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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淨土宗結論

• 淨土法門乃「十方諸佛同讚，千經萬論共指」之不可思議法門，誠

如《彌陀疏鈔》云：「千聖復起不能易，萬世守之為楷則」也。

• 吾人須知，念此句佛號，仍須將佛在經典所說的教誨，認真努力去

實踐，這才是真正念佛(憶佛的心、願、解、行)。

• 《彌陀疏鈔》有云：「心常憶佛，口常稱佛，身常敬佛，始名深

信」，此即「一念相應，一念佛；念念相應，念念佛」，是故臨終

十念、一念皆能往生。

• 在此仰願淨宗學人，慎莫初聞淨宗易行，便生輕慢。信心虛浮，志

願弛緩。口談淨業，心戀塵緣，如是求生，當待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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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佛法懺法

「懺悔」是梵語「懺摩」的音譯，有「悔過」之意，
而其真實義是「後不再造」。

佛教修行法門無量，而唯一宗旨，懺悔除障而已。
在唯識論上，「障」有兩種：煩惱障(我執)

與所知障(法執)。



• 「上」面將佛教大、小乘等「十」大「宗」派，「已」經「說完」

介紹完畢。

• 「懺」字在梵文的原文是「懺摩」(ksama)，譯成中文是「悔」改

的意思。在中文和梵文上各取了一字，就演變而為「懺悔」。

• 吾人慎勿以此生未造惡業，自以為無過，而疏忽懺悔的重要，是

故「更須」要深入「探」究修此懺悔法門也。

上十宗，已説完，懺悔法，更須探。



• 「慈悲懺」有兩種懺法，一個是「慈悲

梁皇寶懺」，另一個是「慈悲三昧水

懺」。

• 「慈悲梁皇寶懺」是何人會集的呢？乃

是寶「誌公」禪師「等」「十」大「高

僧」編集佛經語而成的。

• 【故事】寶誌公禪師

慈悲懺，何人集，誌公等，高僧十。



• 「梁武帝」因夫妻恩愛，所以以

「至誠」「心」，而為往生的郗(ㄔ)

夫人，請寶誌公會集《梁皇寶懺》

的經文，為其真誠懺悔，以便「度」

他的「故妻」，「脫」去「蟒」蛇

的惡「形」。

• 【故事】《梁皇寶懺》的緣起

梁武帝，心至誠，度故妻，脱蟒形。



• 這是第二個懺悔滅罪的故事。「唐」朝懿宗皇帝的時候，有一位

高僧「悟達」國師，因為「有夙業」的牽纏，「在」他的「膝」

蓋上「生」了一個「人面瘡」。

• 這個瘡形像一如人面，有眼、耳、口、鼻、舌，

且能吞噉食物，痛徹骨髓；醫藥無效，而悟達國

師痛苦卻日甚一日。

唐悟達，有夙業，人面瘡，生於膝。



悟達國師人面瘡



• 由於悟達國師受皇帝人主的寵遇，奢侈過分，且有名利之心，於德有

虧，所以冤親債主得其便，現為人面瘡來報復，今「遇神僧」迦諾迦

尊者，「洗」以「三昧」法「水」，「為」悟達國師解「冤」釋結。

• 自此以後，不與悟達為仇。悟達了解前因後果之後，

不禁汗毛直豎，趕忙掏水「澆」瘡，真是痛徹心髓，

絕而復甦，而瘡「即」頓然「痊」癒。

• 【故事】悟達國師的《慈悲三昧水懺》

遇神僧，為洗冤，三昧水，澆即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