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净土法门丛谭  
   

平等念佛的净土观 

 

    一、十方皆有净土，其理平等。 

    二、念佛不论念何佛，皆可往生，其理平等。 

    三、学佛皆为净土，各宗皆谈净土，其理平等。 

    兹举各种净土的言论，以显净土观念应平等： 

    第一、念佛多好弥陀净土，因有三经宣扬，故能普遍弘盛。此宗创自慧远，而在慧远之前，已有

僧显，由修禅定见阿弥陀佛而往生极乐。专倡念佛求生极乐，则创自慧远莲社。但慧远之德业很广，

不专在念佛。他生平除念佛外， 

(1)翻译经律；(2)宏扬教义；(3)修持戒定；(4)崇护僧制。但念佛乃由远立宗者， 

刘遗民作发愿文，王乔等作念佛三昧诗，推行此宗。慧远序云：「念佛三昧者何？思专想寂之谓也，

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 

    此宗因慧远风行，道绰继之弘盛西北。唐初善导继之弘扬、不遗余力，且有实际工夫，每念一

佛，口放一光，身教所至，朝野从化。 

    阿弥陀佛四字，几乎代表了中国全部的佛，如西藏之「 嘛呢叭迷 」，然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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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等地则不念弥陀之名，以巴利文的小乘三藏中，没有阿弥陀佛和菩萨的圣号。  

    第二是兜率净土，亦曾盛行一时，且早于弥陀弘扬之前。如慧远之师道安 法师，亦为中国佛教划时

代的大师。他之发愿求生兜率，(1)以切近娑婆，同在 欲界、求生较易；(2)修法只需五戒十善，不必甚

深禅定，较他宗为易；(3)弥勒 接受释迦佛法，愿力摄持行者，求生必遂；(4)往生兜率，皆不退转，且

随弥勒 下生，从佛教化。 上生经亦云：「其往生者皆发大乘心，无有退转」。如 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

乐，而法华普贤劝发品则指归内院，可谓春兰秋菊各全其 美。往生不在胜劣难易，而在弘扬者无，修

习者少，因此智者十疑论，道绰安 乐集，迦才净土论等，专扬弥陀，以兜率不易修，不易生，故此修

者更少了。  



    但到了唐时，玄装等则修之。既唐前梵僧至华传教者亦多修之，故云净土之 胜劣，理实平等，胜劣

抑扬，病在行者，无论何种净土，专心皆生，皆为不易 之理。  

    第三、无量佛土皆可往生。法华云：「其人临命终时，诸佛授手，十力净 土，随愿往生」。则知十

方皆有净土，皆可往生。般若三昧经说修念佛法门； 有一种叫做「般舟三昧」，般舟译为「佛立」，

「三昧」译为「正定」，修此 念佛法门而得正定，佛即立现其前，或与之问答，或为之说法，修各种

净行得 力，皆有此境界，如慧远行般舟三昧，定中三见阿弥陀佛。又若修此三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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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不动，悉见十方诸佛，悉闻诸佛说法等等。又此三昧，亦名「常行三昧 」，修此三昧，於九十

天内昼夜不休，不许坐卧，克期至果以见效。唐道宣曾 修二十次，感天人送供。大般若经说常啼菩

萨，与其眷属，亲近法勇法师，於 众香城内般若场中，七年常行不坐，既证无量三昧，得见十方无量

诸佛，共所赞叹 。故释尊常告弟子，修习般若，应学常啼，广运思惟，观察不息，便得相应。  

    又般舟三昧经谓修此三昧既感「一切佛现立在前」。近人解「一切」与「 无量」兼通，则一切佛部

指无量寿佛--阿弥陀佛，故念佛功成，阿弥陀佛现 在前立，即同一切诸佛现在前立。如此则学佛求生净

土，可随众生根性所好， 往生何种净土都可，不在东方西方而分胜劣，分胜劣只在众生根机不等，所

见 有殊，不在净土本身有何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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