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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虞林長，尊敬的諸位法師、諸位同修大德，大家早上好
，阿彌陀佛！今天這個時間，先跟大家來分享雪廬老人李炳南老居
士在生講的念佛的方法，我先將這個文念一念：
　　「既信聖言量，持彌陀名號，然執持之功，亦有淺深，譬如今
之學制，有小學、中學、大學，程度各各不同；念佛第一層次『口
念耳聽』猶之小學，其次『心念心聽』猶之中學，最終『神念神聽
』則猶如大學。」以上這一段就是「口念耳聽，百八不亂」這一篇
文章。此地給我們用現在學校的制度來比喻我們念佛的功夫，念佛
功夫層次就好像我們現前學制一樣，有小學程度、中學程度、大學
程度。第一個程度就是口念耳聽，就是小學；其次心念心聽，就好
像是中學；最後神念神聽，就好像大學，就是我們念佛三個層次。
　　「然吾等程度，小學耳，能夠口中念得清清楚楚，耳中聽得清
清楚楚，功夫純熟處，一心只有佛，不為外境所亂，此即《彌陀經
》上所說『一心不亂』。」此地給我們講，我們現在的程度是小學
的程度，就是口念耳聽，我們現在的程度只能修這個口念耳聽，就
是口中能夠念得清清楚楚，每一個字、每一句都念得清清楚楚，耳
朵當中也聽得清清楚楚。念到功夫純熟的時候，一心只有佛，心裡
只有佛，只有這句佛號。不為外境所亂，這一句是非常重要，我們
有沒有念到一心就是以這個標準來做一個勘驗。如果我們念佛還會
被外面境界（順境、逆境）所擾亂，那就還沒有念到一心；念到一
心，外面的境界，順境、逆境，都不會受干擾，心裡是定的，一心
只有佛。如果不為外境所亂，就是《彌陀經》上所說的「一心不亂



」，念佛執持名號，一心不亂。
　　「吾人且捫心自問，誰念到『一心不亂』？」這個是第一個功
夫。第一個功夫，我們自己問自己，有沒有念到一心不亂？以這個
標準來對照自己，我們念佛功夫是不是念到一心不亂？如果不符合
這個標準，就是還沒有達到一心不亂。「至於念佛念到『心念心聽
』，是大勢至菩薩所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之境界，吾人更談
不上」，那層次就更高了。第一個層次我們都達不到，更上一層的
念佛功夫，《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講的，「都攝六根
，淨念相繼」，這個我們就更談不上。「而『神念神聽』是實相念
佛，已至『念而無念，無念而念』、『照而常寂，寂而常照』，根
本無人懂得」，這個我們更不懂了，這個實相念佛。所以我們現前
我們的程度只能修這個口念耳聽。
　　「諸位且別小看這『口念耳聽』」，我們也不要小看這個口念
耳聽，好像這個很簡單，好像沒什麼，我們可別小看。「口中念清
楚，耳中聽清楚，便是正念分明，可得一心」，我們口當中這一句
佛號，六字也好、四字也好，念得清清楚楚，耳朵當中也聽得清清
楚楚，這樣念佛便是正念分明，可得一心，這樣一直念下去就可以
得到一心不亂。「諸位不妨從此處下手，練習一個月不斷，就能得
大利益」，我們大家就不妨從這裡下手，這個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口念耳聽，口中念得清楚，耳中聽得清楚，這樣一直念下去，這樣
練習一個月不斷，就是密集的這樣念一個月，就能得大利益。有的
根性比較利的，一個星期就得大利益，打個佛七就得大利益；一個
月，時間就更多了，我們一般如果練習一個月這樣念，就能得大利
益。
　　「以上所說，是念佛方法，至於數量多少，引古德一偈作參考
：念佛不必求多念，但念百八心不亂，其中若有一念差，掉轉珠頭



皆不算。」這是古大德的一首偈，念佛的方法，第一句就是念佛不
必求多念。但是大家不要誤會，那就不要念太多，念少一點就好了
，不是這個意思，我們佛還是要多念。此地講不必求多念就是說，
他要求的標準你不必一次求太多，太多我們做不到。但念百八心不
亂，就是念一百零八句佛號，六字也好、四字也好，就是我們這個
念珠一百零八顆，這個當中戒珠不算，念一句佛號撥一個珠子，念
這個一百零八句佛號，這個當中不允許有一念妄念夾雜。如果念的
當中，比如說念到一百零七句，忽然想到我家裡門忘記關了，那不
行，要從頭再來，有妄念夾雜。一定一百零八句念完都不夾雜一個
妄念，這個功課就做完了。所以，其中若有一念差，掉轉珠頭皆不
算，這個念珠就要掉回來，從頭開始再念，就是這樣念，一百零八
句。
　　「莫嫌百八太少，一心念佛，百八就等於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
九千五百聲。」我們不要嫌說一百零八句好像很少，但是如果你能
夠這樣念，念一百零八句都不夾雜一個妄念，就等於我們散心念佛
念多少？念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聲佛號。所以我們不能小
看這個一百零八句，如果你這樣念，一百零八句都不夾雜一個妄念
，那就等於散心念佛、夾雜念佛念了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
聲佛號。這個是《龍舒淨土文》修持法門第四卷第六段所說的。「
我之所說，一依於經典祖師之語，諸位但勤練習『念佛一心』去。
」以上就是「口念耳聽，百八不亂」，這個我們大家都可以來練習
，念佛功夫就是這樣用。
　　下面節錄李老居士的《佛說阿彌陀經義蘊》，這個文也非常好
，我們來跟大家念一念：
　　「《佛說阿彌陀經義蘊》，修持正行分第八。修淨本有實相、
觀想、觀像、持名四法。而三經亦各有其專主，大本主廣修功德，



《觀經》主以心作觀，小本主執持名號，各有妙用，各有難易。」
這一段首先給我們講，修淨土有四種念佛的方法，實相念佛、觀想
念佛、觀像念佛、持名念佛這四種。淨土三經每一部經也各有它的
專修主修的，同樣是修淨土，但是這三部經它專主，專門主修的方
法，也有不同。大本就是《無量壽經》，大本是主廣修功德，我們
讀《無量壽經》會集本，講得非常詳細，廣修各種功德，各種經典
都涵蓋在裡面。所以《無量壽經》深廣，講廣修功德。我們看「三
輩往生」、「往生正因」這兩品經，還有一心三輩，修其他經典迴
向淨土的。所以大本講廣修，主張廣修功德，念佛求生淨土。《觀
無量壽佛經》它是主以心作觀，它主要是以觀想為主的，也有修其
他功德，但是以觀想為主。小本《彌陀經》主要是以執持名號，就
是念這句佛號。這三部經專主修學的方法有不同，各有妙用，各有
難易，每一部經它的方法，所專主的方法，有它的妙用，也各有它
的容易之處，也有它的困難之處。
　　「其間雖有相通之處，究各有其本質」，這個當中都有它的本
質，「不必一定兼修，多招費力」，也不一定要兼修很多，兼修很
多恐怕我們沒有那個時間、精力。「本經不言其他，只言持名」，
這個是指《彌陀經》，我們現在做三時繫念主修的經典就是《佛說
阿彌陀經》，這部《佛說阿彌陀經》它只有講執持名號，就沒有講
其他的。「顯標此是單行一門」，很明顯的給我們標示出來這個就
是很簡單的這一個行門。「故古德多有主張單持聖號一法」，所以
古大德有很多主張修淨土就執持名號，就這一個方法。「近代靈巖
印光大師，亦主此說」，我們印祖也主張就是專持名號這個方法。
「所謂徑中又徑」，這個就是徑路當中的徑路，最方便的。
　　「而其要訣，全在心念、口誦、耳聽，三處相應，自入三昧。
」執持名號這個修行的要訣全在心念（心要念）、口誦、耳朵聽。



不能有口無心，主要心真正在念佛，口誦佛，耳聽佛號，這個三處
相應，自入三昧。我們如果口中念佛，心裡想其他的事情，那心就
不是專在念佛，有夾雜。所以心念就是不念其他，就念這句佛號。
所以這三個地方相應了，自入三昧，三昧就是得正定。「清妙空大
師十二字訣，口念耳聽、心念心聽、神念神聽」，這個是清朝妙空
大師念佛十二個字的要訣。「若至神念神聽，豈非寂之至照之至？
即心念心聽，已是六根都攝。能口念耳聽，了了分明，不散不昏，
便是不亂境界。得手功夫，夫復何疑？正是歸來坐對梅花嗅，春到
枝頭已十分」，用這個詩來形容。那個神念神聽我們不懂，但是我
們能夠口念耳聽，了了分明，不昏沉、不散亂，這樣就是不亂的境
界，這樣自然契入神念神聽、心念心聽。所以我們要提升到心念心
聽、神念神聽，還是要從口念耳聽下手。
　　「若一日至一心不亂。七日為時少也。不亂定也。此克期頓證
得定之法，為持名功行之極則。古人謂有理與事一心不亂之別。」
《彌陀經》講，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亂。七天這個時間不長，
很多道場常常打佛七，居士林也常常打佛七，這個時間不長，時間
少。如果念到一心不亂，那就定了，心就定了。此剋期頓證得定之
法，剋期就是剋定一個時間，在這個時間我念佛，我要達到一心不
亂，七天要達到一心不亂。這個是持名功行的極則，持名持到一心
就成功了。古人謂有理與事一心不亂之別，理一心就破無明，明心
見性；事一心斷見思惑，是阿羅漢的境界。
　　「今亦可就功與行兩端而分之。先以功一心不亂言之。按梵語
之訓定有三。一曰三摩地，此云等持，謂心住一境，平等維持，但
於境轉故通定散兩位。二曰三摩缽底，此云等至，身心安和謂之等
定，能令至此平等位，是定非散。三曰三摩囉哆，此云等引，謂等
至之心，能引功德，亦是定非散。」這是把梵語修定的境界給我們



一個說明，功跟行兩方面給我們說明。第一個就是三摩地，心住在
一個境界上，心住在一境，定在一個境界上，平等維持。修定有很
多種方法，我們念佛法門用念佛這個方法得到這個定，這個定能夠
維持，平等維持。但於境轉故通定散兩位，這個有個轉變，所以它
這個定當中也分定跟散，散就是沒有定那麼潔淨。第二種就是三摩
缽底，這個是身心安和謂之等定，到這個定就是能達到平等位，是
定非散，它只有定，沒有散。前面這個三摩地，它還有定、還有散
，這個三摩缽底就只有定，沒有散。第三是三摩囉哆，我們這個地
方叫等引，這個定能引發功德，亦是定非散，這個也是定，這個定
還能引發我們功德。
　　「又修止有種種行相。按《雜集論》謂最初攝所緣，繫於內心
，故曰內住。」這個是講到止觀，止觀是天台宗講的止觀。實在講
，所有的法門都離不開止觀。在浙江天台山開山祖師智者大師，他
發明這個止觀的修學的理論、方法，根據經典建立這個宗派，建立
天台宗。這個止，實在所有的法門都離不開止觀這個原理原則。所
以修止，止就是止息我們的妄念，也有種種的行相。在《雜集論》
謂最初攝所緣，繫於內心，故曰內住。「其次相續內緣心動漸細，
等似於住，故曰等住。其三若念外馳，即復斂念，令其安住，故曰
安住。其四經上三度，能令心不外散，常依所念而住，故曰近住。
其五由於所緣色等散心起過患想，而調伏其心，令不流散，故曰調
順。其六由於所起惡覺散心深見過患，而攝伏其心，令不流散，故
曰寂靜。其七所有散心率爾起時，即便制伏，令不更起，故曰最極
寂靜。其八於此精勤加行，無間無缺，相續安住勝三摩地，故曰專
注一境。其九如是善修習故，不由加行，遠離功用，定心相續，離
散亂轉，故曰平等攝持。此九種行，初之四行，為一階段。從第五
起工夫漸深，至第七又為一階段。此後發起身心輕安，至第九而等



持成矣。觀此則修止至第九行相，方入等持。或謂持名至一心不亂
，即同等持。而等持既通定散兩位，實非深定，已操往生左券。較
諸通途法門，難易判然。」
　　以上講的是依止觀，天台家講的，它這個定的層次，功夫淺深
不一樣。我們一般人聽都聽不懂，你怎麼修？所以以前修止觀的都
要相當深入這些經教理論的基礎，他才有辦法去修，這個也不是一
般人能夠去修學的。此地給我們講的，主要是給我們說明有這些層
次，定有這些層次。我們念佛，這個一心不亂，是不是修止觀修到
第九行相，這個修止要修到第九，第九個這個行相，才入這個等持
，就是這個定的層次很高，入等持這個定。或謂持名至一心不亂，
即同等持，我們念佛法門念到一心不亂，就跟修止修到等持一樣。
而等持既通定散兩位，實非深定，這個等持功夫還有定散，就是說
這個功夫不是很深的定，很深的定它只有定沒有散，所以這個還不
是很深的定，實非深定。但是我們念佛只要有這個功夫，不是很深
的定，淺的定就可以了，已操往生左券，操往生左券就是有把握了
，我們念到這個功夫我們就有把握往生西方。較諸通途法門，難易
判然，跟其他修行的法門，困難跟容易我們一看就很清楚了，非常
清楚。你修學其他法門，這些理論方法我們聽都聽不懂，更談不上
去怎麼修。懂了還要修，修有沒有辦法達到這個境界都還不一定。
念佛人人都能修，大家都能修。所以講難易判然，困難跟容易一下
就看出來。
　　「果能心念口誦耳聽，不必如止觀次第而進，一入手便直超等
持矣。」我們這個念佛方法就是這麼直截、這麼了當。你看前面引
用這個止觀，從第一到第九。我們只要念佛，不必如上面止觀這樣
一步一步次第的進修，我們一入手，念佛一入手，便直超等持，念
佛就直接超越了，進入這個等持的境界，你看這個方法多方便。如



果沒有懂得教理的善知識給我們分析說明我們也搞不懂，善知識給
我們指點，我們就明瞭了，原來祖師大德為什麼一直提倡持名念佛
就是這個道理，它容易，而且成功高，下手容易。捨棄這個容易的
，去修那個困難的，那就很冤枉了。
　　下面講，「縱不至此境界，只信願具足，亦得往生。不過仍希
眾生取法乎上而已」。這句話非常重要，說我們念佛你沒有辦法念
到等持這個境界，就是念到一心不亂，我們如果沒有功夫念到一心
不亂，能不能往生？可以，只要信願具足，亦得往生。所以蕅益祖
師在《彌陀要解》給我們講，能不能往生在信願之有無，往生品位
的高下在持名功夫的淺深。所以往生的關鍵是在信願，你是不是真
信有西方？你信了，是不是願意去西方、願意放下娑婆世界？只要
真信發願就具足往生的條件。信願具足，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反
過來講，你念到一心不亂，你沒有信願，也不能往生。為什麼？你
不願意去，跟佛就不相應。佛願意接我們到西方，我們不想去西方
，當然不會感應。沒有信願，這樣念佛，還是偏重在自力修行，就
跟其他法門一樣，就沒有淨宗的特色。淨宗的特色關鍵在信願，你
具足真信切願，念佛功夫很差，一樣可以往生，只是品位低一點。
所以《彌陀經》佛四次勸我們相信淨土法門，一般勸三次最多了，
你看看《彌陀經》勸了四次，可見得《彌陀經》修學它的關鍵就在
信願。
　　這裡講念佛，當然佛是希望我們念到一心不亂，念到事一心，
最好能念到理一心，那就更好了，也希望我們取法乎上，希望我們
上品上生。我們發願，我們要取得品位總是要求最高的。如果達不
到，還有中等的，佛總不希望你們個個都下品下生就好了，佛總希
望我們個個都是上品上生。所以鼓勵我們念佛功夫還是要向上提升
，是這個意思。所以也不必擔心功夫念得不好不能往生，能不能往



生關鍵在信願之有無。真信發願，真想去極樂世界，這個世界你真
放下了，那就決定往生，你佛念得多、念得少都往生，念得好不好
都往生，這是關鍵。
　　好，以上跟大家簡單的分享。今天有同修要皈依，我們下面來
舉行一個皈依儀式。有幾個要皈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