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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8 line -4【三華障重開多劫】《集諸經禮懺儀》卷 2：「化佛菩薩尋聲

到，一念傾心入寶蓮；三業障重開多劫，于時始發菩提因。」

《往生禮讚偈》卷 1：「三華障重開多劫」 《觀經疏傳通記》：

「三業障重者。十惡五逆不出三業。故結三業。或本云三華。各有其理。中

輩讚云。三品蓮開。正與此同。」

p.129 line 2【逮】1.追上；趕上。2.及；及至。3.連及；接續。4.及得上；

比得上。5.逮捕。6.介詞。趁。7.副詞。猶僅。8.昔；以前。9.姓。

p.129 line 5【得益分】請見本書 p.21。

p.129 line 5【光臺中見極樂之相】請見本書 p.43～44。

p.129 line 7【於第七觀初見】請見本書 p.76。 

p.129 line 8【得無生之益】請見本書 p.19 + p.53 + p.55。請見《觀經疏

傳通記》p.946：-2 + p.521：-2。元照《觀無量壽佛經義疏》卷 3：「豁然

大悟。破無明也。逮無生忍。證法性也」 《觀無量壽佛經疏

妙宗鈔》卷 6：「豁然大悟。悟通觀行及相似位。是故特云逮無生忍。顯此

大悟。的在分真。若十六觀非妙宗者。豈令當機頓入圓位。」

p.129 line -6～-3 請見本書 p.40：5＆p.47：6；《觀經疏傳通記》p.948：

3～。 

p.130 line 1+ p.132 line 1【流通分、耆闍會】請見本書 p.21。

p.131 line -5【流通付囑念佛名】： 
（1）行定善十三觀（經文：行此三昧者）現生得見無量壽佛及二大士。 

（2）但聞三聖名號，除多劫罪業，何況正念歸依修行。 

（3）若念佛者，即是人中好人，人中妙好人，人中上上人，人中希有人，

人中最勝人也。 

（4）專念彌陀名者，觀音勢至常隨影護，亦如親友知識。今生蒙此益，

捨命即入諸佛之家，生淨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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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持是語者，即是持無量壽佛名。」正明付囑彌陀名號，流通於未

來，故大師謂「望佛本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 

《四帖疏》的綱要： 

1.十六觀經是佛為凡夫所說，不為聖人。佛去世後，五濁凡夫但以遇緣有異，

致今九品差別。何者？上品三人，是遇大凡夫；中品三人，是遇小凡夫；

下品三人，是遇惡凡夫，以惡業故，臨終藉善，乘佛願力，乃得往生。 

2.一經正宗在「定散兩門」：定善－從初日觀至十三觀；散善－三福九品。

定善一門，韋提致請；散善一門，是佛自說。 

3.本經以『觀佛三昧』為宗，亦以『念佛三昧』為宗。一心迴願往生淨土為

體。前指十三觀，後指三福九品。 

4.九品皆以「三心」為往生正因。三心既具，無行不成。願行既成，若不生

者，無有是處也。 

「至誠心」：真實心。1 自利真實，2 利他真實。不善三業，必須真實心

中捨。又若起善三業者，必須真實心中作。不簡內外明暗，皆須真實。 

「深心」：深信之心。1就人立信：一，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

曠劫已來，常沒常流轉，無有出離之緣。二，決定深信彼阿彌陀佛四十

八願攝受眾生，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得往生。一心唯信佛語（淨土

三經、五經），不顧身命，決定依行。 

2 就行立信：專依往生經（淨土三經）行五種正行，此正行中復有正助

二行。正行：(4)稱名。助行：(1)讀誦，(2)觀察，(3)禮拜，(5)讚嘆供

養。反之，行餘佛餘菩薩等事，稱為雜行。若修正、助二行，心常親近，

憶念不斷，名為無間也。若行雜行，心常間斷，雖可迴向得生，眾名疏

雜之行也。故名深心。 

「迴向發願心」：自所修及隨喜他一切凡、聖善根：三世、三業所修世、

出世善根，悉皆真實深信心中迴向願生彼國。決定真實心中迴向願作得

生想。此心深信，由若金剛，不為一切異見異學別解別行人等之所動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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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唯是決定一心。行住坐臥，三業所修，無問晝夜時節，常作此解，

常作此想。生彼國已，還起大悲，迴入生死，教化眾生，名迴向發願心。 

5.淨業三福：單行世福、戒福、行福，迴俱得生；行上二福，行下二福，迴

俱得生；俱行三福，迴亦得生。 

6.十六觀分為：定善十三觀，散善三觀。定善十三觀分為依正二報，其中有

真假通別，「別」屬彌陀佛，「通」指二大士及往生聖眾；「假」以此界

中相似可見境相，假立真像，「真」實無漏可見境相。 

 通：前六觀； 假依－第一、二觀。 
一、依報  真依－第二～六觀。 
 別：第七觀，唯屬彌陀佛。 
二、正報 通：第十～十六觀。 
 別：假正報，第八像觀。真正報，第九真身觀。 

7.「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者，依自信心緣相如作也。是心是佛

者，心能想佛，依想佛身而現，即是心佛也。離此心外，更無異佛者也。

「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此明諸佛得圓滿無障礙智，作意不作意，常

能遍知法界之心，但能作想，即從汝心想而現，似如生也。「諸佛如來是

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諸佛身心無礙遍法界，正由心到故身亦隨

到，身隨於心，故言是法界身也。言法界者，是所化之境，即眾生界也。

言身者，是能化之身，即諸佛身也。言入眾生心想中者，乃由眾生起念願

見諸佛，佛即以無礙智知，即能入彼想心中現。但諸行者，若想念中、若

夢定中見佛者，即成斯義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