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淨土宗是佛教宗派之一，旨於念佛往生，由東晉慧遠大師所創立。
諸法平等，無有高下，為因應眾生根基，各宗派都有其依止的主要經典，
以為修持指南。如天台宗的「法華三經」：《無量義經》《妙法蓮華經》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此三經又稱為「天台三大部」或「法華三大
部」。而淨土宗在行持上，主要奉持的是「五經一論」。
五經指的是：《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觀無量壽佛經》《華嚴經．普

賢行願品》與《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一論指的是《往生論》。
「五經一論」是由「三經一論」而來，三經亦稱為「淨土三經」或三

部《彌陀經》，即：
《無量壽經》亦稱《大阿彌陀經》、

《阿彌陀經》亦稱《小阿彌陀經》、

《觀無量壽佛經》亦稱《觀阿彌陀經》。

這三部經典主要敍述西方極樂世界的緣起，淨土三資糧：信、願、
行，淨業三行，十六妙觀，念佛法門理論，四十八大願，如何往生西方極
樂世界，以及九品因果等等。

印光大師的〈與徐福賢女士書〉中，對此三部經典有簡要的說明：

《阿彌陀經》有蕅益大師所著要解，理事各臻其極，為自佛說此經

來第一注解，妙極確極。縱令古佛再出於世，重注此經，亦不能高

出其上矣。不可忽略，宜諦信受。

《無量壽經》有隋慧遠法師疏，訓文釋義，最為明晰。

《觀無量壽佛經》有善導和尚四帖疏，唯欲普利三根，故多約事相

發揮。至於上品上生章後，發揮專雜二修優劣，及令生堅固真信，

雖釋迦諸佛現身，令其捨此淨土，修餘法門，亦不稍移其志。可謂

淨業行者之指南針也。

「淨土三經」之後，又加入兩部經的部分經品：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是由清末咸豐時期，一位很了不起的佛學
家魏源居士，將之附於三經後，成為「淨土第四經」。

《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是民國初年，印光大師將其
列入，成為「淨土第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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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五經一論介紹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和《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主要在講普賢
十大願、憶佛念佛、都攝六根、淨念相繼等。印光大師〈復包右武居士書〉中說：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讀此知念佛求生西方

一法，乃華嚴一生成佛之末後一著。實十方三世諸佛因中自利，果上利他

之最勝方便也。

於〈復永嘉某居士書〉中說：

《楞嚴經》五卷末〈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乃淨宗最上開示。只此一

章，便可與淨土四經參而爲五。

而一論指的是：

世親菩薩所造的《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一般稱《往生論》。

《往生論》中的重點是提出「五念門」：禮拜門、讚歎門、作願門、觀察門
和迴向門。

從此五經一論成為淨土宗修行的核心經典。
淨士法門非常殊勝，印光大師〈淨土五經重刊序〉中說：

淨土法門，其大無外，三根普被，利鈍全收。九界眾生，捨此則上無以圓

成佛道；十方諸佛，離此則下無以普度群萌。一切法門，無不從此法界

流；一切行門，無不還歸此法界。

研讀淨土經論時，應發自內心恭敬、歡喜學習，除了遵循聞思修次第之外，
「常發大願」和「樹立信心」也非常重要。印光大師於〈復丁福保居士書〉開示：

念佛一法，當依淨土經論為準。

念佛修持時，亦須多閱讀淨土經論，多思惟法義，修戒定慧，斷貪瞋癡，令
其淨盡無餘，方能了生脫死，超凡入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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