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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19 line -2【華實相當】淨空和尚：我們這個世界的樹木花草，需要真

正懂得園藝的人，用他們的愛心來照顧、來修剪，花草樹木一類一類整整齊

齊的。極樂世界的樹枝花果，比我們的還要整齊、還要美，卻不需要人工去

照顧、修剪。什麼原因？是自性功德之所成就，樹枝花果都配合得非常之巧

妙，不會有不相稱的，就像一幅非常美的圖畫，畫到了絕處，你不能給它添

個枝，多餘的，你也不能少一片葉，少了就有點缺陷了。這就是真正恰到好

處。世間的名畫家都畫不出來，西方極樂世界是阿彌陀佛的自性變現出來

的。一真法界，整齊，一點都不雜亂。美不勝收！這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

善、真正的圓滿。《會疏》曰：果實不差其處（洽在其位），故云相當。它

都長在最恰當的位置，它也在表法，表性德，圓明具德，圓滿光明具足，沒

有一絲毫欠缺，沒有一絲毫遺憾，決定沒有，所以叫相當。 

p.420 line -2【自然相和】淨空和尚：這一句很重要，極樂世界有這自然

美妙的音樂，不需要人去演奏，想聽的時候自然就聽見，與自己決定相應。

相應，是你聽了一定會非常歡喜，聽了會有感動、會有覺悟，這個才妙！音

樂幫助你覺悟，這不可思議。「顯極樂世界一草一木悉皆圓明具德也」，西

方極樂世界妙不可言，我們在前面讀到，比這更微細，一毛端、一微塵，皆

是圓明具德，何況一花一葉、一草一木，當然圓明具德。我們今天講經說法，

藉著科學工具，用擴音器把音聲擴大；用電視、衛星、網路把現場的畫面，

向遠方傳播；西方極樂世界比我們更高明，它不用電視、機器，它的七寶樹

可以現聲音及畫面，十方諸佛剎土，統統能夠顯示出來；想看哪裡，它就現

那個地方。電視還要選擇頻道，它那裡不用。一動念頭，例如想看娑婆世界

的台灣，樹中就馬上現出台灣這個地區，很省事！所以西方極樂世界的科學

是發展到登峰造極了，任何一個世界的科學都比不上極樂世界的科學。 

p.424 line 2【隨應而現】淨空和尚：「如是妙現，普應群機」，群機，是

十方無量無邊諸佛剎土裡面念佛往生極樂世界的這些眾生，在極樂世界沒有

一樣不是稱心如意。「變化不拘，一一圓妙」，變化不拘就是「出生無盡」，

六祖惠能大師《壇經》說：「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意思完全相同。變化

是隨著我們起心動念，在彌陀本願加持下，每天聽經聞法，你起心動念都是

正念，沒有邪念、邪思。一一圓妙，妙就是不可思議，圓是圓滿，是一絲毫

缺陷都沒有。阿彌陀佛能照顧到每一個人，而且照顧到無微不至。這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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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能力？自性本具的不可思議功德之力，還加上因地的大願大行，才有這

樣殊勝的成就。「全顯事事無礙」，《華嚴經》上講的四種無礙，理無礙、

事無礙、理事無礙、事事無礙，在西方極樂世界同居土裡面都看到了，何況

上三土。對極樂世界不認識、不了解、不透徹，你的願心生不起來，疑惑斷

不了，對於這世間，牽腸掛肚的事情你放不下。如果透徹明白了，搞清楚、

搞明白了，沒有放不下的事情，你真放下了！這一放下，功夫得力了，真的

若一日到若七日，你就圓滿成就。 

p.428 line -6【十忍】《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8〈24 十忍品〉：「等為十？

所謂：隨順音聲忍、順忍、無生法忍、如幻忍、如焰忍、如夢忍、如響忍、

如電忍、如化忍、如虛空忍。佛子！是為菩薩摩訶薩十種忍；過去諸佛已說、

未來諸佛當說、現在諸佛今說。」(T09,no.278,p.580,c7-11) 

【隨順音聲忍】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15〈24 十忍品〉：聞無相真，不

驚。以解遍計無所有故。聞無生，不怖。以解依他必無生故。聞無性，不畏。

以解真如無性性故。又，於真空法，聞時不驚，思時不怖，修時不畏。又聞

有無所有，不驚。聞空無所有，不怖。聞斯二無所有，不畏。信解者，聞慧

之始。先信後解。受持者，聞慧之終。先受後持。愛樂者，思慧之始。謂愛

法樂觀。順入者，思慧之終。謂思擇得味故云順入。修習者，修慧之始。謂

對緣造修。安住者，修慧之終。謂行修成立。」 

【順忍】：「四對八句。初創修止觀。謂止行順寂。觀照諸法。二止觀漸次。

謂平等正念者，止行堅固。不違諸法者，觀照隨緣。三止觀純熟。謂隨順深

入等，止行深玄。清淨直心等，觀行深玄。四止觀俱行。謂即止之觀名平等

觀。即觀之止名深入具足。起信論云。行住坐臥皆應止觀俱行。所謂雖念諸

法自性不生。而復即念因緣和合，善惡之業、苦樂等報，不失不壞。雖念因

緣善惡業報。而亦即念性不可得。釋云：約法，既理事混融。約行，則止觀

雙運。如是方為順法之忍。」(T35,p.383,c27- p.384,a20) 

【無生法忍】：此無生理，非是斷滅無。故云不滅也。又既本不生故無可滅。…

謂由不生故不滅。由此不生之不滅故無盡。是故此無盡亦在不生中。乃至莊

嚴亦皆如是。悉在一念無生之處。無盡有二：1 理無限盡。2 行無斷盡。離

垢亦二：1入理不帶寂。2隨事恒無念。無壞亦二：1入理不壞事。2隨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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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理。不動亦二：雙融二諦，一念不動。寂滅亦二：通境行故。離欲亦二：

離種現故。無行亦二：斷能所故。大願亦二：願不沒寂。願能應機。住莊嚴

亦二：理行相嚴，方為究竟。」(T35,p.384,a23-b16) 

p.429 line 3【威神力等】 

威神力，現在 獲三忍（依過去本願，乃有今日威神力而令眾生得忍） 

本願力，過去 滿足、明了、堅固、究竟。 

滿足願：願心圓備，四十八願無闕減。 

明了願：求心顯著，求之不虛，明慧共相應。 

堅固願：緣不能壞，無退精進所成就。 

究竟願：終成不退，期盡有情法界際故（度盡法界一切有情）。 

◎堂舍樓觀第十六 

1.本品內容有二：一者，佛及諸菩薩居處，七寶莊嚴，明妙無比。二、菩薩

在此，隨所修習，各得其果。隨意修行，受用種種大乘法樂，故「莫不

歡喜」。本品處處顯示極樂依正自然，真實平等，如如一味。 

2.《彌陀要解》讚曰：「五逆十惡，十念成就，帶業往生。居下下品者，皆

得三不退也。」「十方佛土，無此名相，無此階位，無此法門。非心性

之極致，持名之奇勛，彌陀之大願，何以有此！」 

p.433 line 1【四種莊嚴】《四帖疏》：依正二報各有通別真假，故成四種

也。依報中即有通有別。言別者，華座一觀是其別依，唯屬彌陀佛也。餘上

六觀是其通依，即屬法界之凡聖，但使得生者共同受用故言通也。又就此六

中即有真有假。言假者，即日想、水想、氷想等是其假依，由是此界中相似

可見境相故。言真依者，即從瑠璃地下至寶樓觀已來是其真依。由是彼國真

實無漏可見境相故。正報中亦有通有別。言別者，即阿彌陀佛是也，即此別

中亦有真有假。言假正報者，即第八像觀是也。通正報者，即觀音聖眾等已

下是也。向來所言通別真假者，正明依正二報也。 

p.433 line 2+5【思惟修】《法界次第初門》卷 1：禪「此翻棄惡。能棄欲

界五蓋等一切諸惡。故云棄惡。或翻功德叢林。或翻思惟修。」(T46,p.671,b3-5)

卷 3：「一切攝心繫念。學諸三昧。皆名思惟修也。」(T46,p.687,a28-29)《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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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名義集》卷 4：「淨名疏云。佛心智鑒圓明。豈煩思惟。究竟無學。豈得

言修。又翻棄惡。如來純淨之智。何惡可棄。故思惟等義。皆是因也。」(T54,p. 

1116,b6-9)「八正道」之「正思惟」，《法界次第初門》卷 2：「見四諦時。無

漏心相應。思惟動發。覺知籌量。為令增長入涅槃。故名正思惟。」(T46,p. 

682,c16-17) 

p.434 line -6【不退轉】《大明三藏法數》卷 16：生淨土五不退(出淨土十

疑論)謂眾生得生淨土者，【大悲攝持不退】以阿彌陀佛大悲願力攝持不捨

故，得不退轉也。【佛光照燭不退】常被佛光照燭故，菩提之心日，得增長

而不退轉也。【常聞法音不退】聞諸水、鳥、樹林、風聲、樂響，皆說苦空

無我之法，是以常起念佛、念法、念僧之心，而不退轉也。【善友同居不退】

以由彼國純諸菩薩以為勝友，內無煩惱惑業之累，外無邪魔惡緣之境，故一

生之後即不退轉也。【壽命無量不退】得生淨土者即得壽命無量，與佛菩薩

平等無二故，一生之後即不退轉也。」(P182,p.110,b1-p.111,a4)《淨土十疑論》

卷 1：「第六疑。問：「設令具縛凡夫得生彼國，邪見、三毒等常起。云何

得生彼國，即得不退，超過三界？」釋曰：「得生彼國，有五因緣不退。云

何為五？……經阿僧祇劫，復不起煩惱，長時修道，云何不得無生忍也？此

理顯然，不須疑也。」」(T47,p.79,b3-16) 

《佛光大辭典》：不退位又作不退轉地。在「有部」四善根位中，至忍位則

不再墮退惡趣，故稱不退。大般若經卷 449，入見道而得無生法忍，則不再

墮退二乘地而得不退。菩薩階位，十住中之第七住，稱為不退轉住，由此產

生諸種不退之說。(一)三不退，乃吉藏法華義疏卷一之說。(1)位不退：第七

住以上之菩薩不再退轉二乘地。(2)行不退：第七地菩薩所作之修行，不再退

轉。(3)念不退：八地以上之菩薩，無須刻意精進，自然可進道而不動念。(二)

四不退，三不退加處不退（往生彌陀淨土，不再退轉）則為四不退，係迦才

《淨土論》卷上之說。此外，窺基於《法華玄贊》卷二，亦立四不退：(1)

信不退：第六信以上之菩薩，不再起邪見。(2)位不退：第七住以上之菩薩，

不再退轉二乘地。(3)證不退：初地以上菩薩。(4)行不退：八地以上菩薩。

懷感《釋淨土群疑論》卷四亦有此四不退之說。智旭《彌陀要解》舉出念、

行、位、畢竟等四不退說；慈恩之《四土圖說》則有願、行、智、位等四不

退說。(三)五不退，信、位、證、行，加煩惱不退（等覺位不再為煩惱所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