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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諭策進第三十三 

1.從此品以下五品（33～37），說明娑婆穢惡，眾生障重，三毒熾盛，因惑

造業，苦報無盡，沉溺苦海，痛不可言；故哀勸厭離，誨諭眾生止惡行

善，精進行道，求生安樂。 

2.(1)首明此土眾生普皆憂惱，勸令厭離。（貪毒） 

(2)勸世人親眷之間，應當和敬，不和成怨。（瞋毒） 

(3)勸諭世人捨惡修善。 

(4)哀傷世人愚癡不信。（癡毒） 

(5)世人愚癡貪愛，不知世間是幻夢空花，不知無常迅速。（從癡起貪） 

(6)愚惑不知而起殺毒。（從癡起瞋） 

(7)普勸止惡從善，求生極樂。 

p.633【雪廬老人眉註】「爭取不急」：(1)油釜撈財。(2)起惑妄作。「財物

終散」：(1)三際憂苦。(2)增益惡根。 

最急－智慧。 法身 

次急－福德。 色身 

不急－五欲。  

p.636 line 2【消散磨滅】【五家所共】世之財物，為王與賊、火、水、惡子

等五家之共有物，不能獨用之也。《大智度論》卷 11〈1 序品〉：「富

貴雖樂，一切無常，五家所共，令人心散，輕躁不定，譬如獼猴不能暫

住；人命逝速，疾於電滅，人身無常，眾苦之藪。以是之故，應行布施。」

(T25,p.142,b21-24)卷 13〈1 序品〉：「不與取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

物主常瞋…十者、若出為人，勤苦求財，五家所共：若王、若賊、若火、

若水、若不愛子用，乃至藏埋亦失。」」(T25,p.156,b26-c3) 

p.638【雪廬老人眉註】「眷屬終離」：(1)怨從親生。(2)宜制情愛。(3)生死

獨往。(4)六趣分途。 

p.639【雪廬老人眉註】「自受業果」：(1)相續有根。(2)耽著毒欲。 

p.642【雪廬老人眉註】「勸發深思」：(1)初昧可原。(2)觀他當省。(3)機逝

無補。 

p.644【雪廬老人眉註】「指歸極樂」：(1)易墮惡趣。(2)世榮不常。(3)勿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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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戒。 

p.643 line 2【入惡道無有出期】八熱地獄（八大地獄），分為等活、黑繩、

眾合、叫喚、大叫喚、焦熱、大焦熱、無間（阿鼻）。等活地獄，壽五百歲，

其一日一夜相當於四王天的壽五百歲；四王天的一日一夜又相當於人間的五

十年（(360*50*500)*360*500=1,620,000,000,000=1.62*10
12
）。等活以下至

焦熱地獄的有情是壽一萬六千歲，其一日一夜相當於他化自在天的壽一萬六

千 歲 。 他 化 自 在 天 的 一 日 一 夜 相 當 於 人 間 的 一 千 六 百 年

（(360*1,600*16,000)*360*16,000=5.308416*10
16
）。大焦熱地獄是半中劫，

無間地獄是一中劫。～《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645 line 5【師心自用】師心－1.以心為師，自以為是。＂2.以心為師，

不拘泥於成法。猶言獨出心裁。「師心自用」：謂只憑主觀，自以為是。～(漢

語大詞典)《大般涅槃經》卷 28〈11 師子吼菩薩品〉：「願作心師。不師於心。

身口意業不與惡交。能施一切眾生安樂。」(T12,p.534,a4-6)湛然《涅槃經會疏》

卷 26：「願作心師有二解：一云。只是前後兩心。前心起惡。後心隨流者。

此非心師。前心起惡。後心能止。是則心師。二解。以假人制心。不隨心作。

所作假人。人是心師。今明太近上文云。諸佛所師。所謂法也。心緣於法。

法為心師。深淺自在。」(X36,p.707,b24-c4) 

◎心得開明第三十四 

1.本品彌勒領旨，心得開明。佛復垂訓：(一)當斷惑念佛，知苦修善。(二)

自利利他，轉相拯濟。(三)重示樂國勝果。(四)諭除疑悔，免生邊地。 

2.「實當念佛，截斷狐疑。」「宜自決斷，洗除心垢。」「宜各精進，求心

所願；無得疑悔，自為過咎。」「受佛明誨，專精修學。如教奉行，不

敢有疑。」以上經文若得受用，明顯表示自己「心得開明」之義。 

3.「雖一世精進勤苦，須臾間耳；後生無量壽國，快樂無極，永拔生死之本，

無復苦惱之患；壽千萬劫，自在隨意。」吾人於此經文應深思、深信，

方不辜負大慈悲父釋迦世尊的苦心！ 

p.655 line 9【略論】曇鸞《略論安樂淨土義》卷 1：「又有一種往生安樂，

不入三輩中：謂以疑惑心，修諸功德，願生安樂。」(T47,p.1,c25-p.2,a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