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末四大高僧（28） 

憨山大師的弘法利生及 

明末四大師的淨土思想 

恒懿法師講於2016年9月1日／金佛聖寺 

 

諸佛菩薩，師父上人，各位法師，各位善知識：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介紹明末四大高僧最後一次了──圓滿日，我們現在是在憨

山大師的最後一個部分「弘法利生」。其實憨山大師他一生都在弘法，為

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從小到大的所作所為，都是成為我們的榜樣，都

可以作為我們學習的目標。 

 

這裡講說他從 52 歲開始著重於講經說法，其實他在 20 幾歲的時候，他

在報恩寺就已經開始為那些僧人開課講法。憨山大師被充軍到雷州的時

候，他就在那邊為當地的居民講了很多法；有時候是方便開示，很多時

候是那些官民崇拜他，經常來訪問他，問他很多問題。所以他從那時候

就開始立下志願，一定要講經說法。 

 

每天講法以外，他還要寫作。他寫了很多，除了佛學以外，他還有儒家

的，他都有著述。後來在曹溪，他被當地的人還有曹溪南華寺的那些僧

人冤枉，所以從那時候起，大師對修建叢林之事已生厭倦，就專門講經

說法。後來他就到長春，後來又到了廬山，在這邊開立道場，弘揚佛

法。 

 

他的著作很多，重要的有《華嚴綱要》、《楞嚴經通義》、《法華經通義》，

還有一些論，甚至淨土方面的法門。《憨山大師夢遊集》是他的弟子彙編

起來的。 

 
 

在修持方面，我們看看他是屬於哪一種的修持。他是沒有門派之見的，



他最主張的是禪淨雙修，他其實在晚年有一段時間就專門修淨土的。他

主要是告訴人們，所有的法都是一樣的。因為到明末的時候，很多人專

弘揚淨土法門，又說別的教不好或者說禪不好，就互相攻擊，所以他要

破除這些的執著。他除了在禪凈方面之外，他自己本身也修密法。我們

在看他的著作裡面，也有教大眾如何修「准提法門」。 

 

所以他最主要的是讓人們知道修持佛法一個正確的觀念，不管你修什麼

法門，主修哪一個或者哪一個是最重要，哪一個是為輔修，因人而異。

按自己對哪一個法門，哪一個契機，你就往那邊去學，去修持；不需要

強調哪一個特別好，哪一個不好。他說某些法門在某些層次強調專一，

但是一味的強調專一，反而變成一種執著，也不利於修持。 

 

 
 

因為有人建議，說我們明末四大師都講禪淨雙修，他們之間的思想有什

麼相同的？有什麼不同的？我們來做一種匯歸。 

 

 
 

我們先從蓮池大師開始。蓮池大師比較著重「禪淨同歸」，就是同樣的重

要。歸於什麼？他就說因為「禪」跟「凈」，清涼國師是把「禪宗」歸於

頓教的，蓮池大師也是判「凈宗」是頓教。蓮池大師的看法他說，因為

在《華嚴經》說「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的觀念。既然心是佛，佛

亦是眾生，那麼我們念佛，就變成了諸佛心內的眾生，念的也是眾生心

中的佛，這就是所謂的頓教。但是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亂。所謂「一心不

亂」，就是念到無念而念。他說我們終日念佛，要達到無念，如果我們能

真正達到無念的話，那求生淨土就了不可得了。所以他就所謂的「自性

彌陀」跟「唯心淨土」，這個思想其實就是「禪淨同歸」的理論。 

 

 
 

他「一心不亂」要從兩個方面來講，有「事」跟「理」的方面。屬於

「事」方面的一心不亂：就是口中稱佛的名號，耳朵聞佛的名號，心中

常常憶念佛的名號，每一字都很清楚，沒有間斷；我們行住坐臥，就是

這一念，沒有別的念頭。他說如果能夠做到這個地步，我們信力就成就

了，就是「信願行」裡面的信力就成就了。但是這個只是調伏煩惱，還



沒有能夠破除煩惱。 

 

「理的一心」是什麼樣呢？就你在聞佛名號之時，不只憶念佛名，還要

反觀審察憶念的根源在哪。如果你能夠做這個做到極點的時候，觀力成

就了，就進入見道位。我們在講「八識」的時候，「見道位」是什麼？登

地的菩薩。那個時候你就可以破除煩惱，這就是「理的一心」。 

 

他講的這「理的一心」其實它包括很廣，《觀無量壽經》所說至誠等的三

心、《華嚴經》的十心，很多大乘經典裡面都是在心的這一門。甚至「善

財童子五十三參」裡面的德雲比丘所說的「二十一種念佛的法門」，也是

這個「理的一心」。這個就是我們在菩薩位階名為念佛三昧，在達摩祖師

所說的就是直指本源的禪，禪的本源。所以我們常常講說：「念佛一聲，

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那個是在「理的一心」的念佛。所以不是：

哦！我們念佛一聲，可以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如果我們是散心念佛，

是不可能的。 

 

所以蓮池大師講的念佛的法門，聽起來好像很容易，其實道理不是很簡

單的；他的念佛法門雖然是簡易，但是又極其精深。我們以後可以好好

研究研究，研究下蓮池大師的念佛法門。所以他是在簡易的實踐中，一

心的念佛，但是裡面的哲理是很深的。所以有些人說：「淨土法門是接引

初階的。」那是對淨土法門不是真正的瞭解。這個是大概介紹一下蓮池

大師。 

 

因為時間很緊迫，所以我只是用報告式的，我自己不是很深入的研究

啊。如果你們各位研究大德，可以來補充一下。 

 

 
 

再來就是蕅益大師，因為這兩個人都是屬於淨宗的祖師。蕅益大師就把

「往生淨土為諸宗的歸宿」，跟蓮池大師不太一樣，蓮池大師「禪凈是同

歸」的，大家都歸到往生淨土。蕅益大師他以「淨土融攝一切的佛教」，

以《阿彌陀經》為淨土法門的中心的教典，他非常的提倡持名念佛，他

又參禪，又念佛，把它相融起來；因為他是天臺教觀的，所以他又用天

臺教理來解釋念佛法門，他很著重在「信願行」裡面。 

 

「信」，就是對淨土法門的信心，然後又對往生淨土充滿了信心。就是我

相信有阿彌陀世界，有極樂世界；也相信我是可以往生的。 

 



「願」，就是要「厭離娑婆，欣求極樂」。因為相信娑婆世界是污穢的，

極樂世界是清淨的，這樣的話就從污穢的心到清淨的國土，所以要厭離

娑婆。 

 

「行」，就是要持名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亂。他說阿彌陀佛的名號是萬德

洪名，有著不可思議的功德。淨土的法門有很多種，但是持名這個方

法，收機最廣，各種根機都可以，而且下手最容易。 

 

蕅益大師又說以「一念之心」為淨土的生因，就是你要一心的念是生淨

土的原因。所以他又把以「自性彌陀，唯心淨土」之說連起來，所以是

禪淨兩個通連起來的。雖然這兩個聯合起來，但是他還是認為「持名念

佛」為主要的修行方法。「持名念佛」又分為兩個，一個是「事持」，一

個是「理持」。 

 

「事持」，就是我相信西方有一個阿彌陀佛，我還沒有到「是心作佛，是

心是佛」的地步，但是我決心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所以我沒有時刻的

忘記我要念佛。就是對彌陀淨土有很堅定的信願，雖然我對自性彌陀這

種唯心淨土還沒有完全通達，但是我相信我是可以去的。這樣就是「事

持」。 

 

「理持」，就是相信西方的阿彌陀佛是我心所造的──所有的世界，十方

的虛空，諸佛的淨土，都是我這一念心性所現的；離開我這個心之外，

沒有別的淨土。所念的境，我所念的西方極樂世界，跟能念的心都是這

樣子。所以他說這個持名的法門，好像是給中下機的人，其實它是最頓

最圓，是圓頓教裡面的。 

 

 
 

我們現在再來看紫柏大師，紫柏大師他最重要的就是要破我們對身心的

執著。我們聽過，他教我們毗舍浮佛的偈頌，哪兩句？我們要常常持

誦。（有人說：「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記不記得？通通

不記得了！紫柏大師他說這是破我們身心執著最重要最好的方法；也是

紫柏大師最根本的修行方法。他說：如果你念阿彌陀佛想要往生西方極

樂世界，一定先要破我們的身心執著；如果我們在娑婆世界的欲念還有

的話，臨終的時候就很難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可以知道他的淨土思想重點是在清淨我們的心，去除執著；教導念



佛的方法，就強調我們要「專心的念佛」。他說，你散心念佛沒有用的，

沒有什麼大的作用。他說，念佛的法門最為簡便，但如今念佛的人沒有

定志，所以百千人念佛，沒有一兩個人有成就。「沒有定志」是什麼？就

是他平時念一念，眼睛閉起來就忘了。他說，你這樣念，念一萬年也沒

有用！ 

 

有個公案，一個學生問他念佛？他說：「你念佛，晚上睡覺念不念佛？」

他說：「晚上睡覺就睡著了，沒有念。」他就罵他：「你晚上如果睡覺的

時候作夢沒有念佛，第二天起來要在佛前痛哭流涕，磕頭磕到流血。」 

 

不要說沒有應驗。有一次十幾年前，我在馬來西亞就講這個公案，第二

年我再回去，那個居士出來跟我說：「法師，你講那個真對！」我說：

「我講什麼很對？」他說：「我真的啊！我睡覺沒有念佛，第二天沒有痛

哭流涕，我睡覺就沒有作夢。但是我真的在佛前痛哭流涕，晚上睡覺作

夢就在念佛。」所以大師他所言不虛啊！這就是我們得誠心啊！所以他

說，「闔眼便忘，念一萬年也沒用。」 

 

 
 

紫柏大師他是站在禪者的立場來講淨土的，他把淨土念佛認為是禪修的

一種，他認為「心淨佛土淨」。他以這個立場認為，這只是佛陀的權設方

便說法，不是究竟之地。所以他不認為念佛法門是究竟的，他也沒有反

對淨土念佛的說法，他只是把念佛當作一種參禪的話頭。 

 

 
 

大家再看憨山大師，憨山大師就是「唯心淨土的禪淨雙修」，他其實也是

一個禪者的立場來解讀淨土法門。他說：眾生跟佛只是在「迷」跟

「悟」之間，「眾生」就是迷，「佛」就是悟，我們所念的佛就是「自性

的彌陀，所求的淨土就是「唯心極樂」。如果我們念念不忘這個「自性彌

陀，唯心極樂」，每個心念出現的都是佛陀，每個地方所去得都是極樂。

我們又何必說到十萬億國土之外還有一個淨土呢？所謂的「唯心淨土」

就是你一心的，你的念頭是淨想，一心清淨的想法所變現出來的。 

 

憨山大師把修淨土的分為四種根機： 



 

第一種是上上根器的人。就像上面祖師級的，他們修的就是自性彌陀，

所以他們所到的地方都是淨土。 

 

第二種是中下的人。他就持境界，專心念佛，臨終一定往生。他說，雖

然我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但是所謂彌陀的相好、極樂世界的這些變

現，都是我們自心出來的，不是從外面來的。 

 

第三種人就是愚夫愚婦。這些人修十善、持五戒，很專心念佛。另一方

面有佛力的加持，所以願力跟念頭相接，雖然淨土的境界沒有顯現，但

是還是可以往生。憨山大師說，雖然這樣子，也是自己的自心的力量，

不是外來的；雖然你念的是有佛力的加持，其實還是你自己的力量。 

 

第四種人就是十惡的壞人。這些人臨終應該要下地獄的，但他因為要下

地獄的當中為苦所逼，想要脫掉這個苦很心切，所以他就念佛。在佛力

的加持，這個刀山就變成寶樹，火鍋就化為蓮池。憨山大師說，這種淨

土的境界，也是自心全體的轉變的功用，不是外來的。 

 

所以前面兩種人慧根比較深厚，靠「自力」可以往生。後面兩種人，需

要靠「他力」，「他力」就是「佛力」。但是憨山大師說「佛力」不是外在

的，他用「空觀」的理論，佛體就好像空的一樣，我們自性空了、淨

了，我們自心的體跟佛體是一樣的，所以兩者可以合在一起。所以他說

愚蠢的人認為說假借佛力，其實是「自心的佛力」，自心的空淨合在一起

的。所以「佛力」跟「自力」都是自心產物。 

 

但是憨山大師也不否認西方淨土是修行的方向。憨山大師認為《阿彌陀

經》裡面所說的極樂世界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但是這樣的極樂世界並不

是外面主體的實有，是我們心裡想的結果。所以我們要求生極樂世界，

只有一個，就是「一念往」生。所以他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實在是

『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 

 

所以不論我們的根機淺厚，往生淨土是從我們的心起的。他說，三界的

萬法，沒有一個不是從心起的；淨穢之境，就是清淨的地方跟污濁的地

方，也沒有一個不是從心裡顯現出來的。所以淨土法門這一門，不管你

悟不悟，或者你是上智或下愚的，你有修就一定有得，但是都是從自心

來的。這就是「唯心淨土」的要旨。 

 

四個講完了，你們記得嗎？ 

 



淨土宗各大師的淨土思想都是有一點出入，但是都有一個原則，就是

「戒定慧」。念佛的人一定要注重五戒十善、六度萬行，所以《彌陀經》

上講「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所以說如果念到一心不亂

得到三昧，那是定的功夫。所以持戒念佛、聞思修，可以啟發我們的智

慧，我們可以斷除根本的煩惱。求生淨土資糧的信、願、行，這個行雖

然我們講說念佛，但是我們還要有其他的資糧，就是六度萬行這些為輔

助。 

 

好！我們今天圓滿明末四大師，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在修行上，在處理

事情上，在思維上都有幫助！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