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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8 line -2【天人善惡、國土粗妙】漢譯《佛說無量清淨平等覺經》卷 1：

「世饒王佛說經竟，法寶藏菩薩便壹其心，則得天眼徹視，悉自見二百一十

億諸佛國中諸天人民之善惡、國土之好醜，則選心所欲願，便結得是二十四

願經，則奉行之，精進勇猛，勤苦求索。」(T12,p.280,c29-p.281,a4)吳譯《佛說

阿彌陀三耶三佛薩樓佛檀過度人道經》卷 1：「曇摩迦便一其心，即得天眼

徹視，悉自見二百一十億諸佛國中諸天人民之善惡、國土之好醜。即選擇心

中所願，便結得是二十四願經，則奉行之，精進勇猛勤苦求索。」(T12,p.301, 

a11-15) 

p.220 line 7【隔歷中道】《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卷 8：「別教雖明中道。

為鈍根人方便說中。次第顯理。廣明歷劫修行。…雖說眾生見聞覺知體是佛

性。而全起作三種之惑。故須用此覺知之性。觀空破有。觀假破空。待二均

平。方照本性中道之覺。故名方便次第顯理。既有如此迂迴。故須經歷塵劫。

從初標志。次第修學。恒沙觀智。破恒沙惑。顯如來藏恒沙性德。」(X57,p.892, 

b17-c13) 

p.223 line 6【宋譯】《佛說大乘無量壽莊嚴經》卷 1：「彼作法苾芻，聞

佛所說八十四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剎功德莊嚴之事，明了通達，如一佛剎。即

時會中頭面禮足，辭佛而退。往一靜處，獨坐思惟，修習功德，莊嚴佛剎，

發大誓願，經於五劫。」(T12,p.319,a15-19) 

p.224 line 2【攝受】「清淨大攝受」為佛之德號。佛以大慈悲攝受一切眾

生，故有此稱。曇鸞之讚讚阿彌陀偈（T47,p.423,a）：「稽首清淨大攝受」。

清淨，謂畢竟清淨涅槃之德；攝受，謂四十八攝受眾生之德；其德廣大周遍，

故稱大。或謂彌陀三德圓滿之淨土為清淨，乃攝受一切凡聖不可思議身土，

故稱為清淨大攝受。～《佛光大辭典》 

p.224 line 2【莊嚴佛土清淨之行】《金剛般若波羅蜜經》卷 1：「若菩薩

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不名菩薩。何以故？如來說莊嚴佛土者，即

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若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來說名真是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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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8,p.751,b9-12)《金剛般若波羅蜜經論》卷 1：「諸佛無有莊嚴國土事。唯諸

佛如來真實智慧習識通達。是故彼土不可取。若人取彼國土形相。作是言我

成就清淨佛土。彼不實說。如經。何以故。須菩提如來所說莊嚴佛土者。則

非莊嚴。是名莊嚴佛土故。…莊嚴有二種。一者形相。二者第一義相。是故

說非嚴莊嚴。又非莊嚴佛土者。無有形相故非莊嚴。如是無莊嚴即是第一莊

嚴。何以故。以一切功德成就莊嚴故。若人分別佛國土。是有為形相。而言

我成就清淨佛國土。彼菩薩住於色等境界中生如是心。為遮此故。如經是故

須菩提。諸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而無所住。不住色生心。不住聲香

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故。」(T25,p.786,a15-b1) 

p.224 line 5【滿足無量大願】（魏譯）《佛說無量壽經》卷 1：「佛告比

丘：汝今可說，宜知是時，發起悅可一切大眾，菩薩聞已，修行此法，緣致

滿足無量大願。」（T12,p.267,c13-15）（唐譯）《大寶積經》卷 17：「佛言：

今正是時，汝應具說，令眾歡喜，亦令大眾皆當攝受圓滿佛土。」(T11,p.93,b10-12)

（宋譯）《佛說大乘無量壽莊嚴經》卷 1：「時世自在王如來告苾芻言：善

哉！善哉！汝之行願，思惟究竟，今正是時，為眾解說。時諸菩薩聞是法已，

得大善利，能於佛剎修習莊嚴。」(T12,p.319,a22-25) 

p.227 line -4【魏譯 29、30 願】《佛說無量壽經》卷 1：「設我得佛，國

中菩薩若受讀經法，諷誦持說而不得辯才智慧者，不取正覺。設我得佛，國

中菩薩智慧辯才若可限量者，不取正覺。」(T12,p.268,c3-6)(29)得辯才智願，

又作四辯無礙願、持經必得辯才智願、辯才智慧願、誦佛經法願、受法令得

辯慧願。即願佛國中之菩薩，皆受持諷誦經法，而得辯才智慧。(30)智辯無

窮願，又作慧辯無量願、辯才無窮願、菩薩智辯無滯無盡願。即願佛國中之

菩薩，智慧辯才無可限量。 

p.229【48 大願】依夏蓮居會集之《佛說大乘無量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

列舉四十八願名（若依魏譯，則不盡相同）：(1)國無惡道，(2)不墮惡趣，(3)

身悉金色，(4)三十二相，(5)身無差別，(6)宿命通，(7)天眼通，(8)天耳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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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他心通，(10)神足通，(11)徧供諸佛，(12)定成正覺，(13)光明無量，(14)

觸光安樂，(15)壽命無量，(16)聲聞無數，(17)諸佛稱嘆，(18)十念必生，(19)

聞名發心，(20)臨終接引，(21)悔過得生，(22)國無女人，(23)厭女轉男，(24)

蓮華化生，(25)天人禮敬，(26)聞名得福，(27)修殊勝行，(28)國無不善，(29)

住正定聚，(30)樂如漏盡，(31)不貪計身，(32)那羅延身，(33)光明慧辯，(34)

善談法要，(35)一生補處，(36)教化隨意，(37)衣食自至，(38)應念受供，(39)

莊嚴無盡，(40)無量色樹，(41)樹現佛剎，(42)徹照十方，(43)寶香普熏，(44)

普等三昧，(45)定中供佛，(46)獲陀羅尼，(47)聞名得忍，(48)現證不退。 

※善導大師稱：「定成正覺」12、「光明無量」13、「壽命無量」15、「諸

佛稱歎」17、「十念必生」18，此五願為四八大願之核心、心要。 

※依雪廬李炳老眉註之分科，此二十四章（48 願）可分為七： 

(1) 1～12 願－往生報身之妙。 

(2) 13～17 願－佛德莊嚴涵濡。（涵濡：滋潤、沉浸。） 

(3) 18～27 願－聞名普益。（以名號助眾生成就世出世利益及往生） 

(4) 28～36 願－眾生來生獲法之益。（極樂眾生的功德受用） 

(5) 37～41 願－物華莊嚴之享樂。（依正二報莊嚴） 

(6) 42～43 願－香光普攝十方眾生。（香光莊嚴） 

(7) 44～48 願－助十方菩薩圓成佛果。（亦以名號助菩薩成就功德） 

※若依魏譯，則如吉藏《無量壽經義疏》卷 1：「四十八願。義要唯三。文

別有七。義要三者。一攝法身願。二攝淨土願。三攝眾生願。四十八中。12、

13 及 17。是攝法身。第 31、32 是攝淨土。餘四十三是攝眾生。文別七者：

初十一願為攝眾生。次有兩願。是其第二。為攝法身。次有三願。是其第三。

重攝眾生。次有一願。是其一願是第四。重攝法身。次有十三。是其第五。

為攝眾生。次有兩願。是其第六。為攝淨土。下有十六是其第七。重攝眾生。」

(T37,p.103,b8-17)（此中願數為依魏本。）若依夏本，三者如下： 
攝法身：第 13、15、17 願。 
攝淨土：第 39、40、41、42、43 願。 
攝眾生：餘四十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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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2 line 8【遊增地獄】謂八寒、八熱大獄，每獄有四門，門各有四獄，

受苦眾生，於此諸獄，次第遊歷，其苦轉增，故名十六遊增地獄也。～《三藏

法數》此十六副地獄的痛苦，一獄比一獄加深，故名遊增。罪人在八熱地獄受

罪後，又要經過十六遊增，次第受苦，其名為：斤斧、豺狼、劍樹、寒冰、

黑沙、沸屎、鐵釘、焦渴、飢餓、銅鑊、多鑊、石磨、膿血、量火、灰河、

鐵丸。～《佛學常見辭彙》 

p.235 line 3【不墮惡趣】雪盧老人眉註云：「惡業未盡，善業成熟，可生

善道，福盡仍墮。更多因福造惡，亦當再墮。」通途而言，須至於四善根之

忍位，則不再墮於惡趣也。淨空和尚云：「這一願是承前一願而來的，這是

西方極樂世界真實殊勝莊嚴之處。在第一願裡面，給諸位報告過，世間(十

法界)最苦的，無過於惡道。惡道從哪裡來的？佛常說的「一切法從心想生」，

從極不善的思想、惡業變現出來的境界。西方極樂世界沒有惡道，就說明了

西方極樂世界的人，沒有一個是惡人，凡是生到極樂世界，都與「諸上善人

俱會一處」。縱然阿賴耶識裡面，惡習的種子還沒能斷盡，但是西方極樂世

界沒有惡緣，無論是人事環境、物質環境，都是美好到極處，惡因遇不到惡

緣，不會起現行。這是西方極樂世界，何以沒有惡道的真正原因。」「法藏

菩薩考察十方諸佛剎土，就像我們娑婆世界有三惡道，所以決定建立新的世

界，沒有惡因、沒有惡緣、沒有惡報，就是這個意思。惡因、惡緣、惡報，

那個地方統統沒有，那麼我們帶業生到西方極樂世界，西方世界沒有惡緣、

沒有惡報，雖然帶著惡因，慢慢統統都消失，都沒有了，這是無比之殊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