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蕅益大師《阿彌陀經要解》 

近志法師講於2016年8月15日／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上人慈悲，各位法師，各位蓮友：阿彌陀佛！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的《阿彌陀經要解》，是由蕅益大師所講的，然後由圓瑛

法師再把它淺淺的解釋一下。我想現在在屏幕上大家都看到： 

  

第一段講的是【此經以信願持名為修行之宗要。非信不足啟願，非願不足導

行，非持名妙行不足滿所願而證所信。】 

  

我們都知道修行的三資糧就是信、願、行，「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

根，」所以信是被擺在第一位；五根的信、進、念、定、慧，信也是擺在第

一位；十善法也是把信擺在第一位；我們也知道，每個人學佛的階段就是信、

解、行、證，信也是擺在第一位。所以我們有了信之後呢，就會把願力給啟

發出來；然後有了願力之後呢，我們就要真真實實的去實行。 

  

 第二段講的是【經中先陳依正以生信，次勸發願以導行，次示持名以徑登不

退。】 

  

我們知道極樂世界的依報就是西方極樂世界，在《阿彌陀經》裡面講得非常

的清楚。《阿彌陀經》裡的正報呢，就是我們每天晚上念的有舍利弗尊者、摩

訶目犍連，一直到所有的大菩薩都是在極樂世界裡的正報。為什麼到了極樂

世界之後，我們可以不退呢？這就後面寫的「登不退」，就是那時候我們已

經成就佛果，我們就不會再墮落輪迴了。 

  

所以信就是有【信則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願則厭離娑婆，

欣求極樂。行則執持名號，一心不亂。】 

  

我們現在解釋什麼叫「信自」。【信自者，信我現前一念之心，本非肉團，亦

非緣影；豎無初後，橫絕邊涯；終日隨緣，終日不變。十方虛空微塵國土，

元我一念心中所現物。】 

  

這個「信自」就是說，我們信自性裡面的這個心呢，不是肉體的那個肉團心，

也不是「緣影」，這個緣影指的是六塵意識。「豎」，就是把它豎著來說，它沒

有過去、現在、未來；橫著，它是沒有邊涯的。 

  

「終日隨緣、終日不變」，我們每天念的六大宗旨就是隨緣不變、不變隨緣。

這裡有一個例子，就好像金融化了之後，它可以做各式各樣的東西，譬如戒



指啊、耳環啊或者是佛像什麼的都可以做。但是假如把金製成的東西再用火

融過之後，它就變成金。所以就是終日隨緣，終日不變。 

  

「十方虛空微塵國土，元我一念心中所現物。」這裡有提到《楞嚴經》講的

一句話是「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鹹是妙明真心中物。」在《楞嚴

經》解釋是說，我們這個色身，從外面看到的山河、虛空、大地，房廊屋舍，

都是心中所變的，並不是心外邊所變現出來的東西。 

  

我們接下看信他。【信他者，信釋迦如來決無誑語，彌陀世尊決無虛願，六方

諸佛廣長舌決無二言。隨順諸佛真實教誨，決志求生，更無疑惑。是名信他。】 

  

這邊的信他，是信誰呢？為什麼我們要相信有極樂世界？因為釋迦牟尼佛他

具有五個語，哪五個語呢？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異語。真，真真

實實的。如語，就是合乎道理的。不誑語，指的是不欺騙。不異語，就是跟

所有的諸佛講的通通都是一樣的。 

  

阿彌陀佛發了四十八大願，以第十八個願來說，「若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

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所以阿彌陀佛已經跟

我們說了，只要我們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一定接我們去極樂世界；「六方

諸佛」，在極樂世界有東西南北上下這六方諸佛，所說的無非都是一樣的道

理。 

  

【信因者，深信散亂稱名，猶為成佛種子，況一心不亂，安得不生淨土。是

名信因。】 

  

在《法華經》裡面我們聽到「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

成佛道。」這邊有一個公案，以前有一個樵夫他到山上去砍柴，走著走著後

面就來了一只老虎，老虎在後面追，他就在前面跑，跑著跑著他真的沒有辦

法了，他當時非常害怕，所以他就念了一聲「南無佛」。所謂平時不燒香，臨

時抱佛腳了。念了「南無佛」之後，這老虎也很乖的，就不再追他，就跑掉

了，他沒事也就算了。 

  

等到他投生當人的時候呢，他那時候是一個老人家，就想要出家了。走著走

著，就來到祗樹給孤獨園想要見佛。這時候這些大阿羅漢都在，但是佛不在，

出門了。這個老人家就跟這些大羅漢說：「哦！我想要出家。」這些大阿羅漢

是觀因緣的。看一看，這個老人不行的，八萬大劫一個善事也沒做。所以他

就覺得非常的傷心，就走到了河邊想要投河自盡算了，反正都出不了家了。 

  

但是佛知道，佛就從後面來了，就問他說：「喂！你要幹什麼？」這個老人家

說：「我要去出家，但是佛的弟子都不許可，所以我太傷心了，我就準備要投

河自盡。」這時候佛說：「不要緊，我答應你，我讓你出家。」這個老人問：

「你是誰呀？」佛說：「我是佛啊 ！那些羅漢都是我的弟子，他們聽我招呼

的；不打緊，我讓你出家。」這個老人家出家之後很快就證果了。這些羅漢

非常的懷疑，為什麼他會證果呢？佛就說：「八萬大劫裡面，你們知道他的

因緣；可是八萬大劫以外，你們就不知道了。」 



  

這裡想要講的就是，當我們不是很一心不亂的念佛，在這個種子成熟的時候，

我們還是有成佛的一天。所以假設我們是一心不亂，非常的相信這個極樂世

界，我們哪有不生到西方極樂世界的呢？所以這個就是信因。 

  

【信果者，深信淨土，諸善聚會，皆從念佛三昧得生，如種瓜得瓜，種豆得

豆，亦如影必隨形。響必應聲，決無虛棄。是名信果。】 

  

因為我們都知道極樂世界是諸善聚會，只有善的人，是沒有惡人的；這些善

的諸佛菩薩，也都是因為念佛得到定才生到極樂世界的。所以取了這個例子：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影必隨形，響必應聲。」假如我們種蘋果，是不會

得到瓜。所以種瓜得瓜，指的就是我們的因種得很深切，要去極樂世界，將

來的果一定會去極樂世界。 

  

【信事者，深信只今現前一念不可盡故，依心所現十方世界亦不可盡。實有

極樂國在十萬億土外，最極清淨莊嚴，不同莊生寓言，是名信事。】 

  

假如我們確實相信有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將來一定能接我們去極樂世界，這

就是信事。有一位法師他就請問上人，他說：「極樂世界都是什麼黃金為地

啊，那個地都是黃金打造，他覺得很俗氣，不喜歡。他喜歡 60 年代的木頭的

那個地，他覺得那個假如在極樂世界就很棒的。」所以上人就說：「哦！假如

你希望極樂世界是這樣，那極樂世界就是那樣的！」 

  

【信理者，深信十萬億土，實不出我今現前介爾一念心外，以吾現前一念心

性實無外故。】 

  

這個「信理」指的就是說，阿彌陀佛在往昔的時候，也是念佛來成就阿彌陀

佛。那麼我們每一位眾生假如念阿彌陀佛，將來也可以成為阿彌陀佛的極樂

世界的一份子。 

  

【如此信已，則娑婆即自心所感之穢，而自心穢，理應厭離。極樂即自心所

感之淨。而自心淨，理應欣求。】 

  

這個信，就是有一個「厭離」，厭離什麼？厭離我們現在這個娑婆世界。「欣

求」，就是我們有很強的信心想要去極樂世界。所以這個願就是分為這兩個。 

  

所以善導大師才說：「任汝千般快樂。無常總是到來。」這指的是什麼？就是

說我們現在在這個娑婆世界，好像每天也有的吃、有的穿、也有的睡，我們

都很自由；可是每個人都有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假如我們現在不把阿彌陀

佛這個名號給準備好，那一刻真到的時候，我們是沒有任何把握的。 

  

信跟願都已經解釋了，現在講行。 

  

【然諸經示凈土行，萬別千差。如觀像、觀想、禮拜供養、五悔六念等，一

一行成，皆生淨土。】 



  

我想這個「觀像」是很清楚的，就是當我們想要去極樂世界的時候，我們就

觀阿彌陀佛的這個像。那「觀想」，就是我們相信有這個極樂世界；「禮拜」

就是拜阿彌陀佛；「供養」就是供養阿彌陀佛。「五悔」，有五個：第一個是一

懺悔、第二個是勸請、第三個是隨喜、第四個是迴向、第五個是發願。「六

念」，指的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天、念戒、念師。假如我們把這些所有

的觀像、觀想、禮拜、供養、五悔、六念，這幾個都盡我們的能力來做到的

話，將來都可以去極樂世界。 

  

在這邊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念「南無阿彌陀佛」的感應。在以前，上人的香港

道場就是西樂園。上人說：「我在香港的西樂園講《楞嚴經》講了十四個月；

一九六八年的夏天，我是在舊金山講了九十六天的《楞嚴經》，三個月就講

完了。那聽經的法會，你聽得懂聽不懂，在這兒聽經都有不可思議的好處。」 

  

我有一個老弟子是很奇怪的，我天天講經，她就一定要來聽，她聽得見嗎？

聽不見。她是個聾子，聽不見講經，但是她還要聽。旁人講經她不去聽，因

為根本就聽不見。很奇怪，她聽不見我講的，她也要來聽。她對人說：「要是

不來聽經，就會覺得渾身不舒服。」一個聾子來聽經，這也不算怎麼一回事。

但是她也有六七十歲了，也不怕山高，每天要爬三百多個階梯，才能夠來到

西樂園。有人問她：「你聽什麼了？」她說：「我也不知道聽什麼！」就這麼

妙！ 

  

有一次講《普門品》，她是個聾子，聽不見講經，但是還要來聽。那麼聽來聽

去，有一天正好是五月初二，講《彌陀經》。大眾開始念「南無蓮池海會佛菩

薩」，念了三聲。就在這個時候，她聽到一句「南無蓮池海會佛菩薩」，她聽

見了，由此之後，她耳朵的病完全好了。你說是不是很玄妙呢？不聾之後呢，

她就更誠心的信佛了。每逢我講經，她就能一次也不懶惰，下大雨、刮大風

也不怕，她一定要來聽。那麼這就證明她有一種誠心來聽經，並不見得要聽，

結果把她聾的病就治好了。 

  

我們可不可以去極樂世界呢？蕅益大師說：信願的有無，品位的高下，都是

在於我們念不念阿彌陀佛。假如我們念阿彌陀佛念得多，阿彌陀佛念得深，

這樣子我們得生就有希望了。所以接下來蕅益大師說：「信得決，願得切，雖

散心念佛，亦必往生；信不真，願不猛，雖一心不亂，亦不得往生。」 

  

最後我用蕅益大師的一個偈頌，來結束今天與大家學習佛法。 

  

夏病不知暑，冬病不知寒， 

夜長似小劫，痛烈如刀山， 

人間尚復爾，何況三途間， 

皈命大慈父，早出娑婆關。 

  

這個是蕅益大師他當時在生病的時候所做的偈頌。他當時生病了，所以他在

夏天的時候生病了，他也不知道熱；冬天的時候，也不知道什麼是寒冷。我



想大家都生病過，假如痛得很厲害的時候，晚上就好像過一個小劫這麼樣的

長；然後痛起來就很像在刀山地獄這麼樣苦。 

  

「人間尚復爾，何況三途間」，假如我們在當人的時候，生病都是這麼樣的

痛苦，何況我們墮到地獄、餓鬼、畜生道呢！所以我們要很志心懇切的來皈

命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早一點脫出這個輪迴呢，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今天講的這個四十五分鐘，無非就是希望大家能夠真真實實、懇懇切切的來

念這句阿彌陀佛。在我們最重要的那一刻，我們的這個阿彌陀佛才會起了一

個效用，讓我們不再輪迴，真正的出離。希望鼓勵我本人，也鼓勵大家。 

  

願大家同生極樂國！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