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談生天與往生淨土 

劉嘉誠 

拜讀本刊第 286 期王堯仁先生所撰〈人生三大問

題〉一文（以下簡稱王文），對文內引用達爾文進化論、

現代物理學及佛教十四無記等觀點解釋人生三大問

題，頗有見地且具啟發性。惟對於人生第三大問題—

我們要到哪裡去？王文指出：「他方世界與天上能提供

比此世間更優勝的修習環境，以效率而言，若自己能

把持精進，應求往生他方世界（淨土）或者升天，然

後在他方世界或者天上繼續修習，以至證果解脫。」

惟此一見解恐有再商榷的地方，就佛法的旨趣，生天

是五乘共法，往生淨土屬大乘不共法，這在印順導師

《成佛之道》中有詳細論述，本文將參考該書所引相

關經論，就生天與往生淨土的問題提出一些王文所沒

提到的看法。 

先談生天，生於人天善趣，是修人天善業所獲得

的善報，若依欲樂或福報來說，天界勝過人間許多，

不過若依佛法的修習環境，則人間更優於天上，而非

如王文所說天上優於人間，理由是： 

（一）生天是修學佛法的八難之一，如《增壹阿

含經‧八難品》：「如來出現世時，廣演法教，然此眾

生在長壽天上，不聞不睹，是謂第四之難也。」天界

眾生壽命都很長，故生天的都稱長壽天，都是難得聞

法修行，所以佛勸弟子雖修天善業而不求生天。 

（二）天界唯樂無苦，彼諸有情易耽天樂，難以

精勤修道，一旦天樂享盡，臨命終時，忽現衰敗之相，

疾墮下趣。縱使有機會聽聞佛法，也難以憶念奉行，

如從前帝釋曾請佛說法，可是回宮不久，就忘記佛所

說。反觀人間苦樂參雜，若能聽聞佛法，知苦、知苦

因，知滅苦之道，信受奉行，最終則能滅眾苦。 

（三）人類所擁有的三特勝—憶念勝（思考力）、

梵行勝（德行力）、勤勇勝（意志力），遠勝於諸天，

如《大毘婆沙論》說：「契經說人有三事勝於諸天：一

勇猛、二憶念、三梵行。」由於人有三特勝，這對修

學佛法有很大的幫助，所以人是諸有情界中最寶貴

的，故佛說人身難得，如《成佛之道》引經說：如諸

天命終，其他的天就說：「願得生於安樂趣中」，他們

所仰望的樂土，就是人間。 

次談往生淨土，依大乘法門，菩薩是覺有情，即

上勤求菩提，下廣度眾生，不以己利自了為先，但求

眾生得離苦，因此長在生死中利益眾生，是菩薩的本

所誓願，求生淨土顯然與菩薩的誓願未合。依大乘經

論所說，淨土法門乃是佛為希求易行道的怯弱下劣者

所說，其目的在攝護信心，如《十住毘婆沙論》中有

人問龍樹是否有佛所說疾得不退轉菩薩位之易行道，

龍樹答說：「如汝所說，是儜弱怯劣，無有大心，非是

丈夫志幹之言也！何以故？若人發願欲求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未得阿惟越致，於其中間，應不惜身命，

晝夜精進…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菩薩道亦

如是（有難有易），或有勤行精進，或有以信方便易行

疾至阿惟越致者……是諸佛世尊現在十方清淨世界，

皆稱名憶念…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馬鳴《大

乘起信論》亦說：「眾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

弱…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

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 

往生淨土固然環境好，不再退轉，而菩薩於穢土

修行，雖容易退失，但論修行速率，穢土修行卻比淨

土修行快得多，如〈淨土新論〉引《大阿彌陀經》說：

「世尊！…（在此娑婆濁世），為德立善，慈心正意，

齋戒清淨，如是一晝一夜，勝於阿彌陀佛剎百歲。」

又引《寶積經》中說：釋迦所行是穢土難行道，彌勒

所行是淨土易行道，彌勒發心比釋迦早四十劫，且久

已得不退轉，結果釋迦比彌勒先成佛。這是易行道難

成佛，難行道易成佛的鐵證。 

以上補充說明王文所未述及的觀點，希能提供佛

法更多元的面向與宗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