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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同修提問

•《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世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與「一向專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是否不相
應？

•吾人須知，《金剛經》係從「空」門入(禪宗/性宗)，要放下
一切執著，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淨土法門則從「有」門入，意即執持名號，達到功夫成片(進
而事一心不亂、理一心不亂)，帶業往生極樂，不退成佛。

•《楞嚴經》曰：「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聖性無不通，
順逆皆方便」(按：對此方之機為順，不對此方之機為逆)。

•以契合自己根機之念佛法門，「真為生死，發菩提心；以深
信願，持佛名號」；但當老實驀直念去，久而久之，自能伏
住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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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條大路通羅馬(All roads lead to Rome)
－殊途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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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修提問
 一心專持彌陀名號，心淨則佛土淨(理)，不著「有」也；

一心專求彌陀接引往生淨土(事)，不著「空」也。

此即是真修「空有二邊不著」也。

 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有」和「空」，是否可對換？回答：

 《華嚴經》曰：「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
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

 學佛必須託境，託境方能起修。苦惱眾生起心動念不離六塵，
彌陀經全寫極樂世界之六塵；與金剛經所說不住六塵，看似
相反，實則相同 。改變眾生之心

 江味農居士《金剛經講義》：「觀想極樂世界之六塵，即不
住空；由此而脫離五濁之六塵，即不住有。…，此即脫離五
濁之六塵，二邊不著之下手方法。」 4



善導大師的開示
• 《無量壽經》第六品 第十二願(定成正覺願)
【經文】：我作佛時，所有眾生，生我國者，遠離分別，諸根寂靜，若不決定成等正覺，
證大涅槃者，不取正覺。

• 黃念老在《大經解》指出：善導大師（淨宗二祖）為第十二願安立四個名字：

• （一）必至滅度願；（二）證大涅槃願；（三）無上涅槃願；

• （四）住相證果願(以凡夫心，入諸法實相，最容易的方法是念佛)。
• 在此，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淨土法門住相亦能證果；一般人都認為，觀佛有「色相」，
念佛有「音聲相」，要離相才能證果；

• 善導大師主張，修淨土的人不要急於離相，也不要管離相不離相，但當老實念佛，決定
往生成佛，這實是無上希有的開示。

• (按：譬如念佛，觀想佛像，色境也；天樂水鳥，聲境也；蓮花香潔，香境也；飯食經行，
味境也；但受諸樂，觸境也；憶念彌陀，法境也。如此觀想極樂世界之六境，即不住
「空」；由此而脫離五濁惡世之六塵，即不住「有」；以「憶佛念佛」使眾生心轉向西
方極樂世界之六境，實在是無上勝妙方便的修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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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經(上篇 37章)(體)
－「道可道，非常道」開宗明義(第1章)

德經(下篇 44章)(用)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為始(第38章)

《道德經》是後人取名。
老子的思想和《易經》關係密切。

「道」為宇宙的本體(源)－簡易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58章)－變異
「歸根曰靜，是為復命。復命曰常」(16章)－不易



《德經》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
【原文】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無為
而有以爲。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ㄖㄤ)ˊ
臂而扔(ㄖㄥˋ)之。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
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故去彼取此。

【注釋】無以為：以，有心、故意也；無心而為之也。攘臂而扔之：攘臂，捋起袖子，
伸出胳膊，即舉臂。扔，引也，謂伸手引人使之就於禮，所以老子認為「禮」是繁文縟
節的虛偽表現，是亂之罪魁禍首。如蘇東坡所說：「腹有詩書氣自華」，真正飽讀詩書
或有德者，自然散發華美的丰采，與眾不同的氣質。

【譯文】上古的聖王，一切依道而行，無心求德，所以反而有德；下德的人，有心求德
，所以反而無德。上德的人，順應自然，既無所作為，也無心作為；下德的人，表現無
為，但卻有心作為。 上仁的人，雖有作為，但皆出於愛心，無所為而為；上義的人，
凡事都要計較曲直是非，一切作為，都是有所為而為。上禮的人，造作各種禮儀節度，
並且有所作為，如果得不到回應，便伸出手臂來，強拉人來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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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續)

【原文】(續)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
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注釋】前識者：指先知先覺，指智者而言；道之華：「華」對「實」而言，猶虛華、末
流的意思。處其厚，指立身敦厚；處其實，植物的果實，在此指存心篤實。

【譯文】(續)所以道失去了，而後才有德；德不能行了，然後才有仁；仁失去了，然後才
有義；義不能行了，然後才有禮。由「道」演變到「禮」，越背離道越遠，越失其純真質
樸。

禮的產生，是人性由忠信趨於澆薄的表現，社會由平靜趨於混亂的開始。而那些自認為
先知先覺的智者，棄樸失真，違背道德，則是大道的末流，愚昧的開始。所以大丈夫立身
處世，以立身敦厚(指忠信)為主，而不拘於澆薄(指禮節)；存心篤實(以質樸守道為本)，而

不注重虛華的外表。所以捨棄澆薄浮華的「禮」，而取用敦厚樸實的「道」與「德」。

【心得】道、德、仁、義、禮喪失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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