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末四大高僧（3） 

蓮池大師的淨土思想 

近育法師講於2016年8月5日／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大家阿彌陀佛！ 

 

中國人有一句話形容讀書的精進的，所謂「枕上、馬上、廁上。」大家聽過這一句

話嗎？這兩天，這一句話形容我的情況再適合不過了。為了要準備講蓮池大師的淨

土思想，我大概行住坐臥都在琢磨蓮池大師《彌陀疏鈔》裡頭的意味。我想我這幾

天身上應該多一點法味。 

 

昨天近殊師講蓮池大師他十七歲的時候中了秀才，他因為隔壁老婆婆持名念佛的鼓

舞，所以就把「生死大事」四個字放在案頭提醒自己。這是蓮池大師接觸淨土法門

的因緣。等蓮池大師出家受具足戒以後，他就北上參禮遍融法師。法師對同行的一

群人開示，唯獨蓮池大師一人受用，遍融法師要大家「不要求名，不要攀富貴中人

，要一心辦道，老實持戒念佛」。蓮池大師一生都沒有忘記遍融大師的開示。 

 

等到他八十一歲，有一天他預知時至，兩個禮拜之後他就要往生西方淨土了。於是

他就到城裡面去跟他的這一些俗家弟子啊，跟他的老朋友去告別。他們都問：「你

要去哪裡呀？」他說：「我到其他的地方去。」拜訪了以後回到廟上，他就用茶湯

供眾。那天他就跟大家講：「我明天就要往生淨土了。」七月一號那天，他準備往

生了。在城裡面的這些弟子一聽說，紛紛趕來，就懇請法師給他們做最後的開示。

蓮池大師把眼睛睜開來，就說了這麼一句話「老實念佛，莫換題目」。今天大家也

琢磨琢磨這個「老實念佛，莫換題目」。希望今天大家身上也都充滿法味、佛味，

至少今天會變成一個「有味道」的人。 

 

好，我們來看看蓮池大師的淨土的開示： 

 
 



若人富貴，如果一個人有錢，受用現成嘛！不用為生活去張羅，正好念佛；如果窮

沒錢也不要煩惱，家小小的拖累少，正好念佛。 

 

如果有小孩就後繼有人，正好念佛；沒有小孩也不要傷心，孤身一個人自由，正好

念佛。 

 

如果有小孩，都像竇燕山的小孩子一樣，是這麼樣的孝順的話，就衣食無缺，正好

念佛；如果小孩子忤逆不孝啊，剛好不用執著牽掛，也正好念佛。 

 

 
 

人好好的沒生病，正好念佛；有病呢，無常近了，所以也正好念佛。 

 

如果年紀大了，時間不多了趕快念佛；如果年紀輕輕的，神清氣爽正好念佛。 

 

出家人呢不用為外在的五欲煩惱，逍遙自在正好念佛；如果是在家，知道家是三界

火宅，也正好念佛。 

 

 



 

聰明的人知道淨土，正好念佛；如果自己覺得自己實在是很愚魯，什麼都學不會，

就正好念佛。所以人人逃不過，念佛人人有份。 

 

接下來，律，是佛制的，所以正好念佛；經是佛說的，所以人看經呢，也正好念佛

；參禪人呢，禪是佛心，正好念佛。因此人人都應該念佛。 

 

 
 

這一部《阿彌陀經》是佛不請自說的。大家知道從古來注解《佛說阿彌陀經》的有

幾家嗎？總共有二十四家。其中有三本是最有名的，一個是蓮池大師的《彌陀疏鈔

》；一個是蕅益大師的《彌陀要解》。另外一部是幽谿大師的《圓中鈔》，如果在座

的各位對淨土法門有興趣，很想研究的，我實在是非常鼓勵大家把《彌陀疏鈔》跟

《彌陀要解》好好看看，我們下禮拜就會講蕅益大師的《彌陀要解》我們可以來做

一個比較。 

 

好，仔細聽，題目來了。蕅益大師的《彌陀要解》，他用天臺的五重玄義來解《阿

彌陀經》。蓮池大師他是華嚴宗二十二祖，所以他自然就用華嚴宗的十門分別來註

解《阿彌陀經》。 

 

幽谿大師做了《圓中鈔》，幽谿大師是天臺宗的第三十祖，請問他會用哪一個宗派

來解釋《阿彌陀經》？（有人回答：五重玄義。）對了！ 

 

我下面節錄了一段蕅益大師《彌陀要解》的序文，在這個序文裡面他闡述了為什麼

要做《彌陀要解》。他非常推崇蓮池大師的《疏鈔》，他說它是廣大精微，也非常推

崇幽谿大師的《圓中鈔》。但是他覺得這兩個都難了一點，所以他做了《要解》。 

 

他說每個人在注解這個《佛說阿彌陀經》的時候，因為這個是佛所宣說的經，所以



都是從個人證悟的角度去注解《阿彌陀經》。他用了蘇東坡的詩打了一個比方。蘇

東坡去遊廬山寫了一首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蕅益大師他覺得說，每一家的注解沒有辦法真的把廬山的真境

統統都描述出來，可是統統都沒有離開廬山。 

 

這個《彌陀疏鈔》，總共有十萬多個字。因為它的文字跟義理都正如蕅益大師講的

是廣大精微。我前後看了三次，然後開始去琢磨它的義理，真的是枕上也琢磨，走

路也琢磨，坐在椅子上面也琢磨，連吃飯的時候還是在琢磨。終於我做了一個最聰

明的決定，去拜佛，求阿彌陀佛加被，求蓮池大師加被。我希望我這個是盲人摸象

，至少還摸到象的一部份。 

 

我們剛剛講判教，我在第一天介紹的時候，曾經說魏晉南北朝的時候，佛經大量的

傳入中國，翻譯工作也如火如荼的展開。對於佛陀的一代時教就有十八家做了判教

，希望能夠幫助後學了解佛的真義。 

 

在這十八家裡面最有名的，大家最公認的就是華嚴宗跟天臺宗。蓮池大師就用華嚴

宗的五教——小、始、終、頓、圓，五教的方式來判《阿彌陀經》，他把《阿彌陀經

》判是頓教。所以今天聽了以後，你也在心裡琢磨琢磨，等下禮拜聽近康師講《彌

陀要解》的時候呢可以做一個比較。好，所謂的頓教它就是當體即佛的思想。 

 

我們正式來看《彌陀疏鈔》，我們今天就只看它的序文。大家先請看這第一段，第

一段我先念一下。 

 

 
 

「靈明洞徹，湛寂常恒，」這八個字是在說我們的真如自性它是明明了了的，它是

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所以叫靈明洞徹，湛寂常恒。 

 

接下來「非濁非清，無背無向。」因為真如自性它不是對立法，它是超待的，所以

你一旦說它是清淨，它就跟染污相對待了。因此說沒有所謂的污濁、雜染，也沒有

所謂的清淨，也沒有所謂的覺，也沒有所謂的塵，沒有所謂的背塵合覺背覺合塵這

些事情。 

 



這一個體性非常的圓融，「大哉真體」，不是只說它的體性，而且它在起用的時候呢

非常的微妙精微。大哉真體是在說明這個真如自性裡面，它理具足，同時事也具足

，它理事不二了。 

 

拿我們常常聽到的一句話說：「真如界內不立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我拿一

個簡單的故事跟大家闡述蓮池大師所謂不可思議的自性。 

 

大家有聽過布袋和尚嗎？布袋和尚他是唐朝的人，他身上常常背著一個布袋。去跟

人家化緣，人家給他東西，他吃一點，然後剩一點就放在這個布袋裡面，那個布袋

永遠也裝不滿。他呢笑眯眯的，所以小孩子都很喜歡他，常常圍著他玩。他使令這

些小孩子都在一起坐在地上，把他布袋全部東西倒出來，然後大家就吃一吃，非常

開心。所以常常有人說他是彌勒菩薩的化身。布袋和尚常常講：「我有一布袋，虛

空無掛礙，打開遍十方，入時觀自在。」 

 

有一次有一位禪師就問他：「如何是佛法大意？」這布袋和尚他就把布袋給放下來

，兩手一插就站在那裡。禪師又問：「就這樣子嗎？還有更向上的事情，還有更高

深的佛法嗎？」布袋和尚就把布袋給背起來就走了。有聽出禪意嗎？（有人回答：

放下、承擔、自在。）哇！法師太厲害了。 

 

當他問這個佛法大意的時候呢，他放下了布袋，所以就是不立一塵，不受一塵，真

如界內不立一塵。禪師又問還有沒有更高深的？他就布袋背著就走了。什麼意思，

化緣去了嗎？（有人回答：度眾生。）對了！所以從空入假，不捨一法。這個是在

說，我們的真如自性，體性它是空的，不立一塵，不會受一點點的染汙；可是當它

起用的時候，它又不捨一法，它可以做所有好事，就是我們所說的植諸德本。 

 

 
我們現在在這個生滅門份上面，在輪迴的生滅裡面，我們現在想要找到回家的路，

所以第二個就是「澄濁而清」，我們想要找回家的路，就要把我們這一些塵垢洗涮

。在這個解脫道裡面我們需要三大阿僧祇劫來修，可是有一個法門，它只要一念就

可以超越三大阿僧祇劫；只要一念，就可以齊諸聖，所有的聖人全部集聚起來，相

當於他的這個功德。這個就是哪一部經呢？就是《佛說阿彌陀經》。 

 

 



 

但是蓮池大師說，末法的眾生，都非常輕視這一部經，不是狂就是愚。有些人是執

事背理，就是成天拿著念珠數數數，可是不知道自性彌陀的道理。有些人又覺得，

念佛，不能夠直接契合到本性裡面，所以偏在空理上面，尤其是禪坐的人；有些又

偏在事上面，兩者都落在一個執著的毛病上面。世尊非常慈悲，他就把這個三乘歸

為一個，所以就說了《佛說阿彌陀經》。 

 

 
 

在淨土法門裡面有所謂的四十八願，有所謂的十六觀心。四十八願每一願都是要普

度眾生，十六觀都是要觀我們這一個真如的妙心。蓮池大師講；這個四十八大願，

願文廣大，我們第一步，先要知道哪一個重要，哪一個不重要。貴在知先，我們要

知道我們應該先要做什麼？最重要做什麼呢？知先務生彼國，就是先求生西方極樂

淨土，因為就是跟如來在一起，所以成道就快了。 

 

十六觀，每一個觀法門都非常的深奧玄妙，所以他就說，我們應該要選那個簡而易

行的。哪一個最簡單呢？持名。蓮池大師在第二門〈教起因緣〉裡面第十個他曾經

講「持名念佛，它是捷徑裡面的最捷徑。」套用懿法師常常講的：「她說吃東西越

簡單越好，不要有太多味道，自然最美了。」我們在修淨土法門的時候我們也要知

道，我們哪一個應該先做，哪一個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妄想紛飛，千頭萬緒不斷的，就用念佛法門讓它一心不亂。我們一念有九百個

刹那，九百個個妄想這麼多。怎麼樣可以把我們的妄想去除？很多人會用數息法，



就是以一妄治萬妄。在蓮池大師的看法裡面，雖然只剩下這一妄，但是它還是妄，

所以就用佛號這個淨念來取代它，念到極致就是一心不亂，整部《彌陀疏鈔》最重

要的執行方法就是一心不亂。等一下我們會講操作的方法。 

 

 
 

「蓋由念空真念。生入無生。念佛即是念心。生彼不離生此。心佛眾生一體。」就

是講「自性彌陀，唯心淨土」這個主要的概念。 

 

好，我們來看這個表格。《疏》跟《鈔》，《疏》是解經的。因為蓮池大師他知道他

做的這個《疏》解釋的《阿彌陀經》，我們還是會看不懂，所以他又做了個《鈔》

來解《疏》。 

 

 
 

我們來看到這個「念」，剛開始我們有了念，我們修淨土的人就念南無阿彌陀佛，

是從有入手，對吧？但我們如果去分析這個念，分析到極致的時候，其實它是無體

的。所以念極，念到極致的時候呢它是空的。印光大師他曾經這樣子說：「如果我

們念到相應的時候，所謂念到相應就是一心。」整個《彌陀疏鈔》就是在講一心不

亂，念到相應的時候呢，雖然常常在念佛，可是了無起心動念之相。雖然他沒有起

心動念，可是一句佛號還是念念在茲，這個叫做「念而無念，無念而念」這個才叫

做真念。 

 

接下來我們說「生入無生」，這個生，它是生滅。我們剛剛講念佛人他是從有入門



的，對嗎？有，它就是一個生滅法。念到極致的時候，一心不亂的時候，就叫做真

念；就是叫無念而念，念而無念。所以有生有滅，就會進到不生不滅。剛開始第一

個我們講說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我們是有念，有一個心念。可是

我們念到極致的時候呢就是一心不亂，一心不亂就是真念，無念而念，完全沒有妄

想，完全沒有起心動念；然後無念而念，所以到那個時候就進入到無生，就不生不

滅了。也就是說到了這個境界的時候，已經沒有所謂念佛的人跟念佛的對象。那是

不是生佛是一體嗎？念佛也就是念心，念心也就是念佛。 

 

在《大乘起信論》裡面有這樣一句話，說：「一切諸法」，所有的萬法，我們這個世

間所有的萬法，「唯一妄想而得住持」，因為有妄想，所以才有一切的法。現在我們

念佛已經念到一心了，所以就沒有妄想了，對不對？那是不是就沒有萬法了？所以

我們心就如虛空一樣。既然已經不生不滅了，心已經平等了，請問：「生淨土跟生

在娑婆有沒有不一樣的？」一樣，對不對！所以一部《疏鈔》十幾萬個字，最主要

是在闡述一心不亂。 

 

好，操作的方法，有所謂的「事一心」跟「理一心」。「事一心」，就是念念相續沒

有第二念。這個是有絕對的信心，所謂「通身靠倒」，它就是念念不斷，就是南無

阿彌陀佛，但是這個只有定門，沒有慧故。還要再加上「理一心」，就是我們可以

明白能所兩忘，才能夠慧也具足。 

 

雖然蓮池大師說這個念佛的法門有四個──觀想念佛；觀像念佛；持名念佛；實相

念佛。但是他最推崇持名念佛，因為它最簡單。依照我們剛剛講，可以做到事一心

，理一心，其實持名念佛就跟實相念佛沒有什麼兩樣。 

 

最後我們來看蓮池大師他開示的修持念佛的方法。大家看前面那一段然後你來告訴

我，你念了這一段以後，你覺得哪一句是最重要的？蓮池大師說：「我們的妄想紛

飛，妄想紛飛正是做工夫的時候，旋收旋散，旋散旋收。這樣子工夫久了就會成熟

，妄想自然也就不起。如果覺得自己的妄念很重、很多，就這一句佛號可以讓它踩

刹車。如果連念佛都不知道，可見這妄想有多多！ 

 

請問這一段，你覺得哪一句最重要？有的說了第一句最重要，妄想紛飛，正是做工

夫的時候。可見他是一個非常願意修行的人。怎麼說旋收旋散，旋散旋收？有妄想

的時候把它拉回來；有妄想的時候再把它拉回來。用什麼拉回來？用佛號把它拉回

來！ 

 

蓮池大師他開示幾個念佛的方法：有不出聲的，有高聲念的，然後有金剛念，哪一

個最好呢？沒有好壞，看我們的情況。當我們覺得昏沉的時候，用什麼方法？高聲

念。當我們覺得很沒力氣的時候，那就用什麼？默念。所以法是完全依照我們的需

要，然後去決定。不一定是執著在哪一個才是好，只要契機，只要能夠幫助我們在



這個道上面用功，都是好方法。 

 

我今天就把蓮池大師的淨土思想介紹到這個地方，希望大家有沾一點佛味在身上。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