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末四大高僧（６） 

蓮池大師〈西方發願文〉 

近育法師講於2016年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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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知道蓮池大師是淨土宗的第八祖，因此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他淨

土思想中的另外一個著作〈西方發願文〉。 

 

我們常常聽到一個詞語叫「願力」，有願就有力，是嗎？我先跟大家講一

個故事。佛陀在世的時候，有一天他示現感冒，於是請阿難尊者去一個婆

羅門家裡頭去化緣，化什麼呢？化牛奶。阿難尊者就拿著缽，到了婆羅門

家；婆羅門一聽也很開心，他可以有機會供養佛陀，於是跟阿難尊者說：

「牛就在牛欄裡面，你自己去擠牛奶！」 

 

阿難尊者走到牛欄裡，他看到那一隻老牛，他就跟老牛說：「做畜生很苦

，現在你倒不如把牛奶供養佛陀，這麼一來可以增福，將來也可以得到解

脫。」這隻老牛牠就想：「當畜生的確很苦，而且牠做了五百世的牛了。

如果可以把牛奶供養給佛陀，希望因此將來可以得到解脫。」但是牠繼之

一想：「牠剛剛生下小牛不久，所以就請求留一點給牠的小牛，其它的都

可以供養佛陀。」阿難尊者就擠了牛奶回去供養佛陀。 

 

佛陀接受了牛奶以後，他就問阿難尊者說：「你有沒有聽到老牛跟小牛說

了一些什麼話啊？」他說：「有啊！因為小牛聽了阿難尊者跟老牛講的一

番話以後，牠就跟牛媽媽說：當牛真的是很苦，所以牠願意今天就不吃飯

了、今天就不喝牛奶了，於是牠就把今天的牛奶供養給佛陀，希望牠可以



生生世世都像佛陀一樣，更願把今天供養牛奶的功德回向無上菩提，願所

有人都可以成佛。」 

 

佛陀就跟阿難尊者說：「這隻老牛業報完了之後，就投胎做人，然後出家

修道，他就證得緣覺。這隻小牛因為發了很大的心，牠這個業報身完了以

後，他生生世世就修菩薩道，然後證果成佛，佛名叫『乳光如來。』」 

 

願的大小，會決定我們的狀況。我相信老牛跟小牛牠在發願的當下，這顆

至誠的心就跟佛的真心是無二無別的，所以可以產生這麼大的力量。 

 

我們說願力、願力，就是這麼來的。 

 

發願可以引導我們的生命，就好比一棵樹，這棵樹平常如果是往東邊傾倒

，哪一天被砍的時候，你說它是往東邊倒還是往西邊倒？如果把我們的願

力，每一天不斷的往那邊加強，它就會自然而然地往那邊走。這對修淨土

宗的人，發願往生西方就成了極其重要的事了。 

 

我們今天要來看蓮池大師的〈西方發願文〉。印光大師說：「從古到今，所

有發淨土的願文很多很多，就屬蓮池大師這一篇〈西方發願文〉是最好的

。」省庵大師是淨土宗的第十一祖，印光大師是第十三祖，蓮池大師是第

八祖，十一祖的省庵大師他替蓮池大師的〈西方發願文〉做了註解，因為

他覺得這一個〈西方發願文〉，它的義理是最周圓的。 

 

 

 

省庵大師說蓮池大師的〈西方發願文〉總共包括了六個義理，大家先看一

下，等一下我逐步講的時候，你來看看哪一個小段是符合哪一個義理。六

個是：發菩提心、懺悔業障、發四弘誓願、求生西方淨土、回入娑婆、迴

向，有這六項。 

 

 



 

我們來看看，這個是第一小段：【稽首西方安樂國，接引眾生大導師。我

今發願願往生，惟願慈悲哀攝受。】首先蓮池大師他向西方極樂世界頂禮

，希望阿彌陀佛可以慈悲加被。接下來他說【普為四恩三有】，什麼是四

恩，什麼是三有？【法界眾生，求於諸佛一乘無上菩提道故】，求一乘的

佛道。【專心持念阿彌陀佛萬德洪名，期生淨土】。 

 

請問這一段文字是我們說的這六項，請問是哪一項？我希望可以報佛恩、

報國家恩、報父母恩、報師長恩，希望法界的眾生可以同證菩提道。因為

專心持念阿彌陀佛的萬德洪名，希望能夠求生淨土。請問，是這六個的哪

一個？第四個？發菩提心？第六個，迴向？再回來看。 

 

希望為四恩三有法界眾生，求於諸佛一乘無上菩提道故。是哪一個？第一

個，我們修道第一個就是要發菩提心。我們發了菩提心之後，再往下講下

一段之前，我想請大家在心裡頭稍微琢磨一下，為什麼阿彌陀佛是萬德洪

名？為什麼是萬德集於一佛號上？就是所有的德行集於南無阿彌陀佛這

一句佛號上面？有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 

 

再看第二小段。 

 

發了菩提心，可是業障深重，所謂業不重，不生娑婆。所以經文說【業重

福輕，障礙很深，智慧很淺。】請問：你有沒有覺得自己障礙很深，智慧

很淺？有，看經典的時候就老愛打瞌睡；或者就看不懂。【染心易熾】，這

染污心很容易起來，那個熾是火字偏旁，意思是燒起來，做功課跟看電視

娛樂中間拔河，通常哪一個會拔贏？所以蓮池大師希望我們修道人在佛前

能夠誠心懺悔，把業障懺乾淨。這裡提到哪三個障礙？有煩惱障、有業障



、有報障，有這三個障。 

 

請看第三段。哪一個地方講的是煩惱障？哪一個地方講的是業障？哪一個

地方講的是報障？【我及眾生，曠劫至今】，從無始劫來到現在，我們都

一直把我們原來跟佛無二無別的清淨心，【迷本淨心】，本來我們有跟佛有

無二無別的清淨心，可是被貪瞋癡所染。請問：有了貪瞋癡以後，就會產

生什麼？煩惱，煩惱障就在這個地方出現。有一句話說：娑婆世界的果報

，就很像美食，很好吃可是夾雜毒藥。剛開始的時候很美味，初始美味，

剛開始的時候很好吃，終成大患，最後會給我們帶來禍患。三種毒藥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煩惱障、業障跟報障。 

 

投生在娑婆世界如果比較有福報的，就會享受有錢或者是有地位的安樂的

果報，可是這個安樂果報終究會給我們帶來煩惱。煩惱久了以後就會造作

罪業，所以【染穢三業】，我們身口意三業就染污了，【無量無邊】，所做

的罪過也是無量無邊。這個地方講的就是業障。希望所結的冤業，冤業就

是報障。我們會有生，會有老死，病的報，希望都能夠消滅。這一段是在

講懺悔業障。 

 

 

【從於今日，立深誓願，遠離惡法，誓不更造；勤修聖道，誓不退惰；誓

成正覺；誓度眾生。】請問：發了幾個誓？四個。是不是四弘誓願？四弘

誓願是有層次的，第一「眾生無邊誓願度」，第二「煩惱無盡誓願斷」，立

了一個誓願能夠遠離惡法，為什麼不是「法門無量誓願學」先呢？就很像

我們現在要開闢一個菜園，是先要種菜？還是要先拔草？一樣的道理我們

要先能夠遠離惡法，然後才能夠勤修聖道，接下來才能夠成正覺。這個是

立四弘誓願。 

 

 



接下來，【阿彌陀佛，以慈悲願力，當證知我，當哀憫我，當加被我。】

希望我在修禪或是修止觀，或者是在睡覺的時候可以見阿彌陀佛，也可以

見阿彌陀佛莊嚴的國土。阿彌陀佛的無量光可以照耀我，讓我的業障消除

，善根增長，可以到常寂光淨土。這是求生淨土。 

 

 

希望在臨命終的時候可以【預知時至，身無病苦，心無貪戀，乘金剛台】

，就是金剛的蓮華台，這個是上品上生。淨土發願文大家都很熟。我們從

這個地方知道，蓮池大師他發的願非常的堅固。 

 

 

到了西方安樂國，聽聞佛法，【證無生忍】。得到了佛陀授記以後呢，就成

就了【三身四智，五眼六通】，所有的法門通通都有了，一切功德，都成

就了。然後【不違安養】，不違背、不離開，安養就是西方極樂世界。【

回入娑婆，分身無數，遍十方剎】。可以回娑婆分身塵剎度脫眾生。這個

是回入娑婆。 

 

 



我們看最後一段。「如是大願，世界無盡，眾生無盡，業及煩惱一切無盡

，我願無盡。】就是說，只有等到世界盡、眾生盡、業跟煩惱都盡了，我

這個願才盡，這跟地藏王菩薩的願無二無別。最後蓮池大師講，我希望禮

佛、然後發願，把所有的功德回向法界眾生，同圓種智。 

 

蓮池大師的著作很多，我只能花很短的時間去介紹他每一部分，只是給大

家淺嘗一下罷了。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再去深入研究。 

 

接下來要講一個非常有趣的文章，是蓮池大師寫的《示蚜蟲》。很少可以

看到有這麼幽默的著作。你會覺得我今天講題反差很大。講了西方發願文

，現在又來講蛀牙，好像兩個湊不起來。來看看他這一篇文章，很有趣。

他說： 

 

【憶昔甫幼沖】，就是我回憶我小的時候。【斯齒為爾食】，我的牙齒被你

給吃了。就是他那個牙齒的蛀蟲，我小的時候，你就把我的牙齒給吃了。

ᵰ 。【工如匠鑿山】，你就很像有功夫的工匠，在挖那個山壁

。同時你也很狡猾，躲起來，我怎麼找，也找不到。【狡如狐處窟】。 

 

接下來，【覓之不可見，驅之不可出】，我怎麼樣都趕你趕不走，我怎麼樣

找也找不到。在座的各位，有沒有人沒牙疼過？都有喔！大家都有「牙痛

不是病，痛起來要人命。」的經驗對不對？【殘缺我門戶】，我的門牙都

沒了。【崩頹我垣壁】，我的牙齦通通都被你搞壞掉了。 

 

【比鄰失所侶，配偶亡其匹】，就好像一對夫妻，失去了對方一樣。接下

來他很慘，【幾年百之半】，快五十歲了，結果牙齒剩多少？【已落三之一

】，已經掉了三分之一的牙了。 

 

【或陳戟刺方，或獻火攻策，客憐而教我，我笑而謝客】，所以有人好心

就教我方法，他教我用針去刺，或是用火去燒，可是蓮池大師就笑笑不要

這麼做。 

 



【只因咀嚼礙。所以討治急】，他說只是因為在吃東西、嚼東西的時候有

一點點妨礙，就想用針來刺，用火來燒，他說不要那麼做。那他怎麼做呢

？吃飯怎麼吃？【斷食棄如唾】，他就不再吃硬的東西，一段一段的東西

他不吃，他吃什麼？【水飲甘如蜜】，他就把它弄成水飲，他就把它弄成

流質的，這麼一喝起來，就覺得它甘汁如蜜。 

 

【此樂常有餘】，所以他就告訴給他方法的人，說：「我這樣很快活，牙蟲

也沒有怎麼妨礙我。」【彼害奚足戚。殷勤報爾蟲，安隱寓吾室】，他就對

牙蟲講：「你就繼續住在我這裡，我會好好養你，沒關係。 

 

【佛尚捨全身，吾何吝纖骨？】佛尚且把身體餵給老虎，或是餵給鷹，我

為什麼還這麼小氣巴拉的？還很吝惜我這一點點的骨頭？」最後兩句就會

與西方有一點點關聯，不會反差太大。【吾骨及爾躬。二俱皆幻色】，我的

牙齒、我的骨頭，跟你的身體都是虛幻的，不要太執著！ 

 

明天我會繼續講《竹窗隨筆》，《竹窗隨筆》我昨天介紹過，蕅益大師在看

了蓮池大師的《自知錄》跟《竹窗隨筆》以後，就把他批評佛教的文章全

部一把都燒掉了。所以可以想見，《自知錄》跟《竹窗隨筆》對這一代大

師影響很大。 

 

禮拜三近殊師會跟大家介紹《戒殺放生文》，因為這一塊是蓮池大師非常

弘揚的一個部分，所以我們再兩天就可以把蓮池大師介紹圓滿了。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