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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一、卅二、卅三课 综合指要  

1. 大 家都没有天眼，不曾看见过极乐国，也都没有神通，不曾到过极乐国，所以不应执定极乐国为

有，若执为有，便是武断，这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天眼和神通的人， 若执定极乐国为无，是不

是武断呢？既是不曾看过到过，怎么可以遽说为无呢！天空中，有这过世界，许可不许何？就因为

大家都是凡夫，所以说有说无，都没有资 格，这样就要遵从「圣言量」， 以佛所说为依归了。自

己既无通慧，佛言又不相信，那就成为天下最顽固的绝物了。 
  

2. 说 念佛是做无生的工夫，错了，实在念佛做的，是有生的工夫。目的是要离此娑婆，生在极乐

国，所以念佛人，念念要作离浊世，生净土想。倘若误认为：念佛是求无 生，那是自破其法，把

净法的效用，连根掘起，可知这一错非同小可，而必须加以纠正。吾人但看，阿弥陀经内说：「舍

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 「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

「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趁各段，那一段不是说生？这就可以证明：

念佛做的是有生的工夫，而不是无生了。如果说到无 生，则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通达无生，不

通达就是不究竟，净土念佛法门，也不例外。若真个不达无生，则连小乘的涅盘，都得不到，何况

大乘的大般涅盘。不 过，净土宗做无生的工夫，是在生极乐国以后，得到阿罗汉果时，便证入离

分段生死的无生，得佛果时，才进入离易生死的无生。所以由娑婆到极乐，尚有死此生彼 的一度

死生，这一初步阶段的修为，确是做有生的工夫，并非无生，因其关系重大，不得不辨。 
  

3. 有种种证据，证明修净土是大乘法，而不是小乘： 

(一) 观无量寿经说：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其中第三福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诵读

大乘，劝进行者。」这发三藐三菩提心，和诵读大乘，劝进行者，确都是大乘的行为。 

(二) 往生论中，赞极乐国偈说：「大乘善根界，二乘种不生，」这都是说：生极国者，皆大

乘根器，并无二乘种性， 

(三)  莲池大师发愿文，一开头便说：「弟子普为四恩三有，法界众生，求于诸佛一乘无上菩

提道故，专心持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期生净土。」这是说：为一切众生，普求无上菩

提道故，所以才念佛求生，可知念佛乃大乘极致之法了。 

(四) 阿弥陀经说：「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必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生者皆不

退转，直至成佛，这怎么可以说为小乘。 

(五) 华 严经普贤行愿品说：「其人自见生莲花中，蒙佛授说，得授记已，于无量百千万亿那

由他劫，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不久当 坐菩提

道场，降伏魔军，成等正觉。」由往生以至度众生，由度众生以至成佛，这若不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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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什么是大乘？好了，经论中阐明修净土是大乘法者，不可胜记，右述 这几段，已足

代表作证，再不必多费笔墨了。 
 

  
4. 心 体廓然无念，则诸方平等，并无偏重点，故无生处。若廓然无念之中，忽起一念，则此一念的

著落处，便成偏重点，也便是受生之所。净土法门，偏重念佛，得生佛 国，就是根据此一原理而

建立。弥陀摄取极乐国，发称名者，回向功德者，发愿欲生者，必加接引之愿，也是根据此一原理

而发的，可知净土法门，是含有甚深的义 理在内。 

  
5. 禅净可以双修，第三十三课第九段，三种念佛方法中的「实相念佛」，和第三十三课第十三段的

「觉照念」，都是净中有禅，禅中有净，这便是双修了。不过，就怕学者慧解不够，没有方便善

巧，那就行不通，并非禅净两法，不能互通互合也。 

  
6. 若 问各种念佛方法中，那一种最好？这便错了，法本平等，并无高下也。答案是：当你觉得：用

某一种方法念佛，心中正念最分明，并无杂念时，这一法，在这时，便 是最好的法了。所以有时

上刻用甲法最好，下刻觉得，此法不济事，还是用乙法或丙法最好了。法的应用和变换，只有念佛

人自知道，自调和，舍此之外，任何人都 不应硬性的指出：那一种是最好的方法。譬如有人问名

医：那一种是最好的药？他也只能答以：能愈病者，便是最好的药，并不宜平空指出任何药名也。 

  
7. 念佛法门中的持名念，若论行事，老太婆及小孩子，皆所优为，若论穷理，等觉菩萨，尚有未能明

了之处，其高深可想。所以才说：「惟佛与佛，乃能知之究竟。」世间轻慢念佛法门者，即是表

明：他对于念佛一法，是门外汉，而且也放弃了，无与比伦的大利益，想起来真堪一哭。 

  
8. 修 禅要无心无境，所以在禅定中，不管见任何境界，皆是魔事。修净要有心有境，所以在念佛

中，若见境界，凡所见与所念相符者，皆是正，所见与所念不符者，皆是 邪。但还要知道：纵使

所之境，确为佛境，然若执之过甚，则亦成魔。楞严经说：「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

受群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远公一生， 三见圣相，而亦不理不说，此正所以教后人：勿因贪

恋、欣喜、分别、执著。而失念著魔也。所见与所念相符，尚且如此稳定凝重，何况不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