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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的理論及方法（上）    

  

  

法宣法師、各位居士，大家晚安。  

  

    今天大家有因緣聚會在淨土梵音道場，研究討論佛法的道理，是有殊勝因緣的。古人

講，「千里有緣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我們也是過去有這種因緣，所以今天才能夠

聚會在這一堂。  

    這一次聚會討論佛法的道理，是因為馬來西亞觀音古寺傳授三壇大戒，假借這個因緣，

淨土梵音的負責人劉居士夫妻到台灣同我講，要我能夠在來馬來西亞時，順便到新加坡

來，到淨土梵音講堂，同大家討論一點佛法的道理。又因為有新加坡菩提佛院授三皈五戒

菩薩戒的因緣，那邊昨天圓滿，因此我們今天就來到淨土梵音講堂。  

    我們今天討論什麼佛法的道理呢？我想，因為淨土法門以念佛為主，今天就把「念佛」

這兩個字的道理，來跟大家討論討論。就這兩個字的意思。  

    「念佛」這兩個字，是說明我們能念的心和所念的境界，合起來就是念佛。但是要解釋

它的道理，要把它分開來說明。什麼叫作「能念的心」？什麼叫作所念的境界？我們都是

運用我們這一念能念的心來念阿彌陀佛佛號的境界。不但念佛是如此，我們打任何一個妄

想、起任何一個念頭，也都是由能念的心和所念的事。這個事相也就是境界，因此運用我

們能念的心稱念阿彌陀佛所念的境界，它有甚深的道理在其中。  

    第一，先來解釋「能念的心」。在經典中，佛告訴我們，能念的心有四個名稱。在它的

名稱之下有很重要的道理，也就是它的義理。那麼第一是叫什麼心呢？是叫「肉團心」。

第二，叫「妄想心」。第三叫「集起的心」。第四叫「真實的心」。我們運用我們能念的

心，究竟用什麼心、用哪一種心，為能念的心呢？我們念佛的人，每天都用能念的心念書

念佛，如果我們自己連這個能念的心都不了解的話，怎麼念佛呢？因此我們應該了解能念

的心。  

  



肉團心  

  

    第一種，叫作肉團心。肉團心不是能念的心。怎麼說它不是能念的心呢？「肉團心」這

名稱就知道了。它是以我們這個四大假合的身體，也就是指由心肝脾肺腎五臟中的心臟。

心臟是由我們這個身體地水火風的四大組織成的，在身體之內有一個心臟，它是一個無情

之物。假設我們的心性在，它就是個有情的眾生，有感情、有知識；假設我們的心性一離

開，它是一個屍體，是個無情之物，根本沒有什麼作用，就跟桌椅、板凳、磚塊、瓦塊一

樣，是個無情之物，所以叫肉團心。那麼，肉團心在我們身體之中，像個什麼形狀呢？它

就像一朵倒掛的蓮花。好像一朵蓮花，把它倒掛起來。這個蓮花的形狀是蓮花瓣向下掛在

那裡。假使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這個蓮花瓣就合起來了；假使我們醒過來之後，它就張

開了。它有這種開合的功能。這就說明了我們的心臟之中，這個心是一個肉團的心，它不

是能念的心，因為它是個無情之物。  

  

妄想心  

  

    其次，我們再來談「妄想心」。它是我們一般人日常之中常常用的心。我們每一天都用

這個心，但是不認識它、不了解它。它是一種虛妄的、不真實的心，它是一種虛假的心。

關於這個心，我們再來解釋清楚一點，大家比較容易了解。就像我們每一個人有自己的眼

根，由眼根生起眼識。這個識是認識的識，可以認識的對相。由於眼根生起眼的認識，它

所認識的是什麼呢？就好像有青色、黃色、赤色、白色種種的顏色，它能夠認識、它能夠

分別、它能夠了知；而且它能夠分別是長的、短的、方的、圓的；它能夠了解它的形狀。

這是我們由眼根生起眼識，來分別色塵的境界。它有這個功能，這是屬於心法這方面的功

能，這是心識。假如我們沒有這個認識的功能，就不能夠了解這是青的、這是黃的、是赤

色的，還是白色的；長的、短的、方的、圓的。因為它有這功能，我們才能夠認識它。  

    那麼第二種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的耳根。我們每個人都有耳根，由耳根生起耳的認識。

它所認識的是什麼呢？就是聲音這一方面。好比有情的聲音，或者無情的聲音。我們人是

屬於有情的，動物也是屬於有情的，桌椅板凳是屬於無情的。它能夠分別有情的聲音、無

情的聲音、男人的聲音、女人的聲音，是歡喜聽的聲音，還是不歡喜聽的聲音。它都能夠

有這個認識、了知、分別，這是我們的耳根生起耳識，有這種功能的作用。  

    第三種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有鼻根，生起鼻的認識。它所認識的境界是什麼呢？是香、是

臭，或者是非香、非臭等境界。它有分別、認識、了知的功能，這是鼻根生起鼻識的功

能。  

    第四就是由我們舌根生起的舌識的功能。它能夠認識什麼呢？它能夠分別什麼呢？它能

夠分別苦辣酸甜鹹淡等滋味。它有這樣的功能，也有這樣的認識。這是屬於第四個舌根，

生起舌識，有這樣的功能。  

    第五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的身體。它屬於身根。由身根生起這個身的認識，它能夠認

識、分別什麼呢？它能夠分別我這個肚子或者是飽了？或者是飢餓了？或者是渴了？或者

是冷了？或者是熱了？或者這個東西是很油滑的，或者這個東西是很粗澀的。它有這個功



能，能夠分別出這種種的境界。這就叫做我們每天運用眼耳鼻舌身，生起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這五種功能，分別外面種種的境界。  

    第六種是什麼呢？就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這個心理，這個心理就是意根。由意根生

起意識，可以分別眼耳鼻舌身五塵的境界。它通通可以分別，它可以意念過去的「色聲香

味觸法」種種的境界，它也可以分別現在的「色聲香味觸法」種種的境界，它還可以推想

未來的「色聲香味觸法」的境界。這是意識的功能，也就是第六意識的功能。  

    第六意識的功能很寬廣，它可以意念過去的境界，可以分別現在的境界，可以推想未來

的境界，三時的境界它都可以知道，而且它包含眼識所知道的、耳識所知道的、鼻識所知

道的、舌識所知道的、身識所知道的。它通通能夠知道。昨天我吃了一點辣椒，很辣很

辣，怎麼樣的辣法，它可以意念起來；或者它可以推想我明天要是吃辣椒的時候，是怎樣

的辣法。這是我們的第六意識，叫作虛妄分別心，叫做妄想心。  

    我們眾生每一天都在運用虛妄分別心，但是我們不曉得它是虛妄的，不曉得它是假的。

那什麼理由它是假的呢？它就是無常。你看它想念過去的、分別現在的、推想未來的，都

是以念念之中生住異滅。它在時間方面是無常空的，因為今天過去了，沒有了，空了；現

在分別，它馬上又過去了；未來的境界還沒有到啊！所以叫作無常——空。這無常是什麼

境界呢？從無到了有，從有還歸於無。就好像我們現在大家在這裡講話，在沒有講話之前

根本沒有，從沒有現在有了，我們大家在這裡講話了，可是講完以後，大家散去了，又沒

有了。從無至有，從有回歸於無，這叫作無常性質的，不是常住性質的。這無常的東西，

它是虛假的。假設它是有這個性質的話，它不會沒有，所以我們這個虛妄分別心，我們每

一天運用它是念念生住異滅，時常意念起以前的，分別現在的，推想未來的，念念都是生

住異滅。但是它是由種種的因緣和合而生，它沒有自體可得，就好像我們現在大家在這裡

聚會，是東西南北大家聚會到這裡來的，但是中間沒有一個主要的體。這是我們最重要的

體嘛，都是大家聚會來的，大家分散了之後，沒有了。你說劉居士他是主呢？還是能講的

是主？還是能聽的人是主呢？還是大家聚會來共同是主呢？中間沒有一個主體。在空間來

講，它沒有主體的性質可談。這叫做時間方面，它是無常——空，在空間方面，它是無自

性空。在佛教裡面，無自性叫做什麼？叫做無我。沒有一個我可得，叫做無我可得。  所

以佛教裡面主張「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這是《金剛經》裡面講：「無我、無

人、無眾生、無受者相」。第一個條件要破除有我的執著。這個地方我們就談到這裡，我

們先來談妄想心好了。第二種妄想心，我們明明知道它是虛妄、分別、虛假的，但是我們

就把它認為是真的，這是我，這是因為顛倒。以上是說明第二種的妄想的心。  

  

集起的心  

  

    第三種叫做「集起的心」。什麼叫作集起呢？集就是採集，好像我用手把它拿過來，這

叫作集。今天集一點，明天集一點，後天集一點，集來集去，集來集去，集了很多，這叫

作集。起就是生起，生起它的果報。就是集善的因，就生起善的果報；集惡的因，就生起

惡的果報；集染汙的因，就生起染汙的果報；集清淨的因，就生起清淨的果報。這是因果



的意思，這叫作集起心。集起心是什麼呢？聽過教理的可能了解，沒有聽過教理的可能不

太了解。它就是第八識心。  

    第八識叫作集起心，集是集諸法的種子；起是生起諸法的現象。我們過去有惡的因，將

來就會生起惡的果報；我們過去有善的因，將來就會生起善的果報；過去有染汙的因，會

生起染汙的果報；過去有清淨的因，會生起清淨的果報。所以因果都是自己做的，我所做

的清淨的因，就生起清淨的果報，這是自作自受的。沒有說我做惡，別人受氣；我做善

事，別人去享受。沒有這個道理。所以淨土念佛法門，很重要的就是運用這個心。那前面

那個虛妄心呢？虛妄分別之心呢？那是我們念佛的人要對治它的。因為我們念佛的人，一

方面念佛，一方面打妄想，那你念佛有什麼用呢？沒有什麼用啊。要對治虛妄分別心，要

運用我們這個集起的心。我種下清淨的因，種下淨土、往生清淨的因，我才可以生到極樂

世界清淨世界的果報去。因果它是絲毫不爽的，不是說我念佛你可以往生，你念佛我去往

生。沒有這個道理的。這就是第三種集起的心，是要讓我們種好因而得好的果報，是因果

的道理，是第八識。聽過教理的，一講到第八識他就知道。在我們八識田中種下好的因，

就會結好的果；種下壞的因，就結壞的果。等於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意思；種善就得

善，種惡就得惡的意思。（未完待續）  

（二○○四年十二月六日於新加坡淨土梵音講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