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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入楞伽經》懸記之文 

龍樹菩薩被大乘佛教尊為八宗共祖，然其本意，唯在淨土宗，不在別宗。

此若熟思其《易行品》與《十二禮偈》，便可頷首；尤其「楞伽懸記」之

聖讖，更是不容置疑。《入楞伽經》卷九釋尊懸記之文說： 

於南天國中，有大德比丘，名龍樹菩薩，能破有無見， 

為人說我乘，大乘無上法，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二）《易行品》別冊刊行 

《易行品》為龍樹菩薩所撰述《十住毘婆沙論》（daśa bhūmi 

vibhāśa śāstra）之第九品，鳩摩羅什三藏法師翻譯，收錄於《大正

藏》第二十六冊。 

《十住毘婆沙論》是解釋《華嚴經．十地品》的註書，分量應該相當龐

大，但現存的只有註釋《十地品》中之初地與二地的十七卷三十五品而已。

三十五品中，第一品是《序品》；從第二之《入初地品》到第二十七之

《略行品》是解釋「初地」；從第二十八之《分別二地業道品》以下到第



三十五之《戒報品》等八品是解釋「二地」。解釋「初地」中之《易行品》

前面之三品--《發菩提心品》《調伏心品》《阿惟越致相品》在於說明難

行的內容；接著於第九《易行品》則專說易行之內容。 

古來對《十住論》並不看重，但卻特別重視其中之《易行品》。在古印

度時，《易行品》已從《十住論》中抽出別冊刊行。梁朝天監年中（五○

二~五一九）僧佑法師所著《出三藏記集》卷四有「《初發意菩薩行易行

法》一卷，出《十住論．易行品》」的記載。可知在我國六朝時代亦將《易

行品》別冊刊行，則此《品》之受重視可見一斑。 

（三）《易行品》科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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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易行品》宗趣 

《易行品》將佛陀一代教法判為二道，即「難行道」與「易行道」。《易

行品》既是「判教」，更是宣說「易行」之道，並且力勸捨難歸易，專修

易行道；而易行之中，則以彌陀「本願稱名」之「易行」為宗，現生不退、

往生成佛為趣。故此易行道，不單是易行，也是絕對性的殊勝之道。 

此判教既開後來各宗判教的先河，也是淨土宗判教的嚆矢，更為淨土宗

之「易行」與「殊勝」一錘定音，使淨土宗在大小顯密各宗之中，永居登

峰造極、獨一無二、無與倫比的地位。可知，《易行品》雖然文字不長，

然其涵義甚廣，影響甚鉅。 

（五）《易行品》第一 

有三個名詞：「第一、基礎、根源」。角度雖異，其意本同。《易行品》

於淨土宗之教理有此第一、基礎、根源的不磨地位，十點以明。 

（一）第一部淨土宗祖典 

（二）第一次淨土宗教判 

（三）第一次判定易行道 

（四）第一次形容安樂道 



（五）第一次比喻如乘船 

（六）第一次顯易行疾至 

（七）第一次本願取意文 

（八）第一次舉彌陀本願 

（九）第一次釋本願稱名 

（十）第一次明現生不退 

（六）初地位之重要 

《易行品》之目的，主要在於將一代佛教，總判而為「難易二道」，令

儜弱怯劣之人並及一切眾生「捨難歸易」；而易之中則在於歸彌陀一佛之

易行，以彌陀易行是易行之至極、無上之殊勝故。彌陀救度的對象極低--

儜弱怯劣凡夫，而給予的功德極高--不退轉地之果位；儜弱怯劣凡夫，但

能「信受彌陀救度，願生彌陀淨土，專稱彌陀佛名」，即時獲得不退轉的

功德，《大經》謂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曇鸞大師謂之「不斷煩惱，

得涅槃分」。雖是怯劣凡夫，而且人還在娑婆，尚未往生極樂，只要念佛，

便預先獲此功德，因為必定往生極樂故。 

學佛目的在於成佛，雖未成佛，若能進入必定成佛、絕不退轉之地位，



則雖尚未成佛，亦無怖畏；因為不退故，假以時日，必定成佛。若未入不

退轉地，則雖才高學博，勇猛精進，然將來於多生多劫中，猶不免有退墮

之虞。是故，十地中最重要的地位即是「初地」（歡喜地、不退轉地），

但能入此地位，則只有升進，絕無退轉，豈不成佛可期。 

（七）易行道之重要 

凡是真心想達到某一目標，然仔細衡量，發現欲達此目標太難、太久、

太危險，以致根本不可能；在此情形下，必然思維：有否容易、快速、安

全到達此一目標之方法？若無，只能絕望而泣；若有，自能歡喜雀躍。任

何人皆如此，故此請問可謂深深地扣動著每一個人的心弦。 

幸好，菩薩道並非都是難行，還有著如同「水道乘船則樂」之易行。龍

樹菩薩的回答無疑點亮了怯劣凡夫的心燈，乃至朗照了整個法界。 

龍樹菩薩將「無量門」之佛法，總分為「難易二道」，並舉世間「陸道

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之喻說明；接著說「菩薩道亦如是」，也像世

間道一樣： 

第一，如世間道，有難有易；並非只難沒易。 

第二，如世間道，有苦有樂；並非唯苦無樂。 

第三，如世間道，有自力（步行）有他力（乘船）；並非只有自力沒有



他力。 

須要「勤行精進」才能到達阿惟越致的，是自力、難行、苦道；而「以

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的，則是他力、易行、樂道。 

至此，龍樹菩薩大概地指出，修行菩薩道具有兩種完全不同的道路可供

選擇。自力不足者，完全可憑他力；不堪苦道者，另外備有樂道；恐畏難

行者，自可選取易行。雖然尚未明確指呈易行道之內容，但已經讓我們受

到鼓舞，看到了希望。 

到了後面「彌陀章」將易行道之內容「本願稱名，現生不退」，徹底圓

彰，和盤托出，則如光明遍照，令人歡喜雀躍，安心滿足。 

（八）易行道之內容 

眾生根機萬差，故往不退轉地之法亦有多途，龍樹菩薩於此《易行品》

中，將所有一切至不退轉地之法門大判為難行道與易行道二門。難行道是

全靠自力，此即是指淨土宗之外各宗各派所有法門；而易行道則是全靠他

力（此他力單指彌陀願力而言），不假自力。如人溺水，頭出頭沒，掙扎

痛苦，既不會游泳，也無方便可到彼岸；忽蒙彌陀大悲願力，救度於願船

中，乘此願船，安穩自在。此人既不用也沒錢付船票，同時也不用幫忙駕

駛，安全快捷到彼岸。此即《易行品》「彌陀章」中所言之彌陀「本願稱



名，現生不退」。龍樹菩薩於此「彌陀章」言「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

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故龍樹菩薩將此「本願稱名」譬喻為「乘船」的法門，而其他一切難行

道法門喻為「步行」。「乘船」乃是顯示自己儘管有力量，在此也無用武

之地，也置於無用之地；何況就是因為毫無力量，才會墮落，才蒙救度。 

曇鸞大師形容彌陀本願船謂之「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誠然，一

旦乘此風航，即得不退；不用步行，速到彼岸；雖無自力，易得佛果。是

大乘中簡而又簡、捷而又捷、圓頓至極之法，此皆是彌陀願力，亦是本願

稱名現生不退，此即《易行品》之宗旨。 

（九）淨土宗之基柱 

此品不只是龍樹菩薩淨土教思想的典據，也是影響廣大淨土思想形成的

基柱。 

先有《易行品》的肇端，難易苦樂二道之判，本願稱名現生不退之理，

成為淨土宗思想屹立不搖的基柱。後有天親菩薩《往生論》的延續，淨土

宗的教理更為圓臻。 

南北朝之曇鸞大師於其《往生論註》冠頭開宗明義之處即單獨引用《易

行品》之難易二道判，凸顯他力，明示念佛之易行；而卷尾之結論也引用



經文作為他力之論證，勸導念佛之信心。前後呼應，使難易二道的分辨更

加明確，淨土教的宗旨為之確定，其影響力更成為決定性。 

後之道綽大師繼承曇鸞大師思想，立聖道、淨土二門，更使淨土教理朗

然獨照，方針不紊。其弟子善導大師在此基礎之上，更從廣度及深度兩方

面進一步展開，立二藏、二教、二門、二行、二業等淨土教理，使得淨土

一宗之教判呈現完備、嚴整之體系，而大成淨土宗。因此，善導大師被尊

為淨土宗的開宗祖師。 

如是，聖道淨土、自力他力、難行易行、正行雜行等「二門、二力、二

道、二行、二業」之理論整然齊備，無不以《易行品》為其根基。 

《易行品》作為淨土宗尊崇的第一部祖典，對於淨土宗的教理建設，是

根本性、基礎性、標準性、權威性的。所謂「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修

學淨土法門，有否依《易行品》，其淨土教理必有差異，可謂依《易行品》

則是純正的淨土宗，不依《易行品》則非純正的淨土宗，足見其地位之重

要。 

此品文字不長，故凡有志於淨土之行者，應該閱讀，知其要義。 



二、舉難請易 

《易行品》內容分為「序說段」與「正說段」之二段，並由兩個問答所

成立。 

初，「序說段」之第一問答，舉出大乘菩薩至阿惟越致地（不退轉地）

有「諸、久、墮」之三難，因而希望聽聞易行之道，其文說： 

至阿惟越致地者，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

若爾者，是大衰患。 

是故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願為說之。

意謂：菩薩到達不退位，要經過長久時間修行諸種難行之法，其難實是

極為艱難困苦，而且有墮落聲聞緣覺之怖畏。此即「諸、久、墮」之三難，

亦即行諸難行之「行體之難」、經歷長久始能獲得之「時劫之難」、修行

中途或墮二乘之「退墮之難」，而生大怖畏。因此，若有「易行道」，而

又能快速到達不退之位，無有墮落之虞（「一、速、必」之三易），希望

為我講說。 



三、呵問許說 

對此《易行品》言「如汝所說，是儜弱怯劣，非是丈夫志幹之言也」

「發願求佛道，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於此二乘人，億倍應精進」「是

法甚難，久乃可得」。所謂「儜弱怯劣，非丈夫志幹」，儜弱即非丈夫，

怯劣即非志幹。「儜弱怯劣」，即是《觀經》釋尊為韋提希夫人所說「汝

是凡夫，心想羸劣」之意。「丈夫志幹」，本《論》第八品解釋說：「志

幹者，所謂威德勢力。若有人能修集善法，除滅惡法，於此事中有力，名

為志幹。雖復身若天王，光如日月，若不能修集善法、除滅惡法者，名為

無志幹也。雖復身色醜陋，形如餓鬼，能修善除惡，乃名為志幹耳。」 

然而此種說相，並非鼓勵難行道，否則所說之易行道則成多餘。 

此種說相，反而正是肯定、呼應對方所言難行道之「大衰患」，進而增

其對易行道謙敬之信心。畢竟如「舉三千大千世界」之難事，絕非常人所

能；既然不能，現前即有大衰患。既有同樣能至不退轉位之法，而且「易

行疾至、永無險難、不苦而樂」，則何樂而不為呢！ 

其實，宣說易行道，正是龍樹菩薩的本懷。何以故？縱觀《易行品》之

行文次第，及其與前後品之承啟關係，則知龍樹菩薩「藉問說法」「藉難

顯易」，舉出有名的難易二道判，力說阿彌陀佛之慈悲救度，極顯易行道

之無上殊勝，給予「儜弱怯劣，非丈夫志幹」之博地凡夫無上的安心、獲



救的希望；並且吐露自己至心歸命的真情。從字裡行間，明確顯示問者便

是自己；從行文次第，儼然表白自己不惜身命、艱苦求道、由難入易的心

路歷程。故知《易行品》即是龍樹菩薩以過來人的長者身份現身說法，引

導後之行者捨難歸易，不受大衰患。菩薩悲心，感人至深，令人五體投地，

永懷恩澤。 

故繼之而言： 

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 



四、判明二道 

次，「正說段」首先總判一代佛教為「難行道」與「易行道」之二道，

接著詳述易行之道，這是本書名為《易行品》之原由。易行之中雖含諸佛

菩薩之易行，然以彌陀「本願稱名」之易行為其歸趨、核心、宗旨，因此，

《易行品》亦是淨土宗正依之聖教。 

「難行道」之語義：「難」者艱難，「行」者行業，「道」者因道。故

「難行道」意即難行之道，以修持艱難行業之因道名為難行道。《易行品》

之初言「行諸難行」，上之「行」是能行，下之「行」是所行，因此，「難

行」之語，意即艱難之行業。 

「易行道」之語意：「易」者平易，故「易行道」意即易行之道，以修

持平易之行業為因道，名為易行道。如「易行道」之文言「以信方便，易

行疾至阿惟越致」。 

（一）總判二道，明舉苦樂，勸易捨難 

承前「舉難請易」之問，繼之「呵問許說」回答而言「菩薩到達不退之

位，有難行道與易行道之二道」。「難易二道判」之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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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是將一代佛教（總指釋尊一生之中所說之法，舉凡大小、權實、偏圓、

頓漸、顯密、難易等，莫不總括）分類，總判而為難行道與易行道二種，

並顯示苦樂相對，難易之道各有多類，難則苦，易則樂。亦即對於難行道

的「陸道步行則苦」，舉出易行道「水道乘船則樂」，「以信方便，易行

疾至阿惟越致」之故。 

難行道如陸路步行，艱苦難成；易行道如水上乘船，任運而至。故釋尊

於諸經之中，處處廣讚念佛功德，特別宣說淨土三經，彰顯易行疾至之道，

普惠群萌真實之利。 

此「陸道步行則苦，水道乘船則樂」之譬喻，詞僅二句，意義深遠；

文字雖短，筆力萬鈞。猶如南針，指出正確方向；更似救主，給人得救

希望。 

此喻正顯龍樹菩薩勸導捨難歸易、專念佛名之悲心，殷切之情，躍然

紙上。 

此喻亦顯龍樹菩薩，開闡釋尊本懷，以念佛法門救度一切儜弱怯劣群

萌。 



明知，《易行品》之受眾，即是儜弱怯劣凡夫，因為若無易行道，既無

出離之緣，亦不能疾至不退轉地。 

亦知，此易行道之正機，即是罪惡生死凡夫，要法即是專稱彌陀佛名，

譬喻即是水道乘船則樂。 

以乘船譬喻，顯示其根機毫無力量，然而能度彼岸，完全是船力，非凡

夫自己之力。 

一切凡夫，只要乘此願船，不但自度，亦能度人，如「彌陀章」第二十

八偈所說： 

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 

自度亦度彼，我禮自在者。 

彌陀佛名即是八正道，一切儜弱怯劣凡夫，只要專稱彌陀佛名，即是乘

彼八道船，不但自己能度自力難以度脫的六道苦海，也能廣度眾生，同出

六道苦海，往生彌陀淨土。 

（二）三番相對--「諸久墮」與「一速必」 

若依難行道，則有「諸、久、墮」之險難，如前所言；若依易行道，則

有「一、速、必」之安穩，亦即不退之位現生於娑婆世界便可得之，「易



行道」之文說： 

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 

此等「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即入必定」「即時入必定」之文，清楚

顯明易行道之特色，亦即只要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稱名自

歸」），則「現生」於「娑婆世界」即得「不退轉位」，非俟他生他土。

此亦是淨土宗「平生業成，現生不退」之特色的典據。 

（三）難行道之相狀 

「難行道」之文言： 

行諸難行，久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 

由此可知，難行道之難有「行難」「時難」「險難」三義。「行難」即

「行諸難行」，「時難」即「久乃可得」，「險難」即「或墮二乘」，此

稱為「諸、久、墮」三難。 

「諸」者，「行體之難」，所謂「行諸難行」，有三：一行諸行，二行



難行，三行苦行。「諸」之言非一，亦即須修行無量難行苦行之法，諸如

捨頭目腦髓等難捨能捨、難忍能忍之六度萬行。如是眾行，既多且難，故

曰「諸難」。 

此外亦有「行緣之難」，即曇鸞大師《往生論註》冠頭所舉之「五

難」。 

「久」者，「時劫之難」，所謂「久乃可得」，必須多劫之間，久修無

量難行之法。經言：初地須經一大阿僧祇劫，成佛須三大阿僧祇劫，乃至

無量時劫。 

「墮」者，「退墮之難」，所謂「或墮聲聞」，舉出難行之失及其大衰

患。以難行、諸行、苦行、久行，故墮二乘凡夫。若墮於此，是名菩薩死，

畢竟難成佛。此即難行道之最大衰患，故《華嚴經》云： 

寧受地獄苦，得聞諸佛名； 

不受無量樂，而不聞佛名。 

所以於往昔，無數劫受苦； 

流轉生死中，不聞佛名故。 

以此可知，上求佛道者，若墮於二乘，比墮地獄還要可怕。 

有此三難，故名難行道。「諸、久、墮」為難行道所以難之根本，三



者次第為因：因諸而難，因難而久，因「諸、難、久」而「苦」而

「墮」。若能於此深生大怖畏，自然期望別有易行之法，既速至不退，

且永不墮落。 

（四）易行道之相狀 

若是易行道，不但沒有以上「諸、久、墮」之三險難，反得「一、速、

必」之三安易。 

易行道之「易」是平易之意，申而言之，即有簡而不繁之「簡易」、淺

而不深之「容易」、樂而不苦之「安易」之意。故龍樹菩薩以「水道乘船

則樂」作為譬喻。 

「易行道」有「行體之易」與「行相之易」。行體之易即是「易之行」，

行相之易即是「行之易」。 

「行體之易」「易之行」：此指所行，即是容易修持之行，所行不難。 

「行相之易」「行之易」：此指能行，即是修持甚為容易，無人不能。 

《易行品》言： 

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應當念是十方諸佛，稱其名號。 



聞是佛名能信受者，即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若人一心稱其名號，即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 

觀此諸文，修易行道至不退位之因，即是「聞名、信受、一心、憶念、

稱名」，意即：聞信佛名之威德而一心憶念，稱其名號者，便能速疾得至

不退之位。因此，可謂易行之行體與行相，即是「稱念佛名」。故此等諸

文之前，龍樹菩薩先以偈頌而言： 

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 

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 

亦即只要以恭敬心稱名念佛，便能快速得至不退之位，故名易行道。 

尤其「彌陀章」言：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常應憶念。 

此文是阿彌陀佛第十八願取意之文，亦是《易行品》「彌陀章」三十二



偈頌的總敘，更是《易行品》所明易行道之眼目、歸趨、核心、精髓。龍

樹菩薩特別以三十二偈，廣讚彌陀慈悲之救度，盛讚極樂無量之功德，並

吐露自己至心歸命、願生極樂之真情，同時以此自行化他，廣勸捨難歸易，

引導怯劣凡夫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佛名。 

此文與「諸、久、墮」之三難對比，充分顯明「一、速、必」之三易。

除了「彌陀章」，其他沒有。 

「一」者一行，無「行體之難」。只要專稱彌陀一佛名號，不須修持諸

行、難行、苦行，如「彌陀章」言：「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速」者速疾，無「時劫之難」。現生即入必定，來生往生成佛，如「彌

陀章」言「即入必定」「即時入必定」，此「即」是顯明當生，不經多生

多劫或無量時劫。 

「必」者必定，無「退墮之難」。稱名自歸之人，此生即入必定，不經

來世多生，無退墮之難。 

有此三益，淨土宗易行道「以信方便、易行疾至」之妙理一目瞭然。 

也唯有此易行道，能讓儜弱怯劣、非丈夫志幹之人，不但得出六道輪迴，

而且速至不退果位。 



「彌陀章」第四偈言：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此偈充分讚歎淨土門「一、速、必」之易行與殊勝的特色。 



五、《易行品》之歸趨 

《易行品》初明十方十佛之易行道（此名十佛章），次述十方諸佛之易

行道（此名諸佛章），次詳阿彌陀佛之易行道（此名彌陀章），次說過未

八佛、東方八佛、三世諸佛、諸大菩薩等易行。如此廣泛並列諸佛諸菩薩

之易行道，乍讀之下，以為未必是以阿彌陀佛之易行道為宗；然而若再詳

加研讀，仔細比較彌陀易行與諸佛易行之不同，便知龍樹菩薩乃以巧妙之

筆法，將諸佛諸菩薩之易行道歸於彌陀之易行道，以顯彌陀易行即是易行

中之至極易行，並示彌陀易行即是《易行品》之中心所在。此若觀下列之

「二重相對」與「龍樹本意」，便可一目瞭然。 



（一）二重相對 

（一）難行易行相對 

若與難行道相對，則十方十佛之易行法或其他諸佛之易行法，都屬於易

行道，列舉此等多佛之易行道以應群機，各人可暫依自己所好之易行道而

選擇之。在此，則阿彌陀佛之易行道是此等易行道之一，未占特殊地位。 

（二）易行通別相對 

諸佛之易行道，與難行道相對，可謂易行道；若更再往探究《易行品》

之內容，可知龍樹菩薩之本意在於光顯阿彌陀佛之易行道。亦即：通而言

之，易行道含諸佛易行與彌陀易行之二種；別而言之，《易行品》之目的

在於彌陀之易行。 

此理可從橫向與豎向來看，可一目瞭然。 

「橫向」即是易行之通局，將「彌陀章」與「十佛章」「諸佛章」之相

異對照。 

「豎向」即是此《易行品》之組織次第，以「施、開、廢」引導群機趨

入彌陀之易行。 



（二）龍樹菩薩本意 

《易行品》分判難易二道，而廣泛開示易行道；此中龍樹菩薩本懷，在

何教法？若論龍樹菩薩之本意，正在彌陀易行；若是難行道及諸佛易行等，

唯是隨他之方便施設。釋尊於《入楞伽經》懸記而言「證歡喜地生安樂」，

既然有此聖讖，則龍樹菩薩之本意，唯在彌陀易行，不在別法。又，熟思

「彌陀章」之文意，可知不謬。何況特造《十二禮偈》，吐露歸命彌陀願

生安樂之真心，與《入楞伽經》聖讖符節相應，更無所疑。 



六、《易行品》易行之通局 

--橫向觀察（彌陀與諸佛之異） 

古來大德釋此易行之通局，或舉出六異，或舉出八異，乃至十六異。在

此融會歸納為十二異，以明《易行品》乃是以彌陀之易行為其宗旨。 

（一）總讚別讚之異 

從《易行品》文面來看，讚歎諸佛易行，是將其綜合並列在一起而總讚

之；然而讚歎阿彌陀佛之易行時，則特別設立一章，此章唯一專門讚歎阿

彌陀佛一佛，無有別佛。 

（二）詳讚略讚之異 

讚歎諸佛，以偈而言，僅不過二偈，然而讚歎阿彌陀一佛，則多達三十

二偈一百二十八句之讚歌。又，「十佛章」之善德佛雖比其他諸佛有較多

且具體之讚歎，然將其偈頌與長行合而計之，共四百一十字，而「彌陀章」

則有六百七十六字之多，可知詳略之異。 

（三）能讚所讚之異 

彌陀是所讚，諸佛是能讚，並非等同，「諸佛章」結文及「彌陀章」偈

頌言： 



是諸佛世尊，現在十方清淨世界，皆稱名憶念阿彌陀佛。 

十方現在佛，以種種因緣，歎彼佛功德，我今歸命禮。 

諸佛無量劫，讚揚其功德，猶尚不能盡，歸命清淨人。 

依此明知，阿彌陀佛為所讚所歸之佛。 

（四）能等所等之異 

讀此品之「諸佛章」或其次的《除業品》，出現「阿彌陀等諸佛」之句，

舉出阿彌陀佛為諸佛之代表，故知以彌陀為能等（代表佛格），諸佛為所

等（被代表佛格）。 

（五）本願有無之異 

亦即稱名本願有無之異。易行之文雖通於諸佛，然而意在彌陀，以稱名

念佛，是彌陀本願故。「彌陀章」開頭說：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 

接著舉出第十八願（取意）說： 

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更以偈頌舉出成就文（取意）：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因願有「念我稱名」，且偈頌之成就文亦舉出念佛而言：「念無量力功

德（名號）」，而其直接之利益是「即時入必定」，且歸結為「是故我常

念」。 

易行道之行體即是「稱念佛名」，然而餘佛菩薩之易行中，沒有稱名之

本願，唯「彌陀章」有，可知《易行品》之目的在於獨顯彌陀之易行，在

於導入彌陀本願之稱名。 

（六）常念有無之異 

十佛易行、諸佛易行等，自歸勸他，皆無「常念」之言，獨有「彌陀章」

言之，此是顯示龍樹菩薩一心歸命彌陀，願生極樂淨土，長時繫念無間，

專在彌陀一佛。如「彌陀章」第四偈言：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此常念之文，意義深重，生佛不相捨離故。 

更願佛之常恆憶念，如「彌陀章」第三十偈言： 

我今亦如是，稱讚無量德，以是福因緣，願佛常念我。 



此二偈，「我常念佛」與「佛常念我」，顯示「生佛不離」「機法一體」

的內涵。 

不只自行，亦勸他使長時無間而言： 

常應憶念。 

明知：難易廢立之正意、自行化他之本懷，唯在彌陀之本願稱名。 

（七）往生有無之異 

其他各章只說不退的利益，但「彌陀章」除了說不退的利益之外還說往

生的利益。如「彌陀章」第三偈言： 

若人命終時，得生彼國者，即具無量德，是故我歸命。 

念佛能得現當二益，《易行品》除了現生不退的利益之外，還說往生的

利益，即此偈所明。此偈總讚往生極樂之德，不論何人，但生極樂，不假

功行，自然具足佛之無量功德。龍樹菩薩自行化他，勸導往生極樂之情，

於此偈表露無遺。 

此偈亦在於顯示捨此往彼（捨娑婆生極樂）之淨土宗宗旨。 



（八）願生有無之異 

「彌陀章」第三十一偈言： 

我於今先世，福德若大小，願我於佛所，心常得清淨。 

此是龍樹菩薩表露願生之心。「佛所」者指極樂淨土，故「於佛所心常

得清淨」，即顯示願生極樂淨土之旨趣。 

（九）信疑有無之異 

「彌陀章」第十八偈言： 

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 

說明易行之內容時，有「信方便易行」之信心的說明，則唯有「彌陀

章」，此外別無。 

故知：可謂之「信方便易行」的，即在於「彌陀章」。 

（十）乘船有無之異 

「彌陀章」第二十八偈言： 

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自度亦度彼，我禮自在者。 



《易行品》開頭總判難易二道之處，以乘船譬喻易行道；然始自「十佛

章」，以至各章，均無此譬喻，唯「彌陀章」有「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

海」之譬喻。「八道船」譬喻彌陀萬德之洪名，「乘彼八道船」即是稱念

彌陀佛名。彌陀名號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之功德，舉凡佛法中之所有功德，

如三學、六度、三十七道品，乃至無量陀羅尼，阿彌陀佛一佛名號全體具

足，舉一全收，無欠無餘。 

於此明知：易行之所以為易行，全在於「彌陀章」。 

（十一）迴向有無之異 

只有「彌陀章」在偈頌之結語有迴向之文而言： 

以此福因緣，所獲上妙德，願諸眾生類，皆亦悉當得。 

其他諸佛、菩薩章沒有迴向句。此是龍樹菩薩表明自己願生彌陀淨土，

其自行化他即在此彌陀之易行。 

（十二）懸記有無之異 

釋尊在《入楞伽經》卷九，即已懸記龍樹菩薩以證得初地之聖位往生彌

陀極樂淨土而言： 



於南天國中，有大德比丘，名龍樹菩薩，能破有無見， 

為人說我乘，大乘無上法，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國。 

顯示龍樹菩薩於十方諸佛十方淨土之中，獨選彌陀易行及極樂淨土為其

歸趨，則《易行品》以彌陀易行為其所宗不言可知；亦知往生彌陀之極樂

淨土不只易行，而且殊勝。 

綜觀上述諸異，明知龍樹菩薩撰述《易行品》的目的在於顯明彌陀之易

行，並吐露自己之歸趨；而同時並列諸佛菩薩之易行，意在對照比較彼此

之不同，以凸顯彌陀易行乃是所有易行中之至極易行，使後之淨土行者有

所遵循，並以此引導聖道諸機進入彌陀易行。 



七、《易行品》之組織次第 

--豎向觀察（施、開、廢三義） 

《易行品》可分為七章：「十方十佛章」（十佛章），「十方諸佛章」

（諸佛章），「西方一佛章」（彌陀章），「過未八佛章」，「東方八佛

章」，「三世諸佛章」，「諸大菩薩章」。其中，前之三章有「施、開、

廢」三義，即「為蓮故花，花開蓮現，花落蓮成」，亦即「為實施權，開

權顯實，廢權立實」。 

此《十住論》在於註解《華嚴經．十地品》，故以聖道門「此土入聖」

之三學六度萬行之難行道為其行因，以此立場而註釋之；然其目的在於引

導群機趨入彌陀之易行，故其解說採取逐步引導、漸進開顯的方式，猶如

《法華經》「施、開、廢」之過程，這從整部《易行品》行文次第之組織

乃至前後品之接續上，便可看出。 

（一）十方十佛章 

此章未出彌陀名，似蓮實包於花中，如「為蓮故花」之貌，有「為實施

權」之意。 



（二）十方諸佛章 

此章出彌陀之名，並為諸佛之代表，如「花開蓮現」之貌，有「開權顯

實」之意。 

（三）西方一佛章（彌陀章） 

此章不言不讚諸佛，唯廣泛讚歎彌陀一佛，如「花落蓮成」之貌，有「廢

權立實」之意。 

（四）過未八佛章 

此後四章，是承上啟下，為與以下之《除業品》相連繫故。 



八、《易行品》之核心 

--「彌陀章」略解 

如前《易行品》宗趣所言：「《易行品》既是『判教』，更為宣說『易

行』之道，並且力勸捨難歸易，專修易行道；而易行之中，則以彌陀『本

願稱名』之易行為宗，『現生不退，往生成佛』為趣。故此易行道不單是

易行，也是絕對性的殊勝之道。」 

所謂「彌陀『本願稱名』之易行為宗」，即是本品之「彌陀章」。「彌

陀章」是《易行品》的骨髓、核心，《易行品》之靈魂所在。因此本文專

就「彌陀章」略作解釋，分為三段：一、先引釋「稱名易行疾至」之偈；

二、正釋「彌陀章」之文；三、後引釋「現生不退」之偈。 

（一）「稱名易行疾至」之偈 

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 

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應當念是十方諸佛，稱其名號。 

此偈開顯「信方便」之具體內容，亦即「易行道」所言「易行疾至」之

法，即是「執持稱名號」。稱名即是「易行」，若非稱名即非易行；稱名



即得「疾至」，若非稱名即非疾至。稱名，既容易，又殊勝。 

「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若人」指六道中之人道，一切善惡凡

夫。「欲」是希求、願望之意。「疾至不退轉」顯明非一萬劫或一大阿僧

祇劫，非多生多劫無量生死；亦非他土不退，乃此土此生不退，此由下文

之「若菩薩欲於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可知。《大經》言「即得往生，住

不退轉」，《易行品》「彌陀章」釋言「即入必定」「即時入必定」，明

知「即」是「同時即」，非「異時即」，顯示「現生不退」。何以故？「本

願稱名」故，「攝取不捨」故，「臨終來迎」故。至簡至易，極頓極圓。 

「應以恭敬心」，「應」是勸勉之辭。「恭敬」，謙下自身，崇敬佛

德，名為恭敬。《大智度論》三十卷言：「謙遜畏難為恭，推其智德為

敬。」指內心謙恭，外相崇敬。虔誠恭敬，至誠懇切。徹底放下，全身靠

倒。 

所尊所重唯彌陀，唯歸彌陀一佛。萬德洪名，萬善總體，無欠無餘。 

《大經》言：「謙敬聞奉行，踴躍大歡喜。」此是機法二種深信之相。 

《大經》言：「憍慢弊懈怠，難以信此法。」此指自力行者，憍慢無謙

敬心，不能信此法。 

「執持稱名號」，「執持」即是「稱名號」。如《阿彌陀經》所言「聞



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之意。不 論知不知、信不信、淨不淨，但一向

「專稱彌陀佛名」。 

「念十方諸佛」，反顯法。以「念十方諸佛」反顯「專念彌陀一佛」。

念彌陀一佛容易，念十方諸佛困難。彌陀是「諸佛之王」，念彌陀即念十

方諸佛。 

《觀經》說：「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此是「直接

法」，唯舉彌陀一佛攝取不捨，非舉十方諸佛。 

念彌陀，彌陀攝取不捨；念彌陀，彌陀臨終來迎。 

（二）「彌陀章」之本願取意文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是故常應憶念。 

此文名為「本願取意文」。此文是整部《易行品》的精髓、核心，亦是

「彌陀章」三十二偈頌的總敘。此文合採淨土三經核心之文，以彰「本願

稱名易行殊勝」之極致，包括：《大經》之本願文（第十八願）及其成就

文與成就偈，《觀經》之「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之文，《小經》「聞說

阿彌陀佛，執持名號」之文。合採以上五段經文，而取其意以造文，故名

為「本願取意文」。茲列表以明，並引其文以證。 



第十八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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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第十八願成就文： 

諸有眾生，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 

至心迴向，願生彼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 

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第十八願成就偈： 

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 

《莊嚴經》亦言： 

我若成正覺，立名無量壽，眾生聞此號，俱來我剎中； 

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圓滿，亦以大悲心，利益諸群品。 

龍樹菩薩本願取意⽂文 第⼗十八願⽂文 第⼗十八願成就⽂文

若若⼈人 ⼗十⽅方眾⽣生 諸有眾⽣生

念念我 ⾄至⼼心信樂 聞其名號，信⼼心歡喜

稱名 乃⾄至⼗十念念 乃⾄至⼀一念念

⾃自歸 欲⽣生我國 ⾄至⼼心迴向，願⽣生彼國

即入必定 若若不⽣生者，不取正覺 即得往⽣生，住不退轉



「阿彌陀佛本願」即是指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之第十八願，此願名為「念

佛往生願」。第十八願是四十八願之根本願，此根本願是整部《無量壽經》

的根源，是淨土三經的根源，也是整個淨土宗的根源。若無彌陀本願，則

無淨土宗，亦無淨土三經，更無阿彌陀佛，可知彌陀本願之重要。《無量

壽經》中釋尊已親言「其佛本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

轉」，此偈又名為「本願成就偈」，亦即解釋第十八願之念佛功能，可知，

釋尊獨稱第十八願為本願。本願在講「專稱彌陀佛名，必生彌陀淨土」，

此意證之前面所引四段經文便可瞭然。 

故龍樹菩薩直承之而言：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常應憶念。 

此後代代相承之祖師亦以此「本願稱名」作為淨土宗之「心法」。 

如天親菩薩《往生論》以「觀佛本願力，遇無空過者，能令速滿足，功

德大寶海」為核心。 

曇鸞大師《往生論註》開宗明義便說：「易行道者：謂但以信佛因緣，

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

正定即是阿毗跋致。譬如水路，乘船則樂。」最後之結論也前後呼應地



說：「凡是生彼淨土，及彼菩薩、人天所起諸行，皆緣阿彌陀如來本願力

故。」又說：「緣佛願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 

善導大師《觀經疏》之結論也說：「上來雖說定散兩門之益，望佛本

願，意在眾生一向專稱彌陀佛名。」又於《往生禮讚》說：「唯有念佛蒙

光攝，當知本願最為強。」 

法照大師《五會法事讚》也說：「彌陀本願特超殊，慈悲方便引凡夫；

一切眾生皆度脫，稱名即得罪消除。」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標起。先舉教理之根源，發起後面之因行果

益。 

「本願」：直以第十八願為根本願，第十九、二十及其餘諸願皆非根本

願，為使眾生欣慕極樂淨土而歸此願，故餘四十七願謂之「欣慕願」。「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應掌握根本。 

「本願如是」：「如是」者，下之「念我稱名，自歸必定」之二句，非

此則非彌陀本願。有具體內容，亦即方法、目標、利益。清楚明朗，一目

瞭然。 

只要「念我稱名自歸」，自然便能「即入必定」，此是彌陀本願力之自

然功能，不用眾生造作，亦不假藉他因，全是彌陀本願之力，故言「阿彌



陀佛本願如是」。 

「若人」：願文之「十方眾生」，成就文之「諸有眾生」。然十方眾生

通指十法界之中佛法界以外九法界眾生，而此「若人」唯指六凡之人道，

以六道中人道之善惡凡夫為主，顯示第十八願「本為凡夫，兼為聖人」之

旨。凡夫之中，人道為本，餘趣為旁。蓋，天人正樂，修羅方瞋，三惡愚

苦，唯人道苦樂互具，易生厭穢欣淨、離苦得樂之願行。 

「念我稱名」：「念」者，願文之「至心信樂」；「我」者，南無阿彌

陀佛。故「念我」即是意業之信佛憶佛，亦即信受彌陀救度、意念彌陀佛

名。「稱名」者，願文之「乃至十念」，口業之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

故「念我稱名」，要而言之，即是「專稱彌陀佛名」。 

可知：願文「乃至十念」之「念」者，即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名號，念南

無阿彌陀佛名號，即是「稱念佛名」（故言「念我稱名」），即是四種念

佛之中「稱名念佛」，非餘三種之念佛。此即顯示龍樹菩薩判定第十八願

之「乃至十念」為「稱名念佛」。 

「乃至十念」，善導大師也解釋說「稱我名號，下至十聲」，此亦是稱

名念佛之意。 

淨土宗傳承祖師解釋本願文之「乃至十念」之「念」為「稱念」之念者，



始自龍樹菩薩《易行品》。 

彌陀名號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力用，其力用者何？如《觀經》言

「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善導大師《往生禮讚》釋言

「彼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唯觀念佛眾生，攝取不捨，故名

阿彌陀。」 

「自歸」：願文之「欲生我國」，成就文之「願生彼國」。「自」者自

己，「歸」者歸命，如本品《讚彌陀偈》多言「是故我歸命」，亦如《往

生論》天親菩薩自言「我一心歸命」。 

不顧他人，我儘管一心歸命。自己的生死大事，豈可看人臉色而生顧慮，

故應不慮他人，應自己勸勉策勵，誓畢此生專修淨土法門，專依彌陀本願，

專稱彌陀佛名，願生彌陀淨土。《小經》釋尊三次勸勉眾生願生，三勸即

是常勸，顯示釋尊之本懷。是故善導《往生禮讚》言：「各聞強健有力

時，自策自勵求常住。」此亦是自歸之意。 

「念我稱名」即是「自歸」，自歸即是「南無歸命」。身心性命歸於彌

陀，與佛一體，心心相印，函蓋相合；佛命生命，一體不離。 

正覺之佛命，歸命之眾生，生佛一體；佛心有生，生心有佛。 

「即入必定」：願文之「若不生者，不取正覺」、成就文之「即得往



生，住不退轉」、成就偈之「自致不退轉」之意。 

「必定」者，必定成佛之位，亦名正定聚，亦名不退轉。《大智度論》

九十三卷言：「阿鞞跋致（不退）即是必定。必定者，必當作佛。」 

「即」有「同時即」與「異時即」，此是「同時即」，如本《品》「彌

陀章」「現生不退」之偈言「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

故我常念。」 

此「即入必定」顯示「念我稱名自歸」之人，已是「平生業成，現生不

退」之人；即時不退於佛格，往生剎那，頓超十地，快速成佛。 

《小經》言：「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補

處。」 

善導大師《觀經疏》釋言：「聖眾莊嚴，即現在彼眾，及十方法界同生

者是。」 

曇鸞大師言：「經言『十念』者，明業事成辦耳。」「不斷煩惱得涅槃

分。」「不從一地至一地。」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小經》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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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常應憶念」：結勸。結歸一向「專稱彌陀佛名」之意。本願文及



成就文所言「乃至十念、一念」之「乃至」，《小經》所言「若一日⋯⋯

若七日」之「若」，「上盡一形，下至十念一念」之意。 

此句不只是結勸，也是龍樹菩薩悲心顯露之處。只要稱名念佛，便能「即

入必定」，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實是「方便易行疾至」。

因此，菩薩悲心深切，勸導眾生常應憶念，以蒙「現生不退」必生淨土之

無上大利。菩薩悲心，溢於言表。 

善導大師《觀經疏》言：「一心專念彌陀名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

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定之業，順彼佛願故。」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此文雖短，

富含一宗主要內容，即是「機、教、行、益」，或「機、教、行、果」。

機是凡夫，教是本願，行是稱名，益是不退。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此是教理；「若人念我，稱名自歸」，此是行

法；「即入必定」得菩提，此是利益。顯明「念我稱名自歸」為因，自有

今生不退（必定）、來生成佛之果。一因具二果。今生得不退，往生成佛

果。 

簡言之，即是「本願稱名，現生不退」。「本願」是教，「稱名」是行，

不退與成佛，是現當二益。淨土法門之教理、因行、果益，關係歷然分明；



而稱名為因，成佛為果，更凸顯淨土宗「念佛成佛」一因一果之關係，非

如聖道法門多因一果之「行諸難行，久乃可得」。則此易行道，不單是易

行，亦是絕對性之殊勝道。 

「念我、稱名、自歸、必定」，此是淨土宗之「宗旨」，亦是淨土宗之

「特色」。 

念我--信受--信受彌陀救度， 

稱名--專稱--專稱彌陀佛名， 

自歸--願生--願生彌陀淨土， 

必定--度生--廣度十方眾生。 

彌陀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本願稱名，凡夫入報。 

自歸即入必定--平生業成，現生不退。 

本願之對象--不論何人：聖凡善惡、男女老少、 

緇素賢愚，皆總包含。 

本願之方法--念我稱名自歸。 

本願之利益--現當二益（現生必定，往生證果）。 



本願之呼喚--呼喚眾生「常應憶念」。 

（三）「現生不退」之偈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稱念彌陀佛名之意。彌陀佛名有無量無

邊不可思議功德，如玄奘大師《稱讚淨土佛攝受經》所言「無量無邊不可

思議功德名號」。 

「即時入必定」：如上所解「平生業成，現生不退」之意。 

「是故我常念」：「是故常應憶念」之意，亦即「一向專稱彌陀佛

名」。 

此偈是淨土宗的心髓，也是龍樹菩薩的心聲，菩薩自我告白地說：「只

要念佛，便能即時入必定，易行疾至莫過於此，因此我龍樹，恆常憶念南

無阿彌陀佛。」此偈幾與《大經》「本願成就偈」同功，偈云：「其佛本

願力，聞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 

「本願取意文」是《易行品》之骨髓、核心、歸趨，《易行品》目的在

說此彌陀本願。易行中最極易行，方便中第一方便；此方便非過程，非權

說，非不了義，乃直達目標之方法、龍樹菩薩思想圓熟之所在，亦彼一生



自行化他之歸趨與目的。 

蕅益大師《阿彌陀經要解》也說：「一切方便之中，求其至直捷、至圓

頓者，莫若念佛求生淨土。可謂方便中第一方便，了義中無上了義，圓頓

中最極圓頓。」 

此本願取意文如明燈，照亮行者前程，指出目的與方法，明示安身立命

之處。給人安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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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易行品》於淨土宗之功績 

龍樹菩薩《易行品》於淨土宗有三大根本性的重大功勳。一、難易二道

判；二、本願稱名論；三、現生不退論。 

（一）難易二道判 

龍樹菩薩於淨土宗教義發揮之中，最有名的即是難易二道的教判。即將

釋尊一代浩如淵海的教法，總判為難易二道，即「難行道」與「易行道」。

再度引其文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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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難易二道的教判彰顯：勤行三學六度萬行，即是難行道；專一稱念彌

陀佛名，即是易行道。並以譬喻顯明難易二道之優劣，而暗示捨難取易。

即難行道如陸路步行，以步行顯示艱難、緩慢、困苦、風險，應當捨棄；

易行道如水路乘船，以乘船顯示容易、快速、安樂、無虞，應當選取。 

此難易二道之教判，奠定淨土宗「本願稱名、易行疾至不退轉」之教理



基柱，判定淨土宗是念佛之道、容易之道、快速之道、安樂之道、無虞之

道、如他力乘船之道；除了淨土宗之外，其餘所有法門，都是諸行之道、

艱難之道、緩慢之道、困苦之道、風險之道、如自力步行之道。 

此難易二道之教判，為淨土宗之「易行」與「殊勝」，一錘定音，使淨

土宗在大小顯密各宗之中，永居登峰造極、獨一無二、無與倫比的地位。

可知，《易行品》雖然文字不長，然其涵義甚廣，影響甚鉅。 

此難易二道之教判，可謂開天闢地之壯舉，前無古人，後啟來者。此教

判既開啟了後來各宗判教的先河，也是淨土宗判教的嚆矢，發起曇鸞大師

自他二力、道綽大師聖淨二門、善導大師要弘正雜助定之鴻判，從而廣引

五乘群機，齊入本願稱名他力易行之淨土宗。 

釋尊一代之教，浩瀚廣博，必有易行之道；群萌六識之心，愚痴暗鈍，

全無擇法之眼。幸有龍樹菩薩慧眼見真，作難易二道之判，明苦樂二行之

法，獨舉彌陀本願之稱名，標示現生不退之勝益，遙引末法之群萌，盡入

極樂之蓮邦。若無龍樹菩薩難易二道之判，則罪惡生死之凡夫，廣大無邊

之群萌，勢必曠劫流轉，無有出離之緣。 

由此難易二道之鴻判，知龍樹菩薩悲心之深廣，恩澤之難喻。我等只有

依教奉行，捨難就易，專稱佛名，往生淨土，方堪報恩。 



（二）本願稱名論 

龍樹菩薩於淨土宗教義發揮之中，最有名的除了「難易二道判」之外，

即是「本願稱名論」與「現生不退論」。 

《易行品》不但在於說明易行道，更是尊崇高推易行道之易行與殊勝。

而此易行與殊勝的內容，即是「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地」，而「信

方便、易行、疾至」的方法，即是「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

心，執持稱名號」，而「稱名號」以阿彌陀佛的本願為根源。《易行品》

中說阿彌陀佛「本願稱名」的，即是「彌陀章」龍樹菩薩所舉的「本願取

意文」：「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常應憶念。」此彌陀本願稱名，不但是淨土三經之

根源，也是《大經》之根本，更是四十八願之願王；亦是十方眾生往生成

佛的根本依據，也是淨土宗特色「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平生業成，現生

不退」的典據。 

由龍樹菩薩「本願取意文」，顯出淨土宗特色，明確淨土宗之教、理、

行、果，機、教、行、益，奠定淨土宗根本教理之基礎，於淨土宗有不磨

之功。 

故此「本願取意文」，總括淨土宗一大法門，為淨土宗之核心、精髓、

根本相承，等同淨土宗的遺傳基因。自龍樹菩薩始，「本願」即成為淨土



宗的根本教理，「稱名」即成為淨土宗的根本行法。後繼之天親菩薩、曇

鸞大師、道綽大師、善導大師，無不圍繞「本願稱名」而展開宗義，大弘

法化。故此本願取意文，有不可動搖的權威性，舉凡後世之弘揚淨土者，

如果偏離龍樹菩薩的本願取意文，可知即非純正的淨土宗。 

（三）現生不退論 

淨土宗特色「平生業成，現生不退」，平生與臨終相對，亦即不待臨終，

於平生之間，往生之業已經成就，往生有分，必定往生，從因說果，現生

已經預得不退轉之果位，此謂之「業成不退」。亦即現世已得安心，非至

臨終來迎、彼土不退方才安心。 

此教義龍樹菩薩於《易行品》之中屢屢言及，列舉十文如下： 

1.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 

2.有以信方便，易行疾至阿惟越致者。 

3.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 

4.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 

5.聞是佛名能信受者，即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6.若人一心稱其名號，即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7.其有稱名者，即得不退轉。 

8.其有聞名者，即得不退轉。 

9.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 

10.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以上引文一至三之「疾」是快速的意思，乃相對於難行道之三大阿僧衹

劫，顯明易行道相當快速（頓超之法故）。引文五至十之「即」，就是「當

下」「立刻」，亦即顯明非但快速，乃是「平生業成，現生不退」。 

《易行品》所言「此身得至阿惟越致地」「即入必定」「即時入必定」

之文，清楚顯明淨土宗易行道之特色，亦即只要專稱彌陀佛名，則「現生」

於「娑婆世界」即得「不退轉位」，非俟他生他土。此即是淨土宗特色「本

願稱名，凡夫入報，平生業成，現生不退」。 

有關淨土宗特色之深廣內涵與巨大影響，茲引淨宗法師《淨土宗特色導

讀》一文以明。 

所謂「特色」，即事物特有的本質屬性。辨識事物，必須把握其特色，

不然就會張冠李戴，產生錯誤；修學淨土，也必須掌握淨土宗的特色，



不然就會聖淨不分，失去往生。 

淨土宗有無特色？很顯然，若無特色，則淨土一宗不能成立。 

淨土宗有何特色？當代淨土宗慧淨法師，根據淨土三經及相承祖釋，

提煉為四句話、十六個字，謂：「本願稱名，凡夫入報；平生業成，現

生不退」。準確，簡練，系統，明瞭，獨顯彌陀救度，超勝餘佛淨土，

不共聖道諸宗，至簡易，至高深，至穩當，至快捷，萬機不漏，一生速

成；可謂握一宗咽喉，通法門幽關，除行人恐懼，暢往生達道。 

前二句為根本綱宗，後二句明今生勝益；又前一句為因行，後三句為

果益。根本自攝枝末，因行必招果益，故四句可收為二句「本願稱名，

凡夫入報」，又可收入一句「本願稱名」。 

本願，明教理；稱名，明行法；凡夫，明攝機；入報，明果益。「本

願稱名，凡夫入報」，明淨土宗之「教、行、機、益」，即：造罪凡夫，

以彌陀本願不虛故，稱名願生，皆得往生真實無漏極樂報土。而且是平

生之時圓滿達成往生之業，不待臨終；於此世間即獲不退轉之果位，非

至極樂。 

本願稱名：聖道諸宗以眾生心性為體，悟明心性為宗；淨土一宗以本

願名號為體，稱名往生為宗，故「本願稱名」為淨土宗不共聖道諸宗之

特色。又餘佛淨土雖也勸往生，但未聞有稱名往生之本願，獨有彌陀一

佛發稱名往生之本願，故「本願稱名」為淨土宗超勝餘佛淨土之特色。 

凡夫入報：依聖道諸宗修習，必須登地以上的大菩薩，才能前至諸佛

報土；他方淨土雖不乏高妙報土，然而一切決非罪障凡夫可至之處。今

淨土一宗，凡夫稱名，仗阿彌陀佛願力，得生極樂最妙報土，證同彌陀，

故此「凡夫入報」即為聖道諸宗所無、他方淨土未聞之特色。 

平生業成：聖道修行，仗自力累積之功，有漸次斷證之位，初果聖人



尚需七次往返天上人間，而後業成解脫，不受後有。今淨土宗，任何罪

重之人，只此一生，決定往生，生死了辦，不再輪迴。然而如果必須累

積一生勤行，直到臨終見佛來迎，方才往生業成，仍然不免聖道自力的

色彩，往生存有不確定的因素。今說「平生業成」，不說「一生業成」，

即是在平時一生之任何時候，皆是往生業成之時。因本願稱名，往生仗

佛願力；佛願力成故，眾生往生之業已由佛邊完成；佛邊已成故，何時

眾生信受稱名，即時乘佛願力，往生之業達成，不待臨終。唯有臨終才

信受彌陀願力者，方是「臨終業成」，亦即臨終一念往生業成。可知平

生業成從機邊含「臨終一念業成」與「平生念念業成」兩種狀況，而從

法邊則是「彌陀願力業成」。任何人、任何時，信受稱名，往生之業當

體成就，業成不壞故，自然念念稱名有相續之功，聲聲往生無不定之慮，

故說「正定之業」「萬修萬人去」「遇無空過者」，獨成淨土宗之特色。

現生不退：於聖道修行，不退轉位乃是極艱、極難、極重、極要、極

尊、極大之事，非敢率爾輕談、妄自期許，要須生生正見不失，勇猛精

修，歷一大阿僧祇劫方可達致，何況長劫疲勞苦修過程中，退道者如大

海水之多，進步者只毛滴水之少；舍利弗以六住菩薩之位，尚以乞眼因

緣退心，餘者可知。今淨土宗，凡夫罪人，但以本願稱名一法，盡獲彌

陀因中萬行果上萬德，圓滿成佛所需一切功德，於娑婆界登不退位，以

煩惱身入聖眾數。如此教理，聖道諸宗所絕無，十方世界所僅有，獨成

淨土宗之特色。 

如上，開為四句，合為一句「本願稱名」。有此一句，自然流出三句。

因為「本願稱名」，所以「凡夫入報」；因為「本願稱名」，所以「平

生業成」；因為「本願稱名」，所以「現生不退」。 

如此重要而鮮明之特色，本含於佛經祖釋之中，今將之系統歸納整理，

鮮明提出，一一出示經文祖釋為證，普令見聞之人耳目開明。  



十、《易行品》難易二道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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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門是「信念佛」而非「修諸行」之教，是依靠信受彌陀「救度」之

教，而非依靠自己修行「六度」萬行之教。 

本來聖道門、淨土門皆有信，也皆有行。但相對地，對聖道門來說，縱

然實相、佛性之理信得極真，但如不能落實於自身之修行，破我法二執，

依然不出生死，因此，聖道門可說是「修行」之教。又，對淨土門來說，

行不是問題，因為任何人都可以稱名，毫無艱難。但如此簡單易行之稱名，

能使下劣凡夫往生成佛，一般人不能相信；因不信而不能專一稱名，最後

失去往生。若有信心，則千人稱名千人往生，萬人念佛萬人成佛，所以淨

土門可說是「信心」之教。 

曇鸞大師《往生論註》說： 

易行道者：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

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正定即是阿毗跋致。 

譬如水路，乘船則樂。 

善導大師《觀經疏》說： 

決定深信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攝受眾生，無疑無慮，乘彼願力，定

得往生。 

元照大師《彌陀經義疏》說： 



此乃具縛凡愚，屠沽下類，剎那超越成佛之法， 

可謂一切世間甚難信也。 

蓮池大師《阿彌陀經疏鈔》說： 

千信即千生，萬信即萬生。 

印光大師《文鈔》說： 

淨土法門，但恐信不及，若信得及，一切人皆得往生。 

果能生死心切，信得及，不生一念疑惑之心，則雖未出娑婆，已

非娑婆之久客；未生極樂，即是極樂之嘉賓。 

能於此法深生信心，則雖具縛凡夫，其種性已超二乘之上。喻如

太子墮地，貴壓群臣。 

純正的淨土法門即是易行道，在方法上容易，在境界上頓超。龍樹菩薩

於《易行品》言「易行疾至阿惟越致地」，「阿惟越致地」即是「不退轉

地」。疾至不退轉地之方法，龍樹菩薩言：「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

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故知：只要專稱彌陀佛名，必能疾至不退轉

地，已非娑婆凡夫，已是極樂聖數，一旦命終，即生極樂，速證佛果。故

「易行疾至」之「易行道」即是淨土宗之稱名念佛。 



「信受彌陀救度、願生彌陀淨土」之念佛人，不假修持之造作，日常生

活，唯任運一向「專稱彌陀佛名」便可。《大經》言「乃至一念」（短在

一念）；又言「乃至十念」（長在一生）；《小經》言「若一日乃至若七

日」。此等經文皆謂：只要「專稱彌陀佛名」，即「必生彌陀淨土」，聞

信之後，則「平生之機，上盡一形；臨終之機，下至一念」之念佛。善導

大師言：「以光明名號攝化十方，但使信心求念，上盡一形，下至十聲、

一聲等，以佛願力，易得往生。」此即顯示稱名念佛是易行道，以彌陀光

明攝取不捨，故使念佛之人十即十生，百即百生，真正三根普被，利鈍全

收，萬人修萬人去。 



附 錄： 

《易行品》、《十二禮》 

《易行品》科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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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行品》 

龍樹菩薩造  鳩摩羅什譯 

【初、序說】 

﹝一、舉難請易﹞ 

問曰：是阿惟越致菩薩，初事如先說「至阿惟越致地者，行諸難行，久

乃可得，或墮聲聞、辟支佛地」，若爾者，是大衰患。如《助道法》（《菩

提資糧論》卷三意）中說： 

「若墮聲聞地，及辟支佛地，是名菩薩死，則失一切利。 

若墮於地獄，不生如是畏；若墮二乘地，則為大怖畏。 

墮於地獄中，畢竟得至佛；若墮二乘地，畢竟遮佛道。 

佛自於經中，解說如是事。如人貪壽者，斬首則大畏。 

菩薩亦如是，若於聲聞地，及辟支佛地，應生大怖畏。」 

是故若諸佛所說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方便者，願為說之。 

﹝二、呵問許說﹞ 

答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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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救頭燃。如《助道》（《菩提資糧論》卷三意）

中說： 

「菩薩未得至，阿惟越致地，應常勤精進，猶如救頭燃。 

荷負於重擔，為求菩提故，常應勤精進，不生懈怠心。 

若求聲聞乘，辟支佛乘者，但為成己利，常應勤精進。 

何況於菩薩，自度亦度彼，於此二乘人，億倍應精進。」 

行大乘者，佛如是說：「發願求佛道，重於舉三千大千世界。」汝言「阿

惟越致地，是法甚難，久乃可得，若有易行道，疾得至阿惟越致地」者，

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 

汝若必欲聞此方便，今當說之。 

【次、正說】 

﹝一、總判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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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偈說： 

﹝二、別明易行﹞ 



（1.十方十佛章）（為蓮故華、為實施權） 

東方善德佛，南栴檀德佛，西無量明佛，北方相德佛， 

東南無憂德，西南寶施佛，西北華德佛，東北三乘行， 

下方明德佛，上方廣眾德，如是諸世尊，今現在十方。 

若人欲疾至，不退轉地者，應以恭敬心，執持稱名號。若菩薩欲於此身

得至阿惟越致地，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念是十方諸佛，稱其

名號。 

如《寶月童子所問經．阿惟越致品》中說：「佛告寶月：東方去此過無

量無邊不可思議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無憂。其地平坦，七寶合成。紫

磨金縷，交絡道界。寶樹羅列，以為莊嚴。無有地獄、畜生、餓鬼、阿修

羅道及諸難處。清淨無穢，無有沙礫、瓦石、山陵、堆阜、深坑、幽壑。

天常雨華，以布其地。時世有佛，號曰善德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大菩薩眾，恭敬

圍繞。身相光色，如燃大金山，如大珍寶聚。為諸大眾，演說正法。初、

中、後善，有辭有義，所說不雜，具足清淨，如實不失。何謂不失？不失

地水火風，不失欲界、色界、無色界，不失色受想行識。寶月，是佛成道

以來，過六十億劫。又其佛國，晝夜無異，但以此間閻浮提日月歲數，說

彼劫壽。其佛光明，常照世界。於一說法，令無量無邊千萬億阿僧祇眾生



住無生法忍，倍此人數得住初忍、第二、第三忍。寶月，其佛本願力故，

若有他方眾生，於先佛所種諸善根，是佛但以光明觸身，即得無生法忍。

寶月，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佛名能信受者，即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餘九佛事，皆亦如是。 

今當解說諸佛名號及國土名號。 

善德者：其德淳善，但有安樂，非如諸天龍神福德，惑惱眾生。 

栴檀德者：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歡喜，佛號栴檀

德，今現在說法。譬如栴檀，香而清涼，彼佛名稱遠聞，如香流布，滅除

眾生三毒火熱，令得清涼。 

無量明佛者：西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善解，佛號無

量明，今現在說法。其佛身光及智慧明，照無量無邊。 

相德佛者：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不可動，佛名相

德，今現在說法。其佛福德高顯，猶如幢相。 

無憂德者：東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月明，佛號無

憂德，今現在說法。其佛神德，令諸天人無有憂愁。 

寶施佛者：西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眾相，佛號寶



施，今現在說法。其佛以諸無漏根、力、覺道等寶，常施眾生。 

華德佛者：西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眾音，佛號華

德，今現在說法。其佛色身，猶如妙華，其德無量。 

三乘行佛者：東北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安隱，佛號

三乘行，今現在說法。其佛常說聲聞行、辟支佛行、諸菩薩行。有人言，

說上、中、下精進故，號為三乘行。 

明德佛者：下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廣大，佛號明

德，今現在說法。「明」名：身明、智慧明、寶樹光明。是三種明，常照

世間。 

廣眾德者：上方去此無量無邊恆河沙等佛土，有世界名眾月，佛號廣眾

德，今現在說法。其佛弟子福德廣大故，號廣眾德。 

是十方佛，善德為初，廣眾德為後。若人一心稱其名號，即得不退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偈說： 

若有人得聞，說是諸佛名，即得無量德，如為寶月說。 

我禮是諸佛，今現在十方，其有稱名者，即得不退轉。 

東方無憂界，其佛號善德，色相如金山，名聞無邊際， 



若人聞名者，即得不退轉，我今合掌禮，願悉除憂惱。 

南方歡喜界，佛號栴檀德，面淨如滿月，光明無有量， 

能滅諸眾生，三毒之熱惱，聞名得不退，是故稽首禮。 

西方善世界，佛號無量明，身光智慧明，所照無邊際， 

其有聞名者，即得不退轉，我今稽首禮，願盡生死際。 

北方無動界，佛號為相德，身具眾相好，而以自莊嚴， 

摧破魔怨眾，善化諸天人，聞名得不退，是故稽首禮。 

東南月明界，有佛號無憂，光明踰日月，遇者滅憂惱， 

常為眾說法，除諸內外苦，十方佛稱讚，是故稽首禮。 

西南眾相界，佛號為寶施，常以諸法寶，廣施於一切， 

諸天頭面禮，寶冠在足下，我今以五體，歸命寶施尊。 

西北眾音界，佛號為華德，世界眾寶樹，演出妙法音， 

常以七覺華，莊嚴於眾生，白毫相如月，我今頭面禮。 

東北安隱界，諸寶所合成，佛號三乘行，無量相嚴身， 



智慧光無量，能破無明闇，眾生無憂惱，是故稽首禮。 

上方眾月界，眾寶所莊嚴，大德聲聞眾，菩薩無有量， 

諸聖中師子，號曰廣眾德，諸魔所怖畏，是故稽首禮。 

下方廣世界，佛號為明德，身相妙超絕，閻浮檀金山， 

常以智慧日，開諸善根華，寶土甚廣大，我遙稽首禮。 

過去無數劫，有佛號海德，是諸現在佛，皆從彼發願， 

壽命無有量，光明照無極，國土甚清淨，聞名定作佛， 

今現在十方，具足成十力，是故稽首禮，人天中最尊。 

（2.十方諸佛章）（華開蓮現、開權顯實） 

問曰：但聞是十佛名號，執持在心，便得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

更有餘佛、餘菩薩名，得至阿惟越致耶？ 

答曰：阿彌陀等佛，及諸大菩薩， 

稱名一心念，亦得不退轉。 

更有阿彌陀等諸佛，亦應恭敬禮拜，稱其名號。今當具說：1無量壽



佛、2世自在王佛、3師子意佛、法意佛、梵相佛、世相佛、世妙佛、慈悲

佛、世王佛、人王佛、月德佛、寶德佛、相德佛、大相佛、殊蓋佛、師子

鬘佛、破無明佛、智華佛、多摩羅跋栴檀香佛、持大功德佛、雨七寶佛、

超勇佛、離瞋恨佛、大莊嚴佛、無相佛、寶藏佛、德頂佛、多迦羅香佛、

栴檀香佛、蓮華香佛、莊嚴道路佛、龍蓋佛、雨華佛、散華佛、華光明佛、

日音聲佛、蔽日月佛、琉璃藏佛、梵音佛、淨明佛、金藏佛、須彌頂佛、

山王佛、音聲自在佛、淨眼佛、月明佛、如須彌山佛、日月佛、得眾佛、

華王佛、梵音說佛、世主佛、師子行佛、妙法意師子吼佛、珠寶蓋珊瑚色

佛、破癡愛闇佛、水月佛、眾華佛、開智慧佛、持雜寶佛、菩提佛、華超

出佛、真琉璃明佛、蔽日明佛、持大功德佛、得正慧佛、勇健佛、離諂曲

佛、除惡根栽佛、大香佛、道歎佛、水光佛、海雲慧遊佛、德頂華佛、華

莊嚴佛、日音聲佛、月勝佛、琉璃佛、梵聲佛、光明佛、金藏佛、山頂佛、

山王佛、音王佛、龍勝佛、無染佛、淨面佛、月面佛、如須彌佛、栴檀香

佛、威勢佛、燃燈佛、難勝佛、寶德佛、喜音佛、光明佛、龍勝佛、離垢

明佛、師子佛、王王佛、力勝佛、華園佛、無畏明佛、香頂佛、普賢佛、

普華佛、107寶相佛，是諸佛世尊，現在十方清淨世界，皆稱名憶念。 

（3.西方一佛章─彌陀章）（華落蓮成、廢權立實）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若人念我，稱名自歸，即入必定，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是故常應憶念。以偈稱讚：（32偈128句） 



1無量光明慧，身如真金山，我今身口意，合掌稽首禮。 

2金色妙光明，普流諸世界，隨物示其色，是故稽首禮。 

3若人命終時，得生彼國者，即具無量德，是故我歸命。 

4人能念是佛，無量力功德，即時入必定，是故我常念。 

5彼國人命終，設應受諸苦，不墮惡地獄，是故歸命禮。 

6若人生彼國，終不墮三趣，及與阿修羅，我今歸命禮。 

7人天身相同，猶如金山頂，諸勝所歸處，是故頭面禮。 

8其有生彼國，具天眼耳通，十方普無礙，稽首聖中尊。 

9其國諸眾生，神變及心通，亦具宿命智，是故歸命禮。 

10生彼國土者，無我無我所，不生彼此心，是故稽首禮。 

11超出三界獄，目如蓮華葉，聲聞眾無量，是故稽首禮。 

12彼國諸眾生，其性皆柔和，自然行十善，稽首眾聖主。 

13從善生淨明，無量無邊數，二足中第一，是故我歸命。 

14若人願作佛，心念阿彌陀，應時為現身，是故我歸命。 



15彼佛本願力，十方諸菩薩，來供養聽法，是故我稽首。 

16彼土諸菩薩，具足諸相好，以自莊嚴身，我今歸命禮。 

17彼諸大菩薩，日日於三時，供養十方佛，是故稽首禮。 

18若人種善根，疑則華不開，信心清淨者，華開則見佛。 

19十方現在佛，以種種因緣，歎彼佛功德，我今歸命禮。 

20其土具嚴飾，殊彼諸天宮，功德甚深厚，是故禮佛足。 

21佛足千輻輪，柔軟蓮華色，見者皆歡喜，頭面禮佛足。 

22眉間白毫光，猶如清淨月，增益面光色，頭面禮佛足。 

23本求佛道時，行諸奇妙事，如諸經所說，頭面稽首禮。 

24彼佛所言說，破除諸罪根，美言多所益，我今稽首禮。 

25以此美言說，救諸著樂病，已度今猶度，是故稽首禮。 

26人天中最尊，諸天頭面禮，七寶冠摩尼，是故我歸命。 

27一切賢聖眾，及諸人天眾，咸皆共歸命，是故我亦禮。 

28乘彼八道船，能度難度海，自度亦度彼，我禮自在者。 



29諸佛無量劫，讚揚其功德，猶尚不能盡，歸命清淨人。 

30我今亦如是，稱讚無量德，以是福因緣，願佛常念我。 

31我於今先世，福德若大小，願我於佛所，心常得清淨。 

32以此福因緣，所獲上妙德，願諸眾生類，皆亦悉當得。 

（4.過未八佛章） 

又亦應念1毗婆尸佛、2尸棄佛、3毗首婆佛、4拘樓珊提佛、5迦那迦牟

尼佛、6迦葉佛、7釋迦牟尼佛，及未來世8彌勒佛，皆應憶念禮拜。以偈

稱讚： 

1毗婆尸世尊，無憂道樹下，成就一切智，微妙諸功德，  

正觀於世間，其心得解脫，我今以五體，歸命無上尊。 

2尸棄佛世尊，在於芬陀利，道場樹下坐，成就於菩提，  

身色無有比，如燃紫金山，我今自歸命，三界無上尊。 

3毗首婆世尊，坐娑羅樹下，自然得通達，一切妙智慧，  

於諸人天中，第一無有上，是故我歸命，一切最勝尊。 

4迦求村大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尸利沙樹下， 

成就大智慧，永脫於生死，我今歸命禮，第一無比尊。 



5迦那含牟尼，大聖無上尊，優曇缽樹下，成就得佛道，  

通達一切法，無量無有邊，是故我歸命，第一無上尊。 

6迦葉佛世尊，眼如雙蓮華，尼拘樓陀樹，於下成佛道， 

三界無所畏，行步如象王，我今自歸命，稽首無極尊。 

7釋迦牟尼佛，阿輸陀樹下，降伏魔怨敵，成就無上道，  

面貌如滿月，清淨無瑕塵，我今稽首禮，勇猛第一尊。 

8當來彌勒佛，那伽樹下坐，成就曠大心，自然得佛道，  

功德甚堅牢，莫能有勝者，是故我自歸，無比妙法王。 

（5.東方八佛章） 

復有1德勝佛、2普明佛、3勝敵佛、4王相佛、5相王佛、6無量功德明自

在王佛、7藥王無礙佛、8寶遊行佛、9寶華佛、10安住佛、11山王佛，亦

應憶念，恭敬禮拜。以偈稱讚： 

1無勝世界中，有佛號德勝，我今稽首禮，及法寶僧寶。 

2隨意喜世界，有佛號普明，我今自歸命，及法寶僧寶。 

3普賢世界中，有佛號勝敵，我今歸命禮，及法寶僧寶。 

4善淨集世界，佛號王幢相，我今稽首禮，及法寶僧寶。 



5離垢集世界，無量功德明，自在於十方，是故稽首禮。 

6不誑世界中，無礙藥王佛，我今頭面禮，及法寶僧寶。 

7金集世界中，佛號寶遊行，我今頭面禮，及法寶僧寶。 

8美音界寶華，安立山王佛，我今頭面禮，及法寶僧寶。  

今是諸如來，住在東方界，我以恭敬心，稱揚歸命禮。 

唯願諸如來，深加以慈愍，現身在我前，皆令自得見。 

（6.三世諸佛章）  

復次，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盡應總念，恭敬禮拜。以偈稱讚： 

過去世諸佛，降伏眾魔怨，以大智慧力，廣利於眾生； 

彼時諸眾生，盡心皆供養，恭敬而稱揚，是故頭面禮。 

現在十方界，不可計諸佛，其數過恆沙，無量無有邊； 

慈愍諸眾生，常轉妙法輪，是故我恭敬，歸命稽首禮。 

未來世諸佛，身色如金山，光明無有量，眾相自莊嚴； 

出世度眾生，當入於涅槃，如是諸世尊，我今頭面禮。 



（7.諸大菩薩章）（143位）  

復應憶念諸大菩薩：1善意菩薩、2善眼菩薩、3聞月菩薩、尸毗王菩薩、

一切勝菩薩、知大地菩薩、大藥菩薩、鳩舍菩薩、阿離念彌菩薩、頂生王

菩薩、喜見菩薩、鬱多羅菩薩、和和檀菩薩、長壽王菩薩、羼提菩薩、韋

藍菩薩、睒菩薩、月蓋菩薩、明首菩薩、法首菩薩、法利菩薩、彌勒菩薩，

復有金剛藏菩薩、金剛首菩薩、無垢藏菩薩、無垢稱菩薩、除疑菩薩、無

垢德菩薩、網明菩薩、無量明菩薩、大明菩薩、無盡意菩薩、意王菩薩、

無邊意菩薩、日音菩薩、月音菩薩、美音菩薩、美音聲菩薩、大音聲菩薩、

堅精進菩薩、常堅菩薩、堅發菩薩、堅莊菩薩、常悲菩薩、常不輕菩薩、

法上菩薩、法意菩薩、法喜菩薩、法首菩薩、法積菩薩、發精進菩薩、智

慧菩薩、淨威德菩薩、那羅延菩薩、善思惟菩薩、法思惟菩薩、跋跎婆羅

菩薩、法益菩薩、高德菩薩、師子遊行菩薩、喜根菩薩、上寶月菩薩、不

虛德菩薩、龍德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妙音菩薩、雲音菩薩、勝意菩薩、

照明菩薩、勇眾菩薩、勝眾菩薩、威儀菩薩、師子意菩薩、上意菩薩、益

意菩薩、增益菩薩、寶明菩薩、慧頂菩薩、樂說頂菩薩、有德菩薩、觀世

自在王菩薩、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大自在王菩薩、無憂德菩薩、不虛見菩

薩、離惡道菩薩、一切勇健菩薩、破闇菩薩、功德寶菩薩、華威德菩薩、

金瓔珞明德菩薩、離諸陰蓋菩薩、心無閡菩薩、一切行淨菩薩、等見菩薩、

不等見菩薩、三昧遊戲菩薩、法自在菩薩、法相菩薩、明莊嚴菩薩、大莊



嚴菩薩、寶頂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慘菩薩、

常喜菩薩、喜王菩薩、得辯才音聲菩薩、虛空雷音菩薩、持寶炬菩薩、勇

施菩薩、帝網菩薩、馬光菩薩、空無閡菩薩、寶勝菩薩、天王菩薩、破魔

菩薩、電德菩薩、自在菩薩、頂相菩薩、出過菩薩、師子吼菩薩、雲蔭菩

薩、能勝菩薩、山相幢王菩薩、香象菩薩、大香象菩薩、白香象菩薩、常

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妙生菩薩、華莊嚴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

薩、水王菩薩、山王菩薩、帝網菩薩、寶施菩薩、破魔菩薩、莊嚴國土菩

薩、金髻菩薩、143珠髻菩薩。如是等諸大菩薩，皆應憶念，恭敬禮拜，

求阿惟越致也。 



《十二禮》 

龍樹菩薩 造 

1稽首天人所恭敬，阿彌陀佛兩足尊，在彼微妙安樂國，無量佛子眾

圍繞。 

2金色身淨如山王，奢摩他行如象步，兩目淨若青蓮華，故我頂禮彌

陀尊。 

3面善圓淨如滿月，威光猶如千日月，聲如天鼓俱翅羅，故我頂禮彌

陀尊。 

4觀音頂戴冠中住，種種妙相寶莊嚴，能伏外道魔憍慢，故我頂禮彌

陀尊。 

5無比無垢廣清淨，眾德皎潔如虛空，所作利益得自在，故我頂禮彌

陀尊。 

6十方名聞菩薩眾，無量諸魔常讚歎，為諸眾生願力住，故我頂禮彌

陀尊。 

7金底寶間池生華，善根所成妙臺座，於彼座上如山王，故我頂禮彌

陀尊。 



8十方所來諸佛子，顯現神通至安樂，瞻仰尊顏常恭敬，故我頂禮彌

陀尊。 

9諸有無常無我等，亦如水月電影露，為眾說法無名字，故我頂禮彌

陀尊。 

10彼尊佛剎無惡名，亦無女人惡道怖，眾人至心敬彼尊，故我頂禮彌

陀尊。 

11彼尊無量方便境，無有諸趣惡知識，往生不退至菩提，故我頂禮彌

陀尊。 

12我說彼尊功德事，眾善無邊如海水，所獲善根清淨者，迴施眾生生

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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