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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13 line -6【造像功德經】二卷。唐‧提雲般若譯。收在《大正藏》第

十六冊。內容敘述優陀延王造像的因緣及其功德。略謂佛上忉利天為摩耶夫

人說法三月，閻浮提眾生不得見佛，悲戀不能自主。優陀延王乃命國內巧匠

雕造佛像，諸工巧人以如來相好世間無匹，無能敢作。毗首羯磨天遙見其事，

即變自身而為匠者，專精匪懈，不日而成七尺跏趺坐像。爾時，諸大國王阿

闍世等，聞王造像功已獲成，皆生喜慶，共至王所，各以無量花香音樂供養

佛像。其時，如來在彼天中，所應作事，皆已作訖，遂偕大眾循寶階從天而

下僧伽尸城。閻浮提內國王大臣並四部眾，皆以所持種種供養於佛。優陀延

王頂戴佛像，並諸上供珍異之物，至如來所而以奉獻。佛身相好，具足端嚴，

在諸天中殊特明顯，譬如滿月離眾雲翳。所造之像而對於佛，猶如堆阜比須

彌山，不可為喻。故優陀延王以所造像不似於佛，深為過咎。佛乃告之，非

為過咎，已作無量利益，更無有人與其相等，進而宣說種種造像功德。 後

漢失譯《作佛形像經》一卷、東晉失譯《造立形像福報經》一卷，此二經同

說優填（優陀延）王之造像及其功德，唯所述甚為簡略，與本經有別。又，

清‧工布查布所譯《造像量度經》一卷，與本經所載亦異。～《佛光大辭典》 

《法華文句記》卷 5〈釋方便品〉：「又造像功德經有十一功德：一者世世

眼目清潔。二者生處無惡。三者常生貴家。四者身如紫磨金色。五者豐饒珍

玩。六者生賢善家。七者生得為王。八者作金輪王。九者生梵天壽命一劫。

十者不墮惡道。十一者後生還能敬重三寶。當知豈是欲界人天善根。…造像

功德經云。若人臨終發言造像。乃至如麥𪍿能除三世八十億劫生死之罪。」

(T34,p.245,b9-19) 

p.514 line 3【懸繒然燈】淨空和尚：古時候幡、幢、繒、幔，這是莊嚴具，

莊嚴用的，它有特別的用意，它是信號。「散華」就是將這個消息散布出去。

這兩句合起來，以現代的話來講，就是宣傳。佛教教育是非常著重於品德修

養的，絕對不會自我宣傳，佛教怎麼樣推廣？學生們應該做宣傳工作，特別

是在家的學生，你要把佛教介紹出去。所以從前「懸繒」，就是掛幡幢，寺

廟前面旗桿上掛幡幢，表示今天有講經活動。這兩句意思統統是宣揚佛教，

用這種方式，介紹給那些還沒有接觸到佛教的人。現在的方法更多了，比從

前更廣泛，例如海報、通知單、電視、網路。是可以把我們的活動告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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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不許去拉信徒，他自己願意來就很好，不要去勸他來，更不可以去拉他來，

一定要他自動，他有誠心、恭敬心，能得利益，才能夠學得到東西，你拉他

來是勉強，沒有恭敬心。佛不拉信徒的，為什麼？不敢為人師，你來，我們

同學一起學習，還請你多指教。謙虛！所以活動用幡幢來代表，這是佛門規

矩，決定不能拉人來聽經。好像拉很多人，讓道場人眾多，感覺道場殊勝，

但你的心不清淨了，不可以。佛法重視清淨莊嚴，不是以人眾多為莊嚴，而

是以修行成果清淨來莊嚴。道場有多少人得三昧的？有多少人開悟的？念佛

有多少人功夫成片的？多少人得一心的？有多少人往生的？以這個來莊嚴。 

p.520 line -3【蓮池疏鈔】《《阿彌陀經疏鈔》卷 4：「【疏】問：臨終佛

現。亦有魔否？答：古謂無魔。脫或有之。貴在辨識。【鈔】無魔者。單修

禪定。或起陰魔。如楞嚴、止觀諸經論中辨之甚悉。今謂念佛者。佛威神力。

佛本願力。大光明中。必無魔事。然亦有宿障深厚。或不善用心。容有魔起。

固未可定。須預辨識。如經論說。行人見佛。辨之有二：一。不與脩多羅合

者。是為魔事。二不與本所修合者。是為魔事。所以然者。以單修禪人。本

所修因。唯心無境故。外有佛現。悉置不論。以果不協因故。今念佛人。一

生憶佛。臨終見佛。因果相符。何得槩為魔事。若或未能了決。但如前辨別

察識而已。」(X22,p.665,a19-b6) 

p.521 line 5【圓中鈔】《阿彌陀經略解圓中鈔》卷 2：「【疏】或謂臨終

見佛。以為魔者。或云自心業現。實無他佛來者。斯葢不知生佛。一體。感

應道交。自障障他。為過非淺。【鈔】世間禪門淺悟。教苑謬承。多作此說。」

(X22,p.589,a16-21） 

p.523 line 2+3【唐譯、魏譯】《大寶積經》卷 18：「阿難。若有眾生住大

乘者。以清淨心向無量壽如來。乃至十念。念無量壽佛。願生其國。聞甚深

法即生信解。心無疑惑。乃至獲得一念淨心。發一念心念無量壽佛。此人臨

命終時。如在夢中見無量壽佛。定生彼國。得不退轉無上菩提。」(T11,p.98,a11-17)

《佛說無量壽經》卷 2：「諸有眾生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念，至心

迴向，願生彼國，即得往生，住不退轉。」(T12,p.272,b11-13)「佛語阿難：其

下輩者，十方世界諸天人民，其有至心欲生彼國，假使不能作諸功德，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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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意，乃至十念，念無量壽佛，願生其國。若聞深法，

歡喜信樂，不生疑惑，乃至一念念於彼佛，以至誠心願生其國。此人臨終，

夢見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輩者也。」(T12,p.272,c4-10) 

p.526 line 5【事理一心】智者《觀音義疏》卷 1：「稱名者。稱名有二。

一事、二理。若用心存念。念念相續。餘心不間。故名一心。或可如請觀音

中。繫念數息。十息不亂名一念。或可無量息。不雜異想。心想雖長。亦名

一心。一心歸憑更無二意。故名事一心也。…理一心者。達此心自他共無因

不可得。無心無念。空慧相應。此乃無一亦無心。知聲相空。呼響不實。能

稱、所稱皆不可得。是名無稱。是為理一心稱名也。」(T34,p.922,c8-18) 

《阿彌陀經要解》卷 1：「若執持名號至於事一心不亂。見思任運先落者。

則生方便有餘淨土。若執持名號至於理一心不亂。豁破無明一品。乃至四十

一品。則生實報莊嚴淨土。亦名分證常寂光土。」(T37,p.365,a17-21)《阿彌陀

經要解便蒙鈔》卷 3：「若持至事一心不亂。我執破。見思空。凡情脫。則

與一切智相應。一切智者。應身佛名也。則蒙應身佛護念。若至理一心不亂。

法執破。無明空。聖解亡。則與一切種智相應。一切種智者。法身佛名也。

則蒙法身佛護念也。」(X22,p.878,a22-b2) 

p.527 line 1【即此一心，全體是佛】《阿彌陀經疏鈔》卷 3：「此經一心

持名。繇此一心。終當作佛。從因至果。名之曰作。即此一心。全體是佛。

非因非果。名之曰是。」(X22,p.662,c16-19)《演義》卷 3：「一心即不生滅因

地心也。由此因心。終成果覺。故始從信解。終至行證。等覺還源。直至如

來妙莊嚴海。故名『作』也。即此一心。全體是佛四句。一心即真如法性身

也。本無修證。不涉程途。全體是佛。若言是因。對果言因。既無當果。因

是誰因。若言是果。對因言果。既無前因。果是誰果。故名『是』也。」

(X22,p.775,b24-c6) 

p.532 line 1【不知如來是實相身，認身如物】淨空和尚：這是誤認、錯認，

錯認這個身跟這些一切萬物是沒有兩樣。「取相執著，妄生計較」，起心動

念，取相執著，計較是分別，一般凡夫在日常生活當中起心動念、執著、分

別，全用的是輪迴心。這是破除我們念佛的障礙。實相身，實相是自性，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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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佛確實是法性身，西方極樂世界是法性土，跟我們的身、土真的不一樣。

我們的身是生滅身，土是生滅土，無常！阿彌陀佛的身無量壽、無量光，它

沒有生滅變化，是永恆、真常，所以是法性身。佛現身是為一切眾生，不是

為自己。成佛之後，在十法界現身，統統是為度眾生，決定不是為自己。我

們天天都在講消業障，業障為什麼消不了？把這個「身」看得太重。別人有

苦難現前，先考慮對我自己有沒有利益？對我自己沒有利益，不能幹，這跟

阿彌陀佛不相應。世間人看這個身有生死，佛有沒有生死？沒有。如來身是

實相身，實相身什麼意思？實相身，這是真的不是假的。他是用真心，不是

用妄心。眾生用妄心，不是用真心，妄心就是阿賴耶，我們全都是用妄心。

妄心有妄想、分別，有執著，真心裡頭沒有分別、沒有執著、沒有起心、沒

有動念，這是真心。用真心是實相身，用真心一定是為眾生。用妄心，總是

自己擺在最前面，第一個念頭一定是自利。所以要捨、要放下。能捨、能放

下是個非常好的增上緣，統統都放下，連生命都放下。生命交給阿彌陀佛，

自己功夫雖然沒有到，阿彌陀佛加持你、幫助你，就把你提升了。 

p.532 line 8【大乘】《大乘莊嚴經論》卷 12〈22 功德品〉：「若具足七

種大義說為大乘：一者緣大。由無量修多羅等廣大法為緣故。二者行大。由

自利利他行皆具足故。三者智大。由人法二無我一時通達故。四者勤大。由

三大阿僧祇劫無間修故。五者巧大。由不捨生死而不染故。六者果大。由至

得力無所畏不共法故。七者事大。由數數示現大菩提大涅槃故。」

(T31,p.654,c2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