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釋疑會通
西方要決



眾生如何能往生西方彌陀淨土?

•依緣起法則，諸行必要因緣和合而生。
•往生是果，何者是因? 何者是助緣?
眾生依何條件作用而可往生極樂淨土?
•根據淨土三經所說:
•佛說阿彌陀經(稱讚淨土佛攝受經)
•佛說無量壽經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佛說阿彌陀經 稱讚淨土佛攝受經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
國。
執持名號。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
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
一心不亂。
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
眾，現在其前。
是人終時，心不顛倒，
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生彼佛土諸有情類，成就無量無邊
功德。非少善根諸有情類，
當得往生無量壽佛極樂世界清淨佛
土。聞已思惟。
若一日夜、或二、或三、或四、或
五、或六、或七。
繫念不亂。
是善男子或善女人，臨命終時無量
壽佛與其無量聲聞弟子菩薩眾俱，
前後圍繞來住其前，慈悲加祐，令
心不亂。既捨命已隨佛眾會，生無
量壽極樂世界清淨佛土。



•佛說無量壽經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
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至心
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眾圍繞現
其人前者，不取正覺。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聞我名號，繫念我國，植諸
德本，至心迴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
•諸有眾生，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至心
迴向，願生彼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唯除五逆，
誹謗正法。



•十方世界諸天人民，其有至心願生彼國，凡有三輩。
其上輩者，捨家棄欲，而作沙門，發菩提心，一向
專念無量壽佛，修諸功德，願生彼國。
•其中輩者，十方世界諸天人民，其有至心，願生彼
國，雖不能行作沙門，大修功德，當發無上菩提之
心，一向專念無量壽佛，多少修善，奉持齋戒，起
立塔像，飯食沙門，懸繒然燈，散華燒香，以此迴
向，願生彼國。
•其下輩者，十方世界，諸天人民，其有至心，欲生
彼國，假使不能作諸功德，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
向專意，乃至十念，念無量壽佛，願生其國。若聞
深法，歡喜信樂，不生疑惑，乃至一念，念於彼佛，
以至誠心，願生其國。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上品上生者，若有眾生願生彼國者，發三種心，
即便往生。何等為三？一者至誠心，二者深心，
三者迴向發願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國。

•復有三種眾生，當得往生。何等為三？一者慈
心不殺，具諸戒行；二者讀誦大乘，方等經典；
三者修行六念。迴向發願，願生彼國；具此功
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



•上品中生者，不必受持讀誦方等經典。善解義趣，
於第一義，心不驚動，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以此
功德迴向，願求生極樂。

•上品下生者，亦信因果，不謗大乘，但發無上道心，
以此功德迴向，願求生極樂國。

•中品上生者，若有眾生，受持五戒，持八戒齋，修
行諸戒，不造五逆，無眾過患，以此善根，迴向願
求，生於西方極樂世界。

•中品中生者，若有眾生，若一日一夜，持八戒齋；
若一日一夜，持沙彌戒；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
威儀無缺，以此功德迴向願求生極樂國。戒香熏修。



•中品下生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孝養父母，行
世仁慈，此人命欲終時，遇善知識，為其廣說阿彌
陀佛，國土樂事，亦說法藏比丘，四十八願。

•下品上生者，或有眾生作眾惡業，雖不誹謗方等經
典，如此愚人，多造惡法，無有慚愧，命欲終時，
遇善知識，為說大乘十二部經首題名字，以聞如是
諸經名故，除卻千劫極重惡業。智者復教合掌叉手，
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除五十億劫生死之罪。

•行者即見化佛光明，遍滿其室，見已歡喜，即便命
終，乘寶蓮華，隨化佛後，生寶池中。經七七日，
蓮華乃敷。



•下品中生者，或有眾生，毀犯五戒，八戒，及
具足戒，如此愚人，偷僧祇物，盜現前僧物，
不淨說法，無有慚愧。以諸惡業，而自莊嚴。
如此罪人，以惡業故，應墮地獄，命欲終時，
地獄眾火，一時俱至。遇善知識，以大慈悲，
即為讚說阿彌陀佛，十力威德，廣讚彼佛，光
明神力，亦讚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此人
聞已，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地獄猛火化為清
涼風，吹諸天華，華上皆有化佛菩薩，迎接此
人。如一念頃，即得往生七寶池中。



•下品下生者，或有眾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
具諸不善，如此愚人，以惡業故，應墮惡道，
經歷多劫，受苦無窮。如此愚人，臨命終時，
遇善知識，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
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
念彼佛者，應稱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聲不
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
所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時，
見金蓮華，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
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疑問1

金剛般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彌陀觀經等，乃教觀佛身相，又念佛名也。
既求佛不離色聲，如何不入邪道？若歸正
路，淨土是可依憑。經判為邪，縱作恐歸
魔境。



•通曰:1.佛圓滿證得一切有為諸行之真實無為無相實
相，而證得法身成佛。

•佛有三身:自性身，謂能證佛智(用)及所證之無為真
如(體)，為佛真實自性身。而佛覺他利他之四智心
品智用為佛報身及化身，是緣生無漏假有之身。

•佛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

•佛弟子若執化身即是法身真佛自性身，即起煩惱邪
見，與佛說相違；反之，若能了知此是佛之化身，
是為利益眾生所作之化現，接引眾生，故發願往生，
至心念佛，即與善心相應，成善淨心，煩惱漸減，
善根福德增長，故不成邪道。



•初心(金剛般若經所說:從修觀慧門說)

•後境(彌陀觀經等所說:從修止定門說)

•理契無違。

※念號觀形。並非邪道。



疑問2

•佛藏經云:若有比丘，見有佛、法、僧、戒
可取者，是魔眷屬，非我弟子，我非彼師，
非我攝受。

•疑曰:佛藏經說，心外見佛，皆說是魔。
佛非彼師，說彼非佛弟子。

如淨土教，專遣念佛名，觀佛相好。

求生佛國者，即非佛弟子，佛非彼師。
云何得佛護念，往生淨國？



•通曰: 2. 修淨土法門之重點在於憶念佛在心
中，佛與念佛心合一，佛不異離心，心不
異離佛，如是剎那相續不斷，念佛人與佛
互為展轉力，如是即得與佛相應，得佛護
念，臨命終時，心現佛來迎，往生淨土，
故心見佛，非即是魔。此乃唯識所現之理，
如《唯識二十論》云：「展轉增上力，二
識成決定。」以生淨土後之佛子，皆能依
佛法修行，去除二執，證悟實相，近超三
界，遠證菩提故。



疑問3

•無量壽經云:此界一日一夜修道，勝餘佛土百年。

•維摩經云:娑婆國土，有十事善法，諸餘佛土之

所無有，謂以布施攝貧窮等。

•疑曰:准此經說，娑婆修道，乃勝餘方，何勞專

念彌陀願生極樂？捨勝取劣，業行難成。



•通曰:3.修淨土法門，此名易行道，此就修
行之始而言，非就全部菩薩道之修行而言。
而在娑婆修行是難行道，但經過此難行之
修，以後便能具勝能，而達不退轉。故此
二經，理不相違。
•而往生淨土能得勝利，謂依託阿彌陀佛及
諸大菩薩的聖善助力，能使行者之修行障
礙不現，故縱使是下劣根器之人，亦可歷
一期淨土生命時間的修行，得不退轉。



疑問4

•彌勒問經云:

念佛者非凡愚念，不雜結使念，

得生彌陀佛國。

疑曰:准此經說，夫念佛者，非是凡愚，

不雜結使，方成淨業。

今修行者，聖位未登，結使不除，如何得往?



•通曰:4.往生之理:

•求生淨土者，必須憶念彌陀之勝德，念念
不忘，由念佛故，此憶念佛之心必與善心
所相應，煩惱暫息，此消彼長，善心、善
業增強，乃至臨命終時，亦能不起煩惱結
使而善心不息，使善業受激發滋潤而成熟，
功不枉施，故得往生。



疑問5

•最勝妙定經云:有人造種種寺塔，其數無邊，不
如於暫時間，端心靜慮。

又如諸部大乘經中，說無生之理，遣人修道學慧。

•疑曰:准依此教，佛讚無生，業行之中，特為尊勝。

彌陀經等，勸往西方，厭患娑婆，願生淨土。生
為患主，生盡患除；捨生求生，患因漸廣。

•何不作無生行，以悟法身？念佛色形，生因不了，

設生彼國，與此何殊？但觀無生，去佛不遠，心
即是佛，何假別求！



•通曰: 5.修無生行者是要了別所緣有.無二相，
善知取捨之理，而心能任運自在，不住二邊，故
是定慧雙運無相之難行道，為業行深者之所修，
非初修行淺之菩薩易成之法。初修業淺之菩薩，
宜以有相之行，心緣一佛，止息雜念煩惱，不作
惡業，起諸善心，積習善根功德，得生西方，然
後勤修學無生之行，亦能得成出離。

•所有淺.深修學佛法者，若為名聞利養，心不諦
誠求證解脫成佛者，只能増長我執法執等煩惱，
決不能有所昇進，是為倒還。故修無生，或修淨
土，皆須自淨其意，乃能有所成而得最終出離。



疑問6

•涅槃經云:阿難厄魔，文殊往救。
•大品經云:魔王變作佛等，人不能知。
•優婆麴多經云:魔變作佛，尊者頂禮。
•疑曰:阿難果證預流，尚被魔撓，佛令文殊往救，
然得本心。又魔能化佛身，為人說法，淺行菩
薩，皆不覺知。尊者麴多，道窮無學，見魔變
作佛，不免歸依。
•今欲想彌陀，臨終見佛，此皆魔境，豈可依憑！
所見若真，特為要藥；如逢魔像，虗入邪決。



•通曰:6.佛教之緣起論，說有為法之生，必由因
緣和合而成，因是自因，緣是助緣，緣有順緣、
有逆緣。魔之障礙，誠是逆緣，但同時佛菩薩之
加持力，定是順緣。

•《大般若經》說魔能現比丘、菩薩及莊嚴佛相，
而菩薩不能知，但修行之菩薩，若能安住其心為
自因，佛及大菩薩之加持力為順緣，魔不能壞。
同樣道理，修淨土者，縱使見魔所化之佛，若能
修念至誠，心不移轉，善因善緣和合，展轉相依，

佛與菩薩慈光接引，決定生彼佛國。



疑問7

•西方淨土，彌勒天宮，共相比校，

以彰優劣。

•疑曰:彌陀淨土，去此懸遙。

•彌勒天宮，現居欲界。

•何不願生兜率，乃趣西方。

•捨易求難，豈非迂滯。



•通曰: 7.唯識道理，說眾生一期生命果報中
之世界，非客觀真實存在之世界，實皆由眾
生自藏識所藏之成熟業力所推動，依識剎那
變現即成之世界，無遠近之限制。故隨不同
眾生之所願和所作業不同之自因，與佛及大
菩薩之加持力之順緣，因緣和合，各自依自
識所變，或生極樂，或生兜率，於淨土中皆
順修行而可證果出離，以彌勒菩薩是一生補
處菩薩，已圓滿最上成滿菩薩住第十法雲地，

已圓滿法身功德，教化眾生，與佛無異。



•諸佛皆以無為真如為自性身，故是同體。
有體即有用，諸佛皆有各自四智心品所成
之報身報土(淨土)、化身化土，故眾生皆
可發願求生淨土。以諸佛大悲大願大智，
同時任運自在普渡一切眾生，不作篩選、
無有分別，不因眾生不稱其名，不念其像，
而拒作接引。
•故眾生能否往生，其關鍵處不在諸佛，實
完全以眾生自識中之成熟自因，為決定性
之作用。



•若眾生自識中之成熟自因，為欲界之善根
福德因緣，因緣和合，自識即能與彌勒佛
之淨土相應，而變現兜率淨土；
•若眾生自識中之成熟自因，為清淨離欲一
心不亂之善根福德因緣，因緣和合，自識
即能與阿彌陀佛之淨土相應，而變現極樂
淨土。
•故求生淨土者，可隨自喜樂發願，求生何
佛之淨土。



《成唯識論述記》-識所變世界之道理:

•「瑜伽六十六卷，共中有二:一.共中共。如山
•河等非唯一趣用，他趣不能用。

•二.共中不共。如己田•宅及鬼等所見猛火等物，
人見為水，餘趣•餘人不能用故。

•不共相中亦有二種:

•一.不共中不共。如眼等(淨色)根，唯自識依用，
非他依用故。

•二.不共中共。如自扶根塵，他亦受用故，

(淨色)根即不爾。」



疑問8

•大無量壽經云:生彼國者，住正定聚。

•彌陀經云: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
跋致。

•疑曰:汎論不退之位，要說萬劫修功。

•如何念佛一生，下至臨終十念，並蒙彌陀
接引，生彼得不退？論功行有差別，若為
符契?



•通曰: 8.住正定聚和皆是阿鞞跋致者，此
皆就果德而說，如是因引如是果，若無因
即無果，故必往生淨土前，已修得其因，
故經言: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

•故往生者，必已經歷萬劫修功，釋迦如來
悉知與佛有緣之眾生，根器成熟，只需現
生念佛一生，下至臨終十念，善根福德因
緣成熟，即能受彌陀接引，得生彼國而證
不退，故說: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



疑問9

•彌陀經云: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
國。

•疑曰:淨土往生，要須大善，具行諸業，方
可往生。但空念佛，如何生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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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曰: 9.現世得聞佛法，此是果，源於已萬
劫修功，此為因。
現世種子成熟，得聞佛法，發大誓願，盡未
來際，自利利他，精進加行，至誠念佛，積
成大善之善根因緣；具行諸業，積成大善之
福德因緣。專一念佛，定力堅固，臨命終時，
受佛加持，因緣和合，故得往生。



疑問10

•彌陀經。又云。善男子。善女人。念佛生
彼聲聞之眾數。無量無邊。淨土論云。大
乘善根界。等無譏嫌名。女人及根缺。二
乘種不生。

•疑曰。如淨土論。女人根缺。小聖不生。
彌陀經皆說生彼。二俱聖教。何以各殊?



•通曰: 10.由先世業力，現世為聲聞、女
人、根缺者，現世若能發願求生淨土，至
誠念佛，修習增長善根福德因緣，一心不
亂，雖是聲聞、女人、根缺，以能具備善
根福德因緣，及一心不亂，乃至臨終十念，
即能見彌陀及聖眾來迎接引，命終後，具
丈夫身之中有身生，如彈指頃，中有身滅，
即得往生淨土國。



疑問11

•會釋三階行者，五種小疑:
•第一疑曰:眾生流浪，苦事悉經。推究此因，

皆由起邪三毒。今者專心念佛，願往西方，
邪毒轉增，豈非倒見？
•娑婆濁界，理合常居。特生厭捨，即邪瞋
矣。西方淨土，聖者堪遊。不揆下凡。發
願生彼。即邪貪也。所以然者。皆為無明。
即邪癡障也。此之三毒。內積心田。設令
念佛。感神鬼魔。如何得往淨土受生。



•通曰: 11.盛行隋朝之三階教，分學佛人為三階：
第一階，乃是大乘上上根者，以淨土為第一階
處。第二階者，三乘教法，處於娑婆。第三階
者，雖修行佛法，但執見甚深，互相攻擊，是
愚癡眾，宜拜地藏。
•通第一疑: 雖現處娑婆，煩惱積心，但若能至
誠發願，求生西方淨土，讀誦經論，內增長三
善根，外招眾聖資助，往生淨土。
•第二疑曰:業道如秤,善惡必酬。感生已來，造
惡非一，如何不受，直往西方。設欲往生，豈
不為障？



•通第二疑: 雖有業道之因，非必即酬感果，
必因緣和合才成果。以人趣業因最強盛而得
成熟，故今生得人趣果報。若今生能止惡行
善，善心增長，至誠念佛，求趣淨土。如是
阿賴耶識中之惡業因不增反減弱，而善業因
増強，故報盡命終之時，得善友慈悲相助護
念，使住正念，眾緣得成，聖眾現前，命終
之時善心現行，滋潤自藏識所藏之善業力，
令其成熟現行，起往生淨土能見彌陀及聖眾
來迎接引之中有身，決定得生淨土，一切惡
業道雖有，以無助緣，故不得生，不為障礙。



•第三疑曰:准今修行，學普為宗。別念彌
陀，乃成曲見。翻為障道，不免輪迴，何
不捨別行，以隨修其普。
•通第三疑: 佛陀一音施教，眾生隨類得益，
故唯識說:「展轉增上力，二識成決定」，
故能發願求生淨土者，其識自現念佛法門，
若能心念至誠，積集善根福德因緣，受佛
菩薩的加持力，因緣和合，得生淨土，然
後進學普深佛法，得不退轉。



第四疑曰:夫欲修道，先識苦因。尋苦之原，皆
由惡業。

•通第四疑: 發願求生淨土者，由昔無明不知，
乃生顛倒想，若能知苦因皆由無明癡心，妄起
愛憎，緣行殺盜等惡業。今得啟悟，對境思過，
並能了知一切眾生之生命實性，體同為真如法
性，起同體大悲，懺悔過罪，誓不損眾生，專
心念佛，修諸善行，迴生淨土。於淨土勤修證
果，然後回歸娑婆，利濟群機，共願棄捨苦因，
同生妙樂，彼皆領受，遂捨過去世所成之怨嫌。



•第五疑曰: 方今之際，去聖時遙，下品凡
愚。正合禮懺地藏菩薩。當今有緣，理可
專稱，並念三寶。彌陀淨土，上行人修，
第二階根，能得生念。

•今既時當濁惡，性欲卑微，那得輒行上人
之法，上學下法，迂會稽留。下起上修，
障道受苦，法根不會，豈得成功。



•通第五疑: 佛以一音說法，眾生隨類各自
唯識所現而各得知解，故有修禮懺地藏菩
薩，亦有修彌陀淨土。

•修淨土者，若是出家清眾，在俗尊賢，屏
慮幽居，恬神息亂，能修觀業，定善往生。
若彼居家，志絕榮華，公私事外，不貪俗
務。問道勤修，能具三福因緣，定生彼國。
若家資匱乏，事務牽纏，但能志心念佛，
一行能隨，亦生淨土寶界。



疑問12

•依攝大乘論，會釋別時義者，論云:唯由發願，
即得往生安樂者，是別時意。
•疑曰:准依攝論，判作別時。今教念佛，如何即
往?
•通曰: 12.由但發願，未可即生，依願念佛，乃
成淨業。
•彌陀經云:「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
依緣起法則，發願往生淨土是因，精勤修習善根
福德為因亦為助緣，因緣和合，即世得生淨土為
果。願行前後，故說別時，非謂念佛不即生也。



疑問13

•會釋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
南無佛，皆已成佛道。

•疑曰:散心一稱佛，佛果未即成。一生念佛名，
如何生淨國?

•通曰: 13.散心一稱佛，佛果未即成，以必自覺.
覺他.覺行圓滿，佛果才可成。但雖散心一稱佛，

此因不虛，已種下佛道之因，精勤念佛，修習
善根福德因緣為為因亦為助緣，因緣和合，即世
報盡得生淨土為果。



疑問14

•略明作業方軌。疑曰。宗明念佛。作往生因。
未知心慮。作何等解。念佛方軌。其狀若為。

•通曰: 14.世人愚癡設使修因，多虛少實，但
求名利，妄計我人。雖廣作善緣，不為正理，
沈淪惡趣，受苦無窮。唯貪造惡，雖學佛法，
現世求名，自是非他，恒生傲慢，追求衣食，
日夜勞勤。今逢善友，淨土得聞，教我念佛，
思惟淨土功德，捨諸惡行。

•但修四修，以為正業。



四修者:

•一者，長時修。首從初發心，乃至菩提，恒作
淨因，終無退轉。

•二者，恭敬修。謂恭敬有緣聖人；敬有緣像.教，
謂造西方彌陀像變，及五色袋盛彌陀淨土經，
自讀教他；敬有緣善知識；敬同緣伴，謂同修
業者；敬三寶。

•三者，無間修。謂常念佛，作往生之心。

•四者，無餘修。謂專求極樂，禮念彌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