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無量壽佛經講記　　（第四集）　　1988/2　　台灣大專
講座　　檔名：03-001-0004

　　請掀開經本第二十三面，倒數第三行。這是六即佛裡面最後的
一段：
　　【究竟佛者。道窮妙覺，位極於茶。故唯佛與佛，乃能究竟諸
法實相。邊際智滿，種覺頓圓。無上士者，名無所斷。無上士者，
更無過者。】
　　『究竟』就是圓滿，圓滿的佛。『道窮妙覺』，前面講等覺，
等是等於，還沒有到圓滿，圓滿我們就稱他作「妙覺」，沒有比這
個更高了。後頭有比喻，好比月亮，到十五的月亮，這就是最圓，
沒有比它更圓，這到了極處。
　　『位極於茶』，這是什麼意思？在《華嚴經》上講華嚴字母，
就是印度梵文的字母，它一共有四十二個字母，古人就把四十二個
字母配菩薩四十二個等級，它第一個字母發音是「阿」，就把它比
作初住位的菩薩，初住位是發心住，一直到最後第四十二個，四十
二個就沒有了。最後一個字母是念「茶」，到最後一個再沒有了，
就圓滿了，是這個意思。就好像現在英文字母一共二十六個，這個
字是梵文字母的最後一個。這就是位次到了極處，再沒有比這個高
的。
　　『唯佛與佛，乃能究竟諸法實相』，就是世出世間一切法的真
相他徹底明瞭了，沒有一樣不知道。這種說法大家要注意，一般世
間人不能接受。說佛是全知全能什麼都知道，他不能接受，不但一
般世間人不能接受，還有許多佛門的老法師、大和尚也不能接受，
認為這些話都是對佛讚歎的名詞，不是真的。佛也有不能的，佛也
有不知道的，哪有全知全能的？這種論調都是用我們意識心、凡夫



心揣測聖人的境界。其實這些話句句話都是真實的。
　　佛告訴我們，這種智慧能力是本能，本來有的智慧。佛並不是
說「只有我是全知全能，你們都不如我」，佛在經上沒這種說法。
佛說這種智慧能力是一切眾生統統具足，跟佛沒有兩樣，可見得智
慧能力是一切大眾個個具足，問題就是我們迷了。你到底迷什麼？
就是把你圓滿的智慧德能迷了，不是迷的別的，是迷失了你自己，
不是迷在外面，這個話我們仔細想想的確很有道理。佛教給我們就
是恢復我們自己本來有的智慧德能，就如此而已，所以佛法真的就
是恢復自己本來面目，自己本來面目是如此。
　　所以凡是說這些話，都是讚歎佛的，不是真的，這些人還是迷
失了自己，並沒有覺悟，換句話說，在佛法裡面，在六即佛裡頭，
他連名字即都談不上。名字位中，雖然我們自己這個迷還沒有破除
，我們能力沒恢復，但是我們相信，相信才是名字即佛。如果你對
這個不相信，六即佛當中你只有理即佛，理論上講你是佛，名字都
談不上，所以名字位也不是容易得來。你對於經典裡面所講的一點
都不懷疑，完全能夠相信接受，可是你一品惑也沒破，這個叫名字
位。希望我們同修，觀行做不到，至少是名字位中人，我們肯定、
相信，不懷疑，然後我們努力去修學，從觀行到相似、到分證，最
後也得到究竟。
　　究竟位實在講要拿其他法門來說，的確不容易。其他法門，這
是古德說得很多，要想在一生當中了生死、出三界，恐怕都辦不到
。你說參禪，倓老法師說得好，參的功夫很好的，將來也不過是往
生到四禪天，不能出三界，還得要生死輪迴，而且生死輪迴實在是
每況愈下，這個東西很麻煩。學密，密宗裡面提倡的是即身成佛，
你能成得了嗎？實在講成不了。成是能成，佛成不了，成了魔，我
看到許多學密的都學成魔了。成魔倒容易，成佛我看是辦不到，為



什麼？我們查遍《大藏經》，你說哪一尊佛有貪瞋痴慢？你們想想
看，有沒有貪瞋痴慢佛？換句話說，最低限度你要把貪瞋痴慢斷得
乾乾淨淨，你才能成得了佛。這個佛是什麼佛？藏教的佛，他的程
度只等於阿羅漢，通、別、圓別談，只不過是成藏教佛而已，諸位
可以仔細去研究。印光老法師上海護國息災法會的法語裡頭講得很
詳細，說密宗即身成佛只是了生死、出三界，這樣的程度相當於小
乘的阿羅漢，他說即身成佛是成這個佛。可是小乘阿羅漢，你們要
想，見思煩惱斷盡了。我們看看今天學密的人，見思煩惱有沒有斷
盡？如果沒有斷盡，換句話說，他決定成魔，他成不了佛，這都是
我們一定要辨別清楚的。
　　所以說八萬四千法門任何一個法門這一生當中沒法子成就，唯
一可以得度的法門就是念佛往生西方，就是靠這個法門。這個法門
之所以能成就，就是它帶業往生，如果不帶業，我們都沒有希望，
沒指望。就是它可以帶業往生，它不要斷見思煩惱就成就了，雖說
不斷，它要伏，伏跟斷的差別很大，斷難，伏容易。
　　在六即佛裡面，我們前面講過，你有觀行的功夫就伏住了，就
決定可以往生；斷是要到相似，斷見思煩惱是相似位，那個不容易
；破一品無明，這才是分證位；四十一品無明統統斷盡，究竟位。
這是一切經論裡面所講的事實真相，我們念佛也離不開這個事實。
所以往生有三等，上等的，念佛的功夫念得好，到家了，破一品無
明，證一分法身，理一心不亂，這是上品的，上等功夫。中等的是
事一心，無明雖然沒破，見思煩惱斷了。下等的功夫就是見思煩惱
統統沒有斷，功夫只能伏住煩惱。怎麼叫伏？套禪宗的一句話，「
不怕念起，只怕覺遲」，我們用這個方法就行。念是念頭，念頭不
管善惡，不管什麼念頭，這第一個念頭才起來，第二念就把它換成
阿彌陀佛，這就行了。絕對不叫這個念頭相續，第二念就把它轉成



阿彌陀佛，這就叫做伏煩惱，煩惱伏住了，它不會再相續生了。
　　所以不管是貪瞋痴慢，不管什麼念頭，善念也好，惡念也好，
統統都不要，為什麼？善念是三善道的業因，惡念是三惡道的業因
，所有起念頭統統是六道輪迴的因，將來果報都在六道輪迴。我們
現在想出離六道輪迴，就把所有的念頭都轉成阿彌陀佛，等念頭變
成阿彌陀佛了，將來的果報就是西方極樂世界。念佛要這樣念法才
管用，才能念到觀行位。現在一般同修念佛功夫不得力，就是念頭
讓它相續起來，不曉得把它轉成阿彌陀佛，這樣就功夫不得力。一
個妄念接著一個妄念起來，這不可以的，這樣子念法就是古人所謂
「喊破喉嚨也枉然」，沒有用處的。所以諸位要記住，功夫要怎麼
用法，念佛要怎麼念法，這很要緊。
　　這一段是講到究竟圓滿之果。『邊際智滿』，智慧廣大沒有邊
際，邊際智都滿了，可見他真正是到究竟圓滿了。『種覺頓圓』，
「種覺」就是講一切種智，如來果地上的圓滿智慧，這個時候達到
真正圓滿，所以稱為『無上士』，「無上士」是佛的十種稱號之一
。士是中國從前讀書人的通稱，現在講就是知識分子，他的知識沒
有比他更超過的，他到頂點了，我們就稱為無上士，底下這句就是
解釋。『名無所斷』，他見思煩惱斷盡，塵沙煩惱也斷盡，無明也
斷盡，他再沒有得斷的。等覺菩薩還有一品生相無明可斷，他還有
得斷的，佛沒有得斷的，他一切煩惱統統斷盡，所以稱為無上士。
菩薩稱大士，不能稱無上士，為什麼？他還有一品無明沒斷，他還
有得斷的，不能稱無上。所以無上士是對佛的稱呼，大士是對菩薩
的稱呼。『無上士者，更無過者』，就是沒有超過他的，這才是究
竟。底下有個比喻：
　　【如十五日月，圓滿具足。眾星中王，最上最勝。威德特尊。
是名究竟佛義。】



　　【佛有無量德。應有無量號。】
　　農曆十五晚上的月亮，月圓之日。在星宿裡面，我們所看到的
，肉眼能看到的，月亮是最大的，月光是最亮的，所以在星宿當中
它算是王，就是最大的。諸位在此地特別留意到，凡是稱佛就是稱
我們自己的性德，因為我們自己本來是佛，經典裡面所讚歎的佛，
與我們自己有密切的關係。我們今天講迷就是迷了自己的性德，迷
了自己的佛性。佛經上講悟，也是覺悟自己的性德，悟了自己的佛
性，絕對不是悟外面的事情，所以佛法稱為「內學」，經典稱之為
「內經」，一切都向自性當中去覺悟。所以佛法跟其他書籍不相同
，完全從心性裡面去做功夫。心性有無量無邊的智慧德能，因此這
個稱號當然也就是無量無邊。
　　【舉一蔽諸。】
　　『舉一』，就是用這個佛，無量無邊的稱號用這個做代表就夠
了。
　　【華嚴有十萬號。】
　　漏掉一個字，應該加一個字進去，『華嚴有十萬號』，就是佛
的稱號。「十萬」是略舉，可見得名號是非常的多，顯示佛有萬德
萬能。
　　【又經有萬號。三世諸佛，通有十號。】
　　『十號』，就是在許多名號裡面舉十個例子，「十」是代表無
盡的意思，所以我們講佛的十種稱號、十種通號。
　　【淨名三號。】
　　『淨名』就是《維摩經》，裡面舉了三個號，就是「正遍知、
如來、佛」，稱這三號。
　　【以劫壽說，不能令盡。何況諸號耶。】
　　這個三號每個號裡頭含的意思實在講是無量無邊，說不盡的，



何況像《華嚴》講十萬號？這個地方有個小題目說「兼顯佛德明無
盡」，說明這個意思是無有窮盡的。經題裡面「佛」這個字就解釋
到此地。下面解釋第二個字「說」：
　　【說者。悅所懷也。】
　　『悅』是喜悅。實在講，解釋這個字，蕅益大師在《彌陀經要
解》裡講得最好，講得非常圓滿，他怎麼說？佛看到這一切眾生成
佛的機緣成熟了，所以非常快樂，這個意思非常之好。成佛的機緣
成熟了，佛就教給我們成佛的方法。成佛的方法是什麼？念佛求生
淨土就是成佛的方法。在一切法門當中，這是第一法門，成佛。其
餘一切大乘經典都沒有到成佛，只是成菩薩。小乘經是成阿羅漢，
成辟支佛；大乘經是成菩薩，沒有成佛的，唯獨淨土三經是成佛的
。你成佛的機會來了，成熟了，我給你講成佛的方法，這是真正暢
悅所懷。所以我覺得蕅益大師那個解釋真正是佛的意思，實在是不
容易。
　　【即十二部經。八萬法藏。】
　　這是講佛的一代時教。釋迦牟尼佛出現在這個世間，就是因為
眾生得度的機緣成熟，他到此地來應化、來示現，給我們說法四十
九年。『十二部經』是說佛說法有十二種方式，就好像我們現在所
講十二種體裁。像《華嚴經》，這十二種方式具足，統統都有，《
法華經》裡面有九種方式，每部經多少不一樣。《彌陀經》是最少
的，兩種，第一種是長行，佛經的術語是長行，現在講散文，《彌
陀經》是散文的體裁，另一種是無問自說。所以《彌陀經》十二種
方式裡頭只有兩種，這是最少的。「十二部經」，不要看錯意思，
原來佛經只有十二部，實際上中文翻譯的就有三千多部，不止十二
部，這是十二種方式，十二種體裁。『八萬法藏』是講裡面的意思
、義理，所以是八萬法門。法是方法，門就是門道，八萬法門。



　　【六度四等，一切法門。】
　　這是大乘佛法裡面所說的。
　　【又於一法中，作四門分別。於一一門，巧作四悉檀利益。聞
者歡喜，讚用，受行。施戒進念，而得開發。】
　　這是講智慧德能的開發顯露。
　　【貪恚愚痴，豁爾冰消。】
　　『恚』就是瞋恚。煩惱習氣可以斷除。
　　【革凡成聖，入法流水。】
　　『革』是改革，就是改造我們心理，改凡心為佛菩薩的心，也
就是破迷開悟，改迷成悟了。『法』是聖人之法，聖人同一類。
　　【或二三一益。】
　　『益』是利益，『或二三一益』，或者是得三種利益，或者是
得兩種利益，或者是得一種利益，這個在註解裡面都有，諸位可以
能看到。
　　【若都無益，則示默然。】
　　像這些地方是我們要學習的。如果什麼利益都沒有，既不能自
利也不能利他，我們就不說。學佛的人不開口則已，開口對於別人
決定有利益的。實在對方都不能接受，他得不到利益，我們就「阿
彌陀佛」，一句話也不說。這阿彌陀佛就有很大的利益，不管他愛
不愛聽、接不接受，他總聽進去了，「一歷耳根，永為道種」，我
把阿彌陀佛這個種子已經種到他八識心田裡面去了，這就行了，這
個對他就是很大的利益。所以不必跟他談別的，談別的他也不相信
。所以不要跟人爭論，不要跟人家辯論。佛說法都是如此，看到眾
生不相信、不能接受，不跟他說，『默然』。
　　【若一機扣聖。於一門施四益者。】
　　『四益』，通常就是講四悉檀的利益。



　　【餘三門亦如是。為一緣說一法既爾，諸緣諸法亦如是。】
　　這一段是敘說佛為一切眾生說法的原則。天台家講四教，有藏
通別圓四教，就是於一切法，他分做四門，於每一門又分做四悉檀
。這個註子裡頭註得很詳細，希望大家自己去看。
　　【觀者，觀也。有次第三觀。一心三觀。】
　　這是講我們實行的原則，我們學了之後要會用，就是把它用在
日常生活當中。因為這部經裡面主要是教我們修觀，修觀拿現代話
來說就是改變思想，修觀就是改變思想。修就是改的意思，修正、
修改，觀就是觀念，我們對一切事情的看法、想法。實在講，我們
對於世出世間許多事情的看法、想法都錯了，要把這些錯誤的看法
、想法修正過來，這個叫修觀。在本經實在說，佛教我們一個非常
巧妙的方法，教我們去想佛，不要想世間拉拉雜雜的事情。心想佛
的時候，我們心就變成佛了，想佛就變成佛，將來結果當然成佛，
這一定的道理。所以一切法都是心想而成的，可見得心的作用太大
了。
　　大師給我們提示了一個原則，這個原則就是『次第三觀』與『
一心三觀』，這是我們必須要注意到的。「次第三觀」，通常講鈍
根，中下根器的人。「一心三觀」，這是上根之人，當然成就來說
，一心三觀是高明。本經裡面取的什麼？取的一心三觀，為什麼？
因為這個教是圓教、是頓教，是叫你一生成就的，當然採取的方式
是一心三觀。下面這是給我們解釋什麼叫三觀，我們看經文：
　　【從假入空觀。亦名二諦觀。從空入假觀。亦名平等觀。二空
觀為方便，得入中道第一義諦觀。心心寂滅，自然流入薩婆若海。
此名出瓔珞經。】
　　天台大師發明這種修行方法不是他自己意思創造的，他有根據
，都是從經典裡面悟到的。他這個方法是以《瓔珞經》的理論做基



礎，建立的修行方法。
　　我們先講「空假中」，空假中你明瞭之後，這個大意就不難懂
。空是講本體，假是講現相，中是講作用，也就是大經上常常講的
體相用。體為什麼說是空的？體確實沒有，所以佛講一切法無有自
性，自性就是自體，一切法沒有自體，所以說它叫空。譬如我們講
這本書，這本書的體是什麼？紙張。沒有紙張哪來的書？這是我們
很顯然了解的。紙張是不是書的體？你們說是不是？書之體是紙張
，沒錯。紙張是不是書之體？不是的。（書之體是紙張，這本書的
材質是紙。但是，仔細分析，構成書的體應該還有其他，例如油墨
、膠水、繩線等；故簡單來講，幾十張或幾百張紙，上面印有油墨
，透過機器與人工合成一本書。若僅有幾十張或幾百張紙放在桌上
，我們會認為那一定就是書嗎？不一定！故云：紙張是不是書之體
？不是的。）如果紙張是書之體，這個紙只能做書用，不能做別的
用處，它的用途非常廣泛，不一定做書。所以你仔細去觀察，一切
法都沒有自性。所以佛給我們講因緣生法，這個講得沒錯。因緣就
是種種條件聚合的時候，這個相生起來了；緣要是滅了、散掉了，
這個相就沒有了。所以相之生與滅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什麼？
是緣生緣滅。這個道理近代科學家也知道了，所以才說出物質不滅
，它確實不滅，物質只是緣聚緣散，它沒有生滅。
　　現在我們明白這個道理了，因此相是假的。相不能說它沒有，
它有，雖有，它不是真的，是假的。真假的定義在佛法裡說，凡是
講真的，永遠不滅，永遠不會改變，這個叫真的；凡是會改變的，
凡是有生滅的，這都不是真的。譬如我們人有生老病死，有改變，
這不是真的。在一切法裡面，什麼是真的？「無為法」是真的。例
如，虛空沒有改變過，三千年前這個虛空跟三千年以後的虛空，沒
有改變過，所以虛空是無為法，不是有為法，有為就是生滅法，「



無為法」是不生不滅的。
　　虛空，給諸位說，還不是真正的無為法，它只是相似的無為法
，換句話說，虛空前後相似沒有變化，我們覺察不出它的變化，但
不是真正無為常住，只是假說為常，唯心所變。譬如我們人，人有
變化，為什麼？年年不一樣，一年比一年老，年年不一樣，這個很
容易看得出來它是在變化的，所以很容易覺察它是個生滅法。虛空
不容易覺察得出來，到什麼時候才覺察得出來？到大徹大悟。所以
永嘉大師《證道歌》裡頭說「覺後空空無大千」，到那個時候才發
覺到原來虛空也不是真的，也是假的。所以《百法》裡面講無為法
，有六個無為法，六個無為法裡頭只有一個是真的，「真如無為」
。其餘的五種，因為我們不容易覺察它是生滅法，所以把它列入無
為，這個無為是相似無為，不是真正的無為。
　　由此可知，一切法都是相有體無，所以從體上看是空的，佛經
裡面講「萬法皆空，萬法無常」。講空，萬法皆空，從體上講；講
無常，從相上講，這個相剎那剎那在變，不是永恆的，所以說是假
相，或者稱為妙有。空跟有是一不是二，是分不開的，就是體跟相
是一個，離了體沒有相，離了相沒有體，體相是一不是二。你這樣
觀察才能把一切萬法的真相，就是前面講的諸法實相，這一切法的
真實相你才能夠見得到。見到真相之後，你就會用中了，中是中道
。
　　佛法主張用中，中國古代的聖人也主張用中。佛法沒到中國來
，儒家孔老夫子就主張中庸之道，主張用中。中是什麼？以儒家的
解釋是喜怒哀樂還沒有起作用，沒有發，這個時候中；起了作用，
這就偏了，就不是中道，可見得儒家講的中就是佛門講的三昧。但
是儒家講的中沒有佛家講三昧那麼徹底，因為佛法講的是煩惱斷了
，儒家講的中庸實在講就是佛法講的伏煩惱。它有，有怎麼樣？沒



有發作，你能夠把它控制，叫它不發作。這樣子處事待人接物，心
裡頭清淨，沒有喜怒哀樂，沒有貪瞋痴慢。可見得這種功夫就是淨
土裡面所講的觀行位，確實我們能夠把煩惱降伏住、控制住，沒有
斷。他這個中庸之道只講到這個程度，所以儒家是人天乘的法，他
沒有能出三界、了生死。這樣修持，換句話說，人天福報是決定能
夠得到的。這講儒家的功夫決定能得人天福報，所以用要用中。
　　體相用配空假中，或者配三諦，就是真諦、俗諦、中諦。體是
真諦，真實的，所以真空。俗諦是配假觀，中諦是配中觀。諦是諦
實的意思，實實在在的，是講萬事萬法。三觀是講我們自己用心，
我們對於一切法的看法，這個三觀是標準。外面一切的境界是三諦
，諦實之相，所謂是實相。用三觀來看外面一切諸法的體相用，就
是看到三諦。這是天台家教給我們改變思想觀念的原則。
　　這個大前提明白了，文就容易懂了。『從假入空』，就是從現
相上觀察它本體，這個叫『二諦觀』。『從空入假』，就是從本體
上觀察現相，這個叫『平等觀』。為什麼？體是一個，相雖然有無
量無邊，體是一個。譬如有情眾生，佛法講的是佛性，一切眾生皆
有佛性，佛性是平等的。在諸法上來講，我們講物質，這是植物、
礦物，物質上我們叫它做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個性，一性無二性
，只是換個名字而已，區別動物、植物、礦物，我們現在是三分。
在佛法上只分二分，一個叫有情世間，一個叫器世間，器世間就是
現在講的植物、礦物。所以在器世間稱法性，有情世間稱佛性，佛
性跟法性是一個性，只是兩個名詞而已，是一個性。因為是一個性
，所以《華嚴》上才說「情與無情，同圓種智」。如果不是一個性
，這句話就講不通。
　　這個意思我們可以從夢境當中體會到，當我們在作夢的時候，
夢從哪來的？夢是我們心變的。我們把能變夢境的心比喻作性，真



性，夢中的境界比喻作世間，有情世間、器世間。我們想想，夢裡
面那些眾生、人，夢中當然有自己也有別人，這個自己跟人當然是
自己心裡變現的。夢裡面也有一些物質，也有房子，也有山河大地
，它從哪裡來的？還是你自己心裡變現的。離開你的心，沒有夢境
；離開夢境，沒有心，夢境跟你的心是一不是二。能作夢的心就是
體，體沒有相，所以叫空，空是真空。變出來的相，相是假相、幻
相，不是真實的。所以空假中的意思在夢境裡面我們很容易體會得
到。
　　你能夠把這個意思明白了，你就『得入中道第一義諦觀』，你
對於體、相、作用這三樣都不迷，這就是「第一義諦觀」。所以『
心心寂滅，自然流入薩婆若海』，「薩婆若」是梵語，翻成中國的
意思就是一切種智，「海」是比喻廣大，就是圓滿廣大的智慧，一
切種智。這是大師建立三觀三諦，理論上的依據是出在《瓔珞經》
上。下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