緣所由。 

2.此品顯示彼國菩薩或天人承受彌陀威神之加被，故有種種殊勝善根、因緣。

亦可明第十一「遍供諸佛願」及第卅七「應念受供願」之成就。 

p.655：-5【應念即至】（漢譯）卷 2：「諸菩薩意各欲得四十里華，則自然

四十里華在前。諸菩薩皆於虛空中共持華，則散諸佛及諸菩薩、阿羅漢上，

華皆在虛空中下向，華甚香好。華適小萎便自墮地，則自然亂風吹，萎華悉

自然去。」(T12,p.286,a15-19)80 里、160 里、320、640、1280、2560、5120、

10240、20480、5 萬、10 萬、20 萬、40 萬、80 萬、160 萬、300 萬、400 萬

里，重複以上經文。(～T12,p.287,a13)吳譯類似。 

p.657：3【以微妙音歌嘆佛德】《阿彌陀經疏鈔》卷 3：「【疏】善會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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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土有情無情。亦皆說法。如聞鶯、擊竹等。況復淨土。【鈔】善會者。謂

不以境為境。而會境即心。則物物頭頭。皆祖師意。」(X22,p.650,b24-c3)「歌

嘆佛德」者，即是普賢十大行願中之「禮敬諸佛」與「稱讚如來」；既是「以

微妙音」而「歌嘆佛德」，亦必然有「廣修供養」、「常隨佛學」、「普皆

迴向」等行願矣！ 

p.657：5【如來三種圓德】《阿毘達磨俱舍論》卷 27〈分別智品 7〉：「其

三者何？一因圓德。二果圓德。三恩圓德。初因圓德復有四種：一無餘修。

福德智慧二種資糧。修無遺故。二長時修。經三大劫阿僧企耶。修無倦故。

三無間修。精勤勇猛剎那剎那。修無廢故。四尊重修。恭敬所學。無所顧惜。

修無慢故。次果圓德亦有四種：一智圓德。二斷圓德。三威勢圓德。四色身

圓德。智圓德有四種：一無師智。二一切智。三一切種智。四無功用智。斷

圓德有四種：一一切煩惱斷。二一切定障斷。三畢竟斷。四并習斷。威勢圓

德有四種(不思議神足)：一於外境化變住持自在威勢。二於壽量若促若延自在

威勢。三於空障極遠速行小大相入自在威勢。四令世間種種本性法爾轉勝希

奇威勢。威勢圓德復有四種(調物)：一難化必能化。二答難必決疑。三立教必

出離。四惡黨必能伏。色身圓德有四種：一具眾相。二具隨好。三具大力。

四內身骨堅越金剛。外發神光踰百千日。後恩圓德亦有四種：謂令永解脫三

惡趣、生死。或能安置善趣、三乘。總說如來圓德如是。若別分析則有無邊。

唯佛世尊能知能說。」(T29,p.141,b11-c3) 

p.657：-4【四十八分鐘】【須臾】梵語 muhūrta，音譯「牟呼栗多」。表短

時間。即暫時、少頃之意。《俱舍論》卷十二載，牟呼栗多代表一晝夜的三

十分之一，相當於今日之四十八分鐘。然經中「須臾」一詞，不一定指此時

限。有時視同「剎那」，而表示極短之時間。～《佛光大辭典》24*60/30＝48 

p.660：4【善根攝取修習】《大乘起信論》卷 1：「又諸佛法有因有緣。因

緣具足。事乃成辦。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若無人知。或有雖知而不施功。

欲令出火焚燒木者。無有是處。眾生亦爾。雖有真如體熏因力。若不遇佛。

諸菩薩等善知識緣。或雖不修勝行。不生智慧。不斷煩惱。能得涅槃。無有

是處。又復雖有善知識緣。儻內無真如熏習因力。必亦不能厭生死苦。求涅

槃樂。要因緣具足。乃能如是。云何具足？謂自相續中有熏習力。諸佛菩薩

慈悲攝護。乃能厭生死苦。信有涅槃。種諸善根。修習成熟。以是復值諸佛

菩薩示教利喜。令修勝行。乃至成佛入于涅槃。」(T32,p.587,a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