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名念佛與實相念佛之統一（一）—本願即心持名念佛的提出 
釋法藏 
 
提 要 
 
阿彌陀淨土法門，長期以來一直就是中國佛教的重要宗派，其思想與修持長期地

影響著中國佛弟子的解行，一直至今仍不稍減。然而由於法門的多元性及應機的

多樣性，使得淨土法門的教、理、行、果，亦有著多重性的發展。本文擬以天台

宗的性具思想為根本，藉由對實相念佛內涵之考察，在以法界心念自性佛的認識

下，而得出自性彌陀與唯心淨土的普遍性淨土法門之原理。依此原理，乃得以返

觀一向所流傳最廣的持名念佛，之所以得以成立，以及其功德利益之所以不可思

議的原因，從而亦建立起即心持名念佛的理論根基。此外更進一步地，透過對彌

陀第十八願的理解，在實相念佛的觀照下，於破斥日本淨土真宗的偏激之同時，

亦提出了具有終極救度色彩的本願即心念佛思想。希望藉此能使念佛法門的修

持，更臻三根普被的境地，更具深厚的理論內涵。以使未來的淨宗行者，能斷疑

生信安心精進地修持淨土法門，近可收即心即佛之圓解，遠可得往生極樂之左

券，此論文寫作之初心也。 
 
一、前 言 
 
彌陀淨土法門，自從東晉慧遠（334～416）大師廬山結社首倡 1，東魏曇鸞（476
～？）大師註論 2 專弘以來，即在中國弘傳不輟。這其中雖然依於不同的淨土經

論，或不同的教理思想背景，而產生了諸如自力、他力，修觀、帶理或專念佛名

等不同類型的淨土修持理論與方法 3。但是對於彌陀淨土的功德與修行價值等，

長期以來都是共同加以推崇而廣泛弘揚的。然而近百年來，由於中國佛教在長期

客觀環境的妨礙與不足下 4，已使得佛教有著解門不彰，行持不力乃至解行分離

的現象產生。影響所及，佔修持比例大宗的淨土法門，也因此漸漸地流於膚淺化、

籠統化與目標不明、信心不定。修持淨土教法的人當中，不少人有著一種「只要

一句佛號念到底就可以成就一切了」之類，似是而非的無知與懈怠之思想。這類

看似對淨土法門信心堅定，而又「道味」十足的說辭，或者對某些宿具深厚淨土

善根的少數人有實際的利益，但對大部分疑心重、煩惱深且妄想多的眾生而言，

總不免讓人有「以雞毛當令箭」的感覺。彌陀聖號的功德固然深廣不可思議 5，

而信心行人 6 也確實可能由於對聖號功德的仰信，而得到念佛的大利益，但那畢

竟不是大部分末法眾生所能做到的。因此古來大德才要不厭其煩地，廣演淨土教

法以令淨土行者斷疑生信，不生退卻地精進用功 7。對一般惱重慧淺之人，若不

能以深入的佛法，給予開導念佛的用心方法，則往往用功不得力而中路退卻，徒

使三根普被、萬修萬去的妙善法門成為虛設，誠為可惜之甚者！ 
另外尚有一部分日本淨土真宗學人，他們援引中國祖師 8 之教說，卻極端地解釋



本願信心法門，認為絕對「他力」信仰才是淨土之「真宗」。彼等由於只重信仰

之建立，而未能於普遍的修行方便及成佛原理上，進行佛法應有的理解，以致產

生諸多增上慢心，全依情見曲解淨土法門而不自知。從而亦輕毀一切傳統「自力」

修持之法門，往往自恃己見而睥睨他宗，甚至偏激得失去理性，而近乎外道信仰！

其信仰彌陀之真心故然可嘉，可是卻不知彌陀非心外而得，西方不格於方寸的大

乘真實深義，以致彌陀的深悲大願，不過類同外道神祗的純救濟義。如此一來，

雖有令少數有根器者往生的功勞，但也造下了毀失淨土法門之圓頓大乘深義的無

邊過失，為弘法化而反致此咎，實為可憐憫者。 
因此，為了保持彌陀淨土法門應有的圓頓大乘內涵，同時也深化持名念佛者的修

行原理，我們實在有必要將大乘佛法中的「實相念佛」觀，導入易行道中的「持

名念佛」行當中，將兩者作一調和與統一。以使持名的徹底方便道，有著大乘終

極真理的內涵在；反之，亦令甚深而不可思議的大乘中道實相之理，在凡夫的位

上，有了簡易可修的下手方便，如此則上來兩類人的缺失即有了修正的可能，這

也正是本文的深層目的所在。 
 
二、彌陀淨土教的緣起與修行目標 
 
（一）淨土法門之緣起 
世尊的出世說法，目的無非欲令眾生能依佛法的聞解，及透過親身的實踐，而達

到離苦得樂的解脫境界，這是諸佛出世的大悲用心所在。如《無量壽經》云： 
 
如來以無盡大悲矜哀三界，所以出興於世，光闡道教，普令群萌獲真法利 9。 
 
然而，什麼樣的教法才能令眾生「獲真法利」呢？契理之教固然是真法利的前提，

但契機的條件卻更是世尊設教時不可不考慮的重要因素，畢竟法門廣大以能應眾

生之機者為修行得力之先。尤其三界 10 內的眾生，大部分為三障 11 煩惱所蔽，

欲修行出離談何容易？因此佛在《觀無量壽經》中，才因韋提希夫人的逆子因緣，

而施設了當生即能離苦得樂的彌陀淨土法門。如彼經中韋提希夫人向佛陀祈求

云： 
 
世尊，我宿何罪生此惡子（阿闍世太子）……唯願世尊為我廣說無憂惱處，我當

往生，不樂閻浮提濁惡世也。此濁惡處，地獄、餓鬼、畜生盈滿，多不善聚。願

我未來不聞惡聲，不見惡人。……唯願佛日教我觀於清淨業處 12。 
 
眾生因觀世間的「濁惡、盈滿」，生起厭患欲離之心，從而欲於當生求生「清淨

業處」（欣此厭彼），這正是淨土法門施設的主要因緣！然而當生成就之法門，為

何是淨土法門而非其他法門？蓋以仗彌陀本願力之攝受加持故，眾生能以少分力

而得迅速成就不退轉，從而直了成佛。《無量壽經》說眾生生彼後，皆是不會退



轉的正定之聚。文云： 
 
佛告阿難，其有眾生生彼國者，皆悉住於正定之聚。所以者何，彼佛國中無諸邪

聚及不定之聚 13。 
 
此外四十八願之第十一願亦云：「住定聚，必至滅度 14」等，皆是眾生往生後住

於不退轉的經證，也同時是許多眾生的生命需求。因此，龍樹菩薩於《十住毘婆

沙論》＜易行品＞中，更將一切能令眾生至不退轉地的法門，大判為難行道及易

行道： 
 
佛法有無量門，如世間道有難有易，陸道步行則苦，水道乘船則樂。菩薩道亦如

是，或有勤行精進，或有以信方便，易行疾至阿惟越致者（不退轉）。如偈說……

若人疾欲至不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 15。 
 
又云： 
 
阿彌陀等佛，及諸大菩薩，稱名一心念，亦得不退轉 16。 
 
論中先言「以信方便」，後言「稱名一心念」等，由此可知，以信為前提，一心

執持彌陀名號，在龍樹菩薩看來，正是苦惱眾生所希求的「疾至不退轉」之易行

道法門。與此類似的，則是世親菩薩對彌陀佛本願力的進一步推崇，如《往生論》

云：「觀佛本願力，遇無空過者，能令速滿足，功德大寶海 17。」 
十方諸佛皆有淨土，亦皆依本願而成佛，何以世親菩薩卻要獨尊彌陀？原來這是

有經為證的，如《無量壽經》卷上法藏菩薩自云： 
 
令我作佛，國土第一，其眾奇妙，道場超絕。國如泥洹，而無等雙，我當愍哀，

度脫一切。十方來生，心悅清淨，已到我國，快樂安隱 18。 
 
所謂「道場超絕，而無等雙」，正是指出彌陀本願功德的特勝所在，而「度脫一

切，快樂安隱」，則更明示了彌陀淨土三根普被的應機性質！由易行道的確立，

到特勝與三根普被的本願功德，使得彌陀淨土法門得以確立其崇高的地位，亦是

必然的結果。關於諸經偏讚彌陀的原因，智者大師在《淨土十疑論》中亦有明確

的說明： 
 
釋迦大師一代說法，處處聖教，唯勸眾生專心偏念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樂世

界……又彌陀佛別有大悲四十八願，接引眾生……當知阿彌陀佛與此世界極惡眾

生偏有因緣。其餘諸佛，一切淨土，雖一經兩經，略勸往生，不如彌陀佛國，處

處經論，殷勤叮嚀勸往生也 19。 



 
（二）淨土法門之修行目標 
 
佛法修行的通途道，經由對佛法的聞思修為方便，以自力的戒定慧增上，而趣向

解脫為目的，其理甚明自不待言。然自力的修行解脫，對極大部分的眾生來說，

卻不是一件容易的事，尤其身處末法的五濁惡世，欲能世世不失人身，且精進不

退於佛道，更不是一般凡夫所能。例如曇鸞大師在《往生論註》中論難、易二種

修行時即指出：「難行道者，謂於五濁之世，於無佛時求阿毘跋致為難，此難乃

有多途……唯是自力無他力持……譬如陸路步行則苦。易行道者，謂但以信佛因

緣，願生淨土，乘佛願力便得往生清淨土。佛力住［加］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阿

毘跋致）……譬如水路乘船則樂 20。」 
五濁末法中，既然當修具有「他力加持」的易行之道以求往生證不退轉，可見「往

生淨土」正是淨土法門的最主要修行目標！如《阿彌陀經》云： 
 
極樂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數甚多……眾生聞者，

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所以者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21。 
 
又云： 
 
若有人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不退轉於

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於彼國土若已生、若今生、若當生。是故舍利弗，諸善男

子善女人，若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 22。 
 
由上引證可知，眾生信仰彌陀本願功德力之加持，並發願求生淨土，與諸上善人

俱會共修，當生成就不退轉之佛道，正是末法眾生應當修學淨土法門的主要目標

所在。 
然而一個具有信心，而又發願求生彌陀淨土的末法凡夫眾生，該當如何信受、如

何理解及如何行持淨土法門，以確切地達到臨終往生極樂的終極目的呢？關於

此，則依於不同的經、論及教理思想，而有不同的理論與方法 23，誠然無法一

概而論。因此，下文主要以淨土三經 24 的思想為根本，分別就《阿彌陀經》的

持名念佛行、《觀經》所示即心念佛行，乃至《無量壽經》的本願念佛行 25 等，

略做分析說明。希望能對這些主要的念佛行門，進行一番整合，以使未來的淨土

行者，在修持淨土法門時，不致於在修持方法上或思想認知上，產生衝突或疑惑。 
 
三、持名念佛的理論與實踐 
 
（一）持名念佛的建立 
持名念佛又云「稱名念佛」，是四種念佛 26 中流傳最為廣泛的念佛方法，以專心



一意，稱念彌陀聖號，念念相續得心一境性 27，依此而達福慧增長、罪障淨除

乃至最重要的臨終心不顛倒，蒙佛接引往生的目的。如《阿彌陀經》云： 
 
若有善男子善女人，聞說阿彌陀佛，執持名號。若一日、若二日……一心不亂。

其人臨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不顛倒，即得往生阿彌

陀佛極樂國土 28。 
 
上引文中明白地指出「執持名號」、「一心不亂」及「是人終時心不顛倒」等持名

方法和念佛成就的關鍵所在，可說正是持名念佛法門最重要的理論基礎！關於

此，在康譯《無量壽經》四十八願中之第十八願願文中，亦以彌陀「本願」的形

式，強調了「持名」的重要性及持名往生的必然性，彼文云：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樂，欲生我國，乃至十念，若不生者，不取正覺 29。 
 
願文中甚至以「乃至十念」取代了「若一日乃至七日」的念佛時間，而更強化了

「信樂稱名」的有效性 30。而唐朝善導大師亦直接判定，此「專持佛名」的修

法，才是淨土法門的「正行」，其他禮拜，供養乃至餘善等，皆屬「助行」或「雜

行」而已，皆非正行 31。此外，稱念佛名固然以「往生極樂」為最大的目的，

但稱名念佛尚有滅罪去障的功能，這尤其也是持名念佛法門的重要修行利益所

在，如《觀無量壽佛經》云： 
 
下品下生者，或有眾生作不善業、五逆十惡，具諸不善……此愚人臨命終時遇善

知識……教令念佛……應稱歸命無量壽佛。如是至心令聲不絕，具足十念稱南無

阿彌陀佛，稱佛名故，於念念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時，見金蓮花……

如一念頃即得往生極樂世界 32。 
 
既然三經皆如此明確地推崇稱念佛名的功德及往生利益，至於其他如觀想、觀像

乃至實相等念佛法門，由於觀境的深細和複雜，洵非一般躁動凡夫所易修持。在

少有提倡及修持的情況下，明代以來，中國佛教大都以持名念佛為修持彌陀淨土

的主要方法，是可以理解而且也是必然的。自來諸祖亦廣歎此一法門的易行與契

機，如蕅益大師即在《彌陀要解》中歎此法門曰：「名號功德不可思議，故使散

亂稱名為佛種，況執持至一心不亂，安有不徑登不退者乎？然諸經所示淨土要行

萬別千差……而惟此持名一法收機最廣，下手最易……可謂方便中之第一方便，

了義中無上了義，圓頓中最極圓頓 33。」 
以名號的功德不可思議之故，任何人乃至散亂心稱念一句「南無阿彌陀佛」，亦

能為未來種下成佛的種子，因此念佛的法門雖多，而《彌陀經》中偏讚「持名」，

自有其契理 34 及契機的原因在 35。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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