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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樂無極第三十二 

1.本品顯淨土妙德，勸導求生。下品則示穢土惡苦，令知厭離。此品首明極

樂世界壽樂無極，顯彼土會眾殊勝，勸諭親近；繼明國土微妙，勸諭往

生。 

2.先雙標極樂會眾功德及剎土殊勝，勸諭往生；再顯彼土會眾殊勝功德：聖

眾之心和同於虛空，「空」故不落有邊，「容萬物」則不落空邊；空有

俱泯而雙照空有，從容中道，故云「適得其中」。菩薩心契中道，得於

中而形於外，故表裏一如，自然相應，不必安排造作，而「自然嚴整」。 

3.於「念道之自然」下，八見「自然」二字，如「自然嚴整」、「自然無為」、

「自然保守」、「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參

迴」、「自然所牽隨」。可證「自然」二字，實具要義。此「自然」二

字，非外道所謂無因之自然。蓋法爾如是，名為自然也。蓋「自」者，

自性；「然」者，《楞嚴經》中「清淨本然」。可見「自然」實含「自

性本然」之義。自性之本然，即是真如、實相。如是「念道之自然」即

持名念佛，亦即念實相。依信願持名，他力大道，即得往生極樂；持名

即是念實相，一超直入妙莊嚴路，如是之道，法爾自然。 

p.613 line 1【力為善，念道之自然】 

（一）《會疏》－善：1.稱名念佛(正行)。2.廣行諸善(助行)，回向得生。道：

1.彌陀本願、他力大道。不藉自力修善，一超直入，故名自然。2.三乘

所證道，無為自然，性不造作，故亦名自然。 
（二）《淨影疏》－以行善功德迴向淨土，力求往生，名為「力為善」。自

然往生，為「念自然」。 
（三）《彌陀要解》曰：「實相無二，亦無不二。是故舉體作依作正，作法

作報，作自作他，乃至……無非實相正印之所印也。」「念道之自然」

即持名念佛，亦即念實相。依信願持名，他力大道，即得往生極樂，一

超直入妙莊嚴路。如是之道，法爾自然。 

p.616 line -2【後漢《左雄傳》】《後漢書》，紀傳體東漢斷代史。共一

百二十卷，包括紀十卷、傳八十卷、誌三十卷。紀、傳為南朝宋范曄撰，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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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晉司馬彪撰。左雄，東漢順帝永建年間之尚書令。 

p.616 line -1【虛空】(1)無一物：不立一法；喻真如離一切妄相。(2)無

邊際：豎窮三世、橫遍十方。(3)無礙義︰不為任何物所障礙；萬象變化，

虛空不動。(4)無分別義︰無親疏、遠近、愛憎之差別；在聖不增、在凡不

減。(5)容受義︰寬廣含容一切無所餘；萬象依之而立，喻萬法依心而有。～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617～618【雪廬老人眉註】：「除妄希真，初勸精求」、「依法修持」 

p.620 line 2+3【不受一塵不捨一法】《金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應生無所住心」、「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切善法，則得

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空觀之理行、假觀之事行，事理無礙、圓融不二，

中觀也。 

p.620 line -1【苞羅表裏】【雪廬老人眉註】：「無邊眾生自性眾生」。 

p.622 line 8【一旦】【雪廬老人眉註】：「㘞然顯性」。㘞ㄏㄨㄛˋ。《廬

山蓮宗寶鑑》卷 10：「喻如失物人忽然尋見。不覺發此一聲是㘞字也。宗門

多言此字者。蓋尋師訪道之人。參究三二十年。忽然心花發現。會得此事。

不覺㘞地一聲。如失物得見。慶快平生。是其字義也。如是則念佛之人。但

於念念中。仔細究竟本性彌陀。忽然親悟親見真實。到㘞地一聲處。自然明

徹矣。」(T47,p.350,c4-10) 

p.622 line -5【向上關捩子】【關捩子】喻物之緊要處。於禪宗典籍中，

此類用語散見於各處，如形容至極之大道、大悟之境界，稱為向上一路、向

上道；探求佛道之至極奧理，稱為向上極則事、向上關捩子、向上事；謂真

實而絕對之悟境世界，乃諸佛或歷來祖師所不宣說，而有待禪者親自去參究

體得者，稱為向上一路千聖不傳。～(佛光大辭典) 

p.622 line -5【突然觸著】《憨山老人夢遊集》卷 9：「參究。就將一句阿

彌陀作話頭。做審實工夫。將自己身心世界。并從前一切世諦。俗習語言。

佛法知見。一齊放下。就從空空寂寂中。著力提起一聲阿彌陀佛。歷歷分明。

正當提起時。就在直下看覰。審實此念佛的是誰。重下疑情。審之又審。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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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又疑。如驢覰井。覰來覰去、疑來疑去。疑到心思路絕處。如銀山銕壁。

無轉身吐氣處。是時忽然磕著觸著。真無生意。忽然猛的現前。時則通身汗

流。如大夢覺。到此方信生即無生。無生即生。參即是念。念即是參。回頭

一看。始知向來。如在含元殿裏覓長安也。」(X73,p.524,a17-b3) 

p.623 line 3【高峰禪師】原妙，（1238～1295）南宋臨濟宗僧。江蘇吳江

人，俗姓徐。號高峰。十五歲剃髮，十七歲受業於嘉禾密印寺法住。初習天

台，轉而參禪，首詣斷橋妙倫，其後參禮雪巖祖欽，得其心法。咸淳二年

（1266），隱居於臨安龍鬚寺。五年，偶為同參推枕墜地，聞響而徹悟。咸

淳十年，住武康雙髻峰。至元十六年（1279），入杭州天目山西峰，開創獅

子、大覺二剎，弟子數百人，受戒者及數萬。元貞元年，焚香說偈坐化，世

壽五十八。諡號「普明廣濟禪師」。有語錄二卷行世。弟子有明本等。～(佛

光大辭典) 

《高峰原妙禪師語錄》卷 1：「一日寓庵宿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

友推枕子墮地作聲。驀然打破疑團。如在羅網中跳出。追憶日前佛祖所疑誵

訛公案。古今差別因緣。恰如泗州見大聖。遠客還故鄉。元來只是舊時人。

不改舊時行履處。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念無為。十方坐斷。」

(X70,p.690,c7-12) 

p.623 line -3【曹山】本寂禪師，曾居曹山，故以「曹山」為號。（840～
901）唐代禪僧。泉州莆田（福建古田）人，俗姓黃。為禪宗曹洞宗之祖洞

山良介之法嗣。世稱曹山本寂。幼習儒學，十九歲入福州福唐縣靈石山出家。

二十五歲受具足戒。咸通年間（860～873），禪風極盛，乃謁洞山良介，往

來請益，遂得密受宗門玄旨。後開堂於撫州吉水，改名曹山，以表思慕曹谿

之情。未久，遷住荷玉山（或謂師以該山改名曹山），學徒雲集，大振洞門

宗風，講授洞山五位之旨訣，成為叢林之標準，並註解寒山詩以饗學人。時

有洪州鍾氏，屢請不赴，僅書寫大梅法常之山居頌一首答之。天復元年六月，

焚香安坐而終，世壽六十二。敕諡「元證禪師」。其後，洞山、曹山之風益

盛，門徒日眾，遂稱曹洞宗。著有曹山語錄二卷。門人有曹山慧霞、金峰從

誌、鹿門處真、荷玉光慧、育王弘通等。～(佛光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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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州曹山本寂禪師語錄》卷 1：「問：如何是莽莽蕩蕩招殃禍？曰：

只這箇總是。問云：如何免得？曰：知有即得。用免作麼。但是菩提涅槃、

煩惱無明等。總是不要免。乃至世間麁重之事。但知有便得。不要免。免即

同變易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為不小。因甚麼如此。只

為變易。若不變易。直須觸處自由始得。」(T47,p.540,b14-20) 

p.630 line 6【無極】(1)往生之人，眾多無極；(2)得果之速，方便無極；

(3)果地勝德，深廣無極。(4)彌陀恩德，究竟無極。 

p.630【雪廬老人眉註】有願不虛，重勸進修。  隨念滿願，得不退轉。  

道勝行易，反難生信。  欣羨壽樂，三勸進修。 

p.631 line 4【自然所牽隨】璟興《無量壽經連義述文贊》卷 3：「經曰易

往而無人至壽樂無窮極者。述云。此後傷嘆重也。修因即住故易往。無人。

修因往生者尠故無人。修因求生終不違逆。故國不逆違。即前易往也。久習

纏蓋。自然為之牽縛不往。故自然所牽。即前無人也。有說因滿果熟。不假

功用。自然招致。故自然所牽。義亦可也。」(T37,p.163,c5-10) 

p.632 line 2【譊譊】『譊』，ㄋㄠˊ，爭辯；喧囂。「譊譊」，爭辯，論

辯。引申為喧鬧嘈雜。～(漢語大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