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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77 line 6【不能憂念等】【雪廬老人眉註】「悶憒無別」、「醉後輕財」、

「裘馬換酒」。 

◎重重誨勉第三十六 

1.本品首明五惡、五痛、五燒輾轉相生之禍。次段重明三毒惡因，反復誡誨。

末段如來普勸聞經之人專精修善，更顯如來徹底悲心。 

2.作善云何第一？自端「六根」，身心淨潔，與善相應；淺言之即身心離垢

無染，身之所行，口之所言，意之所思，悉是善也。深言之「始覺智」

妙契「本覺理」，才是「與善相應」。 

3.「六根自端」，在「耳」，即為觀音大士反聞自性之耳根圓通；更就本宗，

第一之善，實即大勢至法王子之念佛法門「都攝六根，淨念相繼」也。

一聲佛號，六根俱攝。即六根自端也。又靈峯大師「佛號投於亂心，亂

心不得不佛」。心既是佛，六根自然悉皆是佛，故云「耳目口鼻，皆當

自端」。「自端」者，一聲佛號，六根自然端正也。自然「身心淨潔，

與善相應」，「善」者，「是心是佛」也。 

p.689 line 5【端正身心，與善相應】 

自端：(1)反聞聞自性。 (2)淨念相繼。 (3)是心作佛。 

相應：(1)性成無上道。 (2)入三摩地。 (3)是心是佛。 

《徹悟禪師語錄》卷 1：「一切法門。以明心為要。一切行門。以淨心為

要。然則明心之要。無如念佛。憶佛念佛。現前當來必定見佛。不假方便。

自得心開。如此念佛。非明心之要乎。復次淨心之要。亦無如念佛。一念

相應一念佛。念念相應念念佛。清珠下於濁水。濁水不得不清。佛號投於

亂心。亂心不得不佛。如此念佛。非淨心之要乎。一句佛號。俱攝悟修兩

門之要。舉悟則信在其中。舉修則證在其中。信解修證。俱攝大小諸乘。

一切諸經之要。罄無不盡。然則一句彌陀。非至要之道乎。」

(X62,p.332,c11-19) 

p.690 line -2【為之不諦，亡其功夫】【密護根門】《瑜伽師地論》卷 91：
「略有二種補特伽羅：一者不能密護根門。二者善能密護根門。云何名

為不能密護根門補特伽羅？謂如有一。於諸境界不能如理作意思惟。於

可愛色為貪欲纏之所纏縛。於不愛色為瞋恚纏之所纏縛。又於彼境不能

隨念所有過患。設有隨念。不善修習。由是因緣。心為諸纏之所覆蔽。

起諸纏已不能制伏。又是異生未得有學心慧解脫。於上無學心慧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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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如實知。由不知故。於諸有學心慧解脫亦不能滿。彼於爾時未以修力

為所依止。於煩惱品所有麁重。未能永害。又不依先善思擇力。念不成

就為因緣故。當知不能密護根門。由此三相補特伽羅。應知不能密護根

門。一由纏故。二由思擇所攝對治有缺減故。三由修力所攝對治有缺減

故。與此相違。當知白品於諸根門善能密護。」(T30,p.816,b7-24) 

◎如貧得寶第三十七 

1.此品，佛勸我們應「奉持經戒，如貧得寶」，「轉相教語，自相約檢」，

「轉相教誡，如佛經法，無得犯也」，「受佛重誨，不敢違失」；如此

必可「拔生死之苦」、「獲五德」、「升無為之安」。 

2.經曰：此土修行「一日一夜，勝在無量壽國為善百歲」，但須知經文中曰：

「廣植德本，勿犯道禁；忍辱精進，慈心專一，齋戒清淨，一日一夜」，

故謂此土進修甚難、非易，難能故可貴也。至於生彼國速得無上菩提者，

「彼無時不修故。此修善時少，故不相違也。」譬如貧賤施一錢，雖可

稱美，而不辦眾事。富貴捨千金，雖不可稱（美）而能辦萬事。二界修

行，亦復如是。 

3.本品內容分五：（1）佛勸於此土勉力修善。（2）佛重重誨勉，唯願大眾

奉持經戒，如貧得寶，珍惜此生殊勝機緣。（3）佛慈德無量，佛所行履

之處(佛法流行之處)，無不蒙受佛之教化。（4）經法漸滅，燒痛轉劇，

故復誡令捨惡修善，奉持經法。（5）彌勒大士深領佛誨，合掌敬謝；是

故我等皆當遵佛訓誨，信願持名，求生淨土。 

p.692 line 5【寶積經】《大寶積經》卷 58：「彼佛剎土。亦有行菩薩乘諸

善男子及善女人。已曾供養無量諸佛。成就忍辱。將護眾生。善自調伏。若

有眾生以諸苦惱而來加害。悉能含忍。終不放逸貪恚愚癡。善男子。由有如

此諸善丈夫。是故彼界名曰娑婆。又彼界中。亦有眾生具足眾惡。少能悔過。

其心麁猛而無愧恥。不敬佛。不重法。不愛僧。當墮地獄畜生餓鬼。彼釋迦

如來於此下劣眾生之中。悉能忍受罵辱嫌恨誹謗惱亂惡言恐愶。心如大地不

可動搖。無所違逆。若得供養及以不得。心無高下。亦無憎愛。是故彼界名

曰娑婆。爾時相莊嚴星宿聚王菩薩白佛言。世尊。我等今者得大善利。不生

於彼弊惡下劣眾生之中。佛言。善男子莫作是說。何以故。東北方有世界。

名妙莊嚴忍。彼現有佛號大自在王。其土眾生皆悉具足一向安樂。譬如比丘

入於滅定。彼之安樂亦復如是。若有眾生於彼佛土。億百千歲修諸梵行。不

如於此娑婆世界。一彈指頃於諸眾生起慈悲心。所獲功德尚多於彼。何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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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日一夜住清淨心。」(T11,p.340,b15-c6) 

p.692 line 7【思益經】《思益梵天所問經》卷 1〈1 序品〉：「日月光佛

國有諸菩薩白其佛言：「世尊！我得大利，不生如是惡眾生中。」其佛告言：

「善男子，勿作是語！所以者何？若菩薩於此國中百千億劫淨修梵行，不如

彼土從旦至食無瞋礙心，其福為勝。」」「世尊大名稱，普聞於十方，所在

諸如來，無不稱歎者。有諸餘淨國，無三惡道名，捨如是妙土，慈悲故生此。

佛智無減少，與諸如來等，以大慈本願，處斯穢惡土。若人於淨國，持戒滿

一劫，此土須臾間，行慈為最勝。……我見喜樂國，及見安樂土，此中無苦

惱，亦無苦惱名。於彼作功德，未足以為奇，於此煩惱處，能忍不可事，亦

教他此法，其福為最勝。我禮無上尊，大悲救苦者，能為惡眾生，說法為甚

難。」(T15,p.34,b19-c20) 

p.692 line -5【善生經】【優婆塞戒經】七卷。北涼‧曇無讖譯。又稱《善

生經》、《優婆塞戒本》。係佛為善生長者說大乘優婆塞戒（在家戒）的經

典。收在《大正藏》第二十四冊。《優婆塞戒經》卷 5〈21 八戒齋品〉：「凡

是齋日。悉斷諸惡罰戮之事。若能如是清淨受持八戒齋者。是人則得無量果

報至無上樂。彌勒出時。百年受齋。不如我世一日一夜。何以故。我時眾生

具五滓故。是故我為鹿子母說善女若娑羅樹能受八齋。是亦得受人天之樂至

無上樂。善男子。是八戒齋。即是莊嚴無上菩提之瓔珞也。如是齋者。既是

易作而能獲得無量功德。」(T24,p.1063,b13-21) 

p.695 line 6【朝聞夕改】見【朝過夕改】，早晨聞過，晚上即改正。形容

改正錯誤之迅速。～《漢語大詞典》何故不能改？1.環境逼迫故；2.業力習氣

所牽故；3.懺悔不力故；4.不知過失故；5.無慚愧心故；6.精進不足故；7.正
念正定不足故。 
……………………………………………………………………………………… 
昔元自實，恨繆姓者負恩，五更欲往殺之。道過一庵，庵主軒轅翁，早起誦經，見有

奇形異狀之鬼數百隨元而往，各持刀斧，勢甚兇惡。少刻復回，則相隨之人，金冠玉

佩，百十為羣，香花旛幢，和顏悅色矣。翁召問之，自實遂言：「繆負我恩，欲往殺

之。及至其門，思繆雖負我，彼妻子何辜？且有老母。殺彼一人，實殺彼一家也，於

心何忍？遂轉念而歸耳。」翁以所見告之，且賀曰：「子之行事，神明已知，必有厚

祿矣。」自實遂勇猛向善，有加無已。後果登第，位至卿相。～《感應篇彙編》 
元自實，乃是山東人氏。生來質樸魯鈍，不通文墨，但家境很富足，以田地莊院

所得為生。同鄉有一個繆君，授得福建一個官職，因缺少路費，便到自實處借了二百

兩銀子。自實因為同鄉交情很深，也不問他要借條，就如數借給了他。元至正末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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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大亂，自實被成群結隊的強盜搶劫，家財一空。當時，平章政事陳友定守衛福建，

福建一帶很是安定。於是，自實帶著妻子兒女取海道往福州，打算訪求繆君並投靠他。

到了福州以後，打聽得繆君果然在陳友定幕府中，掌權執政，頗有威勢權力，門第顯

赫。……第一天，以賓主的禮節相待，喝完茶，就送客了。第二天，也不過招待三杯

酒和茶果而已。第三天再次前往造訪，繆君顯出十分討厭，元自實正要開口，繆君急

忙說：「過去承蒙你借給我路費，我一直銘記在心，不敢忘記；不過我現在仕途蕭條，

俸祿微薄，但老朋友遠來，豈敢辜負恩德？希望能將借條還我，我自當如數陸續奉還

你借予的銀兩。」自實聽聞此言，不由惶恐地說：「我與你共為鄉親，從小交往深密，

受命周濟急難，向來沒有借條，你今天為什麼說出這樣的話來？」繆君神色嚴肅地說：

「借條確實有，只恐怕兵火之後，您已經丟失了。但是有沒有借條，我也不去計較了，

只希望放寬期限，讓我能盡力償還。」元自實只得「唯唯」而出，卻責怪他的話巧詐

狂妄，負恩背義如此。半個月以後，元自實再次登門，繆君只以好話打發他，終究沒

有一文錢的施予。就這樣反覆推托，於是很快過了半年。時值隆冬，已近新年，元自

實窮極潦倒，只好又來繆君的家，拜求並且哭泣道：「新年臨近，妻子兒女饑寒交迫，

袋裡沒有一文錢，米缸裡沒有一點餘糧。過去你所欠的銀兩，今天我也不敢再求你歸

還，只求您像《左傳》裡所說的：捐一斗水救活涸轍中的鮒魚，施一壺熟食來救翳桑

的餓人，這就是舊友的恩賜了。懇望您憐憫憐憫我吧！」說著，一頭趴伏在地。繆君

扶他起來，扳著指頭算日子，告訴他說：「再過十天，應該是除夕，你可以在家專心

等待，我從俸祿中分給你祿米二石、銀子兩錠，派人快馬送到你家，作為過年的費用，

希望不要以少為怪。」並且又再三叮囑，不用外出等候。到了那一天，全家盼望。元 
自實端坐在牀上，派小兒子到閭裡的門前打探。到了晚上，竟然還是一無蹤跡和

音信。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了，元自實被繆君一誤再誤，一粒米一束柴都來不及置辦，

妻子兒女相對哭泣。元自實憤怒得不能自遏，暗地裡磨了一把鋒利的刀，坐著等待天

亮。等到雞叫更鼓停止，他就直接奔往繆君的家，打算等他出門時一刀刺死他。…… 

【先被病殃】蛇皮癬：病名。因患部皮膚如蛇皮或魚鱗狀，故稱。症狀為皮膚成灰色，

乾燥粗糙，而有鱗屑，摸之有刺手感。冬重夏輕，病程纏綿。中醫認為多因血虛生風，

皮膚失於濡養而成。治宜養血祛風潤燥，並用藥膏外塗。 
有關蛇皮癬的記載見於隋代《諸病源候論》﹐說皮膚如蛇皮而有鱗甲﹐叫蛇身。由血

氣不能潤於皮膚所造成。本病多由先天稟賦不足﹐後天脾胃失調﹐營血虧損﹐以致血

虛生風﹐風勝則燥﹐皮膚失於濡養而成。遺傳是一個重要因素。蛇皮癬多在出生後不

久或幼年開始發病﹐兒童期開始明顯﹐輕者至青春期後可逐漸好轉﹐但不會消失。皮

膚粗糙伴有糠秕狀的鱗屑﹐如蛇皮或魚鱗﹐呈菱形或多角形﹐淡褐到深褐色不等﹐對

稱地發生在四肢伸側﹐尤以肘､膝的伸側面為重。夏季減輕﹐冬季加重。嚴重者皮膚

肥厚､皸裂､疼痛﹐伴有掌跖角化過度﹐指(趾)甲粗糙､變脆﹐毛髮稀疏､乾燥。治宜

養血祛風潤燥﹐方用四物湯合桂枝湯加丹參､黃耆､枸杞､首烏､黑芝麻等。外治﹕

杏仁 30 克､猪油 60 克﹐搗爛如泥﹐塗搽皮膚﹐每日兩次。～《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