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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第一百五十一面的经文，这是十六观里面最后的一观，第
十六观。这一观面明白的教给我们持名念佛，持名念佛是出自这部
经的。
　　大本经详细的叙述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渊源，法藏比丘怎么发
心的，极乐世界怎么建立的，极乐世界的历史都在《无量寿经》里
面，它的殊胜庄严都可以从《无量寿经》看到。小本《弥陀经》的
重点在劝我们持名往生。本经是详细说明往生极乐世界的原理以及
方法。所以真正修净土的人，这三部经必须要合起来看，要深入的
研究，我们这一生修净土往生就有决定的把握。
　　三经的注疏都相当丰富，一定要有耐心，要有一段相当长的时
间才能把它搞透彻，透彻之后，我们念这句佛号跟完全不了解经义
会完全不相同，你会感觉佛号句句相应，句句得力。
　　净土法门，过去李炳老也说过，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我
那时候在台中，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台中莲友二十多万人，那时
候民国四十七年。我们那时候跟老师开玩笑，那时候竞选市长，我
说老师，你只要在家里说一句我想做台中市长，我说马上就做成，
我们二十多万的莲友，一个人给你拉十张票，不要到外面去竞选，
有这么大的力量。很感叹的，这么多人真正能往生的只不过三、五
个，不成比例，原因在什么地方？三经没有合参，没有在这上下功
夫，我们现在完全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确我们真的
不晓得，都是在摸索。如果我们要是真正觉悟，我们会启请李老师
专讲三经，不会请他讲《华严》、讲《法华》、讲《楞严》，他老
人家很随和，我们请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结果把我们自己搞乱了



，这是很大的损失。虽然三经他都讲过，但是没有深入的讲，没有
融会贯通的讲。这是我们今天发现的，真正明白我们应该走什么路
，这个路是平稳决定成就的。请看经文：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上生者。或有众生。作众恶业。虽
不诽谤方等经典。】
　　『方等』就是大乘经典，他不毁谤。
　　【如此愚人。多造恶法。无有惭愧。命欲终时。遇善知识。为
说大乘十二部经首题名字。以闻如是诸经名故。除却千劫极重恶业
。智者复教合掌叉手。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除五十亿劫生
死之罪。尔时彼佛即遣化佛化观世音。化大势至。至行者前。赞言
善男子。以汝称佛名故。诸罪消灭。我来迎汝。】
　　下品生者（就是下三品），实际上，我们从中下品已经见到了
，都是闻法的机缘太迟。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明了，我们现在虽然
闻法，法有邪正、偏圆、半满，我们是不是闻到圆满的法？我们闻
法要是偏在一边，就是不圆。如果不彻底，不能真正帮我们断疑生
信，这个法不圆满。所以虽然闻法，里面还有这许多的差别。使我
们想到善导大师讲的话非常有道理，他说三辈九品都是我们遇缘差
别而造成的。因此亲近善知识是我们这一生修行，不但讲是成败，
如果是讲修净土的话，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品
位高下，都是亲近善知识才能得到，这是实实在在，善知识难遇，
可遇不可求。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古时候一直到现在，仔细去观察，就是
各个地方一些众生根性不相同，因此这个道场之建立，这个道风、
学风差别就很大。古时候是解行相应，有解有行。在晚近，像印光
大师那个道场就有行无解，解不注重。苏州灵岩山报国寺，印光大
师那个道场，就是一句佛号，一年三百六十天昼夜佛号不中断，有



没有道理？有道理，不必求解，只是一句佛号念到底。能不能成就
？能成就。什么人能成就？死心塌地的人能成就，没有妄想的人能
成就，真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一心一意就求生净土，这个人真能
成就，不是不能成就。可是真正死心塌地修净土的人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的人不能接受。所以如果要想把净土法门发扬光大，连这些
知识分子都要来修学，印光大师那个做法就不行。大家虽然很赞叹
、很佩服，他不学，为什么不学？拿现代的话说，不能满足他的求
知欲。那些人求知欲都降到零，没有了，死心塌地一心念阿弥陀佛
，这个行，他真的一点不怀疑。所以那个法子是度上智与下愚，行
，他决定成功，他老人家在末法时期开那样的法门。
　　为什么古时候这些祖师不开这个法门？不用这个办法？他是行
解并重？诸位要知道，这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在。古时候所流传的，
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都是正法，你去参学可以说都能得利益，
纵然偏差，幅度不大，所以解与行并重。现在末法时期，邪与正幅
度太大，简直是背道而驰。换句话说，如果听了很多邪法，不如一
切都不听，老实念佛。印光大师提倡这个法门就是防止我们遇到邪
师说法自己不能辨别，还不如老实念佛来得好。
　　从前说法的人，以及这些著作出版，都不是容易事情，不是随
便一位法师、居士就可以出去讲经说法，过去不行。过去要佛门里
面的公认，你可以说法了，你才有这个资格，不像现在是自由开放
。以前你的著作，像你写一部经的注解，这个注解要送给国家去审
查，虽然名义上送给皇帝，皇帝哪有时间看你的书，皇帝一定交给
佛教界的大德们，请他们看，请他们提出意见。如果他们提出的意
见，认为你这个书可以流通，皇帝再一命令，就是圣旨颁布，这个
书可以流通，有的人才可以刻，这个刻版就不犯法。所以以前的确
文化教育是国家控制的，决定不能给大家自由来做。自由来做，邪



知邪见统统出来，像今天你就没有办法辨别邪正，这是很苦的一桩
事情。
　　中国自古以来，可以说到满清末年都维系著中国的道统。什么
人来护持道统？国家、皇室，就是国王大臣来护持道统，防止邪知
邪见，所谓是防微杜渐，使大家都有正确的思想观念，建立正知正
见。在世间法里面就是依儒家，在佛法里面就是依大乘，所以儒佛
是中国文化的中心。现在可以说完全没有了，你看佛教近代出版的
这些杂志、小册子都不能看。
　　我在佛门里面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我不看现代人的著作，因
为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了，大家也不怪我。为什么我不看现代人著
作？我觉得古人那么多著作都看不完了，我哪有时间看现代的？我
觉得古人的著作比现代靠得住，为什么说靠得住？他这个东西要是
不好，能够流传几百年、几千年吗？他传不下来。为什么？后代跟
他都没有感情，如果不是好东西，谁愿意给他刻版流通？能够发行
流通一定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好。不像现在讲人情的，那是我的朋友
，我要帮助他出版，是不是真正好东西不见得可靠。换句话说，古
时候这个东西流传下来经过历史的考验，经过时间的考验，经过多
少人的眼目，如果不是真正好，真正有价值的，决定留不下来。尤
其是从前刻木刻版的成本非常高，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付得起。不
像现在印刷术这么便宜、便利，成本便宜，几乎任何一个人写一点
东西自己都可以出版，出版自由没人管。从前出版还要经过国家审
查，经过历史一代一代多少人看，不是好东西就没有人刻，没有人
给你继续刻，这东西就失传，流通量也少。所以这就是古人的东西
决定比现代人东西有价值、靠得住，我们多念古人的东西。
　　如果说文字有障碍，这古人东西都是古文，都是文言文写的，
我们现在看不懂，这个障碍很小。佛经都是文言文写的，佛经最晚



的翻译大概在宋朝，宋以后就很少，翻译量最多的是隋唐，从后汉
到唐朝是中国翻译史上的黄金时代，翻译量非常之多，换句话说，
确实都是标准的汉唐的文字。李老师那时候在台中每星期有一堂《
古文观止》，李老师从头到尾统统讲过，每星期两个小时，全部讲
完用了大概七、八年的时间。他说你能够背五十篇，你就能够读文
言文；你能够背一百篇，你一定可以写文言文，他说学这个东西没
有别的秘诀。但是现在想想，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连五篇恐怕都
不会背，这就没有法子，这不肯下功夫，这东西就是要背诵。
　　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不要从《古文观止》下手，我们念《无量
寿经》。《无量寿经》一共是四十八章，就等於四十八篇，那个分
量和五十篇差不多，就等於五十篇。能够把《无量寿经》背得滚瓜
烂熟，你的文言文就学成功了，文也学好了，这部经也学好了，一
举两得。《无量寿经》是汉朝翻译的，有十二种译本，最早的译本
是安世高译的，是佛法到中国来没多久的时候，最晚的是宋朝，换
句话说，这部《无量寿经》就代表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
这个时期的文学，但是它是以汉文为主。《无量寿经》非常之好，
尤其夏莲居居士会集的本子，就是重新加以整理编辑，但是他每一
字、每一句都是原来译本上的，他自己没有敢改一个字，完全照从
前原本重新加以组合编排，所以这个本子很难得，是一个非常好的
版本。我们这次印了一万本的袖珍本，诸位可以常常带在身上随时
念，希望把它念得很熟，这文言文就通了。将来看三藏经典、《四
库全书》，你都有这个能力，这就是一把钥匙，佛家三藏的钥匙，
《四库全书》的钥匙，拿到这个钥匙你才能享受。所以《无量寿经
》一定要念，你也不必刻意去背，如果能够每天念一遍，我相信你
念上三年自然就会背了，这个文不学就会了，所以背诵非常重要。
　　《观经》的文字比《无量寿经》还要少，《弥陀经》就更少，



所以将来大家要背诵、要念熟，念什么？就念三经，就可以。三经
念得熟透，自然把三经的经义能够融会贯通。融会贯通，净土宗才
能够向全世界弘扬，发扬光大，普度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
你能够说服他，你有说服力。你要不能融会贯通，人家几句话一问
你，你就没话好说，那人家就会看到你学的是老太婆教。虽然你自
己会有一点成就，不能帮助人，不能够说服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在
三经上下功夫。
　　这部经，虽然我们这次时间很短，只说个大概，因为时间不够
用，不能深入的去研究，可是从这个大概，我相信大家必定有所收
获，了解修净土的层次、方法。上品怎么修法，中品怎么修法，下
品怎么修法，统统明了了，我们自己想修哪一品？三辈九品，这是
遇缘不同，就清楚明了了。你要想上品往生就学上品的修法，与前
面讲的三福要统统相应。如果你想修下三品，就是凡圣同居土的人
天乘，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三福里头你特别著重修一条，第一福「
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要以这一条为重
心，百分之百的做到，后面两条能做多少算多少，重点摆在第一条
，你这样子念佛求生净土是修西方世界的下三品，人天乘。你要是
修中品的修法，那就要把三皈做到，「受持三皈，具足众戒」。众
戒，前面我们在中辈里面看到的，五戒、八关斋戒、比丘戒、比丘
尼戒，要认真去做。他以三皈为主，三皈第一个是觉不迷，皈依佛
，皈依法是正不邪，皈依僧是净不染，要真正做到才行，这样念佛
的品位是中三品往生。
　　上三品往生一定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
者」，劝进行者就是要讲经说法，这是上三品，清清楚楚、明明白
白的。如果只是执持名号，其他的什么都不管，这样往生也有上品
的，怎么会有上品？他也没有弘法利生，怎么会上品往生？弘法利



生要有缘，他有这个心，也有这个能力，他没有缘分，讲经说法没
人听，不是他不讲，是没人听，没有法缘，他有心，所以也能上品
上生。如果连这个心都没有了，他的品位就下了，所以结缘也是非
常重要的一桩事情。纵然没有缘，我们发心决定要发得具足。读诵
大乘非常重要，所以我劝同修熟读这三经，严格的讲，三经统统都
要能背，常常合起来去研究，三经合参。
　　在此地我们所看到的下三品可以说是业障很重的人，造众恶业
，就是十种恶业都造，身有杀盗淫，口有妄语、两舌、绮语、恶口
，心里面贪瞋痴，统统具足。虽然天天造十恶业，还好他还不毁谤
佛法，但是对佛法并不很尊重，为什么？他要是真正尊重就会依教
奉行，他会学，他不反对就是。虽然也学学佛，若有若无，并不认
真，十恶还照造，这真的，不过就是造作十恶业有轻重差别不一样
。
　　我们细细的去想一想，我们现在是出家了，是不是像经上讲的
？我想确实如此。我自己想一想，十恶天天都造，贪瞋痴有，四种
口过也有，杀盗淫纵然没有那个事，意念没断。想占点便宜就是盗
，譬如我们去寄个东西，怎么样寄才算便宜？怎么样能免税？这就
是盗国家的。换句话说，贪图一点小便宜的心是盗心，确实不容易
。戒律里头盗戒最难持，为什么？占便宜的习气养成了。你说公家
的东西，我们在公家做事，拿公家的信纸、信封来写个信，这都是
犯盗戒。公家的东西是办公用的，不是供给你私人用的，我们顺手
牵羊，大家都养成习惯，哪一个不拿公家的信纸、信封写信？换句
话说，统统犯了盗戒，犯了自己不知道，以为这是应该的，其实是
错误的。
　　从前李老师也是在公家做事，他在奉祀官府做秘书，奉祀官是
孔德成先生，他每次领信纸、信封都要向孔先生报告一下，这个信



纸、信封我私人要拿去写信，孔先生说你怎么这么罗嗦，哪个人不
是私人拿去写信？他说我要不跟你说一下，我就犯盗戒；你是主管
，我跟你说，你答应，我就不犯戒，不懂得佛法的人不晓得，懂得
佛法的人知道。所以用常住的东西一定要告诉常住。从这里看，不
管我们出家、在家，恐怕都免不了，众恶具造，只是造的轻重而已
。学佛的人造这个恶业比一般不学佛的人轻一点，也有出了家，造
得也很重。
　　这是愚人，虽然他不至於毁谤大乘经典。『如此愚人，多造恶
法，无有惭愧』。惭愧心是两个善心所。惭是我们俗话说良心发现
，自己晓得错了，自己责备自己。愧是外面的力量压迫你，你有羞
愧之心。譬如造作罪业，别人指责你，自己就很难过、很后悔，这
是外面的力量，所谓是舆论的力量。如果无惭无愧，良心永远不会
发现，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不知道自责。外面别人指责你，他指
责与我有什么相干？我还照做，这就是没有惭愧心，不怕人家说，
还是为非作歹。
　　『命欲终时』，他闻法的机缘短，差不多快到命终的时候。诸
位要晓得，快到命终并不一定是指快要死的时候，也指晚年。人到
晚年往往比较容易觉悟，为什么？知道自己一生都过去了，来日无
多，真的六十岁以后这个观念就成熟了。我今年六十二岁，自己晓
得来日无多，所以想一想过去做了很多错事情，现在就知道要修行
。为什么？以前都为这一生打算，六十岁以后知道来日无多，要为
来世打算，这一世不想了，所以这个观念不相同，这观念是很大的
一个转变，为来世打算，这个想法、看法、做法都跟从前不一样。
所以对於这一世的事情，反正日子不多，算了，怎么好怎么过去，
不计较，可是对於来世要认真。来世，一个是三途，一个是三善道
，一个是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我们来世要到哪里



去？我们现在要把全副的心力来办来世的事情。所以晚年才学道，
这就是「命欲终时，遇善知识」。
　　实在说，我自己来说，我现在才觉悟，这觉悟就是善知识。从
前没觉悟，就没有遇到真善知识；现在觉悟了，遇到善知识了。善
知识是什么？是净土三经。从前也念，从前念不认真，不知道这里
头的妙处，现在才把这个奥妙看出来，现在才遇到。大家要明白这
个道理。我们二十几岁一学佛就看到《弥陀经》，就念《弥陀经》
，但是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情。讲了这么多年的《弥陀经》也不晓
得里头真正的味道，三经合参才发现，才真正懂得里头一点奥妙，
才晓得自己应该怎么个走法。这句话我们自己要明了，绝对不是讲
真正在命终那一刹那，真正命终那一刹那，那是下品下生，是指那
种人。我们这些人都算是闻法晚，就是接近命终才闻到佛法。
　　『遇善知识，为说大乘十二部』，这就是一切大乘经。十二部
，换句话说，佛讲经是用十二种不同的方式，所以称之为十二部。
『经首题名字』，只有经名。说实在话，不要说是经的内容，听了
经名的功德都不可思议。可是诸位要晓得，闻名如果不解义，这没
有什么功德。你要说功德，只是阿赖耶里头种个种子，为什么？意
思不懂。意思不懂，你那个心理变不过来。总要记住古德教给我们
的原则，那是非常有道理的，所谓听教（就是听经）要在消归自性
。义理不明白，你怎么能消归自性？修行要在转识成智，你不懂经
名意思，怎么能转变这个思想？怎么能改变你的观念？所以这一点
诸位要晓得，闻名是要把那个名的意义搞清楚。现在很多人望文生
义，他告诉我们，听说这部经上讲的，闻诸经名字，除却千劫极重
恶业。好了，他经不要念了，他就念经题，「南无妙法莲华经」，
日本人就念这个，他认定念这个经题就能除千劫极重恶业，恶业照
干，不要紧，我念一句就消除了。这是错解经义，曲解经义，佛门



常说「依文解义，三世佛冤」，依照文字看表面意思，三世诸佛都
喊冤枉，你把他的意思搞错了。
　　闻经名要怎么闻法？你看看智者大师讲「妙法莲华经」讲九十
天，九旬谈妙，你要这样理解，「法华经」这题目你懂得，这才叫
闻名。你把这个经名的真正意思完全透彻明了，念这句「南无妙法
莲华经」才有功德。由此可知，你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要想念到
真正有功德，念一句佛号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你要透彻了解弥陀
三经，你的佛号才会起作用，否则的话，起不了作用，念这句佛号
充其量比骂人好一点。所以古人讲，你一天念十万声佛号，喊破喉
咙也枉然，这话有道理。虽念佛，你的习气烦恼、思想观念统统转
不过来。人家一句佛号得力，他念的时候真转过来，这才叫消业障
。
　　所以经题就好像文章的题目，经文就是经题的内容。你要想懂
得这个题目，你必须要把内容搞清楚，那题目就清楚了。题目跟内
容是一不是二，题是纲，文是网、是目，纲目，它是一体的。所以
真正彻底明了了，我们受持名号，为什么？方便，但是一提到这个
题，全经都明了，这样才行。所以日本人那个搞法是害死人，决定
是错误。天台传到日本，过去日本的法师也有很了不起的成就，现
代日本佛教变质了，跟我们一样，变得简直不成话。所以世间这些
事情，我们想成就世间事业都不是简单的，何况成佛作祖？何况当
生成佛的法门？所以蕅益大师说得好，不要看得太简单，你把它看
得太简单，将来耽误的是你自己；你也不能把它看得太难，看得太
难，你不敢修学，所以要以平常心真正努力去研究探讨。理论、方
法、境界统统清楚，我们的佛号就得力，句句得力，你往生才有把
握，所以这个地方千万不能发生误会。
　　『智者』就是善知识。前面是给他讲道理，把佛法介绍给他。



下面这个善知识教他修行，用什么方法修行？不是用观想。前面都
是用观想的方法、观像的方法，这里不用，这里用持名的方法，『
称南无阿弥陀佛』，这叫你持名，所以第十六观是持名念佛。在一
切修行里面，持名最方便，用这个方法。『称佛名故，除五十亿劫
生死之罪』，这是称名灭罪的功德不可思议。既然如此，为什么古
德又说喊破喉咙也枉然？灭不了罪？你就要晓得，念这句佛号就要
把我们的心意识转变成智慧，所以句句佛号是提醒我们的，这句佛
号的意思是无量觉。六个字都是梵语音译的，「南无」是皈依，「
阿」是无，「弥陀」是量，「佛」是觉。正是因为我们念念迷，所
以念这句佛号是自己唤醒自己，我要从迷回过头来，依觉悟，我样
样都要觉悟，觉而不迷，这才能灭罪。念是念了，还是照样迷惑颠
倒，念念都迷惑，这有什么用？这刚才讲比骂人好一点。所以这个
佛号是句句唤醒自己从迷回过头来，依无量觉，没有一样不觉，觉
而不迷，处事待人接物统统不迷惑。
　　觉跟迷要辨别，什么叫觉？什么叫迷？心地清净、平等、慈悲
就是觉，心里面有贪瞋痴慢就是迷，这是心觉悟的相、迷惑的相。
换句话说，念念把贪瞋痴慢、是非人我念掉，念念成就自己，增长
自己的清净、平等、慈悲，它怎么不灭罪？经上讲的是灭除五十亿
劫生死之罪，我觉得这个说法太保守，不止。诸位要晓得佛号要这
样念法才得力。好，我们下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