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淨土行者
十方刹土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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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x )



念佛遍滿
十方刹土度眾生
念誦「南無阿彌陀佛」的意義

往生西方的條件：「淨土經論」的融攝

念佛法門三資糧：信、願、行

念佛法門

九品往生

普賢菩薩

念誦「南無阿彌陀佛」的功德

念佛遍滿 十方刹土度眾生



念誦「南無阿彌陀佛」
的意義

佛教中，淨土法門，最爲殊勝，普被三根，只要念誦
「南無阿彌陀佛」，臨命終時就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成就佛國淨土。

我們常念的阿彌陀佛聖號，其實也是個佛咒，阿彌陀佛
的「阿」字，就是毗盧遮那佛的梵文種子字，代表著大
日如來清淨法身的光明性體，阿彌陀佛本身也是代表無
量清淨光明，所以密宗祖師說，毗盧遮那佛與阿彌陀佛
是「同體異名」，當我們念阿彌陀佛的佛號，就是同時
在念毗盧遮那佛清淨體性的光明佛咒，因此當我們念佛。
就是在念我們本體的清淨光明自性。



念誦「南無阿彌陀佛」的意義

 《無量壽經》說：「是故無量壽佛，號無量光佛、無邊光佛、
無礙光佛、無對光佛、炎王光佛、清淨光佛、歡喜光佛、智
慧光佛、不斷光佛、難思光佛、無稱光佛、超日月光佛。 」，
「無量光」橫遍十方，代表了超越空間的限制，智慧光明無
量。

 《無量壽經》說：「無量壽佛壽命長久不可稱計。 」 ，代表
了突破時間 的障礙。

 念誦「南無阿彌陀佛」的意義就是幫助大家放下對時間空間
觀念的執著，打破時空，往生淨土。



往生西方的條件：「淨土經論」
的融攝

 觀無量壽經曰：「若念佛者，當知此人是人中分陀利華。觀
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為其勝友，當坐道場，生諸佛家。」
（大正12‧346a）︰「佛告阿難及韋提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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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之時見金蓮花猶如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即得往生極
樂世界。」

 無量壽經卷上（大一二‧二六八上）：「設我得佛，十方眾生，
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
除五逆誹謗正法。」（第十八願）

 佛說阿彌陀經 （ 大正 0347b09 ）: 「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
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
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
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
陀佛極樂國土。 」



往生西方的條件

 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
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 」

 般舟三昧經：「持何法，得生此國？阿彌陀佛報言：欲來生
者，當念我名，莫有休息，則得來生。 」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下云（大正
8‧731a）︰「有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是三昧者，
亦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
一行三昧，應處空閑，捨諸亂意，不取相貌，繫心一佛專稱
名字，隨佛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是念中能
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何以故﹖念一佛功德無量無邊，亦與
無量諸佛功德無二不思議。」



往生西方的條件

 大乘起信論曰：「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
根回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

 《往生論》云：「愛樂佛法味，禪三昧爲食。永離身心惱，
受樂常無間。」

 往生要集中本曰：「往生之業，念佛為本。」



念佛法門「三資糧」

第一是信心，

第二是願心，

第三則是精進念佛行。



信心
至心信樂

信賅果海，果彻信源

印光大師說：「念佛一法，重在信願，信願真切，雖未能心中清淨，亦得
往生。」



淨宗六信
 信自：淨宗「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基點，即是信自。能念的

心是佛，所念的名號或所觀想的淨境也是佛，念佛即是佛念，深
信是心是佛，方能勇猛精進地作佛。

 信他：蕅益大師說：「信他者，信釋迦如來，決無誑語，彌陀世
尊，決無虛願，六方諸佛廣長舌，決無二言。」

 信因：蕅益大師說：「信因者，深信散亂稱名，猶為成佛種子，
何況一心不亂，安得不生淨土，是名信因。」

 信果：蕅益大師說：「信果者，深信淨土諸善聚會，皆從念佛三
味得生，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亦如影必隨形響應認聲，決無
虛棄，是名信果。」

 信事：蕅益大師說：「信事者，深信只今现前一念不可盡故，依
心所现十方世界，亦不可盡。實有極樂國，在十萬億土外，最極
清淨莊嚴，不同莊生寓言，是名信事。」

 信理：蕅益大師說：「信理者，深信十萬億土，實不出我現前一
念之外，以吾現前一念心性，實無礙故。又深信西方依正主伴，
皆吾现前一念所現影。全事即理，全妄即真，全修即性，全他即
自。我心遍故，佛心亦遍，一切眾生心性亦遍。譬如一室千燈，
光光互遍，重重交攝，不相妨礙，是名信哩。



願心
願立則淨業可成：西方極樂世界乃阿彌陀佛願力所成，淨
土法門是阿彌陀佛願力所啟，淨業行人欲生彼土，應發願
求生求生。以求生彼土的願力，感阿彌陀佛願力接引，帶
業往生，橫超生死。

厭離行

欣慕行



信願與菩提心
淨宗行者應要發菩提心

第十九願說：「設我得佛，十方眾生，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至心發
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眾圍遶現其人前者，不取正
覺。」

《觀無量壽經》所說的三心：至誠心、深心和迴向發願心，就是菩提
心。



行門
修行淨土法門的正確心態
禪淨雙修：正行助行兩種往生資糧皆要修

把握人間修行機會



淨業助行
淨業三福

釋尊應韋提希夫人之請所作的開示：欲生彼國者，應修三福。一孝效
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皈，具足眾戒，
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成，勸進行者。



念佛的基本原則

繫念一心

念佛的念是念頭的念，是正念。正念是不與貪、
瞋、癡、慢、疑等煩惱心相應的念頭，是清淨
的，所以又叫作淨念。



念佛原理
名具萬德，名召萬德

心作心是，繫念佛界

以勢至都攝六根之方法，修觀音反聞自性之功夫

自念自聽的反饋機制



念佛的功能
念佛完成三種淨土：佛國、自心、人間淨土

三種淨土的關係是一貫的

修行從自心淨土開始



念佛法門

稱名念佛

觀像念佛

觀想念佛

實相念佛



稱名念佛

謂一心稱念佛之名號。如《文殊師利所說摩
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下云（大正
8‧731a）︰

「有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修是三昧
者，亦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略）
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應處空閑，
捨諸亂意，不取相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
隨佛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
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何以故﹖念
一佛功德無量無邊，亦與無量諸佛功德無二
不思議。」



念佛方法

十念法

十念記數法

追頂念

高聲念

金剛念

随息念佛

系緣念

觀字念

持名與觀想合修

導引念佛

臨睡觀念法



觀像念佛

謂觀如來等像。如《大寶積經》卷八十九所載，大
精進菩薩見比丘所繪的佛像，乃發心出家，持畫疊
像入於深山觀察，觀此畫像不異如來，遂悟得諸理，
成就五道，獲普光三昧，見十方佛等。



觀想念佛
謂觀想佛之相好。可分為二類，一者明一相，即
隨三十二相中，若觀一相，則重罪皆滅。如《觀
佛三昧海經》所述，佛為父王說白毫觀，但觀眉
間的白毫相，婉轉右旋猶如秋月，十稜成就，內
外通明如白琉璃筒，亦如暗夜中的明星，不論觀
成或觀不成，皆滅九十億那由佗恆河沙微塵數劫
生死重罪，常蒙攝受。二者明全身，如《坐禪三
昧經》所言，若行者求佛道，入禪先當繫心念佛
生身，莫念地水火風、山樹草木、天地萬類及諸
餘法，但念佛身處在虛空，如大海清時，有金山
王相好圓滿，出無量清淨光明於虛空相青色中。
常念佛身便得十方三世諸佛悉在目前，若心餘處
緣還攝令住，則可除無量劫罪。



實相念佛
亦名法身念佛。謂觀自身及一切法的真實自性。《文殊般若經》
說，不生不滅、不來不去、非名非相是名為佛，如自觀身實相，
觀佛亦然等。又說繫緣法界一相是名一行三昧。《大智度論》云，
以不念色身及相好，以佛身自無所有故，以無憶故是為念佛。
《占察經》說，思惟諸法平等法身在一切善根中，其業最勝。



般舟三昧
般舟三昧的修行方法出自《般舟三昧經》，後漢月支三藏支婁迦
讖漢譯，是最早翻譯到中國的淨土經典。 「般舟」是梵文
Pratyutpanna 的近似音譯，梵文經題的意義為「一名十方現在
佛悉在前立定經」。龍樹在《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中
曾經引用許多此經的內容。



 《般舟三昧經》 ：“自念佛無所從來。我亦無所至。自念
三處，欲處、色處、無想處，是三處意所為耳。我所念即見。
心作佛。心自見。心是佛。心是怛薩阿竭（如來）。心是我
身。心見佛。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見心。心有想為癡。心無
想是泥洹。是法無可樂者。皆念所為。設使念為空耳。設有
念者亦了無所有。如是𩙥陀和菩薩。在三昧中立者，所見如
是。”

 《般舟三昧經》介紹了從觀想念佛或持名念佛上升到實相念
佛的一種特別的修習方式——般舟三昧，又譯為“佛立三
昧”。它把大乘般若思想和禪觀之術結合在一起。其修法以
七日或九日為一期，日夜經行，不可坐臥，專念[5]諸佛，
能於空中感十方諸佛，特別是無量壽佛在三昧中立於眼前。
當修行者到達此一境界時，經由觀察自心作用，瞭解諸佛現
前皆是自心作用幻化，實則本性空寂，就能進入般若智慧的
空性見之中。

 唐代道綽法師也修習七天七夜專念阿彌陀佛的“般舟三昧”；
善導著有《般舟贊》一卷傳世。



念佛三昧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

 大勢至菩薩是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兩大脅侍菩薩之一

 〈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是《楞嚴經》二十五圓通法門之
一

 大勢至菩薩修學念佛三昧的因緣：大勢至法王子，與其同倫
五十二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恆
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
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

 念佛如憶母：譬如有人，一專為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
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如是乃至從生
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
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
相違遠。



 念佛見佛：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
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
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

 以「都攝六根，淨念相繼」為宗旨：佛問圓通，我無選擇，
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六根是「能
念」，而佛號是「所念」；被念的是佛號，能念的我、你、
他，是用六根。口出聲念，是用舌根；耳朵聽自己在念，是
用耳根；眼前所見的，都是佛國淨土的依正莊嚴，是用眼根；
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在念佛，全身融入佛號中，是用身根；
鼻子聞到的任何味道，都是佛的法身香，則是用鼻根。



九品往生
九品往生出處

十六妙觀

九品往生淨土的啟示



九品往生出處
敦煌莫高窟內172窟〈觀無量壽佛淨土變〉

出自《觀無量壽佛經》，佛在經中開示十六種觀法，
教行人觀想西方極樂世界的依正莊嚴。念佛行者由
憶念彌陀之身與淨土，得以往生西方。



十六妙觀

 (一)日想觀，又作日觀、日想。正坐西向，諦觀於日，令心
堅住，專想不移。見日欲沒，狀如懸鼓，既見日已，開目閉
目皆令明了。

 (二)水想觀，又作水觀、水想。初見西方一切皆是大水，再
起冰想，見冰映徹，作琉璃想。

 (三)地想觀，又作地觀、琉璃地觀、地想。觀想下有金剛七
寶金幢擎琉璃地，地上以黃金繩雜廁間錯，一一寶各有五百
色光等。

 (四)寶樹觀，又作樹觀、樹想。觀極樂國土有七重行樹，七
寶花葉無不具足，一一花葉作異寶色，又一一樹上有七重網。

 (五)寶池觀，又作八功德水想、池觀。觀想極樂有八功德水，
一一水中有六十億七寶蓮花，摩尼水流注其間演妙法。又有
百寶色之鳥，常讚念佛、念法、念僧。



 (六)寶樓觀，作此觀想即刻成就以上五種觀法，故又作總觀。
亦作總觀想、總想觀。觀想其一一界上有五百億寶樓，其中
無量諸天作伎樂。又有樂器，懸處虛空，不鼓自鳴。

 (七)華座觀，又作華座想。觀佛及二菩薩所坐之華座。

 (八)像觀，又作像想觀、佛菩薩像觀、像想。觀想一閻浮檀金
色佛像坐彼花上，又觀音、勢至二菩薩像侍於其左右，各放
金光。

 (九)真身觀，又作佛觀、佛身觀、徧觀一切色身想。觀想無量
壽佛之真身；作此想即可見一切諸佛。

 (十)觀音觀，又作觀世音觀、觀觀世音菩薩真實色身想。觀想
彌陀脅士中之觀世音菩薩。(十一)勢至觀，又作大勢至觀、觀
大勢至色身想。觀想另一脅士大勢至菩薩。(十二)普觀，又作
自往生觀、普往生觀、普觀想。觀自生於極樂，於蓮花中結
跏趺坐。蓮花開時，有五百色光來照身，乃至佛菩薩滿虛空。

 (十一)勢至觀，又作大勢至觀、觀大勢至色身想。觀想另一脅
士大勢至菩薩。



 (十二)普觀，又作自往生觀、普往生觀、普觀想。觀自生於極樂，
於蓮花中結跏趺坐。蓮花開時，有五百色光來照身，乃至佛菩薩
滿虛空。

 (十三)雜想觀，又作雜觀、雜明佛菩薩觀、雜觀想。觀丈六佛像
在池水上，或現大身滿虛空。即雜觀真佛、化佛、大身、小身等。

 (十四)上輩觀，又作上品生觀、上輩生想。往生淨土者依其因，
而有上、中、下三輩，三輩復分上、中、下三品，總為九品。上
輩觀即觀上輩徒眾自發三心、修慈心不殺行等、臨終蒙聖眾迎接，
及往生後得種種勝益之相。

 (十五)中輩觀，又作中品生觀、中輩生想。即觀中輩徒眾受持五
戒八戒、修孝養父母之行等，及感得聖眾迎接而往生等相。

 (十六)下輩觀，又作下品生觀、下輩生想。即觀下輩徒眾雖造作
惡業，然臨終遇善知識，而知稱念彌陀名號，因之得以往生，及
蒙種種勝益之相。

 慧遠之觀無量壽經義疏卷本將此十六觀大別為二類，初之七門為
觀依報，後九門觀彼之正報。

 善導則稱唯初十三觀為定善，後九品為散善；又定善之中，初七
觀為依報觀，次六觀為正報觀。



九品往生淨土的啟示

 修習淨土法門，上、中、下三根皆得往生

 (一)上品上生，先發三心，即「至誠心」、「深心」、「迴向
發願心」，次修三業，即「慈心不殺，具諸戒律」、「讀誦
大乘經典」、「修行六念」。此人精進勇猛，臨命終時，觀
世音菩薩執金剛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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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品中生，亦發三心，然於大乘法不能受持讀誦修行，唯
能解了第一義諦，深信因果。此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觀
世音、大勢至等無量大眾，持紫金臺，授手迎接。

 (三)上品下生，亦發三心，然於大乘法不能受持讀誦解義，唯
信因果。此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觀世音、大勢至及諸眷
屬持金蓮華，化作五百化佛授手來迎。

 (四)中品上生，受持五戒，持八戒齋，修行諸戒，不造五逆，
無眾過惡。此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比丘眷屬圍繞，放
金色光，至其人所；其人見已，心大歡喜，見己身坐蓮花臺。



 (五)中品中生，一日一夜持八戒齋，或一日一夜持沙彌戒，或一
日一夜持具足戒，威儀無缺。此人臨命終時，見阿彌陀佛與諸眷
屬放金色光，持七寶蓮華至行者前。

 (六)中品下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孝養父母，行世仁義。此人
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為說阿彌陀佛國土樂事及法藏比丘四十八願，
至心信樂即得往生。

 (七)下品上生，或有眾生作眾惡業，雖誹謗方等經典，多造惡法，
無有慚愧。此人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為讚大乘十二部經題，除卻
千劫極重惡業，復教令合掌叉手，稱「南無阿彌陀佛」名號，除
卻五十億劫生死重罪。爾時彼佛即遣化佛、化觀世音、大勢至菩
薩來迎。

 (八)下品中生，或有眾生毀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偷僧祇物，
盜現前僧物，不淨說法，無有慚愧，以諸惡法而自莊嚴，如此罪
人，臨命終時，地獄眾火一時俱至。遇善知識為讚阿彌陀佛十力
威德，除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地獄猛火化為涼風，吹諸天華，華
上皆有化佛菩薩迎接此人。

 (九)下品下生，或有眾生作五逆十惡，具諸不善。此人臨命終時，
遇善知識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
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即
見金蓮花猶如日輪，住其人前。



普賢菩薩
梵音名號Samantabhadra ，或 Vishvabhadra。

音譯三曼多跋陀羅菩薩、三曼陀菩薩。又作遍吉菩薩。

普賢菩薩的法像一般為戴五佛冠金色身，右手持蓮花或玉
如意，左手結施願印，半跏趺坐於六牙白象之上。



普賢菩薩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普賢菩薩行願讚》、
《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



普賢菩薩十大行願
《普賢菩薩行願品》

一者：禮敬諸佛

二者：稱讚如來

三者：廣修供養

四者：懺悔業障

五者：隨喜功德

六者：請轉法輪

七者：請佛住世

八者：常隨佛學

九者：恆順眾生

十者：普皆迴向



禮敬諸佛
普賢菩薩告善財言。善男子，言禮敬諸佛者。所有盡法界
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世尊。我以普
賢行願力故，深心信解，如對目前。悉以清淨身語意業，
常修禮敬。一一佛所，皆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身。
一一身，遍禮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佛。虛空界盡，
我禮乃盡。以虛空界不可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如是
乃至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禮乃盡。而眾
生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禮敬無有窮盡。念念相續，
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稱讚如來
復次善男子，言稱讚如來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
世一切剎土，所有極微一一塵中，皆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
佛。一一佛所，皆有菩薩海會圍繞。我當悉以甚深勝解現
前知見，各以出過辯才天女微妙舌根。一一舌根，出無盡
音聲海。一一音聲，出一切言辭海。稱揚讚歎一切如來諸
功德海，窮未來際，相續不斷。盡於法界，無不週徧。如
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讚乃
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無有盡故，我此讚歎無有窮盡。
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廣修供養

復次善男子，言廣修供養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剎
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一切世界極微塵數佛。一一佛所，種種菩薩海會
圍繞。我以普賢行願力故，起深信解現前知見，悉以上妙諸供養具，
而為供養。所謂華雲鬘雲，天音樂雲，天傘蓋雲，天衣服雲。天種種
香，塗香燒香末香，如是等雲，一一量如須彌山王，然種種燈，酥燈
油燈，諸香油燈，一一燈柱如須彌山。一一燈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
諸供養具，常為供養。善男子，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所謂如說修行
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攝受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
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善男子，如前供養無量功德，比
法供養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那由他分，迦
羅分，算分，數分，喻分，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諸
如來尊重法故。以如說行，出生諸佛故。若諸菩薩行法供養，則得成
就供養如來。如是修行，是真供養故。此廣大最勝供養，虛空界盡，
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供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煩惱
不可盡故，我此供養亦無有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
有疲厭。



懺悔業障
復次善男子，言懺悔業障者。菩薩自念我於過去無始劫中，
由貪嗔癡，發身口意，作諸惡業，無量無邊。若此惡業有
體相者，盡虛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淨三業，遍於法
界極微塵剎，一切諸佛菩薩眾前，誠心懺悔，後不復造。
恆住淨戒一切功德。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
眾生煩惱盡，我懺乃盡。而虛空界，乃至眾生煩惱不可盡
故，我此懺悔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
無有疲厭。



隨喜功德
復次善男子，言隨喜功德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
世一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如來。從初發心，為一切智，
勤修福聚，不惜身命，經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劫。
一一劫中，捨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頭目手足。如是
一切難行苦行，圓滿種種波羅蜜門。證入種種菩薩智地。
成就諸佛無上菩提。及般涅槃分佈舍利。所有善根，我皆
隨喜。及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種類，所有功德，
乃至一塵，我皆隨喜。十方三世一切聲聞，及辟支佛，有
學無學，所有功德，我皆隨喜。一切菩薩所修無量難行苦
行，志求無上正等菩提，廣大功德，我皆隨喜。如是虛空
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隨喜無有
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請轉法輪
復次善男子，言請轉法輪者。 所有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
世一切佛剎極微塵中，一一各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
數廣大佛剎。一一剎中，念念有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
數一切諸佛成等正覺，一切菩薩海會圍繞。而我悉以身口
意業，種種方便，殷勤勸請，轉妙法輪。如是虛空界盡，
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常勸請一切諸佛轉
正法輪，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
有疲厭。



請佛住世
復次善男子，言請佛住世者。所有盡法界虛空界，
十方三世一切佛剎極微塵數諸佛如來，將欲示現般
涅槃者。及諸菩薩聲聞緣覺，有學無學，乃至一切
諸善知識，我悉勸請莫入涅槃。經於一切佛剎極微
塵數劫，為欲利樂一切眾生。如是虛空界盡，眾生
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勸請無有窮盡。
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常隨佛學

復次善男子，言常隨佛學者。如此娑婆世界，毗盧遮那如
來。從初發心，精進不退，以不可說不可說身命而為佈施。
剝皮為紙，析骨為筆，刺血為墨，書寫經典，積如須彌。
為重法故，不惜身命。何況王位，城邑聚落，宮殿園林，
一切所有。及餘種種難行苦行，乃至樹下成大菩提，示種
種神通，起種種變化，現種種佛身，處種種眾會。或處一
切諸大菩薩，眾會道場。或處聲聞，及辟支佛，眾會道場。
或處轉輪聖王，小王眷屬，眾會道場。或處剎利，及婆羅
門，長者居士，眾會道場。 乃至或處天龍八部，人非人等，
眾會道場。處於如是種種眾會。以圓滿音，如大雷震。隨
其樂欲，成熟眾生。乃至示現入於涅槃。如是一切，我皆
隨學。如今世尊毗盧遮那。如是盡法界虛空界，十方三世
一切佛剎，所有塵中一切如來，亦皆如是，於念念中，我
皆隨學。如是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
盡，我此隨學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
無有疲厭。



恆順眾生
復次善男子，言恆順眾生者。謂盡法界虛空界，十方剎海，所有眾生，
種種差別。所謂卵生，胎生，濕生，化生。或有依於地水火風而生住
者。或有依空，及諸卉木，而生住者。種種生類。種種色身。種種形
狀。種種相貌。種種壽量。種種族類。種種名號。種種心性。種種知
見。種種欲樂。種種意行。種種威儀。種種衣服。種種飲食。處於種
種村營聚落，城邑宮殿。乃至一切天龍八部，人非人等。無足二足，
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如是等類，我皆於
彼隨順而轉。種種承事，種種供養。如敬父母，如奉師長，及阿羅漢，
乃至如來，等無有異。於諸病苦，為作良醫。於失道者，示其正路。
於闇夜中，為作光明。於貧窮者，令得伏藏。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
眾生。何以故。菩薩若能隨順眾生，則為隨順供養諸佛。若於眾生尊
重承事，則為尊重承事如來。若令眾生生歡喜者，則令一切如來歡喜。
何以故。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因於眾生而起大悲，因於大
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若
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復如是。一切
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華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
佛菩薩智慧華果。何以故。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
不能成無上正覺。善男子，汝於此義，應如是解。以於眾生心平等故，
則能成就圓滿大悲。以大悲心隨眾生故，則能成就供養如來。菩薩如
是隨順眾生，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隨
順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普皆迴向
復次善男子，言普皆迴向者，從初禮拜，乃至隨順，所有
功德，悉皆迴向盡法界虛空界，一切眾生。願令眾生常得
安樂，無諸病苦。欲行惡法，皆悉不成。所修善業，皆速
成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開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諸眾生，
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
眾生，悉得解脫，究竟成就無上菩提。菩薩如是所修迴向，
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迴向
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導歸極樂
普賢菩薩告善財言：「又復是人，臨命終時最後剎那，一
切諸根悉皆散壞，一切親屬悉皆遠離，一切威勢悉皆退失，
輔相大臣，城宮內外象馬車乘，珍寶伏藏，如是一切無復
相隨，唯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剎那中
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到已即見阿彌陀佛、文殊師利菩薩、
普賢菩薩、觀自在菩薩、彌勒菩薩等，此諸菩薩色相端嚴，
功德具足，所共圍繞，其人自見生蓮華中，蒙佛授記。」









漢佛傳西方極樂世界



藏傳西方極樂世界



念誦「南無阿彌陀佛」的十種
功德利益

 第一、晝夜常得一切諸天大力
神將，隱形守護。

 第二、常得觀世音菩薩及一切
大菩薩，隨護保祐。

 第三、常為諸佛晝夜護念，阿
彌陀佛放光攝受。

 第四、一切惡鬼皆不能害，毒
蛇毒藥，悉不能中。

 第五、水火怨賊，刀兵槍炮，
牢獄橫死，皆悉不受。



念誦「南無阿彌陀佛」的好處

 第六、先作罪業，悉皆消滅。所殺冤命，皆蒙解脫。

 第七、夜夢吉祥，或復夢見阿彌陀佛，勝妙金身。

 第八、心常歡喜，顏色光澤，氣力充盛，所作吉利。

 第九、常為一切世間人民，恭敬禮拜，猶如敬佛。

 第十、臨命終時，身無病苦，心無怖畏，正念現前。



老實念佛

念佛遍滿
十方刹土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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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