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说阿弥陀经讲要  
  

 

三  略解本经题目 

 

    先解经题，後释译题。本经的题目是： 

 

佛说阿弥陀经 

 

     解释经题，例有别题和通题：佛说阿弥陀五字是别题，别於他经 

故；经是通题，通於各经，凡是佛所说的法，通名为经。经题在各宗 

的解法，各有心得，言之成理，而旨趣互异，文意亦各有不同。天台 

宗智者大师，每经题用名、体、宗、用、教的「五重玄义」来讲解， 

好比一个人，有他的名字、身体、宗要（中心）、作用（手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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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程度浅深）的不同。现略解大旨如下：  

    一、释名，本经以单人立名：阿弥陀佛是人，是由人修成为佛的， 佛说此经，即用以为经名。佛

说的佛，指释迦世尊，是能说法的人； 阿弥陀佛，是为释尊所说的人。其他的经，单人立名的，如

善生经、 鸯掘魔罗经；有单法立名的，如涅盘经；有单喻立名的，如梵网经。 亦有双数以人法立名

的，如地藏菩萨本愿经；有法喻立名的，如妙法 莲华经；有人喻立名的，如胜 夫人狮子吼经。亦

有用复数人法喻三 种立名的，如大方广佛华严经。  

    二、显体，本经以依正庄岩为体：体是主体或体质，如我们人，是 以色身为本质、为主体，如果

没有身体，就没有了我们这个人。有关 本经以何为体？古德有说以「诸法实相」为体；亦有以「常

乐我净」 为体；或「信愿持名」为体，各有说法不同；而太处大师讲「阿弥陀 经纲要」，则以「依

正庄严」为体。据他的研究，认为诸法实相不但 是法华经的体，亦通於其他诸经之体，由於实相之

理是诸经所共说的 ，以此为体，显不出本经专叙西方极乐净土的别体；本经自正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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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分开始，即揭示极乐世界的住处??依报，黄金为地，金、银、 琉璃等七宝所成之种种庄严；佛

和菩萨的金身??正报是光明无量 ，寿命无量等种种智德庄严，以启示我们向慕西方，向往极乐的心

情 ，故应以依正庄严为主体。同时常乐我净，是涅盘四德，通於诸经， 而本经中亦无四德明文标

出，用以为体，并不甚善。若以「信愿持名 行」为体，此三资粮亦是诸经通用的，每经每宗做工

夫，皆要用信、 愿、行的步骤，倘用为本经之体，亦非甚妥，故大师认为当以「依正 庄严」为体，

比较来得明朗和贴切。  

    三、明宗，本经以往生不退为宗。宗是宗要，旨是要趣，是须为净 土行者所趋向的目标或宗趣。

每经皆有它的宗要，或宗趣，如法华经 以「一乘因果为宗」，金刚经以「发菩提心为宗」，本经则

应以「往 生不退」为宗。因在正说分中说明西方依正庄严之後，接上是说：「 众生生者，皆是阿 

跋致（不退）。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 。往生不退，对於本经来讲，其义超胜，故应奉为

宗趣。亦有说本经 以「信愿持名」为宗，未尝不可；惟信愿行三资粮的修习，应是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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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宗所起之作用，因响往净土，所以发起修习三资粮，不应用以为宗 。且此三资粮，不但修净土行

需要，其他各宗所起修行的作用，亦不 离信愿行三资粮，故只可视为起用，似不宜用以为宗。   

    四、论用，本经以信愿持名为用：明宗之後，必须论用。用是功用 ，要做工夫，才能生起胜用，

由胜用而达到效果。现在我们听了净土 经典，第一要有信仰：信弥陀净土的依正庄严，实有其事，

实有其理 ；信现在念佛之因，将来必生净土之果；信弥陀净土自性本具，自心清 净，净土自现，并

非心外之物；信佛语不虚，弥陀净土非无，六方诸 佛之所赞叹，之所证明。第二要能发愿：愿我舍

离贪瞠痴，修习戒定 慧，以充往生净土的资粮；愿我广集善行福业，不求人天福报，但求 往生安

养；愿我坚心念佛，勇往直前，纵遇灾难逆境，不退菩提道心 ；愿我所修布施、持戒、诵经、念佛

等功德，不仅自求安乐，并回向 法界众生，同得究竟安乐。第三要勤实行：持名念佛，是往生净土

的 主要资粮；如果只有信心、切愿，而没有真修的实行，还是不能往生 西方的，如望梅虽暂止渴，

画饼实难充饥。又如「终日数他宝，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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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文钱」，皆不切实用。故修行净业者，务须深信、切愿、实行，才 能达到求生净土的目标。 

    五、判教，本经以大乘生酥为教相。教是圣者遗留被世的言教，相 是判别佛陀一代时教浅深次第

的相状。佛陀一生说法，有大小、权实 、顿渐、偏圆的教理，本经是属於那一类的教理呢？依天台

智者大师 分判佛陀一代时教的次第，有五个时期：第一华严时，是佛在菩提树 下最初成道，在三七

日的寂定中，为一班法身大士所说的大乘顿教； 第二阿含时，因许多初机的根性，在华严法会中听

不懂圆顿大教，如 聋若哑，所以佛不动寂场而游鹿苑，以十二年时间，为五比丘等说四 阿含经，是

属於小乘的渐教；第三方等时，是说方圆平等的大乘教理 ，即佛以八年时间，为中等根机说大乘通

教；第四般若时，融通大乘 ，淘汰小教，佛在廿二年中，独谈菩萨法的别教法门；第五法华涅盘 

时，开权显实，会小归大，八年时间，唯说一乘圆教。今本经专为五 浊众生摄归净土，三根普被，

非是华严独被菩萨的顿教；本经专说弥 陀依正功德，往生不退，究竟成佛，非阿含渐教；本经不论

何种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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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须一心念佛皆得往生，并不独谈菩萨法，非般若教；本经专示持 名念佛，非最後遗嘱，故非开

权显实之法华教，亦非最後顾嘱的涅盘 教。既非华严、阿含、般若、法华四教，自然属於第三时的

方等大乘 之教。又天台建立乳等五味以配合华严等五时之法，今本经既属方等 教，以大乘生酥为教

相。  

    现在再来解释经题的文字和意义  

        「佛说」，指此经是释迦世尊之所亲说的。佛是梵语，华言为觉 。觉有「觉察」和「觉悟」二

义。觉察、是觉察有烦恼贼，不使侵入 ，从而断除烦恼障而得名。觉悟、是从破除执见的所知障，

明心见性 而得名。又觉察烦恼，时时提防，便不为烦恼所侵，乘机断了它。如 人觉察有贼，时时提

防，贼难得逞，便不会丧失财宝。觉悟是进破无 明烦恼的根本执见，断了所知障，扫除一切不正的

邪见，圣慧朗然， 如日光出现，普照大地众生，永离愚暗，得大解脱。凡夫迷而不觉， 二乘觉而不

遍，菩萨遍觉而未圆，唯佛陀圆满觉悟，故称无上正觉。 「阿弥陀」是印度语，译为「无量光」，

本经云：「彼佛光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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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故名阿弥陀。」又名「无量寿」，经云：「 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

阿僧只劫，故名阿弥陀。」光明，是指 修成佛位，断惑证真，转八识而成四智，即以智慧为寿命，



无生无灭 ，故成无量；这与我们凡夫众生，真智未显，以妄识为寿命，妄造诸 业，轮回生死的境

界，就判若天壤了。  

    可是阿弥陀佛为何而得到无量的光寿呢？这要略说弥陀成佛的历 史：阿弥陀佛在过去无量劫中，

曾为妙喜国王，名无诤念；他的父王 名月上转轮王，母亲名殊胜妙颜。当时有佛名世自在王佛，住

世说法 。王听佛法，法喜充满，心地开朗，发心出家，佛赐号法藏比丘。他 发愿自己学佛成佛，又

发愿普度众生，救拔众苦；但思量若要达到此 一目的，必须建立一个殊胜的极乐世界，并有简易修

学的行门，才能 摄引众生，往生其国，克成大业。後又请佛开演十方世界的庄严佛土 ，以及修证净

土的法门，作为参考。世自在王佛就为广说二百一十万 亿个庄严刹土，并以神力如被他，使他一念

真诚的感召，诸佛国土即 时迸现其前，为他所见，生大欢喜，仔细选择其中最殊胜庄严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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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以为修行净土的标本，遂於佛前广发四十八愿，愿诸聚生往生 九品莲台。经过长劫的修行，

结果实现了极乐世界，不但他自己光寿 无量，凡是往生其国者，都可得到无量光寿，究竟利乐。由

此可知道 十方净土，都是唯心所成，唯识所现！遂其愿力，而得庄严。我们无 始劫来，轮回六道，

不得出离，现在听了净土法门，亦应发愿建立自 心的净土，实现自性的庄严，才不辜负己灵，亦不

辜负佛恩。  

    「经」，梵语修多罗，新译「素 览」，义译「契经」，有契理 契机之义，即所说之法，上契十

方诸佛所说之理，下契一切众生所感 之机，名之曰经。经又有出生诸佛、显示胜义、结 贯串等

义。或经 者径也，即此经法，有如一条康庄大道，依之而行，便可踏上光明的 大路，永离愚暗的险

坑，灭苦生乐，得大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