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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淨土宗

淨土宗的名稱，係根據修持名念佛的人希求往生到
阿彌陀佛的國土而定的。一般往生淨土的條件是執
持阿彌陀佛的名號，即可蓮華化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的淨土，所以又名「淨土宗」，又因是蓮花化生，
故也名為「蓮宗」。



• 「慧遠」是「晉」朝時候的人，為中國淨土宗

的始祖。

• 慧遠大師在廬山結「蓮社」，組織念佛團，有

劉遺民等一百二十三人，都拋棄了世俗的勢利

紛華，而來歸依慧遠，故云「德不孤」也。

• 【故事】白蓮社—「淨土宗」的緣起

• (按：法界淨宗初祖是大勢至菩薩(淨修捷要第二

十五拜)，娑婆世界淨宗初祖是普賢菩薩)。

晉慧遠，住匡廬，結蓮社，德不孤。

東林寺慧遠大師(中國淨宗初祖)紀
念堂



• 南北朝北魏的曇鸞法師自從接受《十六觀經》以後，精進

修持「十六妙觀」，臨命終的時候，空中「現」出華蓋、

幢旛，高映庭宇﹔異香芬郁，天樂盈空。

• 當時見聞到的人很多。所以，從他這臨終的「瑞相」看來，

我們斷定曇鸞法師往「生」西方的「品」位必定很「高」。

• (按：曇鸞大師（公元476～542年）是北魏時期著名的佛教

高僧，有《略論安樂淨土義》、《往生論註》等著作傳世。

大師對龍樹菩薩的「難行道」和「易行道」的判教思想作

了深入闡述，對淨土法門的弘傳貢獻巨大。)

• 【故事】曇鸞大師

魏曇鸞，修妙觀，生品高，瑞相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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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的「道綽」(公元562~645年)及「善導」(613—681年)兩位法師，對於淨

土修持，獲得身心的受用，所以他們對於淨土法門，全力提倡「專修」。

• 他們主張若專修淨土法門，就可以一生成辦，

橫超三界，徑登四土，了脫生死輪迴

，確實是超越苦海之「妙道」，渡迷

津之寶筏。

• (按：「生死苦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

誰為燈炬」？）【故事】道綽、善導大師

道綽大師

唐道綽，暨善導，唱專修，為妙道。



• 淨土宗的念佛「法門」，是根據於《佛說無量壽經》、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佛說阿彌陀經》等「三」部

「經」而「說」的。

• 「大經」(即《佛說無量壽經》)很詳細地敘述阿彌陀佛的出

家、發願、因地上的修行、成佛以後的國土莊嚴、攝受十

方念佛眾生往生彼國等等的事，包括無遺(即「該」)也。

• 【引申】談「一心不亂」與「繫念不亂」

此法門，三經説，大經該，小經切。



• 「小經」指《佛說阿彌陀經》，只有一

千八百多個字，人多稱為小本，除略說

極樂世界國土依正二報莊嚴等事外，主

要的目的是教人「信願持名念佛」，該

經簡單而切要(即「切」也)。

此法門，三經説，大經該，小經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