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觀經》有「最」為「驚人」聽聞的經「語」，即

「許」可造作「五逆」大罪的惡人(弒父、殺母、殺

阿羅漢、出佛身血、破和合僧等五種極大的罪惡)，

也可在臨命終時，懺悔念佛「得往生」淨土。

•【故事】阿闍世王「懺悔念佛」往生－「議獄緩死」

的證明

觀經語，最驚人，許五逆，得往生。



•「三藏教」含攝雖然廣泛，然而對於造作五逆十惡

罪大惡極的惡人，在臨命終時，能因十念「念佛」

而往生淨土，究竟離苦得樂，「不」為一般通途之

三藏「所」含「攝」，故淨土宗被稱為「特別法

門」。

•因此，阿彌陀「佛」之大慈悲威神「願力」，「誠」

「難」以推「測」而不可思議啊！

三藏教，所不攝，佛願力，誠難測。



• 一個罪大惡極的人，在「臨」命「終時」，遇到善知識的

開示，能以極大的勇猛心，「一」心「稱」念阿彌陀佛的

「名」號，頓然使「眾罪」業消「滅」(消業障，增福慧，

暗合道妙)，並且蒙「佛來接」引，而得生淨土。

• 這固然由於罪性本空，善的力量堅強，同時也是阿彌陀佛

的大慈悲願力有以致之。

• (按：如《觀經》云：「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

劫生死之罪。」)

一稱名，眾罪滅；臨終時，佛來接。



•為了便於教化起見，將有信心的念佛人，勉強分為

「下、中、上」三輩，以便對於這些人因材施教。

眾生的「根」性各不相同，極「不」整「齊」。

•然而吾人只要發菩提心，「一」向專念這「句佛」

號，便能「同生西」方極樂國土。

• (按：「一句佛」即千句萬句，即是一句。蓮池大師

云：「越三祇於一念，齊諸聖於片言。」

下中上，根不齊，一句佛，同生西。



• 我們因憑仗一句阿彌陀佛，「既」然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以後，

「皆」可以獲得「不退」轉的地位(「作阿惟越致菩薩」)。不但「位不

退」，並且可以「親」眼「見」到阿彌陀「佛」，「得」蒙佛「授記」。

• (按：不退包括：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一）位不退：入聖流，

不墮凡夫地。小乘初果，圓教初信，名位不退；（二）行不退：恆行菩

薩道，廣度眾生，不墮二乘。圓十信，名位不退；（三）念不退：心心

流入薩婆若海（梵文Sarvana，即一切種智海，即如來果海）。圓初住，

名念不退。《彌陀要解》云：「今淨土，五逆十惡，十念成就，帶業往

生，居下下品，皆得三不退也。」

既生西，皆不退，親見佛，得授記。



• 「淨土宗」的教義和修行的方法，「真」夠「簡」明而扼要」。

• 尤其佛教在末法時期，求其「協」調適應當「時」期眾生的

「機」宜，唯有淨土三經中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的法門最為

恰當。雖然，佛法無一不妙，而淨土法門，尤其是眾「妙中」

之最「妙」也。

• (按：《大集經》云：「末法時期，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

依念佛，得度生死。」因此，當今之世，求其協時逗機者，無

如念佛法門。)

淨土宗，真簡要，協時機，妙中妙。



•佛法的三藏(經、律、論)就其文體或內含的不同，

可分為十二部類，或者又名十二分教。如來以平

等大悲普度眾生，而眾生受化的因緣，則千差萬

別；「遇」到「

遇有緣，作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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