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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的大願阿彌陀佛的大願阿彌陀佛的大願阿彌陀佛的大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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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淨業三福淨業三福淨業三福淨業三福 4 

《佛說觀無量受佛經》云：「我今為汝廣說眾譬，亦令未來世一切凡夫，欲修淨

業者，得生西方極樂國土，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如此三事，名為淨業。6 

佛告韋提希，汝今知否？此三種業，乃是過去，未來，現在，三世諸佛，敬業正

因。」 8 

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人天乘善法＝下士道） 

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聲聞乘善法＝中士道） 10 

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善。（菩薩乘善法＝上士道） 

 12 

二二二二、、、、根本三要根本三要根本三要根本三要：：：： 

(一)、出離心：厭離娑婆，欣求極樂。 14 

○ 看破（智慧）。放下（功夫）。 

○《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 16 

(二)、慈悲心：《普賢行願品》經云：「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体故，因於眾生

而起大悲，因於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正等覺。」 18 

(三)、菩提心： 

1. 大乘的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20 

○《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 

眾生無邊誓願度 (恩德／目的)         菩薩願 (成佛的因) 22 

煩惱無盡是願斷 (斷德／自利)         菩薩行 (品德) 

法門無量誓願學 (智德／利他)         菩薩行 (學問) 24 

佛道無上誓願成 (結果)               菩提果 (成佛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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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淨土的菩提心：教化眾生和引導眾，生到有佛國土心。 2 

○ 曇鸞大師《往生論註》云：「此無上菩提心，即是願做佛心；願做佛心，即是

度眾生心；度眾生心，即攝取眾生，生有佛國土心。是故願生彼安樂淨土者，要4 

發無上菩提之心。若人不發無上菩提心，但聞彼國土，受樂無間，為樂故願生，

亦當不得往生也。」 6 

3. 同共發心：心、願、行、解；悉同彌陀。 

○《大悲心陀羅尼經》指出「大悲心的十種相貌」： 8 

(1) 大慈悲心是、(2) 平等心、(3) 無為心、(4) 無染著心、(5) 空觀心、(6) 恭

敬心、(7) 卑下心、(8) 無雜亂心、(9) 無見取心、(10) 無上菩提心。 10 

○ 觀想所需要的條件有三： 

(1) 實設【能緣境】。(2) 意變【所緣力】。(3) 禪定力【三昧力、心量】。 12 

 

三三三三、、、、三無漏學三無漏學三無漏學三無漏學：：：：戒戒戒戒、、、、定定定定、、、、慧慧慧慧 14 

(一)、《楞嚴經》云：「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 

(二)、彭際清《愣嚴經》云：「行者既發菩提心，當脩菩提行。於世出世間所有16 

一毫之善，乃至無邊功德，悉以深心、至誠心、迴向極樂，亦得名為一向

專念；不必棄捨百為，乃為專念。以佛性遍一切處，有棄有捨，不名念佛。」 18 

(三)、解行相應：夏蓮居老居士云：「廣學原為深入，專修即是總持。」 

 20 

○ 解門：廣學原為深入＞＞廣學妙法，隨喜讚歎。 

○ 行門：專修即是總持＞＞一門深入，長時薰修。 22 

○ 橫：(１) 專修       (２) 廣博       (３) 精純。 

豎：(１) 精熟【聞所成慧】＞ (２)圓解【思所成慧】＞ (３)實踐【修所成24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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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行願品》云：「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2 

 

四四四四、、、、般若般若般若般若為導為導為導為導，，，，淨土為歸淨土為歸淨土為歸淨土為歸：：：： 4 

(一)、真俗二諦、圓融無礙。 

1. 沈善登老居士在《報恩論》：「淨宗之妙，在不離佛法而行世法，不廢世法而6 

證佛法。」 

2. 《六組壇經》：「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8 

3. 印光大師提倡：(俗諦)：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因果報應，六道輪迴。 

        (真諦)：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信願念佛，求生淨土。 10 

(二)、淨土法門之殊勝： 

1. 《彌陀要解》：「信願持名，一經《阿彌陀經》要旨。信願為慧行，持名為行12 

行。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味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故慧行為前

導，行行為正脩，如目足並運也。」 14 

2. 西方彌陀的淨土有四個特色： 

(1) 穩：慈悲加祐、令心不亂。 (2) 易：三根普被、利鈍全收。 16 

(3) 普：上至等覺、下至五逆。 (4) 妙：暗合道妙、巧入無生。 

 18 

五五五五、、、、覺路進程覺路進程覺路進程覺路進程：：：： 

(一)、夏蓮居老居士云：「理明、信深、願切、行專；功純、業淨、妄消、真願。」 20 

(二)、念佛的次第：(１) 逆境中能念佛。      (２) 順境中能念佛。      (３) 

病痛中能念佛。   (４) 黑暗中能念佛。     (５) 作夢中能念佛。    (６) 生22 

死時能念佛。    (７) 往生時能念佛。 

 24 

六六六六、、、、修持方法修持方法修持方法修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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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養：早晚各一次，燃香供養阿彌陀佛，或西方三聖的聖像。 2 

(二)、拜佛：專拜阿彌陀佛，或大悲觀世音菩薩（108 拜／天） 

(三)、拜懺：專拜淨土懺、或淨修捷要（夏蓮居老居士編），或大悲懺（1~2 次4 

／天），回向求生淨土。 

(四)、持名：專唸阿彌陀佛聖號，或觀音聖號（3,000、5,000、10,000 遍／天）。 6 

(五)、唸咒：專念往生咒（唸滿 30、50、100 萬遍）、六字大明咒（唸滿 30、50、

100 萬遍）、準提咒（唸滿 30、50、100 萬遍）、大悲咒（唸滿 10 萬遍）。 8 

(六)、誦經：誦淨土五經（每部經都唸滿 3,000、5,000 遍）、或《法華經、普門

品》、或專誦《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回向求生淨土 10 

(七)、發願回向：蓮池大師的「西方發願文」。   

 12 

七七七七、、、、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諸佛如來的政法是整體的，所關懷的眾生是無量無邊的；但是，《法華經》14 

云：「十方諸國土，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二)、建議修學綱領：「持戒為本，般若為導；止觀為紐，淨土為歸。」 16 

(三)、偈語：○「狂心果歇方無悶，世不能知道始尊。」 

      ○「誓盡此生出娑婆，無生而生證佛智。」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