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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佛偈，佛號的部分，我們大家注意一下，就是我們讚佛偈念
完了轉六字佛號，六字佛號我們就是念二十一句，六字的。就是轉
板一句六字的，「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然後轉
六字的時候，我們六字二音轉了，那個是一句，然後接下去就算十
輪，一輪是兩句，十輪就二十句，連轉板那一句加起來，一共二十
一句的南無阿彌陀佛（二十一聲的南無阿彌陀佛）。第二十一句開
始就轉板了，轉四字五音的。四字五音的佛號，一輪是五句，五聲
佛號，我們轉板的時候，那個轉的只有四句，六字轉過來四字五音
的，五音就是五聲，我們轉的時候只有四聲。四聲，我們也是算二
十一輪。二十一輪，我都是用手指頭算的。念一輪，我就用這個手
指，這樣把它掐指算，一、二、三、四、五，念十輪就是五十聲的
阿彌陀佛。四字五音，一輪五句，五聲佛號，十輪就是五十聲。算
二十一，就是我這樣算了一遍就是五十聲，然後再算十遍，就是二
十輪，二十輪就是一百句，一百聲佛號；再加上一，就是二十一，
二十一輪就是一百零五聲佛號，加上轉板那個四句，一共一百零九
聲的四字佛號。這樣大家明白沒有？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這樣幾句？十輪，一輪五聲，十輪多少？十乘以五多少，會不會
算？五十，沒錯。這樣知道嗎？我就這樣算。那你一手，就是兩隻
手，一握拳，一伸拳，就是二十輪了，然後再加上一輪，就是二十
一。二十一，二十一俱胝佛土，二十一代表圓滿。這個《三時繫念
》課本就「念佛百聲」，百聲，它也沒有說一百零幾聲，也沒有講



。百聲，我就是用這樣計算，這樣大家比較好記。這是我們基本一
個數，基本數。如果你有時候時間不夠，你這個佛號可以縮短；如
果時間比較多，你可以多念一些。我們佛號念得快、念得慢，這個
時間就不一樣了。你念得快，就可以多念一些；念慢一點，可能你
時間不夠，要念少一點。標準的就是說最少念個一百聲，有時候時
間不夠，如果念不到一百聲也沒有關係。這個就完全要維那去掌控
這個時間，最好就是定個時間，我現在定個時間，在我這個時間之
內來分配。佛號是比較有伸縮性的，經、讚是比較固定的。固定的
，你的時間要長短，就在於木魚它的速度，木魚的速度它在控制。
佛號彈性就比較大，可多可少，調這個時間就比較方便。這樣一共
是一百零九的四字佛號。六字佛號是二十一聲，四字一百零九聲，
目前我就是用這樣來計算。這樣一百聲，我想有個數字給大家，大
家比較方便一點，這樣大家心裡也比較有數。維那你自己斟酌時間
，如果時間多，多念；時間少，少一點也沒關係，這只是告訴大家
一個基本數。這樣明白嗎？明白。
　　我們現在還有半個小時的時間，這半個小時可能就沒辦法練到
《彌陀經》了。現在可能，你前面這個部分，根據我計算這個時間
，三拜、到靈位、然後再回來，現在我們沒有走到靈位，大概可以
減少十分鐘，這個就是在原地練的，大概三十分鐘可以練到回到佛
前。回到佛前，就是起佛號，回來。等一下去佛前，起佛號、回來
，這個就可以不用太長的時間。因為有時候到佛前上香的人數多少
不一定，人數多，你念佛號的時間就比較長；人數少，念的時間就
比較短，所以這個長短也不一樣，關鍵都是維那在控制的。在佛前
，六字佛號你可以念個一、二十句，這樣大概就可以，因為練習的
時候我們就不一定練那麼長。唱讚的時候，維那需要打磬嗎？需要
。



　　「戒定真香，焚起衝天上，弟子虔誠，爇在金爐放。頃刻氤氳
，即遍滿十方，昔日耶輸，免難消災障。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停，剛才「戒定真香」這個讚大家不熟。所以為什麼要叫大家
拍這個板眼？就是這樣，因為你沒有拍板眼，自己唱這個讚，不知
道搶板還是拖板？你不知道，你直接就學法器，不知道板眼、節拍
。你們「戒定真香」再起一遍。
　　「戒定真香…」。停，停。大家接的跟我講的有沒有出入？有
沒有？所以為什麼跟大家講，要多一些時間練板眼，還有接腔、送
腔，這個都要練。大家接腔接得太早，接得太早。這個是接那個腔
，不是接它的字。大家還記得嗎？接腔，不是接字，所以不能太早
，也不能太慢。太慢，維那都起完了，那就是接字了，不是接腔。
　　所以，大家再接腔練一遍。「戒定…」。對，這樣接了。好，
再起一遍，大家接看看。現在要聽維那的，看他起的腔長短，你要
接到恰到好處。
　　「戒定真香…」。搶板。可見得大家沒有練，已經到第二眼你
就搶板了，這個叫搶板，你那個眼不夠。一、二、三、四，才能接
。一、二，你就接了，這個叫搶板。如果四眼過了以後又再拉，那
個叫拖板。所以你沒有打板眼，你不知道你唱的是搶板還是拖板，
你自己不知道。所以為什麼建議大家練這個基本的，就是這樣，現
在很多人他會敲法器，但是內行的人他就聽出來了，他在搶板、拖
板。外行的人看熱鬧，內行的看門道，熱鬧，反正都很好，大家都
唱下來了。但是我們教學，總是要給大家講一個正規的，不是我要
囉嗦。如果大家嫌我囉嗦，我現在馬上讓你們自己練，我去上面喝
茶、聽經，我很逍遙的，不要囉嗦。所以我們既然要學，就要學個
正規的。人家不正規，我們也不要去講別人，除非他來向你請問，



你再告訴他；他沒有問，你就統統不要講，講了你會得罪人，我沒
有騙你。好，大家再練一下。
　　「戒定真香，焚起衝天上，弟子虔誠，爇在金爐放。頃刻氤氳
，即遍滿十方，昔日耶輸，免難消災障。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太早煞板。一定要拉到一板三眼，「摩訶薩二、三、四」。大
家太早煞板，鼓太早接。就是一板三眼，板眼一定要夠，不能搶板
，搶板就是這個眼少掉了。這個就是我們基本要常常練，練熟的；
練熟了，你敲法器，你心裡才會準。不然你板眼不熟悉，法器要下
沒把握，不是拖板就是會搶板，不然就是不曉得該敲還是不該敲？
敲了，自己心裡沒有底。所以為什麼叫大家要練，一個讚要練很久
的，練到你自己一個人會唱、會拍，要熟悉，你再敲法器就不會拖
板、搶板。我們現在就是沒有這個基礎的練習，一上來就是敲法器
，以前那些老法師是不允許的。現在沒人，沒辦法，反正有人上去
就好了，現在是沒辦法的事情。我們既然要練習，總是要照這個規
矩來，「不以規矩，不成方圓」，你沒有照這個規矩，不成方圓。
　　有關儀規，像這部分我們現在有DVD大家可以參考，如果有什
麼地方我們需要調整，大家可以寫下來，我們來研究。因為我們還
是限於時間的關係，所以不能很細的跟大家來研究、來討論這些問
題，所以這個大家要了解。我們現在跟大家講個大概，但是這個讚
、這個板眼我們先練起來，先把它練好，後面我們再來練其他方面
的。這個你沒有練好，你上場第一個就洩氣了，這個板眼就不對了
。這個第一個板眼練好。
　　好，現在時間到了，我們就要休息了，下午再來練。下午我看
我們還是先板眼，拍桌子拍的時間還要多加強一些。好，我們下課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