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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古今大德註釋經論體例甚多。「玄義」體例，綜述合論，以教理為

主線，以法性為重點，故以理論深度見長，要求註家具較強抽象概括

能力，使讀者深入瞭解法語文字所攝深層法義。 

  玄義長於綜述而略於疏文，古大德常與「文句」合刊並行。故本

文與《〈西方確指〉淺釋》並行。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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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起因緣 （本論的法緣背景） 

  法運東移，興於漢地，形成漢傳佛教。漢地所出典籍，首推《壇

經》，本論繼之。一禪一淨，兩篇並稱寶典。 

  本論出世於明清之際，具劃時代意義。時當釋迦牟尼佛教法之像

法時期與末法時期更替。依法運三時而言，本論乃釋迦末法教法淨土

法門的序曲先聲。依淨土法門行法而言，本論承前啟後，總結像法念

佛行法，預示末法聞佛行法。如今時當像末更替時期，本論廣行於

世。 

  【法運】  「諸法因緣生」，佛法的興起必定具足法緣。 

  演說佛法旨在度化眾生，眾生的根性（心理特質）即是佛法的法

緣。諸行無常，眾生的根性既有個體之間的差異，也有整體上的變

異。因應眾生的根機施行教化是佛法的根本原則。諸佛菩薩應機施

教，既要適應眾生個體方面的差異，也要適應整體上的變異。 

  關於適應眾生根機個體差異而說法的方面，《楞嚴經》二十五圓通

法門，尤以〈耳根圓通章〉觀世音菩薩演說示現三十二類應身說法度

眾，是最佳的示範。關於適應眾生根機整體變異而說法的方面，《像法

決疑經》、《大集月藏經》演說的十分詳盡。 

  眾生根性整體上的差異，有地域層面的差異，如西土與東土；也

有種族層面的差異，如漢族、藏族；還有時間層面的變異，如正法、

像法、末法三時。 

  一者、法運轉移 教理漢化 

  迦牟尼佛早有預言：法運漸次轉移，終歸東土漢地。自東漢至盛

唐，歷經千年傳譯、消化，漢地學人逐步建立十個宗派，形成「漢傳

佛教」。漢化程度較淺者有成實、俱舍、唯識、三論、華嚴諸宗；初步

漢化者有律宗、天台宗和淨土宗；漢化程度較深者是禪宗。《壇經》對

教理提出了許多新的闡釋。至本次法會的近千年間，漢地學人在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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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中，又遇到許多疑難問題有待解答，教理需要進一步漢化與完

善。 

  二者、法運更替 淨土將興 

釋迦牟尼佛把眾生根機的整體變化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配合法

運稱為：正法時期、像法時期、末法時期。對照東土漢地歷史，正、

像更替大致自南北朝至盛唐，像、末更替大致自明清之際至今。由於

法運三時眾生的根性不同，適於修學、易於成就的法門相應也不同。

《念佛鏡》述佛陀教法曰：正法眾生戒法成就；像法眾生禪法成就；

末法眾生淨土成就。此一規律不僅適用於古印度，也適用於東土漢

地。 

【法門】  

一、正法法門  

正法眾生持戒成就；釋迦正法末期，佛法東傳，梵僧東來，時值

東漢。最初所譯經典：《八大人覺經》、《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

等，大多演說戒法。上起宮廷，下至百姓，競相皈依，有緣者皆得度

脫。像法時期的東土漢地，戒法衰微，雖創「百丈清規」、叢林制度，

仍難振衰起弊。出家眾中僅有律宗重律持戒，但律宗從未興盛過，且

常被譏為「著相」。末法時期，道場漸如商場，戒律漸如具文，罕見修

律持戒，如弘一大師者，遑論持戒成就者。 

二、像法法門  

像法眾生禪法成就。此「禪法」指像法之禪法，而非正法之禪

法。釋迦牟尼佛教授的禪法名為「禪那」，屬定學，後世稱為「如來

禪」，是正法禪法，適應正法眾生的根性。 

進入像法時期，達摩祖師應運東來，慧能大師應運出世，演說

《壇經》，規範了頓悟禪法，屬般若慧學。後世稱為「宗門禪」、「祖師

禪」。馬祖與百丈大師創立了叢林制度與「農禪」漸修禪法。這些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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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像法禪法，分別適應上上根器與普通根器漢地像法眾生。於是，漢

地禪風大盛，使「禪」成為中國佛教的特質（佛光出版社佛教叢書

《宗派》〈禪學影響〉）。影響所及，文人儒士間也流行談禪。 

明清之際進入像末之交，眾生根性已變，不具禪法成就的慧根，

「能夠把握佛法命脈的真修真悟的禪者，便廖廖無幾」（釋聖嚴：《明

末佛教研究》第六頁）。法運轉移，禪風流於枯禪與口頭禪。宗門流弊

甚至使修道人望而卻步。（釋聖嚴：《明末佛教研究》第七頁） 

三、末法法門 

末法眾生淨土成就。末法法運臨近，應機之淨土法門將興。菩薩

應運出世，闡揚彌陀淨土法門。 

【行門】  

淨土法門行法亦有正像末三期之別：正法觀佛、像法念佛、末法

聞佛。 

釋迦牟尼佛教授韋提希夫人觀佛，是正法的淨土法門行法，適應

正法眾生的根性。慧遠大師在廬山建立蓮社，開創東土淨土宗，領眾

「澄心觀想」（《淨土聖賢錄》初編卷二「慧遠」條）。觀佛之法，適應

正法眾生的根性。當機眾生依法修行得度。 

像法眾生根性變易，「境細心麤，觀想難成」。善導大師倡導念

佛，「長跪唱佛」（《淨土聖賢錄》初編卷二「善導」條），有緣者得

渡。 

念佛乃西土成法，典籍教法契合西土眾生根性。東土漢地普通學

人依經修學而機教未盡相應。菩薩出世，應機設教，規範名相，準確

定義，傳授行法，稱名觀聲攝心念佛，普渡漢地像法眾生，功德無

量。 

菩薩復以「聞名能受持」一語，預示末法行門教法：聞佛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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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如體性 （本論的教理基礎） 

  本論以「一真」為體，顯「真如」之性。 

【體 一真法界】  本論教理之體為「一真」。 

菩薩開示：「欲明心者，當微細觀究：此身、此心，從何而有？既

四大虛幻，心將誰寄？身心既幻，世界微塵了無差別；目前萬法，從

何處生？從何處滅？若無生滅，則照與能照兩無所依，自見真如寂滅

場地。」（第十一品）（章、節、品次見《〈西方確指〉讀本》，下同）  

「世界微塵了無差別」，講「一」；「真如寂滅場地」，講「真」。

「一真」即是諸法實相。彌陀淨土極樂世界即是一真法界。 

【性 理事真如】  本論開顯真如之性。 

真如之性即是佛性，依於眾生本具自性之中。因此，佛說：「眾生

皆具如來智慧德相。」經中菩薩闡述教理，顯真如之性：「十方諸佛是

眾生心；十方眾生是諸佛心。」理事圓融：「是故，憶佛、念佛，則十

方諸佛現汝心內。」本論開顯的境界：「妙覺本明，不可思議」（第四

十六品），即顯佛性。 

   

（三）宗綱趣向 （本論教法的行門綱領） 

  宗者，修行宗旨；綱者，行門綱領；趣者，成就目標。 

【宗 正憶念三昧】  

本論以「正憶念三昧」為修行的宗旨。 

菩薩提出「正憶念三昧」，作為念佛三昧的東土規範稱謂（第五十

品）。亦即念佛得「一心」。菩薩開示了正憶念三昧的成因、境界、行

法。（第六章第三、五節）。 

【綱 信願行】  

本論以信、願、行為行門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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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菩薩教授信、願、行三門，各具特色，多發前人所未發。 

信門。菩薩示範隨機啟信，示範修信之法：修深信、修正信（見

第三章）。 

願門。通常講欣厭。菩薩強調修願：發願須切，捨身之願方為切

願，離欲方能成就切願。菩薩開示修願之法，以理、事、頓、漸分述

之（見第四章）。 

行門。本論開示稱名念佛、憶念念佛二法，各具特色。一者、稱

名念佛契機最廣，菩薩開示「觀聲」之法（第六章第一節）；聲心依、

緣、隨、合，由聲根攝意根，融通口唸與心念的關係。二者、憶念念

佛契理最深。菩薩教授憶念佛之功德、恩德之法，而且分別事、理、

頓、漸，開示實行之法（第六章第三節）。菩薩開示行持之法（第六章

第二節、第七章），切實指導，具體而微。菩薩開示淨業通行，以淨業

三福為綱，兼通世法與出世法。（第八章）  

二、菩薩開示信、願、行三位一體、互相促進之理。菩薩每說其

一，不離整體。講信，則歸入願、行（第十二、二十五品）；講願，則

由信導入（第二十六品）而又歸於行（第二十九品）；講行，則由願導

入（第三十二品）而不離信、願（第五十品等）。 

【趣 往生淨土】  

本論開示的修行目標有不同的階次。 

一、當生的修行目標是往生極樂淨土。菩薩因應眾生根機，多途

導向極樂淨土。例如，以求生極樂作為修學佛法、成就道業之法（見

第四、五、十四品等多品），作為離苦（病苦、死苦、刀兵劫苦）之法

（見第十二、三十七、六十三品），作為行善盡孝之法（見第三十九

品）等。總之，菩薩以往生極樂世界作為解決人道眾生種種煩惱的樞

紐，方便誘導眾生，殊途同歸。 

菩薩講往生淨土，偶涉九品之別（第四十九品「直趨上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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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四土之分。 

二、最終的修行目標是「成就一切功德」（第二十六品）。其中，

內功德是「以妙湛覺心照明一切諸所有剎土眾生所同具足」，即悟道證

果；外功德是「以覺妙妙覺覺明妙心，起無量妙行，度諸眾生」，即倒

駕慈航，應機度眾（第三、二十六品）。前者講因地的功德，如同在學

期間的學習成績；後者講果地的功德，如同畢業、取得專業資格後的

工作業績。菩薩唯言「成就功德」而不輕言「成佛」。 

   

（四）方便力用 （本論教法的實用價值） 

   方便者，理機雙契，妙手剪裁，善巧圓融；力者，系統規範教

學，指導念佛實修；用者，發揮宗教的社會功能。 

【方便之教】  

本論菩薩開示念佛之法，極盡善巧方便、理機雙契。 

  本論的精髓是：觀聲攝心，聲心依緣隨合。善巧方便，出神入化

（第三十三、五十品）。 

  菩薩開示憶念念佛之法，因應娑婆眾生情執深重的根性特徵，以

世法喻示佛法。《楞嚴經》中，大勢至菩薩以母子相憶比喻念佛教理。

漢民族文化觀念重孝道。菩薩因勢利導，籍由演說孝思之辭，暗喻

「母子相憶」的憶念念佛之法。寓佛法於世法，不露痕跡，方便究

竟，妙手天成。（第四十三、四十五品）  

【方便之力】  

本論教法主要力用在於指導實修。因此，本論教法具有系統性、

規範性、操作性之特徵。 

本論教法具有嚴整的系統性。本論是學佛的成套教材，由初發心

直至修學成就的要領盡在其中。本論的整體結構嚴整。本論依古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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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三分。序分（第一章）居首，付囑分（第九章）居末。在正宗分：

具足學佛通法（第二章）與淨業專修。在淨業專修部份，具足信（第

三章）、願（第四章）、行。在淨行的部份又具足別行與通行（第八

章）。淨業別行又具足念佛之法（第六章）與行持之法（第七章）。念

佛之法（第五章）又具足行、理、果。其中念佛行法，又具足主修稱

名念佛、正修憶念念佛、助修去執除障；教理，又具足稱名念佛教理

與憶念念佛教理；果證，又具足念佛三昧的成因、境界與行法。行持

之法中，又具足別法與通法。別法又具足居家行持與出家行持。  

本論教法具有嚴格的規範性。菩薩釐清概念、建立名相、定義內

涵。例如，菩薩將念佛三昧稱為「正憶念三昧」；將「功德」分為「內

功德」與「外功德」；將「善知識」區別真、偽；將「對法」定名為

「兩行」。 

本論教法具有具體的操作性。例如，學佛通法歸納為六個方面

（第二章）；稱名觀聲念佛之法：聲心依、緣、隨、合（第三十三、五

十品）；行持用功之專、勤二法（第五十五品）；修學環境的陳設、朝

向（第五十四品）；日課設置的六時與科目（第五十六品）；修學障礙

（病患、魔障等）的克服（第五章第二節）。 

【方便之用】  

本論菩薩以彌陀淨土念佛法門，達致宗教的社會功能：安頓人們

（人道眾生）的靈魂與提昇人們的靈性。 

一、往生極樂，安頓靈魂。 

解除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安頓人們的靈魂，是宗教的本職。本論

中，菩薩開示往生極樂世界以安頓靈魂。如，讚佛功德強調：「導彼今

後世」、「橫截出惡趣」、「由佛阿彌陀，大願攝群品，聞名能受持，決

定生無惑」（第二品）；開導天然對遺體安置的憂慮：「大限到時（臨

終），（阿彌陀佛）現身接引，得生極樂，豈不愈入山待死耶！」（第五

品）；安慰孔生對死亡的恐懼：「不須悲淚，但從我說，深信遵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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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處安身」（第十二品）；轉移達本對人生結局的關注：「當念阿彌陀

佛，發願往生，便得一了百了」（第十四品）。菩薩教導安頓靈魂之

法，處處強調理性面對，防止滋生迷信。 

二、念佛明心，提昇靈性。 

提昇靈性的捷徑即是開顯佛性。菩薩教授明心之法：「當勤念佛，

其功十倍」，「心外無佛，佛即汝心」（第二十一品）；「自悟即心是佛妙

諦」（第五十品）。 

三、一舉兩得，方便究竟。 

菩薩以念佛一法，而兼收安頓靈魂與提昇靈性雙效。例如，「的的

確確念一句『阿彌陀佛』，明心在是，生極樂在是」（第三十八品）。 

   

（五）所被根機 （本論教法的適用對象）  

應機施教是本論的要旨，是菩薩教法的精髓。本論的形式與內容

均以應機為宗旨。本論以開示一乘了義法為宗綱，兼攝五乘群機，廣

為接引漢地末法群生。 

【總體】  

本論普被漢地像法眾生根機。 

本論是漢地彌陀淨土法門的通俗讀本。菩薩對佛陀的教法，作本

土化與時代化的調適。 

本土化。漢地眾生的思維方式不同於古印度人。本論使用了一些

漢語概念，對於教理做了許多新的闡述。例如，菩薩把發菩提心直稱

為「發大願」；漢地眾生尚簡，菩薩強調「至精至簡」之法；佛語以

「三心」（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修願，菩薩以捨身堅志（第二

十六品）轉述之。 

時代化。菩薩教授稱名觀聲念佛與憶念念佛兩法，而對通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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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持名、觀想、觀像、實相）念佛」置而不論。本論多處體現

時代特徵。例如，本論編輯採行現代的「緒論」體例（第二品）；菩薩

闡述教理採用現代的「三段論」形式邏輯推理方法（第十一品），而非

傳統的「離句絕非」之法。這些適應眾生觀念與習慣的現代化方法，

都是清末民初才傳入漢地的。菩薩跳脫像法教法窠臼，超前社會現實

兩百餘年，直應漢地末法眾生根機。 

【具體】  

本論教法兼攝五乘，廣被群機，導歸一乘。 

主攝。本會的發起眾「吳城八友」以修道之士為主，因此，本論

教法的主體適用於專職的宗教實踐修行人，古印度稱為「瑜伽師」、

「沙門」，漢地稱為「修道人」。經由菩薩的度化，他們中的因緣具足

者（如無朽），具備了「僧」的特徵，擔負起弘傳佛法的職能。 

  兼攝。菩薩不變隨緣，兼攝五乘，廣被群機。本論記載菩薩的開

示有八十多段，請法眾根器各不相同。其中有出家僧侶、在家居士，

道教修行人、佛門禪和子，儒士、學童，乃至家庭主婦、獵人……。

菩薩應請開示，各逗其機，故本論教法五乘具足。菩薩對查定敏、耳

之、安意、孔生、定育、查母、王定佑、陸定息等人說人乘法；對陳

定耑、杜義見、顧善記、定愷等人說天乘法；菩薩對天然、不二、常

源、查定宏、定勉、定開、沈元輝、定隨、法緣等人說聲聞乘法；對

孫中白、無朽、上德等人說緣覺乘法；對常攝、定茂說菩薩乘法。 

  統攝。彌陀淨土法門為一乘了義法。菩薩隨緣不變，揚念佛法門

「三根普被」之長，除專有祈請之外，一律教以念佛，導五乘而歸一

乘。如，菩薩以念佛法度孫中白，既應其求明心、求長生的二乘之

機，又導歸求生極樂一乘之途。菩薩尤對發願念佛者大加讚許。例

如，菩薩讚許陳大心「唯修淨土」之志，曰：「捨此別無勝門矣！」

（第二十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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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藏教所攝 （本論性質的分類歸屬）  

探討本論的性質，必須注意形式與實質的差異。 

【藏 形論實經】  

佛典分為經律論三藏。本篇依體裁屬於「論藏」，依內容應歸入

「經藏」。 

本論是一部由大菩薩所說的語錄體的佛典，就其體裁而言，屬於

綜經論；就其內容的重要性而言，具有經典的地位。 

其一、本論對彌陀淨土教理做了至精至簡的闡述（第十一、二

十、四十六、四十七品）。為此，《淨土聖賢錄》將覺明妙行菩薩奉為

「闡教聖眾」。 

其二、菩薩開示了修行法門：稱名觀聲念佛法門（第三十三品）。 

依《觀經四帖疏》「經能持法，理事相應」法義，故可稱本論為

經。 

佛門本有五人說經之制。本論依座主示現的身份而言，是仙人說

經；依座主真實身份而言，是佛弟子中的菩薩說經。 

有人因為乩文鸞書說法的形式，而懷疑本論的佛典性質，這是不

明菩薩應機示現之理。《楞嚴經》〈耳根圓通章〉中，觀世音菩薩入世

說法度眾示現的三十二類應身，其中就有「非人」、「無形」之類。本

會會眾樂仙修仙，菩薩示現仙身而為說法，此乃大菩薩應機度眾氣

象。 

【教 形顯實密】  

佛法分顯，密二教。本論依形式，屬於顯教；依實質，當屬密

教。菩薩教法中在在可見密教痕跡。 

其一、依皈依儀式，顯教講求三皈，分別皈依佛、法、僧或覺、

正、淨。密教重視上師，三皈統攝於皈依上師。本論第三品中菩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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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一皈之法，即為典型的密法儀軌。 

其二、依修行力用，顯教講求自力修行，屬自力法門；而密教講

求仰仗佛力加持，屬他力法門。菩薩教法強調佛力：「俱仗如來廣大弘

通之力，以成就行人之願」（第四品）；「吾以神力助汝成就」（第二十

品）。 

  其三、依行門特徵，密法講求身、語、意「三密相應」。菩薩教法

也強調身、語、意相應：「當令身禮阿彌陀佛，口誦阿彌陀佛，心念阿

彌陀佛，不涉分毫別念。」（第六十品） 

  其四、依說法顯隱，顯教顯說，而密教密說。菩薩於第四十三、

四十五品等多品中採暗喻之法，具密教特徵。 

  或曰：密教以持咒為主修，異於本論專倡念佛。其實，念佛就是

最妙的持咒。古德講：「阿彌陀佛」四字即是大明咒。 

  密法傳授修學需要許多特定條件，而在會弟子並不具足。菩薩行

大方便，化密為顯。對密教念佛法門，菩薩顯說、顯傳，眾生顯修。

故本論又示現為顯教。 

  【法 導眾歸一】  

  依天台判教，菩薩以一佛乘法兼通俱攝諸教法，應機度眾。 

一、廣弘化法四教：  

    藏教：例如第五十一、六十三等諸品。 

    通教：例如第四、十九、三十八等諸品。 

    別教：例如第二十、二十一等諸品。 

    圓教：例如第十一、二十九、四十四、四十九等諸品。 

  二、兼備化儀四教：本論兼具頓、漸、秘密、不定四類教法，各

應其機。 

    頓教，例如第二十九、四十四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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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漸教，例如第二十八、三十三、四十三、四十五諸品，第七

章諸品。 

    不定教，例如第三章第三節諸品，第七十四品。 

    秘密教，例如第四十三、四十五、六十品諸品，已見前述。 

   

（七）部類差別 （本論與相關經典的比較） 

本論是漢傳淨土佛典。依內容，本論屬淨土部佛典；依形式，本

論屬漢傳類佛典。 

【淨土經典】  

本論之教、理、行、果皆與多部淨土經典、重要經典中的淨土相

關內容相類。 

一、依教，本論與《華嚴經》最為接近。 

  菩薩所示念佛之法與《華嚴念佛三昧論》所示「念佛五義」大致

吻合。正念念佛即「念佛法身」；理入憶念念佛漸法即「念佛功德」；

稱名觀聲念佛即「念佛名字」；事入憶念念佛即含「念佛淨土」。 

菩薩教法圓顯普賢十願。例如，第五十四品講朝向、第五十六品

詳述拜佛之法等，皆顯「禮敬諸佛」。第二品長偈；第六章講觀聲念

佛、憶念念佛諸法，都是絕佳的「稱讚如來」。第五十四品言供奉佛

像；第十七品教誨「為諸人唱導」；第五十五品教誨「以其所證為四眾

嚮導」；各品菩薩示範應機弘法度眾；皆以法供養之言教、身教示範

「廣修供養」。第六十二品詳述「懺除業障」之法。第十三品「八德池

中蓮已種」；第二十五、四十四諸品中菩薩嘉勉念佛人，皆示範「隨喜

功德」。本論語錄體，四眾請法，即是示範「請轉法輪」；第六十八品

述請法之理。第九章示範「請佛住世」。在會弟子無朽、達本、常攝

等，始自皈依、終受付囑；菩薩付囑「奉教無失」，皆示範「常隨佛

學」。第二十六品菩薩自述以無量應身度眾；各品中菩薩開示化導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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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應其機，皆示範「恆順眾生」。第二品偈曰「大願攝群品」；第二十

六品菩薩誓言「成就一切功德」，皆示範「普皆迴向」。本論開宗明

義，演說彌陀淨土法門，確指正修路；經中菩薩多處諄諄教誨會眾念

佛求生淨土；第二十五品曰「捨此（彌陀淨土法門）別無勝門矣」；四

十四品嘉勉捨持咒而念佛「最妙」；第九章付囑，皆示範「導歸極

樂」。 

其次，《阿彌陀經》說持名念佛；《無量壽經》第十八願念佛與三

輩往生、淨業助行等；《觀無量壽佛經》修淨業三福；《往生論》迴向

諸法，皆與本論菩薩教法諸多相應之處。 

二、依理，本論與《楞嚴經》的淵源最深。 

第四十六品中「憶佛念佛，則十方諸佛現汝心內」；第五十品開示

「正憶念三昧」之法，即〈念佛圓通章〉中「若眾生心憶佛、念佛，

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之法義。 

三、依行，《阿彌陀經》為首。 

菩薩教導念佛人兼持《阿彌陀經》。 

四、依果，本論與《無量壽經》最相近。 

《無量壽經》述法藏比丘親證成就極樂淨土。本論述覺明妙行菩

薩親證往生極樂世界。 

【漢傳經典】  

本論與《六祖壇經》最為相似。 

其一、體裁相似，皆為語錄體綜經論，皆以論而具經之地位。 

其二、語文相似，皆使用漢語說法，運用漢地眾生的概念，適應

漢地眾生的思維方式，皆應中國漢地眾生根性，皆為漢傳本土化佛

典。 

其三、座主相似，皆為漢地菩薩所說。《六祖壇經》為示現肉身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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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所說，本論為示現仙身菩薩所說。 

其四、應運相似，皆出世於法運更替之際，皆具劃時代意義。《六

祖壇經》出於正像之交，本論出於像末之際。 

  其五、氣象相似，皆綜經縱論，不由文字，不著痕跡；皆融會貫

通，大開大闔，出大手筆，顯大氣魄；皆提綱挈領，抉英撮要，至精

至簡。 

其六、功德相似，皆開創風氣，對教理進行新的闡釋，皆開啟新

的法門，皆具極大度眾功德。《六祖壇經》是漢地禪法第一經，本論當

屬漢地淨土第一經。 

因此，二部經典堪稱漢傳佛教本土化的聯璧雙珠寶典。 

   

（八）總釋題名 （論題淺釋） 

  本論的書名是《西方確指》。 

依佛經經題分類，屬法喻類。「西方」言「法」，為「彌陀淨土法

門」之簡稱。「確指」喻「教」，為「確指正修路」之節略，以手指示

路徑比喻以文字教導修行方法。 

「西方」  

「西方」一詞，分為普通名詞與專有名詞。 

  「西方」作為普通名詞，標示一個空間的方位。佛法的時空觀為

「十方三世」。「十方」指空間的十個方位，包括四正方（東、南、

西、北）、四隅方（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和上、下兩方。西方指

四正方中的西方。 

  「西方」作為專有名詞，在佛法中專指「彌陀淨土極樂世界」。

《佛說阿彌陀經》云：「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

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其國眾生無有眾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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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諸樂，故名『極樂』」。 

題名「西方」寓三義，一為西方佛國，因菩薩「確指」而生

「信」；二為極樂勝境，因菩薩「確指」而啟「願」；三為淨土法門，

因菩薩「確指」而勵「行」。 

  關於彌陀淨土的理論，是大乘佛教極其重要的教理之一：淨土教

理。講述淨土教理的佛教經典很多。淨土五經一論皆為專論，還有許

多佛典兼論而指歸彌陀淨土。依據淨土教理所形成的修行方法，後來

成為漢傳佛教最常見的修行法門之一。 

西晉慧遠大師組織佛弟子，依觀佛法門修行，形成了漢傳佛教的

一個極其重要的宗派：淨土宗，至今已有十三代祖師。淨土宗的祖庭

是廬山東林寺。當今，淨土宗道場遍及海內外。近代，淨土宗發展很

快，已經出現取代禪宗成為佛教主流的趨勢。以在家居士為主的「淨

宗學會」，如雨後春筍般在中國與世界各地的華人社區蓬勃興起。 

現代科學關於地球自西向東自轉的理論，使一些人對於「西方」

的概念產生疑惑。其實，地球自轉只是使地球表面上人類的東西方

位，定期循環變換。但作為地球所在的太陽系、銀河系，相對於宇宙

的方位，並未改變。因此，「西方」的方位移易問題，並不存在。依行

門而言，指方立相為了攝念，目的在使念佛人「根器易熟，機感易

成」。只要不妨礙攝念，過多議論徒增自擾。 

有人講：「唯心淨土」，似乎無關方位。其論專為接引上上根器

者，適用於大菩薩再來人。普通學人無法契入那種境界，不能受益，

仍應依教西向念佛。 

  「確指」  

  菩薩在開篇的偈語中有：「確指正修路」一語，這是「確指」兩字

作為篇名的來源，也標示本論的宗旨。「確」，有明確、正確、確切等

含義；「指」，有指示、指導、指正等含義。在本論中，覺明妙行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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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弟子們明確地指示了修行的方向，彌陀淨土法門：求生極樂世界；

正確地指導修行的方法；確切地指正種種錯誤觀念和行為。 

  請注意：有些版本誤「確」為「榷」。「確」字，強調真實性、可

靠性。「榷」字，本義為「獨木橋」，假借指「校訂」，如「商榷」。因

此，「榷」字隱含不穩定性、不可靠性。淨土教理首重修「信」，而

「榷」字不利堅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