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彌陀經 

 
釋迦說法，都因弟子有問而說。如《金剛經》（Vajracchedikş-praj¬şpşramitş-s“tra），

須菩提問「空」（Ø“nya），釋迦於是說「人我空」（pudgalanairştman）、「法我空」

(dharmanairştman)義，由是演成一經。《金剛經》如是，其餘諸經亦皆類是。 
可是，《阿彌陀經》則獨不然。弟子無人問及淨土，而釋迦卻為弟子說西方極樂

世界──阿彌陀佛的淨土種種。是故本經，稱為「無問自說」。 
這本來亦是很自然的事，釋迦諸弟子皆無佛眼，是故不能見諸佛的淨土，因而便

不能問及於此。釋迦能見淨土佛剎，又以西方阿彌陀佛有接引眾生的願力，因此雖無

弟子問及，便亦自說此淨土種種。 
一佛剎土，即是一個本尊的壇城（Ma⁄‰ala）。學佛的人，觀修本尊的壇城，即能

清淨心識。然而阿彌陀佛卻與諸佛不同。諸佛之中，唯有阿彌陀佛許眾生一心念其名

號者，臨終之時能得接引至其淨土，生蓮花中。這即是觀修阿彌陀佛及其淨土的利益。 
這種利益，對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的人來說，十分有用，因為我們這個世界的人，

其根器與阿彌陀佛的淨土特別相應──例如觀世音菩薩，大乘佛教國家對之即特別信

仰，而觀音則正是西方極樂世界的菩薩。 
法界中有無量無數佛，即有無量無數佛土。釋迦說法，卻唯詳說二佛剎，即西方

阿彌陀佛的極樂世界，與東方不動佛的妙喜國土。妙喜國土為瑜伽行人所修的佛剎，

今修瑜伽行中觀者，即世俗所謂密乘，如是，相對而言，極樂世界即為顯乘行人之所

修。 
密乘的修習，非常不易，念佛往生，比較起來就容易得多，因此修淨土便稱為易

行門。然而實際上修淨土亦不易。 
修淨土念佛，依層次可分為三──稱名念佛；觀想念佛；實相念佛。 
稱名念佛，即是只持阿彌陀佛的名號，其修行只念「南無阿彌陀佛」，意即「皈

依阿彌陀佛」，若依梵音來念，則為 Namo Amitşbhaya（此即《往生咒》的首句）。然而

念佛之時，卻須「一心不亂」，這一點，便不容易辦得到。許多老修行人，念佛之時

依然散亂。 
觀想念佛，即依《觀無量壽佛經》（Amitşyur-buddhşnusm·ti-s“tra），依次作十六種

觀想。這即是觀想淨土以及「西方三聖」（阿彌陀佛，以及其脅侍觀世音菩薩與大勢

至菩薩）。照密乘的觀點，這是壇城觀（淨土）、本尊觀（阿彌陀佛）、眷屬觀（觀世

音與大勢至兩位菩薩）。修行人作此種種觀想來念佛，一般來說，比稱名念佛尤難。 
實相念佛，是不落事相的念佛方式。有兩句話可以說明他的義理，即是「唯心淨

土、自性彌陀」。這兩句話的意思，說淨土亦唯眾生的心識所變，而眾生本身即具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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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佛的自性（本質）。如此念佛，境界雖高，但卻很難辦到。可以說，比一般的修

密還難。 
以此而言，說修淨土為易行門，只是比較的說法，行者不能因而便對此輕視。 
修淨土「念佛往生」，並非等於成佛。所謂「往生」，只是於命終之後，轉生於淨

土，生蓮花中，是故依然是有情的生命形態，並未解脫。 
但往生淨土，卻轉換了我們的生活環境。我們所生活的娑婆世界，稱為「五濁惡

世」易令我們的心識受污染，由是生生世世永墮輪廻；若生於淨土，由於此土清淨，

因此我們的煩惱（貪瞋癡）即無緣生起，加上種種清淨事物的陶冶，如放六種光明，

喻六波羅蜜多；八功德水，喻八正道等，所以西方淨土便有如一個方便修行的生活環

境。 
一般來說，淨土眾生易於成佛，是故經言，此中多是「一生補處菩薩」。也即是

說，淨土中的眾生經過一生的修行，便多能成佛。所以對五濁惡世的眾生來說，修淨

土便等於是一條成佛的捷徑。 
然而如今卻有些人，喜以「科學頭腦」來懷疑西方淨土的真實性，尤其對淨土中

的金銀七寶加以質疑，認為佛土何以如此庸俗。 
其實於唐代時，玄奘三藏法師的弟子窺基，便曾用唯識的觀點來加以解釋。一切

器世界（淨土亦是器世界），皆由有情的心識所變現，有情認為七寶即是莊嚴，於是

佛土的莊嚴即為七寶，所以經中所言的淨土莊嚴種種，只是根據此娑婆世界的有情心

識而作施設──所謂「唯心淨土」即是這個意思。必須如此理解，對本經中的淨土描

述，才能不生執着。甚至觀世音與大勢至兩位菩薩，亦可視為心識的建立。前者是「大

悲」的象徵，後者為「大力」的象徵，唯佛菩薩的大悲與大力，始能成為接引眾生的

因素。不執佛菩薩亦不執淨土，這是修淨土行人所須注意的地方。 
若就更深一層意義來說，則淨土以及三聖，無非皆是假施設。所謂假施設，是基

於佛家一個甚深思想，此即：佛內自證智境不可思議，不落言說，唯有落在識境的層

次，才能成顯現，此即顯現而成為輪廻界。以此之故，佛內自證智境即依心識建立而

成淨土，此淨土的成立，依然落於緣起，凡落於緣起的一切法皆為施設，是故淨土亦

為施設，而一切施設皆非真實，以其非為佛智境界故。所以淨土法門是在識境中修心

識，由是才施設為「帶業往生」。 
若能理解這層意義，我們就知道，修習淨土法門至少要在「觀想念佛」的層次，

才能生實際效益。這效益即是：行者得以明見佛智境所施設顯現出來的識境（而非我

們日常生活中執為真實的識境），這才是層次上的提升。禪宗可以跟淨土法門結合，

即由此層次的提升而來，蓋識境的顯現即是心性的自顯現，由是即可度入明心見性。

於日常生活的識境中，既一切執為真實，即是心性永受歪曲，而淨土此識境，由觀想

而層層建立，行者容易理解其為施設，由是即較易藉此施設而了知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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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淨土法門，若但稱名，並非「老實念佛」，因為一陷入迷信的層次即非「老

實」，所謂「老實」，是須知淨土的「實相」，不知實相，何來「老實」。故若能藉觀想

念佛而至實相念佛，那才是淨土法門的整體，能證淨土實相為佛智境所顯現出來的識

境，斯即「老實念佛」的境界，亦即禪宗行人之所謂「見性」。 
淨土法門於漢土流播已近千年，源遠流長，至今仍在佛教中佔重要地位。近年西

藏密宗雖盛行，但學密的人，許多人只重加持與感應，是則反不如修淨土實際。 
有意學佛的人，研讀本經，老實念佛，是即腳踏實地的修持。筆者於此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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