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佛、往⽣極樂世界、成佛 

「學佛」〝佛〞是形容能⾃度、度⼈、功德
圓滿之能為。實習〝佛〞的能為，⾸先在於內⼼
要有嚮往與需求的渴望，⽽如此的渴望，它來⾃
於本⾝的懺悔能⼒，也就是能明⽩⾃我，⽣、⼼
理、種種的不良現象，能發現問題才能學習如何
經營管理〝情感〞與〝欲望〞。 
學佛者要老實⾃我觀察何謂：往昔所造諸惡

業，皆由無始貪嗔癡，從⾝、語、意之所⽣，⼀
切罪障皆懺悔。悟了〝惡業〞、〝貪〞、〝嗔〞、
〝癡〞、〝⾝〞、〝語〞、〝意〞，三者的互動
關係，才能具有打掃⼼靈污穢的能⼒。 
能去污還淨，就是有懺悔⼒，接著以，盡形

壽皈依佛永不皈依⾃在天魔。盡形壽皈依法永不
皈依外道典籍。盡形壽皈依僧永不皈依外道邪
眾。明⽩了〝⾃在天魔〞、〝外道典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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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邪眾〞，是三⼤魔障，才能顯現無量光明的
佛、法、僧、⽽成為〝三寶弟⼦〞。 
然⽽要具⾜三寶弟⼦，那就要發願：眾⽣無

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能做到了四弘誓願，願願相
隨，學佛之⼈，學習動⼒才能源源不絕。 
三寶弟⼦再依此能量來實踐〝八正道〞：

⼀、〝正⾒〞六祖云：「正⾒名出世、邪⾒名世
間。」要能遠離邪⾒(偏⾒)不離真理的⾒解。⼆、
〝正語〞能不妄語、不兩舌、不綺語、不惡⼝、
不⼀切邪語。三、〝正思惟〞能遠離不當邏輯、
⼀切思考不離⼀切善。四、〝正業〞能⾏度眾⽣
之善⾏、遠離⼀切惡⾏。五、〝正命〞不追逐五
邪命(⼀)不詐現異相。(⼆)不⾃說功德。(三)不占⼘
吉凶。(四)不⾼聲現威。(五)不說所得利。六、
〝正精進〞不以追逐〝名〞〝利〞為努⼒。配以
四正勤的正向指引來成就正精進。七、〝正念〞

學佛、往⽣極樂世界、成佛	 2



不偏不倚的注意⼒，在動不念靜，在靜不念動，
即是正念。八、〝正定〞明⽩四聖諦、⼗⼆因緣
之定，修六度萬⾏之定，⼀切實習皆能安然⾃在
禪定之定。 
所以能諸惡莫做、眾善奉⾏，不離八正道的

學習與發展，也就是能隨時隨地修正思想與⾏為
的⼈，即是〝學佛〞之⼈。 

「往⽣」〝往⽣〞：是指死亡嗎？如果〝往
⽣〞是死亡的另⼀個代名詞，那麼是不是任何⽣
命的終⽌，都可以稱為〝往⽣〞。〝往⽣〞是指
趨向於⽣命樂趣的標向，意指學佛之⼈，他的⽣
命學習是往有樂趣的⽅向去發展。前⼀陣⼦有幾
位⼤德與我討論，有關於〝第⼀腹肚、第⼆佛祖
〞這個觀念如何因應?我回應：若是以基本的⽣命
需求，當然會以低層次的⽣理需求為需求，這在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需求層次理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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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清楚了。但我們學佛之⼈更重要的課業是
〝修⼼〞，⽽非〝養⽣〞，⼈要是失去了善念便
無善⾏，有飯吃⼼中沒溫暖充滿了三毒，那是非
常危險的。所以我認為〝第⼀佛祖、第⼆腹肚〞
才是安然之道。 
在華嚴經入法界品裡說：「善男⼦、我⾒如

是等⼗⽅各⼗佛剎微塵數如來，彼諸如來不來⾄
此，我不往彼，我若欲⾒安樂世界阿彌陀如來，
隨意即⾒，我若欲⾒栴檀世界⾦剛光明如來……
然彼如來不來⾄此，我⾝亦不往詣於彼。」 
以上證明要親近阿彌陀佛⼤願王，並不需等

結束⽣命才能成為蓮花國裡⼈。然⽽學佛之⼈對
於⼀位亡者的描述，說他已經〝往⽣〞了，那是
⼀種感恩與祝福，希望亡者⼀路好走，蓮池海會
菩薩摩訶薩。 
佛陀的教誨是希望弟⼦們能不離於八正道的

學習與發展，使⽣命往有意義與樂趣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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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修⾏現象即是趨向於〝往⽣〞道業。 

「⻄⽅極樂世界」為什麼是往⽣⻄⽅極樂世
界，⽽不是往⽣其他⽅世界去呢？從，佛說阿彌
陀經：「爾時佛告舍利弗，從是⻄⽅過⼗萬億佛
⼟，有世界名曰極樂，其⼟有佛號阿彌陀，今現
在說法。」得知世尊告訴舍利弗，朝⻄的⽅向過
去，遙遠的地⽅有個世界名字叫極樂，其國⼟有
尊佛叫阿彌陀佛，⽬前還在說法當中。 
⾸先我們要明⽩，任何〝佛〞的功德，能為

是沒有侷限的，這是世尊以〝⾃說〞(⼗⼆部)來引
導舍利弗的。「觀無量壽經」裡有介紹往⽣⻄⽅
極樂世界的⾨⼾〝⼗六觀⾨〞說明求⽣淨⼟之
要，先觀落⽇所以標想⻄⽅⽽令向彼佛，能觀⼼
與⽇皆是法界，⽇觀能成，次觀⽔、觀地、觀
樹、觀池，再予以總觀，此六觀是觀淨⼟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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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再觀座、觀像、觀佛、觀⼆菩薩，普觀、雜
觀、此七觀是觀淨⼟之正報。最後觀三輩九品往
⽣，令其捨劣⽽取勝。再加以⾏〝三福業(世福、
戒福、⾏福)廣種淨因，是為往⽣淨⼟之要件。 
「佛說阿彌陀經」：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

種種奇妙雜⾊之⿃，⽩鶴、孔雀、鸚鵡、舍利、
迦陵頻伽、共命之⿃，是諸眾⿃晝夜六時出和雅
⾳其⾳演暢五根、五⼒、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
是等法、其⼟眾⽣聞是⾳已，皆悉念佛、念法、
念僧。」 
這段⽂告訴我們，世尊以：六禽表法演化眾

⽣〝⽩鶴〞表清淨無垢。〝孔雀〞報⾝莊嚴包羅
萬象。〝鸚鵡〞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法喻
者。〝舍利〞銳利廣視⼀切眾⽣。〝迦陵頻伽〞
美妙法⾳遍佈⼀切。〝共命之⿃〞愛護⼀切護⼀
切眾⽣。以此六禽譬喻世尊無時不刻的教導弟⼦
三⼗七品等法，使所有弟⼦能⽣⽣世世不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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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並實證菩提⼤道。 
宋朝中峰國師三時繫念：「審如是，則阿彌

陀佛即是我⼼，我⼼即是阿彌陀佛，淨⼟即此
⽅，此⽅即淨⼟，豈非迷誤之⾃殊，何有聖凡⽽
彼此。」此⽂也再⼀次說明淨⼟出現在無染之
⼼，彌陀願⾏印證在⼀切淨⾏。具⾜了⼀切淨⾏
即是往⽣蓮花國裡⼈。 

「成佛」觀普賢菩薩⾏法經：「云何為剎利
居⼠懺悔法、懺悔法者但當正⼼、不謗三寶、不
障出家、不為梵⾏⼈作惡留難，應繫念，修六念
法，亦當供給供養持⼤乘者不必禮拜，應當憶念
甚深經法第⼀義空，思是法者，是名剎利居⼠修
第⼀懺悔、第⼆懺悔者孝養⽗⺟、恭敬師長，是
名第⼆懺悔。第三懺悔者正法治國不邪枉⼈⺠，
是名修第三懺悔。第四懺悔者，於六齋⽇勅諸境
內⼒所及處令⾏不殺，修如此法是名修第四懺

學佛、往⽣極樂世界、成佛	 7



悔。第五懺悔者，但當深信因果信⼀實道，知佛
不滅，是名修第五懺悔。佛告阿難於未來世若有
修習如此懺悔法，當知此⼈著慚愧服，諸佛護
助，不久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以上世尊明⽩告知阿難尊者剎利居⼠具有了

懺悔能⼒，且能慚能愧，如此的實習能⼒，能
悟，能⾏，能定，洗⼼滌慮離⼀切惡，⾏⼀切
善，佛光普照，不久當成佛道。 
妙法蓮華經普賢菩薩勸發品第⼆⼗八：「佛

告普賢菩薩，若善男⼦、善女⼈成就四法，於如
來滅後當得是法華經，⼀者為諸佛護，⼆植眾德
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發救⼀切眾⽣之⼼。善
男⼦善女⼈，如是成就四法於如來滅後，當得是
法華經。」 
上述世尊所⾔成就四法：第⼀、能護諸佛善

性，第⼆、能⾏⼀切善，廣修福慧。第三、能定
不退轉、諸魔不侵。第四、能願願相隨慈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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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具⾜如此的成就，即是成佛之相。 
⼤般涅槃經後分、遺教品：「無明若滅，三

界都盡，以是因緣名出世⼈。阿難，若能諦觀⼗
⼆因緣，究竟無我，深入本淨，即能遠離三界⼤
火。阿難，如來是實語者，說誠實者，最後付囑
汝當修⾏，阿難如汝所問，佛去逝後以何為師？
阿難，⼫波羅蜜戒是汝⼤師，依之修⾏，能得出
世甚深定慧。阿難如汝所問佛涅槃後以何為住？
阿難，依四念處嚴⼼⽽住、觀⾝性相、同於虛空
名⾝念處，觀受不在內外不住中間名受念處，觀
⼼但有名字，名字性離名⼼念處。觀法不得善
法、不得不善法名法念處。阿難⼀切⾏者，應當
依此四念處住。阿難，如汝所問如來滅後，結集
法藏⼀切經初，當安如是我聞，⼀時佛住某處與
四眾⽽說是經。」 
由上⽂了解世尊回應阿難，〝佛〞逝世了應

以圓滿持戒為〝師〞。我們再以，摩訶般若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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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經卷五問乘品：「云何名⼫羅波羅蜜，須菩提
菩薩摩訶以應薩婆若⼼，⾃⾏⼗善道，亦教他⾏
⼗善道，以無所得故，是名菩薩摩訶薩⼫羅波羅
蜜。」也指出圓滿的持戒，即是能不斷⾏⼗善，
能教⼈⾏⼗善，⼼無所求就是圓滿⼫羅波羅蜜的
莊嚴相。所以具⾜了圓滿⼫羅波羅蜜，也是具⾜
出世之甚深定慧。亦即是展現出⽣⽣世世不離
〝佛性〞之德相。 
世尊告訴阿難，佛涅槃後依四念處嚴⼼⽽

住。⼀、觀⾝性相同於虛空：洞察本⾝之性相原
貌同於虛空，以觀空⽽修空慧。⼆、觀法不得善
法，不得不善法：所有互動之間例如、五根、五
塵、五識的交叉關係，非是裡、外、中間、的絕
對問題，它是因緣互動⽽產⽣的各種異象，能洞
察出〝因〞〝果〞關係，就是智慧之德相。三、
觀⼼但有名字、名字性離：⼀切的學習認知與原
本的⼼靈是無關的，各種的形容名相，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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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的，例如煩惱來了，煩惱去了，煩惱的來
去，分別在智慧的〝有〞〝無〞。四、觀法不得
善法、不得不善法：⼀切的⼼法(內)，⾊法(外)的
產⽣，都是由各種事境因應⽽⽣，不得善法，與
不得不善法，在於〝智〞〝愚〞的表現，也就是
說執著與不執著的對比，但是沒有了執著要從何
比較起呢?因此當下〝空〞了，智慧的光芒便能破
暗⽽出。 
能持四念處嚴⼼⽽住，才能具有洗滌⼼靈的

能⼒，有此能⼒者⽅能⾏於八正道，亦即是能護
住法性之成佛之道。 
從⾦剛⼼總持論三種淨戒論第⼆⼗五：「⽂

殊師利菩薩⼜問佛，如何是三淨戒，佛⾔第⼀惡
⼼去盡、第⼆善⼼滿學、第三度盡眾⽣是名菩薩
三種淨戒。」 
由上，我們也明⽩成佛的條件，要能具⾜

⼀、能斷⼀切惡。⼆、能⾏⼀切善。三、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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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眾⽣。所以能具⾜三淨戒之三寶弟⼦，亦即是
⾏於成佛之道的菩薩。  
具⾜了三聚淨戒：⼀、攝律儀戒：無⼀惡⽽

不斷也。⼆、攝善法戒：無⼀善⽽不修也。三、
攝有情戒：無⼀有情眾⽣⽽不度也。從能持、能
具⾜、能圓滿⼀切功德之莊嚴相、即是〝成佛〞
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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