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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掀開經本第三十面，「必成正覺第七」。這也是阿彌陀佛自
己宣說的，前面這一行是釋迦牟尼佛的簡介：
　　【佛告阿難。爾時法藏比丘說此願已。以偈頌曰。】
　　下面的偈頌也是彌陀自己說的。
　　【我建超世志。】
　　『我』就是法藏比丘的自稱，也就是阿彌陀佛自己說他自己。
『超世志』就是指前面的四十八願，確確實實他的誓願超過諸佛在
因地裡面所發的弘願。
　　【必至無上道。斯願不滿足。誓不成等覺。】
　　這是我們願願當中都看到的。現在他在西方世界已經成佛了，
這是佛在幾乎說到淨土的經典都明白的告訴我們，法藏在那邊成佛
已經有十劫了。由此可知，他的大願是願願都圓滿、願願都實現了
，這是示現成佛。成佛之後，也就是他所有的弘願都得到圓滿的實
現。下面的工作就是接引十方一切眾生。
　　【復為大施主。】
　　在一切布施裡面確實阿彌陀佛的大施是一切諸佛所不能及的。
他是三種布施可以說都做到了究竟的圓滿，財布施、法布施、無畏
布施。財布施是西方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物資的豐富永遠享受不
盡，這是屬於財；法布施是彌陀在那邊天天為大家講經說法；無畏
布施是永遠不墮三惡道，不管你什麼時候離開西方極樂世界到他方
世界教化眾生，都不會墮到惡道，所以說三種布施都達到究竟圓滿
。底下這經文說得非常明顯，他要是成正覺，就是成佛了：
　　【立名無量壽。】



　　阿彌陀佛是梵語（梵音）音譯過來的，他的意思就是『無量壽
』，所以佛在《阿彌陀經》裡面給我們介紹，叫無量壽也叫做無量
光。無量光壽就是阿彌陀佛的意譯，阿彌陀佛的意思。
　　【眾生聞此號。俱來我剎中。】
　　聽到阿彌陀佛的名號，確確實實如阿彌陀佛的本願，一定都會
到西方極樂世界，但是去的時間有早晚不同。有的人這一生善根成
熟了，這一生就去了；有的人聽了還不相信，雖不相信這叫金剛種
子一歷耳根永成道種，這個種子不會消失的，到哪一生哪一劫緣成
熟了，你再遇到這個法門，再聽到這個名號，從前阿賴耶識有種子
，現在再聽聽就很熟悉。所以種子生生世世在薰習，總有一天真正
接受、真正相信了，所以『俱來』不是現在立刻就來，是有了這個
種子早晚都要來。到了西方世界：
　　【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圓滿。】
　　這就是到西方世界你的身相跟阿彌陀佛完全一樣。這是平等世
界，我們在前面弘願裡面看過，此地他又為我們敘說，可見得這個
事情不是假的。
　　【亦以大悲心。利益諸群品。】
　　這是跟阿彌陀佛一樣，以大慈大悲普度一切眾生。這個地方『
諸群品』是指法界有情眾生，有情眾生是上至等覺菩薩下至地獄眾
生，我們常講九界有情。他不是限定某一個世界是盡虛空遍法界，
這九界有情眾生普遍都能幫助他。這是生到西方世界的人得到彌陀
智慧威神的加持就有這種能力。
　　【離欲深正念。淨慧修梵行。】
　　這是自利。要利他必須要自利，李老師把這兩句給我們標得很
清楚。『離欲』是戒圓滿，『正念』是定圓滿，『淨慧』是慧圓滿
，戒定慧三學的圓滿必定是在西方極樂世界。不但三學圓滿，普賢



菩薩在《行願品》裡面告訴我們，他所講的十大願王也是到了西方
極樂世界才得圓滿；換句話說，不生西方極樂世界，十大願王很不
容易修圓滿的。可見得這個極樂世界真的是大圓滿的世界。下面這
是說佛的神力加持。
　　【願我智慧光。】
　　『我』就是阿彌陀佛自稱。
　　【普照十方剎。消除三垢冥。明濟眾厄難。悉捨三途苦。滅諸
煩惱暗。開彼智慧眼。獲得光明身。閉塞諸惡道。通達善趣門。】
　　李老師在這個地方是判作一個段落，這一段落就是說佛的智慧
光明、神通道力的加持。佛力加持通常有顯加有冥加，顯加是你自
己感覺到，覺察到佛在加持你；冥加是冥冥之中，佛實實在在加持
你，但是你自己不會覺察，雖不會覺察，確確實實是得佛力加持。
加持的現象，實在講如果我們細心一點不難體會，從什麼地方看？
煩惱輕了，煩惱少了，心地清淨了，好像智慧增長了，有這種現象
。做事情很順利，都能稱心如意，這都是佛力加持的現象。
　　【為眾開法藏。廣施功德寶。】
　　實在講此地講的法藏，法是一切法，藏是含藏之義，一切佛法
含藏其中就叫法藏。這個法藏就是指的我們自己的真心本性。我們
雖然有，沒有打開，閉塞！因此雖有也得不到受用，必須要靠善知
識的協助，幫我們開啟，使我們重新肯定自己真心本性當中，原來
含藏著無量無邊的寶藏。但是開發到究竟圓滿是阿彌陀佛，一切諸
佛菩薩都幫我們開啟，雖開啟沒有開啟的圓滿，他開了一部分，沒
有開到圓滿，到達西方極樂世界，這是法藏圓開了！
　　『廣施功德寶』，我們要問阿彌陀佛是真的施了，還是假的施
了？不能說真，為什麼？這個「功德寶」是我們人人自性裡本具的
。就是他老人家建立的西方極樂世界，要從理上來講，從事實上去



觀察是我們唯心淨土，自性彌陀，阿彌陀佛跟西方淨土沒有離開我
們心性！是我們自己心性變現出來的。這是真的，這是事實，所以
不能說施也不能說沒有施。沒有這個緣分，我們心性雖然有這個功
能，依然迷惑顛倒，不能認識事實的真相，所以也可以說施，也可
以說廣施。這個意思都要明瞭，明瞭之後我們的心是清淨的，他所
講的意思我們真正通達，不會執著。
　　【如佛無礙智。所行慈愍行。常作天人師。得為三界雄。說法
師子吼。廣度諸有情。圓滿昔所願。一切皆成佛。】
　　這幾首偈是大願的補充，也是大願的總結，非常非常的圓滿，
尤其是這後面有一句『一切皆成佛』，這一句了不起，不可思議，
充分顯示彌陀本願功德就在這一句。希望法界眾生情與無情統統圓
成佛道，這是彌陀的本願。末後這一首是求感應：
　　【斯願若剋果。大千應感動。】
　　這講的是大千世界。
　　【虛空諸天神。當雨珍妙華。】
　　這是求感應。我這個願望要是能真正達成，真正成就，所謂是
天地鬼神都應該給我感應，他這一說，你看釋迦牟尼佛給我們敘說
的，果然就有應。
　　【佛告阿難。法藏比丘。說此頌已。應時普地六種震動。天雨
妙華。以散其上。自然音樂空中讚言。決定必成無上正覺。】
　　這一段是敘說法藏在西方世界示現成佛了。底下一章是講「積
功累德」，我們把經文念一段：
　　【阿難。法藏比丘。於世自在王如來前。及諸天人大眾之中。
發斯弘誓願已。住真實慧。勇猛精進。一向專志莊嚴妙土。所修佛
國。開廓廣大。超勝獨妙。建立常然。無衰無變。】
　　這是世尊為我們宣說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世界示現成佛的修學



。願，願後一定有行，本經一共說了三個真實，這是其他大乘經典
裡面很少看到的。前面曾經說過「真實之際」，真實之際就是真如
本性，這個地方我們又看到了『住真實慧』，佛在此地為我們宣說
，目的是希望我們效法阿彌陀佛，我們學佛要以阿彌陀佛為榜樣，
看看他在因地發的是什麼心？發的是什麼願？是怎麼個修行法？我
們聽了之後要認真去反省、去檢點、去學習，佛講這個經就沒有白
講了，我們求生西方淨土，在這一生當中才真正能夠達到目標。就
我們現前分上來說，什麼叫真實慧？對於西方淨土，對於世尊在本
經裡面所講的字字句句完全肯定，沒有一絲毫懷疑，專依這個經典
修行就是「住真實慧」。『一向專志莊嚴妙土』。就是這一句佛號
日夜不間斷。北京黃念祖老居士一天念十六萬聲佛號，十六萬聲佛
號怎麼個念法？這是做給我們看，勇猛精進，一向專志莊嚴妙土，
這是在眼前做個樣子給我們看。我們這個小地方，他在北京已經把
我們看得清清楚楚，不容易！
　　底下這句是世尊為我們介紹極樂世界，為什麼叫做極樂？此地
也能看得出來，世界廣大沒有邊際，『超勝獨妙』，一切諸佛淨土
都不能為比。佛在不少大乘經典裡面給我們介紹十方諸佛的剎土，
比西方極樂世界更莊嚴、更美好的很多，為什麼極樂世界能夠稱得
上超勝獨妙？還有比它更莊嚴的、更殊勝的，福報還要大的，那麼
它的超勝在哪裡、獨妙在哪裡？這個要知道，他這個超勝獨妙就是
一句佛號接引眾生，這是十方一切諸佛沒有的，沒有這麼一個簡單
的方法，而且這一個簡單的方法，能夠教你從初發心到圓滿成佛，
那這真正是獨妙了，妙在此地！妙在那個世界是平等世界，十方諸
佛世界有比他更超勝、更莊嚴的，不見得平等，不見得一切眾生那
麼容易就能往生，妙在此地。
　　『建立常然，無衰無變』。這兩句顯示出它不是普通淨土，普



通這個土在唯識裡面講色法，我們今天講的物質。物質從哪來的？
物質是從相分變現出來的，學過唯識的都知道，從相分變現出來的
它是剎那剎那都在變化；換句話說，它是無常的，它不是永恆的，
它是有衰有變的。所以佛給我們講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有情眾生就
是我們今天講動物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就是衰就是變，植物有生
住異滅，礦物地球有成住壞空，沒有一樣不是在變的。它為什麼統
統是變動的？因為它的根本的因是變的。
　　根本是無明，無明不覺生三細。這個基本的物質是三細相中之
一，三細相是無明業相、見相、境界相。境界相就是物質，見相就
是我們今天講的精神，精神與物質統統是無明業相裡面生出來的。
無明業相本身就是動的，它生出來的東西哪有不動的道理？沒有一
樣東西是不動的。這兩句顯示西方世界的淨土不是我們所知道的物
質現象的淨土，不是這個東西。不是這個是什麼？不是這個一定是
法性土，它是真如本性裡面直接現的相，不是從第八識現的相，那
就不一樣了，所以他才「建立常然，無衰無變」。如果要從識心無
明變現的哪有不衰的道理？它衰的幅度比較緩慢這是可能的，我們
世界都是可能的，所以是不容易看到它快速的衰變，它變的時間很
長。比如我們人，人妄念太多，煩惱太重，衰變非常之快速，我們
能夠很明顯的看得出來；到了色界天人或者欲界天，他衰變的速度
就很緩慢；到色界天更緩慢，但是還是會變的。就是整個六道大千
世界都有成住壞空，這就是衰變時間有快慢不同而已，西方極樂世
界是無衰無變，這跟我們這個世界不相同。
　　底下是敘說他在因地當中修行的一些方法，這是我們要認真記
住學習的。我們希望與阿彌陀佛同心、同願、同解、同行，我們不
能照這個行去不了的。真正說是有把握往生，一定要努力去把它做
到，所以這幾句我們要認真去念。



　　【於無量劫。積植德行。】
　　這一句是總說，裡面要緊的意思是教給我們斷惡修善要有長遠
心，這個東西不是一世的，是『於無量劫』。這個時間之長，人家
有恆心、有毅力，我們要學習。哪些德行？植就是培植，培養。
　　【不起貪瞋痴欲諸想。】
　　這是講三毒煩惱，我們都有，要沒有，沒有就不到這個世間來
了，到這個世間來，都有，只是程度淺深不相同，貪瞋痴的對象不
一樣。有人貪財，有人貪色，有人貪名，還有學了佛的人貪佛法，
貪沒斷，這是對象不同而已！學佛也不能貪，貪到樣樣經都要學，
樣樣法門都要學，貪心，那沒有用處的。佛是教我們斷貪心不是教
我們換對象，所以這一點千萬要搞清楚。往往一些人不知不覺的貪
瞋痴統統在，只是換個對象而已，結果還是不免輪迴，還是不免惡
道，道理在此地。要把貪瞋痴這個意念斷掉，這是內，內要斷煩惱
。怎麼個斷法？假如我們依照這個經上的理論方法去做，我們想佛
，我們念佛，心裡一有念頭，古人常講「不怕念起，只怕覺遲」。
我們是凡夫當然有妄念，沒有妄念是聖人了不是凡夫，當然有妄念
。妄念起來不怕，怕的是你不覺，不覺怎麼樣？那個妄念一個、一
個接著來了，那就造業、就可怕了。
　　妄念一起來，自己馬上就覺悟，馬上就能夠把妄念打掉，這叫
功夫。我們用什麼方法？在所有一切法門裡面，這個方法是最方便
的方法，最簡單、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佛號。所以這個妄念一起，不
要去想這個妄念是好還是壞，不要去想，也不要想我過去造那麼多
罪業，現在很後悔，你想這個幹什麼？你想一遍就又造一次，還唯
恐自己造的業不多，還要繼續再造。應當把佛號馬上提起來，把這
個念頭打掉，這叫真正懺悔。所以諸位同修要記住，懺悔不是在佛
菩薩面前說我過去怎麼錯，怎麼錯，怎麼錯，錯了一大堆又造一次



錯。這哪裡叫懺悔法？懺悔法是從今以後不再造了，怎麼不再造了
？一句阿彌陀佛提起來就不造了。要曉得這叫真正懺悔法，真正懺
悔法是後不再造。能夠把這一句佛號綿綿密密的去受持不間斷，你
就不會造惡業了，所以這一句佛號是祕訣！
　　【不著色聲香味觸法。】
　　這是對外面，外面境界不執著，順境也好，逆境也好，只要你
不生執著，你在境界裡一定處之泰然，你在境界裡面就得大自在！
一般人常常為境界所轉，為什麼你會被境界所轉、被境界影響？因
為你執著。因為你執著，這才要給你講風水就很重要了！風水是外
面境界，境界會影響你的心，影響你的情緒。你情緒好當然一切順
利，你情緒不好當然常常生煩惱，一切都不順利，這一定的道理。
所以風水這東西真有，到什麼時候就沒有了？這兩句都做到了就沒
有了，『內不起貪瞋痴欲諸想，外不著色聲香味觸法』，給你說風
水就沒有了。就是《楞嚴經》上講的「若能轉境，則同如來」，那
個時候不是境界轉你，是你有能力轉境界。你有能力轉境界，你走
到哪個地方，只要你一住那個地方，那個地方的風水自然就變好了
，風水會變的。
　　我們中國人常講「福人居福地」，福人是像佛菩薩最有福的，
他一到那裡一住，他還先去看風水、選擇風水？沒這回事情。夏老
師常常到大陸，看到大陸寺廟建築都是最好最好的風水，當年去建
廟的那些人都去看了風水嗎？沒有！福地福人居。佛菩薩、真正有
人在那裡修道，有道行的人在那裡一住，這個地方的風水馬上就變
了。本來這個風水是很好的風水，如果是惡心的人到那裡去一住，
就變壞了，它也會改變。這是佛經講得透徹，境隨心轉，佛在大乘
經上講的，境就是外面境界，就是風水，風水是怎麼變化的？是隨
著人心變的，所以我們心要不正，你去找風水，找到再好的風水，



那個地方真的是要出幾代祖師的，你到那裡去住一輩子，保險你也
成不了祖師，你該墮地獄、墮三途，還照墮不誤，為什麼？你沒有
福！道理在此地。
　　這風水是真有不是沒有，對平常人來講是真有，對一個真正修
道的人來講就沒有。所以佛教誡弟子不看這個東西，《阿難問事佛
吉凶經》就講得很好，佛弟子「可得為世間事，不可得為世間意」
。相面，算命，看風水，占卜吉凶，這都叫世間意，佛對弟子是決
定禁止，因為佛要求弟子要認真修行，內有定，外不著相，絕對不
會被環境所轉。可是我們今天說老實話不是佛的好學生，都是些調
皮搗蛋不聽話的學生。說不定佛都不要我們，不承認我們，我們自
己以為是佛弟子，他有沒有承認我們還是未知數。怎樣才能得到佛
的肯定承認？依教修行，那就是真正的佛弟子，佛的好學生！這是
教我們內不起心動念，內斷煩惱，外不受外面境界影響，這是消極
的。下面再說積極的：
　　【但樂憶念。過去諸佛。所修善根。】
　　這就教給我們，說老實話，我們要想不起貪瞋痴欲諸想，何嘗
不想？做不到！妄想自自然然現前，沒有能力控制它，這個佛也知
道，所以下面是對治的方法。『樂』是歡喜愛好，你能夠真生歡喜
心、真正愛好憶佛念佛，《楞嚴經》上所講的「憶佛念佛，現前當
來，必定見佛」，你能在這上生歡喜心就好了。修行最要緊的是要
正念，是要清淨的信心，要清淨心、要正念，如果具備這個條件，
修行功夫得力是非常快速，但是這個很難很難，為什麼？因為我們
的妄想分別執著習氣太重了，起心動念都想到我自己，關心到自己
的身體，這就沒法子了。我身體不好，我拜佛拜三、四拜可以，拜
多了不行，那怎麼能修行？我念佛念半個鐘點還可以，念多了傷氣
，這就沒有法子！這個愛樂身體超過愛樂佛法，所以這就修不成功



了，處處都要為身體著想就不肯幹。
　　假如真正愛好佛法超過自己的身命，佛的教訓都能做到，而且
效果會出乎你意料之外，不可思議。普通人我們說念佛，念一天一
夜累得不得了，疲倦的不得了，身體支持不住了，真的是有這個現
象，初念有這個現象，這個現象你能突破了，你就得自在。真正能
突破之後，你念個七天七夜愈念精神愈好，愈念體力愈充沛，這就
功夫得力了！
　　我們在台北市，我知道的有一個開計程車的司機許秋雄居士，
他得的是肝病，大概也相當的重，自己也曉得身體真不好，他就拚
命念佛，常常跑到我杭州南路的佛堂去念。最初念一天一夜，以後
念兩天兩夜，他確確實實完全沒有休息。他念的方法是我教給他的
，坐著念，坐累了時候經行，繞佛，拜佛，這三種方法交替。他四
十八小時不眠不休，佛號念下來精神飽滿，念完之後，他告訴我只
要略略休息一、二個小時，他就開車做生意去了，他開計程車做生
意去了。你問他疲倦沒有？不疲倦，愈念精神愈好，不念精神就不
行就支持不住，愈念精神愈好。所以真正功夫得力了就是這樣的現
象，這是我們講養生之道，身心健康，身心健康要功夫得力。
　　我們想想黃念老一天十六萬聲佛號，十六萬聲佛號這就是我們
通常講的追頂念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這樣接著念，這樣念法一個小時大概可以念七千聲，我念的速度是
七千聲，我念的方法七千聲，十個小時七萬聲，二十個小時十四萬
聲，四個小時睡眠，差不多。但是他是念十六萬聲，我的速度是十
四萬聲，可能他的速度比我的速度還要快，這樣念佛妄想進不去！
妄想進不去，真的身心世界統統放下。
　　此地講的「憶念過去諸佛，所修善根」，這個善根就是這一句
佛號，這一句阿彌陀佛是一切善的根本，我們就不要再想其他的東



西了，老實念佛就是植眾德本，是善根當中的善根。通常佛在經典
裡面給我們講的善根，有出世間善根，有世間善根，世間善根是三
善根，不貪、不瞋、不痴，一切世間善法從這三善根生的，出世間
善根是精進。精是專精！所以本經裡面我們所講的善根有它特殊的
意義，就是這一句佛號。「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這就是善根。
　　【行寂靜行。遠離虛妄。】
　　『虛妄』是妄想，不要打妄想，讓心寂靜。寂靜裡面只有一句
佛號。假如說這句佛號也沒有了，心很清淨什麼都沒有，這是無明
的境界，這不是定境，這樣修行的方法，將來的果報在無想天，第
四禪的無想天，外道天，到那去了。你就曉得這一句佛號不但能幫
助我們斷妄想，也能幫助我們破無明。所以一句佛號雙破，破妄想
，破無明！這一句佛號就是念佛三昧，就是三昧當中的境界。
　　【依真諦門。植眾德本。】
　　這個法門是真實法，真實當中的真實，正如同經上所講的真實
之際，住真實慧，惠以眾生真實之利，三個真實！惠是給眾生真實
的利益，就是這個法門。
　　【不計眾苦。少欲知足。】
　　這是講我們修行的態度。我們今天在這個世間不要怕苦，佛教
給我們以苦為師。道場在這裡建立了，建立道場的莊嚴是接引大眾
的，這我常常講不是供給我們出家人在這邊享受的。我們有多大的
福報到這來享受？所以世間人常講「地獄門前僧道多」，這個話說
得有道理，誰墮地獄？出家人墮地獄，為什麼墮地獄？福報享過頭
了。所以道場莊嚴是接引大眾的，出家人自己居住的環境生活還是
要清苦一點好，以苦為師，這樣就對了。因為生活清苦，念念心在
道上，他很想到西方極樂世界去，生活一舒適了，這裡不錯！西方
極樂世界只聽說沒見到，求生淨土的意願就不強，去不成！要苦。



　　『少欲知足』。欲是欲望，不但世間這一切欲望我們把它捨掉
了，一切物質享受都捨掉了，名聞利養也捨掉了，佛給我們講的無
量無邊的法門我們也把它捨掉。我們只取一部經，只取一個佛號，
這少就少到這種程度，真正叫少欲，真正叫知足。這一部《無量壽
經》、一句阿彌陀佛，我知足了！古人有這個例子，蓮池大師到晚
年的時候，蓮池大師在早年那是通宗通教，不是專修淨土的，到晚
年之後他覺悟了，徹底覺悟了。為什麼我說他徹底覺悟了？他到晚
年的時候就一部《彌陀經》，一句佛號。他老人家自己說「三藏十
二部，讓給別人悟」，他不再去起心動念了，不再搞這個；「八萬
四千行，饒與他人行」，經只取一部《彌陀經》，行門只取四個字
，「阿彌陀佛」。
　　《竹窗隨筆》上有記載，有人問他老人家：你教人修行用什麼
方法？他說我教人念佛，念南無阿彌陀佛。你老人家自己修行？我
自己修行念阿彌陀佛。這就奇怪了，人家說你自己修行跟教別人為
什麼不一樣？別人未必相信，未必真正求生淨土，加個「南無」，
南無是皈依的意思，是恭敬的意思，對彌陀要有點禮貌，結個善緣
！我這一生是決定要求生，決定求生，所有一切客氣話都不要講了
。《彌陀經》上講的執持名號，名號只有四個字，決定求生淨土，
跟阿彌陀佛所有客套都去掉了。這是徹底覺悟，真正少欲知足做到
圓滿，他真做到！
　　【專求白法。惠利群生。志願無倦。忍力成就。】
　　『白』這是印度的術語，我們中國人講善法、惡法，印度人講
白法、黑法，白法就是善法，此地的意思就是善巧方便，專求善巧
方便來幫助眾生。不疲不厭，像普賢菩薩一樣。『忍力成就』。所
以同修們一定要知道，自己在這一生當中成就，實在講除這個法門
之外，沒有第二個法門。幫助別人，是的，是一個慈悲心，很難得



，自己要有把握往生淨土，你捨棄自己的品位去幫助眾生這是對的
，沒錯，像智者大師。智者大師往生的時候，學生們問他，你老人
家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品位到底多高？他就說：假如我不領眾、不講
經說法、不度眾生，那品位就很高，因為講經說法，領眾幫助別人
，自己不能夠把全部的時間都在念佛，所以只得一個五品位往生。
五品位是凡聖同居土的五品位，這個品位就不高，這是什麼？犧牲
自己的品位，但是自己還決定可以去；換句話說，我有能力去，下
下品往生都可以，我能夠幫助無量眾生，這行。假如下下品都沒有
把握，那要想去度眾生那是很危險的一樁事情，眾生也許沒度，自
己被眾生度跑掉了，這就壞了。
　　所以『惠利群生』，一定是先自己有把握。我們看自古以來這
些高僧大德，他們自己確確實實有把握，到真正有把握往生，給諸
位說這個事情不要去問別人，自己知道！你要去問別人，真遇到高
明的人行，他曉得，如果遇到一些不高明的人欺騙你的話，那你就
上當了。往生與否確確實實自己心裡非常的明白、非常清楚。這是
教給我們求善巧方便的方法，來誘導一切眾生，像佛在一生當中說
了許許多多的經論，到最後統統都歸到淨土，所謂是千經萬論，處
處指歸，道理就在此地。從這部經這一聽就信受的，那這個善根是
非常非常深厚，那不是普通人，這是非常非常的希有。正如同經上
所講的，那是無量劫的善根在這一個時段它現行了，那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必須要用其他大乘的方法來勸導，使他慢慢的、認真的去
反省去思考，這樣子漸漸建立了信心。這種人是佔大多數，所以諸
佛菩薩不能不為一切眾生廣說經法。
　　【於諸有情。常懷慈忍。】
　　這個我們要學。
　　【和顏愛語。勸諭策進。】



　　佛對於我們大眾在一起修行，為我們制定了六和敬的戒條，六
和敬的戒條就是實現這兩句話的，具體制定成戒條。對於一切人心
地都要慈悲，都要容忍，要能夠包容，要能夠『和顏愛語』，這非
常非常重要。一個道場四眾同修（出家二眾、在家二眾），大家都
能融洽相處像一家人一樣，像父子兄弟姐妹一家人一樣，彼此都能
夠關心、都能夠愛護，這個道場它怎麼會不興旺？如果彼此鉤心鬥
角，彼此猜疑，彼此毀謗，造作的罪業就重了，這是滅佛法不是興
佛法。滅佛法果報在阿鼻地獄，興佛法，不求往生不念佛也要往生
在忉利天之上！這一定的道理。護持佛法的功德不可思議，所以決
定不能夠破和合僧。
　　和合僧，僧不是專指出家人，這要懂得這個意思，佛法裡面講
的僧，僧叫和合眾，僧就是團體，是一個修六和敬的團體。這個團
體有在家的、有出家的，在家的也叫和合僧團。所以這個僧不是出
家人專用的，現在大家對於名詞混淆不清，以為一看到僧就想到出
家人，其實它這個意思不是指出家人，是指四個人以上在一塊修六
和敬的，依照佛六和敬的戒條在一塊修行，無論修行什麼法門都叫
僧團。在家同修四個人也是僧團，出家也是僧團，出家跟在家混合
起來也是僧團。一定要依照這個戒律來修行，不依照這個戒律修行
，無論你這個團體多大、人數多少都不叫做僧團。所以這是我們讀
這個經，讀的時候提醒自己要檢點、要反省，我今天有沒有做到？
做到了很好，沒有做到要努力、要學習。
　　【恭敬三寶。奉事師長。無有虛偽諂曲之心。莊嚴眾行。軌範
具足。】
　　這是在行事上的態度，這個『恭敬』也很難修學的，換句話說
，我們煩惱習氣太重了，粗心大意，想恭敬但是做不到，所以必須
要學恭慎。先要學慎重，無論做什麼事情，小心仔細認真，然後恭



敬兩個字才能做到，相當不容易做到的。『奉事師長』，奉事師長
也不在形式，正如同《行願品》上所說的「一切供養中，法供養為
最」，我們今天到哪裡去找師長？我跟李老師十年，李老師不敢以
師長自居，跟我講：我的道德學問能力不足以為人師。他是謙虛，
但是說老實話也是事實，他勸我學印光法師，以印光法師為老師，
印光法師是他的老師。換句話說，他是以學長的身分把我們看作小
學弟非常愛護，照顧得很周到，來協助我們進修，這樣的態度我們
怎麼能不感動？他不承認他是老師，但是我們心目當中承認他是老
師。
　　我今天勸勉大家，我們以阿彌陀佛為老師，我們今天所說的「
奉事師長」，師長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不在！諸位要曉得《無量
壽經》上字字句句是老師的教訓，我們把老師的教訓接受過來，依
照教訓去做那就是弟子。如果我們沒有把它做到，那當然不是彌陀
弟子，彌陀弟子要把經典的教訓字字句句認真去做到、去學習。我
們對人對事對物絕對沒有虛假之心，一片真誠，為什麼？因為我要
到西方極樂世界去，西方極樂世界虛情假意去不了的。也有人說，
我們用真誠對待人，人家是虛偽對我，那我不就吃虧上當了嗎？沒
有錯是吃虧是上當，吃虧上當有什麼關係？你能吃多少年虧，能上
多少年的當？過幾十年到西方極樂世界去見阿彌陀佛，這才不吃虧
不上當！眼前不肯吃虧、不肯上當，將來是三途果報。你就想想看
到底是誰聰明？肯吃虧、肯上當的人聰明人！不要去計較，他們修
的什麼行我們不曉得，我們要修淨行，我們要修淨土，我們要修清
淨心，我們各走各的路，這樣就對了。底下說得就更具體，雖是說
得具體，還是原則，但是這個原則在日常生活當中統統用得上。
　　【觀法如化。三昧常寂。】
　　這兩句話很重要，第一句話這是看破，第二句是放下。『法』



，世間一切法，《金剛經》上給我們講得很清楚，「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你真能看穿了，你就不會執著、不會計較了。你在
一切法裡頭得失的念頭沒有了、打掉了，這個人一生輕鬆自在。你
得到沒有一點歡喜心，假的；失掉也不懊惱，沒有這事情，假的不
是真的。這句是看破。『三昧常寂』是放下，「三昧」是梵語，翻
成中國的意思是正受，就是正常的享受，正常的享受就是心地清淨
。寂就是寂靜，心裡面什麼都沒有，除了一句佛號什麼都沒有，常
寂。寂靜心裡面有一句佛號，就叫做念佛三昧；如果寂靜心裡面有
禪觀，就是宗門裡面講的三昧；寂靜心裡面有《法華經》的，就是
法華三昧；學《華嚴經》的，寂靜心裡面有《華嚴》的就是華嚴三
昧。所以叫無量的三昧！清淨心裡面只有一樣東西，有太多的東西
心就不清淨了，所以叫精進。精進就得禪定，這六度裡的，禪定就
是三昧常寂。
　　我們修這個法門，憶佛、念佛這就是得念佛三昧，只要得念佛
三昧，剛才我說了，我們有什麼把握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就是把
握，得念佛三昧就決定有把握往生。念佛三昧有上中下三品，上品
的理一心不亂，中品的事一心不亂，下品的功夫成片，下品裡面又
有上中下三品，這個下品裡面的上品，給諸位說生死就自在了。所
以不要到什麼事一心、理一心，不要！就得生死自在。生死自在，
想什麼時候往生什麼時候可以往生，想在這個世界上多住幾年都不
礙事，換句話說，生死對你來講已經沒有了，自在了。所以說這個
法門之殊勝就在此地。因為這樣的功夫我們平常凡人都能做得到的
，其他法門要想得這樣的功夫就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所以這個法
門跟一切法門比較，這個法門叫易行道，是最容易修行、最容易成
就。可是經上的教訓要記住，要能做到，你如果做不到的話不行；
換句話說，所有一切教訓認真來講，幫助你看破，幫助你放下。



　　【善護口業。不譏他過。善護身業。不失律儀。善護意業。清
淨無染。】
　　身、口、意三業，你們看看那順序他把口業擺在第一個，為什
麼？最容易造業，最容易犯過失的，言語！真正修道人言語少，這
是真正修道人，言語多的，喜歡講話的，你想想看他的心怎麼能定
得下來？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先要學這個，要『善護口業，不譏他
過』。六祖大師在《壇經》上也說，六祖大師沒有見過《無量壽經
》，在《壇經》上我們看到的，沒有人念《無量壽經》給他聽的，
沒有。他老人家說得很好，「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因為見
世間過是什麼？就是前面所講的他六根著外面的境界相，著相！著
色聲香味觸法，裡面生貪瞋痴欲諸想，他才見到。否則的話，他怎
麼見到？自己照顧自己都來不及，哪裡還能有時間去管別人？《壇
經》末後他對神會，神會年紀小，叫小沙彌、叫小師，神會小師，
那個很頑皮，有的時候故意鬥嘴，鬥機鋒，但是亂說話。《壇經》
上記載的六祖打他，問他痛不痛？他說我亦痛亦不痛，這真是說這
種話。六祖就講，他說你痛你是凡夫，你不痛就是石頭、木頭。六
祖說亦見亦不見，他就學他的話。六祖說我見是見我自己的過，我
不見是不見世間過，我亦見亦不見。這些地方是真正值得我們學習
的。
　　所以口是最容易造業的，何必說人家的是非長短。中國俗話常
說「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現在還有一些顛倒的人，專門喜
歡聽是非的。我在加州聽到大概星雲法師有個徒弟跟著別的人走掉
了，說了一大堆師父不好的話，如果他到我這裡來，我不要他，為
什麼不要？他在星雲法師那裡，他能說星雲法師，他在我這裡將來
又會說我，我怎麼敢要他？一定的道理。稍稍頭腦冷靜一點的人就
看得很清楚，你能夠讚歎別人的，你在我這裡將來也能讚歎我；你



在我面前毀謗別人的，你轉過頭來一定毀謗我，這必然的道理！如
果你冷靜從這些角度面面去觀，這個世間邪正、是非、善惡你就統
統明瞭了，明瞭是慧！明瞭之後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是過失
，我們放這個東西幹什麼？我們心清淨，什麼東西都不放，但是你
問的時候我什麼都知道，不知道那是愚痴，樣樣都知道是智慧，心
地乾乾淨淨是三昧常寂，定慧等學！
　　『善護身業，不失律儀』。律儀在此地講就是規矩就是要守法
，我們身體一舉一動要合禮、要合法。「善護意業」這是最重要的
了，意是念頭，心念要清淨無染，這是淨業的成就。心地乾乾淨淨
，佛法教我們放下，實在說不是放下外面的事情，不是講好了我的
家也不要了，兒女也不要了，什麼都不要了，這個佛法不把人嚇死
了，誰敢學？不是叫你放下這些，是教你心地清淨，心地裡面真正
放下。也許初學的同修這裡頭有疑問，心地裡面放下還關什麼心？
我關心他，那就沒有放下。你有沒有聽說過不放下就是放下，放下
就是不放下，你懂不懂這個道理？你要參透這個道理，你才曉得佛
法的妙處。這就叫善，善護。
　　善是非常的巧妙，家親眷屬、同參道友念念照顧到，可是念念
心清淨，這就是佛法。如果清淨心，心是很清淨，什麼都不照顧、
都不管，這當小乘可以。小乘就是佛在經上講焦芽敗種，只知道自
利不能夠利他，這不是真正佛法。在《楞嚴經》裡面聲聞緣覺是外
道，《楞嚴經》很嚴格，揀別得很嚴格，什麼外道？叫門裡外，佛
門裡面的外道，他沒有慈悲心，他不度眾生，不肯幫助別人，自私
自利。大乘菩薩不然，經上講的菩薩作眾生不請之友，主動的去幫
助別人，幫助別人心地清淨一塵不染，所以對自己有沒有妨礙？沒
有妨礙。你心地有染著就有妨礙，沒有染著就沒有妨礙。所以佛教
給我們用心如鏡！心像一面鏡子一樣，你鏡子照外面，照得清清楚



楚，它有沒有染著？沒有。你從這裡去體會，樣樣都照顧到了，樣
樣沒有染著，鏡子本身確實三昧常寂，可是它在起作用的時候面面
都照到。這是佛菩薩的用心，用心如鏡。
　　【所有國城。聚落。眷屬。珍寶。都無所著。】
　　這個意思就像法藏比丘在因地裡面他是個國王，他能夠把他的
國、把他的城都捨掉，這是他示現出家。『聚落』就是我們今天講
的小鎮，你是一個小鎮的鎮長、市長、縣長，這樣的地位。『眷屬
』，家親眷屬。『珍寶』，這是講你的財物。『都無所著』，這些
東西有沒有？有，怎麼有的？是你福報當中有的，所以俗話常講「
命裡有時終需有，命裡無時莫強求」。這東西是有的，有不能貪著
，著就錯了，佛法是教我們破執著不是教我們這些東西都離開，不
是，是教你不要執著。為什麼？這些一切色相對我們來講什麼妨礙
都沒有，妨礙是心，起心動念，你一念執著這就妨礙了，你一念不
執著，哪裡妨礙了？沒妨礙。我們往生是神識去往生不是身體去往
生。所以要緊的是不能執著，佛教給我們生活要隨緣不要攀緣，隨
緣就不執著了，有很好，沒有也很好，沒有一樣不好，他這個心真
是得大自在！
　　【恆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六度之行。教
化安立眾生。住於無上真正之道。】
　　『六度』在前面說過，「六度」就是日常生活，佛法如果不能
變成日常生活，這就不叫修行。佛法一定要變成日常的生活行為，
我們對人對事對物想法、看法、做法都不離開這個原則，以這個原
則做標準，這叫修行。經典的教訓就是我們修正行為的標準，用這
個標準來修正自己的想法、看法、做法就對了。『住於無上真正之
道』，在這部經上無上真正之道就是這一句佛號，就是西方淨土。
我們真的是心裡面是憶佛念佛，這個心就住在無上真正之道。



　　淨宗之勝妙，超勝獨妙，諸位如果多讀大乘經你就能體會到。
《金剛經》在中國人幾乎沒有不知道佛教有《金剛經》的，這是被
《西遊記》宣傳的，所以知名度是第一位。《無量壽經》很少人知
道，但是《金剛經》很多人知道。釋迦牟尼佛很少人知道，阿彌陀
佛知道的人也不多，觀音菩薩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名氣最大，都是
什麼？都是《西遊記》宣傳的。所以還有人曉得如來佛，如來佛大
家知道，因為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你看小說宣傳影響力多
大。《金剛經》上須菩提向釋迦牟尼佛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云
何降伏其心」，那個心就是妄想心，妄想心一天到晚這麼多，怎麼
能把它伏住？第二個問題「應云何住」，我的心應該住在哪裡？安
住在哪裡？就這兩大問題！佛講了那麼多話，你們讀了《金剛經》
這兩個問題能不能解決得了？如果在這個法門這個問題很簡單，云
何降伏其心？南無阿彌陀佛。應云何住？南無阿彌陀佛，住在阿彌
陀佛上！一句阿彌陀佛的佛號就把一切妄念都取而代之，就行了。
還要多說話嗎？不需要了，你才曉得這個法門超勝獨妙。
　　千經萬論，諸佛菩薩、一切天人鬼神所提出無量無邊的問題，
阿彌陀佛就都解決了，統統解決了，圓圓滿滿解決了，妙！所以從
前你向深山寺廟的老和尚請教，問了很多問題，最後他一合掌，「
阿彌陀佛」，實際上他統統給你答覆了，你不懂。你不懂聽了這句
話，這個老和尚沒有辦法給我解決問題，實際上統統解決了，這就
是無上真正之道，知道的人很少很少。我對這個發現，三十多年的
功夫才發現，天天擺在眼前不識貨，不認識，這麼多年的功夫，原
來天天擺在面前，這個東西就是獨妙的東西。夏蓮公講的「佛說難
信真難信，萬億人中一二知」，我對這兩句話佩服到五體投地，他
的話說得對！一點都不錯。
　　【由成如是諸善根故。所生之處。無量寶藏。自然發應。】



　　這是講修行的果報。所以一個真正修行人只要修因不要去想果
報，你有因哪沒有果報的道理？我不要果報，不要果報，果報還是
照來。不能說你不要，不要它就沒有了，沒這回事情。不要，它來
，來了怎麼樣？來了，覺悟的人來了自己不受用。我這福報大，大
家享受，一個人樂不如大家樂，大家樂不如天下人樂，這真正快樂
！一個人享受，大家都在那裡受苦，享受也不能心安。何況還有災
難，還有災禍，讓大家享受這才真正平安，絕對不會有災難；有災
難，別人都能夠代替你，所以自然的果報現前，只是一味去修就是
了。何況在三寶門中，還有諸佛菩薩、護法龍天的加持，那個果報
就更殊勝了。底下說：
　　【或為長者居士。豪姓尊貴。或為剎利國王。轉輪聖帝。或為
六欲天主。乃至梵王。於諸佛所。尊重供養。未曾間斷。如是功德
。說不能盡。】
　　這個果報之殊勝都在自己修積的功德，因為本經主要是對在家
同修講的，這在經前面我們都很明顯的能看得出來，在家人能成就
，那出家人更不必說了，在家人瑣碎事情總比出家人多。他依照這
個法門都能得這個殊勝果報，出家人身心更為清淨，那這個果報一
定是更殊勝。所以不要以為經是對在家人說的，不是對出家人說的
，錯了！對出家人說不包括在家人，對在家人說包括了出家人，就
跟度眾生一樣，他能夠度地獄眾生，地獄之上全部包括了。如果他
是只度菩薩的，阿羅漢就沒分，下面的沒分；能度最下面的，當然
上面的全部包括了。所以這個法門才殊勝，才圓滿！
　　這底下的一段我們就不要念了，我們再翻過來看第九品，第三
十四面「圓滿成就」。在這一章裡面世尊告訴我們，這也是真實的
狀況，阿難在此地就問世尊，前面一直給他介紹阿彌陀佛因地法藏
比丘，他成佛了，到底是過去佛、現在佛，是未來佛？佛在這一章



裡面告訴我們。三十四面倒數第二行：
　　【世尊告言。彼佛如來。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無生無滅。非
過現未來。】
　　這一句話非常重要，這是真正的事實。諸位要知道，沒有成佛
的時候有過去、現在、未來，成了佛之後，這三際沒有了，時間、
空間都沒有了。我們講過現未來是時間，我們講此界他方是空間，
諸位要曉得到那個境界時空都沒有了，這也是一個很不可思議的境
界，我們沒法子想得通。我們藉個比喻來說，我們現在想看電影，
電影我們對它都很理解，影片在鏡頭上放映，在銀幕上顯示出來，
鏡頭放映的時候它有沒有過去、現在、未來？它有，前面一張正在
放的一張，底下那一張還沒有輪到它的，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正在
銀幕上的是現在，底下的是未來，有過現未來。可是你要把它拿出
來，底片擺在面前，問你有沒有過去、現在、未來？沒有了，為什
麼沒有？一大捲底片都在眼前，過現未來都沒有了。你看一個斷片
、看個一個窄縫有過現未來，你全面看到就沒有了。
　　所以到什麼時候我們眼根的能力完全恢復了，盡虛空遍法界過
去、現在、未來統統在眼前，這個概念就沒有了。這是實話，這是
真相，所以法界叫一真法界！什麼時候你能見到這個境界？一心就
見到。我們現在為什麼見不到，我們現在這個心是生滅心，有前念
有後念。有前念現在你的後念，所以你看外面境界就像我們看影片
正在放映之中，它有過去、有現在、有未來，它有這個現象，這個
現象不是真實的，但是確實有這個現象。幾時我們心裡頭的妄念沒
有了，到一心了，一心外面境界就是一真，你才看到真相。一心是
真心，會起念頭的心是妄心，妄心看的是虛妄的境界。虛妄的境界
裡面有時空，真境裡頭沒有時空。
　　所以你看唯識經論裡面，把時間、空間，《百法明門》的分類



，把它放在不相應行法裡面。什麼叫不相應行法？它不是心法，它
也不是心所法，它也不是色法，它什麼都不是，但是它與什麼法都
有關聯，它是從這裡面生的，所以特別把它列為一類。不相應行法
，要用我們現在話來講就是抽象的概念，沒有事實，是一個抽象的
概念。到心念頭沒有了，心真正得清淨了，虛妄的境界就不存在了
，你就見到真相。真相就是沒有來去，「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
去」、「如來者諸法如義」，這是佛在《金剛經》上講的，真是講
得妙極了。那說的是實相，我們今天就凡夫而論，這西方極樂世界
有沒有？有，我們這個世界有，他那個世界就有，一有一切有。
　　【但以酬願度生。現在西方。去閻浮提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剎。
】
　　『百千俱胝』，李老師寫十萬億，《彌陀經》講的十萬億佛剎
。
　　【有世界名曰極樂。法藏成佛。號阿彌陀。成佛以來。於今十
劫。今現在說法。有無量無數菩薩聲聞之眾。恭敬圍繞。】
　　這跟《阿彌陀經》上說得一樣，這個我們要知道，所以淨土真
正是「唯心淨土，自性彌陀」，離開心性，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
也了不可得，是我們真心本性裡面變現出來的境界。但是你要曉得
，我們眼前的境界也是我們自性有了迷惑顛倒，帶了煩惱習氣變現
的境界，離開心性無有一法可得。如果我們知道這個事實真相，無
論境緣好壞，我們的心都平等了，我們對於一切大眾那個關愛、關
心就跟關心自己完全一樣。這就是佛門常講的「無緣大慈，同體大
悲」，這是自性本具，自自然然流露出來。我們今天慈悲心流不出
來就是被煩惱習氣蓋覆住了，透不出來，所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是
每個人統統具足，於諸佛如來不增不減。因為他沒有煩惱，心性完
全顯露，全部流露出來，我們的心性被煩惱無明習氣蓋覆住了，道



理在此地。這個說法才叫真正圓滿成就，理事都圓滿。
　　後面第十段我們要細心看看。李老師在眉註上提了三條，「應
警三點」，警就是警惕，應該警惕的三點。第一個「住菩薩道，供
四百億佛，仍隔陰退轉」，仍舊還有隔陰之迷，還有退轉。第二條
講「遲早遇緣，長劫流轉」，當然遲早遇緣這是一定的，但是在六
道輪迴的時間太長了。第三「不求帶業往生，非愚即狂」，不是愚
痴就是狂妄！這李老師這一章經裡面給我們提的三句話警惕我們，
這是我們注意到的。其次我們在此地了解一個事實，那就是真正明
白《彌陀經》上所講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從前
那個少善根因緣，不曉得到底少到什麼程度，不知道，讀這一章知
道了。你看這一章阿闍王子與五百大長者，這是聽佛講阿彌陀佛，
就是聽前面所講的時候，他們都在座，聽了之後生歡喜心，都起來
供養佛，作禮供佛。
　　【心中願言。令我等作佛時。皆如阿彌陀佛。】
　　動了這個念頭，聽到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非常尊敬，非常的
讚歎，我將來成佛也像他一樣，還沒有發願求往生。他們在過去生
中曾經供養四百億佛。供養四百億佛，聽到釋迦牟尼佛講《無量壽
經》，講西方世界依正莊嚴，求生西方的念頭生不起來。然後我們
才明瞭，原來那個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緣要超過四百億才行！過
去生中供養四百億佛還不夠。所以今天有一些老太婆們一聽到這個
，教她念就一天到晚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不間斷，這不得了！這在
經上講的那些人是在過去生中曾經供養無量無邊諸佛如來，她今天
一聽到就相信就接受。往往我們在台灣，台灣就不少，不止一個，
站著往生的，坐著往生的，預知時至的，這才曉得是一回什麼事情
。供養四百億佛還沒有動心，還沒有起個念頭：我要念佛往生。還
沒有這個念頭。所以我們今天聽了這個信願不強，這是正常現象，



這不是奇怪的事情，很正常；一聽就相信，回去就老實念佛了，這
個人才叫不平常，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實在講這一段給我們很大
的啟示，李老師說的話很正確。好，我們今天就講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