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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學佛了生死的門路上，淨土法門歸屬於「先修隨分

解，萬修萬人去」的特別門路，應當著重於「當生成就」

的終身修持目標，亦即「帶業往生」至西方淨土，為其權

巧簡便的不死成就；到了極樂世界，隨即覲見彌陀，疾速

開悟證得究竟佛果，方達真實圓滿終極目的。然此念佛法

門又以「持名妙行」為修持下手捷徑，持名何以稱妙行？

略有三意：一者但持一句佛號，便可橫超三界，此簡捷

妙；二者但臨終十念，亦得帶業往生，此殊特妙；三者但

能往生淨土，得證三種（位、行、念）不退，此圓頓妙。

簡釋門餘大道

近代佛門龍象，淨土宗大德─李雪廬炳南老居士

（弘法利生，講經說法至九十七歲，無疾善終於自宅寄漚

室。）所編「梵音集」裡面，有一段暮誦的誦詞如是寫

著：「數杆磬，萬緣齊放下，六字（南無阿彌陀佛）梵音

和雅，靜極時（止靜）虛空粉碎，出定後，香滿袈裟，門

餘大道，苦海渡寶筏。」其間門餘大道四個字，似曾相

識，然如何道來？不用說一般辭典查不到，甚至佛學常見

詞彙一書，也找不著它的字句，唯於傳統佛學辭典記載：

（術語）在八萬四千法門外，他力念佛（成就）之大道

也。又念佛為因果超絕之教、道理以外之法，不可思議之

道也。據此得知，門餘大道「不即念佛成佛」之淨土法門

的別稱了。為此尚有學佛多年之近代大德，猶未能真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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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其意涵，故而，不妨沿此方向，申述個人學佛數十寒暑，就淨土行門

的些微體驗與淺見，就教諸君先進大德，是所至盼。

淨土法門的微妙所在

淨土宗特別標榜「得生淨土」為破迷啟悟，和離眾苦得真樂，而

成佛為最終成就，試問何謂淨土？又在何處？此問，看似簡單，其實不

然。《維摩詰經》云「心淨國土淨」，《華嚴經》云「一切唯心造」，

以故眾多佛學大師，普遍導向「唯心淨土，自性彌陀」的淨土修學。不

錯，此種概念正是佛陀說法的真實第一義，然而值此刧濁亂世，徹悟又

通達此等「明心見性」高士者，又有幾何？答案可能純屬理論，或學術

研究罷了。

真實而言，修學淨土妙門，必須由淺入深。淺者，事也、相也、

方便也，且以佛門列為日課之《佛說阿彌陀經》為例，是經古今高僧大

德，一致推崇為學佛寶典，昔百丈禪師所建立，《佛門清規》之二云：

修行以念佛為穩當；又如天台智者大師以降，諦閑、倓虛諸大師皆崇尚

「教研天台，行在彌陀」為其修學旨趣，此亦遵循彌陀經宗要（修持方

法），以「持名念佛」為通往極樂勝境、一真法界為下手方便。固然，

究其前提，必須「真信」聖言量，懇切「發願」求生西方，即如蕅益大

師千古嘉言：往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足見信願真切，方稱淨土行

者。何故？君若憶《彌陀經》：從是（吾人所住娑婆世界）西方，過十

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此言

即謂，於二十重華藏世界之內，極樂與娑婆同位於第十三重之世界，此

乃佛金口宣說，實語者、不妄語者，吾人當深信不疑有貳，又據淨土五

經（彌陀、十六觀、無量壽佛、楞嚴念佛圓通章、華嚴普賢行願品）及

世親菩薩《淨土往生論》，深切參究與實修歷煉，奉行正（一心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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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特別法門─苦海渡寶筏的門餘大道

助（止惡行善）雙修，則決定「眼前滅罪除煩惱，他年功滿到蓮池」，

往生西方，永不退轉，一生成佛，此曰事修，而理寓其中也。

其次、從理上深究，「淨土」不離眾生心識，彌陀本具於眾生心

性，故爾「自性彌陀，唯心淨土」之知見，普見於般若諸經心法，若大

乘經論謂「唯心所現，唯識所變」實為至理名言。又如淨土觀經云「是

心作佛（事修），是心是佛（理具）」，乃致住持三寶（佛法僧）無不

回溯於自性三寶，又於《楞嚴經．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有「反聞聞自

性」等等法要，無一非自性真心所現，或妄識所變化也哉。

 扼要而言，事出有因，事成於理，全事即理，全理成事，合之曰理

事不二，方是淨土法門圓妙之處，即謂「三根普攝，利鈍全收」，統攝

一切法門而無遺。故念佛必成於持名，持名之法，首先心想、口念、耳

聽，進而心念心聽，終達神念神聽之實相念佛。絕不可執理廢事，認為

心即是佛，何必念佛，則偏於理論不期事修，終究不切實際而落空，無

法圓滿。明際蓮池大師謂：著事，而念能相繼，不虛入品之功；執理，

而心實未明，反受落空之禍。千古名訓，能不心悅服膺乎。

再者、一向專念彌陀名號，有不可思議功德與利益，蕅公略釋五

意：一者橫超三界（六道），不俟（待）斷惑（證果）。二者即（往

生）西方（便已）橫具四土（同居一處），非由漸證（乃頓超生死）。

三者但持（彌陀）名號，不假借參禪修觀種種方便（指普通法門）。四

者（念）一（佛）七（日）為（剋）期（取證），不藉多生多年月（或

三大祇劫長時）。五者持一（阿彌陀佛）佛名（號），即為諸佛（所）

護念（修持無障礙），不異（等於）持一切名號。學人深感，蒙佛接引

往生西方淨土者，雖尚在凡聖同居土，然者已位、行及念不退之故，必

然從容優入明心見性，速證佛菩薩真實果位，更非普通法門，於此末

法，邪師說法如恆河沙之多，所可一驟即成，何能比擬。真佛子能不於

此，深思明辨，就淨土奉行而得大福報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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晝夜念佛為修學淨土關鍵

古德修學淨土三大原則，不懷疑、不夾雜、不間斷，茲略舉古人數

則典範，及學人淺見以做參考。

一者宋永明延壽大師：日課一百八事（善行佛事），夜（獨自）往

別峰行道（繞山）念佛，其曰：行道常如此，西方佛自成。凡其修行功德，

皆迴向淨土，師一日晨起，焚香告眾，趺坐而化，真自在往生之明證。

二者明末蕅益大師淨土詩：「晝夜念佛誓弗忘，專待慈尊光裡召；

懸知蓮萼已標名，請君同上慈悲 。」又「西方即是唯心土，無上深禪

不用參；佛向念中全體露，更生疑慮大癡憨。」

三者民國印光大師憶佛念佛盈聯：「隨閒隨忙不離彌陀名號，順境

逆境不忘求生西方。」又「萬德洪名常憶念，百般幻病自消除。」

四者民國弘一大師：蒙印公開示，專修持名念佛，求生西方。其知

交好友，名作家夏丏尊居士曾深刻敘述：「日本飛機正狂炸浦東和南京

市一帶……，我有些擋不住，他卻鎮靜如常，只動著嘴唇，這一定又在

念佛了。」可見大師平日行持，時刻不離彌陀名號，此不間斷也。

五者當代高僧廣欽老和尚：當年慎公周老師曾在回憶廣老的文章，

就有一個標題「晝夜念佛，一心不亂」，其中廣公開示他：「你只要

淨念佛號，久後達到一心不亂，自然會有感應。」又開示：「念佛重在

『心念』、『專精』，且晝夜不間斷，不雜亂，但是你們口念、耳聽、

心想就是下手工夫，慢慢就會做到不分晝夜，一心念佛不亂，由於念佛

得定而發慧，必有成就。」

六者慎公周宣德老居士：自幼深受外婆嚴持齋戒、虔誠念佛拜佛

之教化；舅母專念彌陀聖號，一心不亂，臨終示現瑞相，往生西方之影

響；五哥海德居士，在四川臨別時交付《阿彌陀經要解》和《心經講

記》各一本。慎公往後來台，隨即屢次參加佛七精修，蒙雪廬老人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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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達「輕安」境界，而其平日每到大專佛學社開示法要，千言萬語，處

處指歸求生淨土；且於自宅「淨廬」成立淨廬念佛會，長時熏修，並書

寫行住坐臥六時念佛偈，誓志晝夜念佛，求生西方，依止極樂蓮邦。

七者學人自己近期念佛體證：去歲搭機赴美西，機上無事，正好

念佛，於往程歷十三小時，專念七萬六千聲佛號，迴向小兒結婚快樂紀

念；回程加強數目，終於十四小時，完成十二萬聲聖號，晨間六時下飛

機，七時照常上班，是日不覺疲困。真實感受，一心念佛，精神專注，

實有不可思議之妙用。

最後敬勉

為佛弟子，必依佛法實修，

信受奉行，以白衣（在家眾）學

佛不離世（間）法，必須敦倫盡

分（安分守己、修養人格）；處世

（日常生活）不忘菩提（上求佛

道、下化眾生），要（緊關鍵）在

行解相應（知行合一，如念念相

應念念佛）。必於此末世劫濁之際，決定「持名念佛」，於二六時中「憶

佛（明記不忘）念佛（念茲在茲）」，則「現前（平日）當來（臨終）」，

「必定見（阿彌陀佛，活著往生），去佛（成佛）不遠（不會久遠），不假

（借其他禪密種種）方便（法門），自（然）得（成就）心開（明心見性，

見性成佛）」。故今生今世唯依念佛，得度生死，切盼諸君大德，煩惱轉

輕，智慧增長，死心塌地，一句彌陀天天老實念下去，則當生定免六道輪

迴眾苦，心存極樂，不為濁世五欲（財色名食睡）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所困，真正是一位多善根，多福德因緣之佛門弟子，何樂不為也哉。

淨土特別法門─苦海渡寶筏的門餘大道

民國六十五年九月，作者（左一）與慧炬機構創辦人周宣德居士（前
排中）於淨廬共修

14∣ 雜誌 57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