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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名念佛與實相念佛之統一 

——本願即心持名念佛的提出 

釋法藏 

曉光空中佛學院教務長 

僧伽文教基金會負責人 

提       要 

  阿彌陀淨土法門，長期以來一直就是中國佛教的重要

宗派，其思想與修持長期地影響著中國佛弟子的解行，一

直至今仍不稍減。然而由於法門的多元性及應機的多樣性

，使得淨土法門的教、理、行、果，亦有著多重性的發展

。本文擬以天台宗的性具思想

性具思想性具思想

性具思想為根本，藉由對實相念佛

實相念佛實相念佛

實相念佛內

涵之考察，在以法界心念自性佛的認識下，而得出自性彌

自性彌自性彌

自性彌

陀

陀陀

陀與唯心淨土

唯心淨土唯心淨土

唯心淨土的普遍性淨土法門之原理。依此原理，乃得

以返觀一向所流傳最廣的持名念佛

持名念佛持名念佛

持名念佛，之所以得以成立，以

及其功德利益之所以不可思議的原因，從而亦建立起即心

即心即心

即心

持名

持名持名

持名念佛的理論根基。此外更進一步地，透過對彌陀第十

第十第十

第十

八願

八願八願

八願的理解，在實相念佛的觀照下，於破斥日本淨土真宗

淨土真宗淨土真宗

淨土真宗

的偏激之同時，亦提出了具有終極救度色彩的本願即心

本願即心本願即心

本願即心念

佛思想。希望藉此能使念佛法門的修持，更臻三根普被的

境地，更具深厚的理論內涵。以使未來的淨宗行者，能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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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生信安心精進地修持淨土法門，近可收即心即佛之圓解

，遠可得往生極樂之左券，此論文寫作之初心也。 

 

關鍵詞：性具思想 實相念佛 自性彌陀 唯心淨土  

    持名念佛即心持名 第十八願 淨土真宗  

    本願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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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彌陀淨土法門，自從東晉慧遠（334～416）大師廬山

結社首倡1 ，東魏曇鸞（476～？）大師註論2 專弘以來，

即在中國弘傳不輟。這其中雖然依於不同的淨土經論，或

不同的教理思想背景，而產生了諸如自力、他力，修觀、

帶理或專念佛名等不同類型的淨土修持理論與方法3 。但

是對於彌陀淨土的功德與修行價值等，長期以來都是共同

加以推崇而廣泛弘揚的。然而近百年來，由於中國佛教在

長期客觀環境的妨礙與不足下4 ，已使得佛教有著解門不

彰，行持不力乃至解行分離的現象產生。影響所及，佔修

持比例大宗的淨土法門，也因此漸漸地流於膚淺化、籠統

化與目標不明、信心不定。修持淨土教法的人當中，不少

人有著一種「只要一句佛號念到底就可以成就一切了」之

類，似是而非的無知與懈怠之思想。這類看似對淨土法門

                                                 
1
 元興元年（4 0 2 ）師與劉遺民等百餘人，創立白蓮社，專以念佛求生西方 

為修行法門，一生有三次於定中見佛。見《梁高僧傳》卷六。 
2
 師為當時著名之四論（《中》、《百》、《十二門》及《大智度論》）學 

者，以空宗思想註解世親菩薩（有宗）所造之《往生論》，影響後世彌陀

淨土教理及修行思想甚鉅。《續高僧傳》卷六謂師寂於東魏興和四年（

5 4 2 ），然其他文獻中有異說，有認定為寂於高齊天保五年（5 5 4 ）之後

者。 
3
 參考日‧望月信亨著《淨土教概論》第十～二十章。 

4
 此指政治環境的動盪，長期佛門人才凋零，及佛法解行傳承喪失等因素而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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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堅定，而又「道味」十足的說辭，或者對某些宿具深

厚淨土善根的少數人有實際的利益，但對大部份疑心重、

煩惱深且妄想多的眾生而言，總不免讓人有「以雞毛當令

箭」的感覺。彌陀聖號的功德固然深廣不可思議5 ，而信

心行人6 也確實可能由於對聖號功德的仰信，而得到念佛

的大利益，但那畢竟不是大部分末法眾生所能做到的。因

此古來大德才要不厭其煩地，廣演淨土教法以令淨土行者

斷疑生信，不生退卻地精進用功7 。對一般惱重慧淺之人

，若不能以深入的佛法，給予開導念佛的用心方法，則往

往用功不得力而中路退卻，徒使三根普被、萬修萬去的妙

善法門成為虛設，誠為可惜之甚者！ 

  另外尚有一部份日本淨土真宗學人，他們援引中國祖

師8 之教說，卻極端地解釋本願信心法門，認為絕對「他

力」信仰才是淨土之「真宗」。彼等由於只重信仰之建立

                                                 
5
 康譯《佛說無量壽經》上卷云： 

設我得佛，十方無量不可思議諸佛世界眾生之類，聞我名字，不得

菩薩無生法忍諸深總持者，不取正覺。（《大正》卷 12 頁 268 下） 

聞佛名號尚有如是功德，何況稱念！ 

6
 從他人聽聞佛法而生信仰，依此信仰而修行之謂。見《佛光辭典》＜隨信 

行＞條（頁 6349）。 
7
 《淨土生無生論》序云： 

敬採經論秘密旨，闡明淨土生無生，普使將來悟此門，斷疑生信階

不退。（明‧幽溪傳燈尊者著《大正》卷 47 頁 381 上～中）。 
8
 主要是唐‧善導大師。參考親鸞等人之著作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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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能於普遍的修行方便及成佛原理上，進行佛法應有

的理解，以至產生諸多增上慢心，全依情見曲解淨土法門

而不自知。從而亦輕毀一切傳統「自力」修持之法門，往

往自恃己見而睥睨他宗，甚至偏激得失去理性，而近乎外

道信仰！其信仰彌陀之真心故然可佳，可是卻不知彌陀非

心外而得，西方不隔於方寸的大乘真實深義，以至彌陀的

深悲大願，不過類同外道神祗的純救濟義。如此一來，雖

有令少數根器者往生的功勞，但也造下了毀失淨土法門之

圓頓大乘深義的無邊過失，為弘法化而反致此咎，實為可

憐憫者。 

  因此，為了保持彌陀淨土法門應有的圓頓大乘內涵，

同時也深化持名念佛者的修行原理，我們實在有必要將大

乘佛法中的「實相念佛」觀，導入易行道中的「持名念佛

」行當中，將兩者作一調和與統一。以使持名的徹底方便

道，有著大乘終極真理的內涵在；反之，亦令甚深而不可

思議的大乘中道實相之理，在凡夫的位上，有了簡易可修

的下手方便，如此則上來兩類人的缺失即有了修正的可能

，這也正是本文的深層目的所在。 

二、彌陀淨土教的緣起與修行目標 

（一）淨土法門之緣起 

  世尊的出世說法，目的無非欲令眾能依佛法的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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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透過親身的實踐，而達到離苦得樂的解脫境界，這是諸 

佛出世的大悲用心所在。如《無量壽經》云： 

   如來以無盡大悲矜哀三界，所以出興於世，光闡道 

教，普令群萌獲真法利9 。 

  然而，什麼樣的教法才能令眾生「獲真法利」呢？契

理之教固然是真法利的前提，但契機的條件卻更是世尊設

教時不可不考慮的重要因素，畢竟法門廣大以能應眾生之

機者為修行得力之先。尤其三界10 內的眾生，大部份為三

障11 煩惱所蔽，欲修行出離談何容易？因此佛在《觀無量

壽經》中，才因韋提希夫人的逆子因緣，而施設了當生即

能離苦得樂的彌陀淨土法門。如彼經中韋提希夫人向佛陀

祈求云： 

   世尊，我宿何罪生此惡子（阿闍世太子）……唯願 

世尊為我廣說無憂惱處，我當往生，不樂閻浮提濁

惡世也。此濁惡處，地獄、餓鬼、畜生盈滿，多不

善聚。願我未來不聞惡聲，不見惡人。……唯願佛

日教我觀於清淨業處12 。 

  眾生因觀世間的「濁惡、盈滿」，生起厭患欲離之心

                                                 
9
 《大正》卷 12 頁 266 下。 

10
三界即：欲界、色界、無色界，泛指一切輪迴眾生所居之世界。 

11
三障即：業障、報障、煩惱障三者。 

12
《大正》卷 12 頁 34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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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欲於當生求生「清淨業處」（欣此厭彼），這正是

淨土法門施設的主要因緣！然而當生成就之法門，為何是

淨土法門而非其他法門？蓋以仗彌陀本願力之攝受加持故

，眾生能以少分力而得迅速成就不退轉，從而直了成佛。

《無量壽經》說眾生生彼後，皆是不會退轉的正定之聚。

文云： 

   佛告阿難，其有眾生生彼國者，皆悉住於正定之聚 

。所以者何，彼佛國中無諸邪聚及不定之聚13 。 

此外四十八願之第十一願亦云：「住定聚，必至滅度

14 」等，皆是眾生往生後住於不退轉的經證，也同時是許

多眾生的生命需求。因此，龍樹菩薩於《十住毘婆沙論》

＜易行品＞中，更將一切能令眾生至不退轉地的法門，大

判為難行道及易行道： 

   佛法有無量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陸道步行則苦 

，水道乘船則樂。菩薩道亦如是，或有勤行精進，

或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不退轉）。

如偈說……若人疾欲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

，執持稱名號15 。 

                                                 
13

《大正》卷 12 頁 272 中。 
14

《大正》卷 12 頁 268 上。 
15

《大正》卷 26 頁 4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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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云： 

   阿彌陀等佛，及諸大菩薩，稱名一心念，亦得不退 

轉16 。 

  論中先言「以信方便」後言「稱名一心念」等，由此

可知，以信為前提，一心執持彌陀名號，在龍樹菩薩看來

，正是苦惱眾生所希求的「疾至不退轉」之易行道法門。

與此類似的，則是世親菩薩對彌陀佛本願力的進一步推崇

，如《往生論》云： 

   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能令速滿足，功德大寶 

海17 。 

  十方諸佛皆有淨土，亦皆依本願而成佛，何以世親菩

薩卻要獨尊彌陀？原來這是有經為證的，如《無量壽經》

卷上法藏菩薩自云： 

   令我作佛，國土第一，其眾奇妙，道場超絕。國如 

泥洹，而無等雙，我當愍哀，度脫一切。十方來生

，心悅清淨，已到我國，快樂安隱18 。 

  所謂「道場超絕，而無等雙」正是指出彌陀本願功德

的特勝所在，而「度脫一切，快樂安隱」則更明示了彌陀

                                                 
16

《大正》卷 26 頁 42 下。 
17

《大正》卷 40 頁 832 下。 
18

《大正》卷 12 頁 26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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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三根普被的應機性質！由易行道的確立，到特勝與三

根普被的本願功德，使得彌陀淨土法門得以確立其崇高的

地位，亦是必然的結果。關於諸經偏讚彌陀的原因，智者

大師在《淨土十疑論》中亦有明確的說明： 

   釋迦大師一代說法，處處聖教，唯勸眾生專心偏念 

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又彌陀佛別有大

悲四十八願，接引眾生……當知阿彌陀佛與此世界

極惡眾生偏有因緣。其餘諸佛，一切淨土，雖一經

兩經，略勸往生，不如彌陀佛國，處處經論，殷勤

叮嚀勸往生也19 。 

（二）淨土法門之修行目標 

  佛法修行的通途道，經由對佛法的聞思修為方便，以

自力的戒定慧增上，而趣向解脫為目的，其理甚明自不待

言。然自力的修行解脫，對極大部份的眾生來說，卻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尤其身處末法的五濁惡世，欲能世世不失

人身，且精進不退於佛道，更不是一般凡夫所能。例如曇

鸞大師在《往生論註》中論難、易二種修行時即指出： 

   難行道者，謂於五濁之世，於無佛時求阿毘跋致為 

難，此難乃有多途……唯是自力無他力持……譬如

                                                 
19

《大正》卷 47 頁 7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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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路步行則苦。易行道者，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

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清淨土。佛力住〔加〕持

即入大乘正定之聚（阿毘跋致）……譬如水路乘船

則樂20 。 

  五濁末法中，既然當修具有「他力加持」的易行之道

以求往生證不退轉，可見「往生淨土」正是淨土法門的最

主要修行目標！如《阿彌陀經》云： 

   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 

補處，其數甚多……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

。所以者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21 。 

  又云： 

   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 

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是故舍利弗

，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22 。 

  由上引證可知，眾生信仰彌陀本願功德力之加持，並

發願求生淨土，與諸上善人俱會共修，當生成就不退轉之

                                                 
20

《大正》卷 40 頁 826 中。 
21

《大正》卷 12 頁 347 中。 
22

《大正》卷 12 頁 34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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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正是末法眾生應當修學淨土法門的主要目標所在。 

  然而一個具有信心，而又發願求生彌陀淨土的末法凡

夫眾生，該當如何信受、如何理解及如何行持淨土法門，

以確切地達到臨終往生極樂的終極目的呢？關於此，則依

於不同的經、論及教理思想，而有不同的理論與方法23 ，

誠然無法一概而論。因此，下文主要以淨土三經24 的思想

為根本，分別就《阿彌陀經》的持名念佛行、《觀經》所

示即心念佛行，乃至《無量壽經》的本願念佛行25 等，略

做分析說明。希望能對這些主要的念佛行門，進行一番整

合，以使未來的淨土行者，在修持淨土法門時，不致於在

修持方法上或思想認知上，產生衝突或疑惑。 

三、持名念佛的理論與實踐 

（一）持名念佛的建立 

  持名念佛又云「稱名念佛」，是四種念佛26 中流傳最

為廣泛的念佛方法，以專心一意，稱念彌陀聖號，念念相

                                                 
23

例如唐‧宗密大師即將念佛法門分為「稱名」、「觀想」、「觀像」及「 

實相」等四類念佛法門（見《佛光大辭典》頁 1804）。 
24

指《佛說無量壽經》、《佛說觀無量壽經》及《佛說阿彌陀經》等三部而 

言。 
25

本文標題為「持名念佛與實相念佛」云，而未將「本願念佛」寫入者，主 

要是因為本願念佛亦攝入持名念佛之中故。 
26

見註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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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得心一境性27 ，依此而達福慧增長、罪障淨除乃至最重

要的臨終心不顛倒，蒙佛接引往生的目的。如《阿彌陀經

》云：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 

一日、若二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

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

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28 。 

  上引文中明白地指出「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及

「是人終時心不顛倒」等持名方法和念佛成就的關鍵所在

，可說正是持名念佛法門最重要的理論基礎！關於此，在

康譯《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中之第十八願願文中，亦以彌

陀「本願」的形式，強調了「持名」的重要性及持名往生

的必然性，彼文云：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 

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29 。 

  願文中甚至以「乃至十念」取代了「若一日乃至七日

」的念佛時間，而更強化了「信樂稱名」的有效性30 。而

唐朝善導大師亦直接判定，此「專持佛名」的修法，才是

                                                 
27

「心一境性」即禪定的效果，尤指憶持不忘所緣境的意思。 
28

《大正》卷 12 頁 347 中。 
29

《大正》卷 12 頁 268 上。 
30

唐‧善導大師即依此而提倡「本願念佛」之行，下第五章中當再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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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法門的「正行」，其他禮拜，供養乃至餘善等，皆屬

「助行」或「雜行」而已，皆非正行31 。此外，稱念佛名

固然以「往生極樂」為最大的目的，但稱名念佛尚有滅罪

去障的功能，這尤其也是持名念佛法門的重要修行利益所

在，如《觀無量壽佛經》云： 

   下品下生者，或有眾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 

不善……此愚人臨命終時遇善知識……教令念佛…

…應稱歸命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

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

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時，見金蓮花……如一念頃

即得往生極樂世界32 。 

  既然三經皆如此明確地推崇稱念佛名的功德及往生利

益，至於其他如觀想、觀像乃至實相等念佛法門，由於觀

境的深細和複雜，洵非一般躁動凡夫所易修持。在少有提

倡及修持的情況下，明代以來，中國佛教大都以持名念佛

為修持彌陀淨土的主要方法，是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必然的

。自來諸祖亦廣歎此一法門的易行與契機，如藕益大師即

在《彌陀要解》中歎此法門曰： 

   名號功德不可思議，故使散亂稱名為佛種，況執持 

                                                 
31

見第五章註 92 所引之文。 
32

《大正》卷 12 頁 34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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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一心不亂，安有不徑登不退者乎？然諸經所示淨

土要行萬別千差……而惟此持名一法收機最廣，下

手最易……可謂方便中之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

義，圓頓中最極圓頓33 。 

  以名號的功德不可思議之故，任何人乃至散亂心稱念

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亦能為未來種下成佛的種子，因

此念佛的法門雖多，而《彌陀經》中偏讚「持名」，自有

其契理性34 及契機性的原因在35 。 

（二）持名念佛之實踐 

  持名念佛既如上節所說，有其不可思議的殊勝及特異

的方便性，然而即使是如此，關於要如何「持名」，以及

持名念佛之後要到達怎樣的標準，才能獲得往生的確定？

則是在確立了稱名念佛的重要性之後，該當再考慮的。智

者大師在《淨土十疑論》中，即對凡夫的念佛往生有一段

精要的開示云： 

                                                 
33

《大正》卷 37 頁 364 下～365 上。 
34

關於藕祖在引文中提到，何以念佛一句是「無上了義」及「最極圓頓」的 

問題，將在下一章討論到「實相念佛」時說明之。 
35

《彌陀經》中佛陀告舍利弗說：「我今者讚歎阿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 

又說「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大正》卷 12 頁 

3 4 7 中）乃至於經末亦言此經為「難信之法」（《大正》卷 12 頁 348 上

）等，皆可說明偏讚「持名」的特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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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夫無力，唯得專念阿彌陀佛，使成三昧，以業成 

故，臨終歛念得生，決定不疑，見彌陀佛36 。 

  文中所謂「專念」、「使成三昧」者，在智者大師看

來，正是一切念佛得以成就的根本。因為唯有如此，才能

「以」念佛之「業」習「成」就「故」，而得以在「臨終

」時「歛念（有「定」的效果）得生」乃至能「見彌陀佛

」。此外大師在《五方便念佛門》中，提出五種念佛方便

門37 ，亦皆以「念佛三昧」為名，可知專念使成三昧，當

是天台念佛觀中，能夠「確定往生」的基本要求殆無疑義

。但是須要注意的是，所謂念佛三昧的成就，其實是隱含

有「信、願」兩項前提的，若無信願則往生之因亦不能成

就。如《十疑論》復云： 

   假如行人，口稱南無阿彌陀佛時，心必願生彼國土 

，即是稱名往生門38 。 

  文中言「口稱南無阿彌陀佛」正是明示了天台對「持

名」的確認。此外，所謂「口稱佛時」，「心必願生」云

者，更是指出念佛三昧的成就，必以信、願為前提的明證

                                                 
36

《大正》卷 47 頁 77 下。 
37

五門者：第一稱名往生念佛三昧門，第二觀相（想）滅罪念佛三昧門，第 

三諸境唯心念佛三昧門，第四心境俱離念佛三昧門，第五性起圓通念佛三

昧門。（《大正》卷 47 頁 82 上） 
38

《大正》卷 47 頁 8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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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益大師在《彌陀要解》中，於此更有明確的提示，文

云： 

   信願二種，即是往生淨土之要領也……若信願堅固 

，縱使臨終十念一念，亦決得生。若無信願，縱使

將此名號作個語頭，持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銀

牆鐵壁一般（喻得三昧也），亦萬無得生淨土之理 

39 。 

  由上所引，則信、願二心之重要性自不待言。總之，

必須信願行三者具足，才是往生的最佳保證。至於持名念

佛要如何才能成就呢？小本《彌陀經》既以信、願、持名

而階一心不亂，為往生正因40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要

如何持名方達一心不亂？乃至何謂一心不亂呢？藕益大師

在《要解》中首先分別理、事二種持名方法云： 

   事持者，信有西方阿彌陀佛，而猶未達是心作佛是 

心是佛；但以決志，願求生故，如子憶母無時暫忘 

41 。 

  又云： 

   理持者，信彼西方阿彌陀佛，是我心具是我心造。 

                                                 
39

《大正》卷 37 頁 370 下～371 上。 
40

見註 28 所引經文及前段本文說明可知。 
41

《大正》卷 37 頁 37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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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而為繫心之境，令不暫忘 

42 。 

與此類似的看法，則是天台大佑大師在《彌陀經略解

》中所提出的理事兩種一心之分判，文云： 

   事一心者，行者繫緣憶念阿彌陀佛，相好光明，無 

分散意，念念無間43 。 

  又云： 

   理一心者，了達能念之心，所念之佛，皆無自性。 

雖本來空寂，而感應道交，如鏡像水月，任運顯益

。當處皆空，全體即假，二邊叵得，中道不存。三

諦圓融，絕思絕議44 。 

  上諸引文中，所謂的事持（或云事一心），即是本章

「持名念佛」所限定的範圍。因此可知，以信願心為前導

，心無分散如子憶母地繫念彌陀的名號，即是持名念佛的

修持方法！至於一心不亂的相貌又如何呢？大佑大師即以

「無分散意，念念無間」為一心不亂之相，並未另做說明

。換言之，即以念念無間地繫念彌陀（所緣境），若一日

乃至七日，為一心不亂之相，此釋亦頗合經意。至於藕祖

，則另依執持名號的「效果」而說明一心不亂之相。此中

                                                 
42
出處見註 41。然此已屬於「實相念佛」部份，於第四章中當再說明。 

43
《卍續》卷 91 頁 818 下。 

44
出處同上，此亦屬「實相念佛」部份，下章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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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於伏斷的強弱，亦分為理事兩個層級，《要解》云： 

   不論事持、理持，持至伏除煩惱，乃至見思先盡， 

皆名為事一心。又不論事持、理持，持至心開見本

性佛（三諦圓融，性具性造清楚現前），皆名理一

心。事一心則不為見思所亂，理一心則不為（空有

）二邊所亂45 。 

  以上兩種一心的生起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論事持

（但持名號，不了實相性具之理）或理持（照了心具心造

之理）皆可得到事一心（斷見思惑）或理一心（現證中道

實相，一念三千理具事造之理）的果證。換言之，乃至只

是專稱佛名，而不去了解、思維、參究所謂的實相之理，

其實也是可以證得與正觀實相（即下文所謂的「實相念佛

」）相同的證境！這是相當不同於一般對修道方式之理解

的，因此《要解》中讚歎此一持名念佛法門云： 

   當知執持名號雖復簡易直捷，仍復至圓至頓！以一 

念相應即一念佛，念念相應即念念佛，不勞觀想不

必參究，當下圓明無餘無缺。上上根人終不能踰其

閫，下下根人亦可臻其閾，可謂橫賅八教豎徹五時 

46 。 

                                                 
45

《大正》卷 37 頁 371 中。依文所見，理持與事持並不即對應於理一心或事 

一心，當知。 
46

《大正》卷 37 頁 37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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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更引經意及經文而讚此法門曰： 

   所以徹底悲心無問自說，且深歎其難信也47 。 

  持名念佛的功德如是高妙，已於上來引文中可知，所

謂「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普被三根，統攝

諸法48 」歷代祖師共所推重正緣於此。然而何以持名念佛

有如此高妙的功德與利益？此一問題將在下章討論「實相

念佛」時予以解析。 

四、實相念佛的理論與實踐 

  相對於持佛名號發願往生，或觀想阿彌陀佛的依正莊 

嚴、相好光明、功德神力與本願攝受，乃至眼觀塑畫聖像

口稱諸佛名號的觀像念佛等，以具體的形相或往生目的為

所緣境的「事相」上之念佛而言，另有一類的念佛，乃是

以抽象的「諸法實相」或「中道理體」等義理為所緣境的

「理相」上之念佛。本章所欲討論的「實相念佛」，即是

以天台諸法實相之理觀為所緣境的理相念佛行，茲就知禮

大師在《觀經疏妙宗鈔》中所建立的天台實相念佛行略作

一番敘述。 

（一）實相念佛行的建立 

  天台以眾生介爾一念理具事造法界三千性相皆三諦圓 

                                                 
47
同上。 

48
見《印光法師嘉言錄》流布本，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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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為其最圓頓的觀門，依此觀門了知一切境界皆是眾生

本具性德所現。天台四明知禮尊者於《觀無量壽佛經疏妙

宗鈔》中對此即有所闡示云： 

   能觀皆是一心三觀，所觀皆是三諦一境，毘盧遮那 

遍一切處，一切法皆是佛（覺）法。所謂眾生性德

之佛，非自非他，非因非果，即是圓常大覺之體…

…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常住法身

，依此法身說名本覺。故知果佛圓明之體，是我凡

夫本具性德故49 。 

  所謂以一心中的空、假、中三觀之智，來觀察法界中

的一切境界相，皆是緣起無自性的虛幻不實之存在（空觀

智），此即境界中的真諦。雖虛幻不實而有如幻之用，故

不住空觀而入於假觀，隨緣應病與藥化導眾生，不住於

槃性中，此即境界中的俗諦。能觀之智空而不空，假亦非

假，雙遮雙照即是中觀之智，以此中觀之智照見一切境界

皆是不可思議非空非有，即空即有之中道實相，此即境界

中的中諦之理。依於此理則知「遍法界一切處」之法，皆

是三諦圓融之法，皆不可說為染淨、善惡及生死槃等對

立之分別，只可視為絕對性的〝存在〞之法。唯此一存在

實無有一物、一法〝真的〞存在，全法界皆是一種不守自

                                                 
49

《大正》卷 37 頁 195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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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畢竟空相應）的、超越語言概念的存在，天台名此

為「不可思議中道實相」。此一實相既遍一切處，故說為

「一切法皆是佛（覺）法」，則一切凡夫亦具此實相，故

說此為「眾生性德之佛」。又因此一實相不守自性，不從

他有，非萬法之生因，亦非修道而能成，故言「非自非他

，非因非果」，十方諸佛悟此而成正覺，故名此為「圓常

大覺之體」，諸佛亦依此而住世應化等，故此亦為「如來

常住之法身」等。總結的說，法界一切性相諸法，皆是眾

生一心三智所觀一境三諦之不思議中道實相之法，而此法

既是佛法、亦是眾生法與心法（以心、佛、眾生三者皆為

法界諸法所攝故）。因此眾生之心法即是具足法界一切不

思議中道實相諸法，此法既是果佛圓明之體，則知此體亦

即是一切凡夫本具之性德50 。緣於以上對於眾生性具實相

諸法的理解，故《妙宗鈔》續云： 

   一切教所談行法，無不為顯此之覺體，故四〔種〕 

三昧51 通名念佛〔三昧〕，但其觀法為門不同。…

…此等三昧〔所〕歷事〔修〕雖異，念佛是同，俱

為顯於大覺體故52 。 

                                                 
50

所言性德者，有「內含」之義，意指雖具有如是本質，而尚未透過一心三 

觀修顯之謂。 
51

四種三昧者，即一行（常坐）三昧、般舟（常行）三昧、法華、方等、（ 

半行半坐）三昧及覺意（非行非坐）三昧。文見《摩訶止觀》。 
52

《大正》卷 37 頁 19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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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引文可知雖然是觀於「實相」之理，但觀實相其

實就是觀果佛的「圓明之體」，因此觀實相也就等同於（

緣）念佛了。換言之，在天台廣義的角度看，所謂的「實

相念佛」，就是觀察諸法實相的意思。只不過觀察的方法

及緣境不同，而有不同的（念佛）三昧行法罷了，然而雖

說緣境不同，但終究一切諸法實相之觀察仍是源於眾生當

下一念心性的。如《妙宗鈔》云： 

   雖托彼境，須知依正同居一心，心性遍周，無法不 

造、無法不具。若一毫法從心外生，則不名為大乘

觀也53 。 

  因此，行者應當觀察介爾這一念心性，正是理具事造

三千性相的法界全體，並了知其即空、即假、即中，雖萬

緣俱寂（真諦也）、而仍歷然分明（俗諦也）、雖寂照並

用而又能所雙忘、境觀雙泯（中諦也），當下即趣入薩婆

若海中。如此一來，我們即可進一步的說：所謂「實相念

佛」就是觀察吾人現前這一念心，能具能造一切諸法實相

，以實相不來不去，不垢不淨，不一不異，不常不斷故，

行者自能於心中安住諸法實相而不動不轉，此即名為實相

念佛三昧。然而為了避免學者墮入性具即是「真常」見的

                                                 
53
同註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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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執中，《妙宗鈔》更進一步地闡釋所謂性具的界定： 

   所言心性具一切法，造一切法者，實無能具所具， 

能造所造。即心是法，即法是心，能造因緣及所造

法，皆悉當處全是心性。是故今觀若依若正，乃法

界心觀法界境，生於法界依正色心。是則名為唯依

、唯正、唯色、唯心、唯觀、唯境54 。 

  雖假名為「具」，而實無心性能具，亦無諸法可具，

心是諸法，諸法即是心。心既是諸法，則心是法界心；諸

法既是心，則法界境當下在眾生一念心性中具。法界境即

法界心，彼此相即不離而無前無後、不一不異，因此舉一

色則全體是色（唯色），舉一心則全體是心（唯心），乃

至依、正、觀、境等法皆然。一切法不可得、不可執、無

名無相而假名色、心、依、正等，故總曰：「不可思議中

道實相」耳。 

  在《摩訶止觀》卷五‧三正修止觀中，智者大師於此

亦有一段相當具足權威性的說明： 

   此三千諸法在一念心，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 

具三千。亦不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後；亦不言一

切法在前，一心在後。……若從一心生一切法者，

                                                 
54
同註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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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則是縱；若心一時 一切法者，此即是橫。縱亦

不可，橫亦不可，祇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故

非縱非橫，非一非異。玄妙深絕，非識所識，非言

所言，所以稱為「不可思議境」意在於此云云55 。 

  上文既云「非心生一切法」，亦「非心一時含一切法

」，則譏天台為真常見者可休矣！然而一切法卻又不離這

一念心，既心外無一切法，而一切法之外亦無心，則妄執

一切法只有緣生空性而不見中道第一義諦者亦可自知非矣！ 

（二）即心持名念佛行之實踐——持名與實相念

佛的統一 

  上一節中，我們談到了但觀一心具足實相之理，即是 

「實相念佛」的修持，這其中，是與十方諸佛的憶念、觀

想等無關的。如《妙宗鈔》云： 

   若專觀心，未必托佛，如一行三昧直觀一念，不托 

他佛而為所緣56 。 

  可以說如此的實相念佛，其實就是在修持天台止觀了

，然而此法或只能接引中、上根機之人，若欲三根普被恐

有困難。因此古德即於觀想念佛，或持名念佛的事修中，

導入實相念佛的理觀，如此一來，不但可以在事修念佛中

                                                 
55

《大正》卷 46 頁 54 上。 
56

《大正》卷 37 頁 19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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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障重凡夫得到具體可修（功夫不致於空費）的利益。

同時也可藉助理觀的輔助，而降伏妄心祛去疑念，加強事

修的力量，可謂相得益彰。回憶第三章第二節持名念佛之

實踐，文中引《要解》及《略解》之文57 ，分別將持名念

佛立為「事持」與「理持」兩種即是明證。傳燈大師在《

彌陀經略解圓中鈔》中，對於這種理事雙修的念佛法亦有

所提倡，彼云： 

   要須先假持事中一心，以為其本，理中不過用解力 

而融之通之，使無滯事相，以為殊勝之因58 。 

  傳燈大師認為，在事修純熟的前提下，是應該導入實

相理觀的，唯有如此才能「無滯事相」成就「殊勝之因」

，然而什麼是殊勝之因呢？《圓中鈔》又云： 

   已聞妙法，深悟圓理（即中道實相之理），以起圓 

宗，如此力用，圓融無礙。了事乃即理之事，理乃

即事之理，是以一心持名時，事一心可也、理一心

可也，事理相即一心可也。念念無非法界，心心皆

即真常。如是念佛，功德最大，能伏五住煩惱……

是為不思議念，是為無功用念59 。 

                                                 
57

見註 41～44 所引之文。 
58

《卍續》卷 91 頁 818 下。 
59

《卍續》卷 91 頁 82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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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之如果沒有這樣理事相即念佛呢？《圓中鈔》反問

云： 

   茍微乎此，曷能成就一念伏惑之功耶60 ？ 

  總之，將實相念佛的理觀，配合事修上的持名念佛，

不但是可行的，而且也是重要的。既然如此，那麼接下來

的問題是，將實相念佛與持名念佛相結合的理論基礎又為

何呢？由上文的討論知道既然眾生一念心性具足法界諸法

，則所念之佛即是自心所具所造61 ，雖口稱他佛名號，不

過是念自心中之本性佛。西方極樂雖在十萬億佛土外，其

實那隔方寸之遙？若能依此實相之理而念佛，則能念即是

所念，一句佛號即是自他和合之佛號，感應道交不從心外

而得，往生極樂又豈是份外之事？《妙宗鈔》云： 

   法界圓融不思議體，作我一念之心，亦復舉體（即 

此一念心）作生作佛，作依作正，作根（能觀）作

境（所觀）。一心一塵至極微，無非法界全體而作

，既一一法全法界作，故趣舉一即是圓融法界全分

。既全法界，有何一物不具諸法62 ？ 

  上文中所言，既然無一物而不具諸法，則不但我心具

                                                 
60
同註 58。 

61
見註 42 所引之文。 

62
《大正》卷 37 頁 19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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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極樂之主、伴、依、正，乃至我「身」當下亦具足極樂

之主、伴、依、正，反之亦然。故我舉起一念萬德洪名時

，豈止口念心憶而已？更是全身上下，乃至全法界亦皆隨

念。如是念念正觀，一切身心所造無量宿罪那有不滅之理

？伏斷見思，更侵無明乃至圓頓成佛，又那有不能之事？

《淨土生無生論》中，傳燈大師亦衍申此理謂： 

   法界圓融體作我一念心，故我念佛心全體是法界。 

論曰：行者稱佛名時，……一心不亂時，散心稱名

時，以至見思浩浩……全體即法界。故法智大師云

：法界圓融不思議體，作我一念之心，亦復舉體作

生作佛，作依作正。若然者，餘心尚是，況念佛心

乎？是故行者念佛之時，此心便是圓融清淨寶覺。

以此妙心念彼阿彌，則彼三身何身不念，求彼四土

何土不生？但隨功行淺深，〔而分〕品位高下耳63 。 

  上引文中所謂「行者念佛之時，此心便是圓融清淨寶

覺」者，正是指出持名念佛中，所自然具足的不可思議妙

用，雖然行者不參究、不觀想，只要念念直心念去，則全

法界之心體念念與性具彌陀無上善妙覺體相應，不但三身

總念、四土隨生，伏斷見思乃至圓頓成佛亦是不假他得現

                                                 
63

《大正》卷 47 頁 38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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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功。故上第三章第二節中引《要解》之語云：不論事

持、理持皆可持至事一心乃至理一心64 。又云：不勞觀想

不必參究，當下圓明無餘無缺65 等語。《圓中鈔》亦云：

事一心、理一心乃至事理相即一心可也66 之類，皆是真實

不虛而確定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說，行者即使無力觀想依

正莊嚴，無能體究諸法實相，只要能念念懇切地念佛，即

是順於法界圓融不思議理具事造妙覺圓明之心體，念念相

應即念念得益。在事相看雖只是「持名念佛」而已，而當

下即是不可思議的「實相念佛」！此時持名念佛與實相念

佛是統一而無二無別的！《妙宗鈔》稱此為「即心念佛」

，彼文云： 

   為令即心見佛法體（即法界圓融不思議體），以此 

現因而證當果，故以心佛同體名心是佛，觀生彼果

名心作佛，意在「即心念佛」及令慕果修因67。 

  又云： 

   心感諸佛，心即諸佛，以是義故，知可即心而觀（ 

念）彌陀。心尚能作諸佛，豈有不感於彌陀？心尚

                                                 
64

見註 45 所引之文。 
65

見註 46 所引之文。 
66

見註 59 所引之文。 
67

《大正》卷 37 頁 22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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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諸佛，豈不即是彌陀68 ？ 

  所謂「即心」，是指當下行者這一念能念之心體，及

所念之彌陀名號、功德、本願、相好光明乃至依正莊嚴等

，皆是心佛同體的法界圓融理具事造之妙覺圓明心體。故

持佛名號之時，能念之心即是所念之佛號，所念之佛號亦

即是能念之心體，行者念念專念，乃至散心而念，皆念念

不空過69 ，念念返薰本覺之心體。如是即心而持名，雖未

得現前大用，而出口入耳持名之功德自在念念中滋增矣！

如是持名而即心，雖是至簡至易之事行，而上上根人不能

踰其閫，下下根人亦可臻其閾，橫賅八教70 豎徹五時71 ，

任運逍遙豈居份外，到家之辭何須再舉。淨土法門，千經

共讚，萬論導歸，而持名念佛一法，更是世尊無問自說，

數歎為難信之法，自來西天東土諸祖婆心共勸者，其意在

此。諸有聞者見者，豈有不踊躍涕零，感恩佩戴而安心力

行者乎？ 

                                                 
68

《大正》卷 37 頁 220 下。 
69

《法華經》＜方便品＞云： 

乃至舉一手，成以此供養像，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大正

》卷 9 頁 9 上） 

又＜普門品＞云： 

聞名及見身，心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大正》卷 9 頁 57 下 

）皆是稱性功德不會空廢的明證。 
70
八教即指天台藏、通、別、圓及漸、頓、秘密、不定等化法、化儀八教。 

71
五時即天台、華嚴、阿含、方等、般若及法華槃等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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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料 簡 

  總結上節所述，眾生既以法界圓融不思議之實相心體

而念佛，又依天台之見，眾生介爾一念心性具足理具事造

三千法界（即全體法界），則此一念心體即性具性造彌陀

功德、相好、光明、本願乃至主伴依正一切極樂莊嚴妙相

情無情等境界。因此所念之佛乃至其功德本願所在！故《

等，即全在此一念能念之心中，既在能念之心中，則眾生

正念佛時，或修觀想，或睹像儀，或憶功德，或念相好，

或參實相，或但稱聖號，當時之心性或正念不亂或散心昏

倒；或知實相，或不了實相，隨舉一行則全體皆是一念三

千理具事造法界圓融不思議心體的覺性大用。總之無論定

、散，了、闇，自性彌陀願力之加持自在其中，唯心淨土

依正莊嚴如在目前。故只隨念佛功行淺深而論證境高低，

豈因作意參究實相義理之有無而別行果。如此行者，近可

淨土生而無生72 ，遠可達心即佛，即心作佛，當下根塵迥

脫，成就諸佛無上深妙禪定。所謂心淨國土淨，而雖心淨

土淨，亦不礙西方十萬億佛土外，有佛號阿彌陀，蓮花化

                                                 
72
語出智者大師《淨土十疑論》，彼文云： 

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即是真無生，此謂心淨，故即 

佛土淨。愚者為生所縛，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生解，不知

生者即是無生，無生即是生（《大正》卷 47頁 7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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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德水遊戲等。由以法界圓融之心體，念此一句法界圓融

無欠無餘之彌陀聖號，而又入此一法界圓融大覺海中，無

一法從外而得，亦無一法而非圓融大覺之體，功德不從他

得，往生不由外覓故。此正是持名念佛於至簡至易中，有

至究竟至圓頓之內涵與功德的理論要解》讚云： 

   阿彌陀佛是萬德洪名，以名昭德，罄無不盡。故即 

以執持名號而為正行，不必更涉觀想、參究等行，

至簡易，至直捷也73 。 

  問：既不知實相之理，則不了即心是佛，但可名為持 

名念佛，豈可名之為即心持名念佛？ 

  答：此有二解，就事而論，既無即心之理觀，以但持 

名故，只名為「持名念佛」可耳。 

依理而談，行者雖不知即心之理，但以法界圓融

不思議實相之體，有任運薰化起用之功故，而有

即心之實，故名與不名等。 

  問：既名與不名等，但教「持名念佛」可耳，而更說 

「即心持名」者？ 

  答：此有多意當知，一者

一者一者

一者，更發行人增上心故。為使 

信心行人不滯於事修，更以理觀增上念佛行持，

                                                 
73

《大正》卷 37 頁 37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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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順風揚帆滅罪速而成效宏也。 

二者

二者二者

二者，令行者措心有據，慕修高勝故。即心之理

雖本現成，不假言教其德不彰，德既彰顯則慕修

有據也。 

三者

三者三者

三者，事理二修勿使混濫故。持名者事修也，即

心者理觀也，雖一而二。前者但念他佛，後者合

念自他二佛74 ，法門不同，故立二名也。 

四者

四者四者

四者，斷疑生信，免生退墮故。另立即心持名，

使知持名修法有實相妙理及自性彌陀功德之加持

在，勿因現前稍不得力而生疑退之心。且可因了

解即心之理，而知功不唐捐，更能安心剋期取證

也。 

五者

五者五者

五者，顯佛法融通，同一味故。雖有事持、理持

二法之異，論其果證則無有別75 ，故二而不二， 

融通一味也。 

六者

六者六者

六者，顯方便即究竟故。持名念佛者，事修中至

簡至易之方便也；即心念佛者，理觀中至圓至頓

之究竟也。於至方便之事修中，而有至究竟之理

觀，豈非方便即究竟耶？ 

                                                 
74

見《靈宗論》卷七‧藕益大師撰。 
75

見註 45 所引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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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者

七者七者

七者，使他宗勿生輕慢故。宗門向來以向上一著

為但接上上根者自許，而輕慢念佛為簡易。或有

一類學教之人，觀論中有云「下劣怯懦76 」等語

，即作法門下劣解，殊不知唯有高勝不思議法門

，方能救度下劣怯懦眾生。今以即心實相之正觀

，融通持名念佛之事修，上來二人可止慢見矣！ 

八者

八者八者

八者，補淨土真宗行者之偏激與無知故。彼輩以

十八願為本，崇他力之信仰，本無可厚非。唯彼

等不了佛乘，不知即心之理，不明他力即是自力

，信自若極，他力亦極之深義。反譏毀東土諸祖

為不了信心77 。彼輩誤把彌陀佛之他力信仰方便

視為究竟，而投以純凡夫的宗教激情，不但失去

理性起增上痴慢，而且也有謗法謗僧之嫌。眼前

雖有令愚情凡夫以情見往生（但有信樂，五逆十

念亦生故）之利，未來則有自讚毀他，罵謗他宗

，毀壞正法之非，善學諸仁者不可不深思而細辨

之！今更以即心念佛之教，闡示若自力，若他力

，若自他二力合，無一不可之理，則彼類激慢之

情見可以休矣！ 

                                                 
76
語出＜易行品＞，見《大正》卷 26 頁 41 中。 

77
參閱《選擇本願念佛集》日‧源空撰，《大正》卷 83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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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若定若散既皆法界不思議心體之妙行，散心念佛 

亦可，而勸專志勤修者？ 

  答：當知吾人無始業習，深細難除，茍臨終因業力牽 

故，正念不現正願難起，則臨終往生頓成虛設。

雖念佛之時，無論昏散，全體皆是自性心體之妙

用，然現前有隨緣力用之別。今既不了即心念佛

之理，復又悠悠泛泛度日，則少許佛號稱性之功

德，只如金沙在礦，豈有現生轉我依正修惡業報

，而得往生極樂之功耶？勸專志勤修，勿以理而

廢事者，用意在此78 ！ 

次若行人了即心之理，則念佛歡喜從心而出，了

知自性彌陀本願加持攝受，本不從心外而得，念

自佛即是念他佛，則剋志專修何待他言？ 

  問：既一切法皆是佛法，即是心具心造，則何妨修他 

行，念他佛，何故專修淨土，專念彌陀？ 

  答：雖於理上一切法皆從法界圓融不思議體中具，然 

於事上則有緣起差別之義。故雖佛佛心具，法法

                                                 
78

與此類似的破斥，於《要解》中亦有論及，彼文云： 

若無平時七日工夫，安有臨終十念一念？縱令《觀經》所明下品下 

生五逆十惡之人，現世不曾修行，並是夙因成熟，故感臨終得遇善

友，聞便信願。如此等事，萬中無一，豈可不預辨資糧，乃僥倖於

萬一哉？《大正》卷 37 頁 37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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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然彌陀因地五劫思維，四十八願度化眾生

等，與他佛本願不同故。攝受眾生同生極樂之因

緣深厚，而本願加持之力殊勝，故十方諸佛出廣

長舌而共讚，吾等眾生專修專念者，既應彌陀之

本願，亦順諸佛之教語也。 

五、本願信心念佛之補助 

  由前一章的討論得知，以理體觀之，無論何種念佛，

都是法界圓融不思議理具事造三千性相之實相心體的妙用

，雖念他佛，其實即是心具心造，心是心作的念自性佛。

反之，雖念自性之彌陀，求生唯心之淨土，然亦不壞從是

西方十萬億佛土外有佛號阿彌陀，有世界名曰極樂79 。故

彌陀佛四十八願度眾生之事，既了了分明熾然普攝十方眾

生，亦且不在吾人一念心性之外也，此乃即心念佛圓頓大

乘之妙義也。依於此義，則執持聖號但能信、願堅固，無

論知不知即心之理，皆可證得事一心或理一心而得往生之

益，此事藕祖已於《要解》中有所闡釋80 。 

 （一）本願信心念佛法門之建立 

但若細心考察此事，尚有一個問題是：若眾生不了即

心之理（此即念自佛），或煩惱粗重不堪實踐即心持名之

                                                 
79

參考《阿彌陀經》 《大正》卷 12 頁 346 下。 
80

見註 45 所引之文。 



門法佛念心即願本 

 37

念佛（念自他佛），而但持名念佛又功夫尚未成片，未證

得一心時，該眾生是否仍有機會得以往生？又當依何理論

而得往生？此誠關乎末法障重眾生，往生之行是否得以成

就的最重要問題點！欲解答此問題，當從淨土三根本經典

加以考察，如《阿彌陀經》往生行段云：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 

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

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

得往生。……若有眾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

土81 。 

  經文說「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即得往生」

，這一向是淨宗行者所熟悉的理念，然而關鍵中的「一心

不亂」，所指除了如向來所沿用的事一心及理一心兩種解

釋82 以外，是否尚有其他可能？在玄奘大師所異譯的同經

文中，該段經文的內容如下： 

   若有淨信諸善男子……得聞如是無量壽佛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功德名號，極樂世界功德莊嚴。聞已思維

，若一日夜……或七〔日夜〕，繫念不亂。是善男

子……臨命終時，無量壽佛與其無量聲聞弟子菩薩

                                                 
81

見註 28 所引之文。 
82

見註 45 所引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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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俱，前後圍繞來住其前，慈悲加祐令心不亂，既

捨命已隨佛眾會，生無量壽極樂世界清淨佛土83 。 

  我們注意到：什大師譯文中的「執持名號」，今已改

為「聞已思維」，而依於此思維，則什大師譯文中的一心

不亂亦改為「繫念（此思維）」而「不亂」，依此一日乃

至七日的思維不亂為因，感得行者臨終時彌陀與諸聖眾現

前圍繞，「慈悲加祐」行者，以使行者（「是人」）能在

「（命）終（之）時」「心不顛倒」（或「令心不亂」）

地往生極樂。譯文的關鍵仍在「繫念不亂」上，然而繫念

什麼呢？前面既言「聞已思維」，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思

維的「內容」，正是所欲繫念的所緣境，然而又思維什麼

呢？前文又云：得聞「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之）名號

」及「極樂世界（之）功德莊嚴」，原來正是思維（也是

繫念）名號之下，所包含的彌陀佛無量劫來，修因證果所

成就的「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以及依此功德所莊嚴

成就起來的「極樂世界」。在什大師所譯的經文裏，只將

之以「聞說阿彌陀佛」簡示之，而要求「執持名號」。在

名以召德84 的認知下，即可了解到其實所謂執持名號的意

                                                 
83

《大正》卷 12 頁 350 上。 
84
語出藕益大師《彌陀要解》五重玄義第二明宗段（《大正》卷 37 頁 36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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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就是要在稱佛名號的同時，憶（繫）念阿彌陀佛的無

邊功德，與其所成就的極樂世界之莊嚴！然而阿彌陀佛的

無邊功德，及極樂世界的殊勝莊嚴又是什麼呢？《阿彌陀

經》的正宗分中固然廣示了極樂世界的諸種莊嚴，眾生憶

念能令生起願樂之心誠無疑議。唯有關阿彌陀佛之名號功

德，則該經著墨較少，再者若欲對阿彌陀佛之名號功德生

起憶念之行，則以因地之本願為所緣當是最契機者。蓋佛

佛道同，功德平等，唯依其本願之不同而有緣起之差別相

，十方諸佛之所以共讚阿彌陀佛亦是讚此。因此，《無量

壽經》中阿彌陀佛因地之四十八大願85 ，正是憶念名號功

德的主要所緣境。然而再深入地理解此四十八願之內涵，

吾可以將此四十八願大致分為三類86 ：第一類為主伴依正 

莊嚴願，共有三十三願，主要為有關阿彌陀佛及極樂世界

眾生依正莊嚴之願文，此正與《阿彌陀經》所示極樂世界

之諸種莊嚴相應。第二類為名號功德願，共有十二願，主

要說明稱聞阿彌陀佛聖號之功德等事，正與上文所引「無

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名號」等句相應。第三類為攝生往生

願，共有三願，主要說明阿彌陀佛接引眾生之行，及眾生

                                                 
85

此處討論以古來通用的康譯《無量壽經》為本，見《大正》卷 12 頁 267 

下～269 中。 
86

參考《淨土深義》釋法藏述 僧伽林文化事業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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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極樂之機（關鍵）。在此三類願行之中，第一類及第

二類願文所顯之功德，固然亦是稱佛名時憶念的所緣，然

而眾生心粗躁動，若憶念第一類願，雖能生起好樂之心，

但因內容太廣太細之故，不易為眾生所總持；其次若憶念

第二類願，雖能生起信仰之心，但因佛德太深不可思議之

故，障重凡夫亦恐難憶持。唯有第三類願簡潔具體，直指

凡夫往生之機，既明確易曉，而最重要的是此三願直接與

眾生往生的關鍵因素有關，因此凡夫眾生易於用心憶念，

誠為眾生憶念之首要！攝生三願之文今引述如下： 

   〔第十八願〕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 

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

逆，誹謗正法。 

   〔第十九願〕設我得佛，十方眾生，發菩提心，修 

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

與大眾圍遶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 

   〔第二十願〕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聞我名號，繫 

念我國，植諸德本，至心迴向，欲生我國，不果遂

者，不取正覺87 。 

  再依此三願所示的眾生往生之不同關鍵看，第二十願

                                                 
87

《大正》卷 12 頁 268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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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先「植諸德本88 」而後方以此功德「至心迴向」，這對

於障重業深，平日悠悠忽忽少有善行的眾生並非易事。第

十九願云「發菩提心修諸功德」，這雖是大乘行人必備之

條件，但卻不是一般佛弟子所能做到的，何況一般初聞佛

法之人？唯有第十八願云「至心信樂」、「乃至十念」，

明明白白地顯示既不要求先「植諸德本」（一般凡夫亦恐

難行）亦未要求必須「發菩提心」，而只是要求以「至心

信樂，欲生我國」為前提，再以「乃至十念」為方便，只

要不「誹謗正法（斷往生正信故，障信心不發）」、不造

「五逆」罪（惡業深重障臨終正願之生起），則必能依著

信樂之心，臨終十念而得往生。這正是本章開頭所提：既

不能即心念佛，又不能持名至一心不亂時，仍得以信仰阿

彌陀佛本願力的功德，而得往生的最佳理論依據！在本經

下卷之首，亦有一段幾乎完全一樣的說明： 

                                                 
88
植諸德本者，《無量壽經》中未明言所指為何，然《觀無量壽佛經》中有 

云「三福」乃是「三世諸佛淨業正因」者或即屬之？文云： 

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

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皈，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

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大正》卷 12 頁 341

下。） 

由以上三福的內容看，光最平常的「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之「世福」，

都不是一般世俗人所能行者，何況餘二戒福與行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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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有眾生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至心迴 

向願生彼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89 。 

  與十八願特別不同的，是此處已從臨終「十念」甚至

又簡化為「乃至一念」了。「信心」「歡喜（欣求心）」

與「至心迴向（願生心）」已成了往生的最重要關鍵。這

是本願信心念佛的最重要特色——既不要求實相念佛，亦

不要求一心不亂，甚至連最平常的「植眾德本」也已不再

強調。而眾生往生的關鍵，即放在對阿彌陀佛本願（第十

八願）攝受的信仰承擔上。只要行者真心信仰，全盤接受

阿彌陀佛在第十八願中所發的，幾乎是無有條件的攝受眾

生往生之願，平時常作如此正思維，則臨終之時，心中充

滿了信樂而無有疑心、恐懼等。如此必能在心不顛倒、正

願現前的情況下，蒙佛接引往生極樂，此乃本願信心持名

念佛法門的修法相貌。可以說，這也正是十方諸佛徹底大

悲心的顯露與大用，亦即淨土法門超勝、難信與至圓至頓

的所在。 

  如此徹底救度的法門，由於是眾生最後得救度之所依

，因此在《觀無量壽經》中，世尊亦將之安立在對下品下

生極惡眾生的救度上，如彼文云： 

                                                 
89

《大正》卷 12 頁 27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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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有眾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應墮 

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種

種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

佛（即心念乃至持名一心不亂地念），善友告言，

汝若不能念者，應稱歸命（南無）無量壽佛。如是

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

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時，

見金蓮花猶如月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即得往生極

樂世界90 。 

  文中所言「五逆十惡具諸不善」的世間惡人，尚能「

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即「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

」而「如一念頃即得往生極樂世界」，故前文所言，十八

願所攝眾生並未被要求「植眾德本」，乃至「念佛一心」

等，是可以成立的！彌陀本願信心念佛法門，具有如是不

可思議的功德力用，誠是唯有佛與佛乃能知之究竟的無上

秘密法門，故佛陀才會於《阿彌陀經》中無問自說，也無

怪乎印光大師讚言： 

   偏圓頓漸一切法，無不從此法界流；大小權實一切 

                                                 
90

《大正》卷 12 頁 346 上。順便一提，《無量壽經》中十八願排除「五逆」 

之人，而觀經下品下生中卻容許五逆得生，其原因乃在造罪之人的根器差

別及法門定散力用不同故。詳見智者大師《觀經義疏》（《大正》卷 37

頁 19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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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無不還歸此法界。不斷惑業，得預補處；即此

一生，圓滿菩提。九界眾生離是門，上不能圓成佛

道；十方諸佛捨此法，下不能普利群萌91 。 

  此一法門以阿彌陀本願的加持為根本，以眾生深切對

阿彌陀佛本願攝受功德的全然仰信為方便，而得以生佛機

感相應蒙佛接引往生，這是徹底的他力信仰法門。然而關

於依信、願力而往生的念佛法門，其實藕益大師亦於《要

解》中，提示過這個觀念，只是在當時的時代因緣下，未

曾特別強調此一本願信心念佛法門罷了92 。唯在唐朝之善

導大師，則曾特別提倡此一本願功德信心念佛法門，彼於

《觀經疏》卷四中即曾特別強調，必須完全仰信阿彌陀佛

本願攝受的信心法門，彼文云： 

   決定深信自身現是罪惡生死凡夫……無有出離之緣 

……彼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無疑無慮，乘

彼願力，定得往生。 

  深信自己是「罪惡凡夫」，唯有仰仗佛願攝受，「乘

彼願力」方能得救，正是本願信心念佛法門的特色。除了

如上勸導行者專信以外，善導大師又將求生西方之行分為

                                                 
91

《嘉言錄》頁 1。 
92

見註 39 所引之文。彼文云： 

若信願堅固，縱使臨終十念一念，亦決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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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助、雜三行，其中： 

   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 

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93 。 

  大師判此「專念名號」為淨土修行的「正行」，至於

誦經、觀想、觀像、憶念極樂依正莊嚴、禮敬供養等，皆

名「助行」，除此之外一切餘善皆名「雜行」94 。由此可

知，以提倡「本願信心念佛法門」最力的善導大師之見解

來看，此一法門的實踐，其實也是以「持佛名號」為行相

的。只不過其用心方法，乃是以「完全仰信阿彌陀佛之他

力攝受往生」為念佛的所緣境罷了。這與專心持名，求得

念念相應清淨本性的一心不亂之持名念佛，或以即心之理

觀而持名念佛之修持方法，皆有所不同。 

（二）具足本願信心的即心持名念佛三昧觀之提

出 

由上節的討論可知，本願信心念佛的特色，是以完全

歸投阿彌陀佛的本願加持為念佛的憶念所緣。而之所以能

如此的歸投仰信，主要來自兩種原因或力量：一者依於《

無量壽經》看，是由於「至心信樂」阿彌陀佛第十八大願

的攝生功德，而生起一種全然的託付之信仰，從而順應於

                                                 
93

《大正》卷 37 頁 272 中。 
94
同註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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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願（第十八願）而得以往生。二者依於《觀無量壽經》

看，則是由於逆惡重罪眾生，由於地獄惡相現前，故生起

大恐怖大懺悔。復緣於過去善緣的成就，感得善知識現身

開導，遂生大安心而堅定投靠阿彌陀佛之本願加持，從而

念佛滅罪，蒙佛接引往生。 

  其實若從實相念佛的角度看，既然一切諸法不從外得

，則所謂本願加持者、所謂攝生功德者，那一樣不是在當

下這一念心性中具足？又豈有那一法而在心外可得？因此

仰信他佛即是仰信自性佛，投歸他佛若極，則與念自性佛

又有何異？既是念自佛，則一切滅罪、往生、依正等功德

豈不油然從法界圓融不思議體中生起？行人只要信得及，

願得切，十念乃至一念何有不隨自性阿彌陀而往生唯心淨

土之理？所謂「不思議難信之法」者，正是的指這一念不

思議法界心體而言，離此心體之外那還有一可思議法可得

？只緣眾生障重怯懦，一聞實相不思議即心法門，即茫然

無措。故大聖宏慈於實相法中，開種種之方便以攝取種種

之機類，而雖設種種之法門，又豈有一法門非中道實相之

法門？故云：「一切法皆是佛法95 」也。據此而言，則本

章所說之「本願信心」念佛法門者，其實也都有其中道實

                                                 
95

《金剛經》《大正》卷 8 頁 76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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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的內涵在，此法門所成就的功德力用也都是真實不虛的。 

然而雖是如此，但法門功用各有偏重及應機之功，亦

不可偏廢。例如末法時代，欲專心持名念佛以證一心不亂

即已不易，何況帶有理觀的即心持名念佛？但即使是如此

，我們仍須研究「即心持名念佛」的深義，以求深化淨土

行者對念佛的信心與行力，同時也避免他宗的輕慢及本宗

修行的膚淺化。再從另一個面向看，我們卻也不可為了深

化念佛，而捨棄了類如他力信仰，十念亦得往生的「本願

念佛」法門之利生方便。這也正是本文要在處理完持名念

佛與實相念佛之統一後，尚要進一步提出「綜合本願信仰

的即心持名念佛三昧法門」之主要用意所在。畢竟這樣的

綜合修法：進，可以讓我們現證中道實相；退，至少還可

以讓我們安心決定地，有著隨時可以仰仗佛力，帶業往生

的篤定和篤信。可謂理事圓融，具體可修，而又現實與理

想兼顧也！ 

六、結 論 

  教理不彰，修行理路不清楚，乃至念佛的趣向於表面

化、形式化，是近五十年以來，台灣淨土宗發展的主要弊

病。雖然佛七、念佛會等時有所聞，而且也據點不少，但

是大部份的台灣現代淨宗行者，總讓人感到，努力與收穫

，理解與信心彼此不成比例，一方面念佛不知用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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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又悠悠忽忽地提不起信樂勇猛的念佛真情，雖然

目前仍有大部份人在念佛，但總感到虛應事故的多，信心

堅固的少。不但念佛的人口正急速的在老化當中，而且大

部份學院出身的年輕人，願意真心念佛的就又更少了，再

加上整體的解行不力，已使得淨土宗的傳持，漸漸地亮起

了紅燈。因此如何在既有的通俗淨土修持法門當中，找到

一條既深刻而又具有圓融性的淨土修行理論之路，既能融

通並提昇各類的淨土教理及修持，同時也能達到理事圓融

、標本兼顧、具體可修的目的，正是今後淨宗學人該特別

注意的地方，而本文之所以如此立題的原因也正在此。 

  本文先以經、論的文字，證明阿彌陀淨土教法的殊勝

及修行方向，確立淨土修行的存在價值和地位。從而說明

了以信、願、持名為淨土修行主軸的看法，乃有其經證，

而且也是龍樹、羅什、智者、善導乃至藕益等西天東土，

諸大師所一致認可的淨土宗修持法門。在確立了「持名念

佛」的堅定合理性與殊勝性之後，即以天台的核心性具思

想為基礎，首先說明了「實相念佛」的意義。並透過《妙

宗鈔》所提出的，以法界圓融不思議體，為吾人現前一念

能念之心的概念，不但解析了自性彌陀及唯心淨土的必然

性，同時也依此「即心」的念佛理觀，統一並深化了持名

念佛的精神內涵。以此「即心持名念佛」的統一概念為出

發，第四章中，更檢別了一些對淨土修行的誤解與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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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對日本淨土真宗，亦做了一些關鍵性的評破，以期使

淨土教法能回歸到佛法理性的基礎上來。最後則在第五章

中，以第十八願為核心，在即心念佛的理觀下，更開出完

全他力導向的「本願念佛」法門，以收攝一部份須以心外

求佛為方便的淨宗行者。在天台中道實相的認知下，理事

既是相即不離，不一不異，則事念即是理念，念他若極，

還成念自。然雖自他不異，而於攝生份上，卻有方便力用

之應機不同，因此更將本願信心導入即心持名念佛之中，

則不但能有理念統一之效，尤其在現實上，更能收到三根

普被、利鈍全收的佛法利生之究竟悲願利益。本願念佛與

即心持名念佛的結合，在理上，可以徹底統一事理、凡聖

、自他和禪淨的修行差異；在事上，則可以綜攝賢愚、進

懈、激羸的根機差別。因此這應該算是阿彌陀佛念佛法門

，的一項最完備修行理念了。 

  因此，「具足本願信心的即心持名念佛三昧」之提出

，可說正是本文的最終結論，也是本文給當前淨土教行者

的一項修行建議。總的來說，既修「即心」的理觀，則於

念佛的實相內涵，具有真實而理性的信心，能生起篤定勇

猛的行力，而不會輕易地人云亦云起疑生退。既有「持名

」的方便，則下下根之人亦能行持，可謂會極究竟（即心

故）於極善巧（稱名即是即心實相故）中，但能稱名，不

勞觀想，不必參究，自得念佛往生之大益。既依「本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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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心，則持名非必求一心，但能信心堅固，願心懇切，

隨緣消業莫造新殃，仰仗佛願功德攝受加被，臨終往生，

則念佛時自能安心決定，不再患得患失！依於這樣的淨土

修行觀，則阿彌陀淨土法門，至圓頓至直捷，至方便至快

速，橫賅八教豎徹五時的美稱密意，可以當之無愧矣！而

本文欲使淨土法門之精神內涵深化，且又能應機廣博的原

始想法，也或者能夠稍稍達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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