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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7 line -3【廣學有緣】妙能《淨土承恩集》卷 1：「求生清泰法何

饒。善導遺風最可標。一念單提家不遠。萬緣俱絕路非迢。餘門廣學誠

難入。淨土專修實易超。但誦彌陀無異想。菩提時長惑時消。」(X62,p.462,b22 

-24)夏蓮居《淨修捷要》：「廣學原為深入，專修即是總持。」「六字統

攝萬法，一門即是普門，全事即理，全妄歸真，全性起修，全修在性。」

淨空和尚《淨土大經解演義》：「這兩句話說得很好。廣學的目的在哪

裡？目的是明心見性，這才叫深入。」彭際清《華嚴念佛三昧論》卷 1：

「問：華嚴法界。密義重重。以無量修多羅而為眷屬。云何唯一念佛門

而能普攝？答：誠如所說。教指宏深。但入道初心。自有方便。入此一

門。乃能徧徹無邊法界。是故善財童子于普賢一毛孔中。過不可說不可

說佛剎微塵數世界。盡未來劫。念念周徧無邊剎海。此念佛人亦復如是。

以一念本無量故。……清涼疏分四法界。一心念佛。不雜餘業。即入事

法界。心佛雙泯。一真獨脫。即入理法界。即心即佛。大用齊彰。即入

理事無礙法界。非佛非心。神妙不測。即入事事無礙法界。是知一念佛

門。無法不攝。故此經以毗盧為導。以極樂為歸。既覲彌陀。不離華藏。

家珍具足。力用無邊。不入此門。終非究竟。」(X58,p.717,b21-c11)「此土行

人。縱能伏惑發悟。而未證無生。甯逃後有。不依佛力。功行難圓。必

待回向樂邦。親承授記。淨諸餘習。成滿願王。斯為一門超出妙莊嚴路。

其或粗窺向上。未盡疑情。尤須專一持名。翹勤發願。如子憶母。畢命

為期。加以教觀熏修。助發勝智。感應道交。功無虛棄。斯則全憑一念

便攝諸門。所貴絕利一原。切忌回頭轉腦。」(X58,p.717,b5-11) 

p.109 line -7【乘彼願力之道】請見《觀經疏傳通記》p.829：-3。 

p.110 line 1【受法三種與三福】請見《觀經疏傳通記》p.836。 

p.110 line -4【戒即能持五乘三佛之機。法即薰成三賢十地萬行之智

慧】請見《觀經疏傳通記》p.839。 

p.110 line -2【六念】指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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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六隨念或六念處。為佛教徒的修行方法之一。(1)念佛︰指憶念佛具

足十號，大慈大悲，智慧光明，神通無量，能拔眾苦，我等以清淨質直

之心，能與佛相同。(2)念法︰指憶念法乃如來所有之功德（即十力、

四無所畏等），我等能以清淨質直之心證法，施與眾生。(3)念僧︰指

憶念僧乃如來之弟子，得無漏法，具足戒定慧，能為世間眾生作福田，

我等能以清淨質直之心修僧行。(4)念戒︰指憶念諸戒能遮諸惡煩惱，

我等能以清淨質直之心，精進護持。(5)念施︰指憶念施行有大功德，

能除世間為慳嫉所覆，我等能以布施攝取眾生。(6)念天︰指憶念因往

昔之戒、施等善根，而生欲界六天，乃至色界、無色界等諸天，享受快

樂果報，我等今亦能以如是戒、施，而生諸天。《雜阿含經》卷三十三

云（T02,p.237,c）︰「若比丘在於學地，求所未得（中略），當修六念，乃

至進得涅槃。譬如飢人身體羸瘦，得美味食，身體肥澤。」～《中華佛教百

科全書》(一)念佛，念佛之大慈大悲無量功德。(二)念法，念如來所說三

藏十二部經能利益大地眾生。(三)念僧，念僧具足戒、定、慧，能為世

間眾生作良福田。(四)念戒，念戒行有大勢力，能除眾生之諸惡煩惱。

(五)念施，念布施有大功德，能除眾生之慳貪。(六)念天，念三界諸天

皆因往昔修持淨戒、布施、聞慧等之善根，而得此樂報。大小乘對於念

天之解釋不同。大乘依涅槃經之說，天有三種，即：(一)生天，謂三界

之諸天。(二)淨天，一切三乘之賢聖。(三)第一義天，即涅槃。又於此

三種天之中，大乘之人僅念第一義天。～《佛光大辭典》 

p.111 line 3【最後身】即生死身中最後之身。又作最後生、最後有、

最後末身。小乘指斷一切見思煩惱、證無餘依涅槃之阿羅漢，大乘則指

證佛果之等覺菩薩之身。最後身菩薩與一生所繫（一生補處）菩薩之異

同，有各種異說，據《大毘婆沙論》卷一七一所載，釋迦牟尼佛由睹史

多天降生，而於淨飯王宮出生之身，為最後身菩薩；其住於睹史多天之

身，則為一生所繫之菩薩。另據《大乘法苑義林章》卷七本所載，在菩

薩修行成滿至成佛之三阿僧祇劫中，地前第一阿僧祇劫為第一生，初地



2012/11/16 

Page 3 / 4 

至七地第二阿僧祇劫為第二生，八地以上第三阿僧祇劫為第三生，故七

地以前為一生所繫之菩薩，八地以後則為最後身菩薩。～《佛光大辭典》 

p.111 line 4【灌頂位】請見《觀經疏傳通記》p.847：6。舊譯《華嚴

經》卷八〈十住品〉、《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上〈賢聖名字品〉等，謂

十住中之第十位亦名為灌頂住。《華嚴經探玄記》卷五解釋為︰十住位

滿足，成就智身，諸佛以法水灌其頂，故稱灌頂住；若依圓教，此灌頂

位滿即是成佛，更無十行、十迴向等。～《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111 line -6【上盡一形或從一念等者】請見《觀經疏傳通記》p.849：

3～9。《釋淨土群疑論》卷 5：「問曰：觀經之中說。垂終一念十念亦

得往生。阿彌陀經說。一日七日一心不亂方生淨土。無量壽經說。盡形

壽一向專念佛方得往生極樂世界。若盡形念佛方往生者。即一日七日一

念十念便是虛談。若一念十念等亦得往生。何須復教七日盡形專行念佛

也？釋曰。一念十念一日七日及與盡形。皆得往生極樂世界。並非虛談。

悉是誠言。大聖世尊如語實語。豈有虛假而謬說耶。然念佛眾生聞淨土

教。有早有晚。發心之時有遲有速。或命有長短。故經說不同。若臨終

之日方逢善友教。發心念佛亦得往生。雖復清昇只當下輩。有命未盡經

日始亡。或一日二日乃至經多日。能念佛名。一切不亂。即隨其命教令

一日等稱念佛名。如其壽命遐長多日不夭。還教盡其壽命。令稱佛名。

不可命促斯須。令其長時念佛。不可壽終百歲。只令一日稱名。故三本

經文俱勸念佛。各隨一義教念有殊。彼此不妨。義無乖反。故觀經對臨

終之者極少一念十念亦得往生。阿彌陀經對經日死人能念佛亦生淨土。

無量壽經對長壽不死之者長修功德最多或長時長日修念。又此三別即三

品修。上者說形。中者說日。下者說時。於九品中各多種故。雖並往生

咸無苦惱。花開悟道早晚不同。經說有殊。由斯意也。」(T47,p.57,c25-p.58,a20) 

p.112 line 3【自見從佛】經文：『歡喜踴躍』。《釋淨土群疑論》卷

5：「問曰：諸論中說命終受生唯住捨受。何因觀經言歡喜踊躍自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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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乘金剛臺。喜受既強。如何捨命也？釋曰：有一師釋言。穢土受生無

聖迎接。唯住捨受心中命終。淨土受生聖眾來迎。行者命終之時蒙大聖

力慈悲加祐。故喜受位亦得命終。諸論多據穢土受生故作是說。不可為

例。有說。往生淨土亦住捨受心中命終。以捨受心性羸劣故順彼命終。

喜受心強不能捨命。經言歡喜踊躍等言。此是將命終心也。非正命終心

也。經之與論各據一義。不相妨也。」(T47,p.57,c13-24) 

p.112 line 7【聞持二益】經文：『次第授記、得無量百千陀羅尼門。』

請見《觀經疏傳通記》p.857。 

【陀羅尼】梵語陀羅尼，華言總持，以其持善不散，持惡不生也。蓋菩

薩以總持之法，隨順一切眾生言音，開導正信，令其滅諸惡心，而行一

切善法，是為菩薩陀羅尼門。～《三藏法數》瑜伽師地論卷四十五舉出四陀

羅尼：(一)法陀羅尼，能記憶經句不忘。(二)義陀羅尼，能理解經義不

忘。(三)咒陀羅尼，依禪定力起咒術，能消除眾生之災厄。(四)忍陀羅

尼，通達諸法離言之實相，暸知其本性，忍法性而不失。有關修得此四

陀羅尼之法，詳載於《大乘義章》卷十一。～《佛光大辭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