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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那們他不是懷疑法門，就是懷疑

自己。

假若有絲毫的疑惑心，那麼就因為疑

心而成為我們修行的障礙，不要說他不

修行，就是修行也不能夠究竟獲得真實

的利益。

由此說來，信的這一法，怎麼可以不

急切地講求，而期望獲得深深的利益，

而信到極點。

那麼所說的信是什麼信呢？也就是

我們必須深信，娑婆世界實實在在就是

苦，極樂世界實實在在是最為殊勝安樂

的。娑婆世界之苦是無量無邊，總括一

句話來說，不超出八種苦。所謂的：

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

不得、五陰熾盛。

這八種苦，就算貴極一時的人，譬如

他做了國王、皇帝，過去是皇帝，地位

崇高；乃至他卑賤，卑賤到做乞丐的，

這八種苦無論上自皇帝，下至乞丐，各

別都有的。

前面這七種，是過去世所招感的果，

我們諦實地思惟自然就了知，不須要詳

細地說明，假若說明的話就太浪費筆墨

口舌了。

而第八種的五陰熾盛苦，這是什麼

呢？乃是我們現在起心動念，以及舉止

動作，乃是未來得到苦報的原因。所以

因果就這樣的牽連，他是相續而不斷

的，所以就從劫至劫，不能得到解脫。

講到五陰是什麼？就是：色、受、想、

行、識。色就是我們所招感業報的身

體；受、想、行、識，就是遇到境界所

生起幻化虛妄的心。由於這個幻妄身心

等等諸法，對於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的境

界就生起煩惱，造作有漏諸多善惡之

業，就好像火在燃燒非常熾盛的樣子，

而不能夠停息下來的樣子，所以叫作五

陰熾盛。

又者，這個陰就有蓋覆的意義，所

以它的音義跟「蔭」字是相同的。因為

這五種法，蓋覆了我們真如本性，使令

真如本性不能顯現出來；又好像很濃厚

的雲彩遮蔽了太陽，雖然太陽光明是很

炙盛的，然而由於被厚的雲彩遮蔽的緣

故，我們卻不能蒙受太陽光明的照耀。

我們凡夫眾生未能夠斷除煩惱以及有漏

諸業，被這五種法遮蔽障礙。所以真如

本性如同智慧的太陽，就不能夠顯現出

來，也是這種的情形。

這個就是第八種苦，乃是一切諸苦

的根本。修學聖道的人，禪定的力量很

深，對於六塵的境界，一點也沒有執

著，不起憎恨貪愛的煩惱，從此能夠加

功用行，進一步就可以證得無生法忍，

那麼煩惱以及有漏的諸業都把它滅除得

乾乾淨淨，那就能夠斬斷生死的根本

了。

然而這種的功夫，是大大不容易的，

在末法時代當中，能夠獲得這種功夫實

在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我們必須要能專

修淨業，專心一意修淨土的法門來求生

極樂世界，靠著阿彌陀佛大慈悲的願

力，能夠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既然

能夠往生到極樂世界去，就成了蓮花化

生，就沒有生苦了。因為往生到極樂世

界都是蓮花化生的，既然如此就沒有生

苦可得。到極樂世界是純童男的相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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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大丈夫的相狀，他的壽命等於虛

空，壽命是無量的；身體也沒有災變，

所以老、病、死等等，它的名稱尚且聽

不到，何況有老病死等等的實質嗎？到

了極樂世界，能夠追隨聖眾，親自來侍

奉阿彌陀佛，水、鳥、樹林，都宣演微

妙的法音，隨著自己的根性，由聽聞佛

法而能夠證果；所以親尚且了不可得，

何況有冤？所以他也沒有怨憎會的苦

了。到極樂世界就沒有怨憎會的苦了。

而且到了極樂世界，思衣，我們想要穿

著法衣，那就能夠得到我們合身的法

衣；想要飲食，就能夠得到上妙飲食；

樓閣堂舍，都是七寶所做成的，不需要

假借人力，都是變化所作的；那麼就翻

娑婆的七種苦，而成為七種的安樂。至

於講到身體，他就有廣大的神通，有偉

大的威力，不離開當處，就能夠在一念

當中，普遍到了十方諸佛的世界，來作

諸佛事，上求諸佛的覺道，下化無邊的

眾生。內心來講，他有廣大的智慧，有

偉大的辯才，對於一種法當中，他普遍

了知諸法的實相。諸法的實相也就是諸

法的法性，也就是我們的真如本性。隨

著眾生的根機為他們來說法，一點也沒

有錯謬的，絕對不會有所錯誤乖謬的。

雖然宣說世俗諦的語言，他都能夠契合

諸法實相微妙的義理，沒有五陰熾盛的

痛苦，而享受身心寂滅的安樂。所以在

《阿彌陀經》上頭說：「無有眾苦，但

受諸樂，故名極樂」。在《阿彌陀經》

上頭說：極樂世界沒有眾多苦惱的境

界，只是享受諸多的安樂，所以就稱為

極樂。因此之故，娑婆之苦，是苦不可

言；極樂之樂，是樂莫能喻的，不能比

喻的。所以我們要深信佛的言教，一點

也不要疑惑，這樣才叫作真信。

所以，萬萬不可以用凡夫、外道的知

見，虛妄生起猜測度量，認為：淨土種

種不可思議殊勝微妙的莊嚴，都是屬於

寓言，都是譬喻心法，不是有真實境界

的。假若有這一種邪知謬見，那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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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喪失往生淨土真實的利益，他的傷

害的情形是很重大的，所以我們不可不

知。

我們既然了知娑婆是苦，極樂是樂，

那們我們就應當發起切實的誓願。要願

離娑婆苦啊，要願得極樂樂啊。這種願

懇切的情形，應當要如同我們墮入了

十八世紀般的廁坑而急切求得出離一

般：又如同被關在牢獄裡邊，我們就

非常懇切的念著我們的家鄉，想要回

到家裡頭去。那麼自己的力量不能夠

自己把它超拔，所以必定要求有偉大

勢力的人來提拔，使令我們出離。娑婆

世界，一切眾生，對於逆順種種的境

界，生起貪瞋癡的煩惱，造作殺生、偷

盜、邪婬，來垢穢染污本來具有妙覺的

光明的真心，這是無底的廁坑。既然造

作惡業，必然要受惡業的果報。久久經

過長遠的劫數，又輪迴在六道裡面，這

是不寬赦的監牢獄啊。阿彌陀佛，在過

去劫當中，他發起了四十八願，來度脫

十方世界念佛的眾生。在四十八願當

中，其中有一願，就講到第十八願，他

就這麼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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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願怎麼說呢？說假使我將來成佛，

十方眾生，就是十方世界的眾生，至心

信樂，就是至誠懇切的心、專志誠實的

心；信，就是深信，有信的資糧；樂，

就是好樂，非常歡喜踴躍的求生。至心

信樂，欲生我國。想要生到我阿彌陀佛

的國土，就是極樂世界；這個就是願的

內涵。欲生我國，就是願的內涵，也就

是願的資糧。乃至十念就是行。只要修

淨土法門，不離開信願行三種的資糧

啊。乃至十念怎麼說？乃至就是超略之

詞，就好比小孩子七八歲的時候，就聽

聞了淨土念佛法門，然後就一直修，一

直修到一百歲，然後他就念佛往生極樂

世界去了。這個就修了八九十年了，是

吧？那麼，有的修了八十年、七十年、

六十年、五十、四十、三十、二十、十

年、五年、五月、三月，乃至到最後快

要死了，他的身體有重病快要死了，以

前都不曾聽聞這個法門，然後他遇到善

知識跟他說，你這種情形修習其他的都

來不及了。然後告訴他，極樂世界怎麼

好，娑婆世界怎麼的痛苦，你要厭離娑

婆，欣求極樂。然後叫他務必生信，佛

是絕對不會騙人的，一定會接引你的，

你要發起懇切的願。那你現在，就好好

的念阿彌陀佛。他就聽從了，念不到十

聲，極樂世界的聖相就現前，現在就往

生到極樂世界去了。所以「乃至十念」

就是這個意思。聽了這個法門，修了好

幾十年的，中間就不相等了，多少年不

相等，到最後快死了，他念了十聲，乃

至念到一聲，他也就能夠往生極樂世界

去了。所以這個法門非常殊勝。這個叫

作「乃至十念」。「若不生者」，假若

不往生極樂世界的話，我就不成佛。阿

彌陀佛做法藏比丘的時候，發這個願，

假若不往生的話我就不成佛。「唯除五

逆誹謗正法」，唯獨除去犯五逆罪：弒

父、弒母、弒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

合僧。這是罪孽最重大的，把他除去；

還有誹謗正法的，把他除去，因為毀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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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那就不會相信淨土念佛法門，因此

也要把他除去。除了這個之外都能夠帶

業往生，所以第十八願非常重要。所以

阿彌陀佛他是誓願度化眾生，假若眾生

不求阿彌陀佛的接引，佛對他也沒有辦

法的，對他無可奈何。倘若眾生能夠專

一其心來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發起求

出離娑婆的誓願，只要懇切，沒有一位

不蒙受阿彌陀佛垂下慈悲來攝受他的，

一定能蒙受他老人家的攝受。所以阿彌

陀佛有偉大的誓願，能夠超拔娑婆無底

廁坑、不赦牢獄的這些人，直下能夠出

離其中，都能夠將他們安置在極樂世界

本有的家鄉，使令他們能夠入於佛的境

界，而同佛一樣得到種種殊勝的作用。

那麼想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最初

必須有真信切願；假若沒有真實的信心

懇切的誓願，縱然有修行，也不能跟阿

彌陀佛感應道交，他只能夠得人天的福

報，以及作為將來得度的因緣而已啊。

假若他信心願力都能具足，那麼萬修就

萬人去，萬人當中也不會漏掉一位的

啦。這就是永明延壽大師所謂的「萬修

萬人去」的情形，就是指這種信心願力

很具足的人來說的。

既然有真信有切願，我們就應當要

修念佛的正行。所以我們要用信心願力

作為在前的引導，念佛作為正行。所以

信、願、行這三者，乃是我們念佛法門

的宗要所在。有行沒有深信切願，也不

能往生；有深信切願沒有行，也不能往

生。所以信願行這三者，具足沒有欠缺

的話，決定能夠往生到極樂世界去的。

所以古德蕅益大師他曾經這麼說「得生

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

由持名之深淺」。意思就是說：能往生

不能往生，完全就由於深信切願是有或

者是沒有；而將來往生品位的高上或者

是低下，完全是由於我們持名功夫的深

或者是淺。持名功夫深往生的品位就

高，持名功夫淺往生的品位就低了。

所以講到念佛的正行，各別隨著自

己的身分而來安立的，不可以固定執著

一種的方法。假若像他的身體沒有其他

事情的連累，固然應當從早到晚，從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