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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生淨土 

前言： 

很多人都以「持名」為念佛，以「西方極樂世界」為淨土。 

雖也沒錯，但太狹隘了。 

今天試從更大的視野來看此主題。 

佛義： 

佛者，覺也。已覺、未覺、求覺。 

如釋迦牟尼佛，是已覺者；而我等是未覺者。 

故未覺者為「求覺」而修的一切法門，即是「念佛法門」。 

然外道就不求覺嗎？外道也修念佛法門嗎？不是！ 

故未覺者為「求覺」而修「已覺者」所教授的一切法門，即是念佛法門。 

對我們而言，在娑婆世界中，「已覺者」即是釋迦牟尼佛。 

故為求覺，而修釋迦牟尼佛所教授的一切法門，即是念佛法門。 

所以大小乘及各大宗派，哪個不念佛呢？ 

參「念佛者誰？」 

念佛的層次： 

見佛性、嚮佛德、習佛行、觀佛相、持佛名。 

見佛性：禪宗常云，見性成佛或頓悟成佛。在經論中也常說：見法即見佛。

這都是就「見性」而言。 

在《楞嚴經》大勢至念佛圓通章中有「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

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 

很多人都把「念佛」，當「持名」。但持名修得再好，頂多證得一心不亂，

不可能入無生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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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見性，才可能入無生忍。 

因此這段乃是：以念「佛心」，而入無生法忍。而佛心，即是真如心也。 

《楞嚴經》是主張「捨識用根」的，怎麼會與「持名念佛」糾纏不清呢？ 

悟在楞嚴，根大即心性。 

嚮佛德：佛的德，或云三德：法身德、般若德和解脫德；智德、斷德、恩

德。或云：四無所畏、十力、十八不共法等。 

為都是果位的證量，若不從因位努力者，終究是「空中樓閣」而已！ 

因此不必多說，但也不能不說─當知目標為何？ 

古來說的念佛層次，即未必有此項也。 

雖未即至，然心嚮往之。 

習佛行：佛的三行，即身、口、意三業也。 

身者，為戒的典範。 

口者，講經說法，為教之綱領。 

意者，定慧等持、弘法度眾。 

故習佛行者，即從聞、思、修，而得戒、定、慧也。 

觀佛相：如說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或《觀無量夀佛經》中說有十六 

觀法。 

然轉輪聖王，亦有三十二相；故觀相不等於觀佛。於《金剛經》有云：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見如來。 

甚至說當前人所見到的佛像，都是凡夫俗子雕的、畫的；哪有相好呢？ 

有畫家問：畫佛像，一定要符合《佛說造像度量經》所制定的比例嗎？ 

我答云：中國有中式的比例，西藏有藏式的比例；哪得遵行一定的比例？ 

後來我想：佛有千百億化身，豈有一定的形相；更何況得遵行一定的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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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什麼都是，也什麼都不是了！ 

但相應者，不妨當做攝心入定的方便。 

持佛名：眾皆以德為名，而未必名符其實。 

佛也是以德為名，且必名符其實。 

然德有千千萬萬，持只一單名。如大海中，只取一瓢；乃掛一漏萬爾！ 

但相應者，不妨當做攝心入定的方便。 

 

在上述五種念佛法門中，見佛性、慕佛德太高，不可能當入手的方便。 

而觀佛相、持佛名太狹隘了，也顯現不出佛法的特色。 

因此，通修的念佛法門，乃以第三的「習佛行」為軸心。 

可上升至一、二，亦可下基於四、五。 

這即是從聞、思、修，而得戒、定、慧也。 

生何淨土？ 

或問：單如此修，就能往生淨土嗎？ 

答云：心淨則國土淨。既修的是淨因，當結淨果，而往生於淨土。 

再問：不需要發願嗎？ 

答云：以業為主，隨業往生。 

如造惡業者，雖未發願，亦得墮諸惡道。 

反之，既修善業，即生天道。若修淨業，即生淨土。 

於是依行者淨心的程度，而適配有多方的淨土─如九品所謂。 

是以在佛經中，最早說的淨土，既不在西方，也不在東方，而是在「上方」。 

四禪天中的「五淨居天」。這是三果聖人往生之處。 

其於淨土，必「一生成辦」而證得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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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二果、初果聖人，會往生何處？經典中不確定！ 

至少低不墮三惡道，高不到色界天。 

但對二果、初果聖人而言，會往生何處？其都不必在意。因為都已證得「不

退轉」了 

因此狹義的淨土法門，是對「學人」、「未具信心者」而說的。 

所謂「未具信心者」，非對佛無信心，非對法無信心，而是對下輩子能否繼

續修學佛法無信心。隔陰之迷！ 

尤其在此末法時代，既眾生業重，又外道猖狂。故對下輩子能否繼續修學佛

法，實無信心！ 

淨土的殊勝 

一、 有佛菩薩住世說法。 

二、 皆是同參善知識。 

三、 無資生的困擾與負擔。 

至於是否無量壽，這我覺得不重要！ 

重要的：是否不退轉？殆是不退轉！ 

很多人都忘了：往生淨土，乃為繼續修學佛法；而非為享天福。 

如只是享天福，必退無疑！ 

往生的條件： 

若依《阿彌陀經》所謂：1.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2. 執持名

號，一心不亂。3. 是人終時，心不顛倒。 

在 1.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中，其實並未講明需具足什麼善根福德因

緣？ 

但善根有五：信、進、念、定、慧，非只是信爾！ 

福德：布施、持戒、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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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 執持名號，而證一心不亂。其實很不容易！ 

在 3. 是人終時，心不顛倒中，其實也全無保握：很多人臨命終時，都在

昏迷狀態，哪能不顛倒？就算不昏迷，還是無明顛倒，哪能不顛倒呢？ 

所以若依《阿彌陀經》所開的條件，大部分人就直接放棄了！ 

很多人雖早晚誦《阿彌陀經》而求生淨土，卻完全未反省：自己哪夠格呢？ 

若依《無量壽經》所謂：其有至心願生彼國，凡有三輩。 

其上輩者：捨家棄欲而作沙門，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無量壽佛。修諸功德，

願生彼國。 

其中輩者：十方世界諸天人民，其有至心願生彼國。雖不能行作沙門，大

修功德。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念無量壽佛。多少修善，奉持齋戒，

起立塔像，飯食沙門，懸繒然燈，散華燒香。以此迴向願生彼國。 

其下輩者：假使不能作諸功德，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意乃至十念，

念無量壽佛願生其國。若聞深法歡喜信樂，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於彼佛，

以至誠心願生其國。 

依此而言，中輩者，乃以布施、持戒、供養三寶而培福，雖有福而無慧！ 

 下輩者，徒有信願，而無福慧。上輩者，則應福慧具足，包括禪定的福。 

以三輩的說法，較適中；尤其中輩的條件，既不太苛，也不太鬆。 

一向專念無量壽佛：未必是持名爾！ 

念某人，未必呼其名！ 

若依「四十八願」的說法，則有： 

第十八願：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

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第十九願：設我得佛，十方眾生，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

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眾圍繞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 

第二十願：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聞我名號，繫念我國，植諸德本，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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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 

其中的「修諸功德」和「植諸德本」，標準也不低啊！ 

至於第十八願的「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則和下輩，類相似

也。 

其實，至心信樂，也不容易哩！未將之排第一順位。 

乃至十念，心猿意馬者，不能十念。 

最後，再依《觀無量壽佛經》中說： 

下品下生者，或有眾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如此愚人，以

惡業故，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如此愚人，臨命終時，遇善知

識，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

「汝若不能念彼佛者，應稱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

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所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

時，見金蓮華，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即得往生極樂世界。是

名下品下生者。 

其實，五逆十惡之人，臨命終時，能遇善知識，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

令念佛的機會，將近是零。 

因為臨命終時，惡道相前；什麼善知識也顧不了了，哪還能聽他為說妙法，

種種安慰呢？ 

其實，我們不必論辯五逆十惡之人，能否往生淨土。因為在座都非五逆十

惡之人。 

就因果而論： 

往生淨土乃依兩個條件：一、具足信願，且信願是指「信三寶、願修學」。

故《無量壽經》的三輩，都要發菩提心─即是指「信三寶、願修學」也。 

二、具備天福，淨土的資生受用，與天道相近。故有天福者，才能往生淨

土。 

三、在天福中，又有布施、持戒、禪定的差別。故欲往生上品之淨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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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有禪定、智慧的條件。 

自力與他力： 

有人會說：其實，淨土法門最殊勝處，乃為有「他力加庇」，故可「帶業往

生」也。 

說到「帶業往生」，我倒要問：三界六道中，哪道不是「帶業往生」的？ 

都是「帶業往生」的啦，所以有什麼稀奇呢？ 

哪「佛力加庇」呢？我再問：在所修學的法門中，有哪些是純自力的？ 

應是沒有！ 

既無純自力的，就有純他力的嗎？當也沒有！ 

因此「自他」是相輔相成，如所謂「天助自助」者。 

既「自他」是相輔相成的，那兩者的相成，是「加法」？還是「乘法」？ 

若是「加法」，一方是零，加後非零。 

若是「乘法」，一方是零，乘後還是零。 

其實，當是「乘法」，若自力是零，乘後還是零。 

所以雖有「佛力加庇」，自己也不能不努力。 

若自己可不用努力，即無「信願行」也沒關係！ 

事實不然，淨土法門雖強調有「佛力加庇」，還是得靠自個去努力！ 

發願與標竿 

發願，有廣義的願：如前所謂「信三寶、願修學」。 

狹義的，如淨土法門都會強調「願生彼國」。 

就願而言，廣義的願不能不發，否則就不是三寶弟子了。 

至於狹義的願，則因人而異。 

有些人認為不必標指哪個淨土，只要盡心去努力，自有相應的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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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卻習於標指明確的處所，如西方極樂世界等。 

但是在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條件裡，落差太大，反而無法落實。 

很多人得付出時，都撿最輕鬆的。求果德時，又貪最大的。 

所以我的建議是：標竿不必指處所，而是指品位。 

於上中下品中，抉擇必達的品位。 

當然對大部分人而言，上品太高，而無信心；下品太低，容易懈怠。故以中

品為宜。 

前云：淨土的資生受用，類於天道。 

故上品為色界天，中品為欲界天中的「空居天」，下品為欲界天中的「地居

天」。 

眾所周知，彌勒菩薩的兜率內院即在「空居天」內。 

因此，以往生兜率內院的條件，當做自個努力的標竿，反而是較明確的 

云何努力？ 

一、 皈依三寶，而具信願。 

二、 從聞思中，建立正知見。 

三、 從正知見中，布施、持戒（五戒、十善為根本）。 

四、 標指中品的淨土為基礎。 

五、 若有餘力，再修觀、參禪。 

上可升，下可守。 

作個睿智的抉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