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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供聽法第二十六 

1.本品內容為十方世界諸大菩薩，咸至極樂世界，禮拜供養阿彌陀佛。佛憫

念來者，乃為宣演妙法，十方大士歡喜聽受。二者皆以偈頌形式表達。 

2.偈頌科 

一、雲集興供 
「東方諸佛剎」…

「奉諸珍妙供」。 
二、讚德發願（讚佛德、佛名、佛剎） 

「暢發和雅音」…

「願速成菩提」。 

三、佛光感應（彌陀放光、菩薩證位） 
「應時無量尊」…

「互慶生歡喜」。 

四、佛讚菩薩（讚願、智、行） 
「佛語梵雷震」…

「必成如是剎」。 

五、本師讚彼佛及菩薩 
「聞法樂受行」…

「還到安養國」。 

3.「覺了一切法～必成如是剎」等句，深表不住二邊，遠離四句，妙契中道，

平等一相。洞達三空，智無所著，而能大悲薰心，發願淨土；雖淨佛土，

而常寂靜。如金剛經「無四相」而修一切善法，則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

提。 

4.「菩薩興至願～俱令登彼岸」6 句，雖說是已生極樂菩薩之願，吾等修學

淨土行者亦應如是發心、發願。 

p.551 line 7【因發無上心】《菩薩地持經》卷 1〈2 發菩提心品〉：「初

發心菩薩有四種緣。四種因。四種力。云何四緣？一者善男子善女人。若見

若聞諸佛菩薩有不可思議神通變化。彼見聞已。即發是念。是為大事不可思

議。能為如是諸變化事。以此見聞為增上緣故。樂佛大智。發菩提心。二者

雖不見聞如上神變。聞說法者讚歎菩提及菩薩藏。聞則欣慶歡喜信樂。以此

聞法為增上緣故。樂佛大智發菩提心。三者雖不聞法。見法滅相而作是念。

無量眾生當遭大苦。菩薩住世則能除滅。我今當修菩提之道。護持正法。為

諸眾生滅無量苦。以護法為增上緣故。樂佛大智發菩提心。四者不見法滅。

見惡世眾生為十煩惱之所惱亂。一者愚癡。二者無慚愧。三者慳嫉。四者苦

惱。五者穢污。六者煩惱。七者惡行。八者放逸。九者懈怠。十者不信。見

已作是念。大濁世起。於此惡世尚不能發二乘之願。況能志求無上菩提。我

當發心亦令他發。以濁世中發心難得為增上緣故。樂佛大智發菩提心。」

(T30,p.889,c23-p.890,a12)「云何四因？一者種性具足。二者諸佛菩薩善友所攝。

三者起大悲心。四者生死苦難行苦。如是久遠無量諸苦。於此眾苦心不怖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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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0,p.890,a13-15)「云何四力？一者自力。二者他力。三者因力。四者方便力。

菩薩自力發菩提心。是名自力。因他發心。是名他力。先習大乘相應善根。

今少見佛及諸菩薩。或少聞歎說則便發心。是名因力。於現世中近善知識。

聞其說法能修眾善。是名方便力。」(T30,p.890,b4-9) 

p.551 line -3【雪廬老人眉註】光即佛德佛智，亦係說法加被，眾生見此光

者，俱有所證。光音天口光可代言語，例彼可知。 

p.556 line -2【雪廬老人眉註】空無自體，相由心造。 法執並無，心光始

淨；如電影鏡頭，一塵不染，方能萬象顯彰，剎土亦然。 

p.560 line 1【雪廬老人眉註】此他方諸佛之語。 他剎成佛甚難得，至極

樂必能如願。 

p.561 line 5【無邊殊勝剎】【雪廬老人眉註】蓮剎能盡量容納眾生而隨其

寬展，故云無邊。又云，無邊世界之眾生皆攝彌陀願中。兩說均通，並存備

參。 

◎歌嘆佛德第二十七 

1.本品乃極樂菩薩遍至十方，禮供諸佛，隨即還歸本土聽聞妙法。品末兼表

諸天供奉彼佛，及其勝因。 

2.此品顯示彼國菩薩或天人承受彌陀威神之加被，故有種種殊勝善根、因緣。

亦可明第十一「遍供諸佛願」及第卅七「應念受供」願之成就。 

p.565 line 3【四十八分鐘】【須臾】梵語 muhūrta，音譯「牟呼慄多」。表

短時間。即暫時、少頃之意。《俱舍論》卷十二載，牟呼慄多代表一晝夜的

三十分之一，相當於今日之四十八分鐘。然經中「須臾」一詞，不一定指此

時限。有時視同「剎那」，而表示極短之時間。～《佛光大辭典》24*60/30＝48 

p.566 line -2【雪廬老人眉註】善修習：至道法門。善攝取：眾生。善成

就：諸種功德。 
《大乘集菩薩學論》卷 22〈17 恭敬作禮品〉：「菩薩摩訶薩脩習般若波羅

蜜多。能以方便善巧。攝取過去未來現在諸佛所修定惠解脫解脫知見。於緣

覺乘及聲聞乘所有戒定惠解脫解脫知見。如是等種種善根合集稱量。以最上

最極最勝最妙廣大無量無等等心皆悉隨喜。復以如是隨喜善根。迴向阿耨多

羅三藐三菩提須菩提。」(T32,p.134,c23-p.135,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