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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真的这么利

害？ 

 
洪祖丰■本期特约 

   

有人说："学佛者不必花样多多，只要老老实实的念'阿弥陀

佛'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从此了生脱死，涅盘寂静。"  

有人不以为然，反驳说："真的这么利害？若真的这么利害，释迦牟

尼佛干吗要讲经说法四十五年，留下经典三藏十二部？" 公说公有

理；婆说婆有理。且让我来评评理。 

 

语言的确是很"利害"的。有人用三字经骂你，你

就会暴跳如雷。有人赞你一声"好棒"，你就会乐

得飘飘然。三言两语，就可以冲击你的心境。"阿

弥陀佛"四个字，力量当然非同小可了。 

不过这里边还有两大关键。其一是这短短的一句话，必须是听者能明

白的。其二是听者能从中领悟到什么？ 

讲者传达出来的讯息，听者若不明白，就不能产生预期的作用了。例

如我以"阿弥陀佛"问候一个不曾听过这字眼的人，对方一定会莫明其

妙。同理，念佛的人假如不明白什么是"阿弥陀佛"，那恐怕就白念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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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是一回事；领悟又

是另一回事。明白是正

确的接收讯息，领悟是

从这讯息中得到的启

迪。(你在火车站听到

汽 笛声，明白知道那

是火车的笛声，而领悟

到火车就要开到)一声

佛号、一句经题，大家

听了都会明白，但每个

人的领悟就有所不同。 
 

你一听我说"印顺导师"，

就明白我是指谁，但你若

不读他的书，不亲近他，

你就无法深入"领悟"他。

同理，你不断的念"阿弥

陀佛"，但不布施行善，

不严持戒 律，不常闻佛

法，不"花样多多"，那您

的领悟就非常有限了。领

悟有限，"阿弥陀佛"就不

这么"利害"了。 

可见真正的力量在于听者或念者的领悟。领悟力强的人，一看题目，

一听经题，一念佛号，就能领悟那三言两语所归纳的义理，就能激发

无穷的心力。 

这领悟能力来自闻、思、修的功夫。闻、思、修是"花样多多"的。看

来学佛是没捷径的。举例来说，"转法轮经"可以归纳为"苦、集、

灭、道"四个字。但此经绝不只是四个字，而是数千字。 

其中义理"甚深、极甚深"。你不下点功夫听闻、阅读此经；不在"道"

上行，只天天念着"苦、集、灭、道"，恐怕念不出一个春天来。 

话说回头，今人念佛，多不是要领悟什么深奥的义理，而是要念到

一心不乱，以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种修法是把念头贯注在"

阿弥陀佛"这句佛号上。其效应是收摄妄念。收摄妄念是修心的启

步，不是修心的全部。 

能否往生西方，我不敢妄下推测。但可以肯定，作为收摄妄念的功

夫，"阿弥陀佛"的确是"利害"的。   

洪祖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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