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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小乘第四十三 

1.本品是流通分之首。獨勸持名，正是會權歸實，攝末入本也。萬行往生，

歸於「眾生一向專念阿彌陀佛名號」。依此行者，「非是小乘」且是「第

一弟子」，故須「於此經中生導師想」。 

2.內容分三：（1）舉十方往生聖眾往生得益，以勸眾生信樂發願；讚念佛第

一以勸行。（2）復勸尊重依止、愛樂修習本經所授之法。（3）深勸大

眾，堅信此淨土法門與無量壽經。 

p.746 line 1【畢竟身等法等】《無量壽經優波提舍》卷 1：「偈言：觀佛

本願力，遇無空過者；能令速滿足，功德大寶海故。即見彼佛，未證淨

心菩薩。畢竟得平等法身。與淨心菩薩無異。淨心菩薩與上地諸菩薩。

畢竟同得寂滅平等故。」(T26,p.232,a28-b3)《無量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

註》卷 2：「平等法身者。八地已上法性生身菩薩也。寂滅平等者。即此

法身菩薩所證寂滅平等之法也。以得此寂滅平等法。故名為平等法身。

以平等法身菩薩所得故。名為寂滅平等法也。此菩薩得報生三昧。以三

昧神力能一處一念一時遍十方世界。種種供養一切諸佛及諸佛大會眾

海。能於無量世界無佛法僧處。種種示現種種教化。度脫一切眾生常作

佛事。初無往來想、供養想、度脫想。是故此身名為平等法身。此法名

為寂滅平等法也。未證淨心菩薩者。初地已上七地已還諸菩薩也。此菩

薩亦能現身。若百、若千、若萬、若億、若百千萬億，無佛國土施作佛

事。要須作心入三昧乃能。非不作心。以作心故名為未得淨心。此菩薩

願生安樂淨土，即見阿彌陀佛，見阿彌陀佛時，與上地諸菩薩畢竟身等

法等。龍樹菩薩、婆藪槃頭菩薩輩願生彼者。當為此耳。」(T40,p.840, 

a19-b8) 

p.746 line -4【如上所說功德】1.如《解》：橫出三界，圓登四土（圓證

三不退），一生補佛。2.指前品中不退菩薩之諸功德。3.如前 30、31 品

中極樂菩薩之諸功德。4.彌陀四十八願中一切功德利益。 

p.747 line 7【於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淨空和尚：這是釋迦牟尼佛給我

們授記，不但不是小乘，是釋迦佛的真正第一弟子，是諸佛如來第一個

得意的學生。這個法門，這部經典，十方三世一切諸佛都弘揚，是度眾

生、了生死、出輪迴、成佛道的第一法門，所以才稱之為「得名第一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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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它真的是第一法門，在一切諸經、諸法門之上，只要你依教修行，

沒有一個不往生的。佛陀教育第一個目標，是要讓學習的學生證得究竟

圓滿的佛果。在一切經中，哪部經能達到這個目標？而且能令一切人都

達到這個目標？不論男女老少，不論賢愚不肖，乃至於五逆十惡造地獄

罪業，只要一念回頭都能做到，要沒有這樣的功德就不能稱為大乘、第

一弟子。 

p.748 line -6【設入大火】［魏譯］《佛說無量壽經》卷 2：「佛語彌勒：

「其有得聞彼佛名號，歡喜踊躍，乃至一念，當知此人為得大利，則是

具足無上功德。是故，彌勒！設有大火充滿三千大千世界，要當過此。

聞是經法，歡喜信樂，受持讀誦，如說修行。所以者何？多有菩薩欲聞

此經而不能得。」(T12,p.279,a1-6)［唐譯］《大寶積經》卷 18：「假使

經過大千世界滿中猛火。為求法故不生退屈諂偽之心。讀誦受持書寫經

卷。乃至於須臾頃為他開示。勸令聽聞不生憂惱。設入大火不應疑悔。

何以故。彼無量億諸菩薩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門。尊重聽聞不生違背。」

(T11,p.101,a7-12) 

p.748 line -4【欲聞此經而不能得】《淨土必求》卷 1：「夫淨土妙門。乃

諸佛共讚。難聞難知。故經云。多有菩薩欲聞此經而不能得。」(X62,p.449, 

a19-21)《無量壽經甄解》卷 18：「此法難聞，故多菩薩欲聞此法，經多

劫求之而難得，以此法「最勝要」故。」何故會如此？竊謂有三：1.自有

深厚業障故；2.無有淨土法門宿世根機。3.離佛世遠故，經已滅故。 

◎受菩提記第四十四 

1.本品大意為：能演說本經者，信行不退，即得如來授記，以此普勸法師以

及大眾。 

2.內容分三：（1）有供養諸佛、深厚善根（安住無疑）者，能得是法，廣為

他說。（2）佛舉諸大威德菩薩，因未聞此法，而退轉菩提，彌顯流通此

經之重要。勸令眾生書寫、供養、受持、讀誦、信受奉行，演說流通。

（3）佛記彼人（如經而說、依教奉行者），臨終往生極樂、授記作佛。 

p.750 line 3【若於來世】【雪廬老人眉註】佛法四期：正期千年、像期千

年、末期萬年、滅。「來世」－滅度。 
關於正法、像法的時限，諸經論有四說，即(1)正法五百年，像法一千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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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一千年，像法五百年；(3)正法、像法皆五百年；(4)正法、像法皆一

千年。但對末法的年限為一萬年此點則無異議。又，一般多採正法五百

年，像法一千年，末法一萬年之說。據《大方等大集經》卷五十五，舉

出「五五百年」之說，即將佛陀入滅後之二千五百年間，區分為五個五

百年，依次為解脫堅固、禪定堅固、多聞堅固、造寺堅固、鬥諍堅固等

五個時期；五個時期以後，雖有剃除鬚髮、身著袈裟者，然毀破禁戒，

不如法行。據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二所舉，則將「五五百年」分為正、

像、末三時，即以前二個五百年為正法時，第三、第四個五百年為像法

時，最後一個五百年為末法一萬年之初五百年。～《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754 line -3【安樂集】《安樂集》卷 2：「問曰：「若勸常修念佛三昧，

與餘三昧能有階降以不？」答曰：「念佛三昧勝相不可思議，此云何知？

如《摩訶衍》中說云：『諸餘三昧，非不三昧。何以故？或有三昧，但

能除貪，不能除瞋癡；或有三昧，但能除瞋，不能除癡貪；或有三昧，

但能除癡，不能除貪瞋；或有三昧，但能除現在障，不能除過去、未來

一切諸障。若能常修念佛三昧，無問現在、過去、未來，一切諸障悉皆

除也。』」」(T47,p.15,c27-p.16,a7) 

p.755 line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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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勸後代學者，若欲會其二諦，

但知念念不可得，即是智慧門；而能繫念相續不斷，即是功德門。是故

經云：『菩薩摩訶薩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若始學者未能破相，

但能依相專至，無不往生，不須疑也。」」(T47,p.11,a27-b14) 

p.755 line -4【廣大異門】［唐譯］《大寶積經》卷 18：「是故汝等諸善

男子及善女人。於今來世能於是法若已求、現求、當求者。皆獲善利。

阿逸多。如來所應作者皆已作之。汝等應當安住無疑。種諸善本。應常

修學。使無疑滯。不入一切種類珍寶成就牢獄。阿逸多。如是等類大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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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者。能生廣大佛法異門。由於此法不聽聞故。有一億菩薩。退轉阿耨

多羅三藐三菩提。阿逸多。佛出世難。離八難身亦為難得。諸佛如來無

上之法。十力無畏無礙無著甚深之法。及波羅蜜等菩薩之法。能說法人

亦難開示。阿逸多。善說法人非易可遇。堅固深信時亦難遭。是故我今

如理宣說。汝等修習應如教住。汝阿逸多。我以此法門及諸佛法囑累於

汝。汝當修行。無令滅沒。如是廣大微妙法門。一切諸佛之所稱讚。勿

違佛教而棄捨之。當令汝等獲不善利。淪沒長夜備眾危苦。是故我今為

大囑累。當令是法久住不滅。應勤修行隨順我教。」(T11,p.101,a21-b9) 

◎獨留此經第四十五 

1.當來經滅，佛以慈悲「特留此經，止住百歲」；值斯經者，隨意所願，皆

可得度。深顯佛慈無盡，佛恩無極。眾生業障彌深，仍可仰賴是法，而

度生死；極顯斯法究竟方便，不可思議。 

2.三寶稀有難逢；若人於此第一希有、難聞難信之一生成辦之妙法，能聞、

能信、能受、能持，當知是人，必是多劫薰修，宿種善根，難能希有，

超過一切。故曰「難中之難，無過此難」。如金剛經云：「是人則為第

一希有」，故非凡人。 

p.760 line 2【法住記】全一卷。全稱《大阿羅漢難提蜜多羅所說法住記》。

難提蜜多羅（意譯慶友）著，唐代玄奘譯。收於大正藏第四十九冊。全

書列舉護持正法十六大阿羅漢，並敘說釋迦法住世之時限。即敘述佛陀

入滅後八百年，師子國（今斯里蘭卡）勝軍王之都，有阿羅漢名難提蜜

多羅，即將入滅，集諸比丘、比丘尼等，為說十六大阿羅漢及其眷屬名

稱與住處。並答諸比丘、比丘尼等所問正法住世之時限。本書譯於唐永

徽五年（654），譯出之後，我國對十六羅漢之崇拜逐漸普遍，並有根據

書中之敘述，而繪畫或雕塑十六羅漢像。本書係研究錫蘭佛教之珍貴史

料。～《佛光大辭典》 

p.760 line 5【璟興云】《無量壽經連義述文贊》卷 3：「當人壽七萬歲時。

無上正法方永滅沒。故云經道滅盡。十六大聖取滅度時。窣堵波便陷入地。特者。

獨也。大涅槃經廣顯佛性。聖教中深。逐聖人而先沒。此經唯開淨土令人求生。

濟凡中之要。故獨留百歲。機宜既異。沒滅前後。不可致怪。所願皆得者。即留

之利益也。法滅盡後聞。尚獲利往生淨土。況亦今聞者矣。」(T37,p.170,c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