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丙一)引經，提出一個問題，問題是甚麼？有本經《無量壽經》，那些

眾生如果能夠生到極樂世界，一定是正定聚的眾生，如果不是正定聚的不能生。第二

本經，《阿彌陀經》，眾生之能夠生得極樂世界，一定是甚麼？得到無生忍，即是甚

麼？證得無生的理和不退的，即是地上菩薩。那你又叫我們念佛，這樣就生了，這樣

如何解答呢？他就這樣，(丙一)引經之後，(丁一)提出疑問了。(丁二)通它了，通疑

了。先敘述他的疑，然後再通。通疑就分開幾段，分了三段來通。第一段(戊一)就是

惣(總)標，第二段(戊二)別釋，然後，另外第三段(戊三)就是結論。總標就標出甚麼？

(口誤，應是(丙一)引經)阿鞞跋致，不是，所謂正定聚是一定會成佛的，阿鞞跋致是

不退的，兩種即是一種，即是不退的，是嗎？所謂不退，(己一)總共有四種不退，那

就標了，標出說不退有四種，標者即是舉出來，舉出來之後，各別各別地逐種解釋，

逐種解釋就別釋(戊二)，分二(己一、己二)。二又先標，又再釋，標中之釋，釋中又

再標，標完又再釋。逐種解釋了，(己一)不退的人有四種，(庚一)前三種就是經所講

的，所以就引經論來證明，證明確是有三種不退。(庚二)第四種就找不到經論證明，

依義(立)，依照道理來成，成者就是解釋，解釋清楚它，說有的，有這一種的。那麼

(庚一)引證成和(庚二)依義立。引證成就已經解釋了，是嗎？那三種已經解釋了。

現在就解釋(庚二)第四種。(庚一)引證成總共有三種，成的三種，現在(庚二)依義

立，立一種，依義立一種，立一種是甚麼？幾種不退中，就「處不退」，處者所處的

境地不退，叫做處不退。解釋到這裏，是嗎？四者，不是，「四處不退者」，先講一

件事給你聽。第四是處不退，「雖無文證。約理以成。」記住你看佛經，時時見到那

個約字，約字是指甚麼？依，依照。約字和依字(聲母)都是 Y字，Yoek3，同紐，同

聲母，通借。「約理以成。何者。」為甚麼？「如婆娑論說。退根羅漢。欲界人中得

果」，《毘婆沙論》(《西方要決》用《婆娑論》)裏面這樣講，有一類羅漢，羅漢有

很多種的，大概有八、九種不同的羅漢，有一類入定(後)會走返出來的，搞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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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類常常入定，但總是不得自在，他怎樣？想快些死，有一類這樣的羅漢，想快些

死都有的。如果你看，如果淺的，你看我那篇甚麼？二十七賢聖那篇文章 (〈釋佛家

的二十七賢聖〉)。我排列那些羅漢，你自己看書就難看，你看我排列不難看。有一

類「退根羅漢」，那類退根羅漢又怎樣？如果他們在欲界，這些退根羅漢證羅漢果，

有一些在欲界證，有一些就在色界證果，兩類。在欲界證果的，如果證羅漢果也是假

的，(因為)遇著五種緣，遇著五種情況，這五種緣就是令他退的原因。具即是工具，

緣即是原因，遇著五種東西，他會退的。羅漢很害怕，害怕遇到這些東西，如果他不

害怕遇到這五樣東西，接觸到就會暫時退一退，「恐失聖果」。哪五種緣？第一種緣

(口誤)，「起修道惑」，即是俱生煩惱起，那天已經講了，是嗎？第二種緣，不是、

不是，「(恐)失聖果」，就再「起修道惑」的，遇著這五種緣。哪五種緣？第一種，

「遠行」，？？？，行謂多行，遠行。第二種，「多病」，病多都會的，證了阿羅漢

果，病多都會退的。所以現在的人說，有些人一輩子念佛，他到死都會不記得念，你

不要怪他。羅漢病都會辛苦，都會退。病的時候，恰好遇到那些 cancer的病之類，

死的時候，輾轉哀鳴的樣子，你不記得(念佛)的。除非真的有人幫你助念，歐陽竟無

先生就是這樣，臨死的時候，辛苦到極，全靠王恩洋幫他，同他(一起)念佛。這件

事，你問起他，重慶的佛教徒很多都知道，有些人批評，歐陽先生原來這樣的，這麼

「水」(無用)，臨死的時候這 辛苦，辛苦到這樣，搞到要臨時臨急，急時抱佛腳，麽

要王恩洋替他念佛才死得清清楚楚，羅漢都如是。第一種「遠行」，第二種「多

病」，第三種「樂誦經典」，第四種「樂和諍訟」，第五種「樂營僧事」，這五種。

如果是「欲界人中得果」的，最怕遇著這五種東西，他會退的。如果在色界，這個

天，「若天中得果。不逢退具。即得不退。入般無餘」，一句。如果，這個天是指色

界天，因為為何？這些羅漢前一生已經證到不還果，生在色界，若在色界天得果，得

阿羅漢果，他就「不逢退具」，就不會碰到這些退的因緣了。這樣就不會退了，不會

退就「入般無餘」了。入無餘涅槃，般無餘即般涅槃，入無餘涅槃。羅漢如此了，

「行者亦爾」，那些修行者的人也是一樣。亦爾(即)也是一樣。「前三不退。未得人

中。若在娑婆流浪生死。是其常處。由此染界。遇五退緣」，如果前三種不退的，而

未得道的人之中，他們又怎樣？未得無生忍的，而在人中又會怎樣？「若在娑婆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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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就會處在生死輪迴的境地，這個流浪生死就是他平常所居住之處，「是其常

處」。如果他這類人，「由此染界。遇五退緣」，如果在這個染污的娑婆世界裏面，

時時會遇到五種令你退的緣，哪五種退的緣？數了，「一者短命多病。二者大惡緣

伴」，短命多病就不用講了。大惡緣伴，一些不好的朋友、不好的環境，例如甚麼？

經常有一些不好的朋友來，找你做這樣，找你做那樣。或者，一些不好的環境，你想

看佛法，想看佛經，想打坐，都無機會的，有大惡緣做你的伴。第二種，大惡緣伴，

壞你的淨心，這個第二種。第三種，「三者外道雜善」，亂你的真正行。外道，那爼

些世間的事，亂你的真正行。第四種，「六塵境界。 (嬈動淨心)」，這個(嬈)讀擾

了，嬈動淨心。色、聲、香、味、觸、法，這六塵。色就擾亂你，大家都懂了。聲音

擾亂你，大家都懂了。色、聲、香、味、觸擾亂你，大家都知道。法塵怎樣擾亂你

呢？例如那些甚麼？那些世間的哲學思想，或者那些文學家的作品會擾亂你，這些是

法塵，會擾亂你。「五者不常見佛。竭逢聖化」，不能夠見到佛，又很少見到有聖人

能教化你。竭者無也、盡也。這樣我們在娑婆世界，很容易遇這五種緣。「若常住

此。遭五退緣」，一句。如果我們常常一味在這裏修行，遭者遇也，會時時遇到這五

種退緣。「但生淨土。逢五勝事」，如果你先生了淨土，就有下面五種殊勝的事情

了。哪五種呢？「一者長命無病」，(淨土)那邊無病的，第一種。第二種，「勝侶提

」，勝侶，那些殊勝的、好的朋友提 你。「三者純正無邪」，那些人的思想，無携 携

邪惡的思想行為，無邪惡的行為。「四者唯淨無染」，一切事物都只有淨的，境界都

是淨的，無那些甚麼？染污的境界。「五者恆事聖尊」，聖尊就是佛，你時時奉事

他。「由此五緣。故得不退。」所以生淨土，就這些「著數」(好處)。這樣講了這幾

種不退，四種不退，有四種不退，如果，尤其是最重要是第四種不退。如果你在這處

無辦法解脫，先結束這一生，生淨土。

於是，就得一個結論了，戊三(結成)了，就勸你生淨土了。結束這一段，成上面

所講的道理了。

這樣，講到這處，附帶就講一講了。為甚麼我們講唯識、講學理，整套哲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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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為甚麼又要叫甚麼？如果你一味想研究唯識，一味先研究道理，然後再修持，不

是說不可以，你不知道幾多世才搞得好。是嗎？所以不如一方面研究道理，一方面去

修行，修哪種呢？兩種，一種就是修止觀，這個就是最穩健，最穩而又最正的途徑。

第二，就是保險的，修淨土，如果你有機會修止觀，兼修淨土，即是你做生意，買保

障。你去旅行，去喜馬拉雅山旅行，你不妨買旅行保險。是嗎？無撞板，如果你說我

無時間修止觀，你唯一就修淨土了，就以修淨土為正了。這樣，因為你研究學理，不

知道何時才研究完，是嗎？一世一世，境界高些高些，不知高到幾多萬世才可以呢？

唔好，先把握，把握這個最穩妥的一點。如果你肯修止觀，而兼念佛，兼修淨土，猶

如戴角虎，老虎加一對角，無礙的，對你無礙的。是嗎？好看些，無甚麼礙，這個很

穩健的。萬一你真的無機會修止觀，你今日、今年有機會修，明年會無的，不是一定

有的。但你念佛，你整天都可以念的，你在吃飯時也可以念的，最穩健的，大家可以

這樣去試。如果你肯念，你不用背負那麼多東西，你有甚麼緊急的事，你向他祈願，

你念了十萬次以上，就靈驗了。你念一百幾十萬，很靈的。

你看(戊三)結成了。「據其行位。未可 齊。勝地輙 (口誤，應是地勝)緣強。更無

退具也。譬如惡人。常行不善。遇逢善(口誤，善應是勝)友。哀憫提獎。絕惡交友。

恒隨良伴。至于一代起過無(口誤，起過無應為無起過)緣也。」不退有四種，四種不

退的修行都不同，修行的階段都不同。你生了淨土之後，你去到淨土修行，你去到淨

土所處的階位亦不同，據其修行的階位來講，我們就不能說他 ， 即是即刻，即是輙 輙

英文的 immediately，即刻。完全即刻齊人，你不能夠即刻看齊的。不過如果你生淨

土，「地勝緣強」，環境殊勝，那些緣強，令到你修行的緣，助成你修行的緣強。所

以你生了去，就「更無退具也」，不會有具，具者原因，令你退的。好像，「譬如惡

人。常行不善」，譬如一個惡的人，他時時本來做一些不良好的行為。但是，他「遇

逢勝友。哀憫提獎」，如果他遇到一些好的朋友，那些朋友哀憫他，時時提 他，獎携

掖他，這樣就令到他「絕惡交友」，跟那些惡的交友絕，斬絕。「恒隨良伴」，時時

和一些好的朋友接觸。這樣，這個人又會怎樣？「至于一代無起過緣也」，一代即是

一世，於是他一世之中都不會有生起過的緣，過失的緣。以上是第八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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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乙九了，第九章了，第九章裏面，又分做兩段了。丙一、丙二。丙一又

是引經來問了，丙二是通懷疑。先講丙一，引經，「第九彌陀經云。不可以少善根福

德因緣。得生彼國。」《阿彌陀經》講的，不可以，我們不能夠，我們不可以用少少

的善根，作少少的善，或者曾經修過少少的五戒十善之類，那些少的善根，這類善根

就是福德來的，少的善根福德。善根的福德，少的善根福德，這樣解釋又可以。少的

善根，少的福德亦可以。如果善根福德，善根即是福德，這種叫做持業釋，如果善根

的福德就依主釋，你們未懂，慢慢你就懂了，不要緊。懂了，你讀國文，你都掂(沒

有困難)。，不是只是看佛經。善根及福德就是相違釋，聽過沒？未聽過？那要聽

聽。如果是相違釋，就是少的善根，少的福德，一個少字貫通。總之，不可以少的善

根福德為因緣，因緣即是原因，就可以得生彼極樂世界。既然要這樣，即是少善根、

少福德不可以，要甚麼？大善根、大福德才可以，這樣就「弊了」(不好了)。那麼我

們如何有大善根呢？怎樣大才可以呢？問題就在這處，發生疑問，疑了。

(丙二)通疑了，於是，通疑分兩段了，丁一、丁二。丁一，善根多少，到底怎樣

叫做少？怎樣叫做多？丁一，善根多少。哪裏丁二？丁二，旁邊那篇(口誤，篇應為

頁)，「又疑曰」那處，丁二，功德多少。為甚麼要這樣？《阿彌陀經》說不可以少

善根、少福德做因緣得生彼國。所以，先解說善根，解釋善根，接 就第二段，第二着

種福德了。所以先講善根，(丁一)善根多少，又分兩段了，戊一、戊二了。先敘述他

所懷疑的(戊一)疑點了，然後，戊二就是作者通疑了。先敘述疑，「疑曰。淨土往

生。要須大善」，這句不用解釋了，去淨土需要有大的善根。「具行諸業。方可往

生」，既然大善，要怎樣？具者，這個副詞，adverb來的，行，形容那個行字。要

具行，齊齊備備地去修行，修行各種善行、各種善業，然後，「方可往生」的。既然

要具備各種善行才能往生，現在叫人念佛，就是這麼簡單？所以，「但空念佛。如何

生彼」，你只是一味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樣的，怎樣能夠生？如果你修行，時時會

碰到別人這樣問你的，尤其是那些去弘法，你講下淨土，人會(問)。總之，你熟悉這

本(書)，怎樣左來左擋，右來右擋，包(保證)你就無問題，尤其是做法師，講《阿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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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經》的。如果你是那些老太婆，坐在下面打瞌睡的，那麼那些聽經者就無問題，不

(會)問你了。恰巧遇著那些，有些知識，又很歡喜提出問題的，那些大學生那類的

人，他問起你上來，你幾「邐迤」(lei hea) (狼狽)，這件事，是嗎？這本書有個好處

就是這樣。但是可惜，現在有兩個情況，講《阿彌陀經》的人，講淨土《阿彌陀經》

的，那些聽的人，多數是精神不夠，打瞌睡的多，變了無人問，是嗎？但是你不要以

為不用怕，這個時代就過去了，無人問的時代很快無了，很快很多人問了，會走入這

個時代，你如果想弘法，要準備適應這個時代，真的，風水先生就騙你十年八年，我

恐怕騙你四、五年而已，那時候，那些做法師的難了。這是疑了。

下面是(戊二)通了。「通曰。夫論善根多少。只約念佛(。以明過去無宿善緣)(書

本)」，這處標點錯了(正確是，「只約念佛以明。過去無宿善緣」)，「夫論善根多

少。我認為「只約念佛……」「此為大善根也。雖聞彌陀淨土。發意願生。進退未

恆。心不決定。判為少善。不生淨土也。」他這樣來判，你能夠信，已經夠大善根。

如果你無大善根，你怎會相信？你相信，你已經有大善根了。聽聞這個道理都不相

信，那些就是少善根了，這樣解答，文字很簡單的。「夫論善根」，現在講到，談論

你的善根多少的這個問題，善根有很多方面的，現在問甚麼？「只約念佛以明」，約

即依也，作也，現在只就 念佛這一點，來到說明你的善根。「過去無宿善緣。今生着

不聞佛號」，如果你過去無宿生的善因，今世你就不會聞佛號。「但今得聞淨土。專

心念佛」，但是你現在聽聞淨土的教理，你又說肯專心去念，即是過去善因，這些就

是過去善因了。「想念西方。方能決至」，你能夠這樣做，想念西方，這樣你然後決

定能夠生去，這些還不是善根嗎？「此為大善根也」，這些就是大善根。另外一類都

是善根，不過都是少善根，有一些問題。所以有一類人，「雖聞彌陀淨土。發意願

生」，他都發意想生，但是「進退未恆」，忽然間又起懷疑，他不能夠搞通自己的思

想，恆者常也，不能夠堅持，不能夠有毅力去修，「心不決定」。這類人，我們判他

為少善，這些人少善根了。這些少善當然不能夠生，「不生淨土也」。解答了，由這

個善根多少來到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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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丁二了，就福德，第二個問題就是福德。「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

緣」，福德、功德，功德兩個字就包括福德和慧行，福德與慧業，功德都包括的，所

以這個功德，在這處主要就指福德，把它再擴 一些，依這個功德的多少來到問。戊濶

一、戊二，(戊一)疑了，提出疑點了，然後，戊二，通疑了。我們看看他提出的疑

了。「又疑曰。據其念佛。只念佛名。設使心專。未為大善。縱稱佛號。那得往

生。」很簡單。據淨土宗教人念佛，只念阿彌陀佛的名稱，即使你很專心來到念阿彌

陀佛，有甚麼大善呢？只是念他的名，縱使你整天稱念這個佛號，怎樣會得到往生

呢？這麼「著數」(便宜)？

答了，下面就是戊二了，通了，通又分兩段，己一、己二。己一，依義辨論，依

據義理，依據義，義者義理、道理，去討論、解答。然後，己二(引文釋成)，講引

文，引文來到釋成。釋它，解釋它，成它。首先，己一，依義辨論，「荅(答)曰。今

明念佛。此辨惣(總)修」，這個(惣)總統的總，總字。「良為群機受益不等。諸佛願

行。成此果名。但能念號。具包眾德。故成大善。不廢往生。」這樣解答。現在說明

念佛，念佛這個就是總修了，意思即是你念阿彌陀佛，六度萬行都總攝在內了，這個

就是總修，為甚麼念佛就是總修？良為，良以(口誤，應是良為，下同)，因為，良為

者，正是因為，良者(即)正是，為即是因為，現在良以甚麼甚麼，白話譯做正是因

為，良即正是。良由甚麼甚麼，正是由於。「良為群機受益不等」，你依 佛所講的着

道理去修行，各種眾生的根機不同，因為根機不同，所得的益處就會不同。「諸佛願

行。成此果名」，諸佛能夠總攝一切功德，然後才得佛果的，既然佛果就包括一切功

德，所以，但念佛號，「具包眾德」，只要你念佛的名號，即是把佛的眾德都全部稱

念了。佛就等於眾生的功德具備，你念阿彌陀佛，即是你念了他(佛)所有的德，這段

有點詭辯的。在因明就是一個似能立來的。你問問你的先生(對聽眾說)。

聽眾：？？？

羅公：是，但是他有根據，他根據聖言量，但是在比量處，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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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少少的問題，要很大的修改，很多簡別的修改，而且所對的人，一定對那

些虔誠佛教徒，對於初機都搞不來的，對於佛教徒以外的人更加不能。如果佛(是)總

包眾德，你念佛，即是念一切眾德。念一切眾德可以嗎？要行一切眾德。他說那念佛

即是行，是嗎？佛是總包眾德，便行一切眾德，這麼，那個怎樣行(的)內包外延是很

大問題的，我一時就講不出(有)幾多問題，總之你想一下佛包眾德。你會說窺基法師

之流都會(犯)這樣錯？大菩薩都會，因為因明量對各個人不同的，對你正確，對他不

正確的。是嗎？所以不能夠這樣講的，如果你這樣講，你翻開龍樹菩薩的《中論》都

不知幾多？？？。例如：「劫初穀不生」這些，現代人很多不承認的。

聽眾：？？？

羅公：根據聖言量就可以。

聽眾：？？？

聽眾：根據四十八願。

羅公：是，四十八願是這樣講，但是你在理論上，你不能夠？？？

你只有可以對虔誠的佛教徒就可以，四十八願講你都不相信？既然「具包眾

德」，所以，一念佛就成大善了，「既(口誤，應為故)成大善。不廢往生」，不至到

不能往生。依義來到辨論，這個義即是依比量，義就是比量，依比量來到辨論。

下面(己二)引文釋成，引《維摩經》來到解釋。你看看，「故維摩經云。佛初三

號。佛若廣說。阿難經劫不能領受。成實論。釋佛之號。前之九號。皆從別義。惣

(總)前九號名義功德。為佛世尊。說初三號。歷劫難周。阿難領悟。莫能具悉。更加

六號。以制佛名。勝德既圓。念其大善也。」《維摩經》怎樣說？佛有十號，是嗎？

不是說佛的十號不是《維摩經》講的，是小乘經已經講的。第一個，如來，是嗎？如

來(是)第一個號。第二個號，應供，是嗎？第三號，不是，第三個，正遍知。第四，

明行足，足者就夠，那些智慧行和明行已經做到夠了，就叫明行足。第五，善逝。

去，離開這個有漏界，離開煩惱界而去，所以叫善逝。第六，世間解，知道世間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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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世間之中他最具智慧，世間解。七了，無上士。八，調御丈夫，是嗎？調御，能

夠調伏一切，能夠駕馭一切，這位大丈夫。

聽眾：丈夫，不是丈士。

羅公：調御丈夫。九？

聽眾：天人師。

羅公：天人師。十？

聽眾：出有壞(薄伽梵)。

羅公：甚 ？麽

聽眾：佛、世尊。

羅公：關於(第)十號，那些經論有種種不同的解釋方法，有些將佛和世尊分開的。那

麼現在他就將它們合成一個。

佛、世尊合為一個。「佛初三號」，如來、應供、正遍知，這三個號，這三個號

所包含的功德，「佛若廣說」，廣即是詳細，佛若詳細解釋，「阿難經劫不能領

受」，整劫都不能了解的。這種修辭叫做誇大格，你看佛經一定要學這些叫做誇大

格，不是真的如此的。《成實論》，小乘那本《成實論》，它解釋佛的十個號，它又

這樣說，「前之九號。皆從別義」，前面由一到九，這九個號，從某一點功德來講，

某一佛所有功德，某一種特殊點來到講的。「惣(總)前九號名義功德」，如果能夠把

前面那九個號，所包含的功德總合起來的，「為佛世尊」，就是佛世尊那個名稱了。

「說初三號。歷劫難周。阿難領悟。莫能具悉。」依據《維摩經》的講法，只要初三

個名號，歷劫都難夠周，周者盡也，難盡了。「阿難領悟」，以阿難的領悟力，尚且

「莫能具悉」，悉者瞭解，具者完全，以阿難這樣的領悟力，都未能夠完全瞭解。如

果，「更加六號。以制佛名。勝德既圓。念其大善也」，再加六個，直接叫做佛世

尊。阿彌陀佛這個佛，是嗎？加六個名稱，九種特殊的功德總合起來。念一聲佛已經

具備了。「勝德既圓」，圓者周遍也，勝德都完全包括了。「念其大善也」，念佛念

佛就是念那個佛的大善，念其大善也。這樣，因為這樣，所以念佛就不是少善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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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善根，不是少福德，是大福德。所以，只要念佛，不用害怕的。如果這些講法，就

對一般人的講法而已，如果你懂得唯識的道理，你又能夠修止觀的，無問題的。今日

講到這裏。

-完-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