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藏經》卷 1〈2 念佛品〉：「舍利弗。云何名為念佛。見

無所有名為念佛舍利弗。諸佛無量不可思議不可稱量。以是

義故。見無所有名為念佛。實名無分別。諸佛無分別。以是

故言。念無分別即是念佛。復次見諸法實相名為見佛。何等

名為諸法實相。所謂諸法畢竟空無所有。以是畢竟空無所有

法念佛。復次如是法中。乃至小念尚不可得。是名念佛。舍

利弗。是念佛法斷語言道過出諸念。不可得念是名念佛。舍

利弗。一切諸念皆寂滅相。隨順是法。此則名為修習念佛。

不可以色念佛。何以故。念色取相貪味為識。無形無色無緣

無性。是名念佛。是故當知。無有分別無取無捨。是真念佛。」

(CBETA, T15, no. 653, p. 785, a25-b9) 

 

《十住毘婆沙論》卷 7〈14 歸命相品〉：「問曰。云何名為念

真佛。答曰。如無盡意菩薩經中說念佛三昧義。念真佛者。

不以色。不以相。不以生。不以姓。不以家。不以過去未來

現在。不以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不以見聞覺知。不以心意識。

不以戲論行。不以生滅住。不以取捨。不以憶念分別。不以

法相。不以自相。不以一相。不以異相。不以心緣數。不以

內外。不以取相覺觀。不以入出。不以形色相貌。不以所行

威儀。不以持戒禪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不以十力四無所畏

諸佛法。如實念佛者。無量不可思議。無行無知無我我所。

無憶無念。不分別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無形無礙無發無住無

非住。不住色不住受想行識。不住眼色不住眼識。不住耳聲

不住耳識。不住鼻香不住鼻識。不住舌味不住舌識。不住身

觸。不住身識。不住意法不住意識。不住一切諸緣。不起一

切諸相。不生一切動念憶想分別等。不生見聞覺知。隨行一

切正解脫相。心不相續滅諸分別。破諸愛恚壞諸因相。除斷

先際後際中際。究暢明了無有彼此。無動故無喜。不受味故

無樂。本相寂滅故無熱。心無所營故解脫。相無色故無身。

不受故無受。無想故無結。無行故無為。無知故無識。無取

故無行。不捨故非不行。無處故無住。空故無來。不生故無

去。一切憶念心心數法及餘諸法。不貪不著不取不受不然不

滅。先來不生無有生相。攝在法性過眼色虛空道。如是相名



為真念佛。」(CBETA, T26, no. 1521, p. 55, b12-c12) 

 

念佛三昧摸象 

若論其法，必須當念佛時，即念返觀。專注一境，毋使外馳。

念念照顧心源，心心契合佛體。返念自念，返觀自觀。即念

即觀，即觀即念。務使全念即觀，念外無觀。全觀即念，觀

外無念。觀念雖同水乳，尚未鞫到根源。須向者一念南無阿

彌陀佛上，重重體究，切切提撕。越究越切，愈提愈親。及

至力極功純，豁然和念脫落，證入無念無不念境界。所謂靈

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

圓成。但離妄念，即如如佛者。此之謂也。工夫至此，念佛

法得。感應道交，正好著力。其相如雲散長空，青天徹露。

親見本來，本無所見。無見是真見，有見即隨塵。到此則山

色溪聲，咸是第一義諦。鴉鳴鵲噪，無非最上真乘。活潑潑

應諸法，而不住一法。光皎皎照諸境，而了無一物。語其用，

如旭日之東升，圓明朗照。語其體，猶皓月之西落，清淨寂

滅。即照即寂，即寂即照。雙存雙泯，絕待圓融。譬若雪覆

千山，海吞萬派。唯是一色，了無異味。無罣無礙，自在自

如。論其利益，現在則未離娑婆，常預海會。臨終則一登上

品，頓證佛乘。唯有家裏人，方知家裏事。語于門外漢，遭

謗定無疑。又問，人于日用，普應諸緣。何能觸目菩提，頭

頭是道乎。答，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萬境不

出一心，一心融通萬境。若了心體本空，何妨該羅萬象。須

知萬象如幻，生滅唯是一心。諸緣無縛，本自解脫。六塵不

惡，還同正覺。心境一如，有何罣礙。不見華嚴事事無礙法

界。所謂一一塵中一切剎，一一心中一切心。一一心塵復互

周，重重無盡無障礙。以故器界毛塵，雲臺寶網。咸宣性海，

悉演真乘。豎窮三際，橫遍十方。覓一毛頭許不是道者，亦

不可得。則法法頭頭，無非大寂滅場。心心念念，悉契薩婆

若海。唯心妙境，唯境妙心，離四句，絕百非，絕待圓融，

何可得而思議也哉。上來所說，如盲摸象。雖未離象，恐非

全象。筆以記之，以質諸親見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