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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日休，安徽龙舒人，后世以地名尊称为龙

舒居士。南宋高宗朝时，考取国学进士，弃官不做。

博通群书，曾注解六经诸子数十万言。一日，放弃说：

“此皆业习，非究竟法，我的归宿在西方。”从此精

进念佛，专修净土。六十岁时，还不顾风雨寒暑，跋

涉千里去教人净土法门。每天固定礼佛千拜作为日

课，直到深夜才休息。 

乾道年间，庐陵人李彦弼得重病快要死去，他梦

见一人自称龙舒居士，告诉他说：“你起来喝白粥，

病就会好。你还记得阙仲雅教给你的修行捷径吗？”

李彦弼说：“记得，每天念佛不断。”李醒来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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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碗粥喝下，就立即病愈了。李开始不认识龙舒，

后来见到他的画像，与梦中所见一样，就叫孩子去他

那里求教。 

龙舒居士往生的前三天，向所有的道友告别，劝

勉精修净业。话语中流露不复相见之意。 

往生的这一天，他照常为众学子讲解经书的义

理。然后如往常一样，持诵礼拜到三更，忽然高声念

佛数声，说：“佛来接我。”说完，屹然站立往生。 

当时，有同乡人梦见两个青衣童子引着龙舒往西

方走。李彦弼听到此事后深受感动，发心刻龙舒像，

叙述其事迹，使之远近传播。从此，当地很多人都供

奉龙舒居士。 

这本净土文，上自王公士大夫，下至屠夫、乞丐、

僮仆、奴婢、衙门差役，及艺人、妓女，都以净土法

门劝勉引导，文字浅显，又善用种种譬喻，读来如父

兄教导子弟，循循善诱，曲尽婆心。 

到了元朝，吕元益发心重刻《龙舒净土文》，刻

到第四卷第九、第十板时，板中出现三颗舍利，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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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 

印光大师最初了解净土也来自此书。印祖出生六

月即出现眼病，几乎失明。后来虽然治愈，但视力已

受损，眼睛稍发红就不能视物。 

后来他出家去受具足戒，因为擅长写字，凡是戒

期中书写的事，都让他代作。由于书写过多，两眼发

红，像灌了血一样。幸亏他在湖北莲花寺充做照客时，

曾于晒经过程中读过《龙舒净土文》，知道念佛往生

净土是即生了生脱死的要道。由此次眼病发作，领悟

到身是苦本，就于闲暇时专心持念佛号。夜晚，大众

入睡后，他又坐起念佛，即使写字时，也心不离佛。

因此虽然力疾书写，也能勉强支持。等书写之事完毕

时，眼病也痊愈了。由此他深信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

日后自行化他、一心以净土为归，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莲池大师赞叹龙舒居士说：“龙舒劝发西方，最

为激切恳到，非徒言之，亦允蹈之。至于临终之际，

殊胜奇特，照耀千古。呜呼！岂非净土圣贤，入廛垂

手者耶。（龙舒劝导人发起求生西方之心，最情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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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诚恳周到了。不只是说说而已，还切实履行。至

于临终之际，殊胜奇特，照耀千古！呜呼！岂非回入

人间度众生的净土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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Ồ  

 

ԍ ᴶ Ї Ὶ ҿ‰ ɼ

҅ Ї ָװ Ὶ ɼ ָָΐ Ї

Ὶ Ғ ɼ 

龙舒居士说：我遍览了大藏经及多种往生传，摘取

其中要义，写成这篇净土文，无一字无根据。所以，不

要以我人微而轻忽我的言说。我是想让人人都了解净

土，因此行文直白，不加文彩。 

ԍ ָӤɼқᴶ‰ Ғ҅Ї װ ⌡

Ӑɼ 

我是龙舒人。世间流传有多种净土文，我以家乡

地名命名此文，以示区别。 

 

 

 

‰ Ӑ Ї ԓ Ӑ ɼ ῚᵯꜗЇӈ

ԓ ɼҒ Ї ҿװ ӐԐ ɼ Ғ Ὶ

ԓ ╦Ӥ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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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法门，在现前的生活中多有功效。而它后期

的功效会在来世不断看到。不了解的人误以为净土法

门只利益人的后世，殊不知大有益于生前。 

ᵫ∑КᵱӐ װ ָ Ї ɼғὰ Ӑ

װ ָЇᵫװ К Ὶ Ғ ɼ 

为什么？佛之所以教导人，无非是导人行善。这

与儒教教人之处有何不同？只是彼此使用的名词不

同罢了。 

佛教的宗旨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

意。”所以，佛是要人达到至善。 

Ὶװ‰ ҿ Ї∑ ԓ Ӑ Е Ӑ

Ї Ӑ Ї Ӑ ҿЇ ɼ 

所以，人要志在净土，就在他的日用中，无论心

之所想、口之所言、身之所为，都无往而不善。 

“以净土为心”，就是以净土为目标。心即是土，

土即是心。以净土为目标，就是以净心为目标。所以

志在净土的人，必定会断恶行善，无往而不善。 

∑ҿ ɻҿ ɼ қ∑ָ ӐЇ ᵧӐЇ

Ї ɼ ӐЇ∑הᵱӐ Ї

‰װ ҿ Ї ԓ ╦ӓ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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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口意奉行善法，就是君子，就是大贤。在现世，

人敬他，神佑他，福禄可增、寿命可延。由此看来，

遵佛教导，以净土为心，谁说对生前无益？ 

《感应篇直讲》上讲：作善的人，顺了人心，故

人把恭敬报他，有多少称扬祝颂的情。作善的人，合

了天心，故天把保佑报他，有多少巧凑妙合的事。作

善的人，有富寿康宁的福，不求自至的；有居官受职

的禄，不谋自来的，这是善人享荣华的报。作善的人，

邪神都要退避他，故疫魔疠鬼，不敢侵犯；正神常要

拥护他，故消灾解厄，托赖安全，这是善人享康健的

报。 

善是一切安乐之本，世间的一切圆满都依善而

生。以净土为心，净治身语意，奉行善法，当然有益

于生前。 

Ὶ ҿҟ Ї Ғ Ҙ ԓ ɼ

Ї֤ װ Ї װ ɼ

Ғ Ї ԓ Ὶ ɼ Ғ Ї

ԓ ӓ ɼ Ї ɼ ҿ

ᵫК ҿ ᵫК ӐЇ∑הᵱӐ Ї װ

‰ ҿ Ї ԓ ╦ӓК 

次一等人为业缘所夺，而不能一心专志行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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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习弱，恶习强，一时还做不到清净无染。），但只要

立志不移，就能使恶缘从此减少，使善缘从此增多。

恶缘减之又减，终究达到绝恶的境地；善缘增之又增，

终究达到纯善的境地。到此，无丝毫之恶，全心是善，

不是君子，又是什么？不是大贤，又是什么？由此看

来，遵佛教导，以净土为心，谁说对生前无益？ 

Ὶ ЇҒ ӎӐ ЇҒ ↓ Ӑ Ї

ⱵӐҿ Ї ⱵӐҿשׂ ɼ 

再次一等人，浑浑噩噩，不知礼义的所在，不知

刑罚的可畏，唯一崇尚气力，趋向势力。 

能知尊卑大小，不违准则，即是礼；能判别是非，

所行合乎善道，即是义（义是合宜之义）。“不知礼义

之所在”，即不知世上有礼义的存在，所为与礼义背道

而驰。表现为：不孝父母，轻慢师长，交友无信，忘

恩负义，反叛暴戾，横行威势，侵犯他人等等。 

“不知刑罚之可畏”，即不知造非礼非义的罪业，

现世受法律制裁，遭受厄难，来世还要堕在恶道中长

劫受苦。 

“惟气力之为尚，惟势力之为趋”：既不知有礼

义需遵行，有刑罚需畏惧，便使人唯一崇尚权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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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以为拥有权势、能力，就可以在世上肆意妄为，

谁也奈何不了他。岂不知因果律不随个人意志为转

移，即使你不承认它，它都会丝毫不爽地起作用。为

所欲为的结局，只是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װ ҿ Ї∑֤ ɼ ҿ

Ғ ԓ ӎЇ֤ ԓ ӎ ɼ Ғ

ӓ↓ Ї֤ ԓ↓ ɼ װ ָӐ Ї

ҿ Ӑ ɼ ָ ᵱ Їқ ҿ ָЇ

Ὶ Ӥɼ Ӑɼ∑הᵱӐ Ї ‰װ ҿ

Ї ԓ ╦ӓɼ 

如果这类人能立志修净土，也一定知道反省自

责。行为即使不能全合乎礼义，也必定接近礼义。即

使不能尽超出刑罚，也必定远离刑罚，渐可脱离小人

范畴，终归为君子。常人稍知佛理，世间人就视他为

善人，这就是佛法教化的效果。由此看来，遵佛教导，

以净土为心，谁说对生前无益？ 

Еה Ӑ Ї ὰװ ҿ Ї Ғ ԓ

╦ӓКᵫ ‰ ɼ 

有人说：遵从孔子言教，奉行儒教，不就能利益

生前吗？何必再修净土？岂不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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Е қ 1 Ї ₴қ ɼқ Ї∑Ғ

₴ԓ ɼ₴қ Ї∑ Ӑ ɼ‰

ԓ ╦Ї ԓ ЇװῚῡқ ₴қ Ӥɼ 

答：孔子设立的儒教是世间法，并非出世间法。

世间法虽能给解脱道做基础，但不能超出轮回，出世

间法则直超轮回之外。净土法门不但有益于今生，还

有益于后世，因为它兼具世间法与出世间法。 

轮回的根源为我执，由我执起惑造业而造成轮

回。世间法没有开示无我空性，也没有开示戒定慧三

无漏学，更没有开示仗佛力带业往生、直出轮回的特

异方便，所以其功能只成就人天善趣，不能超出轮回。

而修持净土，心善、口善、行善，现前能得到世间安

乐，把这一切善根回向西方，又成为净土资粮，命终

往生净土，从此只进不退，终至福慧圆满而成佛。所

以说净土的教法贯通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从现前至究

竟间，相续不断地作利益。 

 
 

 
1 此处说的世间法，并非世间八法，而是指能成办世间暂时安乐的正法，

即人天乘正法。出世间法指能了生死、超出世间的正法，即声闻、缘觉、

菩萨三乘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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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Ӑ Ї ɼ Ὶ Ї∑ ԓ Ӑ

Ї ɼ╦ Ӥɼ Ὶ Ї∑ ԓ

҅ Ӑ Ї Ғ Ї Ӥɼ 
 

净土法门有理有迹。理是内在的妙理，了知一切

事相不出于这一念心。迹是外在所现的修行。 

说到净土妙理，就在日常起用中，从没有离开，

也就是前篇所说的“心净、语净、身净就是净自土”。

从早到晚，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中的一切善根都回向

往生，就都成为净土资粮。误犯过失，诚心忏悔，回

向西方，也成为净土资粮。 

说到它的表现，早晨喝一杯茶的功夫，就能做净

土修持，不必整天固定在一种方式上，就是所谓的十

念法门。 

此法是宋朝慈云忏主为王臣政务繁忙、无暇修持

的人设立的。今天事务繁忙的在家人，也可依之修持。

方法是每天早晨盥漱完毕，礼佛三拜，正身合掌念“南

无阿弥陀佛”。尽一口气为一念，念至十口气，最后

念发愿偈回向。念完之后，礼佛三拜而退。没有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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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向西问讯。 

为什么尽一口气念？因为众生心思散乱，又无时

间专门念佛，尽一口气念就是借气摄心，心自然不散

乱。但须随气长短，不能勉强多念，勉强了会伤气。

念佛声音不高不低、不缓不急，调停适中，如此念十

口气，连续不断。而且，只可念十口气，不可念二十、

三十口气，多了也伤气。这样做的原因：以散乱心念

佛，难得往生，而此法能使心归于一处，一心念佛，

决定往生。念数虽少，功德很大。（出于《印光大师

文钞》） 

ḷ Ӣ Їָָ ḷɼװ Ӑ

ָЇᵱ֤Ғ ɼ Ї∑ҿ ɼ

Їָ װ ɼ ӊҿ Ї҅ ӐЇ∑

ҿ ɼ ӐָЇ Ґ №Ї֤  ḷɼװ

修持法门有从低至高的九种品类，人人可以修

持。即使罪恶之人，佛也不舍弃，只要回心向善，就

成为善人。所以，十念法门，人人都可以修。就像一

间黑暗室，千年没有光照，一灯照耀，顿时明亮。所

以，即使杀牛宰马的人，放下屠刀，也能修持，也能

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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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唐朝张善和，一生以杀牛为业。临终看见群

牛说着人话来讨命。他惊恐万丈，叫妻子说：“快请

僧人为我忏悔。”不久，僧人到了，对他说：“《观经》

里讲，临终恶相现前时，至心念佛，就能往生。”张

善和说：“地狱相现了，太紧急，来不及取香炉！”他

就左手举火，右手拈香，面西恳切念佛，还没念到十

声，就说：“佛来接我。”由此往生。 

ḷװ Ғ Ї֤Ғ ҅⅓ḠԐɼ Ғ

ҟЇ Ғ ḷ Ї Ғ Ї  ָҒ

Ї ῎ Ғ ԐҏЇ Ἵ Ғ ɼₐ҅

⅓ ҿЇ Ғ ɼ ЕῚḷ Ї ԓ

҅ Ӑ Ї ҿҌҌ꞉Ғװ Ӑ ɼָᵫҿ

ҒḷӓК 

所以修持并不难，也不妨碍做一切世间事。做官

不妨公职，读书不妨求学，经商不妨贩卖，务农不妨

耕种，在公门不妨承事上级，出家不妨参禅。凡一切

作为，都不妨碍。因此说：其修持工夫只在早晨喝一

杯茶的时间上，就可以成为万万劫不失坏的资粮。人

为什么不修呢？ 

净土法门的殊胜之处，就在“不离世法，能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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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法”。谁都能念六字名号，念得纯熟，可以工作而

不离修持。比如，扫地，可以边扫边念；走路，可以

边走边念；洗碗，可以边洗边念……，以至于做一切

不用心的事，都可以念。 

比如，宋朝湖南人黄打铁，原先是个军人，后来

以打铁为生。每次打铁时，边打边念阿弥陀佛，从不

间断。有一天，他托邻居代他写一首偈，广劝人念佛。

偈语为：“日夜叮叮当当，久炼成钢；太平将近，我

往西方。”说完即安详往生。 

清朝有个木匠叫沈承先，七十多岁时，持斋念佛，

专修净土。手中斧头不停，口里念佛不断。康熙十年

三月，他预知时至，三天前即告别所有的亲友说：“我

要生西方了，以后不再见面。”又告诉儿媳：“明天是

十五，我要往生。”第二天一早，他沐浴更衣，向西

端坐，烧好香，趺坐而化。 

以上两位居士都把净土的修持贯彻到了工作、生

活中，用几年功夫就修成了。 

阿弥陀佛发下的宏愿，是要普度法界一切有情。

依仗愿力，具缚凡夫即生就能往生净土，这是体现了

阿弥陀佛的方便力已达极点。没有这样方便至极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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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具缚凡夫怎么能一生就超出轮回呢？尤其当今时

代，染缘炽盛，世间人每天从早到晚地工作，种种业

缘牵缠一身，单凭自力，有几人能得解脱？而净土法，

人人能修，人人有望成功。 
 

以下举例子教诫常人既对小得小失有喜忧，对大

得大失更应有喜忧才对。 

א Ї҅ ҩ Ӑ Ї∑ ɼ

ҿװ Ӑ ɼ Ї҅ ҩ Ӑ Ї֤

Їװҿ Ӑ ɼ ԓ Ї

Ὶ Ӥɼ ҩ ҅ ӐᴍЇ ӐЇװҿҬ ɼ

ҩ ҅ Ӑ Ї֤ ӐЇװҿ ɼ ԓ

Ї Ὶ Ӥɼ 

比如贩东西的人，花一钱成本，赚得两钱，就定

会自生欢喜，认为赚了很多。在外行路的人，一天能

走到两天的路程，心里也一定高兴，认为今天走了很

多路。这是看见外在稍有所得，心里就知道高兴。 

反之，价值两钱的商品只卖到一钱，立刻就紧皱

眉头，一脸忧愁，认为亏了本钱；走路的人用两天只

走到一天的路程，也一定忧愁，认为花费太多时间了。

所以，人在外物上稍受损失，就知道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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ᵫԓ Ӑᾩ Ї∑ װ ЇῚ Ї

Ғװҿ Кԓ‰ Ӑ Ї ӐЇῚ

Ї Ғװҿ К Ї Ї

Ӑ Ї∑Ғ ɼᵫҒ Ӑ ӤК  

为什么把自身宝贵有限的光阴白白虚度，对这样

大的损失，反而不觉得痛心？对净土殊胜难遇的因

缘，今天有幸得知，所得是非常巨大的，反而不知道

庆幸欢喜？可见，人只是见外在小有得失就知道忧

喜，而对极大之得失却不知忧喜，这是太缺乏考虑了！ 

集聚无量福德才能出现的这个人身，比十万如意

宝还珍贵，是极大的资本。在获得人身时，不用它摄

取现前及究竟的利益，反而造下众多罪业，这是极大

的亏本，损失远远超过原先成本两块钱的东西却只卖

了一块钱。人见外在小有损失，就会忧愁，而把人身

这个极大的资本损失掉，却为什么丝毫不觉得可惜，

不知道忧愁呢？ 

释迦佛在《阿弥陀经》上说：“如我今者，称赞

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说我不可思议功

德，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希有之事，能于

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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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

世间难信之法。舍利弗！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

事，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

法，是为甚难！” 

由此可见，净土法门极为难得。世上有多少人从

未听过净土法门，又有多少人虽听过，而不生信心；

又有多少人听了相信，却发不起往生愿心。我们不但

听到净土法门，还能生信；不但生信，还能发愿求生，

这有多么难得！怎么不深感庆幸呢？ 

在长劫的生死轮回中，遇到了净土因缘，这是极

大的获得，能给自己的现前和究竟带来无穷无尽之利

益。一往生胜妙极乐净土，就能见怙主阿弥陀佛，听

佛说法，开明自心，得无生忍，成就三身四智、五眼

六通，在无尽的未来，在恒河沙数的世界中，利益无

边无际的众生，这是多大的利益啊！人对一钱的商品

卖到两钱价格，就知道高兴。对这样极大的获得，反

而不知道高兴。这有多糊涂！ 

‟Ғ ╔Ї Ⱶ Ї ꜗ Ғ Ї

ָᵫҿ ҒḷӓК Ғḷ ϼ ϼ 

何况，这不费时间、用力很少，而能收到言语述



18  

说不尽的功效，人为什么不修呢？在此得人身、顺缘

集聚之际还不修持，实在可惜！实在可惜！ 

在现在一切顺缘圆满具备时，不把握机会修净

土，一旦错过，就不知要在生死中沉沦多久，不知要

等待多少生才能再得机会。所以，要珍惜这一累世勤

积善根才出现的难得因缘，把握住机会，在此生务必

往生净土。 

 

 
 

ָ ‰ Ӑ Ї ҒḪӐɼ Ӥɼ

ԓ ╦ Ї ╦ Ғ Ї֤ ɼ 

人在骤然听到西方净土的景象时，大多不怎么相

信。这不足为怪，人局限在眼前所见的境界，就认为

眼前没见到的世界也是如此而已。 

其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人间之上，还有欲

界、色界、无色界诸天，有阿罗汉所住的方便有余土、

菩萨所住的实报无障碍土、诸佛所住的常寂光土。在

十方虚空界里有无量的诸佛净土，在诸净土中，又有

阿弥陀佛建立的总集二百一十亿佛国功德庄严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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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世界。现前人间的根身、器界、受用，只是娑婆秽

土的境界，是此方人类以自身的烦恼、业力所感的。

而以弥陀悲愿与行者净业和合而感的净土，则根本不

是凡人智力所能想见。 

ҙ Ӑ Ї Ӑ ‰Ж

Ӑ Ї ╦Ӑ ҍЖ Ӑ

Ї Ӑᾥ ɼ қЇҒḪῚ

‰ᵱ Ж װ ԓ ЇҒ Ӑ

Ж Ғ ЇҒ Ӑ Ж

ԓ ᵲЇҒ Ӑ Ж ӕ ԓ Ї

Ғ ҅Ӑ ӕɼ 

比如住在贫民窟粪土里的人，哪里知道有高广大

厦的整洁？只能吃到一碗粗劣草菜的人，哪里知道有

摆满一丈的山珍海味？只在旧箱里存放少许积蓄的

人，哪里知道有金山银山堆满库仓。 

所以，处在娑婆浊世，就不信有清净庄严的佛国。

因此，生长于胞胎，就不知有莲花化生；寿不过百年，

就不知有恒河沙数寿命；衣食靠劳作获得，就不知有

自然衣食；快乐常杂有忧恼，就不知有无苦纯一之乐。 

∑ᵱӐ ЇҒ װ ╦ Ғ ҒḪӤ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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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说的事不能以自前没见到就不相信。 

一般人以眼见为实，凡是没有见到，就判定为不

存在。其实，没见到不一定不存在。比如，生盲没见

过万物的色、形，而具眼者看到存在。常人肉眼没看

到太空深处的天体和微观粒子，但不能否认有天体和

粒子存在。凡夫见识极为狭窄，眼耳等感官不能作为

判断事物有无的标准，所以不能以它断定净土是否存

在。 

‟ᵱ⅓ װָ Ї Ғ װ ָɼ 

况且，佛制定弟子守持不妄语戒，自己必不会说

妄语欺骗世人。不然，佛就是说大妄语，怎么能几千

年被无数圣贤尊为大觉世尊呢？佛是法界大导师，佛

语必定句句真实。 

以下讲述佛不说妄语的三条理由：（一）佛已经

断除妄语之因；（二）如果佛语有欺骗性，记载佛语

的经书早就应被天打雷劈；（三）古今有许多修持净

土得感应的事实。 

қָ Ї װ ⌐Ї∑װ ɼᵱ ԓ

қЇᵫ ⌐Ӑ ɼᵱ № Їᵫ Ӑ

ɼ ᵱ Ὶ Ӥ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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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一：世人说妄语，不是为了求利，就是为了

避害，只有这两种动机。比如，生意场上为求得利益

会吹嘘自己的商品；遇到生命危险时，会说妄语来避

免遇害。但佛在世间名利上无所贪求，会谋求什么利

益呢？佛视死生如同刀砍虚空，佛要避开什么损害

呢？佛无利可求、无害可避，所以，没有必要说妄语。 

қ Ҳָװҏ Ї Ғ ҬῚװ Ї‟

ᵱӓКῚ ḪЇ ɼ ᾨ ԜЕᵱ ҒḪЇ

ᵫ ḪК 

理由二：世间中等以上的人，都不肯说妄语来失

坏做人的律仪，何况至高无上的佛陀？所以佛的语言

是可信的，不必要怀疑。所以先贤说，如果佛的语言

都不可信，还有谁的话可信？ 

װ ҿ Ά Ї╔Ӑԓ Ї ₵Ӑɼ

װא Ї ╔ Їװҿ Ї ᵱӐ ɼ

ᶱװ ЇҪװ ɼᶕῚ Ӑ Ї∑ ԓ Ά

Ӑ ɼᵫҿ Ї Ғ₵Ӑ КװῚ Ӑ

Ӥɼ Ӑ ҒḪЇ ᵫḨ К ‰ Ӑ Ї

ɼ 

以前有人把忠臣诬蔑为奸党，然后把诬文刻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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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上。后来天雷击碎了此碑。现在以黄金等珍宝，绘

上彩色，镌刻装绘，作为轮藏，存放佛的言教，以香

花供养，以神龙庄严。假如佛的语言虚诳不实，那它

的严重性远远超过诬为奸党的石碑，怎么能历千百年

而不遭天打雷劈呢？就因为佛语句句真实。像这样，

佛语谛实而不信，还等谁来告诉你，才相信呢？所以

佛说的净土再没有可怀疑的。 

‟ Їḷא Ї Ғ ҒḪװ

Ӥɼ ֒ ɼ 

理由三：何况从古至今，修持净土的人得到的感

应非常的多，尤其不能不信。部分感应事迹，记在本

书第五卷。 

 

 

 

ὰ װ Ӑ Ї Ὶ ɼ װ

ҒḪ‰ ɼ Ғ ɼ װ Ғ Ї

ָҒ ɼ Ғָװ Ї‟ Ὶװ

Ὶ ӓК 

有些儒家的人以释迦佛的教徒无戒行，就轻视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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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佛的教法，因此不信佛所说的净土。这不合理。怎

么能以道士不肖就轻视老子，士人不肖就轻视孔子

呢？智者尚不会因人而废弃他的言说，何况因徒众的

行为而轻视其导师的教法？ 

部分佛教徒不守戒行，不等于佛和佛的教法有问

题。佛教徒的过错，是由他自身的坏习气造成的，不

能归咎于佛的教法。好比病人不遵医嘱按时按量服

药，导致病情恶化，这不能归咎于医生和药物，完全

是病人自己的过错。不然，以同等道理可以说，道士

不肖故，老子的话不可信；士人不肖故，孔子的话不

可信。智者们知道人和人的言说要分开看待，人不对，

不等于他的话不对；徒众和导师也要分开看待，徒众

有过错，不证明导师有过错。 

Ӑ Ї қ Ї ₴қ ɼῚқ

ғ ὰ ЇҒ װ ɼ ӃῚ Ӑɼ

Ӑ װ қָ Ї ⱷ ɼ ὰᵫ

Ғ ⱷ ɼ 

释迦佛的教法分为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佛因地初

发心、中间修行、直至最终成佛，都是为利益众生，

所以佛成道后所说的教法，都是利益众生的教法。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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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求的利益有暂时人天善趣和究竟解脱、成佛两

种。因此，佛说的正法就包括能成就人天利益的世间

正法和能成就解脱、成佛的出世间正法）。其中，世

间正法这部分与儒教相同的地方数不胜数。姑且举大

的方面来说明。释迦佛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劝勉世人，

无非是戒人造恶、劝人行善，而儒教又何尝不是戒恶、

劝善呢？ 

ҙװ ╦ Ӑɼᵱװ ɻể ɻ Їҿ

Ҏҟɼ ЕŅ ɼņ ָ ЕŅ

ῢ ɼņ Ғ К 

以目前容易体会的来说，佛把众生所造的业归纳

为身、口、意十种业道。其中，杀盗淫是应戒除的三

种身恶。而孔子说：胜伏残忍、去除杀心。诗人也说：

文王的仁慈泽被到鸟兽昆虫（把仁心拓展到爱护鸟兽

昆虫等生命），这不是教人戒除杀生吗？ 

Ғ ɼ ЕŅ

ɼņ ָ╓Ғ Ї Ғ К  

戒盗当然不用说。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喜好善

德，如同喜好美色。”诗人也讽刺人不好善德而好美

色，这不是教人戒除邪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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ᵱװ ɻ ɻҩ ɻ Їҿ ҟɼ

ЕŅָ ḪЇҒ Ὶ ɼņ Ғ ӤК

ЕŅ ת Ї ֿɼņ Ғ ӤКʃӫʄ

ЕŅ Їה ɼņ Ғ ҩ ӤК

Ӑ Ӑ Ї ԓ ɼ ЕŅᴺָ

Ӑ Ї ԓ ɼņ Ғ Ӑ Ӥɼ 

佛把妄语、绮语、两舌、恶口定为应戒除的四种

口恶。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人若说话无

信，不知道他如何来立身处世。）”不是教人戒除妄语

吗？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花言巧语善于伪饰的

人，少有仁心。）”不是教人戒除绮语吗？《书经》中，

舜帝对大禹说：“你不要当面听从，背后又有怨言。”

不是教人戒除两舌吗？恶口是指口中发出恶怒之声，

还不至于说肮脏话，而荀子说：伤人的语言比利矛刺

人还深。这未尝不是要人戒除恶怒之语呀！ 

ᵱ װ ɻ ɻ Їҿ Ҏҟɼ ЕŅ

ӎɼņ ∑ ɼ ЕŅᵅ ЇҒ

ɼņ ∑ ɼ ЕŅ Ғ Ї ҿҐɼņ

∑ Ӥɼ 

佛又以贪嗔痴作为应当戒除的三种意恶。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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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见得思义。”这是教人戒除贪心。一般人见有利

可图，就妄图得到。孔子说：“你想得到时，要想一

想，自己该不该得到。”又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

就是不记恨别人以往的过恶，这是戒除嗔心。又说：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意即人有困惑而不求学，

就是下等人，无法脱出蒙昧，这是教人断除痴心。 

ӐЇὰ Ғ Ӥɼ 

这样看来，儒佛二家在世间法方面并没有原则上

的不同。 

为什么说儒佛二家在世间法上一致呢？因为圣

人立教的存心无非使众生得利益，而且他也清楚什么

才是得世间安乐的正道。没有利他的存心和观见世间

正道的智慧，是不可能称为圣人的。 

众生的利益分为现前、究竟两种，成办现前人天

利益的正道就是五戒十善。世间缘起的规律是决定

的，人天安乐只有从断恶行善的正道中得来。儒佛两

家所教授的世间法都是正道，只不过佛家说得更广、

更明确，全盘托出了三世因果。儒家没有说三世因果，

儒家的重点是告诉人现世应如何守持身口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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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孔子的学说不符合正道，那他说的道决不可能使

人得安乐，也就没有理由被千秋万世尊奉为圣人。所

以，儒佛所传授的世间法，原则上是一致的，宣讲时

则有广狭、隐显的差别。 

ῚҒ Е ὰ ԓқ Ї ₴қ

ɼὰ ԓқ ɼ ҅қЇ Ӑԓ ɼ

₴қ ɼ қЇ ᴭ ҟ Ӑ

ɼ Ὶ Ғ ɼ 

儒释两家的不同是设立教化的重点不同。儒家只

局限于世间法方面，而佛家除了世间法，更有出世间

法。儒家止于世间法，所以只说现前一世怎么做合格

的人，其它都归之于天，并没有解释轮回如何流转以

及还灭的缘起规律。而佛家除了世间法，还有开示超

出世间的教法。学习这部分佛法，才了解多生累世的

因果，见到众生业缘的本末。这就是两家设立教化重

点上的差别。（目前显现的生死现象，叫做“末”；其

根源是宿世的惑业，叫做“本”。如果不了知贯穿三世

的因果律，而只看枝末表相，就无法认识轮回和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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Ӑ Ї ʃ Ҫʄɻʃ ᵓʄɻ

ʃ ʄғʃ ʄЇ ʃ − ʄ

Ӑ ɼ Ї ӐЇ∑ Ғ ᵲ

Ӑ Ї Ғ ɼ 

要了解佛家的优胜之处，必须看《楞严》、《楞

伽》、《圆觉》、《无盖障菩萨所问经》，及通晓

《金刚经》的义理。如果还没有能通晓其意，就以

自己肤浅之见否弃佛的教法，那就成了孔子所说的

“不知而作之者”2，这种无知评判的恶习，不可不

戒除啊！ 

Ї∑ ҿ Ḫ ɼῚ ‰ Їӑ װ

ҒḪ К ₴қ Ї‰ Ὶ ɼҒ Ғװ

 Ӥɼוּ

如果能潜心研读佛典，就知道释迦的言教是可

信的。佛语既然可信，佛所说的净土怎么能不信

呢？所谓的出世间法，净土尤其是关键，不可不努

力地学修。  

 

 
2 自己不了解所评判的事物，而妄下断言，叫做“不知而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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қ Ҙԓ ԜЕ ‰ Ї ‰ К

ЇҒ ɼ ᵒ Ӥɼᵫ∑Ї

‰ Ї ɼ Ὶ Ї∑ ‰Ὶ Ї ҅

⅓ ‰ɼ ҿ ‰ ɼ Ὶ Ї∑ ӕқ

ɼᵱ҆ ӐЇ ɼ 

世间有专门参禅的人说：唯独心是净土，哪里更

有净土？本性为弥陀，不必再见弥陀。这些话说得似

是而非。为什么？因为西方净土有理有迹（“理”即

内之理体；“迹”为显现的事相）。说到理，当然能清

净自心，一切都随着清净，的确心外无土，净土唯心。

说到迹或说到显现的事相，则真实有具足功德的极乐

世界。如果这没有事实，那佛在诸多经典中反复叮咛

演说，不就成了满口妄语了吗？ 

意思是说，如果极乐世界子虚乌有，那经上说极

乐在十万亿刹土之外，国中宝池德水，行树罗网，德

风华雨，法音宣流，上善聚会，遍供诸佛等等，都成

了只是编故事骗人。但佛有什么必要一再地编故事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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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呢？所以，佛说的极乐世界是极真实的存在。 

ָָ װ ᵱɼ Ї Ғ ɼ

ɼ Ї װ ╔ᵱἥ Ὶ

ӂɼ װꜘ ╔ӐꜗЇ ɼҒ Ї

ᵱἥӐ ӂӤɼ ‰ Ї

‰ Ж ЇҒ Ї Ӥɼ 

当然，人人可以成佛。所谓自性弥陀的说法，并

不是无稽之谈。但也不可能猝然得此境界。比如，质

地优良的木材可雕成佛像，而极尽庄严，但须加功雕

刻，才能雕成，不能马上指着木材就说：它已经具足

佛像的一切华丽。所谓唯心是净土，再无其他净土；

本性是阿弥，不必再见阿弥的说法，完全是错的。 

Ḫ ‰ Ї Ӑ Їӈ Ғ

ɼ Ї ᵱ Ї Ғ ɼ

Ӑ ɼ 

又有人相信有净土，但他拘泥在“唯心”的说法

上，就说西方不必生。认为参禅悟得本性，超佛越祖，

阿弥不必见，都是有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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ᵫ∑Ї Ї Ғ └ɼ ‰ Ї

Ї ɼ Ї

ӓК ‰ Ї Ї ɼ ∑ Ї

∑ ɼ Ї∑ Ὶ ɼ

Ї∑ Ὶ ɼ Ғ Ї∑ ꜠ Ὶ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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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些话虽然说得高，恐怕一时不容易达

到。如果说我的心就是净土，不必生西方，那可以问：

西方净土中无贪无恋、无嗔无痴，我的心能无贪无恋、

无嗔无痴吗？西方净土中想衣得衣，想食得食，欲静

则静，欲去则去，我想衣得不到衣，寒冷就逼恼自心；

想食得不到食，饥饿就逼恼自心；想静得不到静，喧

闹就逼恼自心；想去面不能去，系累就恼乱自心。可

见，唯心净土确实是不容易达到的。 

虽然理上说，任何境界都是自心所现，但现在自

心能现出功德庄严的净土吗？能现出和极乐世界同

样的境界吗？能得到与净土一样的受用吗？对业力

深重的凡夫来说，这是极不易达到的。 

ᵱ ЇⱵ ɼ ҿ

Ї ԓ ɼ Ӑқ Ї ╦ɼ 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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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执著自性是弥陀，不必再见弥陀。当然，弥

陀是自性中显现的，但凡夫哪里显发了与弥陀一样的

恒沙功德？世间以山为高，以海为广，但山、海与佛

的福德相比，如一粒微尘比太虚。佛的神力能提起天

地，变地狱为莲花，易如反掌。佛普观无尽世界，如

在眼前。而自己的福德力，尚不能自保，常恐宿业深

重，堕于地狱，何况把地狱变作莲花？连隔壁发生的

事都不知道，何况能见无尽的世界？所以，“自性弥

陀”的境界，确实是不易达到的。 

∑ ‰ҿװ Ї ҿ‰ ɼ

ҿװ Ї ҿ ɼӑ ‰ ҒḷЇ

Ғ ӓК 

这样看来，我的心虽可现净土，但不能猝然现净

土；我的性虽可作弥陀，但不能猝然作弥陀。怎么能

忽视净土而不修，怎么能舍弃阿弥而不想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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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修西方见阿弥陀佛，得道就非常容易，因

为在净土，不论依报——水、鸟、花、树，正报——

佛、菩萨，凡是见到、闻到、触到，都能增长道念，

增长智慧、辩才、三昧，所以容易得道。 

如果只住在恶浊的娑婆，想凭自力参禅，悟明本

性、超佛越祖，有很大难度。何况修净土不妨碍参禅，

为何参禅人鄙视净土而不修？ 

ԜЕ Ї

ᵱ ɼ Ї ᵫָ КҒ ɼ

ԓ ӓК ӐЇ ‰ Ї

Ї Ғ Ї Ғ⅓ɼḷ └ Ї ָ ɼ

Ғ Ї ḷ ɼ∑ָָ ‰ Ї

ɼғ Ї ɼ 

《无量寿经》上说，十方有无量菩萨都往生阿弥

陀佛国土。连成就高深的诸大菩萨都志愿求生西方，

我是何等人呢？竟然不愿求生西方，自己的修行果真

超过大菩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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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唯心净土，自性弥陀”的说法高而

不切实。如果修持没有实证到这一地步，就会耽误很

多人！不如脚踏实地持诵修行，则人人必能生净土，

直出轮回。其结果与只爱空谈而没得到实际的人相

比，有天壤之别。 
 

 

 

ᵱ ꞉ԐЇ Їא Ғ ɼ

ָ Ї Ғ װ ָɼ ָ Ї Ғ

װ ָɼ Ὶ ɼ 

佛的慧眼历历明见无量劫来的往事，所以，古今

发生的事无不照见。而且，佛教人守持妄语戒，自己

必不会说妄语骗人。佛还教人不要有“我”，所以不

会为了显耀自己，而在人前吹嘘（即佛没有我执，不

会为显示自己，故意在大众前吹嘘自己遍知一切。所

以，佛说自己遍知是真实的。）。既然佛遍知一切真理，

佛说的言教就一定堪作依止。 

ʃ Ҫ ʄԜЕ Їן Ҍ Ї

ῇ ɼҿҒ ԋ Їғ῏ ᴭ

҈ ɼ ҲָӤ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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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楞严经》上讲，世间有十种仙，寿命都达

到千万岁，但福报受尽时，又落入轮回。因为这十种

仙都没有明见真性，所以与六道众生合称为七趣，都

是轮回中的人。 

қָ ן ЇҌҒ ҅ɼ ᶕ ӐЇ֤Ғᾭ

ɼҿ ԓ Ғ Ӥɼҙ Їӈ

Ҳ Ӑ Ї ҿ ɼ ʃ ʄԜЕ

Їָן ᵒ ɼ ᵱ Ӑ Ї

Ӥɼ 

世上学仙的人，一万人中难得有一人成就。纵然

成就了仙果，也只是暂时脱离下界，终究不免轮回。

这些仙执著于形神不能舍去，而形神只是真性中所现

的妄想，并不真实。所以，《寒山诗》说：纵然得仙

果，也只如一个守尸鬼。不像佛家生死自如，无所拘

束。 

Ї ן ῎ɼ

῎ Ї Ҍɼ ԍְ Ї ֤Ғ ɼ

֟Ї ԓҐ ɼ ⱵЇ Ӥɼ 

近几百年来，成仙的只有汉钟离和吕洞宾。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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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钟离和吕洞宾的人，何只千万。我亲自了解的，也

为数不少，最终都归于一死，埋在土下。这是空费一

生心力，终究没有得到实益。 

Ї ‰ ɼ ‰ Ї ɼ

Ὶҿ Ӥ ɼҒ ḷ Ї ɼן

╦Ӑ Ї Ғ Ӑ 3Ї Ғ К 

求长生也没有不对，但要认清什么才是得长生的

道。想求长生，不如生净土，一生净土就得到无量寿，

是最大的长生。不知修净土而去学神仙，是弃眼前的

美玉不要，而去求不一定得到的似玉的石头，这不是

糊涂吗！ 

“真正的美玉”，是指生净土得到真长生，寿命

无量。“眼前”，指即生就能成就。“似玉的石头”，指

修成神仙，寿命达千万年，福尽依然落入生死，所以

是假长生。“不可必得”，指修神仙不一定能修成。 

那么，生净土为什么就得到无量寿呢？因为阿弥

陀佛有一条大愿：“设我得佛，国中人天寿命无能限

量，除其本愿，修短自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

 
3 碔砆：一种像玉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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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成佛，我刹土中人民的寿命无有限量，除了他有自

己的本愿，寿命长短随他的心愿，此愿不成就，我就

不取正觉。）”现在阿弥陀佛成佛已经十劫，此愿圆满

成就，所以往生净土就得到真正的长生。 

《往生传》里记载，南北朝的昙鸾大师，早先从

隐士陶弘景那里得到十卷仙经。当时，昙鸾欣然自得，

认为依此一定能修成仙果。 

后来他遇到梵僧菩提留支，就问他：“佛道中也

有长生术吗？能除衰老而不死吗？” 

菩提留支说：“长生不死，只有佛道中有。”授予

他《十六观经》说：“你可诵习此经，依此就不会再

生三界，轮转六道，世间种种盈虚、消息、祸福、成

败，再不会出现。若论寿命长短，有用劫石计量的、

有用恒河沙计算的，沙石的数量终究有限，而依此修

得的寿量却无有穷极。这是我大觉金仙氏的长生法

门。” 

昙鸾生起了信心，就烧毁仙经。从此专修《观经》

法门。即使严寒酷暑，疾病侵袭，也从不懈怠。 

当时，东魏的皇帝敬重他的志向，为嘉奖他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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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他，广传佛法，赐予他“神鸾”的称号。 

有一天，昙鸾大师告诫弟子说：“地狱诸苦，不

可不惧；九品净业，不可不修。”说完，让众弟子高

声称念阿弥陀佛。昙鸾大师面西闭目顶礼，安然往生。 

当时，僧俗大众同时闻到管弦丝竹声，从西方传

来。过了许久才消失。 

昙鸾大师的选择很明智，如果他不修净土，而学

仙经，即使修成仙果，也终究在报尽后堕入生死。因

此，从究竟上说，修仙不能长生不死，而他选择了无

量寿法门，一生精进，往生西方上品，成了大菩萨，

从而寿命无极，永生不死。 

ԜЕ‰ ӈ ԐЇ ᵫ К 

有人问：净土是闭眼后的事，有什么事实证明它

存在？ 

ԜЕ‰ ᴶ Ї К‟ ן

Ї Ї∑ ҒᴶЇװ ɼ

ᵱ ᴶӐҒ Ї ᴭ ɼ 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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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历代净土传中记载有很多感应事迹，难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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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证明吗？何况修神仙的人，在有所得时，非常

保秘，不向外传，以为泄露天机有罪，但佛的法门唯

恐传得不广，直欲度尽一切众生而后已，这是因为佛

的慈悲极为广大，不可测量，非神仙可比。 

从古至今，无数圣贤临终正念分明，或坐脱立亡，

或预知时至，或天乐鸣空，或圣众迎接，难道这些都

不能作为证明吗？如果只是神话，怎么会临终出现如

此昭彰显著的瑞相呢？单单虚构的世界，让人去求

生，临终会出现这样的瑞相吗？世间种种邪教会说有

各种世界，他们的教徒临终时出现了这样的瑞相吗？

如果这一切只是谎言，绝不可能流传上千年，早就会

被人否定抛弃了。 

 

 

 

ָ ҒḪ Їה ҒḪ‰ ɼ ӑ

ҒḪӓКװ ԜЕ ╦қ Їא Ж

қ Їא ᵲ ɼ 

有人认为佛讲的因果报应只是说教，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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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信因果，就连带不信佛说的净土。因果怎么可

以不信呢？经上说：要知前世种了什么因，就看今生

怎样受报；要知来世得什么果，就看今生怎么造因。 

ҒḪ ЇᵫҒװ ╦ӐԐ Ӑɼָ װ

Ї Ї ӕַײ Ї ЇῚ

Ғ ɼ Ї ԓָ К ╦ָװ

ҿҒ Ї א ֤Ғ ɼ 4 ӀӐ ɼ 

如果不信此语，何不以眼前的事观察一下？人的

遭遇有种种不同，有贫富、贵贱，苦乐、劳逸，荣辱、

寿夭，其祸福种种不同。虽说是天命，天岂有私心，

只优待一部分人，而惩罚另一部分人？实际上，这是

由人自己前世造业不同，因此就有今生受报种种不

同，天只是来主持这件事。 

以因果律解释祸福最合理了。因果律说，一切果

报的差别源于造业的差别。造业时，存心有善恶、心

力有强弱、持续有长短、对境有轻重，千差万别，受

报也就有种种不同。只要认真作一番观察，就会知道：

只有用因果律才能解释一切祸福的由来。天只是公平

地按每个人自身的业力来定果报。造了不同的业，自

 
4 天：本来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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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显现不同的果。 

װ Ї Ӑ ɼ Ї ╦қ ҿЇ

Ӥɼ ᵫ К 

因此，目前这个身就叫“业报身”。报是酬报之

义。这个身是酬报前世的所为。按照前世的业行，就

出现这个身寿命、相貌、受用等的差别。天何尝在其

中用一分心思呢？ 

ָ ꜗ ԓ Ї ԓ ɼ

ԓָ К װ ꜗ Ї Ї ӀӐ ɼ

װ ꜘԓָКқ Ї Ғװ

ꜘԓָЇ‟ Ї װ ꜘԓָ

ӓК қ╦װ ҿ Ї װ ӐӤɼ 

比如人在外立功或犯罪，就会受到官府的奖赏或

惩罚，官府哪里对人有私心？只不过按照人的功过给

予赏罚，有功的行赏，有罪的惩罚，官府在其中作一

个主持，哪里是无故把赏罚加之于人？世间官府尚不

会把赏罚无故加之于人，何况天地造化，哪里会把祸

福无故加之于人呢？由此就知道，前世的所为有善有

恶，故今生受报有福有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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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因时不能做到纯一是善，感果时就不能纯一享

福，因此就有富贵而短命、贫贱而长寿、荣耀而败落

等等苦乐夹杂的情况。所显现的果报，随各自因地所

为，如影子跟从身形，如谷响回应声音，无丝毫差错。 

比如，行善时，有贪名心、竞争心、傲慢心等，

内心杂有烦恼，或做完后心生后悔，这样因地业行不

纯，善中夹带恶，果上就不可能纯一领受福报，福中

会带几分祸。人间这类现象很多，有人财富丰裕，内

心却空虚痛苦；有人生活贫困，反而健康长寿；有人

一度荣耀，最终惨遭败落；有人事业有成，家庭却不

美满。这些苦乐夹杂的报，唯一是按照宿世的善恶业

力，毫厘不爽地显现。 

ԜЕ Ї ɼ Ї

ɼ 

所以说：“种桃得桃，种李得李。”（意思是说，

种什么种子，就收什么果，丝毫不差。）没有种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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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豆子，种黄米而得谷子的事。 

Ї ɼ ᵲ Ї

Ӑ ɼ ԜЕ ҅ Ї Ҍ ɼָ

ҿ Ї ɼ Ӑ Ӥɼ 

只不过播种时量少，收获时量多。所以，造善恶

业时很小，受祸福的果报很大。因此说：“春种一粒

粟，秋收万颗子。”外无情种子生果有这样的增长律，

内有情作善恶受果也是如此。这是造化自然的规律

（“造”指因上的造作，“化”指果上的化现，“自然”

即因果律法尔如此）。 

以上讲了这样两条因果律： 

一、善恶祸福的对应规律：一切祸从恶业生，一

切福从善业生。人生的祸福差别，唯一是按以往所造

善恶业的差别，毫厘不爽地变现。 

二、业的增长规律：造业时微小，显现果报时巨

大。如起一念嗔心，看似微小，业力成熟时，却显现

非常漫长、惨重的地狱果报。又如，几分钟内杀了一

只鸡，果上却要在亿万年中变现刀山、火海等的恐怖

境界，感受极为剧烈的痛苦。 



44  

ḪЇ∑‰ Ӑ Ḫɼᵫ∑Їԑ

ᵱ Ӥɼᵱ ԓ Ї Ғ ԓ‰ ɼ Ғ

Ḫ Їה ҒḪ‰ Ї װ Ὶ ɼ 

如果因果的道理可信，那么净土教也一定可信。

为什么？因为两种法都是佛所说。佛说因果既然真

实，说净土也必定不是妄言。因此，若有因不信因果

故而不信净土者，由以上说理可以解除他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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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因为看到眼前的善恶业没有感果报，就不信

有因果，由此不信有净土。岂不知眼前没有报，并不

是根本没有报，只是报来时有快慢的不同。 

因果律贯通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业的成熟果

报有三种：现世报；来世报；第三世之后报。造业受

报的快慢不同，短的几年受报，长的千万劫后才受报。

如果只看今生这一段，当然很多业是看不到感果受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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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有关系密切的前后剧

情，如果只看其中的五分钟，会见到一个人犯了大罪，

还逍遥法外，作威作福。只有继续向后看，才演他被

铐上镣铐、关进监狱。同样的道理，这一生只是轮回

连续剧中的小小片段，如果只看这一段，当然看不到

很多事情的前因后果。如果就此认为没有因果报应，

那就大错特错了。 

ᵱ ԜЕŅָ қҿא Ї 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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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佛对阿难说：“在人间，有人一生行善，

死了堕地狱；有人一生造恶，死了却升天堂。” 

阿难问：“这是为什么？” 

佛说：“今生为善、死堕地狱，是因今生造的善

业还没成熟，而前世造的恶业已成熟，以前世的恶业，

死后堕入地狱（等来世今生的善业成熟时，才感受它

的乐果）。今生造恶，死生天堂，是因今生造的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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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成熟，而前世造的善业已成熟，以前世的善业生

到天堂。（今生的恶业到来世成熟时，才感受它的苦

果。）” 

总之，人在前世今生造了很多业，这些业按照先

成熟先受报的规则，逐一成熟果报，就像欠下多种债

务，逼得紧急的首先偿还。所以，“善有善报、恶有

恶报”并非不成立的。 

Ї װ Ὶ ɼ 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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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上记载，春秋时，有个栾武子很有德，

可以用德荫庇孩子，所以他孩子栾黡虽然造恶，却能

免祸。栾黡的儿子栾盈行善，父亲栾黡所造的恶业却

连累了他。所以，栾盈虽然行善，却遭祸难。单以世

间眼前能见的事来讲，善恶报应都有这种情形，何况

隔世呢？ 

ʃӫʄ ЕŅ ɼņ 

《书经》上说：“天道福善祸淫。”“天道”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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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的法则，即因果律。因果律决定赐福予善人，降

祸予恶人。 

ЕŅ Ї Ғ ɼņ 

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张极大的天

网（因果之网）看来稀疏，却没有丝毫漏洞。“疏”指

造因和感果，往往间隔很长时间。所造的业，有些在

来世受报，有些在三世、十世、百世，乃至千万世后

受报。“不漏”，指不会无故放脱。经上有一首偈：“假

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

就是表达“不漏”的意思。意思是说，即使经过了百

千劫，所造的善恶业也不会无故消亡，一旦因缘会遇，

就要丝毫不爽地自受果报。 

Ҏ ɼᵜ ɼ 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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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儒、释、道三教都说到了因果报应，只是

报应有迟速，怎么能以现在没见到果报就说全无果

报，而不信因果呢？又怎么能由不信因果，而不信净

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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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怀疑说：人在此方的娑婆念佛，怎么能在西

方的七宝池中生一朵莲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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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诉他：这点不难了解。比如一面大镜子，只

要有东西来，就会在镜子里显现影像。镜子何尝有分

别心，只因为明净，而自然显现影像。同样道理，阿

弥陀佛的佛国，万物清净光明，自然照见十方，就像

在明镜里看自己的脸一样清楚。因此，这里念佛，西

方的宝池中自然生一朵莲花。这一点不必怀疑。 

“人在这边活动”比喻“心在这边念佛”；“镜子

在那边”比喻“七宝池在西方”；“镜子是明净体性”

比喻“极乐万物体性光明，能照十方”；“人活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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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镜中现影像”比喻“人念佛，就在西方宝池中生出

莲花”。 

ӐԜЕ Ї ᵱ 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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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人怀疑说：念往生咒的人，阿弥陀佛常住在

这个人头上护佑他。如果无量世界有无数众生同时念

往生咒，佛怎么能安住在每个人的头上呢？ 

Е֤ ɼ ҏ҅ Ї ҅⅓ Ҳɼ

Ғ К 

答：这也是自然就能做到。比如，天上一个月亮，

能同时映现在一切净水中，不是自然就显现吗？ 

比如放很多脸盆，里面盛满净水，月亮同时影现

在每一盆水中。月亮不必飞下，天月和水和合，就自

然在水中现月影。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一个天

月能一时现出千万水月的影像。同样，无数世界中的

无数众生同时念往生咒，佛自然影现在每个众生的顶

上。 

《涅槃经》上讲了这样一件事： 

佛说：从前波罗奈城有一位女居士，曾经在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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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诸佛前种过善根。一次，她在夏安居的九十天，

向僧众供养医药。 

当时，有位比丘得了重病，请来良医诊断，需以

肉作药，得不到就治不好病。 

女居士很快抽刀割下大腿的肉，切成细末，端给

病比丘吃。比丘吃完病就好了。当时，女居士的伤口

患疮，非常痛苦，忍不住出声说：“南无佛陀！南无

佛陀！” 

这时，我在舍卫城听到她的声音，生起大慈愍心。

不久，她见我拿着良药，涂在她伤口上，伤口恢复如

初。而且还见我给她讲很多法，听法后，内心欢喜，

发起无上菩提心。 

实际上，我并没有去波罗奈城拿药涂在她伤口

上。要知道，这都是慈善根力，让她见到这样的事。 

这里，女人内心祈祷是因，佛慈善根力是缘，因

缘和合，就在她心前现出佛身的影像。就像河水是因，

天月是缘，因缘聚合，就在河水中现出水月影像。月

亮没有从天而降，只是因缘聚会，而在水中映现月影。

同样道理，佛没有来，但由众生心地清净，就在他心

前显现佛身的影像。所以无数人同时祈祷佛，以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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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根力，就在每个人的心前显现佛身；有无数人同时

念往生咒，也以佛的愿力，在每个人的顶上显现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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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怀疑说：如果修行精进的人，阿弥陀佛和菩

萨众会在他临终时迎接他，像十方世界里有无数众生

精进修行，佛和菩萨怎么能全部知道他们往生的日

子，而前往迎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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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这也是自然能办到的。比如，天上一个太阳，

能普照无量境界，不论山河大地、花草树木、人畜房

屋，乃至细微到每一棵树上的每一片叶子、每一片叶

子上的每一根脉络，都照得清清楚楚，岂不是自然就

遍照？何况佛的威神之力，远非日月可比。所以，佛

遍住在无数众生头上，遍知无数众生往生的时间，又

有什么可怀疑呢！ 

总之，在佛大智慧光明中，十方众生的起心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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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缘果报、往生日期，都一时无余照见。 
 

ᴂ   

 

Ї ҿ ɼ Ї ҿ ɼ

Ї ҿ ɼ 

ᵫҿ К ɼᵫҿ К ɼ

ᵫҿ К ‰ ɼ 
 

有白天就一定有黑夜，所以白天要为黑夜做准

备；有酷暑就一定有严寒，所以暑天要为寒冬做准备；

有存活就一定有死亡，所以存活要为死亡做准备。 

白天怎么为夜晚做准备？准备好灯、烛、床褥。

热天怎么为冷天准备？准备好棉衣、柴炭。存活怎么

为死亡准备？准备好福慧、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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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经里收有《无量寿经》四种译本。由于译者不

同，而有四种名称。四种译本差错不少，我做了校正，

并且刊板流通。现在按此经及其他净土经、传，归纳

要义，作此净土法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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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藏经里至少有十余部经讲述西方净土

之事。大致是讲，彼处以七宝庄严，无地狱、饿鬼、

畜生，以至飞虫、爬虫之类。极乐国中，恒时清净、

自然，无诸秽浊，故名净土。 

净土中人都是莲花中化生，长生不老。衣食、住

宅，都是随自意愿化现而成。四时常春，无有寒暑。

受极大快乐，远离三苦、八苦、六道苦等，无一切苦

恼，因此称为极乐世界。 

“净土”，是指国土中依报环境及正报有情，纯

一清净，无诸垢染。不像秽土，环境中有荆棘砂砾、

丘陵坑坎、寒暑风雨等浊恶，有情有生老病死、爱别

离、怨憎会、求不得等诸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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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乐世界的佛，叫做“阿弥陀佛”。梵语“阿弥

陀”，是无量的意思，不论光明、寿量、神通、道力，

都无有限量。以此佛光明普照十方世界，无有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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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念佛众生，无不照见了知，因此又称“无量光佛”。

此佛寿命和国中人民的寿命，都无有限量，即使经恒

沙数劫，也无穷尽，因此又称“无量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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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极乐大导师——阿弥陀佛有极宏深广大的

愿力，要度尽世上的苦众生。他的威神不可思议，因

此至心信仰归投，持念他的名号，现世必能消除灾难、

驱除冤鬼、安宁身心、增福延寿。在西方七宝池中，

会生一朵莲花，他日往生，托生其中，径直脱出轮回

之外。这都有事迹为证，并非虚言。 

唐朝有个儒生邵彪，一天做梦入到一间公府。主

事者问他：“你知道自己不中科举的原因吗？”他说：

“不知道。”主事者就派人带着他往前走，只见一口

大锅里，有蛤蜊用人语叫“邵彪”的名字。邵彪恐怖

万分，赶紧念阿弥陀佛，蛤蜊就变成黄雀飞走了。后

来，邵彪考上科举，官做到安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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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有户姓崇的人家，家中有个女儿，忽然双目

失明。从此，她精进念佛。三年后，双眼复明。 

又，元朝末年，张士诚攻打湖洲。当时，江浙的

丞相与他交战，抓获了四十人。官兵用囚车拉着囚犯，

准备到别处处死。夜晚停宿在西湖边上的鸟窠寺。 

当时大猷禅师在走廊里散步。囚犯们见禅师神情

闲雅，持诵不断，就向他求救。禅师教囚犯诚心持念

“南无救苦救难阿弥陀佛！”囚犯中有三人信他的话，

一直念佛不断。 

第二天天亮时出发，给囚犯换枷锁。换到这三个

念佛的人时，刑具不够，就只用绳子捆绑。过一会儿，

再审问，才知是良民被错抓。三人因此被释放。 

以上是念佛现世消灾免难的例证。 

龙舒先生有位相识，叫刘慧仲，是湖州长光人。

夜间常做恶梦，龙舒劝他念阿弥陀佛。刘慧仲就至诚

高声念一百零八遍佛号，当夜就能安稳熟睡。第二天

仍像前一天念诵。从此每晚都能安稳入睡。 

又，镇江有位蒋婆，七十多岁。有一天她死了，

神魂到了阴府。经审查，她的阳寿未尽，应当放还。 

阎王问她：“你能念经吗？” 

答：“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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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王说：“既然不能念经，你就专念阿弥陀佛吧。” 

蒋婆放回阳间后，说：“阎王教我念佛，一定错

不了。” 

从此她常念阿弥陀佛，活到近一百二十岁。 

以上是念佛能安静形神、增福延寿的例证。 

宋朝有位荆王夫人，与众婢妾勤修净土。其中只

有一位侍妾懒惰、懈怠。夫人训斥她后，把她摈去。 

这位侍妾悔悟，从此精进念佛。过了许久时日，

她告诉其他侍妾说：“我今夜要往生西方了。” 

当夜，异香满室，果然无疾往生。 

次日，同修的一位侍妾告诉夫人说：“昨夜我梦

到往生的侍妾，托我向夫人问安致谢，说：‘夫人责

我修西方，今已往生，感恩无量。’” 

夫人说：“让我也梦到才信。”这天夜里，夫人梦

见亡妾，像前次一样说话致谢。 

夫人说：“我也可以到西方吗？” 

妾说：“可以，请跟我来。” 

夫人跟着她走，只见前方有口大池塘，极为广阔，

红、白等色大小莲花，相间而长，或荣或枯，各不相

同。 

夫人问：“为何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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妾说：“世间发心念佛，就在池中生莲一朵。若

愿心精进，莲花就日日敷荣，以至大如车轮。若愿心

退转，莲花就日日萎悴，最终殒灭。” 

又见一人坐于莲花上，衣带飘扬，宝冠璎珞，庄

严其身。 

夫人问：“这是何人？” 

妾说：“是杨杰。” 

又见一人坐于花上，妾说：“是马玗。” 

夫人说：“我当生何处？” 

妾就引夫人走了数里，遥见一座金坛，金碧照耀。

妾说：“这是夫人化生之处，是上品上生。” 

夫人醒后，访问杨杰、马玗二人的下落，得知杨

杰已亡故，马玗还在世。 

后来，夫人在自己生日这天，持炉焚香，远望观

音阁而立。儿孙们准备贺寿时，夫人已站着往生了。 

从这则事例看出，至心念佛时，就在西方宝池中

生莲花一朵。日后往生，神识就托生在此莲花中。 

以法性、缘起、大愿、三摩地、善根不可思议妙

力所成就的阿弥陀佛名号，是世出世间一切利乐的根

本，只要诚心持念就能得到愿力加持，获得世出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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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圆满安乐。对此应当发起深信，以至诚心持念弥陀

万德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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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法门很容易修，搜尽藏经所载的八万四千法

门，没有如此简要直捷的法。很多人无缘知道，真可

痛惜。很多人知道而不修持，更令人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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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量寿经》记载，一天，释迦佛的容颜不同寻

常。侍者阿难觉得奇怪，就问佛是何缘故。 

佛说：善哉！你这一问胜过供养一天下的声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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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以及布施人天，乃至飞虫、爬虫之类，即使至于

累劫，也百千万倍不如你这一问的功德。为什么呢？

因为诸天、帝王、人民乃至蜎飞蠕动之类，都因你这

一问而遇到一生解脱之道。 

װ ӐЇ ᵱ√ ᵱӐ ЇῚ

ԓ ԓ Ї ԓ ɼ∑ ᵱ װ

ᵱ Ї Ї‟ԓ ҅⅓ᴭ ӓɼ  

这样看来，当释迦佛要说阿弥陀佛时，即宣说阿

弥陀佛因地的发愿修行、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往生

净土的正因等时，佛存于心现于外的神色，已经不同

于平日（悦意安详，容颜巍巍，即是演说一大事因缘

的前兆）。可见，阿弥陀佛感动诸佛之处已非寻常，

何况感动一切众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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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阿难请问时，佛就告诉他：世间诸天、帝王、

人民，以至蜎飞蠕动之类，都因你所问，而得到度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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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上自欲、色、无色界诸天，下至蜎飞蠕动，同

样困于三界，超不出轮回，都是未得解脱的众生。而

阿弥陀佛以大愿大力，这一切未度脱者无不度脱，所

以说“皆得度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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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阿弥陀佛最初的发愿偈上说：到我成佛时，名

声超胜十方，人天欣喜得闻我名，都来生我国土中，

地狱、饿鬼、畜生也生在我刹土中。可见，三界六道

轮回内的众生，阿弥陀佛无不救度。 

阿弥陀佛誓愿宏深，普度下至地狱、饿鬼、旁生

在内的一切众生，因此这是极为广大的普度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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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经说：阿弥陀佛现今住于西方极乐世界，

又在十方无量世界化现千百亿化身教化无数人天，乃

至微小飞虫、爬虫，无不度脱。连呆愚的旁生都作救

度，何况人类？（人的心智远超飞虫、爬虫，能用这

份心力念佛修净土，当然更易往生。）从这里看出，

阿弥陀佛广度众生，无有穷极。人又要一念皈依，就

能往生阿弥陀佛的国土，这是毫无疑问的。 

事例： 

唐朝贞元年间，河东裴氏养了一只鹦鹉，常念佛，

过午不食。临命终时，它念十声佛后气绝往生，火化

得十余粒舍利，光耀夺目。 

宋朝黄岩正等寺的观公，养了一只八哥鸟，能说

话，常念佛不停。一日在笼上立化。主人挖土穴葬了

它。不久，八哥鸟舌上生出一朵紫莲。 

试想：阿弥陀佛若没有度生神力，能让鹦鹉、八

哥等畜类径生净土吗？八哥鸟都念佛立化，直出轮

回，可见阿弥陀佛名号有点铁成金之神力。既然佛的

威神能度脱畜类，必定更能度脱远胜畜类的人类，所

以只要一心皈依，定能往生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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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篇讲到弥陀因地修行成佛的历程，亦即建

立极乐净土的过程，成就万德洪名的过程。佛果地利

他的威德来自因地的大愿大行。我们能了解佛因地的

大愿大行，由因推果，就会信解佛愿真实不虚，缘起

真实不虚，净土功德真实不虚，持名得加持真实不虚。 

ԜЕ ꞉װ╦Ї қ ᵱ₴Ї

ᴭ ɼ Ї Ї ɼ

ӈ ӐᵣЇ ḷ Ї ҝɼ

ᵱӤɼ қ ᵱЇ ῍ ɼ ҿ

ᴭ ɼ 

《无量寿经》里又讲：无量无数劫以前，有世自

在王如来出现于世，化度众生。当时有位大国王前来

听佛说法，由此生起觉悟，舍王位出家，随佛修行，

名为法藏比丘。即阿弥陀佛的前身。 

当时法藏比丘愿力宏深，在世自在王佛前发下四

十八大愿，愿愿都为救度一切众生。 

Їӈ ԋװ Ї ῇ ɼԋ

Їӈ Ӥɼῇ ЇῪ∑ḷ Ї

∑ḷ Ӥ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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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是计划，不是一发就能落实，要经长期修行，

才能圆满。法藏比丘发愿之后，精进修行，由此了脱

生死，之后趣入菩萨地。“了生死”是指在生死中自

在无碍，不再被生死所拘。“入菩萨地”即内修慧，

外修福，福慧双修。 

ḷ Їᶕ ԓ҅ Ї ᵱ Ї∑

қ Ї Ғ Ї Ғ Ӥɼ 

“修慧”，是由修习使本有的慧性日益广大，至

成佛时，慧性含裹虚空世界，十方三世的因缘、现相

等无所不知，无所不见。 

ḷ Їӈ ԓ҅⅓ᴭ ҲЇ Ὶ ᵩЇ

Ὶ Їװ ɼ ҏ ЇҐ Ї

ԓῚҲɼ ꞉ Ї ᴭ ɼ

ᴭ Ї Ӥɼ Ғ Ї Ὶ

Їӊ∑ ԓ қ ɼ ∑ ɼ

қָЇ Ⱶשׂ∑ ɼ װ Ғ Ї

ῇᵱᵣɼ 

“修福”，是指托生在一切众生中，示现同类的

身体、语言，以设立教化。法藏比丘自发下利生大愿

后，上自天帝，下至微细虫蚁，都托生其中。如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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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无数劫来，设化众生。而教化众生，无不得福。有

福而不受用，福就愈积愈大，久之遍于虚空世界。福

大，威神就大，如世间人，官大势力就大。因此，当

威神达到无所不可时，才实现度生所愿，而入佛位。 

《抛石经》中说：南赡部洲一切众生福德之和，

不及统摄一洲铁轮王福德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二

大部洲一切众生福德之和，不及统摄二洲铜轮王福德

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亿统摄四洲金轮王福德之

和，不及一四大天王眷属福德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万亿四大天王眷属福德之和，不及一四大天王福德的

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亿四大天王福德之和，不及

一忉利天眷属福德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亿忉利

天眷属福德之和，不及一忉利天王福德的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与此类同，夜摩天众及天王，兜率天众及

天王，化乐天众及天王，他化天众及天王，大梵天众

及天王，乃至色究竟天，前前福德的万亿倍，不及后

后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亿色究竟天王的福德之

和，不及一安住慈心三昧菩萨福德的百分之一、千分

之一；万亿安住慈心三昧菩萨的福德之和，不及一一

来菩萨福德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恒河沙数一来菩

萨的福德之和，不及佛福德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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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算分之一、数分之一、譬喻分之一。 

从这段校量就知道佛的福德周遍虚空法界。福德

至最圆满位时，威神就无所不能，此时才能成就圆满

普度众生的愿力。 

√ װ ᵱЇ ҿᴭ ɼ ָ

Ḫ Ї Ὶ ɼ қ ᵧЇ ӕ

қ ɼ 

由于佛从初发愿直至成佛间，修福、修慧、建立

净土，一切所为无不是为利众生。因此，人至心信向，

念佛名号，现世一定得佛赐福佑护，命终必定往生极

乐世界。 

以上以三个理由证成“至心念佛，现世得蒙福佑，

身后往生极乐”：一、佛从初发愿至成佛，一切修行

都为利益众生；二、成佛时，智慧遍照，无所不知，

无所不见；三、成佛时，福德圆满，威神广大，无所

不能。由第一，佛一定利益众生；由第二，皈依佛、

持念佛名，佛一定悉知悉见；由第三，佛有能力满足

众生所愿。所以，至心念佛，佛悉知悉见，佛又有利

益心和利益能力，所以现世决定得佛福佑，身后往生

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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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精心观想佛的形相，现世必见佛的真身。以

佛威灵无所不在，而人心念佛纯熟，就自然与佛心交

通，佛就在他心前显现身相。 

比如，人造卫星发射的电磁波充满地球空间，某

处的电视机调整好接收频率，与卫星发射的电波频率

相应，就能立即在屏幕上显现画面。电波充满地球空

间，喻佛威神，无处不在；电视机调准频率，喻念佛

纯熟与佛相应；屏幕上显现影像，喻念佛者心前显现

佛身。 

举一个例子： 

东晋居士刘遗民，于庐山依止慧远大师修持净

土，专精坐禅修观。修了有半年，就在定中见佛光照

耀，大地遍现金色。 

他住山十五年的最后一年又在观想念佛时，见阿

弥陀佛紫金色身，毫光普照，垂手接引，降临于屋舍

中。 

刘遗民不胜欣庆，向佛悲泣说：“多想如来为我



68  

摩顶，袈裟覆于我身！”佛当即为他摩顶，袈裟覆身。 

又一日，他观想念佛时，见身体入七宝大池。池

中开敷青、白等各色莲花，池水湛湛，广无边涯。池

中有人，顶有圆光，胸有“万”字，指着池水说：“这

是八功德水，你可以喝。”刘遗民饮水后，感觉甘美

盈口。出定时，还感觉身体毛孔散发异香。他说：“这

是我往生净土的因缘到了。” 

总之，佛心遍于一切处，我心就在佛心中；我心

遍于一切处，佛心就在我心中。佛心、我心无毫厘距

离，如水乳交融，水中有乳，乳中有水。在心心交融

中，佛以愿摄我，我以念向佛，如磁石吸铁，感应道

交。 

 

 
 

ԜЕ ᵱ Ἵ ꞉Ї ɼ

Ⱶ ЇҒ ᴭ ɼ װ 5Ї ᴭ ɼ

ҟЇҒ ל Ж ҟЇҒ ᴀЖ

ҟЇ ‰ ɼ 

 
5 爱语：为菩萨四摄法之一，即为众生无误开示六度教法，令众生对佛法

生起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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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说：阿弥陀佛经历了无数劫行菩萨行，成就

了安忍之力，不计各种身心劳苦，常以和颜爱语饶益

众生。能善护口业，不说他人过失；善护身业，不失

坏下至微小的律仪；善护意业，不起贪嗔痴想，清净

无染。 

Ҳ ₴҅⅓ Ї҅⅓ Ї҅⅓ Ї

҅⅓ ӕЇ ҅⅓ ҏ Ӑ ɼװ ᴭ Ї

ת Їװ ɼ ᴭ Ї ҏ

Ӑ ɼ 

手中常出一切衣服、一切饮食、一切幢幡、宝盖、

一切音乐，以及一切最上等的所须物品，布施利益众

生，令众生心生欢喜，由此摄受其心，施行教化。以

此因缘，使得无数众生发起无上菩提心。 

Ї Ї Ғ ɼ

Ҍֽ꞉Їꜗ Ї Ї Ї

ῇᵱᵣɼ 

“如是善行”，即包括布施在内的六度万行。 

弥陀因地所行的菩萨行，无量无边，纵然穷年尽

劫，亦说之不尽。如是历经无数百千万亿劫，功德圆

满，威神炽盛，方得成就所愿，入于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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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弥陀佛功德圆满，威神炽盛，成满一切所

愿，所以十方无央数世界中的人与诸天，下至小飞虫

小爬虫之类，都无不救度。因此，一念皈依阿弥陀佛，

便能往生佛的国土，都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不经母

胎，自然长大，也无需母乳哺养，都是受用自然化现

的食物。这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致。 

Ὶ Ї ‰ ɼ қָ Ї֤

ָ ɼ Ӑ Ї Ӑ ɼ  

又，人人都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端严

光明，清净妙好，不但世间人类不能比，天人的身也

不能比。都是受自然清虚之身，无极之寿。 

如欲界人身由三十六种不净物组成，沉重、污秽。

莲花化生的色身，则非血肉之躯，清净虚灵，毫无浊

秽。而且寿命无有穷极，非如人寿不满百年。 

╒ҲЇ ҏ ָɼ ɼ 

遍在彼佛净土中，都是诸上善人，无有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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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ɼ ɼ Ї

ɼ 

净土圣贤，都是寿命无边劫数，都获得广大神通，

洞见无量世界的种种色相，彻闻无量世界的种种音

声。“洞视”，指天眼开阔，洞见十方粗细色法；“彻

听”，指天耳灵通，闻见十方粗细音声。“遥相瞻见”、

“遥相闻语声”，指对遥远的色、声，了了见闻。 

Ї ָӤɼ 

广大无际的佛国里，都是求善道者，不见杀盗淫

妄，不闻恶语之声，无有贪嗔痴，听不到任何地狱、

饿鬼、旁生的名字。 

Ҍ꞉Ї ה Ї Ғ ӐЖ қ

ӐԐɼ ҏ Ґָ Їװ

꜠Ӑ Ї Ї ɼ ᴭ

Ї ԓᵫ꞉ᵫ Ї ҿָЇ ӕқ ɼ

Ὶװ ɼ 

往生之后，得佛力加持，心自然转成通彻的体性，

有广大的宿命通、天眼通、他心通等等神通。即使亿

万劫来发生的事，比如自己每一世如何转生，生于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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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世寿多少，作何行业，如何修道，都现于心前，

了了分明。又了知十方世界过、现、未来显现之事。

又了知无央数天上天下的人民，下至小飞虫、小爬虫

之类，心中想什么，口里想说什么，都如明镜现像，

一目了然。又知道，这些众生将来在何劫、何年度脱

为人，得生极乐。能这样彻知彻见，是因极乐圣贤慧

性通彻之故。 

阿弥陀佛累劫中，圆满修集了无量福慧资粮，成

满一切所愿。因此，只要将心融入佛的愿海，就能享

受到佛愿海所赐予的一切妙果。就像世间的父亲经多

年辛勤经营积累的万贯资产，身为他的孩子，不必要

再受辛苦，就能随意受用。 

所以，以佛愿力为增上缘，一念皈依便能往生佛

国，便能莲花化生，相好端严，寿命无量，衣食自然，

便能得到远胜人天、小乘的广大神通。这都是佛的愿

力加持所致。障重凡夫于浊世修行，欲界定尚难修成，

何况四禅八定，五眼六通？但一生极乐，不可想象的

广大神通境界不修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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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ᴶԜЕ ᵱғ שׂ ԑ Їӝ

Ї ɼ қ Ї ᴭ Їҏ

Ї ɼ Ї Ғ Ӥɼ  

净土传上讲，阿弥陀佛与观音、势至二菩萨，乘

大愿船，入生死海中，在苦难深重的娑婆世界，招引

众生上阿弥陀佛的大愿船，送至西方。一个人如果肯

上愿船往西方，没有不能往生的。 

（就像一条大河涨满了水，成千上万的人漂溺水

中，具悲心的船师驾着船去救人。他的心愿是：谁肯

上船就把他救起，护送到岸上。阿弥陀佛就是如此。

身陷轮回苦海的任何众生，只要肯诚心祈佛，佛一定

会救度到西方。） 

Ї∑ ᵱғ Ї ᴭ Ї

₴ ɼ װ ⱵЇ ָ ‰ ɼ ָ

ָ Ї Ӥɼ 

这就看出，佛与菩萨是悯念众生沉沦苦海，无法

超出，故自以誓愿威力招引人生净土。就像船师开船

到河里招人上船，把人护送到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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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怕不信，真要相信，肯去西方，纵有罪恶，

也无不得生，因佛的慈悲、威力不能拿凡人的境界来

比。 

ₐָҒҿׂש⌐ЇҒғָ֢ɼ ԓ ЇҒғ

ָ֢ɼ ҿₐָӤɼװ ָ Ғ Ї‟ԓ

ᵱӓɼ Ғ ЇҒ ҿᵱɼҒ ᴭ ЇҒ ҿ

ᵱЖҒ ⱵЇҒ ҿᵱɼҿῚ Ї ᴭ

ԓ ЖҿῚ ⱵЇ Ӑ

Ї Ӑꜗɼ  ҿᵱӤɼװ

凡人要不为权势利益，就不会与人相交；不是有

益于自己，也不会与人相交。所以，凡人着重自身利

益，对自己没有利益就不会做。贤人君子都不如此，

何况佛呢？因为不慈悲就不足以作佛，不度众生也不

足以为佛，不具度众生的大威力也不足以作佛。佛有

慈悲，所以见众生沉于苦海就会去救度。佛有大威力，

所以能实现度生的大愿，成就度生的功业，这就是佛

之所以为佛的原因。 

这就像大医王有慈悲心，愿为人解除疾苦，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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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的医术，能治一切病，因此就无病不治。佛既有

度人的慈悲，又有度人的能力，因此一心归佛，必定

得蒙救度。 

ԜЕ ҅⅓ ЇҒ Ӑָɼ

ᵱ ҅⅓ᴭ ЇҒ ҅⅓ҒḪӐָɼװҒḪ

Ї ɼ 

经中说，大医王能治一切病，独不能治命数已尽

的人（命尽当死，神医也束手无策）。佛能度一切众

生，独不能度不信的人。以“不信”比喻“命尽”，

可谓说到极点。 

Ḫ Ї҅ Ӥɼ ָ Ї Ї

∑ ɼ ᵥЇ ∑ ᵥɼ ɼ

Ї ɼ Ї ҅ ɼ

҅ └ Ї∑ Ғ└ɼ ҅װ ‰ Ї∑ ‰

ɼ‟ᵱғ Ї ָ ӓɼ 

“信”，就是一个心念。心是主宰，身体随心而转。

人在生之时，心想去那边，身体就去那边，心想坐下，

身体就坐下，身体是听心的。但也有心想去某处，身

体却被拖住的情况。命终身体坏时只有一念心，这时

一念到哪里，就到那里。所以，一念在净土，就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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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更何况还有佛和菩萨接引人往生？ 

以上讲的是“有信必生”的道理。佛的愿船就停

在每个人面前，谁有信心上船，佛就接他去。信心也

就是一念。现在就要训练把心送往西方，念念缘极乐

世界。心经过串习，力量很大（就像一棵大树，平常

向西倾斜，最后倒时就往西倒下），一旦念力坚固，

临终就一心缘西方，就与佛愿相应，直接生西方。 

 

 
 

ᵱ ԜЕ Ї ל Ї

Ὶ Ї Ғ Ҏ ɼ 

阿弥陀佛有誓愿说：已生我国的人，以后想生他

方利益众生，都能如其心愿随意受生，而且永不再堕

三恶道。 

ᵫ∑Ї ‰ Ї ɼҙ

Їӈԋ Ӥɼԋ Ї ῇ ҲЇ ҅

Ғ ɼ҅ Ғ Їᵫ ҿ ӓК Ὶ

ɼ‟ ᵱⱵЇם ɼ װ ‰

Ї Ғ Ї ɼ 



 77 

为什么？有自他两方的原因：一、自方：往生净

土后，必证无生法忍；而证无生法忍，就了了生死；

了了生死的人，虽入在生死界，一灵真性明明不昧；

既不昧，怎么会造恶？不造恶就不堕恶道。二、他方：

得佛愿力加被，再入生死界时，必定不堕落。所以，

生净土不但长生不老，而且生死自如（即，入生死而

不堕生死。凡夫未证无生忍，为业所牵，随业受生无

自在地生死流转。）。 

҅⅓ᴭ Ї ῇ҅⅓ᴭ Ҳ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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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设法教化一切众生，而入一切众生生死界

中，此时自己的真性常湛然明朗，不为外物所惑，不

为业缘所牵。虽在轮回世界，而无复轮回，这就是所

谓的“世出世间”，也就是：在世间而超出世间，犹

如莲花不著水，在现相界中无染无著，无拘无系。 

‰ Ї ҏ֤ Ж

ָ ֤ Ж Ҳ֤ Ж ‰Ҳ֤ 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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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净土得到了生死自如，想生天上也行，

想来人间也行，想生富贵家中也行，想生清净土也行，

想长生不死也行，想不住很久，再转一个身也行……，

总之，随心所欲，无不自在。这是修净土的可贵之处。 

所以生净土，就能实现度生的大愿，在净土成就

无生忍后，在生死中就能随意度生。因此，《普贤行

愿品》中，普贤大士劝导善财童子及华藏海众，一同

以十大愿王的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以往生极乐为捷

径，便能速疾圆满普贤广大行愿。愿云：“愿我临欲

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

生安乐刹。我既往生彼国已，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

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彼佛众会咸清净，我

时于胜莲华生，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授我菩提记。

蒙彼如来授记已，化身无数百俱胝，智力广大遍十方，

普利一切众生界。” 

қָҒ Ї ҿ ɼ ҲЇ

ԓ Ж ӕҲЇ ԓ 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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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不知这个道理（即不知以往生净土为捷径以

速超生死），因此白白为生死所苦，一而再地被惑业

牵着鼻子走。想生富贵中，却为业牵，生于贫贱；想

生快乐中，却生在苦恼中；想出生后长寿，却短命夭

折；想生于善道，却堕于恶道。种种都是为外物所惑、

为业缘所牵，不得自在。由此，无始劫来轮转六道，

不得出离。 

三界凡夫时时在境中迷惑，集生死业，若不往生，

就会被这层出不穷的惑业所牵，一世又一世地流转。

（有一种烦恼、业，就牵人受一次生，有多少种烦恼、

业，就牵人受多少次生。看到因上源源不断地起惑造

业，就知道果上需要辗转地受生，出现无边无际的生

死。）而往生西方得到了生死自如，再来就是随愿随

意受生。所以，是否往生有很大差别，往生后再入轮

回，是大菩萨游戏度生；不往生而随业受生，是凡夫

为业所拘，沉于生死。 

Ї ‰ ɼ װ ӕқ Ї

Ὶ ɼ 

所以，要常念此等生死忧苦，回心向往净土。一

经往生净土，就无苦、无忧、快乐、自在，灵明觉性，

广大显发，一切时都受用大安乐，所以叫做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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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传》记载：北宋杨次公，名杰，少年即位

登高科。元丰年间，官居太常。最初喜好禅宗，参访

了许多禅门尊宿，都不契会。后来随天衣怀禅师出游，

禅师常引庞公机语让他参究。 

一次，杨杰奉命到泰山祭祀。一天，公鸡初鸣，

见日出如盘涌，忽大悟，改写庞公偈语说：“男大须

婚，女大须嫁。讨甚闲工夫，更说无生话！”把偈子

寄给天衣禅师，得蒙印可。 

这位开悟的大居士说：众生根性有利有钝，取贴

近而容易了知，简要而容易行持的法门，唯有西方净

土，只需一心观念，就能仗佛愿力，直生净土。 

Ὶҿ ᴈᵲ ‰ ” ԜЕ ᵱᾩ

Ї Ї ɼ ‰Ї∑ Ὴᵩ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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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次公为母亲守孝，离任返乡。闲居时阅

藏经得到启发，从此归心西方净土。他怜愍众生，心

溺于五浊，轮转不已，却不知出离，而参禅人往往视

净土为权教，妄生种种偏见，深负诸佛大悲方便导引

之心。就在此时，王敏仲写完《净土决疑集》，次公

为他作序。序中有一段说： 

弥陀光明如大月轮，遍照十方，水清净而静定时，

月就全体显现，月并未趋水而来；水污浊而动荡时，

月就隐而不现，月也未离水而去。在水，有清、浊、

动、静。在月，却没有取、舍、去、来。 

天月没有入水，也没有离水，又没有“我要现在

清水中，不现在浊水中”的分别，这叫“无有来、去、

取、舍”。意思是说，佛没有来到众生心前，也没有

从众生心前离去，也没有“我只去清净者那里、不去

染污者那里”的取舍分别。一切都是随缘而起，众生

心水净，佛身自然现；众生心水浊，佛身自然隐。 

（这里要分清因、缘、果三者，水清是因，天月

是缘，因缘聚会显现月影为果。水中只是现月影，而

不是天月从天而来，“现”和“来”不一样。而且，

这只是缘聚而现，不是月亮有只取净水的分别。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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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清净是因，佛的法身愿力为缘，因缘聚会，心前显

现佛身影像，为果。这是自心中现佛身，不是佛走过

来；又是缘聚而现，不是佛有“偏爱此人，要现在他

心前”的分别。隐没方面同理可知。） 

ʃ Ҫ ʄ ԜЕ ҅⅓ᵱ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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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华严经》记载解脱长者说：知一切佛，

犹如影像，自心如水，彼诸如来不来此处，我欲见安

乐世界阿弥陀如来，随自己的心就见到。 

这个“随意即见”很有意味。意即，在见佛的因

缘中，佛方面的因缘已经圆满，关键看众生的心，众

生心清净，随意即见佛。 

经上讲了这么一则公案： 萨罗国有五百个盗

贼，结伙抢劫。当时波斯匿王遣兵追捕他们。捕获后，

挑去双眼，赶到黑暗林下，受极大折磨。他们受苦时，

出声说：“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整日整夜，嚎陶痛

哭。 

佛当时住在祇桓精舍，听到他们的声音后，生起

慈心。即刻天起凉风，吹来香山种种香药，吹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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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眶。不久他们便双目复明，开眼见佛在前面说法。

群贼听佛说法，都发起了菩提心。 

佛说：我并没有作风吹动香山的种种香药，也没

有立在他们面前说法。要知道，这是由慈善根力，让

群贼见到此事。 

这是很好的证明。慈善根力圆满，是佛方面的因

圆满。猛利祈祷佛，是群贼自己方面的因圆满。因缘

聚会，在群贼心前显现佛身。所以，佛身是从自己心

中现的，只要自心清净，佛身就现前，都是唯心自现。 

ᴭ Ї ɼ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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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就知道，众生专注于念佛，就一定见阿弥陀。

如果生到佛国，就永离诸苦。 

《般舟三昧经》上说：当菩萨证得三昧时，当处

能见阿弥陀佛（说了“当处”，即不移一步。当下心

清净，心中即现佛身，所以：“弥陀不远，当处可见；

西方非遥，当处即生。”）。 

以事例说明：有人听说毗耶离国有一淫女叫菴罗

婆利，舍卫国有淫女叫须曼那，王舍城也有淫女叫优

钵罗槃那。有三个人听别人赞美这三个女人长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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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就起了贪心，日夜思念，贪著不舍。由此梦到与

淫女交会。醒来他想，淫女没有入到我的梦中，我也

没有去她那里，就这样成办了淫事。由此觉悟到一切

诸法都是如此（即悟到诸法都是从内心显现，悟到“诸

法无来无去，唯心自现”。）。 

他们就去跋陀和菩萨那里汇报心得。菩萨说：的

确如此，诸法由自己心念生。然后，菩萨给他们说法，

都证得不退转地。 

贪欲者听到他方淫女，专注忆念不舍，就在梦中

现前女身、现前淫事。与此相同，菩萨在此方娑婆闻

到西方阿弥陀佛，专精注念，久之功深力极，决定见

佛，或在白昼，或在梦中。 

又像一个人出门在外，思念家中的亲人和财产，

就在梦中回到家乡，面见亲人，彼此欢喜交谈。醒后，

他对朋友说：我回家了，见了亲人。像这样，菩萨闻

到佛名号及所向往的佛国在何方后，常时忆念向往之

地，想见彼方之佛，由忆念力，一切处皆能见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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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舟三昧经》上，跋陀和菩萨问释迦佛：“未

来众生如何得见十方诸佛？”佛教导说：“但念阿弥

陀佛，即见十方一切诸佛。”这就是“念阿弥陀一佛，

能见一切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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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大宝积经》说：若他方众生闻到阿弥陀如来

名号，乃至能从心里发一念清净信心，欢喜爱乐，所

有善根回向愿生极乐，就一定随愿往生，得不退转。 

ᵱ ӤɼҒḪᵱ Їᵫ ḪЖҒ ‰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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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佛的诚实语。不信佛语，还有什么语可

信？不生净土，还有什么土可生？ 

佛是天中天、圣中圣，如果连佛语都不信，更有

何语可信？六凡、三圣都低于佛，都以佛为导师故。

其次，净土迥超于三界，而净土中又以极乐为殊胜，

不生极乐净土，更生何土？ 

经中说，闻到弥陀名号，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欢

喜爱乐，所有善根回向西方，就一定随愿往生，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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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转。可见凡夫都有条件往生。佛语诚谛不虚，所以

人人有份，具足信愿行，就一定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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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说，次公晚年做监司太守时，平时画一幅

一丈六高的阿弥陀佛像，带在身边随时供养、观想、

忆念。到他临终时，感得阿弥陀佛迎接，端坐而化。 

次公往生后，有位荆王夫人和侍妾同修净土。侍

妾先往生，带夫人梦游西方，见杨杰坐于莲花，衣带

飘扬，宝冠璎珞，庄严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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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人人都可作尧舜。”（人皆有佛性，随

学圣贤，就能成圣贤。尧、舜也是由人作的，按尧舜

的作法去做，人人可以成尧舜。）荀子说：“这路上的

人都可作大禹。”常不轻菩萨对任何人都恭敬说：“我

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所以，人人都可作

圣贤，人人都可作佛。西方净土就是作圣贤、作佛的

要捷门径，无人不可以修，以此缘故，普劝众生同修

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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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孔子：“听说有人搬家时连妻子都忘记了，

有这样的事吗？” 

孔子说：“还有更严重的，夏商的末代皇帝桀和

纣，荒淫无度，享乐中连自己的身体都忘了。” 

װ ӐЇָא Ὶ ɼᵫ∑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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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道眼观察，今天的人都忘了自己。为什

么？比如，从早晨睁开眼起床，洗漱、吃早点，然后

出门奔波，到晚上回家，看看电视，就倒在床上颠倒

梦想。像这样，一天之中，心一直往外奔驰，在尘境

中攀缘、执著，无非尘劳之事，难得有片刻返照自身。

所以说，都是忘了自己的人。 

ҙָӐԓ Їװ ӐЇ ԓ Ї ҿ

Ӑ ɼװ ӐЇ ԓ Ї ҿ Ӑ ɼ

װ ӐЇ ԓ Ї Ғҿ‰ Ӑ Їᵫ К 

而且，人照顾自己，以一天来说，最重要的莫过

于饥渴，所以一定会准备饮食。以一年来说，最重要

的莫过于寒暑，为了冬不受寒、夏不受热，必定会准

备冬夏两季的衣服。以一生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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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但没有人为往生净土做准备，这是为什么？ 

人只知为小事做准备，不知为大事做准备，非常

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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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果人有百斤金子，突然遇到大难，不能

抱着金子走，就一定会舍弃而去。如果抱着金子死，

世间人会说他太愚痴。所以，人人都知道身体比百斤

金子宝贵。但是，平时一心追求区区名利，即使值百

钱的东西，也不肯放弃，而对自己却不知道自爱，这

是为什么？（庸人只知追逐意义不大的名利，却忘了

无价的自己。） 

װ Ї װ Ї∑ Ї

ԓ Ғ Ж ԓ ₵ ɼ

Ӑ Ї ԓ Їӈ Ӑ ɼ

Ӑ Ї Ғ Ӑ ɼᵫ К 

又如，被人指责盗窃，或被恶骂为禽兽时，马上



90  

变脸愤怒，有的甚至终生怀恨解不开，有的相互殴打，

吃上官司。其实，说“盗窃”也好、说“禽兽”也罢，

都只是虚假的声音，丝毫无损于自己，却厌恶成这样。

可见，人只爱惜自己的虚名，不知爱惜自己的实际。

这是为什么？ 

ҙ Ӑ Їל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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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自身的实际并非其他，而是勉强说会死、

实际从没有死的“那个”。 

这里，外在的五欲不是自己，虚假的名声不是自

己，四大假合、旋生旋灭的身体也不是自己。那么，

什么是自己呢？排除了六尘、虚名和幻身，往里看，

只见念念迁流的心。实际上，心从没有断灭。从前世

到今生到来世，以前心为因，而生后心，是一条相续

不断的心识之流，所以说“心”从没有死，也就是心

的相续从没有断过。从更深层上看，真心性体，从本

以来，无生无灭，是万法根源，叫做佛性。 

《楞严经》中有一段对话，佛对波斯匿王说：“你

现在感伤自己发白面皱，现在脸上的皮肤一定比童年

时皱。你现在观这恒河，与童年时观恒河时的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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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幼之别吗？” 

王说：“无有差别。” 

佛说：“大王，你的脸面虽变皱，但此能见之性

并不曾皱。皱是变，不皱就不是变。变的会灭，而不

变的原本就没有生灭。这原无生灭的见性怎么会在你

身中，受你能变之身，一同生死呢？为何说此身死后

完全灭尽呢？” 

所以，能变的身会变坏，而佛性是常存的。佛性

无生、无死，这是真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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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是见他舍下身体走了，就说他死了。孰不知，

只是心从此处迁往他处。既然心有所往之处，怎么能

不预先准备呢！所以，西方的教法绝不能废。只有树

立起它，才能让无数人得到安乐的归宿。 

总结： 

愚人是怎么颠倒的呢？愚人的心往外奔驰，忘记

了自己，看不到内在三世迁流的心的相续，因此就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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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为来世做准备。既然不为来世做准备，就一门心

思追求现世名利，为一点小利，耗尽毕生精力。 

愚人始终陷于这样的迷乱，从不回光返照，所以

成了上面描述的那样，知道为自己的温饱做准备，而

不会为自己的生死做准备；知道爱重财富，而不知爱

重自心；知道爱惜虚名，而不知爱惜实际。这是愚痴

的状态，重外物而轻自身，重虚名而轻实际，重现前

而轻长远。这些偏差，使人因小失大，丧失了这一生

由修行而到达永久安乐之地的机会。 

有智慧的人认清了真、假及大义、小义后，就会

把人生的目标调整过来。财富、身体、名声是虚假的

法，不是人生所应追求的重点。内在的心是决定苦乐

之本，所以要着重修心。而且，心不会断灭，短暂的

此生过后，还有无限的未来，所以要为来世做准备。

在来世的去处中，以弥陀宏深愿力、无量福慧所成就

的万德庄严的极乐净土，超过诸方世界，而且它是凡

夫能够往生的净土，因此是我们最好的归宿。认定了

这一点后，就要把人生的重点放在求生西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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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在世，有父母、妻子、儿女，有住宅、田地、

园林、牛羊车马，家中有桌凳、器皿、衣服、带索等

物件。（按现在来说，有自己的产业，有别墅、轿车、

住宅，家里有家具、电器，种种衣服、饰品。）这些

东西，不问大小，或是祖上、父母传给自己，或是自

己经营而来，或是儿孙、他人送给自己的，没有一件

不执为己物。一旦对这些眷属、财物生起了执著，一

生的心就被绑在上面，成了家眷和财物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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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描述人心怎么被挂在财物、家庭、眷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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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窗户纸虽然微小，被人扯破，就心生愤怒；

一根针虽然小，被人拿走，心里还舍不得；仓库堆得

满满的，心里还不满足；金银绸缎已经够多，营求之

心还不止息。举眼动步，没有不生爱著的（就是在眼

一看、脚一动时，心都在爱著中）。出门才一天，就

挂念起自己的家。有一个仆人没回来，就担心是不是

丢了。种种事务没有不牵肠挂肚的。 

像这样，为了家、为了财富，整天牵挂、执著，

耗尽了一生宝贵的精力和光阴。 

҅ └ Ї ɼ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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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大限到来，一切都要抛去，连一生片刻不离

的身体也是弃物，何况身外的财富、眷属？静心想想，

人的一生确实如一场梦。所以庄子说：有大觉悟，才

知人生是一场大梦。 

这是讲，到临终时，一生经历的苦乐悲欢，都成

了过眼云烟，除了留下记忆中残余的影像外，一切都

了不可得，就像醒来回想一夜迷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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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一首偈说：“一旦无常到来，才知梦里这

个人，身、财、眷属万般带不去，只有所造的业跟随

自己。”这一偈说得很好，我因此借用后两句，再添

两句，作成一偈：“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但念

阿弥陀，定生极乐国。”业有善业、恶业很多种类，

大限到来，这些业都一一带得去，都会在后世起作用。

这样看来，怎么能不以净土为业呢？ 

“一日无常到，方知梦里人，万般将不去，唯有

业随身。”是说，有朝一日，死来临时，除了善恶业，

其他财富、眷属、身体等都带不走。既然带不走，就

对来世无利益，因此要尽量放下；相反，带得走的，

都在来世造成利益和损害，因此要非常谨慎地取舍。

既然业都带得走，就要尽量以净土为业。 

所以要正确抉择这一生的作业。这一生为财富

忙，死时一根针也带不走，对来世毫无利益；为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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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死时只留下一具尸体，对来世毫无利益；为名声、

眷属忙，也只落得一场空。此外所造的业都带得去，

种种业中，恶业让自己下恶趣，毫无意义；有漏善业

让自己生人天，福报享尽仍然堕落，也终究无实义。

而净业能使自己往生净土，了脱生死，不退成佛，最

有意义。以此断定一切业中净业最好。因此就“但念

阿弥陀”，而这样做就“定生极乐国”。 

总之，这是教人要抉择清楚，这一生造什么业才

对后世有义利，造什么业对后世无义利。抉择清楚了，

就能发起决断，不再把精力耗在带不走、无实义的世

间事上。 

举例： 

宋朝冯氏夫人，是赠少师冯珣的女儿，嫁给承宣

使陈思恭为妻。 

冯氏从小多病，出嫁后，病得更厉害，医生认为

不能治愈。夫人就去见慈受深禅师，询问治病的良方。

禅师教她持斋念佛。 

夫人回家后，摒绝荤腥血肉和穿戴、打扮，只穿

扫塔时才用的粗布衣，一心以西方净土为念。 

行也西方，坐也西方，起居、饮食也西方，语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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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也西方，供水、献花也西方，诵经、行道也西方。

一刹那的善念，一丝毫的善行，都回向西方。十年中

没有生过懈怠的容色，心安体健，神气昌盛。人们对

她极为尊尚。 

有一天，夫人忽然写偈说：“随缘任业许多年，

枉作老牛为耕田；打叠身心早归去，免教鼻孔受人

穿。”（“老牛”，指五取蕴身；“耕田”，指还业债；“受

人穿鼻”，指被烦恼和业力牵着去生死。“打叠身心早

归去”，就是把身、心归拾起来，早早回老家——极

乐世界。“免教鼻孔受人穿”，就是免得被业所牵，投

胎生死。总的是说，在漫长岁月里，受业缘牵引，枉

在轮回，辗转受报，因此尽早收拾身心，往生净土，

以免继续随业受生。） 

夫人说完偈后，家人亲族都对此惊奇不解。夫人

说：“我就要去西方，有什么可奇怪？”然后卧病在

床，微微喘息。忽然坐起说：“我神游净土，面礼阿

弥陀佛。观音菩萨在左边看着我，势至菩萨在右边看

着我，百千万亿清净佛子，稽首庆贺我来生极乐。极

乐国土，宫殿、园林、池沼，光明神丽，与《华严经》

和《十六观经》所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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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夫人安然化去。家人闻到人间无有的芬馥

妙香。三日后荼毗时，遗体如生。 

冯氏是一心以净土为业的典范。业是造作义，以

净土为业，就是行也西方，坐也西方，起居、饮食也

西方，语默动静也西方，供水献花也西方……。一刹

那的善念、一丝毫的善行都回向西方。总之，二六时

中，一心系念，唯一以净土为业。 

冯氏在世间法上放得干净，所以能把西方完全提

起。身为高官夫人，她摒绝荤腥、金银饰品、绫罗绸

缎，只穿扫塔时用的粗布衣，这是衣食受用上放得下。

这一放不知省掉多少牵缠，也就能专精以净土为念。

因此临终时，她极强的净业势力成熟，现前西方圣境。

正如彻悟禅师所说：“若以重心而修净业，净业则强。

心重业强，唯西方是趋。则他日报终命尽，定往西方，

不生余处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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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了明长老为大众普说时，指着身躯说：这是

死物，里面活泼泼的才是活物。不要在死物上作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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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活物上作活计。 

要认清何为死物，何为活物。肉身是无知无觉的

尸体，因此是死物；里面的心永不断灭，因此是活物。

在死物上作活计，作了没有用；在活物上作活计，一

一有用。所以，智者不应为无意义的死物花费精力，

应在活物心上作活计。 

观察一下人死后的尸体，就知道身体是死物。心

识离体，瞬间就变成了尸体，叫它它不应，呼它它不

理。放置三、四天后，就变成青紫色。青紫再溃烂，

就化为脓血。脓血消糜，流出红红的浓汁，恶臭熏天，

成百上千的蛆虫在里面钻来钻去地吃。等肉销光了，

就剩下筋连骨架，筋再化掉，只留下白森森的骨架。 

这样观察就能觉悟，身体离了心，就是冥顽不灵

的死物，跟一根木头或一个活动厕所是一样的。如果

人拿辛苦赚来的钱去买衣服给一根木头或者活动厕

所穿，再对它精心打扮，给它好吃、好住，无微不至

地伺候它，大家都会认为这很愚痴。同样，在这个本

是死物的尸体上作活计，也是非常愚痴的行为，毫无

意义。 

生前做这个死物的奴隶，一生劳作，殷勤地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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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临死时却发现，一生所作全是无用工。为死物所

作的一切，一样也带不去，死物——尸体留在了世上，

腐烂，消亡；为死物营办的衣食、房屋、小车、电器、

首饰等，没有一样能对后世作利益。这样就知道，生

前本不应做它的奴隶，不应费尽心思为这具尸体作活

计。 

而在活物心上所修的任何净业，直到无尽的未

来，都会辗转地起作用，原因就在于心是永不断灭的，

下至念一句佛号，也如同食少金刚决定不消，净业善

根种在八识田里，决定不空亡，最终必以此善根生入

净土，超凡入圣。《大悲经》云：“一称佛名，以是善

根，入涅槃界，不可穷尽。” 

比如闻思净土经论，对阿弥陀佛和极乐世界发起

信心，厌离娑婆，欣求极乐，二六时中称念佛名，这

样修习信愿行，就是在活物心上作活计。所作的每一

分修持，都对现前和究竟有大利益。因为这些善根种

子熏入于识田，未来会逐渐成熟，现前净土的无边受

用。因此，现在在活物的心上修任何善根，都极有意

义，是万万劫不坏的资粮。《普贤行愿品》云：“又复

是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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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宫城

内外，象马车乘，珍宝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

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

得往生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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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爱这句话，因此常为人说起。凡是贪著

种种外物来奉养肉身，都是在死物上作活计。世人说

“赚钱为了享受”，说到底，就是给死物——身体享

受。求豪宅、求小车、求美食、求妙衣，无非让这个

死物住得好、行得好、吃得好、穿得好，哪一样不是

在死物上作活计？如果不爱重这个死物，人的生活要

得了多少？穿不过几身衣，吃不过三餐饭，睡不过几

尺床铺。 

虽然作为世间人，免不了为死物作些活计，但也

应在谋生的百忙中，挪片刻闲暇，回光自照，用来留

心净土，这才是“在活物上作活计”。是真正利益自

己。但一般人在使用时间上极不正确！大量的时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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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意义的侍奉肉身追求享受上，剩下少得可怜的时

间，还不愿意拿出来利益自己。这有多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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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忙忙碌碌尽其一生营求世间圆满，即使能

达到像石崇一样富可敌国，官能做到总统、首相，也

终究有福尽之时，怎么能像净土受用无尽呢？ 

总之，为了这死物的身体，追求名利，奔波忙碌，

忙到最后只是一场空。而把时间用于修习净土，就会

摄取无有穷极的大安乐，这才算是善巧用好了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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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未曾死，死的名称只是从身体上得的。为什

么？神识来托附在父母精血中，由此长成具足眼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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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的形体，故称为“生”。临终神识离体，前往他处，

形体就此毁坏，故称为“死”。可见心才是“我”，身

只是“我”的住处。“我”有来、去，“我”的住处就

有成、坏。神识住胎，身就因此形成；神识离体，身

体就因此坏灭。 

∑ Ї ӤЇװ Ӑ ɼ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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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生”，不是此前全无而生，而是神识

前来形成身体。“死”，也不是此后永灭，而是神识离

去使身体毁坏。（如人搬进新宅，不能说之前没有此

人。后搬离住宅，也不能说他断灭。） 

心识只是从一住处换到另一住处，从未断灭，因

此说人本无死。从身体看，命终心识离体，形体变成

无知无觉，之后腐坏，再不复活，因此是从“身体不

再复活”这一点安立“死”。 

现代人认为人是从受精卵演化成具六根的身体，

度过几十年就一死永灭。实际上，一切众生无始以来，

念念相续，从未断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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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不认识神识初来、终去的情形，只见到身的

形成与毁坏，因此就欢喜生而厌恶死，怎不让人悲

愍？ 

意思是说，世间人见不到受生时神识怎么托生精

血，也见不到死时神识怎么从身中离去，因此就认为

人只有从生到死这一段，也就格外贪著仅有的一生，

认为：人生一世，若不尽情享受，岂不是白活？死了

彻底永灭，有什么为后世做准备？于是，人人都把心

思放在追求现世的快乐上，不惜一切要求到此生的快

乐，后世则完全抛于九霄云外，不予理睬。但不理睬

不等于不存在，临命终时，以恶业现前恶趣之相时，

只有在恐怖中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多么可悲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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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观察：神识初来住胎，是由什么牵引而来的

呢？实际是随业缘而来。神识最终从身中离去，又是

由什么牵引而去的呢？也是随业缘而去。“随业缘来

去”又如何呢？所作是生人道的业，识就随业受生人

道；所作是生天的业，识就随业受生天上；所作是生

修罗界的业，识就随着受生修罗界；所作是生三恶道

的业，识就随着生在三恶道。像这样，识随业缘轮转

六道，无有出期。 

总之，神识是随业缘而来来去去。自己造了什么

业，就会受生在相应的那一道里，毫厘无爽。 

“无有出期”，要按这样思维：依照缘起律观察，

只要还在起惑造业，就一定随惑业受生六道，因此，

只要还没有生起对治，就决定超不出轮回。对治的方

面有两种：一、按通途说法，需要现证空性，断尽三

界烦恼，才能超出轮回；二、按特别说法，仗佛力往

生净土，就横超生死。原因是：极乐净土没有引生烦

恼的助缘；没有缘，就不生烦恼（如种子没有水、土

等缘，不会发芽）；而不生烦恼，就不会受生六道。

除了得到这两种对治外，再没有超出生死的可能性。

因此，一个凡夫不修道生起对治，就在轮回中永无出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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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神识自无始以来投一胎换一躯体，并不能

永久住于一处。为什么会这样？因上自己造业不是恒

久持续的缘故（即造业变换不定，时善时恶，时定时

乱，因上造业不恒久，有穷尽，果位受生自然不会永

住一处。），所以神识随业受生，一期业的势力穷尽时，

身体就随着变坏，身体变坏神识失去了寄托的住所，

就又随今世所造的业，往赴新的生处。 

ָ Ї ῚҲЖָ Ї ֩Ὶ

ɼ ҟЇ Ӑ Ї Ӑ Ӥɼ 

比如，人造什么屋子，就必定住在它里面；做什

么饮食，就必定享用到它的滋味。推到世间和出世间

的一切现象上，都是共通的规律，因此，“造如是业，

必受如是报”，是自然法则。 

以上讲的是随业受报的因果律。炒的是青菜，吃

到的就是所炒的青菜；造的是木屋，住到的就是所造

的木屋。现在造十善业，就是造天界的宫殿和光明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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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的身体；造悭吝业，就是造饿鬼界的荒原、脓河、

枯槁的鬼身；造嗔恚业，就是造地狱的刀山火海、热

铁丸、烊铜水。 

总之，众生在轮回的无量生中，就是以这样的方

式随业流转不已。 

∑ қא ҿЇ Ғװ К

Ї Ї ‰ ɼ Ғ  ҒḷӤɼװ

既然这样，我今世的所作怎么能不慎重抉择？如

果想这一生就直超轮回，永离苦海，那再也找不到比

西方净土更捷径的法门了，所以不能不修啊！ 

 

ḏ  
 

以下是劝导行人观无常和苦，发起厌离娑婆之

心，从而一心求生极乐。 

қ ҲЇָ Ї Ғ ɼ 

在这娑婆世界，人的生命脆微，如水中的浮泡，

生灭无常。 

业力所感的此身，如同水泡，非常脆弱，下至用

一根针扎中要害，就能立即断坏命根。这个浊恶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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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缘极多，地震、洪水、火灾、战争、瘟疫、车祸、

疾病等，遇上其中一种，就可能丧命。所以《涅槃经》

说，这命根时时有众多怨家围绕，刹那刹那令命根衰

减，无有一事能使寿命增长。《宝鬘论》说，我们的

命住在众多死缘的围绕中，如一盏油灯放于风中。 

҅ ԑ Ї ҅ ԑ Ї ֒ ֤

ɼ ҈ Ї ɼָ ╦ Ї

Ғ Ғ ɼ 

有的人活到一、两岁，有的活到一、二十岁，幸

运活到四、五十岁也是很难的。虽有活到七十岁的，

古来犹少。人只看眼前的老人，就以为人人都能活到

这么多岁数。不想想没有活到老就死去的人太多了！ 

《集法句经》云：“若众多男女，强壮亦殁亡，

何能保此人，尚幼能定活。（如果众多男女在壮年时

都死亡，怎么能保证某人因为还年轻，就决定存活

呢？）一类胎中死，如是有产地，又有始能爬，亦有

能行走，有老有幼稚，亦有中年人，渐次当趣没，犹

如堕熟果。（有一类人死在胎中，如是有刚出生就死

的，有刚能爬时就死的，有能走路时就死的，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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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年死去，有些人在幼年夭折，有些人正当中年丧

命。人们活到各自的寿限时，都一一死亡，就像果实

成熟后，纷纷堕地。）” 

‟қ ɼᵜҒ Ї Ғ ɼҒ

Ї ҿ ɼ Ї֤ ɼ 

况且，有漏的世间，身体、家庭、财富、名声、

权势，样样是苦。人只是不观察反省，才不觉察。不

称心时，固然是苦。就算偶尔称心，也持续不了多久，

很快就消失无余，哪里有真实的安乐？因此，真实安

乐在世间永不可得。 

ᾟ ְ Ї ֟Ї ᴺ Ї

ɼ 

人都梦想自己的家庭永远美满，这也是可望不可

得的。因为凡夫都是随业流转，生离死别，谁能躲得

过？一家几口就像同一棵树上结的果子，成熟之际，

会一个个地掉落。不论父母、妻子、儿女，都会在业

缘尽时相继死去。有的病死，有的被杀死，有的离散，

或者自己大限忽然到来。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每个

家庭都是以破散作为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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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一生中，哪能说完全没有罪恶？就以近前的

状况说，起一不正念，说一不正语，看一不正色，听

一不正音，为一不正事，全都是过。况且吃的是众生

肉，穿的是杀众生得来的衣、鞋。又何况所有的过恶，

不只这些。人只是不想而已，如果静下来想想，自己

一生造了多少罪，确实是很可怕的。 

Ї Ї Ї

ɼ Ӑ ЇҒᾭ ҟ Ж Ї

ᵫ К Ї Ж ҿ Ї ָ

Ж Ї Ж ῇḷ Ї ɼ

ҟЇ ҏָ Ї Їᶳ ɼ

Ї ₴ ɼ 

从小到老，从生至死，时时在积罪业，业积多了，

坚固缠绵，就没办法解脱。死的时候，一闭眼，只有

随业缘走，渺渺茫茫，不知前途在何方。或坠入地狱，

受极重苦，或作牛作马，任人宰杀；或入饿鬼道，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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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被饥火所烧；或入修罗道，受嗔恨迫使，斗争厮

杀。虽有善业造得强的，生在天上人间，也只是暂时

的休息，受尽福报，依然堕落。像这样，长劫不断地

随业漂流，哪一天是出头之日？ 

自己要衡量一番：按我的根器和修行水平，有没

有把握一生断尽烦恼、永超生死？如果断不尽烦恼，

就难逃后有，这一生死后还会在六道中继续受生。 

‰ Ї ҿ Ӑ ɼ

Ї ằ ⸗ Ԑɼ 

那么，有没有让业重凡夫一生就了生脱死的法门

呢？只有西方净土，最是超脱轮回的捷径。人身难得，

趁现在康健时，就要办好往生的大事。 

为什么说西方净土是超脱轮回的捷径？因为凡

夫凭自力修行断烦恼难，而仗佛力具足信愿修净业往

生易。往生后，没有起烦恼的缘，不起烦恼，就超脱

了轮回，这叫“横出三界”，与通常修道竖出三界不

同。 

什么是横出、竖出？打个比方，就像竹子最下一

节里有只小虫，要透出竹子，有两个方法：一、往上

一节节咬破，直到咬穿最上一节，才能透出，这是竖

出，比喻修道需要从粗至细断除欲界、色界、无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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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烦恼，才透出三界；二、只需在最下一节横着

咬出一个洞，就能钻出，这是横出，比喻凡夫一生修

持净业，仗佛愿力，带业往生，横着就超出了三界。 

这样就知道，解脱道有难行和易行两种。仗自力

修行，断三界烦恼，叫难行道。兼仗佛力往生净土，

横出生死，叫易行道，这是超出轮回的捷径。《十住

毗婆沙论》云：“佛法有无量门，如世间道，有难有

易；陆道步行则苦，水道乘船则乐。菩萨道亦如是，

或有勤行精进，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

者……应以恭敬心，执持称名号。（佛法有无量门，

就像世间的道，有难行和易行之别；陆道步行辛苦，

水道乘船安乐。菩萨道也如此，有勤行精进，历时久

远才得不退转；有以信心为方便，容易修行，速疾得

不退转。若想速达不退地，应以恭敬心执持称念弥陀

名号。）” 

得人身难，遇净土法更难。所以要趁着现在康健，

办好往生大事。办好了，就永超轮回，得到无尽安乐；

没办好，一失人身，则万死千生，轮转六道。所以，

在得人身的此生，要发起决断之心，誓求今生决定往

生，这是人生最重要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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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常想：我从无始以来轮回六道，就因为不知道

这条顿超轮回的捷径，所以才长劫不出轮回。今天总

算有幸知道了，怎么能不及时着手修持？年老者固然

要加倍努力，年轻人也不能因循度日，（其实，无论

年老年少，轮回的时间一样长，都是无始流转至今，

都须解决生死大事，不能因为年轻就不及时修持。古

人说：“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多是少年人。”）能及

时修持，命终就直生极乐，回头看不求往生而死入阴

府、见阎王时惊恐万丈的人，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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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新到一个大城市，首先会找安身的旅馆，等

安顿好了，再出门办事，心里就踏实。夜幕降临时，

也有个投宿的地方。 

首先找好安身处所，比喻这一生首先修好净土，

在极乐大旅馆中，登记好一间安神栖身的莲花宫殿，

在那边有自己一朵莲花，到时就托生在里面。夜幕降

临，比喻死亡降临。有投宿之地，指能生在净土宝池

莲花中，不沦落三恶趣，不像一般人大限到来时，毫

无准备手脚慌乱，直堕恶趣。因为事先准备好了安顿

之处，可以安安稳稳地在莲花里化生，永脱轮回。 

Їᾨ ΊЖ Ї∑

Ӑ ɼᾨ Ί Їḷ‰ Ӑ ӤЖ

Ї Ӑ ӤЖ Ӑ ЇҒ

Ӑ Ӥɼ 

又如，春天出远门，事先要备好雨伞。大雨突然

降临，就不会有淋漓狼狈的过患。首先备好雨具，比

喻修集净土资粮；骤雨忽降，比喻死主忽至；没有淋

漓狼狈之患，比喻不沉沦恶趣、受诸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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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新到一个城市时，首先找好一家旅馆，安

顿下来，并不妨碍自己办事。备好雨具带在身边，也

不妨碍自己走远路。同样，在生之时，先修好净土，

也不妨碍一切日常生活、工作，为什么不肯修呢？ 

净土法门，不必离开世间而能修持出世间法，非

常适合红尘中的人。很多人不能离世修行，也无妨碍，

只要每天抽出一定时间来修净土，就等于在极乐世界

作了登记。一旦无常到来，心里不会恐慌，因为已经

预办了净土资粮，在极乐世界作了登记，这时就能直

接进入净土，永远不受生死的风吹雨淋。 

ԍ҅ Ї Ӑ ɼ Ї ᵒ

Ҳ ɼԍ Ὶ Їӈ Ӑɼⱷ ᵱɼ

Ғ Їᵜғԍ ɼ ҿ ҟ Ї

Ї Ғ ɼ Ӑ Ї Ӑᵫɼ

ḷ Ї Ӥɼ 

我认识一个人，平生造了很多杀鱼的罪业。他晚

年得了一种类似中风的病。我怜悯他罪业病苦，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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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劝他念阿弥陀佛。他坚持不肯念，只跟我说一

些世间杂话。这是他被恶业障住，被疾病昏乱心识，

已经不能回心念善了。人被业力障到这种地步，劝也

劝不过来。按他的情况，闭眼后怎么办？只有随业流

转了。 

我们要从这里吸取教训，一定要乘着现在有机会

时尽早修净土，不然业障现前，想修也修不起来，别

人劝也听不进去。这样不生净土，就流入生死，不知

哪生哪劫再能出头。 

所以，修净土，要及早回头，不能拖延。就像出

门在外，头一件事就是找旅馆，不要等天黑了再找。

到时暮色沉沉，到哪里去找？只有露宿街头。春天雨

水多，出门要带好伞。不带伞，忽然大雨倾盆而至，

措手不及，会淋得狼狈不堪。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了生脱死这么重大的事如果不先做好准备，一旦大限

来临，想解脱就很困难了。 

қ Ї ɼָ ΐ ЇҒ

ɼ Їָӈ ӐЇҒ ₴ɼ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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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间，有白天就有黑夜，有严寒就有酷暑。这

是人人皆知的明显事实。而“有生必有死”这一点，

人们因为忌讳而不肯说，何必这样遮掩呢？一般人不

知道，所谓的“我”从来没有灭过，只是业缘尽时迁

到另一生处。既然一死不是永灭，死后还有去处，那

就要为自己选择最好的去处，因此不能不修净土，以

求在净土的莲花中化生，得到清虚之身、无极之寿，

以此彻底解脱一切生死苦恼。 

 

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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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品下生是指临终时地狱形相已现，此时能至心

念十声“南无阿弥陀佛”，地狱相就顿时变成莲花，

也往生净土。阿弥陀佛慈悲极深，威力极大，所以凭

十念佛就变地狱为莲花（可见佛力不可思议，名号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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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不可思议，自身心力不可思议）。这里说的“十念”，

是指生前自己念十声阿弥陀佛，不是死后请人念。 

╦ Їҹ Їᵱғ Ї

‰ ɼ ָ Ї Ӥɼ ԜЕ

ָҿᵲꜗ Ї҈ⅎ ҅ɼ ╦ ᵲ Ї Ṗ

ɼָᵫ Ғԓ ╦ ᵱЇ ָ

ӓК 

生前自己念，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和菩萨众自然

前来迎接，因此一定往生净土。死后请别人念，那就

不得而知了。 

经上说：死后请别人做功德，七分中自己得一分；

生前自己做，得千百倍的报。人何苦生前不每天坚持

念十声佛，一定要等死后才请别人念呢？自己在中阴

界随业飘荡，能有多大的把握？不如生前及早做好准

备。（就像春运期间，事先订好票，临走时就稳稳当

当，到点直接上火车。如果提前不准备，到时买不到

票，就耽误大事了。） 

下面是用三个比喻显示单凭自力和兼仗佛力的

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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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比如铁石虽然沉重，但靠船的托力，可以

渡江；一根针虽然轻，不依船力，就渡不了江，而且

一放在水里就立即沉落。比喻人造了重罪，仗佛愿力，

仍可往生净土；人的罪业虽轻，不仗佛力，仍生不到

净土，一定随此业沉溺生死。 

以教理能决定，不仗佛力带业往生，就只有在断

尽三界烦恼后才能解脱，即使只剩下一毫烦恼未断，

也必定随此烦恼流入生死。 

ҿ Ї҅ Ї ҿ ɼםᵱⱵ

Ї֤ ɼ 

又比如，平生作反贼，造了很多罪，一日接受朝

廷的招安，就转为良民。仗佛力消除罪业，也是如此。 

《观经》上说：至心一念称阿弥陀佛，能消八十

亿劫生死重罪。这是说，如果以往造了重罪，但现在

回心向善，一心归投阿弥陀佛，诚心持念佛名，从此

就得到弥陀大愿的摄受，在佛力加持下，消除罪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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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净土。 

ЇҌ Ҍ ЇҒ ҅ ɼ ָ Ї

ɼםᵱⱵ ‰ Ї֤ ɼ⅓

ᵱ Ғ װ ɼᵜ ᵱ Ї

҅⅓ְӐ Ї∑ Ғ Ӥɼ 

又如一条小虫，万死万生，凭着自己的能力，怎

么爬也爬不到一里。如果它附在一架飞机的座位上，

一小时就能到达千里之外。这是凭借飞机的力量。单

凭自力千生万世也爬不到。凡夫依仗弥陀的愿力往生

净土，也是如此。切莫怀疑我有罪业，怎么能念佛生

净土，有此疑心就障碍了自己。所以，要打消顾虑，

相信佛力，只要发起见佛得道后度尽一切冤亲的心，

就没有不往生的。 

ԜЕָ ҿ Ї ᴭ Ї ָ ɼҹ

ᵱЇ֤ ɼῚ Ӑᴭ Ї  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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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人一生造恶，杀害众生，对他人做了很

多伤害，如果他临终凭念佛也能往生，那所杀所苦的

众生所怀的冤恨之心，何时才能解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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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此人往生净土得道之后，有大道力，度脱一

切冤亲，这不是胜过冤冤相报、彼此永无出期吗？ 

所以，不论自己身上或众生身上，所存在的一切

暂时和究竟的问题，都能依靠往生净土，得到解决。

一个凡夫往生西方净土，就像壮士冲出生死怨敌的重

围，到达最安全最安乐的国土。然后，在净土中成就

圣道，成办无量无边众生的暂时究竟的一切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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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此净土文是想劝导一切见到和听到的人，都

拓广心量，以佛的发心为自己的发心，广泛地去宣扬

净土，让人人知道净土，往生净土。要想：这个对众

生有极大利益的净土法门，如果别人也像自己一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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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岂不是快事？如果别人都像自己以前一样不知

道，岂不是可悲的事？ 

要这样推己及人，别人有难处，就像自己身上有；

自己得到利益，就想让别人得到。人天福报享尽即转

为痛苦，所以不是真安乐。能闻到净土法门，并生起

真实信愿，才是开启了未来无边安乐的大门。所以要

发心把净土传到每个众生面前，让人人知道这条即生

解脱的易行道，让人人都对阿弥陀佛生信，对极乐世

界欣求，这是在做极大的菩萨行，使一切众生即生得

到解脱。 

ԓ ḷЇ∑ Ӑ Ї ҿ ӝɼ

ӝӐ Ї׃ ɼ ᵱ ᵱ Ӥɼ

ⱷָ Ї ҿ ӝ ɼ ӝӐ ɼָ

ῡ Ӑɼ Ї װ ᵱ Ӥɼ  

如果只停留于自己一人修，那是学声闻乘的人，

叫小乘。就像骑自行车只运载自己一人，这是佛说的

断佛种性者（断了成佛种性或者断了大乘种性）。如

果不单是自己修，还能广泛劝人共修，使自己和千千

万万的人共同往生极乐世界，那就叫大乘菩萨。就像

一辆火车，能同时运载千人驶向目的地。劝人修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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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能得无量福报，以此能到达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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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陀经》上讲，十方恒沙诸佛，都共同赞叹阿

弥陀佛的功德不可思议。这是说佛有无法心思、言议

的功德。这样的功德，可谓深广到极点，用在哪方面

不能起大作用？（也即，借助佛不可思议的功德，有

什么愿不能实现？）所以，能劝一人修净土，以这份

善缘，消罪业可以，增福延寿可以，庄严往生功德可

以，利益亡者也可以。但一定要用至诚心往所求的方

面祈祷发愿，这样做无不收到功效。对照房翥的事迹，

可以知道大概。 

劝人修净土，能使对方得到现前及究竟无量无边

的利益。即从被劝者修净土时起，直到他成佛之间，

会得到无量的福德、受用，以及广大的神通、智慧、

三昧、总持、辩才、相好等等。由于这是以自己的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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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使他人得到无量无边的利益，因此自己身上会得到

相应的回报。所以，劝一人修净土，结上善缘，自己

就积下了深厚资粮，拿它净罪，可以；增福延寿，可

以；庄严往生功德，可以；超度亡者，也可以，但必

须以至诚心祈愿回向。 

《往生传》记载，有个房翥有一天暴死，下到阴

府。 

阎罗王对他说：“我查过生死簿，你有一项功德，

曾劝一个老人念佛，已生在净土。以这项福德你也会

往生，所以才召见你。” 

房翥说：“我生前许愿要念一万卷《金刚经》，还

要朝五台山，我现在不想往生。” 

阎罗王说：“当然，诵经、朝山是好事，但不如

早生净土。”阎罗王知道他许愿坚固，志不可夺，就

把他放回人间。 

从这件事看出，劝人修净土，的确能资助自己往

生，所以应当尽己所能，多多劝人修净土，这是自利

利他的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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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翥劝一个老人念佛往生净土，就得到这样大的

功德，何况劝一人以上，乃至五人、十人，甚至更多

人？更何况受劝化的人，又辗转地劝别人，就像一盏

灯点燃另一盏灯，被点燃的灯再点燃其它灯，辗转无

穷。按这样做，西方净土的教法就可以传遍天下，无

数沉溺苦海的众生就都可以往生净土了。 

所以，要广泛地宣扬劝化，让弥陀法门传遍十方，

让苦海众生都坐上弥陀大愿船，径生净土，永脱生死。 

ⱷָ Ї ҿ ɼ ‰ Їҿ Ӑ

ɼ ₴ Ї Ὶ Ӑ ɼ Ὶ 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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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人行善道，叫法布施。传授净土法门是大的法

布施。得到此法的人信受修习，就能直超轮回，不是

其它法布施可比的，所以它的福报无穷无尽。 

法有很多种，有人天乘法、小乘法、大乘法，有

经过三大阿僧祗劫成佛的法，有一生成就的法，各种

法的作用深浅不同，法布施的利益也就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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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劝导人行人天善法，确实能得到人天安乐，

但不能了生脱死，福报享尽，依然堕落。而如果教人

净土法门，助他发起信愿修持净业，就是把他送到极

乐世界，登上不退地，获得三身、四智、五眼、六通、

无量智慧、辩才、总持、三昧，之后在虚空界尽之间，

救度无边众生。这一切往生后所现前的无尽利益，都

源于最初引导他对于净土生信发愿。所以，宣讲净土

法的福报无穷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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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原因，大慈菩萨在《劝修西方偈》中说：能

劝两个人修，就比自己单修精进。能劝十余人，福德

已无量。能劝百人千人，叫做真菩萨。能劝过万数的

人，就是阿弥陀。 

观此就知道净土法门要广泛地流通。弥陀的本愿

是让他的名号普闻十方，饶益众生。这一法有极为深

的度生作用，怎么能不拓广心量，尽可能地弘扬，让

人人都知道有净土妙道，而积累无量福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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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人在饥饿时，给他一碗饭吃；人在寒冷时，

给他一件衣穿，已是很大的恩惠，何况众生无量劫来

沉沦六道，无有出期。这时我指示他净土法门，让他

即生就直超轮回，感受无有穷尽的长寿安乐，这样的

恩惠哪里有穷尽呢？ 

一般人没踏上净土这条易行道，就免不了随烦

恼、业力一生生地轮回，感受三恶趣等的无量众苦，

这远远比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痛苦深重得多。如果

指示他净土法门，让他一生顿超轮回，从此享受无有

穷极的安乐。这个恩德就比虚空还广大。如果说解除

人的饥寒是大的恩惠，那么教人修净土，拔除他旷劫

以来的生死苦，给予他一生解脱、成佛的大安乐，那

更是广大、无尽的施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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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上说，若有人以恒河沙数的身体布施，

持续做无量百千万亿劫，比不上听闻《金刚经》后信

心不逆的福德。这是因为：布施身体不免受世间福报，

毕竟有穷尽之时。无论用多少身体、在多长的时间里

布施，有限的福德加起来还是有限，所以有享尽之时。

但如果对《金刚经》的义理生起不逆不退的信心，由

此渐能悟明本性，由此所生的福德就无有穷尽之时，

因此胜过前者。 

ԍװ ӐЇ Ḫ − ɼ ⱷָװ‰

ЇῚ ֤ ɼ 

依我看，不但信受《金刚经》有无尽的福德，劝

人信受净土也同样得到无尽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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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一生净土就不再轮回，已经登入不

退转地，从此修行，只进不退，直至成佛而后已。虽

然初生净土还没有成佛，但已经踏上了直趋成佛的阶

梯，一定能到达佛地。 

所以，劝一个人修净土，就是成就一个众生作佛。

凡是人成佛，一定会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而所救度

的众生获得的利益，都是由我劝修净土作为起始。这

样辗转生起的利益，都有我的功劳在内，因此我获得

的福报，怎么不胜过以恒河沙数身体布施无量百千万

亿劫的功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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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受过师友的教诲、恩人的提携、交游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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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告诉他净土法门，以作回报。以至一切人，或对自

己有过一饭一茶的恩德，或有过说一句话、坐在一起

的接触，下至佣人为自己做事付出了辛劳，总之，为

我的受用出过力的人，都要告诉他净土法门，让他早

出苦海。 

供养衣食等财物是小报恩，以净土法门引导人往

生极乐究竟成佛是大报恩。而且，这不是传授人天乘

或小乘法所能比，因为把人安置在人天安乐或小乘涅

槃的利益，远不如安置在西方净土得不退转终至成佛

的利益。 

Їₐ҅⅓ ғҒ Ї ғҒ Ї

װ ӐЇᶕΐ ‰ ɼ 

又不但对自己有恩、有接触的人，连同一切知道

或不知道、认识或不认识的人，都发心以净土法门化

导他，让他同生净土。 

Ї ᵱ қ Ї ҅ ɼ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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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仅局限于人类的范围，还要利益人类外的众

生。释迦佛在世时，有一国人难以调化。佛说：“这

国人和目连有缘。”就派目连去教化。结果一国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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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乐意受他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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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问佛：“这国人跟目连有什么因缘？” 

佛说：“目连往昔有一世做樵夫，在山中打柴，

惊起一群蜜蜂。当时他发善愿说：‘等我将来得道，

就度尽这群蜜蜂。’现在这一城人就是当时群蜂的转

世。”目连当时发下善愿，就和群蜂结了善缘。过了

多世，群蜂转为人身，由前世的因缘，目连去教化他

们，个个欢喜听从。 

（也许我们认为樵夫发愿，蜜蜂也听不懂，怎么

隔了多世还出现感应。其实，心与心是感通的，在发

起善愿的当下，无声无形中在自他的心上起了作用，

彼此间的善缘就结上了。多世之后，彼此再见面，善

缘种子立即成熟，彼此会很投缘。所以，度众生先结

善缘，而结善缘，很重要的是内心发善愿。发了善愿，

结了善缘，将来因缘成熟，教化就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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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不但对一切人要劝导修净土，对一切

飞禽走兽，下至飞虫爬虫，凡是有形相可见的，见到

时，也都要给它念几声阿弥陀佛，在心中发善愿：愿

你们都往生极乐世界，等我得道就来度你们。愿力不

可思议，这样发愿，将来因缘会遇时，就能起很大的

作用。 

ԓ ЇῚ Ғ 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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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但对有形有相可见的生命要这样发愿，对

不见形相的众生，也一样心里这么想、口里这么说。 

人心广大，无有限量，发善愿不应有局限，要像

普贤行愿那样，按尽虚空遍法界的量来发。所以，不

但对有形有相可见的众生要发善愿，对不见形相的地

狱、饿鬼、海里的水族等，也要这样发愿。总之，对

全法界的众生都发这个善愿，发起“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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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常发善愿，就会使善念纯熟，对一切众生，

无论是谁，都成为有缘。以大愿的力量，一定能资助

自己上品上生。而且，将来度化众生时，众生没有不

乐意听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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