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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9 -247【雪廬老人眉註】6-8 願：「昧於因果方起貪嗔無明我執。」9

願：「知彼知己方能契機度眾，亦可取作觀摩。」10-11 願：「到彼岸須得

佛智。得佛智須侍多佛，自必先得神足，方易作到。」 

p.247 line 1【神通自在波羅蜜多】《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2：

「佛威神力者。略有三種者。即當瑜伽四十七中。彼有二類。初列三種云。

一聖威力。二法威力。三俱生威力。次又云。復有五種。一神通威力。二法

威力。三俱生威力。四者共聲聞威力。五不共二乘威力。」(T36,p.170,c12-17)

窺基《說無垢稱經疏》卷 1〈1 序品〉：「聖威力者。謂佛昔時修習定力。

今者依定。得定自在。隨其所願。一切事成。以調柔故。善修心故。名聖威

力。法威力者。謂昔菩薩修六度等諸殊勝法。有廣大果。有大勝利。名法威

力。俱生威力者。謂佛往昔先集廣大福德資糧。證得俱生甚希奇法。名俱生

威力。初聖威力。即六神通。」(T38,p.996,c3-9) 

p.248 line 4【如意通】《說無垢稱經疏》卷 1〈1 序品〉：「神境通有二。

一能變。二能化。變謂先有而改易之。即十八變。一振動。二熾然。三流布。

四示現。五轉變。六往來。七卷。八舒。九眾像入身。十同類往趣。十一顯。

十二隱。十三所作自在。十四制他神通。十五能施辨才。十六能施憶念。十

七能施安樂。十八放大光明。化謂先無而今有也。即三種化。化身。化境。

及化語。如上所說。變化二種。能為二事：一引諸眾生入佛聖教。二惠施無

量受苦眾生。聲聞神通。唯至二千。獨覺神通。能至三千。如來神通。於一

念頃能遍十方。菩薩初地。至百佛世界。乃至十地。隨其品類多少之數。如

十地經說其分限。」(T38,p.996,c12-24) 

p.249 line 6【遠離分別】(宋譯)《佛說大乘無量壽莊嚴經》卷 1：「(2)我

得菩提成正覺已，十方世界所有眾生，令生我剎如諸佛土。人天之眾，遠離

分別，諸根寂靜；悉皆令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T12,p.319,b4-7)(唐譯)《大

寶積經》卷 17：「(10)若我成佛。國中有情起於少分我、我所想者。不取菩

提。(11)若我成佛。國中有情若不決定成等正覺。證大涅槃者。不取菩提。」

(T11,p.93,c5-8)【分別】又譯作思惟、計度。即心及心所（精神作用）對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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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時，取其相而思惟量度之意。俱舍論卷二舉有三分別：(1)自性分別︰又

稱任運分別、自性思惟。指心識認知作用中，任運覺知現在所緣之境，絲毫

不加推測思考，只是單純的認識。亦即直接認識對境的直覺作用。(2)隨念分

別︰又稱隨憶思惟。指想起過去所知覺、思考之事的追想記憶作用。(3)計度

分別︰又稱推度分別、分別思惟。指計量推度三世不現見之事相的判斷推理

作用。阿毘達磨雜集論卷二認為三分別乃意識之作用，故謂自性分別屬現

在，隨念分別屬過去，計度分別則共通於過去與未來者。六識之中，意識具

足上述之三分別，故謂有分別；前五識僅有自性分別，而無其他二分別，故

謂無分別。《顯揚聖教論》卷十六說，虛妄分別有自性、差別、總執、我、

我所、愛、不愛、愛不愛俱相違等八種，由此八種而起分別戲論所依緣事、

見我慢事、貪瞋癡事等三種事。自性、差別、總執此三分別，能生分別戲論

所依、所緣事，謂色等想事為依緣故；名想言說所攝、名想言說所顯分別戲

論，即於此事分別計度無量種種眾多差別。此中我、我所此二分別，能生餘

見根本，及慢根本身見，及能生餘慢根本我慢。此中愛、不愛、俱相違分別，

如其所應，生貪瞋癡。是故如是八種分別，為起此三種事。 

但在大乘佛教，尤其是攝大乘論認為凡夫所起之分別，係由迷妄所產

生，與真如之理並不契合，僅依分別，無法如實悟證真如之理，故凡夫之分

別，乃為虛妄分別（簡稱妄分別）。若欲得真如，則須捨離凡夫之分別智，

而依無分別智始可。亦即菩薩於初地入見道時，緣一切法之真如，超越能知

與所知之對立，始可獲得平等之無分別智。～《中華佛教百科全書》、《法相辭典》 

p.251 line -1【光明壽命無量】【雪廬老人眉註】13 願：「是名無量光佛。…

法藏既取二百一十億世界，明了通達如一佛剎，其光所照當亦如二百一十億

之數。」14 願：「三毒息故安，諸苦滅故樂。」15 願：「是名無量壽佛。…

人多…時長」 

p.253 line -4【有兩種光明】《阿彌陀經疏鈔》卷 3：「【疏】光明者有二。

一者智光。二者身光。復有二義。一者常光。二者放光。又光所因。復有二

義。一是萬德所成。一是本願所致。」(X22,p.651,b16-18)《大智度論》卷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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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品〉：「佛欲現智慧光明神相故，先出身光，眾生知佛身光既現，智慧光

明亦應當出。」(T25,p.113,a12-14)《大智度論》卷 47〈18 摩訶衍品〉：「光明

有二種：一者、色光；二者、智慧光。住是三昧中，照諸三昧，無有邪見、

無明等。」(T25,p.399,b15-17)《阿彌陀經疏鈔》卷 3：「【鈔】盧舍那。此云

光明徧照。自受用身。照真法界。是名智光。他受用身。徧照大眾。是名身

光。又涅槃云。瑠璃光菩薩放身光明。文殊言。光明者。名為智慧。則事理

圓融。身智不二也。常光放光者。常所顯光。無放不放。如圓光一尋等是也。

放光者。或於眉間。或於頂上。或口。或齒。或臍。或足之類是也。今言光

者。正意在常。而亦兼放。及與身智。」(X22,p.651,b19-c2) 

p.253 line 6【光明絕勝諸佛】《阿彌陀經要解》卷 1：「心性寂而常照故

為光明。今徹證心性無量之體。故光明無量也。十方三世諸佛皆悉徹證心性

全體。皆悉照十方國無所障礙。皆可名無量光。而由因中願力不同。各隨因

緣以立別名。今佛昔為法藏比丘所發四十八願。曾有光明恒照十方之願。故

今果成如先所願也。法身光明竪窮橫遍故無量。報身光明稱真法性故無量。

此則佛佛道同。若夫應身光明則有或照一由旬者。或照十旬百旬千旬者。或

照一世界者。或照十百千世界者。惟彌陀普照十方無量世界故別名無量光。

然三身不一不異。為令眾生得四益故強作此分別耳。」(T37,p.369,c19-p.370,a2) 

p.255 line 1【天人壽命亦皆無量】《阿彌陀經要解》卷 1：「心性照而常

寂故為壽命。今徹證心性無量之體。故壽命無量也。法身壽命無始無終故無

量。報身壽命有始無終故無量。此亦佛佛道同。皆可名無量壽。應身則隨願

隨機延促不等。今以法藏比丘四十八願。曾有佛壽無量及人民壽命亦無量之

願故。今果成亦如先願別名無量壽也。此則實有限量。特以人天莫數名無量

耳。然三身既不一異。則應身亦可即是無量之無量矣。問：佛壽無量可也。

人民壽命胡得亦無量耶？答：佛本願力不思議故。信願持名功德不思議故。

信願持名是正因緣。佛本願力是增上緣。」(T37,p.370,a8-19)《淨土十要》卷 1：

「當知光壽名號皆本眾生建立。以生佛平等。能令持名者照與光融。壽同佛

寂也。復次。由無量光義。故眾生生極樂即生十方。見阿彌陀佛即見十方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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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能自度即普利一切。由無量壽義。故極樂人民即是一生補處。皆定此生

成佛。不至異生。當知離却現前一念無量光壽之心。何處有阿彌陀佛名號。

而離却阿彌陀佛名號。何由徹證現前一念無量光壽之心。願深思之。願深思

之。」(X61,p.652,a6-14) 

p.258 line 3【不能知國中人數量】《彌陀經》：彼佛有無量無邊聲聞弟子。

皆阿羅漢。非是算數之所能知之。諸菩薩眾亦復如是。《阿彌陀經略解圓中

鈔》卷 2：「【疏】而不獨聲聞無量。菩薩亦無量也。【鈔】須知彼土正為

攝諸菩薩。欲先增長善根功德者往生。第無機不攝。故不拒凡夫及與二乘。

令其生彼。莫不發廣大心。修圓頓行。登菩薩位。正顯極樂法門。廣大圓滿

也。」(X22,p.583,b23-c3)《淨土指歸集》卷 1：「廣狹自在。以十方法界不離

一微塵故。一塵至微。量同法界。佛剎雖廣。不離一塵。十萬遐程。不逾方

寸。」(X61,p.376,b16-18)廣狹自在無礙門者：毛端現剎，狹不礙廣也。剎入毛

端，廣不礙狹也。又毛端現剎，不壞毛相，即狹而廣也。剎入毛端，不壞剎

相，即廣而狹也。任運俱現，彼此各不相妨，故云自在無礙。如經云︰能以

小世界作大世界，以大世界作小世界等。 

p.259 line 2【只為普攝十方眾生】淨空和尚：十方一切諸佛沒有不讚歎極

樂世界阿彌陀佛。用意何在？幫助我們對極樂世界、阿彌陀佛生起信心；要

生起堅定不移的信心，我們才能得到真實利益。阿彌陀佛四十八願需要諸佛

稱讚，為什麼？沒有諸佛的稱揚讚歎，眾生不認識這個道場，不知道道場的

殊勝，不知道阿彌陀佛幫助眾生的方法非常巧妙。 

如後經文，〈十方佛讚第二十三〉：「欲令他方所有眾生聞彼佛名，發

清淨心。憶念受持，歸依供養。乃至能發一念淨信，所有善根，至心迴向，

願生彼國。隨願皆生，得不退轉，乃至無上正等菩提。」P.477。當深思此

中甚深含意：(1)若此土、此佛非是真實殊勝，何故諸佛稱歎而勸往生？(2)

若生彼土不得無上正等菩提，何必勸？(3)諸佛皆稱讚，吾等為佛弟子，及弘

法大德、菩薩等，應隨學其本師。(4)如善導大師云：隨順佛教、隨順佛意，

是名隨順佛願，是名真佛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