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以修心妙觀能感淨土。為經宗也」(CBETA, 
T37, no. 1750, p. 188, c7-8) 

※《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3：「用圓妙三觀感四淨土。」(CBETA, 
T37, no. 1751, p. 211, c21) 

※《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是心作佛者。佛本是無。心淨故有。
亦因此三昧心。終成作佛也。是心是佛者。向聞佛本是無。心淨故

有。便謂條然有異。故言即是。心外無佛。亦無佛之因也。始學名

作。終成即是佛。若當現分別。諸佛法身與己同體。現觀佛時。心

中現者。即是諸佛法身之體。名心是佛。望己當果。由觀生彼。名

心作佛也。」(CBETA, T37, no. 1750, p. 192, b10-16) 
※《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以心淨故。諸佛即現。故云生也。亦
因此觀佛三昧出生作佛。」(CBETA, T37, no. 1750, p. 192, b17-18) 

※《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至誠心者。即實行眾生。至之言專。
誠之言實。深者。佛果深高。以心往求。故云深心。亦從深理生。

亦從厚樂善根生。」(CBETA, T37, no. 1750, p. 193, c10-13) 
※《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6：「言至誠等三心者。此與起信論
中三心義合。彼云。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故。二者深心。樂集一切

諸善行故。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眾生苦故。今初至誠。疏以專實

釋之。非念真如。豈名專實。解於深心。疏雖三義而不相捨。求高

深果。須契深理。欲契深理。須厚樂善根。此乃立行、依理、求果

也。二經證成三種深義。不出彼論樂集一切諸善行也。經迴向發願



心。疏雖不解。義當彼論大悲拔苦之義。蓋以真如實念。趣果善心。

二心功德善巧迴向。願生淨土。速證法忍。廣拔一切眾生苦惱。」

(CBETA, T37, no. 1751, p. 230, a28-b10) 
※《觀無量壽經義疏》卷 1：「云何名作？云何名是？兩義分別。一
就佛觀始終分別。始學名作。終成即是。二現當分別。諸佛法身與

己同體。現觀佛時。心中現者。即是諸佛法身之體。名心是佛。望

己當果。由觀生彼。名心作佛。」(CBETA, T37, no. 1749, p. 180, 
a22-26) 

※《楞嚴經圓通疏》卷 5：「二作是共釋二。初約始終釋。謂始學名
作終成即是佛。二約當現釋。謂現在念佛即是諸佛法身之體名心是

佛。望己當果。由觀生彼名心作佛。」(CBETA, X12, no. 281, p. 827, 
a4-7) 

※《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正遍知海從心想生者。以心淨故諸佛
即現。故云生也。亦因此觀佛三昧出生作佛。」(CBETA, T37, no. 1750, 
p. 192, b16-18) 

※《觀無量壽佛經疏妙宗鈔》卷 4：「三智融玅。名正徧知。無量甚
深故喻如海。斯乃究竟圓明大覺。與我心體無二無別。今依頓教。

即三惑染。修圓淨心。能生諸佛正徧知海。此約他佛釋心生也。若

依此心能成當果。此約己佛釋心生也。」(CBETA, X22, no. 407, p. 311, 
a17-21) 

 



【菩提心】 
〔一、廣大心〕，謂菩薩發心度生，欲令三界四生之類，普皆濟度，

無一眾生而不度者，所度眾生無量無邊，是名廣大心。 
〔二、常心〕，謂菩薩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了知眾生本來空寂，實

無眾生得滅度者；雖無眾生可度，而度生之心常無懈倦，是名常心。 
〔三、第一心〕，謂菩薩度脫三界四生之類，不欲令證聲聞小果，要

皆令入無餘涅槃，是名第一心。 
〔四、不顛倒心〕，謂菩薩度生，若有我、人等相，即非菩薩。菩薩

了知我、人等相本來皆空，無能度者，是名不顛倒心。～《三藏法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