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大乘無量壽經解》
貳、概要第一～三

佛陀教育基金會假日佛學院
2025 年 06月 07 日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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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經偈）



【貳、概要】
（十門分列中前九門） 

謹釋此經，依華嚴宗法及《彌陀疏鈔》例，

總開十門：計為

一、教起因緣。二、本經體性。

三、一經宗趣。四、方便力用。

五、所被根器。六、藏教所攝。

七、部類差別。八、譯會校釋。

        九、總釋名題。十、正釋經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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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起因緣】 （3/18）

可見淨宗正是直指頓證之法。

以念佛心，入佛知見。

淨宗之興起，正由此大事因緣也。

下詳明本經興起之因緣。 

甲 稱性極談，如來正說

乙 三根普被，聖凡齊收

丙 他力妙法，善護行人

丁 暗合道妙，巧入無生

戊 大聖垂慈，特留此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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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願：

所有眾生，生我國者⋯⋯決定成等正覺，證大涅槃。

20願：

十方眾生⋯⋯即生我剎，作阿惟越致菩薩。

29願：

所有眾生，生我國者，皆同一心，住於定聚。

35願：

所有眾生，生我國者，究竟必至一生補處。

44願：

十方佛剎諸菩薩眾，聞我名已，皆悉逮得清淨、

解脫、普等三昧，諸深總持，住三摩地，至於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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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7、48願：

「他方世界諸菩薩眾，聞我名者，

證離生法，獲陀羅尼。清淨歡喜，得平等住。

修菩薩行，具足德本。應時獲一二三忍。

於諸佛法，現證不退轉。」

凡夫因念佛、往生淨剎，便巧入無生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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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經疏鈔》卷1：

的指即有念心得入無念者：心本無念，念起即乖。
而眾生無始以來，妄想慣習，未易卒遣。
今教念佛，是乃以毒攻毒，用兵止兵。
病愈寇平，則捨病體更無自身，即寇盜原吾赤子。

念一佛名，換彼百千萬億之雜念也。
而妄從真起，波逐水生。
即念即空，居然本體，非於念外別得菩提。
故云萬法虛偽，唯是一心。了悟自心，觸目菩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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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示因於往生實悟無生者：

七地僅名現相，八地乃得無生。
而亟欲滅生以求無生，彌求彌遠。
今以來生淨土，乃悟無生。入有得空，即凡成聖。
可謂通玄祕訣，換骨神丹。」

今專念佛，發願往生。生彼國已，華開見佛。
識自本心，本自不生，生亦何礙。
所謂熾然求生，而不乖於無生之理。
終日生而未嘗生者，乃所以為真無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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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而悟無生，故云入有得空。

生屬凡夫，而因生無生，故云即凡成聖。

就路還家，潛超密度，難思難議，故云通玄。

倐爾轉移，如平地升僊，白衣驟貴，故云換骨。

捨祕訣而耕空言，棄神丹而服狂藥，

豈不大可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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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
(往生四句) 

生決定生
（世俗諦）

生無所生
（勝義諦）

往決定往
往有所往
（世俗諦）

若據世俗諦說往生：
往則決定往，生則決定生

以修淨業之因，至臨命終
時，決定離此娑婆世界，
往生西方淨土之極樂世界 

（合世俗、勝義諦說）
⋯⋯⋯此世界之報身，若
捨命而往生極樂，

即成為極樂世界之報身，
則「往有所往」；

然無實在之能生所生
⋯⋯⋯而「生無所生」 

往無所往
（勝義諦）

合勝義、世俗諦說⋯⋯⋯

阿賴耶識遍一切處，無有
方所⋯⋯淨業成熟，即生
淨土之報體成就，故曰：
往則無所往，生則決定生 

依佛法中勝義諦說：⋯
⋯一真法界⋯人人本具⋯
破此煩惱業報⋯淨土相
應，是則「往無所往，
生無所生」之往生義也

太虛大師《往生淨土論講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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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起因緣】 （17/18）

戊 大聖垂慈，特留此經（1/2）

經云：「當來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悲哀
愍，特留此經止住百歲。其有眾生值斯經者，
隨意所願，皆可得度。」

又《法滅盡經》中，
亦具《無量壽經》最後入滅之情景。

此正顯本經興起之勝緣，持名法門之妙用，
既如營養豐富之美食，可增健者之體力，
復如殊效神驗之靈藥，能愈不治之沈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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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起因緣】 （18/18）

戊 大聖垂慈，特留此經（2/2）

廣療眾病，普施饒益。
故云：「大哉妙用，不可思議」也。

至於末世，濁惡彌深，眾根愈劣，
人壽十歲，垢重障深。
於茲惡浪滔天，毒焰遍地之際，

世尊垂慈，仍特留此法，
以作慈航，以降甘露。
佛恩深重，粉身難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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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說：

同於《華嚴》、《法華》，同為一大事因緣：
「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淨宗正是直指頓證之法。以念佛心，入佛知見。
淨宗之興起，正由此大事因緣也。

別說：

1.稱性極談，如來正說。
2.三根普被，聖凡齊收。
3.他力妙法，善護行人。
4.暗合道妙，巧入無生。
5.大聖垂慈，特留此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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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經疏鈔》：別則專就此經，復有十義：

一、大悲憫念末法為作津梁故。

二、特於無量法門出勝方便故。

三、激揚生死凡夫令起欣厭故。

四、化導二乘執空不修淨土故。

五、勉進初心菩薩親近如來故。

六、盡攝利鈍諸根悉皆度脫故。

七、護持多障行人不遭墮落故。

八、的指即有念心得入無念故。

九、巧示因於往生實悟無生故。

十、復明徑路修行徑中之徑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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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黃念祖《解》總開十門與天台・華嚴之開合 



【二、本經體性】 （1/12）

一切大乘經典皆以實相為經正體。

古德云：「諸大乘經皆以一實相為印。」

實相者，真實之相也。又平等一相也。

實相無相，亦無不相，相而無相，名為實相。

無相者，離一切虛妄之相。無相即離相。

又實相無不相，非頑空與斷滅。非如龜毛兔
角，一切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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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經體性】 （2/12）

《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意謂即相離相，離盡虛妄之相，即見實相。
故云即見如來。此指法身如來也。

法身如來離一切相，故云實相無相。
但非無法身，故云實相無不相。

生滅之法，全屬虛妄，但生滅之中，有個不生
不滅的；諸生滅法是差別相，但差別之中，有
個無差別的。不生不滅，無有差別，即是平等
相。故云實相乃平等一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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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經體性】 （3/12）

實相義深，若明實相，即為悟大乘理。

茲以喻明：譬如以金製作塔、像、瓶、
碗、釧、環，各顯差別之相。

倘將眾器，重入冶爐，復化為金，原有諸相，
盡皆消滅，但各器本體之金，仍舊如是。

可見各器差別之相，有生有滅，皆屬虛妄，

但各器本體之金，平等一相，不生不滅，
不增不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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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經體性】 （4/12）

但實相離言說，

正如南嶽懷讓云：「說似一物即不中。」

故實非任何世間譬喻所能深明。

於上喻中，若誤認為實有一具體之金相
可得，則仍在相中，而非無相之實相矣。

故云：「凡有言說，皆無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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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經體性】 （5/12）

又《圓覺經》云：
「諸幻盡滅，覺心不動」，
「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

經中所云幻滅後之覺心，與垢盡後之明現，
均指離妄所顯平等一味之實相也。

磨鏡實是磨垢，鏡性本明，非從外得。
垢除明現，離妄即真。

故云：「不用求真，唯須息見。」
眾生之見，皆妄見也。真者，佛知見也。

20

大
乘
無
量
壽
經
解

第

21
頁



【二、本經體性】 （6/12）

又《要解》云：
吾人現前一念心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
非過去，非現在，非未來；非青黃赤白，
長短方圓；非香非味，非觸非法。
覓之了不可得，不可言其無；
具造百界千如，不可言其有。

離一切緣慮分別語言文字相。
而緣慮分別語言文字，非離此別有自性。
（註：如上喻中諸器皆不離金。）

要之，離一切相，即一切法。
離故無相，即故無不相，

不得已強名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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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經體性】 （7/12）

可見實相乃吾人當前一念心性之強名。
吾人一念心之性，強名為自性。

二祖覓心不可得，即是「安心竟」，但不可言其無。
六祖云：「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亦不能執為有。
蓋離四句，絕百非，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

「靈明洞徹，湛寂常恆」；「孤明歷歷」；
「炳赫虛空」；「靈光獨耀，迥脫根塵」。

故蓮池大師讚曰：
「大哉真體，不可得而思議者，其唯自性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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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經體性】 （8/12）

天親菩薩《往生論》云：
「莊嚴佛土功德成就，莊嚴佛功德成就，莊嚴
菩薩功德成就。此三種成就願心莊嚴，應知。
略說入一法句故。一法句者，謂清淨句。
清淨句者，謂真實智慧無為法身故。」

此論直顯事理無礙之一真法界。
即事而真，當相即道。
極樂世界種種依正莊嚴，一一皆是真實智慧
無為法身，一一即是實相。
故云本經以實相為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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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經體性】 （9/12）

明蘧庵大師曰：「瓊林玉沼，直顯於心源；
                                 壽量光明，全彰於自性。」
幽溪大師《圓中鈔》曰：「夫瓊林玉沼，壽量
光明，固一切諸法之相也。然則直顯於心源，
全彰於自性，顧何相之可得哉！此正無相不相、
相而無相之正體。（即指實相）」

蓋吾人心性，量同法界，靈明洞徹，湛寂常恆。豎
窮三際，橫徧十方。極樂國土，非在心外。
百界千如，皆我本具。心淨則佛土淨，土淨即
我心淨。何有一法，在我心外。本經所詮，
直顯本心，全彰自性。當相即道，無非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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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經體性】 （10/12）

如《彌陀要解》云：
「實相無二，亦無不二。
是故舉體作依作正，作法作報，作自作他，
乃至能說所說，能度所度，能信所信，
能願所願，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讚所讚，
無非實相正印之所印也。」

由上可見全經囫圇在一實相中，

故云以實相為體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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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經體性】 （11/12）

又本經〈德遵普賢品（第二）〉云：
「開化顯示真實之際。」

〈大教緣起品（第三）〉云：
「欲拯羣萌，惠以真實之利。」

〈積功累德品（第八）〉云：
「住真實慧，勇猛精進，
一向專志莊嚴妙土。」

26

大
乘
無
量
壽
經
解

第

24
頁



【二、本經體性】 （12/12）

「真實之際」者，真如實相之本際也。
此即本經之所開示者也。

極樂妙土乃「真實智慧」之所莊嚴成就者也。

彌陀世尊攝此妙土，宣此妙法者，
欲惠予眾生以「真實之利」也。

此三真實，即一即三。方便究竟，不可思議。

極樂依正，淨土法門，舉體是真實之際，
故云本經以實相為體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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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實質為「體」，體之無改為「性」。

本經所詮，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種種依正莊嚴，
一一皆是真實智慧無為法身，一一即是實相。

此經直顯本心，全彰自性，

        當相即道，無非實相，

故云本經以「實相」為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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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彌陀要解》云：

「實相無二，亦無不二。

是故舉體作依作正，作法作報，作自作他，

乃至能說所說，能度所度，能信所信，

能願所願，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讚所讚，

無非實相正印之所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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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相」無相：

離盡虛妄之相，即見實相。

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

但隨妄念有相，「相」不可得也！

如(p.21：-3)文云：「若誤認為實有一具體之
金相可得，則仍在相中。」

故須當相而離相，相而無相，乃顯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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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相」無不相：

即一切法，當相即是實相，

非離妄相之外，另有「實相」可得，

故《要解》直指「吾人現前一念心性」即是
「實相」，《楞嚴》喚「本如來藏妙真如性」、

《起信》稱「法身、本覺」、六祖作「自性」、

天台以「中道第一義諦」作觀等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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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相＝一念心性、如來藏、一心、一真法界、
真如、中道、第一義諦。

實相無相←→離相、離四句絕百非、真如門、
空如來藏、畢竟空寂。

實相無不相←→即相、具造百界千如、生滅門、
不空如來藏、理事無礙。

32

【本經體性】（5/6）

參
考
講
義
01

第

4
頁



《觀無量壽佛經疏》卷1：
「大乘經以實相為印，為經正體。
無量功德共莊嚴之，種種眾行而歸趣之，
言說問答而詮辯之。」

《觀經疏妙宗鈔》卷3：
以情分別，一切皆邪；離情分別，一切皆正。
今簡情取理而為經體，應知實相全體照明，
稱為真心，亦名本覺；覺體遍故，諸法皆實。
若指其要，不離現前分別之念，念即本覺，
覺即經體。無別經體以為所詮，以此覺心觀於依正，
能所即絕，待對斯忘。妙觀之宗，自茲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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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相
(吾人現前
一念心性) 

世俗諦(萬法)(有相)

(有為法)(不一) (無不二)

(緣起)(隨緣)(心相)(事)

勝義諦(真如)(無相)

(無為法)(不異) (無二)

(性空)(不變)(體性)(理)

無相
(空)

(真空)
(遮詮)
(無住)

以情分別，一切皆邪(妄)

以金製作塔、像、瓶、
碗、釧、環，各顯差別之
相。金器差別之相，有生

有滅，皆屬虛妄。

(實相離一切相)

實相離言說相、離名字

相、離心緣相，但隨妄

念有相，相不可得也！

若誤認為實有一具體之

金相可得，則仍在相中。
(實相離一切相)

無不相
(不空)
(妙有)
(表詮)
(生心)

離情分別，一切皆正(真)

舉體作依作正，作法

作報，作自作他，乃至

能說所說，⋯⋯無非

實相正印之所印也。

(實相即一切法)

實相非頑空與斷滅；

非如龜毛兔角，

一切虛無。實相者，

真實之相，實有真金，平
等一相，不生不滅。

(實相即一切法)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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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1/24）

經之所崇向者，名之為宗。

宗者要也。全經之宗旨也。

又宗者，修行之要徑也。

故知宗者，為全經之綱領。

綱舉目張，領提衣順，

是故於辨體後，首應明宗。

體是理，宗是行。

體者，乃宗所依之體。宗者，即是顯體之宗。

二者互相表裏。宗是會體之要行，故應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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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2/24）

《香象心經疏》云：

「言之所貴曰宗，宗之所歸曰趣。」

又圭峰大師《圓覺略疏》云：

「趣者，意趣、趣向。即心意所歸趣之處。」

可知，趣者，歸趣也。

是故依經宗旨，明其所為，識其所求，

究其所至，名之為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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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3/24）

魏譯《無量壽經》之宗趣，古有多解，其例非一。

《嘉祥疏》云：

「此經宗致凡有二例。

一者、法藏修因，感淨土果。

二者、勸物（指眾生）修因，往生彼土。」

海東元曉師《宗要》云：

「此經正以淨土因果為其宗體。

攝物（指眾生）往生以為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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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4/24）

曇鸞師云：「以佛名號為經體。」

善導師云：

「念佛三昧為宗，一心回願往生淨土為體

（體字即指宗趣之趣）。」

日釋觀徹《合讚》云：

「此經念佛為宗，往生為體（即趣）。」

「一經所尊專在念佛，故以念佛為之宗也。

宗之所趣唯在往生，故以往生為經體（即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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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5/24）

淨宗稱《無量壽經》為大經，
            《阿彌陀經》為小經。
蓋此二經僅有詳略之別。故蓮池《疏鈔》稱大經為
大本，小經為小本，良以二者實同一經也。

《阿彌陀經》之宗趣，亦有多說。

茲擇其精要者，如《疏鈔》曰：
「依正清淨，信願往生，以為宗趣。」

《圓中鈔》云：「以信願淨業為一經宗要。」

《彌陀要解》曰：「以信願持名為經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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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6/24）

綜上大小二本，中外諸家所明宗趣，

皆以信願持名，往生淨土為本。

於是廣參諸家之說，據本經之文，

標明本經宗趣曰：

本經以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為宗，

以圓生四土，逕登不退為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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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解》以「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為宗，

                以「圓生四土，逕登不退」為趣。

古有多解如下：

1.吉藏《無量壽經義疏》卷1：

此經宗致凡有二例：一者法藏修因感淨土果。

                                     二者勸物修因往生彼土。

2.元曉《兩卷無量壽經宗要》卷1：

此經正以淨土因果為其宗體。

                 攝物往生以為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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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曇鸞《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卷1：

「說無量壽佛莊嚴功德，即以佛名號為經體。」

4.善導《觀無量壽佛經疏》卷1：

「今此《觀經》即以觀佛三昧為宗，亦以念佛
三昧為宗。一心迴願往生淨土為體（趣）。」

5.觀徹《無量壽經和贊》：

「此經念佛為宗，往生為體（趣） 。」

6.蓮池《阿彌陀經疏鈔》卷1：

「此經宗乎法性。於法性中，復分總別。總而
合之，謂是依正清淨，信願往生，以為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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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傳燈《圓中鈔》卷1：

「以信願淨業為一經宗要。」

智圓《阿彌陀經疏》卷1：

「以信願淨業為宗」

8.蕅益《阿彌陀經要解》卷1：

「此經以信願持名為修行之宗要。

非信不足以啟願。非願不足以導行。

非持名妙行不足以滿其所願而證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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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7/24）

甲 首明宗（發菩提心，一向專念）（1/8）

經中〈三輩往生品〉中，所有上中下三輩往生之人，
莫不以「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為因。⋯⋯

曇鸞大師《往生論註》曰：
「無量壽經三輩往生中，
雖行有優劣，莫不皆發無上菩提之心。
此無上菩提心，即是願作佛心。
願作佛心，即是度眾生心。
度眾生心，即攝取眾生生有佛國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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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8/24）

甲 首明宗（發菩提心，一向專念）（2/8）

又海東元曉師《宗要》云：

「發菩提心，是明正因。」

又云發菩提心有二：

一、隨事發心。「煩惱無數，願悉斷之。
善法無量，願悉修之。眾生無邊，願悉度之。
……此心果報雖是菩提，而其華報，在於淨土。
所以然者，菩提心量，廣大無邊，長遠無限，
故能感得廣大無際依報淨土，長遠無量正報壽命。
除菩提心，無能當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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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9/24）

甲 首明宗（發菩提心，一向專念）（3/8）

二、順理發心。「信解諸法，皆如幻夢，
非有非無，離言絕慮。依此信解，發廣大心。
雖不見有煩惱、善法，而不撥無可斷可修。

（不撥無即不排除之意。撥者排也，無者除也。

故上句之意為：雖不見煩惱與善法，
                           但仍有可修與可斷。）……

如是發心，功德無邊。設使諸佛窮劫演說彼諸
功德，猶不能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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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10/24）

甲 首明宗（發菩提心，一向專念）（4/8）

元曉師等以發菩提心為正因，念佛為助因。
我國善導、靈芝與日淨宗諸家
則以持名為正行，發心為助行。兩者相左。

蓮池大師《疏鈔》中和會之曰：
「還以持名為正行，復以持名為發菩提心，
則雙取兩家而和會其義也。」

今崇「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為本經之宗。
正是雙取兩家，復又攝歸名號，
正與蓮池大師之意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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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11/24）

甲 首明宗（發菩提心，一向專念）（5/8）

蕅益大師所倡之「信願持名」 ⋯⋯
「深信發願，即無上菩提。
    合此信願，的為淨土指南，
    由此而執持名號，乃為正行。……
    大本阿彌陀經（指《無量壽經》）
    亦以發菩提願為要，正與此同。」

可見「信願持名」與「發菩提心，一向專念」，
正是同旨。 

49

大
乘
無
量
壽
經
解

第

30
頁



《阿彌陀經疏鈔》卷3：

「欲生彼國，須多善多福。今持名乃善中之善，
福中之福，正所謂發菩提心，而為生彼國之大
因緣也。」

「若持名為助行，則下文聞說阿彌陀佛，執持
名號，義云何通？助行持名，斷無此理。

又靈芝以觀經三福配此福德，則第三福發菩提
心，乃成助行。與海東菩提心為正行，二亦矛
盾。而觀經以三福為淨業正因，則助行菩提，
亦無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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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雙為和會者，還以持名為正行，
                            復以持名為發菩提心。

則雙取兩家，而和會其義也。」

而下文以持名即是《智度論》的「五菩提心」
為佐證，文多不贅，須者往檢。

其意指：信願持名者，即是「菩提心」的實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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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12/24）

甲 首明宗（發菩提心，一向專念）（6/8）

「一向專念」者，

「一向」二字有數義：朝向一方前進；

偏向一邊；一味；總是；一段時間。

故知「一向專念阿彌陀佛」，

即專恆依止持名念佛法門之義也。⋯⋯ 

又「一向專念」者，

古云：「上盡形壽，下至十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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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13/24）

甲 首明宗（發菩提心，一向專念）（7/8）

上盡形壽者，指從發心念佛之日，終身念佛，直
至命終之最後一念也。此乃其上者也。

其下者，未能及此，或因障重，或以事繁，
未暇多念，則於每日行十念法，亦符於
「一向專念」。

更下則如《觀經》所說惡逆之人，臨欲命終，得
聆聖教，至心悔改，十念稱名，亦得往生，故云
十念必生也。

行者應知，一向專念指從初發心念佛，直至最後
一念也。而其關鍵實在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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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14/24）

甲 首明宗（發菩提心，一向專念）（8/8）

或疑念佛何以有如是功德。
因能念所念，皆是實相故。

《彌陀要解》云：
「光則橫徧十方，壽則豎窮三際。
橫豎交徹，即法界體。
舉此體作彌陀身土，亦即舉此體作彌陀名號。
是故彌陀名號即眾生本覺理性。
持名即始覺合本。始本不二，生佛不二。
故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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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15/24）

乙 次明趣（圓生四土，逕登不退）（1/10）

夫宗之所歸者名趣。

「發菩提心，一向專念」之所歸，
在於往生極樂淨土，證三不退。

故本經以圓生四土，逕登不退為趣。

夫淨土有四土：凡聖同居土。方便有餘土。實
報莊嚴土。常寂光土。

以下略明四土往生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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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16/24）

乙 次明趣（圓生四土，逕登不退）（2/10）

一、凡聖同居土。

極樂世界之凡聖同居土，是同居淨土。

我等所在之娑婆世界，亦是凡聖同居土，

此土亦有凡有聖，如文殊常現五臺，諸阿羅漢
常往天目或雁蕩。是皆此土之聖也。

但我等所居之同居土是同居穢土，故雖同名同
居，而實有不同也。 

56

大
乘
無
量
壽
經
解

第

34
頁



【三、一經宗趣】 （17/24）

乙 次明趣（圓生四土，逕登不退）（3/10）

一、凡聖同居土。

如《要解》謂此之同居曰：「由實聖（指小乘
初二三果）過去有漏業，權聖（大權示現之菩
薩）大慈悲願，故凡夫得與聖人同居。
至實聖灰身（指涅槃），權聖機盡（指度生之
緣已了），便升沉碩異，苦樂懸殊，乃暫同，
非究竟同也。又天壤之間，見聞者少。幸獲見
聞，親近步趨者少。又佛世聖人縱多，如珍如
瑞，不能遍滿國土，如眾星微塵。又居雖同，
而所作所辦，則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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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18/24）

乙 次明趣（圓生四土，逕登不退）（4/10）

一、凡聖同居土。

更有進者。如《要解》云：
「當知吾人大事因緣，同居一關，最難透脫。」
蓋以同居土之凡夫，須斷盡見思二惑，方得漏盡
通，始截生死流，出同居而升方便有餘土。
此名豎出三界，其事甚難也。

今此往生法門，乃捨同居穢，而生同居淨。得生
極樂，即斷生死。故名橫出三界。而往生之人，
不待斷此見思二惑，但能發菩提心，一向專念，
便蒙佛願冥加，決得往生淨土，其事至易，
故名易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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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19/24）

乙 次明趣（圓生四土，逕登不退）（5/10）

二、方便有餘土。

若人念佛功深，以離雜亂之心，
專念一句名號，心口相應，字字分明，
心不離佛，佛不離心，念念相續，無有間斷，
如是念佛，名事一心。

若達此境界，雖不求斷惑，而見思煩惱自然斷落。
則從此界之同居穢土，橫生極樂方便有餘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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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故於念佛事一心(事持)中，不求斷惑而見思自
然斷落（任運斷）？

語出《天台四教儀》卷1：

「圓人本期不斷見思、塵沙，意在入住、斷無明
見佛性。

然譬如冶鐵，麁垢先去，非本所期。意在成器，
器未成時，自然先落。雖見先去，其人無一念欣
心。所以者何？未遂所期故。

圓教行人亦復如是。雖非本所望，自然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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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卷9：

「但是圓修，麤惑先斷。猶如冶鐵，麤垢先除。

【記】此明圓人惑障，

雖有任運先斷，非彼本心也。何者？

志在入住，圓破無明，頓見佛性也。…

意謂雖非本心，則任運而有先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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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知念佛行者，若明圓義
（自他不二、心佛不二），
原本期望成就阿彌陀佛之無量光壽，
故能潛通佛智，暗合道妙。

於事一心念佛中，
明自心佛性，本無貪瞋等見思惑。
雖不著力專斷貪瞋，見思任運斷落，
而成就「事一心不亂」境地，
而得以往生「方便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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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20/24）

乙 次明趣（圓生四土，逕登不退）（6/10）

三、實報莊嚴土。

⋯⋯事一心。
事上即得，理上未徹，屬定門攝，未有慧故。

若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於自本性，忽然契合，了知能念所念唯是一心。
不住有念，不落無念。⋯⋯唯是一心，清淨本然
之體，更有何法而得雜亂，是名理一心。
屬慧門攝，兼得定故。念佛若達理一心，破一分
無明，則生實報莊嚴土，同時分證常寂光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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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阿彌陀經疏鈔》卷3。

未破妄想、未破無明惑，故云「未有慧」。

《疏鈔演義》卷3云：

念念相續，無有二念。則心不散亂故屬定攝。

疏鈔專以事一屬憶念，亦一往言耳。

若無空性智慧，如何破見思惑，證事一心不亂？

故知：此乃以能破「法我執」之法空智慧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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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21/24）

乙 次明趣（圓生四土，逕登不退）（7/10）

四、常寂光土。

法身佛所居之土，名為常寂光土。⋯⋯
常寂光三字全顯涅槃三德如來秘藏。
常即法身德，法身常住故。
寂即解脫德，塵勞永寂故。
光即般若德，智光遍照故。

等覺大士破盡四十一品無明，更破最後一品
生相無明，法身全顯，圓證三德，徹本心源，
究竟清淨，證入常寂光土。 

65

大
乘
無
量
壽
經
解

第

37
頁



【三、一經宗趣】 （22/24）

乙 次明趣（圓生四土，逕登不退）（8/10）

極樂勝於十方者，首在帶業凡夫，一生彼國，
便得阿惟越致。阿惟越致，此翻不退。

又不退有三義：

（ㄧ）位不退。入聖流，不墮凡地。

（二）行不退。除見思惑，伏斷塵沙，
                            恆度眾生，不墮小乘地。

（三）念不退。破無明，顯佛性，
                             念念流入如來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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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經宗趣】 （23/24）

乙 次明趣（圓生四土，逕登不退）（9/10）

以上三種不退，若在此土修持，

須斷見惑，如藏教初果，通教見地，
                        別教初住，圓教初信，名位不退。

    通教菩薩，別教十向，圓教十信，名行不退。
                             （八住）   （八信）

                    別教初地，圓教初住，方名念不退。

67

大
乘
無
量
壽
經
解

第

39
頁



【三、一經宗趣】 （24/24）

乙 次明趣（圓生四土，逕登不退）（10/10）

但此淨土法門，橫生圓超，不可思議。

凡往生者，不再墮凡地，是證位不退。

極樂國土，唯一佛乘，
故不墮於小乘，是行不退。

既生同居，即同生上三土，圓修圓證，
於此土中，必破無明，顯佛性，而證念不退。⋯⋯ 
                （實教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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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
不亂

斷分
九品

圓證
三不退

圓教階位 圓淨四土

理一心 無明惑 念不退
(不退權教菩薩)

妙覺
（究竟即佛）

常寂光淨土

初住～等覺
（分證即佛）

實報莊嚴土

事一心

塵沙惑
行不退

(不退二乘)
八信～十信
（相似即佛）

方便有餘土

見思惑 位不退
(不退凡夫)

五品～七信
（名字觀行相似）

凡聖同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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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樂四土斷證略說 

通途法門：須斷見惑，登位不退；斷見思惑，才出三界。
淨土法門：信願持名，伏惑往生即出三界，即得位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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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向偈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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