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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 鸾 大 师

昙鸾（!"#—$!%），北朝

佛教高僧，中国佛教净土理

论的奠基人，日本人尊其为

净土宗初祖。

净土思想源于印 度 佛

教，于后汉时传入中国，但

一直影响不大。北魏时期，

昙鸾根据中国的实际，把印

度净土思想加以重新解释

和发挥，创造了具有中国特

色的净土理论。他的净土理

论是以秽、净二土相待的世

界观为出发点的。他指出现

实世界污秽不净、苦难无边，是秽土；自此向

西过十万亿佛刹土，还存在一个阿弥陀佛极

乐净土，那里清净安乐、充满了美好和幸福。

他极力倡导人们信仰阿弥陀佛，凭借弥陀愿

力，称念其名号，往生西方净土，称这是易行

道；他又认为依靠任何其他方法修行都是难

行道，不可能疾速成佛。唐代的道绰大师、善

导大师继承和发展了昙鸾的净土理论并加

以大力弘扬，才使净土思想在中国形成佛教

宗派。中国佛教在唐宋以后，

可以说是禅宗与净土宗的天

下。明清以来，净土宗更是流

传广泛，“家家观世音，户户

阿 弥 陀 ”， 形 成 了 佛 门 即 净

土，净土即佛门的局面。净土

宗传入日本后，形成日本净

土宗、净土真宗等教派。

净土宗之所以能广泛流

传，原因是多方面的。昙鸾的

净土理论对其发展有着巨大

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我们

今 天 研 究 昙 鸾 的 净 土 理 论 ，

对把握净土宗以及佛教发展的规律，使其同

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有着重要的意

义。

一、以秽、净两土相待的世界观为出发

点，树立信仰的对象和目的。

昙鸾的净土理论是以秽、净二土相待的

世界观为出发点的。他认为有两个世界存

在，一个是世俗世界，一个是西方极乐世界。

（一）世俗世界，俗称秽土，它也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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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分，一部分是活动于其间的生灵，称有

情世间；一部分是生灵生活的客观环境，称

器世间。

有情世间，就是有情，也可以理解为生

灵，是以卵生、胎生、湿生、化生四种形式而

产生的，他们以段食、触食、思食、识食等四

食为营养来支持生命。昙鸾指出“凡是杂生

世界，若胎、若卵、若湿、若化，眷属若干，苦

乐万品，以杂业故”。昙鸾认为有情苦乐万

般，都是由于业力造成的。有情最大的特点

是，精神在他们身上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

从而使他们展开各种各样的活动，即造业。

由于造下了各种各样的业，必然要产生各

种各样的结果，这就形成了“业力”，即一种

由因趣果的力量。这种力量牵引有情趣于

六种生存形态：天、人、畜生、饿鬼、地狱、阿

修罗等，佛教称此为六趣。业力是根据“十

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处、触、受、

爱、取、有、生、老死）的因果律来牵引有情，

使有情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往来于六趣

之中，所以佛学上又把“六趣”称为“六道”。

有情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在六道中生生

死死轮回不已，苦不堪言，这称为六道轮

回。

器世间是有情居住的客观环境，是物

质的世界。因为有情住在其中，犹如将物置

于器皿中，故称为器世间。佛教是以世界的

概念来表示时间和空间的。世为迁流之义，

谓过去、现在、未来三时之迁行，又有破坏、

覆真之义；界是分别东西南北之界畔，即有

情依止的国土；间为间隔之义，世之事物，

个个间隔而为界畔，故称世间。

我们可以从直竖和环周两个方位来论

述器世间。就直竖讲，一个“世界”（大千系

世界）有二十八层天，如是上下各有此世

界。就环周来讲，一个“大千系世界”为若干

个小世界所集成，如是环周各有无量“大千

系世界”。

有情的种类，依精神状态分为三界。他

们所居住的处所，也分为三界。从低向高

有：欲界，共有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

无色界，有四层天。此三界为六道凡夫所

居，生死流转，秽恶充满。《妙法莲华经》喻

之为“火宅”，即为不安稳处。

（二）西方极乐世界，也称阿 弥 陀 佛 极

乐净土。它是离开世俗世界、无生灭变化的

世界，位居众生所处世间的西方，相距十万

亿佛土。极乐净土，草木茂盛，空气清新，梵

殿宝塔，肃穆庄严，环境优美，清静幽雅。阿

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教主，在众生中说法。

他光明无量，诸佛光明所不能及。众生遇斯

光明者，三垢消灭，身心柔软，欢喜踊跃，善

心生焉。人死后，往生于西方极乐世界，能

享受到诸多快乐和好处，如身上会有佛的

三十二相，庄严美妙；又具有神通法力，无

所不能；心境清凉舒畅，欢悦安稳；极乐世

界彻底摆脱了人世间的一切烦恼 与 痛 苦 ，

是众生渴望的理想境界。

从昙鸾秽净两 土 相 对 的 世 界 观 出 发 ，

人们会产生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愿望，树

立起对阿弥陀佛的信仰，把追求往生西方

净土作为最终目的。

二、以二道二力说和持名念佛说为依

据，指明往生的道路与方法。

秽、净两土对照，使人厌秽欣净。然而，

通往西方净土的佛法有无量门，那一门才

是简便易行，可以迅速到达呢？昙鸾指出：

“求阿毗跋致有二种道：一者难行道，二者

易行道。难行道者，谓于五浊之世，于无佛

时，求阿毗跋致为难。此难行道乃有多途，

粗言五三，以示意义：一者外道相善，乱菩

萨法；二者声闻自利，障大慈悲；三者无顾

恶人，破他胜德；四者颠倒善果，能坏梵行；

五者唯是自力，无他力持。如斯等事，触目

皆是。譬如陆路，步行则苦。易行道者，谓但

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乘佛愿力，便得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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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彼清净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

聚，正定即是阿毗跋致。譬如水路，乘船则

乐。”［!］

这段话中，求阿毗跋致即是求正定聚，

即是求成菩萨以至成佛。昙鸾认为，修习大

乘佛教靠的是自力，要获得阿毗跋致非常

困难，这叫难行道；求生阿弥陀佛净土靠的

是他力（佛力），有佛力加被，很容易往生净

土，获得阿毗跋致，这叫易行道。这就是昙

鸾 的 二 道（难 行 、易 行 ）二 力（自 力 、他 力 ）

说。

如何才能得到佛力的加被，借助佛力

往生极乐世界呢？昙鸾找到了一个最简便

的方法：持名念佛。它就是以称念阿弥陀佛

的名号为修持方法。一般称念“南无阿弥陀

佛”或“阿弥陀佛”。

称念“阿弥陀佛”四个字的名号就能往

生净土？昙鸾回答说：

“名 即 法 者 ，诸 佛 菩 萨 名 号 ，般 若

波罗蜜及陀罗尼章名、禁咒音辞等是

也。如《禁肿辞》‘日出东方，乍赤乍黄’

等句，假使酉亥行 禁 ，不 关 日 出 ，而 肿

得差。亦如行师对陈（阵），但一切齿中

诵‘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

行诵此九字，五兵之不中，《抱朴子》谓

之‘要道者’也。又若转筋者，以木瓜对

炎 熨 之 则 愈 ， 复 有 人 但 呼 木 瓜 名 ，亦

愈，五身得其效也。如斯近事，世间共

知，况不可思议境界乎？灭除药涂鼓之

喻，复是一事，比 喻 已 彰 于 前 ，故 不 重

引。”［"］

文中的“名即法者”，是指某些特 殊 的 语

言文字就是咒。昙鸾认为，佛菩萨的名号、

般若波罗蜜、陀罗尼章句、禁咒音辞等，都

是咒。他坚信阿弥陀佛之名号“能破众生一

切无明，能满众生一切志愿”。他还说“一心

专念阿弥陀如来，愿生彼土。此如来名号及

彼国土名号能止一切恶”。

昙鸾在论及下品下生者乘十念往生时

说：

“譬 如 净 摩 尼 珠 ，置 之 浊 水 ，水 即

清净。若人虽有无量生死之罪浊，闻彼

阿 弥 陀 如 来 至 极 无 生 清 净 宝 珠 名 号 ，

投之浊心，念念 之 中 ，罪 灭 心 净 ，即 得

往生。又是摩尼珠以玄黄帛裹，投之于

水，水即玄黄，一如物色。彼清净佛土，

有阿弥陀如来无上宝珠，以无量庄严

功德成就帛裹，投之于所往生者心水，

岂不能转生见为无生智乎？又如冰上

燃火，火猛则冰 解 ，冰 解 则 火 灭 ，彼 下

品人虽不知法性无生，但以称佛名力，

作往生意，愿生 彼 土 ，彼 土 是 无 生 界 ，

见生之火自然而灭。”［#］

三、以本愿说和众生信愿说为动力，论

证往生成佛的可行性。

念“阿弥陀佛”四字名号，即 能 往 生 净

土，这真是不可思议。究其原因，昙鸾说“凡

是生彼净土及彼菩萨人天所起诸行，皆缘

阿弥陀如来本愿力故”。本愿，在空间上为

前方、东方之义；在时间上为以前、往昔之

义。阿弥陀如来的本愿力，即阿弥陀如来在

过去未成佛果以前，为救度众生所发起之

誓愿所产生之力。《无量寿经》卷上说阿弥

陀佛四十八愿，其中第十一愿、十八愿、二

十二愿分别为：

第十一愿：“设我得佛，国中天人不住

定聚，必至灭度者，不取正觉”。

第十八愿：“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

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

正觉。唯除五逆，诽谤正法。”

第二十二愿：“设我得佛，他方佛土诸

菩萨众，来生我国究竟必至一生补处。除其

本愿自在所化，为众生故，被弘誓铠，积累

德本，度脱一切。游诸佛国，修菩萨行，供养

十方诸佛如来，开化恒沙无量众生，使立无

上正真之道，超出常伦诸地之行，现前修习

%&· ·



!""#$!

!"#$% &’$()$(*%"

五台高僧

普贤之德。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昙鸾以这三愿为例，认为缘佛愿力，便

住正定聚；缘佛愿力，十念便可往生；缘佛

愿力，便必至“一生补处”以至成佛。所以，

佛愿力是往生净土的增上缘（能对其他事

物的生长起帮助作用的条件），并非徒设，

不容怀疑。他认为，“本愿”与“力”是二而

一、一而二的东西，称之为本愿力。本愿是

一种愿望，是精神现象。力是物质现象。认

为万事万物都是心的变现，由心产生的愿

望也会变为物质之力。昙鸾认为本愿与力

的关系是：“愿以成力，力以就愿。愿不徒

然，力不虚设，力愿相符，毕竟不差。”

昙鸾认为，阿弥陀佛名号具足无量功

德，含藏接引众生的大悲本愿，这种大悲愿

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他倡导他力本愿，但

他同时也强调“信心成就”，即淳心、一心、

相续心。“他力本愿”是就信仰对象而言的，

“信心成就”则是就信仰的主体而言的。他

倡导信仰对象的佛力加被，他也十分重视

信仰主体的愿力。他说：“心常作愿，一心专

念，毕竟往生安乐净土。”他认为众生愿生

净土，其愿就会产生一种力量。口念佛名，

众生之愿力即与佛之愿力沟通，感应道交，

合而为一，才能往生西方净土。

四、以观想念佛和实相念佛为手段，促

进宗教体验与宗教感情。

西方极乐世界那么美好，但他真的存

在吗？昙鸾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是通

过引导信众进行观想念佛和实相念 佛 ，从

而使信众产生神秘的宗教体验和感 情 ，使

信众在观念中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从而自

动消除这一疑虑。

念佛是佛教传统的修行方法。念佛的

“念”，又作“忆”，是对所缘明白记忆而不使

忘失的精神作用。释迦牟尼佛入灭后，他的

伟大的人格力量使弟子们深深怀念，有的

忆念佛的音容笑貌，有的思念他的教义教

法，有的不免呼唤佛的名号，从中获得了精

神慰藉，振奋起光大佛法的雄心，坚定了谋

求解脱的意志。这些忆念佛的方法逐步形

成了念佛三昧。

念佛三昧一般分为三种，一是称名念

佛，但这和昙鸾提倡的称名念佛有所不同，

是指念一切佛的名号，不是专念阿弥陀佛

名号；二是观想念佛，就是静坐入定，观想

佛的种种美好形相和功德威神，以及所居

佛土的庄严美妙；三是实相念佛，就是洞观

佛的法身“非有非无中道实相”之理。

昙鸾极力倡导称名念佛，但同时他也

主张以观想念佛和实相念佛作为称名念佛

的补充。

昙鸾的观想念佛是以《观无量寿经》所

说的十六观作为观想内容的，即日想观、水

想观、地想观、宝池观、宝楼观、华座观、佛

观、佛身观、世音观、大势至观、普观、杂想

观、上品生观、中品生观、下品生观。通过观

想，信众会在定中产生神秘的幻觉体验，仿

佛亲眼看到西方世界的美好和阿弥陀佛及

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从而打消对西方极乐

世界是否存在的疑问，产生对西方极乐世

界的无限向往和对佛、菩萨的无限崇敬，增

强往生的信心。

昙鸾的实相念佛观是以世亲《往生论》

概括总结的二种清净二十九种庄严成就为

内容的。昙鸾采用广略相入法，将器世间十

七种清净庄严成就、众生世间十二种清净

庄严成就共二十九句略入一法句，即“庄严

清净功德成就”。昙鸾指出“如是者，如前后

广略，皆实相也。以知实相故，则知三界众

生虚妄相也。知众生虚妄，则生真实慈悲

也，知真实法身，则起真实归依也”。［!］昙鸾

所说是对广略相入实相念佛法目的的最好

阐释，通过实相念佛，信众不仅能在定中领

略西方净土的依正庄严，产生对西方世界

的向往和对佛菩萨的敬仰，更能领悟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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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实相，确信西方世界真实不虚，

从而认识到众生世间一切皆为虚妄，这样

就会产生自度度人的大慈悲心，产生对佛

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真正归依。

昙鸾的观想念佛是形象思维，实相念

佛是理性思维，对普通人来说都是很难做

到的。因此昙鸾积极的倡导持名念佛，把观

想念佛和实相念佛只做为持名念佛的一种

补充，借以促进众生的宗教体验和宗教感

情。

五、以九品往生说为理论依据，构建最

广泛的信仰主体。

任何一种宗教都具有扩张性，有一定

数量的信众和群众基础是宗教存在的必要

条件。要不断扩大信仰队伍，就要有一套吸

引信众的理论、办法和措施。昙鸾在《往生

论注》中对九品往生说进行了深刻的阐释，

为中国净土宗扩大信仰队伍奠定了理论基

础。

昙鸾说：“案王舍城所说《无量寿经》，

佛告阿难，十方恒河沙诸佛如来，皆共称叹

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诸有众生，闻

其名号信心欢喜，乃至一念至心回向，愿生

彼国，即得往生，住不退转，唯除五逆诽谤

正法。按此而言，一切凡夫皆得往生。又如

《观无量寿经》，有九品往生，下下品生者，

或有众生作不善业，五逆十恶，具诸不善。

如此愚人，以恶业故，应堕恶道，经历多劫，

受苦无穷。如此愚人，临命终时，遇善知识

种种安慰，为说妙法，教令念佛。此人苦逼，

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者，应称

无量寿佛。如是至心令声不绝，具足十念，

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

十亿劫生死之罪。命终之时，见金莲花犹如

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顷，即得往生极乐

世界，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方开（当

以此消五逆罪）。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

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闻已欢

喜，应时即发菩提之心，是名下品下生者。

以此《经》证，明知下品凡夫，但令不诽谤正

法，信佛因缘，皆得往生”。［!］

在此论述中，昙鸾把往生极乐世界的

低线降到了最低点，只要不诽谤正法，一切

凡夫皆可往生，就连做五逆十恶之人也可

往生。这样，昙鸾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净土信

仰的主体，使净土信仰在民众中具有了最

广泛的基础。

六、以信心唯上说为标准，规定信仰实

践的首要条件和要求。

净土信仰对信 心 的 要 求 极 其 严 格 ，信

心是念佛往生的决定性条件。《无量寿经》

中三辈往生虽有优劣，但都是信阿弥陀佛、

信西方净土，都是发无上菩提心的人。《观

无量寿经》中有九品往生，但这九品的区分

是以信的程度为依据的。《无量寿经》中强

调诽谤正法之人不得往生，诽谤正法的人

就是对阿弥陀佛和西方净土不信的人。

昙鸾认为阿弥 陀 佛 代 表 永 恒 的 真 理 ，

光明无量，照十方世界无有障碍，能除十方

众生无明黑暗。称念阿弥陀佛，即是称念佛

这光明无量，称念佛之无量真实功德，就一

定能往生西方净土。

昙鸾认为，念佛名号应对佛名具有的

真实功德深具信心，即信仰佛之真实功德，

由这种信仰而称念，这叫“与名义相应”。如

果称念佛名而缺乏对佛名之信仰，那就名

实不符，叫做“与名义不相应”，那就不能往

生西方净土。

昙鸾对信心提出三条要求：

第一，淳心。即真心，真心诚意，信心便

不会“若存若亡”。

第二，一心。即专心，专心一意，便不会

三心二意，有而无定。

第三，相续心。即恒心，持名有恒，念念

相续，便不会让杂念插入。

信心要真，要专，要恒，具有 这 样 的 信

!"· ·



!""#$!

!"#$% &’$()$(*%"

五台高僧

心去称名念佛，才是与名义相应，才能往生

净土。

昙鸾的净土信仰 理 论 最 具 宗 教 性 ，称

名念佛以求往生，归根到底是个信的问题。

因此，昙鸾把信心做为净土信仰实践的首

要条件再三强调。要求淳心、一心、相续心。

反对不淳、不一、不恒。

七、以回向利他为最高价值观，在往生

过程中改造现实世界。

回向是昙鸾净土思想的落脚点，也是

昙鸾净土利他思想的集中体现。

昙鸾在《往生论注》中用大量的篇幅论

述了回向问题。他说：“回向有两种相，一者

往相，二者还相。往相者，以己功德回施一

切众生，作愿共往生彼阿弥陀如来安乐净

土。还相者，生彼土已，得奢摩他毗婆舍那

方便力成就，回入生死稠林，教化一切众生

共向佛道。若往若还，皆为拔众生渡生死

海。是故回向为首，得成就大悲心故”。［!］

他谆谆告诫人们，把通过礼拜、赞 叹 、

作愿、观察、回向等五念门修行所得的功德

回向施给一切众生，同一切众生作愿共往

生极乐世界：“所集一切功德善根，不求自

身住持之乐，欲拔一切众生苦故。作愿摄取

一切众生，共同生彼安乐国。”

他所说的两种回向，一种是在往生西

方净土过程中的回向，即把自已修行所积

功德全都归功于一切众生，同一切众生一

起发愿往生净土；一种是成佛成菩萨后，再

重返人间教化一切众生共向佛道。不管是

在往生追求的过程中，还是重返人间，都是

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救众生出离生死苦

海，而不是为了自已的享乐。从这里我们能

看出，昙鸾净土思想关注的对象始终是现

实人间，他所提倡的一切是彻头彻尾的利

他主义。这是昙鸾净土理论体系的落脚点，

是其精髓所在。

对如何实施回向，昙鸾指出三点：发无

上菩提心，离菩提障，顺菩提门。

什么是无上菩提心？昙鸾说：“无上菩

提心，即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即是度众

生心。度众生心，即摄取众生生净佛国土

心。是故愿生彼安乐净土者，要发无上菩提

心也。若人不发无上菩提心，但闻彼国土受

乐无间，为乐故愿生，亦当不得往生也。是

故言不求自身住持之乐，欲拔一切众生苦

故。住持乐者，谓彼安乐净土，为阿弥陀如

来本愿力之所住持，受乐无间也”。［"］

离菩提障，就是能远离三种菩提门相

违法：一是，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

贪著自身。二是，依慈悲门，拔一切众生苦，

无离无安众生心。三是，依方便门，怜愍一

切众生心，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

顺菩提门也有三种：一是，无染清净

心，以不为自身求诸乐故。二是，安清净心，

以拔一切众生苦故。三是，乐清净心，以令

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以摄取众生生彼国

土故。昙鸾的利他思想和自利是不相矛盾

的，而是辩证的统一。菩萨不是在追求个人

的福乐中成佛的，而是在利他的过程中成

佛的。对利他与自利的辩证统一，昙鸾是以

“巧方便”来论证的：“菩萨愿以己智慧火，

烧一切众生烦恼草木。若有一众生不成佛，

我不作佛。而众生未尽成佛，菩萨已自成

佛。譬如拨火木棍，欲摘一切草木令使尽。

草木未尽，木棍已尽。以后其身而身先，故

名巧方便”。

利他思想是昙 鸾 净 土 思 想 的 精 华 ，它

同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中国伦理思

想相吻合，也适合现代社会倡导的道德理

念，这是净土宗之所以能在不同时期、不同

社会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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