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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誨勉第三十六 

1.本品首明五惡、五痛、五燒輾轉相生之禍。次段重明三毒惡因，反復誡誨。

末段如來普勸聞經之人專精修善，更顯如來徹底悲心。 
2.經文：作善云何第一？自端「六根」，身心淨潔，與善相應；淺言之，即身

心離垢無染，身之所行，口之所言，意之所思，悉是善也。深言之，「始覺

智」妙契「本覺理」，才是「與善相應」。 
3.「六根自端」，若在「耳」，即為觀音大士反聞自性之耳根圓通；更就本宗，

第一之善，實即是大勢至法王子之念佛法門「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一聲

佛號（是心作佛），六根俱攝。即六根自端也。又靈峯大師「佛號投於亂心，

亂心不得不佛」。心既是佛，六根自然悉皆是佛，故云「耳目口鼻，皆當自

端」。「自端」者，六根自然端正也，自然「身心淨潔，與善相應」，「善」

者，「是心是佛」也。 

p.799：1【拔斷生死眾惡之本】生死根本：無明。從此而有貪瞋痴三毒、諸煩

惱等，依此而造作種種業；有業因故有果報。經文上云「當求度世」，欲過度

世間生死，當從根本拔除。欲度世間眾生，亦是須令眾生拔除此根。《阿毘達

磨發智論》卷 20：「諸所有惡趣，此世及後生，皆無明為本，欲貪等資助。」

(T26,p.1030,b14-15)拔斷此本，須賴「般若智慧」；但欲有「慧」力斷無明，

須由「戒」、「定」輔助；如《楞嚴經》云：「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

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 

p.799：5【端正身心，與善相應】 

自端：(1)持戒清淨。(2)反聞聞自性。(3)淨念相繼。（4）是心作佛。 

相應：(1)心得自在。(2)性成無上道。(3)入三摩地。（4）是心是佛。 

《徹悟禪師語錄》卷 1：「一切法門。以明心為要。一切行門。以淨心為要。

然則明心之要。無如念佛。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

開。如此念佛。非明心之要乎。復次淨心之要。亦無如念佛。一念相應一念佛。

念念相應念念佛。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

佛。如此念佛。非淨心之要乎。一句佛號。俱攝悟修兩門之要。舉悟則信在其

中。舉修則證在其中。信解修證。俱攝大小諸乘。一切諸經之要。罄無不盡。

然則一句彌陀。非至要之道乎。」(X62,p.332,c11-19) 

p.801：2【為之不諦，亡其功夫】《瑜伽師地論》卷 23 云：如能善安住密護

根門，防守正念，常委正念，謂之「根律儀」。誰能防護？謂防守正念、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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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常委正念、是能防護。何所防護？謂防護眼根、防護耳鼻舌身意根、是所

防護。從何防護？謂從可愛不可愛色，廣說乃至從其可愛不可愛法，而正防護。

如何防護？謂不取相，不取隨好。若依是處，發生種種惡不善法，令心流漏；

即於此處，修行律儀。防守根故，名修律儀。如是防護。何者正防護？謂由正

念、防護於意，行平等位。是名正防護。(T30,p.406b&p.407c) 

◎如貧得寶第三十七 

1.本品內容分五：（1）佛勸於此土勉力修善。（2）佛重重誨勉，唯願大眾奉

持經戒，如貧得寶，珍惜此生殊勝機緣。（3）佛慈德無量，佛所行履之處(佛
法流行之處)，無不蒙受佛之教化。（4）經法漸滅，燒痛轉劇，故復誡令捨

惡修善，奉持經法。（5）彌勒大士深領佛誨，合掌敬謝；是故我等皆當遵

佛訓誨，信願持名，求生淨土。 
2.經曰：此土修行「一日一夜，勝在無量壽國為善百歲」，但須知經文中曰：

「廣植德本，勿犯道禁；忍辱精進，慈心專一，齋戒清淨，一日一夜」，故

謂此土進修甚難、非易，難能故可貴也。至於生彼國速得無上菩提者，「彼

無時不修故。此修善時少，故不相違也。」譬如貧賤施一錢，雖可稱美，而

不辦眾事。富貴捨千金，雖不可稱（美）而能辦萬事。二界修行，亦復如是。 
3.此品，佛勸我們應「奉持經戒，如貧得寶」，「轉相教語，自相約檢」，「轉

相教誡，如佛經法，無得犯也」，「受佛重誨，不敢違失」；如此必可「拔

生死之苦」、「獲五德」、「升無為之安」。 

p.803：6【在此可修，何願淨土】《無量壽經起信論》卷 3：「世出世間。法

法不同。莫不以為善去惡而為基本。淨土即至善之地。求生淨土。乃止於至善

之功。不入淨土之門。善不可得而圓。惡不可得而盡。何以故？眾生無始積習

熏染識田。結成五濁。如不淨器。糞蛆滿中。少加蕩滌。便成美食。臭穢如故。

生淨土已。見佛聞法。證無生忍。既杜惡源。斯獲善本。然後回入塵勞。宏宣

正教。攝諸眾生。往生極樂。是為『善與人同』。是謂『明明德』於天下。」

(X22,p.138,a3-11)《禮記•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孟子•公孫丑》：「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捨己從人。」 

p.804：-5【五時調機，半滿垂教】「五時」：天台智者大師判釋尊所說之法，

為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法華涅槃時。「半滿」：智者大師及窺

基大師認為，半滿二教即大小二乘之意。湛然大師以之配於天台四教，即藏、

通、別等三教為半字教，僅有圓教為滿字教。但另有說法：北魏菩提流支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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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成道以後十二年所說有相小乘教義，皆屬半字教；十二年以後，為大乘人

說五時般若無相空理，則屬滿字教。或《教觀綱宗》云：「方等時。對三藏教

半字生滅門。說通別圓教滿字不生不滅門。」 

p.806：2【朝聞夕改】見【朝過夕改】，早晨聞過，晚上即改正。形容改正錯

誤之迅速。～《漢語大詞典》何故吾等不能「朝聞夕改」？原因不一，列舉如下：

1.業報太過惡劣，環境所逼；2.不以為過，無慚愧心；3.煩惱習氣重、懺悔不

力故；4.無善知識攝受，故正知、正念、正定不足（修行方法不對）；5.修行

精進不足。 

p.806：4【易行】黃念老指出修行淺深次第：惡善→邪正→小大→偽真。淨空

老和尚則是：利害→是非→善惡→邪正→真妄。必須辨別清楚，不可顛倒。 

p.808：-3【甚於父母念子】《慈悲道場懺法(梁皇寶懺)》卷 1：「諸佛慈念眾

生過於父母。經言。父母念兒慈止一世。佛念眾生慈心無盡。又父母見子背恩

違義。心生恚恨。慈心薄少。諸佛菩薩慈心不爾。見此眾生。悲心益重。乃至

入於無間地獄大火輪中。代諸眾生受無量苦。是知諸佛諸大菩薩。愛念眾生過

於父母。而諸眾生無明覆慧。煩惱覆心。於佛菩薩不知歸向。說法教化亦不信

受。乃至麁言起於誹謗。未曾發心念諸佛恩。」(T45,p.923,c3-11)即使眾生如

此，佛慈不減。又，養育不同：父母養身，佛養慧命、法身。 

p.810：-2【不敢違失】淨空和尚：彌勒菩薩殷勤接受佛一而再，再而三的教

誨，慈悲到了極處！不敢違背，不敢不遵守。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訓，盡心盡力

去做，要把它做到圓滿，沒有欠缺，這才是真正的不敢違失。所以這三十三品

到三十七品非常重要，我們一般人很難發現自己的過失，常常讀這五章經，就

像一面鏡子一樣，常常照見自己的心行，才會發現自己的過失。發現之後，改

過自新，這就是『受佛重誨，不敢違失』。 重（ㄓㄨㄥˋ）是重要的教誨，

重（ㄔㄨㄥˊ）是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不斷重複的教誨，顯示出佛的苦

口婆心。所以兩個意思都好，它是破音字，兩種念法都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