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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98～499【三種菩提門相違、隨順】 
 遠離相違 得隨順 菩提心 

智慧門 貪著自身我執 無染清淨心 直心 

慈悲門 無安眾生心 安清淨心 大悲心 

方便門 恭敬供養自身心 樂清淨心 深心 

p.501 line -5【安樂集】《安樂集》卷 1：「問曰：「今欲依勸行念佛三昧，

未知計念相狀何似？」答曰：「譬如有人於空曠逈處，值遇怨賊，拔刀奮勇，

直來欲殺。此人徑走，視渡一河，未及到河，即作此念：『我至河岸，為脫

衣渡？為著衣浮？若脫衣渡，唯恐無暇；若著衣浮，復畏首領難全。』爾時

但有一心作渡河方便，無餘心想間雜。行者亦爾，念阿彌陀佛時，亦如彼人

念渡，念念相次，無餘心想間雜。或念佛法身，或念佛神力，或念佛智慧，

或念佛毫相，或念佛相好，或念佛本願，稱名亦爾。但能專至，相續不斷，

定生佛前。」(T47,p.11,a27-b10) 

p.506 line -3【臨終接引】《觀無量壽佛經》14～16 觀 

 上生 中生 下生 

上品 

西方三聖、無數化

佛、百千聲聞比丘大

眾、無量諸天。 

西方三聖、千化佛、

無量大眾眷屬圍繞。

西方三聖、五百化

佛、與諸菩薩。 

中品 
阿彌陀佛與諸比丘、

眷屬圍繞 
阿彌陀佛與諸眷屬。  

下品 
化佛．化觀世音．化

大勢至 
化佛菩薩 見金蓮華 

p.508 line 1【無生法忍】《大般若經》初地。《大智度論》：聲聞入見道

見四諦理以及菩薩入初地諦忍諸法無生無滅之理，住不退轉地，是為無生法

忍。60《華嚴經》七地。《仁王般若波羅蜜經》五忍之無生忍三品，配七、

八、九地。懷感《釋淨土群疑論》卷六︰「仁王般若說無生法忍在七、八、

九地，諸論之中說，無生法忍在於初地，或在忍位；菩薩瓔珞本業經說無生

法忍在十住位，華嚴經說無生法忍在十信位，占察經說無生法忍在十信前凡

夫位。（中略）無生忍有六位：(一)聞慧在十信前，(二)生勝解在十信後，(三)
思慧在十住後，(四)修慧在煖後，(五)證得在初地，(六)相續在八地，此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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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果圓滿。」（T47,p.67,b28-c18）～《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511 line 5【念能相繼】《阿彌陀經疏鈔》卷 1：「謂著事而信心不切。

固無足論。假使專持名號。念念相繼。無有間斷。雖或不明諦理。已能成就

淨身。品位縱卑。往生必矣。所謂士人作榜尾登科亦不惡。但恐榜上無名耳。

安得以守愚病之。」(X22,p.607,a3-7)《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1：「相繼。謂

一字一字分明。一句一句接續。不虗入品者。謂但能念念接續。無有間斷。

則已能伏妄。得少分淨。可成末品。又或此人夙有靈根。即於此時頓明諦理。

隨其淺深。或中或上。俱不可知。故曰不虗。」(X22,p.713,a13-16) 

p.511 line 5【落空之禍】《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1：「反受禍者。謂若

是修行人。則墮邪外。若凡夫外道。則福盡受輪。若口口談空。步步行有者。

則徑墮三途。無有休息。故云受禍。」(X22,p.713,a18-20)《阿彌陀經疏鈔演義》

卷 1：「著事而信不切者。如今世人。口念彌陀。心馳五欲。空談淨土。繫

念娑婆也。」(X22,p.713,a21-22) 

p.513 line 3【起立塔像、飯食沙門】淨空和尚：這兩句合起來講是護法。

「起立塔像」，拿現代的話來講就是建道場，建道場供養法師，請法師講經

說法。目的是弘揚佛法，使這一地區的人能得到佛法的利益。在家人建蓮社、

建念佛堂、建居士林，這都是好事情，隨分隨力（隨緣、財力）去做，幫助

成就真正有修行者。 

p.515 line -3【慈照宗主】【子元】（？～1166）宋代僧。白蓮宗之創始

者。平江崑山（江蘇崑山）人，俗姓茅。初名佛來，號萬事休。幼喪父母，

師事本州延祥寺誌通，習誦法華經。十九歲落髮，習止觀禪法。一日，正定

中聞鴉聲大悟，作頌曰：「二十餘年紙上尋，尋來尋去轉沈吟，忽然聽得慈

鴉叫，始信從前錯用心。」爾後，於順逆境中未嘗動念。慕廬山慧遠之遺風，

乃勤修淨業，勸世人歸依三寶、守持五戒、常念彌陀，又提倡以五聲證五戒，

淨五根，得五力，出五濁，並撮集大藏要言，編成《蓮宗晨朝懺儀》，祈為

法界眾生得安養。其後，於澱山湖創立蓮宗懺堂，又作圓融四土三觀選佛圖，

開示蓮宗眼目，遂創「白蓮宗」。乾道二年（1166），帝敕於德壽殿說淨土

法門，賜號「勸修淨業蓮宗導師慈照宗主」，並賜金襴衣。同年，罹疾於鐸

城，三月示寂，年壽不詳。所著除前述外，另有西行集、法華百心、彌陀節

要、證道歌、風月集、勸人發願偈等。～《佛光大辭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