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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同修，这次讲座时间只有七天，我们七天总共用二十六个
小时来读这部《观无量寿佛经》。首先我们要把研读的目的告诉诸
位，这次讲座与我们过去几次所举办的目的不相同，在过去我们虽
然是提倡念佛，劝导大家求生净土，但还是偏重在教理上、劝导上
，这一次就比过去要提升一级，升级了，我们著重在实行。换句话
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认识，认识什么？认识宇宙人生的真
相，像禅宗所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我们要著重认识这个层
次，然后才晓得如何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与将来的问题，这是要认
真努力去做的。
　　佛虽然给我们说了很多的经典与法门，这些经典与法门照佛教
的术语来说就是普度众生。「度」这个字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帮助、
协助，普遍的帮助一切众生，协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
」，这是佛说一切经典的目的。但是要谈到究竟圆满的破迷开悟，
彻底的离苦得乐，讲到最彻底的无过於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所
以这个法门是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最重要的一个法门，也就是最重
要的手段与方法，可是真正认识这个法门的人的确不多。
　　它重要的经典有三经一论，这是专讲的，就是我们平常读到的
、早晚课诵里面念到的《弥陀经》、《无量寿经》，以及这部《观
无量寿佛经》，这三部经是专讲这个法门。这三经自古以来的注解
非常丰富，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是《疏钞》，这个《疏》是隋朝天台
宗的祖师智者大师作的，《疏》是他做的。疏就是经的注解，他老
人家注得相当的深，有相当的深度，后人看起来还是难懂，不能完
全了解注解的大义。所以他后来的学生，就是四明知礼法师，是天



台宗的后裔，就将智者大师的注子再加以注解，就是注解的注解，
这个叫钞，叫《妙宗钞》，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这是
这部注解全部的名称。这部注解在台湾有单行本流通，过去李炳南
老居士在世非常推崇这部注解，我们过去曾经翻印过几次。但是这
部注解依然不是初学人能够读的，所以我们印了很多，流通的是不
少，真正在这上下功夫研究的人不多。如果照这个注解的本子来研
究，决定不是七天时间能够研究完的。
　　所以这次我们采取也是天台宗近代的一位大德——谛闲法师的
《演义》，这个《演义》完全是根据《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
里面科判完全都用它的，注解也采取它精要的部分，把它摘录下来
。谛闲法师也有一些发挥，有一些讲解，把很深的经文用浅显的文
字给我们显示出来，这就是这一本《疏钞演义》。《疏钞演义》这
部书他写得非常之好，可以说把《疏钞》里面要紧的、重要的文句
都摘录在此地，使我们看起来便利太多了。由这部《演义》，将来
再研究《疏钞》就容易得多了。
　　但是我们修行还是要以念佛为主，你要是修观想，我觉得可以
加一点观想，帮助我们自己得清净心，得一心不乱，这是可以的。
如果是完全修观，依照这部经来修，恐怕不是我们现代人能够做得
到的，因为它的境界非常微细，我们一天到晚粗心大意的人没有办
法入观，所以我们就用持名念佛的方法。持名念佛这个理论也是从
这部经里头来的，所以这部经是净土宗讲理论讲得最多、最圆满的
一部经典。
　　我们先把序文念一念，序文是介绍这部经的，我们认识这部经
的价值。
　　【观经疏钞演义序。】
　　这篇序文是谛闲法师自己写的。



　　【弥陀经以信愿力持佛名号。为至直捷。至圆顿。】
　　『至』就是到了极处，没有比这个再直捷的。『圆』是圆满，
『顿』是快速，没有次第，没有阶级，也是到了极处。从这两句就
晓得这个法门实在是一切法门当中无上的法门。
　　【最极稳当。】
　　决定不会出差错的。现在很多人修行走火入魔，我们看到很多
，『稳当』就是决定不会走火入魔。
　　【最易成就。】
　　这句话对我们来讲，我们很满意，我们很欢喜。如果太难，虽
然是直捷，虽然是圆顿、稳当，我们一生修不成还是枉然。所以我
们一生当中，无论是哪个人，各个都能成就，最容易成就的。
　　【是世尊澈底悲心。普令业重众生。横超三界。带业往生。故
称异胜方便之法门也。】
　　这都是指著我们，我们业障深重。『异』是与其他的法门迥然
不同，『胜』是殊胜，没有比这个法门更殊胜的。
　　【古德云。若人但念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禅。】
　　如果以禅来讲，念佛是最高的禅；如果以密来讲，念佛是最高
的密，这是一般人不理解的。这次我们从美国带回来黄念祖老居士
《无量寿经》的注解，他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自己本
身可以说是宗、教、禅、密都精通，不但是通，精通，所以他给我
们提出念佛法门是禅里面最高的禅，密里面最殊胜的密，尤其在《
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讲得非常透彻。
　　【唯有径路修行。但念阿弥陀佛。】
　　『径路』就是近路，最直捷的道路，也就是最快速的道路。
　　【吾人果能依教修行。以真信切愿。但念弥陀。则无论时之久
近。功之浅深。临命终时。决定往生。无可疑者。】



　　这几句话我们要牢牢的记住。我们要想在一生当中成就圆满的
智慧、成就圆满的佛果，你就照这个方法去修决定不错，要死心塌
地，不再学其他的法门。这个法门要是你得到了，得到什么程度？
不要很高，你只要得到清净心，在我们这里讲是下等的功夫，上乘
的功夫是理一心不乱，中等的功夫是事一心不乱，下等的功夫叫功
夫成片，就是我们清净心现前了，这个时候我告诉诸位，世出世间
一切法门都能通达，真的所谓是一经通一切经通。所以用功得法不
得法就在你有没有这个认识，我们从一部经上深入之后，能通一切
经。你要是研究一切经，一切经研究透了才能通一经，那是吃力不
讨好，很费事，不如从一部经上下手。从一部经上下手可以能够通
一切经，通一切法门。底下说：
　　【如其信不真。愿不切。念不专者。不名但念。乃名杂念。虽
肯念佛。难臻实益。所以念佛人多。往生者少。】
　　『杂念』的效果就差很多，这就是说明念佛不能成就的原因。
　　【自古及今。求其真得一心不乱者。罕见其人。过在念不肯但
。非法门咎也。】
　　这几句话也要记住，绝对不是这个法门有问题，问题是出在我
们自己身上，就是我们没有专心，『但』就是专。如果你专心就决
定成就，自己不专得不到成就不能说是法门的过失。底下诸位自己
看，这个地方有几句重要的我提出来，就在这一面的倒数第四行，
从第二句，我念一念：
　　【云何思惟。云何正受。】
　　这个底下几句话很重要。
　　【於是佛说三种净业。答彼思惟。说十六妙观。酬其正受。】
　　本经的中心就是『三种净业，十六妙观』。后面这一行从第二
句看：



　　【於十六观中。前十二观。为上根人教观想念佛。第十三观。
为中根人教观像念佛。唯最后一观。为最下根业重恶人。临终狱境
现前之时。善友教令称佛名号。即得往生。】
　　『最后一观』就是第十六观。『狱境』是临终地狱境界现前，
这个人造的罪业很重，马上就要堕地狱了。『善友教令称佛名号，
即得往生』，这就是持名念佛。所以我们讲观想、观像、持名，这
些念佛重要的方法都是从《十六观经》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几句
话。诸位再翻过来看第四行，我们看看谛闲老法师怎样来看这部经
。第四行的第二句：
　　【余钝根人。】
　　『余』就是谛闲老法师自称，他实在是清末民初了不起的一位
法师，天台宗近代的祖师。在香港圆寂的倓虚老法师、宝静法师都
是他的学生，他自己称『钝根人』。
　　【自受具后。】
　　『受具』就是出家，受了具足戒以后。
　　【即奉持此经为日课。】
　　他老人家就拿这部经作他自己的功课，这是谛闲老法师。
　　【忽忽四十余年矣。】
　　这是他注这部经的时候，四十多年。
　　【只是诵文。未遑修观。】
　　每天诵经，拿这部经做早晚课，诵这部经，天天读诵，但是没
有依照这部经的方法修行。
　　【经云。持是经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足证持经持名。无二
致也。】
　　因为天天念经念熟了，当然常常就会想经里面的境界，这叫忆
佛，我们口里面念佛号叫念佛，《楞严经》上说「忆佛念佛，现前



当来，必定见佛」，所以忆佛跟念佛是一个意思。但是诸位要晓得
忆佛还胜过念佛，假如我们口头上念佛，心里头不想佛，这不会往
生的。往生是心往生的，不是口往生，口里头一天念到晚念十万声
佛号，心里头确实没有佛，这个不会往生。反过来，心里面天天想
佛，口里头一声也不念，这个人会往生。所以我们口里念佛，心里
要想佛，这样才行。口念心不想，那是古人所讲的「喊破喉咙也枉
然」，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
　　前年在香港，欧阳老居士是八十多岁往生的，他往生可以说完
全就是忆佛，因为没有人看到过他念佛。他读经，天天看经，喜欢
看经，从来没有人看过他念佛。他预知时至，他告诉畅怀法师说十
二月二十二号他要走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距离十二月二十二号是
三个星期，三个星期之前告诉畅怀法师，他要走了。他身体很好，
也没有害病，到这一天他果然就走了，他是坐著走的，还是看经，
坐著看经走的。所以当时他跟畅怀法师讲，畅怀法师说很难相信，
不能相信他，结果他真走了。这就是没有看他念过佛，但这是忆佛
，他心里头真正天天在想佛。所以此地大师告诉我们『足证持经持
名』，「持经」就是你天天念经，「持名」就是专持名号，是一样
的功德。
　　【须知持名一法。法尔圆具三观妙行。所谓吾人日用自不知耳
。】
　　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持名一定要晓得怎么个持法。我们读了这
部经之后，持名的方法你也就明了了，然后这句佛号才能够念得相
应，所以这部经、注解，希望诸位要认真的去研究。序文就介绍到
此地。我们现在看《演义》第一面：
　　【观经疏钞演义。】
　　这个题是一个简称，底下要说出它真正完全的题目：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
　　这是把他所讲解的原来的疏的题目完全说出来了。『佛说观无
量寿佛经』是经题，『疏』是经的注解，『妙宗钞』又是疏的注解
，刚才跟诸位介绍过了。什么叫疏？什么叫钞？注解文里面都有，
我想大家能够看得懂。「钞」，刚才说了，这是解释疏的。这里头
说「钞是显也」，《疏》文意思有隐晦的地方我们不容易看出来，
他给我们再加以详细解释，使我们一看就明了了。但是他这个钞，
他提了个名叫妙宗钞，妙宗是取疏里面解释题目的大义，宗就是宗
旨，妙是讲的一心三观。这个注子里面所说的，讲十六观，每一观
都是圆妙的三谛三观。既然是以妙观为修行的宗旨，所以他这个注
解就用这个题目，叫「妙宗钞」。底下就是注疏的人，这个疏是谁
注的？
　　【天台智者大师说。】
　　智者大师注的疏。钞是：
　　【四明法智大师钞。】
　　『四明』就是知礼法师，这里头有一段简单的略传，诸位自己
看就行了。我们看下面，这是释文。释文前面有一段很长的序文，
就是释疏序，这个疏序是智者大师作的，将这部《观无量寿佛经》
的大义，完全在序文里面为我们叙述出来，所以这段文非常重要。
这段文要是完全了解，对於全经就很容易懂得，所以我们这次研究
要把这个序文做为我们的重点。
　　【夫乐邦之与苦域。金宝之与泥沙。胎狱之望华池。棘林之比
琼树。】
　　这四句话是两个世界的比较，悬殊太大了。『乐邦』是极乐世
界，『苦域』是我们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之苦，我相信在台湾年轻
一辈的同修很难体会，不容易体会，为什么？你们生长在天堂里面



，你们没有尝到过苦滋味。可是年岁大的人知道，年岁大的人尝过
苦滋味。但是现在我们国家也开放了，观光旅游的事业非常兴盛，
你们可以到世界每个地区去看看，你就晓得这个世界极苦，你才晓
得。尤其现在大陆开放探亲，不是探亲，观光的人也大有其人，你
去看看大陆上，不仅是大的都市跟我们生活水准相差很远，如果你
要看看他们的农村，你才会知道人生真正是苦。像没有开发的地区
，非洲、中东、南美，诸位如果去看看，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个世间
苦。即使是已经开发的国家还是苦，每个人生活那么紧张。我觉得
人生，实在讲在开发中的国家里，人生逐渐麻木了，麻木不仁，这
种情形在台湾还不太显著，像在美国，甚至於在日本，这就相当显
著。人变成什么？机器一个。承受著很大的生活压力，人生的乐趣
没有了，每天忙著工作，所享受的是物质的享受，但是这物质享受
所付出的代价太大，我觉得不值得，心里的负担太重了。
　　譬如美国人，我觉得美国人非常可怜，美国人真正富裕的是资
本家，除了资本家之外，我看每个人都非常可怜，为什么？一生都
负债。中国人常说「无债一身轻」。美国人统统负债，房子分期贷
款买来的，差不多都是三十年的分期贷款，汽车也是分期贷款买来
的，可以说他家庭里面所用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分期付款的，所以
每个月赚的钱，银行、保险公司都扣掉了。我在那边住了很久，收
入比较好的差不多一个月能够赚三千多块钱，这是相当高的收入。
纳税差不多要纳三分之一，三千块钱要交八、九百块钱的税，税去
掉那么多。如果住一间漂亮、很好的房子，银行分期付款一个月大
概要一千块钱到一千二百块钱，一大半去掉了，只剩一千块钱，再
有什么医药保险、汽车保险、汽车分期，从中一扣，一个月能剩六
百块钱就不错了。一个月三千块钱，实际上他能拿回来的，一个月
六百块钱就不错了，所以他三千块钱没有办法储蓄，生活很苦，都



是负债。负债负到几时？负到他死了，债还没有还清，来世还要欠
债，这在佛法上讲非常可怜，可怜悯者。所以我们中国人比他有福
气，虽然生活苦一点，不负债。所以这的确是苦，生活非常的紧张
，天天忙著赚钱还债，精神很痛苦。这的确是极苦的，已经开发中
的国家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真正体会到娑婆之苦。
　　『金宝之与泥沙』，这是讲的物质环境。物质环境，佛法里面
讲依报，我们所依靠来享受的，就是我们生存的环境。我们这个世
界比不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这个地上都是七宝，我们这个地上是
泥沙，不能比。我们这个地质是泥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地质是琉
璃，琉璃就是我们所讲的翡翠，绿色的玉，人家的地质是绿色的玉
。黄金人家是铺马路的，我们是泥沙的地质，是用柏油来铺马路。
路面就很高级了，不得了，人家黄金是铺马路的。我们今天一点黄
金做成手饰，好像戴在身上很美，西方极乐世界一看，铺马路的材
料他们都挂在身上，这太落后了，太幼稚了，这不能比。
　　人家七宝是建筑材料，我们在经典上看得很清楚，就像我们现
在用的钢筋水泥之类的。他们那个宫殿都是金银、琉璃、玻璃、砗
磲、玛瑙，这些是建筑材料。这是说几样我们这个世界有的，讲了
你会懂，还有更好的珍宝就不说了，为什么？说了你也不懂，说了
有什么意思？不必说了，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即使是我们世界有
的，他的金跟我们的金成分不相同，我们的纯金要拿去跟它比一比
，实在讲连人家的铜都不如。所以那个世界是多么富庶，生活无忧
无虑。
　　第三句讲生态，我们这边是胎生，这是讲我们人。胎生苦，胎
生不净，不干净。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生，这个清净，只有乐没有
苦。第四句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生活的环境，跟我们这个地方做一个
对比，我们这边生活环境处处是荆棘，西方世界是琼林玉树，美不



胜收。所以一开端，序文就用这四句把两个世界做一个对比，显示
出为什么他那个地方叫做极乐世界。再看底下一段，第四面第一行
：
　　【诚由心分垢净。见两土之升沈。行开善恶。睹二方之粗妙。
】
　　这是说明两个世界为什么不相同。世界都是我们自己心变现之
物，这是这部经里头说得非常透彻。《华严经》上说「唯心所现，
唯识所变」，世界是这么来的，是由我们自己心里头变现出来的。
我们今天住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秽恶不堪，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我们这个世界人心不清净，所以才有这个现象。西方极乐世界为
什么那样清净庄严？那边人心清净，凡是到那里去往生的都是清净
心去生的。西方极乐世界只有善没有恶，所以那边的人是「诸上善
人俱会一处」。这很显然的把这两个世界的条件给我们说出来了。
　　我们要想到那边去，你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心要清净
，行要善良，我们行为只有善没有恶，我们心地清净没有污秽，你
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往生，就可以到那边去了。其他的条件
都不需要，只需要这两个条件。所以他也不问你是贫富贵贱，或者
是地位的高下，那边一概不讲求，只讲求心清净、行善良就行。这
个注解诸位自己去看。这个地方的注解有错字，注解的第三行，我
念下来，从第二个字念：「唯圆顿教，了三德性」，这是法性的性
，竖心边，这里是个错字，大家把它改过来。再看原文第二段：
　　【喻形端则影直。源浊则流昏。】
　　这是比喻。『形端』，我们站得很直，影子看起来就直。端端
正正站著，影子就直。『源』是讲水源，水源如果是浊，水一定不
清净。源头浊，水就不清净，这就是比喻。前面两句比喻心性，后
面两句比喻净土，这四种净土，注解里面都说得很明白。



　　【故知欲生极乐国土。必修十六妙观。愿见弥陀世尊。要行三
种净业。】
　　小标题是「就净示修」，把修取净土的纲领给我们提出来了，
就是『十六妙观』与『三种净业』。「十六妙观」就是修清净心的
，「三种净业」就是修善行的。刚才讲了，心要清净，行为要善良
，这是非常具体的给我们说出来。注解里头又给我们讲「妙观是正
，净业为助，正助合行」，这是往生净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然化因事渐。教藉缘兴。是以闍王杀逆。韦提哀请。】
　　到这个地方才把「教起因缘」给我们说出来，这是法会的因缘
。实在说这些人都是菩萨大权示现，诸佛与这些弟子们都不是普通
人，故意现这个相，做出来给我们看，让我们省悟。实在讲我们是
迷在娑婆世界五欲六尘当中，执迷不悟。这些人做出个样子，然后
佛来给我们讲解，使我们彻底觉悟，认真的反省，真正知道离苦得
乐是非常必要的，而且这个法门保证我们一生当中决定成功，所以
这个法门的殊胜实在不可思议。
　　本经的因缘也特别藉著阿闍世王想夺取政权，以这个事情来做
为发起，显示出人间贪瞋痴慢、争权夺利，显出这些苦事特别叫人
容易觉悟，这个意思都是相当的深刻。可以说古今中外像这种事情
我们常常能够看到的，为了利欲不择任何手段，甚至连父母都杀害
，这是大逆不道，显示出人世极苦。我们看底下一段文：
　　【大圣垂慈。乘机演法。】
　　『大圣』是指释迦牟尼佛。
　　【曜玉相以流彩。耸金台而显瑞。虽广示珍域。而宗归安养。
】
　　这是说明佛趁这个机会来教化这个世界极苦众生。真正了解人
世之苦，真正体会到六道之苦，他才有出离的想法，希望能够离苦



，他只要起了这么一个念头，这就是佛教化他的机缘成熟了。如果
他认为这个世界很美好，出离娑婆世界的念头还没动，佛怎么劝他
也是枉然，也是没用处的，必须他自己起了这个念头，有离苦得乐
的心愿。
　　前面这两句注解里头都有，是说佛放光现瑞，显示出理想的世
界确实是有，不是没有，确实有一个很美好、很理想的世界。不但
佛劝我们以西方极乐世界为归宿，『安养』就是极乐世界的别名，
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普贤菩萨普遍的劝导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
身大士求生净土。华藏世界就不是我们这个地球，范围太大了，诸
位读《华严经》就晓得。
　　【使末俗有缘。遵斯妙观。】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末』是末法时期，『俗』就是俗人，就
是凡夫，正是指的我们，我们是末法时期的凡夫俗子。但是我们很
幸运，幸运在哪里？我们与这部经、与这个法门有缘，你要没有缘
，你听不到；没有缘，这部经你也看不到。我们今天能够读到这部
经，能够发心念佛求生净土，这就有缘，有缘就应当依教奉行，遵
照这部经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来修行。底下就是简略的显示这部
经修行的方法：
　　【落日悬鼓。用标送想之方。】
　　前面跟诸位提示过，十法界庄严都是我们心现的、识变的，心
现识变就与我们分别、想像的关系很密切。实在讲这桩事实的真相
很难懂，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常常用「梦幻泡影」来比喻，尤其
经上给我们讲的梦幻的比喻很多。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作梦的经验
，梦中的境界我们也会清清楚楚，好像是真的事情一样。梦从哪里
来的？梦从想生的。你要没有想，哪来的梦？所谓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非常明显的显示出来，梦境是由想像而生的，所以梦



境不是实在的。我们现实的境界是从哪里来的？佛告诉我们也是从
分别想像而生的，所以才有无量无边的法界。由此可知，想像的功
能非常之大，不可思议。想像，我们就不能不慎重。你思想清净就
现清净的世界，你思想污秽就显五浊恶世，真的是一切唯心造。
　　我们过去想错了，天天想贪瞋痴慢，天天想五欲六尘，所以现
在这个世界才有这种情形，都是自作自受，现在我们知道苦了。换
句话说，首先要晓得因，苦是果，我们尝到苦果了，因就是我们想
错了，所以要想改变果报先要从因上改变，就是从我们思想上去修
正、去改变。诸位要是真正深入研究这个道理，那都在大经里面，
像《华严》、《法华》；论典里面，像《成唯识论》、《瑜伽师地
论》都是深入、透彻的来说明这个道理。
　　这地方就是教给我们如何改变思想，先要把那些复杂的思想转
变成纯一的思想。复杂就是染污，纯一就清净。所以这十六观第一
观教我们观落日，『落日悬鼓』，太阳刚刚下山，像一个鼓一样吊
在空中，像那个样子。想这个是什么？想这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
，教我们先想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从现象上说。如果从理上讲，理
上没有十方，也没有三世。换句话说，把一切的乱想放下，单单想
一个阿弥陀佛，这就是西方。正如同《华严经》里面表法一样，你
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知识在哪里？都在南方。难道西方、北方
就没人住，所有善知识统统住在南方？诸位要晓得南代表光明，在
五行里面南属於火，火的相是光明，善知识都是有智慧的，正大光
明的，所以他住的地方都叫南方，不管他是哪个方向都叫南方，所
以它是表法的意思。在此地就是表法与事实这个方向是两方面兼顾
，所以是使我们的心能够专，它的用意就是先叫我们的心专一，专
想西方。也就是无量无边的世界，我们选择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念
念不忘，取这个意思。



　　【大水结冰，实表瑠璃之地。】
　　前面也提到过，他那个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结构不相同
，我们这个世界泥沙石块很多，西方极乐世界的『瑠璃』就像我们
这个地方的泥沙石块一样，他那个星球组织的结构跟我们这里不一
样。「瑠璃」就是我们讲的翡翠，我们没办法想像，海水如果统统
结冰，那个颜色跟翡翠差不多，所以是用这个来观想，帮助我们想
像西方极乐世界的大地。
　　【风吟宝叶，共天乐而同繁。波动金渠，将契经而合响。】
　　注子里面说得很清楚，前面两句是树观，后两句是池观，我们
读到经文就了解。讲西方极乐世界，像小本《弥陀经》里面讲的，
这是七行的宝树，天乐迎空。后面两句是讲七宝莲池，这是十方世
界众生往生的处所。这是讲观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就提这两句。
　　【观肉髻而瞻侍者。念毫相而睹如来。】
　　这两句是提示我们观正报。『侍者』就是观世音菩萨、大势至
菩萨，是阿弥陀佛的侍者。『毫相』是白毫相，这是阿弥陀佛两个
眉毛当中有白毫，这是讲观阿弥陀佛。前面这一句是观观世音菩萨
、大势至菩萨，都是教我们观想。
　　【及其瞑目告终，上珍台而高踊。文成印坏，坐金莲而化生。
】
　　这四句是讲的三辈九品。第一句上面说过了，是上上、上中二
品，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三圣以金台来接引你。次一句是
讲上下品。讲『文成印坏』，这是比喻。古时候铸印先要做个模型
，这个模型多半是用蜡做的，用蜡刻成字好刻，容易刻，做一个模
子，然后就用金属，多半用铜，中国古时候的印，铜印，就用这个
模子，铜往蜡上一灌，蜡融化了，但是印铸成了，模子坏了，印成
功了，印成就了。所以取这个例子是什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



们在娑婆世界这个身体舍弃掉了，就好像这个印模子一样，坏了，
不要了，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取这个意思，所以『坐金莲而化生
』。这个注解里面讲，比喻往生的人，「此土阴灭，彼国阴生」，
这个阴就是我们的五阴身。
　　【随三辈而横截。越五苦而长骛。】
　　这一句是总说「三辈往生」，就是三辈九品，即使是下下品，
他也出离娑婆世界了，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一往生就『越五
苦』，「五苦」就是我们讲的六道。六道，为什么不说六？阿修罗
就不说了。实在讲六道，真正讲只有五道，没有六道。五道里面除
了地狱道之外，其余的四道都有阿修罗。天上有阿修罗，人间也有
阿修罗，畜生、饿鬼里头都有阿修罗，只有地狱道没有。通常我们
讲六道是专门讲天道的阿修罗，把他列入一道，其实他应该归在天
道，所以五趣就是六道。六道统统苦，你超越六道轮回了，越五苦
就是超越六道轮回，永远不退转。
　　【可谓微行妙观，至道要术者哉。】
　　这是「结叹观行」。你怎么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而证得三不退？
这个事情相当不容易，我们看到许多修行人有甚深的禅定功夫还是
出不了六道，就像倓虚老法师给我们说的。一个修定的人一盘腿可
以能够坐十天半个月不出定，功夫更深的可以坐到二、三个月，甚
至於半年、一年不出定，这个功夫很深了，他的结果怎么样？也不
过是四禅天而已，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出不了三界。而我们
一般人觉得这种人功夫不得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他不如一个
念阿弥陀佛的老太太，为什么？那个念阿弥陀佛的老太婆能够出离
六道轮回，他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不能比，这几个人晓得？这里
讲的是修十六观，修念佛法门之妙，『妙观』就是指本经所讲的十
六观。『至道要术』，「术」是方法，就是出离六道生死轮回最要



紧的一个方法，是至高无上之道。
　　【此经心观为宗。实相为体。】
　　第八页最后一行，多了两个字，「心性所具极乐依正」，把上
面那个心性删掉。这是把这部经的体性给我们说出来，所以这个注
解的名字叫做《妙宗钞》，就是取这个意思。它重要的方法，虽然
观里面讲十六观，可是一般修观在十六观里面只取一个。这个十六
观，每一观观成了都行，都能往生，并不是说从第一观修成再修第
二观、再修第三观，不必要这么麻烦，一观成功就行了，就可以往
生。如果一观一观的修也行，次第观也行，单独修一观也行。历代
是单独修一观的人多，观什么？观佛，专门观阿弥陀佛，观佛的正
报，也就是天天想佛，依照经里面所讲的方法去想佛，因为我们心
里想佛就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心作佛」。
　　说老实话，佛是什么？佛就是我们的心，心就是佛，这个话是
真的，一点不假。所以佛在《华严》、《圆觉》上明白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他本来是佛。本来是佛，现在又想作佛，他
就作定了。如果本来不是佛，你想作佛，你作不成，你没有条件去
作佛。因为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又想作佛，那哪有作不成！怎么作
法？想佛就是作佛。所以这部经上有两句话非常有名，是净土经理
论的中心，就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如果拿天台六
即佛来讲是理即佛，那是理上讲的，理论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
讲修功，你在修佛。理上是佛，再加上修持的功夫就当然成佛，他
主要的方法就是叫我们天天想佛，正符合《楞严．大势至圆通章》
里面说的「忆佛念佛」。所以前面一再提示同修，念佛的时候心里
头一定要有佛，如果心里头没有佛，有口无心，这是决定不能成功
的，心里头一定要有佛。
　　我们念佛人供佛像，古时候专修净土的人供佛像只供一尊，就



供一尊阿弥陀佛，他心专，或者供西方三圣，其他的都不要供了，
为什么？因为你供了会分心，你心不专。这个法门要紧的就是要专
一，决定不能分心。我们有些同修们感情用事，我供养阿弥陀佛，
好像没有供养释迦牟尼佛觉得对不起他老人家。也没有供养地藏菩
萨，我家里很多亲属过世了，地藏菩萨不救度，这不得了。不供药
师佛，生病没有医生。所以好像把这些佛菩萨，每个人管一个事情
，统统都应酬交际都要应酬到，这很麻烦。心都分散了，心不专，
所以你不能成就。所以真正修净土的人应当是供佛就供一尊，顶多
供西方三圣，都是帮助我们观想。
　　在过去，我也常常劝同修们，你供的佛像，你慎重去选择，选
择你很喜欢的佛像，选择好了之后，一生就不要改变，就专供这一
尊，为什么？将来你往生的时候，佛来接引一定跟你供的像一模一
样。你天天看他，天天想他，以后见到的佛就是那个样子，一点都
不会错，你心里很安，你会跟他一道去。如果你供养的佛像多了，
虽然都是阿弥陀佛，那个样子画的不一样，造的也不一样，供养多
了，到临终时佛来接引你，你想想哪个像？你这一怀疑就去不了，
所以你供养一尊像不会有这种现象。像太多了就不晓得到底哪个像
是真的、哪个像是假的，这个念头会动，那就是障碍太大了。所以
选择佛像只选择一尊，这是观想非常的重要。
　　『实相为体』，一切大乘经可以说都是以「实相为体」。这个
在此地也不必多说，因为他后头有五重玄义。
　　【所言佛说观无量寿佛者。】
　　这是简单解释题目。
　　【佛是所观胜境。】
　　我们观想是以佛为主，就是要想佛。
　　【举正报以收依果。】



　　佛是正报。观佛，当然佛的世界，佛教化的那些弟子，这些都
是说佛的依报，也就都包括在其中，所以是依报随著正报转。
　　【述化主以包徒众。】
　　说阿弥陀佛，当然极乐世界诸上善人也都包括在其中。
　　【观虽十六，言佛便周。故云佛说观无量寿佛。】
　　前面这个『佛说』是本师释迦牟尼佛讲的，『观无量寿佛』就
是教给我们修行的方法，以「无量寿佛」作为我们所观的境界。
　　【经者。训法，训常。】
　　『法』是法则、规则，永远不变的，不变这叫『常』。
　　【由圣人金口，故云经也。】
　　这个在玄义里面都会详细讨论。
　　【此经义疏。人悕净报。故说听者多矣。】
　　因为这部经是专门讲西方极乐世界，讲往生的理论与方法，凡
是希望我们将来自己也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部经就非常重要，
所以古来观经的注疏很多，知礼大师发心来给我们做详细的注解。
　　【所禀宝云师首制记文。相沿至今。著述不绝。皆宗智者。】
　　底下注解里面有『宝云师』的小传，「宝云」就是知礼法师的
老师，就是做这个钞的这个人，是他的老师，他是韩国人，高丽国
人。本来他在中国学佛，学成之后（他是学天台的），他就想发心
回到高丽去教化自己国家的人，这个注解里面有。他在四明，就是
现在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从前温州是一个港口，可以从那边坐船
到高丽去，就到韩国去。他经过四明，被四明的郡守（就好像现在
的县市长，地方的首长）把他留住了，请他在这边弘法。佛法实在
讲是不分国籍的，哪里有缘就应该在哪个地方教化。於是他就留下
来，就没有再回去，知礼法师有这个因缘亲近他老人家。宝云也是
依智者大师注疏来修学，都是遵守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是从《十六观经》的方法来修行往生的，在传记里面
都讲得很清楚。他在临走的时候，他的徒弟问他，往生西方极乐世
界的品位有多高？智者大师说，我因为领众（他是一个寺庙住持，
要管事），所以自己修行耽误了，只有五品位，五品位往生，生的
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里面决定不是下辈，中上辈往生。意思
就是说如果他不领众，他就可以上品上生。因为领众，自己很多繁
杂的事情要操心，不能够完全专心，所以就落个中品往生。这些人
往生都是预知时至，都没有病苦，清清楚楚走的。
　　【岂有不知修心妙观，感四净土文义者耶。】
　　这是说明他作钞的用意。为什么智者大师已经有注了，何必还
要作这个钞？这就说明『修心妙观』一定要明显的发明，让我们后
学的人清楚明白，我们往生净土才有信心，才有把握。因为这个缘
故，这个注解就不能不做。
　　【良以悯物情深，适时智巧。故多谈事相，少示观门。务在下
凡，普沾缘种。】
　　这是说明末法时期众生根性比不上过去人，尤其是在现代。现
代说个老实话，好像物质文明天天是有进步，发达了，可是除了物
质文明之外，没有一样不退化。我们念念中国的古文，念念中国古
代的诗词，我们闭著眼睛想一想，那个时候人的生活有趣，他们的
确享受的是人生，能够生活在诗情画意里面，确实真善美这三个条
件从前人具足，现在人没有了。现在除了物质生活之外，头脑里面
太复杂，妄想分别太多，这是苦。换句话说，物质生活比从前富足
，精神生活衰退了，这是真正的苦，所以根性决定不如从前人。讲
起方便实在讲也是不如从前，从前有从前人的方法，有他的便利。
我们今天实在讲是有电脑、机械带给我们方便，除这些之外，我们
实在是比不上古人。这段话的意思就是为了怜悯末法时期这些钝根



的众生，怜悯他们。这才以『适时智巧』，最适合这个时机，最适
合众生根性，这种巧妙的智慧，这就是讲的善巧方便。『故多谈事
相，少示观门』，所以经里面多半说的事相。
　　『务在下凡』。所以这部经，尤其是我们读了善导大师的注解
，《观经》注解很多，善导大师的注解叫《四帖疏》，注得也非常
好，值得做参考。善导大师明白的给我们指示出来，这个法门是专
门为度凡夫而设的。由此可知，凡夫能得度，声闻、缘觉、菩萨就
更不必说了，所以这个法门叫「三根普被，利钝全收」。往上说，
文殊普贤这等觉菩萨也求生净土；往下面看，地狱众生要遇到这个
机缘，他一念回心，十念、一念都能往生，可见得这个法门是诸佛
度众生最彻底的法门。就好像药物一样，那个人害了那个病，什么
药都没效，这个药能救。一切药物都失效了，不作用了，这个药能
救，这才是药当中的第一，这个法门就是如此。在此地特别指示我
们，少说观门，多谈事相，是希望一切下凡业障深重的众生与净土
统统都有缘。
　　【方今嘉运。盛演圆乘。慕学之徒，皆欲得旨而修证矣。】
　　这几句话是说因缘成熟了，『嘉运』就是因缘成熟，『盛演圆
乘』，「圆乘」就是指本经。时节因缘成熟了，确确实实，究竟圆
满的一乘法就是指的本经，这是自古以来许多高僧大德为我们指出
。
　　《华严》、《法华》，这是大家公认的，在佛法里面是圆教一
乘。净土这三部经，《无量寿经》、《弥陀经》以及本经，古德为
我们指出是一乘当中的一乘，这句话说出实在是很不容易，如果不
是在佛法真正透彻了，他说不出来。像永明、善导，史传里面记载
的都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永明延寿也
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诸位要是看宝静法师《弥陀经要解亲闻记》，



他的注解里面都写得很详细，说明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这些注解都是非常好的注子，在台湾也流通得相当普遍，不难看到
。所以此地讲「盛演圆乘」，究竟圆满的一乘大法。
　　『慕学之徒』，这是羡慕、学习的这些弟子、学生。『皆欲得
旨而修证矣』，「旨」是宗旨，都希望得到本经的宗旨，依照这个
宗旨来修行，希望自己在这一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把底下
这一段念掉，这一大段就圆满了。
　　【故竭鄙思。】
　　这是四明尊者谦虚。
　　【钞数千言。】
　　这钞是他做的。
　　【上顺妙宗，略消此疏。】
　　『顺』就是决定不违背智者大师这个疏，这个注疏的宗旨决定
不违背。『略消此疏』，把他的注疏再加以解释。
　　【适时之巧，非我所能。】
　　这是他谦虚，客气话。认为这不是自己能力，好像三宝加持，
遇到这个因缘而已，并不是自己有这个能力。
　　【愿共有情，即心念佛。乃此钞所以作也。】
　　这是说明他作钞的用意，用意是希望跟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修们
『即心念佛』，这四个字很要紧，念佛著重要真正心里头有佛。
　　【天禧五年。岁在辛酉，重阳日。】
　　『天禧』是宋朝真宗的年号，宋真宗的年号，这是把他著作的
时间都记得很清楚。『重阳』就是农历的九月初九，所以这日期，
月日都记载得很清楚。
　　到下面就是本经的五重玄义。所以前面这一段可以说是四明尊
者作这个钞的序文，把大义略略的说出来。五重玄义是遵照智者大



师所说的。好，我们今天上午就讲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