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說觀無量壽經
陳家寶醫生



請法
恭請大得聖聽

為此法會及一切眾生

請轉妙法輪

教導我們

如何了生脫死離苦得樂

速證無生

南無本師釋迦牟利佛（三稱）



法華經
一心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說修行。



淨土三經

《無量壽經》（大本）

《觀無量壽經》（觀經）

《佛說阿彌陀經》（小本）：

三經為淨土中的根本經典，

至於三經的關係，古德有說，
不讀小本不入信門，不讀大本
不入願門，不讀觀經不能成就
三昧門， 三經合 ，則淨土資
糧避備矣。



佛說觀無量壽經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也稱為《觀無量壽經》、

《十六觀經》，本經只有一部漢文版本，以及從漢

文翻譯出來的版本，沒有發現梵文原文經本。

佛宣講觀無量壽佛經，重點有三：第一重點，淨業

三福；第二重點，十六妙觀；第三重點，九品因果。



善導大師

善導大師依《觀經》專修十六觀數年後，便能達到「於定中，備觀寶閣、瑤池、

金座，宛在目前」。



觀無量壽佛淨土變
敦煌莫高窟172窟南窟「十六妙觀」



《觀無量壽經》緣起
本經的緣起頗有戲劇性。王舍城阿阇世太子，聽從提婆達多的離間唆使，囚禁父親頻婆娑羅王，

斷絕飲食。國太夫人韋提希深恐夫王餓死，乃用小麥粉和酥蜜，塗滿身上，於寶冠瓔珞中盛滿蒲

萄漿，秘密帶給夫王食用。阿阇世太子知情後，心生惡怒，執劍欲殺其母。時有月光、耆婆二大

臣犯顏直諫，阿阇世太子驚恐之餘，未敢殺母，但將母親幽禁在深宮。韋提希夫人悲慟欲絕，從

幽禁處遙拜釋尊，哀請釋尊遣目連與阿難前來救助。釋尊在靈鷲山即時了知韋提希心之所念，便

親自帶著大目犍連與阿難從空而來，現身在韋提希前。韋提希號泣稟佛：厭惡這個穢濁的世界，

願往生到沒有憂惱的佛國。爾時，釋尊放眉間光，遍照十方無量世界，光明又旋住佛頂，化為金

色的光臺。十方無量諸佛國土皆在光臺中顯現。韋提希在佛力加持下，一一明見，從無量的佛刹

中，選取阿彌陀佛的西方極樂世界作為歸境，並懇請釋尊開示往生彼土的方法，由是釋尊便敷演

出這部經典。王宮說法終了，釋尊便返回靈鷲山，尊者阿難又將此王宮佛所說法向靈鷲山的諸比

丘、菩薩眾複講一遍。如是本經便有王宮會與耆阇會前後兩次的說法，可稱一經二會。



欣厭想
經中說韋提希夫人遭遇家庭慘變(阿闍世王篡位，欲弒父母)，頓感三界皆苦，故請世尊教她捨離惡濁世
界的方法。

•此明求生淨土需有「厭穢欣淨」的決意，才會一心嚮往清淨國土。

•世尊應韋提希夫人所求，以神力普現十方淨土皆令得見。

佛以神力呈顯出諸佛淨國的莊嚴境象，目的是令韋提希夫人能夠藉此作出對比，從而生起「厭離」濁
惡不善穢土及「欣樂」清淨妙善淨土的心意。韋提希認為最美好的淨土是極樂世界。

「厭離」與「欣樂」是自心抉擇的取捨作用。

佛用這種開示的方式，本來是傳統禪修者需作「厭下欣上」的觀想，令自身不耽著原有的境界而進趣
更高妙的禪境。

其方法是集中意念觀想：

•欣慕較上的寧靜、微妙、離障的境界，

•厭倦相對較下的粗顯、有苦、有障的境界。



欣厭想
所謂上、下的所緣境，都是由相對的粗、妙境界而區分為上、下而已，依此逐漸引導習定者升進

到比較微妙殊勝的境界。

欲界：相差別，色雜多相，不鮮淨相，有苦受應相，瞋恚相應相，多隨煩惱相應相；麤重差別，

麤而損害。

色界：相差別，色少相，鮮淨相，有苦受不相應相，瞋恚不相應相，少隨煩惱相應相；麤重差別，

細而不損害。

欣厭想除了應用於淨土法門外，亦是四禪八定必修的項目。



淨業三福
欲生彼國者，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屬人天福(世善)；二

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屬二乘福(戒善)；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

進行者，屬大乘福(行善)。此三福具有從淺到深，從低到高的次第。三福中或修持一福，或具足

修持三福，回向均可往生。



發願迴向

眾生無論修那一種福，若能迴向往生淨土，必能如願。

發願生西的迴向偈：

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花為父母；花開見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為伴侶。

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

願將一切善根功德，迴向往生到極樂世界。



九品因果
說明西方極樂世界各個品位的正因，以期人人皆求上品往生。

據《觀無量壽經》所述，往生淨土之輩，可分為上中下三類。此三類又可各開上中下三品，即成

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

下生。



上品往生
上品上生：謂發至誠心、深心及回向發願心之三種心，又慈心不殺，修諸戒行，讀誦大乘方等經

典，修行六念，回向發願，願生彼國，經一日乃至七日，即可得往生。以此人精進勇猛故，臨終

感阿彌陀佛及諸菩薩來迎，乘金剛台，往生彼國，即時悟無生法忍。

上品中生：謂未必受持讀誦方等經典，然以善解義趣，於第一義心不驚動，深信因果不謗大乘故，

蒙聖眾來迎；往生後，經一宿蓮華乃開，一七日間，得不退轉，經一小劫，得無生法忍。

上品下生：謂亦信因果，不謗大乘，發無上道心，往生後一日一夜蓮華開敷，經三小劫，住歡喜

地。



中品往生
中品上生：謂持五戒、八戒等，不造眾惡，往生即時得阿羅漢道。

中品中生：謂一日一夜持八戒齋，又，持沙彌戒、具足戒，威儀無缺，往生得須陀洹果，經半劫，

成阿羅漢。

中品下生：謂孝養父母，行世間善事，命終時聞阿彌陀本願及國土樂事，往生後，經一小劫成阿

羅漢。



下品往生
下品上生：謂雖不謗方等經典，然多造眾惡，無有慚愧；命終時聞大乘十二部經首題名字，又稱

南無阿彌陀聖號，除多劫罪，往生後，經十小劫，入初地。

下品中生：謂毀犯五戒、八戒、具足戒，偷僧祇物，不淨說法，無有慚愧；命終時，聞阿彌陀佛

十力威德，罪滅往生，經六劫華開，發無上道心。

下品下生：謂造五逆十惡，具諸不善，然命終時，至心具足十念，稱念南無阿彌陀佛，以此而得

罪滅，往生淨土，經十二大劫，蓮華開敷，發無上菩提心。



十六妙觀
釋迦佛分十六觀的順序，說明以臉朝西方繫念落日諦觀漸次

順序，直到觀西方三聖身相及阿彌陀佛、極樂淨土之莊嚴諸

相的往生西方之法。



《觀經》的旨要

道綽大師《安樂集》說「今此《觀經》，以『觀佛三昧』為宗。若論

所觀，不過依、正二報。」即以「觀想念佛」為法門，觀想佛身相好

的「正報」功德及莊嚴淨土的「依報」功德。



十六種觀想法門
定善（前十三觀）

前十三觀為「定善」：

觀佛的依報及正報功德，

屬「觀想念佛」法門。

「定善」的修行者心念澄靜，

•適宜「觀想念佛」，

•即修最初的十三觀

「定善」十三觀是習定人修觀的方法，與傳統

禪定修法頗有關連。

散善（後三觀）

後三觀為「散善」：-修三福（孝養父母、三歸

持戒、發菩提心）及-觀三輩九品往生，屬「持

名念佛」法門。

•「散善」的人心意散亂，

•較宜「持名念佛」，

•則修最後的三觀。



「初六觀」

「初六觀」（1-6）：

•觀想西方極樂世界的「依報莊嚴」，

•即淨土的自然景致，包括落日、水、地、寶樹、八功德水，

•最後，是對極樂淨土整體環境的「總想」。



（1）日觀
又作日想觀。謂觀日落，觀想極樂世界之所在。即

正坐向西，憶想西方，令心堅住，觀日沒狀如懸鼓，

閉目、開目皆令明了。

【經文】

佛告韋提希，汝及眾生，應當專心繫念一處，

想於西方。云何作想，凡作想者，一切眾生，

自非生盲，有目之徒，皆見日沒。當起想念，

正坐西向，諦觀於日欲沒之處，令心堅住，專

想不移。見日欲沒，狀如懸鼓。既見日已，閉

目開目，皆令明瞭，是為日想，名曰初觀。



（2）水觀
【經文】

次作水想。見水澄清，亦令明瞭，無分散意。既
見水已，當起冰想。見冰映徹，作琉璃想。此想
成已，見琉璃地，內外映徹。下有金剛七寶金幢，
擎琉璃地。其幢八方，八楞具足。一一方面，百
寶所成。一一寶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八萬
四千色，映琉璃地，如億千日，不可具見。

琉璃地上，以黃金繩，雜廁間錯。以七寶界，分
齊分明。一一寶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華，又
似星月。懸處虛空，成光明台。樓閣千萬，百寶
合成。於台兩邊，各有百億華幢，無量樂器，以
為莊嚴。八種清風，從光明出，鼓此樂器，演說
苦空無常無我之音。是為水想，名第二觀。



水觀
「水想」是觀想西方淨土一片大水，令這
種意象能夠清晰明見在前。再由「水想」
轉為「冰想」，心中觀想晶瑩剔透的結冰
相狀。達到清晰明見的程度後，就可以進
一步由「冰想」轉為「琉璃想」。於心中
擴大此意象，則見極樂世界的大地如琉璃
般內外映徹。



（3）地想觀
【經文】

此想成時，一一觀之，極令了了。閉目開目，

不令散失。唯除食時，恆憶此事。如此想者，

名為粗見極樂國地。若得三昧，見彼國地，了

了分明，不可具說。是為地想，名第三觀。

佛告阿難，汝持佛語，為未來世一切大眾，欲

脫苦者，說是觀地法。若觀是地者，除八十億

劫生死之罪。舍身他世，必生淨國，心得無疑。

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地想觀

又作地觀。謂觀極樂國土之琉璃地，由

七寶金幢所擎，又地上以黃金繩雜廁間

錯，一一寶各有五百色光。

若能了了分明地粗見西方極樂世界，那

便需要進入三昧(samādhi，三摩地、定、

等持)才能得見。「地想」是已入「三昧」

的禪定境界，故「具有作意」的構想能

力。



「有作意者」所構作的境相是清晰的物象，因此能夠了了
分明地粗見西方極樂世界，也就是「地想」修習成功。



（4）寶樹觀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地想成已，次觀寶樹。觀寶樹
者，一一觀之，作七重行樹想。一一樹，高八千由旬。
其諸寶樹，七寶華葉，無不具足。一一華葉，作異寶
色。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璃色中，出紅色光。瑪
瑙色中，出硨磲光。硨磲色中，出綠真珠光。珊瑚琥
珀，一切眾寶，以為映飾。妙真珠網，彌覆樹上。一
一樹上，有七重網。一一網間，有五百億妙華宮殿，
如梵王宮。諸天童子，自然在中。一一童子，五百億
釋迦毗楞伽摩尼，以為瓔珞。

其摩尼光，照百由旬，猶如和合百億日月，不可具名。
眾寶間錯，色中上者。此諸寶樹，行行相當，葉葉相
次。於眾葉間，生諸妙華，華上自然有七寶果。一一
樹葉，縱廣正等二十五由旬。其葉千色，有百種畫，
如天瓔珞。

有眾妙華，作閻浮檀金色。如旋火輪，宛轉葉間。湧
生諸果，如帝釋瓶。有大光明，化成幢幡無量寶蓋。
是寶蓋中，映現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十方佛國，
亦於中現。見此樹已，亦當次第一一觀之。觀見樹莖
枝葉華果，皆令分明。是為樹想，名第四觀。



寶樹觀
「第四觀」之「樹觀」，觀極樂淨土中珍寶所

成之寶樹。「樹觀」須觀想眾寶樹上無數枝葉

花果的七寶（金、銀、青琉璃、紅水晶、琥珀、

白玉、綠真珠等）顏色，可相應於傳統禪法中

的「勝處觀」。據《佛說無量壽經》卷1云：

「又其國土，七寶諸樹周滿世界，金樹、銀樹、

琉璃樹、頗梨樹、珊瑚樹、瑪碯樹、硨磲樹。」

七重行樹，具足七寶華葉，一一華葉放異寶色，

樹上有七重網。



寶色與勝處觀
「勝處」修法運用於「寶樹觀」的步驟:先觀一種色相至勝知勝見，再轉換其餘色，直至觀想純熟，進一步

不同顏色轉相間雜，交相映飾。如《觀經》所言：「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瓈色中出紅色光；馬腦色中出

硨磲光；硨磲色中出綠真珠光。」

再觀極樂淨土的眾多寶樹。珠網覆蓋寶樹等各種莊嚴境相，構成整幅華麗美妙的圖象，令行者內心開朗澄明，

喜樂遍滿。可見「寶樹觀」若加入「勝處」的禪法，便較容易修觀成功。

樹寶

樹行



（5）寶池觀
【經文】

次當想水。欲想水者，極樂國土，有八池水。
一一池水，七寶所成。其寶柔軟，從如意珠王
生，分為十四支。一一支，作七寶妙色。黃金
為渠，渠下皆以雜色金剛，以為底沙。一一水
中，有六十億七寶蓮華。一一蓮華，團圓正等
十二由旬。

其摩尼水，流注華間，尋樹上下。其聲微妙，
演說苦空無常無我諸波羅蜜。復有讚歎諸佛相
好者。如意珠王，湧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
化為百寶色鳥，和鳴哀雅，常讚念佛念法念僧。
是為八功德水想，名第五觀。



寶池觀
「第五觀」之「寶池觀」，觀極樂國土有八功德水

池，一一水中有六十億七寶蓮華，摩尼水流注其間

演妙法，又有百寶色鳥，常讚念佛、念法、念僧。

觀想寶池中的「八功德水」，指池水有八種特別的

性質及功效，

1.清淨：水質純淨，沒有污染。

2.不臭：氣味清香而無臭氣。

3.輕輭：輕淳輭滑。

4.清冷：能去除去除煩熱的清涼感。

5.潤澤：潤滑滋澤，沁人心脾。

6.甘美：有甘甜可口的味道。

7.飲時調適：喝了這種水，不但可以解渴，還可以充

飢，感覺到全身活力充沛。

8.飲已無患：喝了這種水，不會生起疾病，反而滋養

身體內的諸根，有益身心。



一一池水，七寶所成。

其摩尼水
流注華間



從如意珠王湧出金色微妙光明



其光化為百寶色鳥，和鳴哀雅，常讚念佛、念法、念僧。



（6 ）總想觀
又名總想觀或總觀。謂觀一一界上有五百億寶樓，
其中有無量諸天作伎樂，又有樂器，懸處虛空，不
鼓自鳴。

【經文】

眾寶國土，一一界上，有五百億寶樓。其樓閣
中，有無量諸天，作天伎樂。又有樂器，懸處
虛空，如天寶幢，不鼓自鳴。此眾音中，皆說
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此想成已，名為粗見極樂
世界寶樹寶地寶池，是為總觀想，名第六觀。
若見此者，除無量億劫極重惡業，命終之後，
必生彼國。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
名為邪觀。



「次七觀」是觀想極樂世界的「正報莊嚴」

先各別觀想一佛二菩薩的身相；

次觀自身生到極樂世界，最後是

三聖全觀。

華座

佛像

無量壽佛的身相

觀世音菩薩的身相

大勢至菩薩的身相

往生者生蓮華中的狀況

及西方三聖俱坐樹下的雜想觀



（7 ）華座觀
【經文】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
為汝分別解說除苦惱法。汝等憶持，廣為大眾，分
別解說。說是語時，無量壽佛，住立空中。觀世音，
大勢至，是二大士，侍立左右。光明熾盛，不可具
見。百千閻浮檀金色，不得為比。時韋提希，見無
量壽佛已，接足作禮。白佛言，世尊，我今因佛力
故，得見無量壽佛，及二菩薩。未來眾生，當云何
觀無量壽佛，及二菩薩。

佛告韋提希，欲觀彼佛者，當起想念，於七寶地上，
作蓮華想。令其蓮華，一一葉上，作百寶色。有八
萬四千脈，猶如天畫。脈有八萬四千光，了了分明，
皆令得見。華葉小者，縱廣二百五十由旬。如是蓮
華，具有八萬四千葉。一一葉間，有百億摩尼珠王，
以為映飾。一一摩尼珠，放千光明。其光如蓋，七
寶合成，遍覆地上。



釋迦毗楞伽寶，以為其台。此蓮華台，八萬金剛甄

叔迦寶，梵摩尼寶，妙真珠網，以為校飾。於其台

上，自然而有四柱寶幢。一一寶幢，如百千萬億須

彌山。幢上寶幔，如夜摩天宮。復有五百億微妙寶

珠，以為映飾。一一寶珠，有八萬四千光。一一光，

作八萬四千異種金色。一一金色，遍其寶土，處處

變化，各作異相。或為金剛台，或作真珠網，或作

雜華雲，於十方面，隨意變現，施作佛事。是為華

座想，名第七觀。

佛告阿難，如此妙華，是本法藏比丘願力所成。若

慾念彼佛者，當先作此華座想。作此想時，不得雜

觀。皆應一一觀之，一一葉，一一珠，一一光，一

一台，一一幢，皆令分明。如於鏡中，自見面像。

此想成者，滅除五萬億劫生死之罪，必定當生極樂

世界。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華座觀
蓮華座屬正報，與佛菩薩身一起。

《觀經》：如是蓮華(台座)，有八萬四千大葉；一一葉間，有百億摩尼珠王，以為映飾；一一摩尼珠，放千

光明，其光如蓋，七寶合成，遍覆地「第一觀」之「日觀」、「第七觀」之「華座觀」：，除了觀想華座外，

尚須觀想眾多寶光，令光明遍照。蓮華座屬正報，與佛菩薩身一起。



「華座想」
第一觀：每一華葉具備眾寶色。

第二觀：每一葉有多條葉脈。

第三觀：每一脈發出眾多光色。

行者應住心逐一作想，
悉令心眼得見。

應用「光明想」可以觀想眾多寶光，容易成
就「華座想」的修法。



（8）像想觀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見此事已，次當想佛。

所以者何，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

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

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

正遍知海，從心想生。是故應當一心繫念，諦

觀彼佛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想

彼佛者，先當想像。閉目開目，見一寶像，如

閻浮檀金色，坐彼華上。見像坐已，心眼得開，

了了分明。



見極樂國，七寶莊嚴。寶地寶池，寶樹行列。
諸天寶幔，彌覆其上，眾寶羅網，滿虛空中。
見如此事，極令明瞭，如觀掌中。見此事已，
復當更作一大蓮華，在佛左邊，如前蓮華，等
無有異。復作一大蓮華，在佛右邊。想一觀世
音菩薩像，坐左華座，亦作金色，如前無異。
想一大勢至菩薩像，坐右華座。此想成時，佛
菩薩像，皆放光明。

其光金色，照諸寶樹。一一樹下，亦有三蓮華。
諸蓮華上，各有一佛二菩薩像，遍滿彼國。此
想成時，行者當聞水流光明，及諸寶樹，鳧雁
鴛鴦，皆說妙法。出定入定，恆聞妙法。行者
所聞，出定之時，憶持不舍，令與修多羅合。
若不合者，名為妄想。若與合者，名為粗想見
極樂世界。是為像想，名第八觀。作是觀者，
除無量億劫生死之罪，於現身中，得念佛三昧。



像想觀
又名佛身想像想觀，或佛菩薩像觀。觀真身之前，當先觀像。即觀一閻浮檀金色佛像坐彼華上，觀想阿彌陀

佛的莊嚴身相，如身金色、身高、身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等，光照十方。觀音、勢至二菩薩像隨侍左右，

各放金光。《觀無量壽佛經》：觀無量壽佛者，從一相好入，但觀眉間白毫，極令明了。見眉間白毫相者，

八萬四千相好，自然當現。眉間白毫，右旋宛轉。《觀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是「像想」的核心要

旨。在內心構畫一尊佛像，由輪廓到五官等部位都能觀想成功後，就能明悟佛相是從自心的創造力所呈現出

來，此即「是心作佛」，便能體悟自心與佛心平等的佛性，亦即是「是心是佛」。莊嚴美好的相來自眾生本

具的清淨佛性。



像想觀

• 法身遍入一切眾生心想中：是觀「諸佛如來是法界身」，意思與《法華經》中稱述阿彌陀佛的

「法界藏身阿彌陀佛」相同，而「法界藏身」即一切如來以十法界為身的意思。《觀無量壽經》

鼓勵大眾：「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觀

佛功德時，我們一定是觀「空」，空是實相，實相是無相，如果是這樣觀，就是佛性，就

是佛的相，佛的根本相。此時你「閉目開目，見一寶像如閻浮檀金色坐彼花上」，無論睜眼、

閉眼，心中所見的所有眾生都具備一切眾生本地風光，都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這時還有

眾生嗎？沒有一個眾生，因為眾生都是佛，而你自己也是佛。

• 現生即得念佛三昧而除無量億劫生死之罪：如果能修成《觀無量壽經》的第八觀，即如經上所

說：「作是觀者，除無量億劫生死之罪，於現身中，得念佛三昧。」也就是說，得念佛三昧就

已經出生死了，不一定要到極樂世界後，才慢慢地修行出生死。



（9）真身觀
【經文】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此想成已，次當更觀無

量壽佛身相光明。阿難當知，無量壽佛，身如

百千萬億夜摩天閻浮檀金色。佛身高六十萬億

那由他恆河沙由旬。眉間白毫，右旋宛轉，如

五須彌山。佛眼如四大海水，青白分明。身諸

毛孔，演出光明，如須彌山。彼佛圓光，如百

億三千大千世界。於圓光中，有百萬億那由他

恆河沙化佛。一一化佛，亦有眾多無數化菩薩，

以為侍者。



無量壽佛，有八萬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
萬四千隨形好。一一好中，復有八萬四千光明。
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舍。
其光相好，及與化佛，不可具說。但當憶想，
令心眼見。見此事者，即見十方一切諸佛。以
見諸佛故，名念佛三昧。作是觀者，名觀一切
佛身。以觀佛身故，亦見佛心。佛心者，大慈
悲是。以無緣慈，攝諸眾生。

作此觀者，舍身他世，生諸佛前，得無生忍。
是故智者，應當繫心，諦觀無量壽佛。觀無量
壽佛者，從一相好入。但觀眉間白毫，極令明
瞭。見眉間白毫相者，八萬四千相好，自然當
現。見無量壽佛者，即見十方無量諸佛。得見
無量諸佛故，諸佛現前授記。是為遍觀一切色
身相，名第九觀。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
觀者，名為邪觀。



真身觀

又名佛身觀或佛觀，觀無量壽佛的真

身。即觀無量壽佛身呈閻浮檀金色，

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諸毛

孔所放光明，猶如須彌山，圓光中有

眾多化佛化菩薩，皆具足八萬四千相

好光明，一一光明照十方，攝取念佛

眾生而不暫捨。



觀佛現身在行者面前，成就般舟三昧亦成就「遍觀一切色身想」 。



（10）觀音觀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見無量壽佛了了分明已，次亦應觀觀世音菩薩。此菩薩身長八十萬億那由他由
旬，身紫金色。頂有肉髻，項有圓光，面各百千由旬。其圓光中，有五百化佛，如釋迦牟尼。一一化
佛，有五百化菩薩，無量諸天，以為侍者。舉身光中，五道眾生，一切色相，皆於中現。頂上毗楞伽
摩尼寶以為天冠。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高二十五由旬。

觀世音菩薩，面如閻浮檀金色。眉間毫相，備七寶色，流出八萬四千種光明。一一光明，有無量無數
百千化佛。一一化佛，無數化菩薩以為侍者，變現自在，滿十方世界。臂如紅蓮華色，有八十億微妙
光明，以為瓔珞。其瓔珞中，普現一切諸莊嚴事。手掌作五百億雜蓮華色。手十指端一一指端，有八
萬四千畫，猶如印文。一一畫，有八萬四千色。一一色，有八萬四千光，其光柔軟，普照一切。以此
寶手，接引眾生。

舉足時，足下有千輻輪相，自然化成五百億光明台。下足時，有金剛摩尼華，布散一切，莫不彌滿。
其餘身相，眾好具足，如佛無異。唯頂上肉髻，及無見頂相，不及世尊。是為觀觀世音菩薩真實色身
相，名第十觀。

佛告阿難，若欲觀觀世音菩薩者，當作是觀。作是觀者，不遇諸禍，淨除業障，除無數劫生死之罪。
如此菩薩，但聞其名，獲無量福，何況諦觀。若有欲觀觀世音菩薩者，先觀頂上肉髻，次觀天冠。其
餘眾相，亦次第觀之。悉令明瞭，如觀掌中。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觀音觀
觀觀世音菩薩身呈紫金色，高八十萬億那由他由旬，頂有肉髻，項有圓光，天冠中有一立佛。眉

間毫相流出八萬四千種光明，恆以寶手接引眾生。「第十觀」提及觀世音菩薩舉足挪步時，腳底

有千輻輪相，自然地變化成五百億座光明臺；腳下地時，立即有金剛摩尼花從地湧出，布滿地面，

如鋪上柔軟舒適的地毯。

觀世音菩薩（頂有阿彌陀佛）



（11）勢至觀
次觀大勢至菩薩。此菩薩身量大小，亦如觀世音。圓光面
各百二十五由旬，照二百五十由旬。舉身光明，照十方國，
作紫金色。有緣眾生，皆悉得見。但見此菩薩一毛孔光，
即見十方無量諸佛淨妙光明。是故號此菩薩名無邊光。以
智慧光，普照一切，令離三途，得無上力。是故號此菩薩
名大勢至。

此菩薩天冠，有五百寶華。一一寶華，有五百寶台。一一
台中，十方諸佛淨妙國土廣長之相，皆於中現。頂上肉髻，
如缽頭摩華。於肉髻上，有一寶瓶，盛諸光明，普現佛事。
餘諸身相，如觀世音，等無有異。此菩薩行時，十方世界，
一切震動。當地動處，有五百億寶華。一一寶華，莊嚴高
顯，如極樂世界。

此菩薩坐時，七寶國土，一時動搖。從下方金光佛剎，乃
至上方光明王佛剎，於其中間，無量塵數分身無量壽佛，
分身觀世音，大勢至，皆悉雲集極樂國土。畟塞空中，坐
蓮華座，演說妙法，度苦眾生。作此觀者，名為觀見大勢
至菩薩。是為觀大勢至色身相。觀此菩薩者，名第十一觀。
除無數劫阿僧祇生死之罪。作是觀者，不處胞胎，常游諸
佛淨妙國土。此觀成已，名為具足觀觀世音大勢至。



勢至觀
觀大勢至菩薩身量大小等同觀世音，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離三塗，且天冠中現十方佛國之相，

肉髻上有寶瓶，盛諸光明，普現佛事。舉足步行時，十方世界的一切大地都會感到震動，在每一

受到震動的地方，不但不會釀成自然災禍，反會湧出五百億朵寶花；這都是諸佛菩薩的神變威力

所現的祥瑞。

頂有寶瓶



（12）普觀
見此事時，當起自心，生於西方極樂世界，於

蓮華中，結跏趺坐。作蓮華合想，作蓮華開想。

蓮華開時，有五百色光，來照身想。眼目開想，

見佛菩薩滿虛空中。

水鳥樹林，及與諸佛，所出音聲，皆演妙法，

與十二部經合。若出定之時，憶持不失。見此

事已，名見無量壽佛極樂世界。是為普觀想，

名第十二觀。無量壽佛，化身無數，與觀世音，

及大勢至，常來至此行人之所。



（13）雜想觀
觀丈六佛像在池水上，或現大身滿虛空。

【經文】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若欲至心生西方者，先當

觀於一丈六像，在池水上。如先所說無量壽佛，

身量無邊，非是凡夫心力所及。然彼如來宿願

力故，有憶想者，必得成就。但想佛像，得無

量福，況復觀佛具足身相。

阿彌陀佛，神通如意，於十方國，變現自在。

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現小身，丈六八尺。

所現之形，皆真金色。圓光化佛，及寶蓮華，

如上所說。觀世音菩薩，及大勢至，於一切處

身同。眾生但觀首相，知是觀世音，知是大勢

至。此二菩薩，助阿彌陀佛普化一切。是為雜

想觀，名第十三觀。



（14）上輩觀

又名上品生觀，觀往生極樂的上輩徒眾﹙分上中下三品﹚。即觀修上輩之行，發

三心，慈悲不殺，臨終蒙聖眾迎接，往生後得種種勝益。



上品上生觀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上品上生者。若有眾生。願生彼國者。發

三種心。即便往生。何等為三。 一者至誠心。二者深心。三者

迴向發願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國。 復有三種眾生。當得往生。

何等為三。 一者慈心不殺。具諸戒行。二者讀誦大乘方等經典。

三者修行六念。迴向發願。願生彼國。具此功德者。一日乃至

七日。即得往生。 生彼國時。此人精進勇猛故。阿彌陀如來與

觀世音。大勢至。無數化佛。百千比丘聲聞大眾。無量諸天七

寶宮殿。觀世音菩薩執金剛台。與大勢至菩薩。至行者前。阿

彌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與諸菩薩。授手迎接。觀世音。

大勢至。與無數菩薩。讚歎行者。勸進其心。行者見已。歡喜

踴躍。自見其身。乘金剛台。隨從佛後。如彈指頃。往生彼國。

生彼國已。見佛色身。眾相聚具足。見諸菩薩。色相具足。光

明寶林。演說妙法。聞已即無生法忍。經須臾間。歷事諸佛。

偏十方界。於諸佛前。次第受記。還至本國。得無量百千陀羅

尼門。是名上品上生者。



上品中生觀
上品中生者。不必受持讀誦方等經典。善解義趣。

於第一義。心不驚動。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以此

功德。迴向願求生極樂國。行此行者。命欲終時。

阿彌陀佛與觀世音。大勢至。無量大眾眷屬圍繞。

持紫金台。至行者前。讚言。法子汝行大乘。解第

一義。是故我今來迎接汝。與千化佛。一時授手。

行者自見坐紫金台。合掌叉手。讚歎諸佛。如一念

頃。即生彼國七寶池中。此紫金台。如大寶華。經

宿則開。行者作紫磨金色。足下亦有七寶蓮華。佛

及菩薩。俱時放光。照行者身。目即開明。因前宿

習。普聞眾聲。純說甚深第一義諦。即下金台。禮

佛合掌。讚歎世尊。經於七日。應時即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應時即能飛行偏至十方。

歷事諸佛。於諸佛所。修諸三昧。經一小劫。得無

生忍。現前授記。是名上品中生者。



上品下生觀
上品下生者。亦信因果。不謗大乘。但發無上
道心。以此功德。迴向願求生極樂國。行者命
欲終時。阿彌陀佛。及觀世音。大勢至與諸菩
薩。持金蓮華。化作五百佛。來迎此人。五百
化佛一時授手。讚言法子。汝今清淨。發無上
道心。我來迎汝。見此事時。即見自身坐金蓮
華。坐已華合。隨世尊後。即得往生七寶池中。
一日一夜。蓮華乃開。七日之中。乃得見佛。
雖見佛身。於眾相好。心不明瞭。於三七日後。
乃了了見。聞眾音聲。皆演妙法。遊歷十方。
供養諸佛。於諸佛前。聞甚深法。經三小劫。
得百法明門。住歡喜地。是名上品下生者。是
名上輩生想。名第十四觀。



（15）中輩觀

又名中品生觀。觀修孝養父母等中輩之行，感聖眾迎接往生等相。



中品上生觀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中品上生者。若有眾生。

受持五戒。持八戒齋。修行諸戒。不造五逆。

無眾過患。以此善根。迴向願求生於西方極樂

世界。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比丘。眷屬

圍繞。放金色光。至其人所。演說苦空無常無

我。讚歎出家得離眾苦。行者見已。心大歡喜。

自見己身坐蓮華台。長跪合掌。為佛作禮。未

舉頭頃。即得往生極樂世界。蓮華尋開。當華

敷時。聞眾音聲。讚歎四諦。應時即得阿羅漢

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脫。是名中品上生者。



中品中生觀
中品中生者。若有眾生。若一日一夜。受持八

戒齋。若一日一夜。持沙彌戒。若一日一夜。

持具足戒。威儀無缺。以此功德。迴向發願求

生極樂國。戒香熏修，。如此行者。命欲終時。

見阿彌陀佛與諸眷屬。放金色光。持七寶蓮華。

至行者前。行者自聞空中有聲。讚言。善男子。

如汝善人。隨順三世諸佛教故。我來迎汝。行

者自見坐蓮華上。蓮華即合。生於西方極樂世

界。在寶池中。經於七日。蓮華乃敷。華既敷

已。開目合掌。讚歎世尊。聞法歡喜。得須陀

洹。經半劫已。成阿羅漢。是名中品中生者。



中品下生觀
中品下生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孝養父母。

行世仁慈。此人命欲終時。遇善知識。為其廣

說阿彌陀佛國土樂事。亦說法藏比丘四十八願。

聞此事已。尋即命終。譬如壯士。曲伸臂頃。

即生西方極樂世界。經七日已。遇觀世音及大

勢至。聞法歡喜。得須陀洹。過一小劫。成阿

羅漢，是名中品下生者。是名中輩生想。名第

十五觀。



（16）下輩觀

又名下品生觀。觀雖作諸惡，臨終之時，遇善知識，稱念名號，往生淨土，蒙種

種勝益。



下品上生觀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下品上生者。或有眾生。

作眾惡業。雖不誹謗方等經典。如此愚人。多

造惡法。無有慚愧。命欲終時。遇善知識。為

說大乘十二部經首題名字。以聞如是諸經名故。

除卻千劫極重惡業。智者復教合掌叉手。稱南

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除五十億劫生死之罪。

爾時彼佛即遣化佛。化觀世音。化大勢至。至

行者前。讚言善男子。以汝稱佛名故。諸罪消

滅。我來迎汝。作是語已。行者即見化佛光明。

偏滿其室。見已歡喜。即便命終。乘寶蓮華。

隨化佛後。生寶池中。經七七日。蓮華乃敷。

當華敷時。大悲觀世音菩薩及大勢至菩薩。放

大光明。住其人前。為說甚深十二部經。聞已

信解。發無上道心。經十小劫。具百法明門。

得入初地。是名下品上生者。



下品中生觀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下品中生者。或有眾生。
毀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如此愚人。偷僧祇物，
盜現前僧物。不淨說法。無有慚愧，以諸惡業

而自莊嚴。如此罪人。以惡業故。應墮地獄。
命欲終時。地獄眾火。一時俱至。遇善知識。
以大慈悲。即為讚說阿彌陀佛十力威德。廣讚
彼佛光明神力。亦讚戒定慧解脫知見。此人聞

已。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地獄猛火。化為清
涼風。吹諸天華。華上皆有化佛菩薩。迎接此
人。如一念頃。即得往生七寶池中蓮華之內。

經於六劫。蓮華乃敷。觀世音大勢至。以梵音
聲安慰彼人。為說大乘甚深經典。聞此法已。
應時即發無上道心。是名下品中生者。



下品下生觀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下品下生者。或有眾生。作
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如此愚人。以惡
業故。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如此愚人。
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
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
不能念彼佛者。應稱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聲
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
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時。見金
蓮華。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即得往
生極樂世界。於蓮華中。滿十二大劫。蓮華方開。
觀世音。大勢至。以大悲音聲。為其廣說諸法實
相。除滅罪法。聞已歡喜。應時即發菩提之心。
是名下品下生者。是名下生輩想。名第十六觀。



流通分
說是語時。韋提希與五百侍女。聞佛所說。應時得見極樂世界廣長之相。得見佛身及二菩薩。心

生歡喜。嘆未曾有。豁然大悟。得無生忍。五百侍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生彼國。世

尊悉記。皆當往生。生彼國已。獲得諸佛現前三昧。無量諸天。發無上道心。爾時阿難。即從座

起。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此法之要。當云何受持。 佛告阿難。此名觀極樂國土無量壽佛。

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亦名淨除業障。生諸佛前。汝當受持。毋令忘失。行此三昧者。現身

得見無量壽佛。及二大士。若善男子及善女人。但聞佛名二菩薩名。除無量劫生死之罪。何況憶

念。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當坐道場。

生諸佛家。 佛告阿難。汝好持是語。持是語者。即是無量佛壽名。 佛說是語時。尊者目犍連。

尊者阿難。及韋提希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爾時世尊。足步虛空。還耆闐崛山。爾時阿難。

廣為大眾。說如上事。無量諸天龍夜叉聞佛所言。皆大歡喜，禮佛而退。



念佛偏滿
轉劫濁為清淨會海

轉見濁為無量光

轉煩惱濁為常寂光

轉眾生濁為蓮花化生

轉命濁為無量壽



回向偈

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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