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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一 丁一正示普因 

長行 丁二顯經勝德 戊一校量聞經德 已一總明法行、略說功德 

 丁三結勸受持 戊二顯餘眾行德 已二偏舉一行、廣顯眾德 

     

戊一 初舉能校量 初標能供人若有  庚一通明五果 

校量 次明所校量若復 二列所供具以滿 施凡布施 庚二別明淨土果 

聞經德 後正明校量比前 三正明供施 供聖供養 庚三究竟成佛果 

  四供所經時經爾 

p.82：1【善男女】《阿彌陀經要解便蒙鈔》卷 3：「善男女者。不論出家在家。

貴賤老少。六趣四生。但聞佛名。即多劫善根成熟五逆十惡皆名善也。【鈔】

善男女為能持。洪名為所持。五逆十惡皆名善者。有名字善。觀行善等也。纔

聞名。乃名字善。起行修。乃觀行善等也。」(X22,p.866,c20-p.867,a3) 

p.82：4【六法尼】【式叉摩那】即未受具足戒前學法中之尼眾。為七眾之一，

出家五眾之一。又作式叉摩那尼、式叉摩尼、式叉尼、式叉摩拏。意譯「學戒

女」、「正學女」、「學法女」。蓋受具足戒之前，凡二年內，須修學四根本

戒和六法，即學習一切比丘尼之戒行；藉此二年之時間，以驗知是否有妊，並

藉修行戒法磨練其性情，使習慣出家生活，以堅固其道心。四根本戒即戒婬、

戒殺、戒盜、戒大妄語等四重戒。六法指染心相觸、盜人四錢、斷畜生命、小

妄語、非時食、飲酒。據瑜伽師地論之說，女人多煩惱，故須行此漸次受戒之

法。～《佛光大辭典》行事鈔云：式叉尼具學三法：一根本，謂不作四重，（即殺、

盜、婬、妄也。）二學六法，（一不染心相觸，二不盜四錢，三不斷畜生命，

四不小妄語，五不非時飲食，六不飲酒。）三學行法，（即大尼所行，一切行

法。）為學此三法，故名式叉摩那。～《三藏法數》 

p.82：-3【真諦記】梅光羲《相宗新舊兩譯不同論》：真諦所譯之經論，有解

節經（即解深密經。並作記名真諦記。凡諸異議皆詳記中，今不存。見圓測疏

中所引各條。） 

p.82：-2【阿彌陀經】《佛說阿彌陀經》卷 1：「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

璃、頗梨、車磲、赤珠、馬瑙而嚴飾之。」(T12,p.347,a2-4) 

p.83：4【優波尼沙陀分】又作鄔波尼殺曇分、憂波尼奢分。略稱尼殺曇、尼

薩曇。古印度形容極少之數量名稱。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 1：「尼殺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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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語，數法之極也，或云優波尼洒陁，慧苑音義引瑜伽大論，譯為微細分。如

析一毛以為百分，又析彼一分為百千萬分，又於析分中加前析之，乃至鄰虛，

至不可析處，名為鄔波尼殺曇分也。」（T54,p.937,b10-11） 

p.83：3【比前功德】淨空和尚：以世間珍寶、樂事來做個比較。你們仔細念

念這個經文，這個數量沒法子算得清，這比天文數字還大，我想現在天文學家

也沒有辦法說出來這個數目字，數字太大了。能以世間『上妙七寶』、『最勝

安樂』布施一切眾生，布施多少眾生？跟上面講的數量一樣多。世間哪有這麼

大的施主？下施眾生，上供諸佛，數量都像前面說的那麼多。而且不是一次布

施、一次供養而已，也不僅是一個月、一年，看時間多久？像前面一樣多的數

目，但時間單位是用劫來計算的。這樣天天供養、天天布施，沒有中斷，無量

無邊劫沒中斷。你說這個人功德多大？我們沒辦法想像。這比《金剛經》、其

他經典上的比喻大得太多了，境界大，時間久遠，數量、數目字也超過。《金

剛經》上「大千世界七寶」，哪能比得上它？差遠了。一個大千世界才一個世

界，這是『十方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哪能比？不能比。但這講的是

財布施，是以上妙七寶、人天最殊勝的安樂；換句話說，是我們今天講的物質

的享受、精神的享受，是這兩種布施。這樣大的布施功德，還不及有人聽到這

十大願王，聽多少時候？聽了一次，『一經於耳』，阿賴耶識裡頭種了這個種

子，十大願王的種子種下去，這個功德超過前面的功德，不能比！ 

話雖然這樣說，我們世間人不相信。為什麼不相信？前面那種布施的功德

大家能看得見，這個功德看不見，什麼也沒得到！那是不曉得這個功德的殊

勝。殊勝在哪裡？你將來總有一天遇到緣，就憑你今天聽經的種子，種子就起

現行、起作用，這一起作用，就能由此種子而成佛作祖、普度眾生。所謂根熟

眾生，成佛的機緣成熟了，在這一生可以成佛，這是佛法真正的當機者。佛給

他說什麼法門？說念佛法門，說十大願王導歸極樂的法門。所以諸位要曉得，

成佛的機緣成熟了，就是肯相信、肯發願、肯念佛，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這種眾生正是大經裡面講上上根機。能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便可成佛作

祖；你如果這一生發願，你這一生成佛。所以，學佛的人要覺悟，不要跟世間

人去比。世間人所幹的事業，是六道生死輪迴的事業；學佛人所幹的事業，要

跟諸佛菩薩一樣，在盡虛空遍法界普度一切苦難眾生。這個世間沒有法子跟他

比，這個功德是真實的、偉大的功德，世間人迷惑顛倒，他哪裡會懂？ 

p.83：-3【以深信心】如前經文：「以普賢行願力故。深心信解。如對目前。」

(p.32)「以甚深勝解現前知見。」(p.37)「以普賢行願力故。起深信解。現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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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p.40)《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

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T08,p.750,b1-2)江味農《金剛經講義》：

「當知說為清淨，正因諸法不生。然則少有所生，便非清淨心可知。而又名之

曰生者，以其是無生而生，生即無生故耳。」「說之為生者，是明信心清淨，

乃迥脫根塵，性光明耀，非同死水也。此與前言生清淨心同一意味。蓋表其所

謂清淨者，是寂照同時，非止有寂而無照也。」「說之為生者，是明其剛得現

前之意也。因實相須分分現，非驟能圓滿。…故說一生字，使人領會得如月之

初從東方現起耳。」「又明其初得轉凡入聖也。因為實相剛剛現前，便是現得

一分。而現一分實相，便是證一分法身…表明其初入聖位。所以下文緊接曰：

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 

p.83：-1【十種法行】《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 7〈16 付囑品〉：「佛告

阿難言：「受持此修多羅，有十種法。何等為十？一者書寫，二者供養，三者

流傳，四者諦聽，五者自讀，六者憶持，七者廣說，八者口誦，九者思惟，十

者修行。阿難！此十種法，能受持此修多羅。」(T08,p.725,a8-12)《辯中邊論》卷

3〈7 辯無上乘品〉：「論曰。聞所成慧思惟大乘。能令善根界得增長。思所

成慧思惟大乘。能正悟入所聞實義。修所成慧思惟大乘。能令所求事業成滿。

謂能趣入修治地故。作意正行有何助伴？頌曰：此助伴應知 即十種法行。論

曰。應知如是作意正行。由十法行之所攝受。何等名為十種法行？頌曰：謂書

寫供養 施他聽披讀 受持正開演 諷誦及思修。論曰：於此大乘有十法行。

一書寫。二供養。三施他。四若他誦讀專心諦聽。五自披讀。六受持。七正為

他開演文義。八諷誦。九思惟。十修習行。」(T31,p.474,b15-27) 

《別行疏鈔》：賢首大師著作中假問云：眾生修行，為要受持聖教耶？為

要捨教耶？答：有十類： 

一者。自有眾生無識，懸捨聖言，師自愚心，復隨邪友，違教修行，巧偽誑惑，

此為惡人也。 

二者。又有眾生亦背聖教，以質直心謂為出要，勤修苦行，竟無所益。此上二

人，俱捨聖教，不依義理。 

三者。唯誦聖言，不解義意，依傍聖教，求名求利，違自所誦，亦名惡人。 

四者。唯逐文句，不知義理，但以直心讀誦，雖無巧偽，亦無所益。此上二人，

俱不捨教，不得義理；如上四門皆不可依。 

五者。讀誦聖言，分知解行，多讀文句，少有修行。 

六者。廣尋聖教，徧知解行，漸略聖言，取意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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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者。受持得意，唯在修行，不復尋言。 

八者。尋教得旨，知一切法無不稱性，是故於教亦不待捨，即此言教稱性，約

教修行。 

九者。常持稱性之教，不捨不著，恆觀絕言之理，不棄不滯；此上五門，猶未

究竟。 

十者。尋教得實，理教無礙，常觀理而不礙教，常持教而不礙理，此即理教俱

融，合為一觀，方名究竟。 

此上十門：前四門全不可依；次五門從淺至深，隨根悟入，然但是革凡成

聖之方便，猶未究竟；唯第十門方為究竟也。 

受持大乘經，須知五法： 

一須明其文，有五：謂善知分段起盡，前後相屬，次第連合，詮旨圓滿，無增

無減。 

二解其事，亦五：謂說處，說主，徒眾，請儀，及知圓音所說。 

三達其義，亦五：謂略標綱要，廣釋除疑，譬喻令解，引事證成，舉益勸學。 

四得其意，亦五：謂令發大心，觀真理，伏煩惱，慈悲救物，勤修萬行。 

五順其行，自有五種：(1)於前四門法行，在身在心，未曾暫息。(2)歷前四門

以起勝心，謂於前文教起難遭想，於前事相起尊重心，念佛難逢，傷己薄

祐，於前義理起愛樂心，於前意旨悲喜交集。(3)受持正法，謂於前文教，

書寫流通，圖畫形相，表佛法會，撮略意旨，曲示行人。(4)自行增長，

謂親近善友，繫念思惟。(5)成無礙行，謂得旨亡詮，故不可守；亡詮由

教，故不可捨；是故於教生「無守無捨行」。～本會版p.354-355 

p.84：3【八字為句】《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4：「此頌處中。不長不短

八字為句。三十二字為頌。諸經論頌多依此法。計書寫數亦依此法。又從六字

乃至二十六字皆得為句。然六字者名為初句。二十六字者名為後句。減六字者

名短句。過二十六字者名長句。」(T27,p.71,b11-16)《金剛仙論》卷 4：「言一四

句偈者。莫問偈及長行。但使表法身理足者。以為一四句偈。不取說因緣事等

經文為一四句偈也。」(T25,p.821,a11-13)《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卷 1：「四句者。

但於四句詮義究竟。即成四句偈。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

如來。此最妙也。」(T33,p.160,b22-25)   

p.85：3【略說功德】 業障殄除：滅無間業、除諸障惱 

          魔鬼潛護：初明遠離、後明守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