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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有關現6利益0 

 問：求往生，念阿彌陀佛；求平安免佑、消災延壽等現6利益，

分別念有關佛、菩薩、經、咒。這種觀念】確嗎？ 

答：不正確。一般初機學佛的人，信仰還比較淺，往往會抱有這種觀念，

但隨著信仰的深入，他就會明白：一個願生淨土的人，不論是為往生，還

是求世間利益，都應當專念阿彌陀佛，而不必改念其他。理由有兩點： 

一、經中說：阿彌陀佛是一切諸佛中的王，阿彌陀佛名號包含一切佛、

菩薩、經、咒功德，專念阿彌陀佛一佛，等於總念一切佛菩薩經咒。凡是

念諸佛菩薩經咒能夠得到的利益，念阿彌陀佛都能得到；反過來，念阿彌

陀佛能夠得到的利益，念其他佛菩薩、誦其他經咒則未必都能得到。好像

百官大臣能為老百姓辦的事，國王當然都能辦到；而國王能做到的事，百

官大臣未必能做到。 

二、專念阿彌陀佛，既能決定往生，也能得到種種世間利益，可說雙豐

收。雜念諸佛菩薩經咒等，往生不定，世間利益也輕微。 

2問：念阿彌陀佛5是只管往生、5管現6種種利益嗎？ 

答：不是的。念阿彌陀佛，是現世利益、來生利益都包含在內的，這在

淨土宗稱為「現當二益」。「當」是當來，當來的利益，就是往生成佛；

「現」是現世，現世的利益，比如：消災免難、增福增慧、祛病延年、平

安順遂、上度祖先、下佑子孫等等，無不包含在內。《念佛感應錄》第三

集收有專念阿彌陀佛得種種現世利益的例子，就是實證。 



3問：觀6音菩薩尋聲救事，雖修念佛，危急之時欲求免佑，必

佛念觀6音菩薩，對嗎？ 

答：觀世音菩薩稱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在危急時稱

念觀世音菩薩名號，菩薩立即觀其音聲前來搭救，這是一點也不會錯的。

但平常念佛的人不必改念觀世音菩薩。《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67頁「佛

光來照 免遭水溺」，及〈念佛免難〉之各篇記載的都是念阿彌陀佛消災

免難的實例。 

從道理來說有三： 

一、阿彌陀佛尋聲救苦的本領更大。觀世音菩薩現在西方極樂世界，是

阿彌陀佛的上首大弟子，他的慈悲、本領都是跟老師阿彌陀佛學來的。阿

彌陀佛在還沒成佛、修菩薩道時，就發願修行，以名號度眾生。只要有人

念他的名號，不管是張口念出聲，還是默念不出聲；不管是危急的時候念，

還是平常的時候念；也不管是專門集中精力念，還是比較隨便雜散念；甚

至也不管念的人信佛不信佛，只要有人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立即感應到，

立即放光照耀並現身保護。感應之速，比電燈開關打開、光明立即照亮還

要快。念佛的人因受佛光保護，立即轉危為安，化難呈祥。就是平時不常

念佛，遇事偶爾念佛的人，感應也是如此。如果是平時經常念佛的人，阿

彌陀佛的光明就日夜照耀，保護他，不再離開他，讓他一生平安，直到臨

終的時候接引他往生極樂世界。這比一般人理解的菩薩尋聲救苦更加安全、

保險、全面而徹底了，所以念阿彌陀佛的人自然不必臨時改念其他佛菩薩

了。 



二、念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不請自來。觀世音菩薩非常敬重、感恩他

的老師阿彌陀佛，時時把阿彌陀佛頂戴在頭上，我們看到的觀世音菩薩頭

上有一尊站立的化佛，那就是阿彌陀佛。而且觀世音菩薩也隨時跟隨阿彌

陀佛，凡是阿彌陀佛到哪裏，觀世音和大勢至這兩位大菩薩必定相隨左右，

寸步不離。所以平常念阿彌陀佛的人，阿彌陀佛既然放光現身前來保護，

觀世音、大勢至還有很多大菩薩也就一同前來保護。如《觀經》中說，專

念阿彌陀佛的人，觀世音、大勢至二大菩薩，如影隨形常隨其後，保護這

個念佛的人，並且主動做他的好朋友，慈悲相助於一切。所以一個專念阿

彌陀佛的人，即使沒有專門再念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也會自然前來保

護。其他佛菩薩也是一樣。當然就沒有改念其他佛菩薩的必要了。 

三、平常念阿彌陀佛的人，因為常在佛光保護當中，一些可能的災難自

然潛消於無形，也就不存在臨時危急要求菩薩的情況了。即使宿業難免，

小有災障，對一個真正信仰深入、念佛有素的人來說，也會自然念阿彌陀

佛，不會想著改念這尊菩薩那尊佛。心思搖擺不定，說明心不專一。 

所以，不論是念哪尊佛菩薩，效果都比不上專念阿彌陀佛。 

4問：6有送子觀音。雖修念佛，求子則必佛念觀6音菩薩，對

嗎？ 

答：不必！念阿彌陀佛同樣求子得子。《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91頁「求

子得子 轉女成男」就是證明。 



5問：文殊菩薩智慧第1。雖修念佛，求智慧增長、考學順利必

佛念文殊菩薩，對嗎？ 

答：不必！文殊表智，在菩薩眾弟子中號稱智慧第一，但畢竟與佛不能

相比。如經中說，阿彌陀佛的智慧光明，連十方諸佛都不能及，何況菩薩

弟子，更不能相提並論。所以求智慧也專念阿彌陀佛。《念佛感應錄》第

三集第93頁「念佛開慧 求考如意」即是實證。 

6問：地藏菩薩有滅定業真什。雖修念佛，欲求消業必佛念地藏

菩薩，對嗎？ 

答：不對！念阿彌陀佛同樣消業。《念佛感應錄》第三集〈念佛消業〉

之各篇皆為實證。佛菩薩名號皆有功德，有功德所以能消罪業。地藏菩薩

功德實是不可思議，但較之阿彌陀佛，仍不可為比千萬億倍。《群疑論》

說：「一大劫念地藏菩薩，不如一聲念阿彌陀佛。」《無量壽經》說，阿

彌陀佛功德無上，光明第一，十方諸佛所不能及。念阿彌陀佛消業，如日

光消暗；念地藏等其他佛菩薩消業，如月光消暗。 

7問：地藏菩薩是幽冥教8，專救幽冥界眾生。雖修念佛，為代

度亡靈、救拔地獄眾生，必佛念地藏菩薩，對嗎？ 

答：不對！《念佛感應錄》第三集〈念佛免難〉、〈三塗超生〉中有很

多例證，如第391頁「清明念佛 普度冤親」等，皆可證明念阿彌陀佛能普

利幽冥界眾生。今以地藏菩薩較之阿彌陀佛，略舉有七不可比。 

一、功德缺滿，不可相比。地藏菩薩發願「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修

行功德尚未圓滿，其願還未實現；阿彌陀佛因地發願「常運慈心拔有情，



度盡阿鼻苦眾生」，修行功德已經圓滿，其願已經實現而成佛，所以兩者

不能相比。 

二、地位高低，不可相比。地藏菩薩是幽冥教主，阿彌陀佛為諸佛之王，

不可相比。 

三、為主為從，不可相比。如《群疑論》說：「佛是法王，菩薩是法臣，

如王出時，臣必隨從。大能攝小，故積念者，功德最多。」只要念阿彌陀

佛，地藏菩薩自然隨從阿彌陀佛來救度地獄眾生，如《念佛感應錄》第三

集第73頁「母親念佛 兒免地獄」即是實證。 

四、名聲遠近，不可相比。阿彌陀佛名號為十方諸佛所景仰讚歎，所以

不可比。 

五、光明大小，不可相比。 

六、滅罪多少，不可相比。 

七、救度利益，不可相比。念地藏菩薩，多從三惡道救至人天善道；念

阿彌陀佛，可從三惡道直超淨土成佛。《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403頁「蟒

蛇亦願 念佛成佛」、第386頁「出地獄河 生極樂土」即是實證。 

8問：人之臨終往往業障現前，怨家債8競來牽逼。必佛先念《地

藏經》、地藏菩薩名亡消除業障，再念阿彌陀佛求往生，對嗎？ 

答：不對！臨終是人升沉最關鍵的時刻，這時念任何別的佛菩薩及經咒

都緩不濟急，只有急念阿彌陀佛，最具有拔濟的功效，消業、往生同時達



成。《觀經》說：聞大乘十二部經，只滅罪一千劫，遠遠不足以達成往生；

稱阿彌陀佛一口，即滅罪五十億劫，直接超生淨土。算起來，念一聲阿彌

陀佛，超過念數千萬部《地藏經》、《金剛經》等大乘經典。 

9問：韋馱菩薩專職他法。雖修念佛，欲求修行得他助、少障久，

必佛供念韋馱菩薩，對嗎？ 

答：不必！專供專念阿彌陀佛、願生淨土的人，如《觀經》、《阿彌陀

經》、《十往生經》等說：阿彌陀佛常住其頂，觀音、勢至如影隨形，恆

沙諸佛共來護念。又有二十五位大菩薩攜諸大菩薩，一切時處，前來擁護。

復有無數化佛、化觀音勢至菩薩，百重千重圍繞，晝夜不離。所有天神地

祇，也都恭敬愛念。一切惡鬼惡神不得其便，一切厄難災障自然消散。韋

馱菩薩亦必隨諸菩薩，不請自來，前來護持。《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107

頁「現代女鬼 真實故事」，及〈佛名具德〉、〈念佛退鬼〉中各篇相關

內容，都是事證。 

 0問：諸佛菩薩神咒，有大神力。雖修念佛，欲求去邪鎮魔，必

佛持念神咒，對嗎？ 

答：不必！一句彌陀，咒中之王，一切神咒可以達到的功效，念阿彌陀

佛名號都能得到。專修念佛之人，蒙彌陀、諸佛、觀音、勢至、諸大菩薩

直接護念，雖不持咒，一切外邪魔難自然不侵。如《念佛感應錄》第三集

第11頁「六字佛牌 放光退鬼」、第15頁「六字佛牌 退附體貓」以及〈念

佛退鬼〉各篇，都是實證。 



  問：些師佛發願救療種種病事。雖修彌陀淨土法門，欲求癒病

健康，必佛念些師佛，對嗎？ 

答：不必。專念阿彌陀佛，同樣能夠癒病。如《念佛感應錄》第三集〈念

佛癒病〉各篇都是例證。 

 2問：些師佛又稱-消災延壽些師佛」。雖修彌陀淨土法門，欲

求消災延壽，必佛念些師佛，對嗎？ 

答：不必！阿彌陀佛也叫「無量壽佛」，專念阿彌陀佛同樣消災延壽。

如《觀念法門》說：「稱念阿彌陀佛願往生者，現生即得延年轉壽，不遭

九橫之難。」《念佛感應錄》第三集254頁「哈爾濱某女往生記」就是實

證。 

【第二部分 有關念佛往生0 

 3問：殺生造多之業的人，雖念佛恐怕5也往生吧？ 

答：人都是有罪的，阿彌陀佛正是可憐我們造罪受苦才要救我們。所以

雖然造了罪，如能夠迴心念佛，沒有不往生的。《觀經》下品明明記載一

生造了十惡、破戒、五逆重罪的人，臨終才念佛也都往生。《念佛感應錄》

第三集第58頁丁德華之父、第175頁趙秋中、第382頁張蓮娣一生殺豬，臨

終迴心念佛；第311頁許桔清養蝦為業，年輕時還打過蛇，晚年迴心念佛；

又有第238頁江蘇王某年輕浪蕩、臨死地獄相現，跟隨助念之人念佛；第



332頁新加坡販毒犯臨行念佛，火化得舍利子等，這些人最後都念佛往生，

即是現證。 

 4、問：那麼念佛人就5用斷惡修善了？ 

答：這又不然！佛法中絕不可能找到一種叫人不要斷惡修善的法門。念

佛人更應當隨份隨力斷惡修善。斷惡修善而念佛，於自於他功德利益更大。

一、造罪受多苦，行善多安樂。 

二、造罪難得好死，行善易得善終。 

三、造罪之人，眾生不喜，即使念佛，不受人信；善人念佛，眾生歡喜

而信。 

四、造罪則社會混亂，佛法隱沒；修善即道德昌明，佛教興盛。 

五、造罪不順佛教，諸佛不喜；斷惡修善，順諸佛教，諸佛歡喜。 

所以應當斷惡修善而念佛。 

 5問：惡佑斷，善佑修，怎麼辦？ 

答：人非聖賢，只要心中常存一個斷惡修善的念頭，隨緣盡份，勉為其

力，常懷慚愧，多多念佛就好了。這樣，惡雖難斷乾淨，但絕不至於造大

罪；善雖難行圓滿，總不失一念善心。阿彌陀佛也必加持。 



 6問：未吃素，念佛也往生嗎？ 

答：能！《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283頁張玉枝、第382頁張蓮娣、第321

頁黃錫勳等，都還沒有吃素，也都念佛往生。 

不過視情形，能吃素最好。素食好處很多，順佛慈悲心，施眾生無畏，

有利自身健康，有利節能環保，臨終減少業障。 

 7問：未皈依，念佛也往生嗎？ 

答：能！《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172頁許培枝、第215頁胡老漢、275

頁池貞子、第342頁黃英夫等，都還沒有皈依，也都念佛往生。 

如條件允許，還是皈依的好。因為皈依是定信仰、入佛門、成為佛弟子

的第一步，豈有想念佛、想往生的人不願皈依的呢？ 

 8問：沒發菩提心，念佛也往生嗎？ 

答：真正發菩提心——「眾生無邊誓願度」是很難的，如果要求發菩提

心才能往生，敢說當今世界上沒有幾個人能往生。阿彌陀佛要救度一切眾

生，所以並不要求一定發得起菩提心才能往生。《觀經》上三品往生雖有

發菩提心，中下六品往生就都沒有發菩提心。《念佛感應錄》第三集所記

往生事例，大部分連菩提心的名字都沒聽過，更不要說發菩提心了。雖然

不知菩提心，但只要念佛、願生，通通往生。一旦往生，自然成佛度眾生，

這正是淨土念佛法門的妙處。 



淨土法門貴在發願生心，願生心就是淨土法門的菩提心，這是人人都能

發得起的。 

 9問：如、5也清淨持戒，念佛也往生嗎？ 

答：能！《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135頁瑩珂法師即是其證。《觀經》

中品下生以下都是無戒、破戒、造罪的人臨終念佛而往生的。 

一般法門修持都要求「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其中戒律是基礎，

不能清淨持戒，連人天善果都得不到，更不要說解脫成佛了。但是這畢竟

是太難了，能修戒定慧、滅貪瞋癡的人少而又少，不能達到的人多而又多，

所以佛才說了念佛這個特別法門。念佛法門是只要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仰靠阿彌陀佛的願力。往生只與念不念佛相關，與有沒有戒定慧無關。比

如乘船渡河，靠的是船力，與乘客識不識水性毫不相關，只要乘船，都可

以渡河。念佛也一樣，只要念佛，都可以乘上了阿彌陀佛的願力，有沒有

戒定慧通通往生，所以稱為大慈大悲、特別法門。 

20問：那麼念佛人就5用持戒了？ 

答：戒律雖然與往生沒有關係，但念佛人還是應當各隨自己的根機、能

力，能持多少戒就持多少戒。持戒有持戒的功德利益。比如一個人的身體

是殘疾還是健康，雖然與往生一點關係沒有，但我們還是希望健康，而不

願受殘疾之苦，不因為與往生無關，就不注意保護自己，讓身體受殘受損。

同理，持戒有持戒的安樂，不能持戒就要受不能持戒的苦果。只是說要持

好戒不容易，所以才心懷慚愧，一向念佛，並不是說念佛人就不要持戒。



《觀經》九品，上中六品都是持戒行善的人念佛往生，下三品是破戒造惡

的人念佛往生。 

2 問：雖念佛，心5清淨，雜念紛飛，也往生嗎？ 

答：能！《念佛感應錄》第三集所記往生各例，都是普普通通的念佛人，

也都不免多多少少雜念，但都往生。 

其實心清淨不清淨、念佛有沒有雜念，與能不能往生是絲毫也不相關的。

專修念佛，真願往生，即使是一天到晚雜念紛飛也一點點都不會障礙阿彌

陀佛的救度，一點點都不會影響往生的。好比身體已經坐上了大船，就是

心裏動念想東想西，只要安心在船上而不下船，船仍然會拉著我們到彼岸，

而絲毫不受影響。歸命阿彌陀佛，把我們的解脫成佛的性命交給阿彌陀佛，

而一向念阿彌陀佛的名號，安心讓阿彌陀佛救度，我們的心就已經在阿彌

陀佛的大願船上，與阿彌陀佛成為一體了；即使第六意識想東想西，不過

是「前塵影事」、「虛妄想像」，本身就是生滅無常、沒有體性的，能妨

礙阿彌陀佛的救度嗎？能阻擋阿彌陀佛的大願船嗎？一點點都不會！阿彌

陀佛的無礙光，會很輕鬆、毫不費力地把我們救到西方。 

只是說一個人的妄想雜念多，內心就不容易安定，心裏也多一些煩惱，

所以念佛的人還是希望雜念少一些。那也有方法，就是儘量看淡世事，多

念佛，久而久之，自然雜念就會少一些。印光大師的「十念記數法」也是

攝心念佛的好方法。 



22問：為什麼我5念佛的時候反而覺得清淨沒什麼妄念，1念佛

反而妄念很多呢？ 

答：不念佛，整個人隨著煩惱習氣在走，與妄念是同一方向，也就不覺

得有妄念；念佛與妄念是逆反的方向，所以一念佛就覺得妄念特別多。 
比如在火車站隨著人流通過檢票口往裏湧，即使人再多，也不怎麼覺得，

因為方向一致；如果反過來，人流都往裏湧，只有自己一個往外出，立即

就會覺得人太多了，簡直人山人海。其實人還是那麼多。 

念佛，逆生死流，生極樂國，正是如此。初念佛的人，發覺妄念多，那

是很正常的，不僅不必擔擾，反而值得恭喜呢。 

23問：念佛的時候妄念很多，是5是念佛5得力呢？ 

答：妄念這麼多、這麼洶湧，還能念出佛來，也能覺察到妄念，這正是

得了佛的力量。如同在檢票口，萬人皆往裏湧，自己一人想往外出，那是

不可能出來的。但是如果有一個大力的人、有威勢的人，比如國王，他要

出站，則萬人都要讓路迴避，我們也就可以跟在後面，順勢出來了。一句

阿彌陀佛，就如同國王一樣，阿彌陀佛來解救我們，是把我們從直奔三塗

的業力妄念之流中解救出來，與無始劫來的妄念方向完全相反。我們只要

跟在佛號後面就能順利安然地出來。心中佛號一舉，一切妄念自然迴避，

也是一樣。至於我們覺得妄念很多，那是方向逆反的緣故，實際上它既沒

有變得更多，也不能阻礙阿彌陀佛的救度。 



24問：5識字、5會誦經、沒智慧，念佛也往生嗎？ 

答：能！《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159頁王桂英、第227頁姚春林、第293

頁王乙招、第299頁蔣妙信等都不識字而念佛往生。識不識字、會不會誦

經、有沒有智慧，與能不能往生也是風馬牛扯不上一點關係的。 

25問：每天念佛數量5多，也往生嗎？ 

答：念佛數量沒有一定的標準，各盡其力，真願往生，雖然念佛數少，

也必定往生！《念佛感應錄》第三集所記念佛人，多則每日數萬，少則每

日數千、數百，也都往生，即是其證。 

26問：那麼就5必精進多念了？ 

答：各隨所能，應當精進。有空就念佛，不是特別用心用腦的事皆可念

佛，養成念佛習慣。因為人不念佛，必念妄想雜念，念妄想雜念即與業障

感應，增加業障，不如念佛與佛感應，消業增福。 

27問：我年齡已大，念佛時似三，也往生嗎？ 

答：能！《觀經》下品命終前只念十聲、一聲都往生，還有誰念佛比這

時間更短呢？《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178頁王淑珍念佛七天、第215頁胡

老漢念佛六天、第297頁羅婆婆念佛四天、第330頁周廣大念佛三天，命終

通通往生，都可以證明。 



28問：那麼平時5念佛、等到臨終再念佛，可以嗎？ 

答：不可以！這種想法是很僥倖、很危險的。比如有人身上綁了炸彈，

隨時都會爆炸，但卻不知道具體在什麼時間爆炸，那麼一旦知道了就要立

即拆除，而不是等到快要爆炸的時候才來拆除。所謂等待臨終也是一樣，

誰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死！並沒有一個固定的臨終時刻讓我們去等。既然臨

終不定，現在的每分每秒都有可能是臨終，臨終念佛也就是現在念佛，現

在念佛也就是臨終念佛了。何況人都是活在當下的，除了現在，沒有臨終。

當然就要現在念佛了。 

再說，現在遇到念佛法門卻不念佛，而要等一個不確定的臨終，說明不

知道念佛的好處，不是真想念佛。如真想發財的人，財寶現前，現在就想

得到；真想治病的人，知有妙藥，立即就想服用；身犯死罪的人，聽說有

免死牌，立即就想拿到手，因為如果不事先把免死牌帶在身上、保管好，

說不定哪天半夜就會被拉出去砍頭，到時候就來不及了。 

臨終果然能念佛，當然一樣往生。但是人到將死，身體四大分離，心則

萬般憂惱，再加上眷屬哭爹喊娘，怨家前來索命，一點也不能自己做主；

平時有佛不念，這個時候「佛」之一字早就不知拋向哪裏了，哪裏還能念

佛呢？ 

再說死緣不定，有空難、海難、車難、礦難種種難死，火災、風災、水

災、地震、海嘯、樓塌、橋斷等死，又有刀劍加身、槍彈穿腦、毒藥毒氣

等死，又有中風失語、昏迷不清、喉啞舌縮等死，無量無邊，猝不及防，

隨便沾上一種，都不能念佛了。 



29問：看來現在就要開始念佛了？ 

答：對！早念佛，早平安、早免難、早消業、早增福，早日往生決定。 

【第2部分 有關臨終助念0 

30問：臨終口念5出佛、心裏默念，也5也往生？ 

答：能！《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281頁楊福印、第291頁李玉輝母、第

206頁李傳柏、第212頁李啟忠等，即是其證。 

3 問：臨終1句1句默念佛亡也有困佑，只有1念願生的心，也

5也往生？ 

答：能！《觀經》下品中生就是如此。 

32問：臨終自己意念也有困佑，只也跟著人家隨口稱念，也5也

往生？ 

答：能！《觀經》下品下生的人就是這樣，自己一點心力都沒有，不能

意業思惟，只能跟著善知識隨口稱念，也得到殊勝往生。比如自己不會寫

字，讓會寫字的人把著手寫出來的同樣也是字。臨終人自己的心已不能念

佛，跟著善知識一聲一聲口中念佛，也同樣是念佛，同樣往生。 



33問：平時念佛願生，臨終昏任沒有念佛，也5也往生？ 

答：能！《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299頁蔣妙信就是這樣。 

34問：為什麼平時念佛、臨終沒念佛，也也往生？ 

答：往生並不是必須要到臨終才能決定的，平時專修念佛、真願往生，

則其往生平時就已經定了，臨終雖沒能念出佛，也必往生。這在淨土宗叫

做「平生業成」。 

好像一棵大樹，長的時候就向西傾斜，鋸斷的時候雖不再加力，也自然

往西而倒。又好比早就安坐船上的人，即使船離碼頭的時候睡著而不知，

也絲毫不影響安達彼岸。善導大師說念佛是往生正定之業，正是如此。 

35問：既然念佛是】定業，任何人念佛都也往生，那為什麼還有

臨終助念1說呢？ 

答：如印光大師說：「此（臨終助念）法乃唐善導和尚所發明，謂平日

不念佛者，依此法助念，亦可往生。」可知臨終助念主要是針對平日不念

佛的人。因為平日既不念佛，臨終再不念佛就要墮落輪迴了，所以這時就

需要善友來開導幫助，帶領他一道念佛。他這時能隨著念佛，同樣往生。

臨終助念都能往生，平時念佛的人就更能往生了。這也正說明念佛是往生

正定業，萬修萬人去啊！ 



36問：念地藏菩薩、《地藏經》、《金剛經》，念咒等，中5中

助念？ 

答：通通不算！只有念阿彌陀佛名號才是助念。所謂「助念」，是助人

念阿彌陀佛，往生極樂世界，而不是助他念經、念咒、念其他佛菩薩等。

臨終之時，情況萬分危急，不管平時學什麼法門，這個時候通通都要放下，

專念一句阿彌陀佛。再雜七雜八念別的，來不及了。說得嚴重一點，這是

擾亂助念，破壞往生。因愚癡無知而造罪，沒有超過臨終擾亂專念阿彌陀

佛的。 

37問：念經、念咒、念所有佛菩薩，5是都有功德嗎？怎麼也說

是上壞呢？ 

答：確實都有功德，能保證臨終人不墮於三惡道，但不能保證必然往生。

本來臨終助念是要達成往生淨土成佛的，結果念別的經咒、佛菩薩等，只

得人天善果，再下一輩子說不定難遇佛法而墮入三惡道，豈不是破壞了成

佛的大事！ 

38問：助念者最要把握的。本是什麼？ 

答：排除一切障緣，專念一句阿彌陀佛！ 



39問：助念時，開不的8要內容是什麼？ 

答：先說明輪迴是苦、極樂是樂，勸他應當發願往生。 
再勸他放下世間一切執著，因為身命將終，再執著也無用，而且妨礙往生。

最後勸他隨著一道念佛，見佛來迎，即隨佛去。 

40問：怎》做最簡單的臨終開不？ 

答：「某某人，死後輪迴很苦，請跟我一起念阿彌陀佛，隨佛接引去極

樂世界吧。」 

4 問：為什麼有的人經過很長時似的開不助念，還是斷5了氣？ 

答：要麼是他的壽辰還未到，要麼是他心事未了。若是壽辰未到，前來

助念的人就不要急，可以放緩一緩，以免增加臨終人的負擔。若是心事未

了，就要瞭解是何事，幫他儘快了卻。如有帳務未了，就可以讓他的眷屬

說：「所有帳務，我們都清楚，自會了結的，您就放心走吧。」如有兒女

牽掛，放捨不了，就說：「我們一定會好好扶養他，幫助他，請你放心。」

如有怨恨難平，就說：「某某現在也很後悔，您就要去淨土成佛了，就原

諒他吧。」如能切中他的心事，立即就會有明顯的效果。 



42問：助念、開不，最要注意避免的是什麼？ 

答：一是避免雜。除了一句阿彌陀佛，其他一切皆免。 

二是避免增加病亡者的心理負擔。比如說：「某某人，你一輩子念佛修

行，求的就是往生，現在是關鍵時刻，你一定要努力把握正念，如果這時

候不能把握，一輩子修行就會前功盡棄。」這樣的話都有負面信息在當中，

勢必增加臨終人的壓力，因為人在這個時候不是自己勉強就能做主的，最

需要助念的人善巧安慰，讓他的心平安和順。應當說：「某某人，你一輩

子念佛修行，願意往生，阿彌陀佛早都看到、知道，功不唐捐！阿彌陀佛

救你是救定了！現在雖然還沒看見阿彌陀佛現身接引，是因為你的壽辰還

沒到，但你早已是阿彌陀佛的人了，阿彌陀佛自然會不早不晚來接你的，

所以請你不用著急，能跟我們念佛就跟我們一道念佛，如果力有不及，我

們念佛你聽著也是一樣，你就安心地躺在這裏，等待阿彌陀佛來迎吧。」 

43問：助念者應該抱什麼的心態？ 

答：一、設身處地地站在臨終人的立場，想到：我就是那個躺在病床上

的人，我現在最希望的是什麼呢？能這樣想，所作所為就能符合臨終人的

心了。 

二、完全信任、仰賴阿彌陀佛，不必擔心助念能不能往生、阿彌陀佛會

不會來等等。助念的人只管專心念佛，阿彌陀佛自會來救度臨終人，阿彌

陀佛救度眾生是很容易的。過多的擔心不僅沒有必要，而且會影響念佛的

氣氛。 



44問：臨終助念，開不與念佛以何為8？ 

答：念佛為主。開示是引導念佛的方便。 

45問：助念時，沒有人開不、只念佛行5行？ 

答：平生未聞佛法、不求往生的人，最好能有簡單開示，勸他願生。實

在沒有人開示，只要大眾同聲念佛，自然滿屋光明，也有不可思議的效應。

46問：助念時，唱念、稱念，六字、四字，何者為勝？ 

答：以臨終人喜愛為準。一般而言，稱念比唱念省心、省氣、省力，病

重、臨終之人氣息不足，心力衰弱，唱念難以跟進，宜用稱念。六字比四

字完整，四字比六字急促；正命終前後稱念四字，因形勢急促，不必求佛

號完整；其餘時間情勢緩和，即稱念六字，較為圓滿。 

47問：助念的五友是5是越多越好？ 

答：不一定。分班助念，一班有六、七、八個人足矣。人少往往統一，

人多每每雜亂。助念的現場要求精神專注，佛號整齊，不要有閒話雜語，

也不要人來人往地走動，電風扇等機器搖動、聲響等都儘量避免。 

48問：念佛「也否代替五友助念？在什麼情況4可以代替？ 

答：人的心力感應大，念佛機可做助緣，但不能完全代替人。特別正當

命終前後，更要眾人同心齊聲稱念，萬不可人不念、只用念佛機念。 
下面五種情形可用念佛機暫代： 



一、無人助念。 

二、助念人過於困乏，難以持續；病者尚平穩，不甚危急。 

三、臨終者自己有把握，不必人助念。 

四、亡者助念至少八小時之後。 

五、亡者確已往生。 

49問：有修行的人助念，效、是5是比1般人好？ 

答：準確地說：越是專修念佛、虔誠專注的人，助念效果越好。 

50問：家人為他念佛，利益是否代過1般助念者？ 

答：一般來說是這樣，因家人之間緣分親，念佛心誠，易於感通。但如

果只是敷衍，反而不如外來助念人虔誠專注，則其利益效果也差。如有蓮

友來助念，家人竭誠參加，相互感動，輾轉增上，效果最好。 

5 問：1生信願專修念佛的人，臨終遇家人哭泣、搬動等，也會

影響往生嗎？ 

答：果真一生信願專修，早入彌陀攝取光中，臨終不論遇到何緣都不會

受到影響，決定往生。但一個人的內心，外人難知，況且既然來助念，總

是要排除一切可能的障緣，以為萬全之策，所以不論臨終人信願如何，助

念都要排除家人的哭泣、搬動等。 



52問：家人哭泣、搬動病亡人等，會5會影響助念的效、？ 

答：會！因為這樣會增加病亡者的痛苦，如果不是平時信願堅定、念佛

有素的人，容易起貪愛、瞋恨等心念，從而墮落三塗。 

53問：如其家人反對，可否在心7默默為其開不助念？這》效、

1》嗎？ 

答：可以！雖心中默念不出聲，周身自然也有佛光，如能虔誠專注，默

默開示，佛力感通，效果也不可思議。 

54問：阿彌陀佛接引念佛人時，是自己來還是有觀6音菩薩、大

勢至菩薩隨行？ 

答：如《阿彌陀經》說：阿彌陀佛攜同觀音、勢至及諸聖眾同來迎接。

但隨人因緣不同，所見有種種不同：有人只見佛不見菩薩，有人只見菩薩

不見佛，有人見少聖眾，有人見多聖眾，有人只見蓮花、光明。 

55問：九說：見到阿彌陀佛接引要-衝3去」。見到阿彌陀佛後，

要怎》-衝3去」？ 

答：「衝上去」，沒見經上說，可能是有人想像出來的吧。其實只要有

願生心就可以了，如同戀人相見，即使沒有人教，也會相互接近。念佛人

見到佛來迎接，很自然就會向佛而去，如冷者趨暖、暗者希光，都是自然

傾向。何況有阿彌陀佛的神力攝取，這時願生人就像一小片草葉遇到巨大

漩渦一樣，自然隨佛而去。如《觀經》九品往生，皆是阿彌陀佛與諸聖眾



放光授手接迎，念佛人自然升坐蓮台，隨從佛後，直入蓮池。我們只管念

佛，如何坐上蓮台、如何往生西方蓮池，都是阿彌陀佛的事，不必我們擔

心。 

56問：臨終時會有魔來變作阿彌陀佛嗎？ 

答：不會！因為臨終非招魔之時，況且念佛人臨終有阿彌陀佛、觀音勢

至諸大菩薩光明神力加護，一切外魔不得靠近。如正當午日之下，不可能

存有陰影。 

57問：臨終昏任，為其助念也5也往生？ 

答：能！《念佛感應錄》第三集黃英夫，昏迷四十三天，如同植物人，

為他開示念佛，仍然殊勝往生，即是明證。 

58問：昏任同死，5動5語，無見無聞，為什麼為他開不念佛也

也往生？ 

答：外相雖迷，神識不迷，如果為他開示念佛，他依然明瞭。若他隨著

念佛、願生淨土，也必往生。 

59問：萬1臨終昏任，佛來接而5知，如何往生？ 

答：這是不可能有的事，絲毫不必擔心。如《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299

頁蔣妙信，腦血管破裂，昏迷一天一夜，醒來突然說：「佛來接我，我要

往生了！」即是證明。說明肉體雖昏迷，神識不昏迷，佛來迎接，歷歷明

見，隨佛往生。 



60問：臨終或亡者沒有見過阿彌陀佛、5認識怎麼辦？ 

答：一見佛時，自然而知。如草木不知春，春天到時，自然勃發。人在

死苦，佛來接引，則如草木向陽、冷者趨暖一樣，自然傾向於佛。眾生都

有佛性，不愁不認識佛。如木有火性，放入烈火自然燃燒；冰是水性，放

入沸水自然融化。哪裏還愁木不識火、冰不知水呢？何況佛有神力加持，

豈不能令凡夫識佛！ 

6 問：生前5曾念佛，死後助念也往生嗎？ 

答：能！肉體雖壞，神識不死，比平時更靈敏，只要隨開示念佛、願意

往生，無不往生。《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346頁張王免、第348頁沈松亮、

第366頁朱必發等，皆是其證。 

62問：遭」佑」死的人，助念也也往生嗎？ 

答：能！《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361頁高宏博墜樓、第366頁朱必發車

禍、第349頁陳偉國他殺、第352頁尚漢勝猝死，皆由助念往生，都是證明。

63問：自殺的人助念也往生嗎？ 

答：能！《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356頁吳紹貞即是其證。 

64問：死後多日的人，助念還也往生嗎？ 

答：雖死多日，若神識尚未投胎，則為其助念，仍能往生。《念佛感應

錄》第三集第338頁冠瑛之父，死後十八日助念得生，即是其證。 



65問：既然死後多日也可通過助念往生，那時似3應該怎》安排

對死者的助念？是否念四十九天更好？ 

答：助念、超度應以離亡者死時越近越好，不可拖延、擇日子等；時間

長短，當據實情，總以越長越好。 

66問：5在死者身邊，在別處為他念佛，也助其往生嗎？ 

答：能！因為人心超距離，感應不思議。如《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338

頁冠瑛在臺灣、其父亡在大陸，相距數千里，為之念佛，得以往生，即是

證明。 

67問：這麼說來，5論何人，只要助念，都也往生淨土，是嗎？ 

答：有人助念的話，往生的可能性非常大，但也不能保證個個都能往生。

所謂助念，是助他本人念佛，這樣才能往生。雖有他人助念，如其本人善

根淺、業障深，不願往生、不念佛，也不能往生。不過，即使沒能往生，

但臨命終時，一句佛號一歷耳根，至少保證不至墮落三惡道。所以其功德

利益也是難思的。 

68問：哪些人必佛助念才也往生或才有把握往生？ 

答：一、沒有學佛的人。 

二、不念佛的人。 

三、不求往生的人。 



這三種人必須助念。 

四、願生心不真的人。 

五、雜行人。 

六、疑心重的人。 

這三種人也須助念，往生才有把握。 

69問：什麼》的人5佛助念決定往生？ 

答：平時真信彌陀救度、真願往生、專念佛號的人，不論臨終有無助念，

決定往生。如《念佛感應錄》第三集155頁青島張氏、第318頁台南某老太

等。 

70問：為什麼有人1生念佛、真願往生，也要人臨終助念？ 

答：此並非往生不定、要人助念，而是往生已定、請蓮友臨終相送而已。

如《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135頁瑩珂法師、第147頁胡松年、第151頁董

子明、第153頁鄭錫賓等。 

7 問：念佛人有何徵相，證明決定往生？ 

答：一、走時坐臥自在。 

二、預先準確知道何時往生淨土。 



三、正念佛而終。 

四、臨終自說極樂聖境現前，佛、菩薩、蓮花來迎。 

五、臨終助念人見極樂佛、菩薩、蓮花來迎。 

六、親友夢中、定中或念佛中，親見其人現往生淨土相，清晰確鑿。

七、死後全身冷透，頭頂溫熱。以上七種，隨具其一，皆可明斷決

定往生。 

其他如念佛人命終之後面含微笑、身體柔軟、天樂妙香等，亦基本可視

為往生淨土之徵相。 

72問：如、沒有3面這些瑞相，是5是就沒有往生淨土？ 

答：不是這樣！只要平時念佛、信願具足，雖然沒有特別的瑞相，也決

定往生。這就只有佛與往生人自己知道，他人不知了。從根本來說，往生

決定在佛願不虛，和瑞相無關。然而一般初學的人，對於佛語、佛願難以

直接起信，所以暫借眼前瑞相以啟發他們的信心。 

73問：什麼》的人會走時自在？ 

答：往往地位低下、愚鈍無智、心地善軟、老實念佛、不事張揚的人，

會走得好。略說有六： 



一、精進不懈的人，如《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151頁董子明、第153頁

鄭錫賓等。 

二、守愚樸實的人，如《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136頁修無法師、第138

頁鍋漏匠師父等。 

三、沉厚潛修的人，如《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155頁青島張氏。 

四、慈柔善軟的人，如《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272頁泉陽馬氏、第318

頁台南某老太。 

五、厭離心切的人，如《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135頁瑩珂法師。 

六、宿有善根的人，如《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215頁潛江胡老漢。 

74問：什麼》的人走時較5自在？ 

答：一、雜行人。 

二、懈怠人。 

三、疑心人。 

四、貢高我慢人。 

五、好求名利人。 

六、性格剛強人。 

七、造多惡業人。 

此七種人除非宿世有大善根，否則要想走時自在就難了。 



75問：什麼》的念佛人也作知時至？怎》作知時至？ 

答：有兩種人： 

一、念佛功積。 

二、宿善深厚。 

則於定中、夢中、正念佛中，蒙佛菩薩告示而知；或不由他告，至時自

己自然而知者。外人覺得神奇，對他只是平常，如見眼前之物。 

76問：平日雖念佛，但恐5也往生，作先邀約五友至時來為助念，

可以嗎？ 

答：可以預先邀約蓮友助念，但不要認為：平時念佛往生不定，必須助

念才能往生。應當深信：「不論有無助念，念佛決定往生！」 

但凡夫常情所限，臨終之時難免孤寂，如果家眷沒有信佛念佛，按世俗

方式處置，不能體諒念佛人的心情，違背念佛人的心願，總是很遺憾的事；

而這時如果有蓮友來一起念佛，就會倍覺安慰與溫暖。畢竟同一信仰，現

在念同一佛名，當來生同一淨土，親上又親，臨終相送，是令彼此很快慰

的。 

溫情而莊嚴的念佛，不僅對臨終人是安慰，實際上更能免除家眷離別的

悲傷，增長他們的佛法善根及信心，引導他們也嚮往淨土、念佛往生。有

不少人就是因為有蓮友來為他們的家人念佛，受到佛法利益的感動而信佛

念佛的。 



對於來參加助念的蓮友來說，也是一次奉獻愛心、體驗無常、現場觀摩

阿彌陀佛大慈救度、感受佛恩的好機會。 

77問：平日念佛與臨終助念之似，應如何用心取捨？ 

答：應當想到：我是念佛人，臨終之時，即使沒有一個人在場，阿彌陀

佛也決定會率領清淨大海眾菩薩來迎！ 

但報謝娑婆之時，如果有蓮友念佛相送，既少俗緣，又相慶慰，也是很

殊勝的事。 

又，如果為了自己，則應當致力於「專修念佛，乘佛願力，決定往生」，

不可將往生押在臨終助念之上。如果為了別人，則臨終時儘量前去助念安

慰。 

【第四部分 有關日常心行0 

78問：為什麼我5念佛心裏還好受些，1念佛反而心煩佑受而5

想念呢？是5是我的。「5適宜念佛？ 

答：這正是你得到念佛的好處、適宜念佛的證明啊。比如有人喜歡打麻

將，有人喜歡看球賽，有人喜歡上網玩遊戲，一泡就是一整晚，他也不覺

得累，反而很精神，這是因為放縱妄念的緣故；但是念一會兒佛，不是這

裏不舒服，就是那裏煩心，這是因為佛號將妄念收攝的緣故，如野馬初上

韁繩，牠當然不自由，想反抗。我們心中的妄念也像野馬一樣，除了佛號，



沒有任何力量能收服它。所以要念佛，久而久之，妄念自然馴服，如同野

馬成為良駒一樣。如不念佛，順著妄念的野馬奔跑，它就會把我們直接載

到地獄。 

79問：為什麼我5念佛很精神，1念佛就容易打瞌睡呢？ 

答：這是因為常人的心總是被妄念佔據，被妄念主宰，也就跟著以妄為

真、認他為自。不念佛的時候，妄念很活躍、很興奮，他也就覺得自己很

精神；一旦念佛，由於佛號的威力，妄念被抑服，不再處於興奮狀態，他

也就跟著昏昏欲睡起來。比如人聲鼎沸的場所，德高威嚴的王者一出現，

馬上噤若寒蟬。念佛而欲睡，也是得著念佛的好處，比上面念佛而心煩難

受尚要好一層，不過畢竟還沒有完全隨著佛走，這時如能識破妄念，不隨

妄念走，以佛為親，就會越念越清明。 

80問：為什麼我開車、走路的時候念佛覺得順暢、可以念得9，

1坐4來想何何念佛反而覺得5順暢、念59呢？ 

答：性情過於活潑、思惟過於活躍的人容易如此。不過不必介意，按你

習慣的方式念佛就好，往生是一樣的。 

8 問：念佛人應該怎》對待妄想雜念？ 

答：念佛人對於妄想雜念，一是不要急，二是不用怕，三應該歡喜，四

要會轉念。 

一、不要急。急著想一下除掉它，那是不現實的。因為多生多劫以來我

們太習慣於妄想雜念了，想除掉它，比戒煙、戒酒、戒毒還要困難不知多



少倍。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念佛，靠佛的願力往生。靠我們自己心地清

淨除掉雜念，永遠也不能超升。 

二、不用怕。有妄想雜念是我們的本來狀態，任何凡夫都是妄想紛飛的，

阿彌陀佛救的正是這號人。阿彌陀佛既然已經保證我們只要念他的名號就

能往生，那麼即使有妄想雜念又能如何呢？這樣不怕它，它也就翻不起大

浪，老實平息下來；若是怕它，它反而會興風作浪起來，讓你覺得它很厲

害。 

三、應歡喜。為什麼有妄想雜念反而要歡喜呢？因為自覺有妄想雜念難

以克服，就知道我是戒定慧修不圓滿、只能念佛的人，阿彌陀佛要救的正

是我。比如醫生要醫的是病人，健康人不是醫生的對象。我有妄想雜念，

豈不正是阿彌陀佛要救的對象嗎？如果是聖人，沒有妄想雜念，阿彌陀佛

也不必為他操心了。這麼一想，我正符合阿彌陀佛救度，所以我念佛一定

往生，豈不歡喜！再來，念佛知道自己妄想雜念多，說明我被阿彌陀佛救

到了。為什麼呢？原來不念佛，還不知道自己雜念多，可是一念佛，立即

覺得雜念紛飛。這正像沒有月亮就看不到樹的陰影，月光越亮樹影就越黑

一樣。因為我念佛，佛光照到我的心裏，我才會看到自己的妄想雜念，豈

不是表示我已經被佛救到了？ 

四、會轉念。一旦覺察到妄想雜念，就把它放下，不理會它，轉而念阿

彌陀佛。比如月光下的樹影，你越是盯住它看，便越覺得黑暗；把眼睛轉

過來，看皓皓空中明月，賞習習迎面清風，心地就一下開闊起來。經中說

「一向專念」，正是這個意思。妄想雜念，隨它去，不和它糾纏，只管向

著阿彌陀佛，念佛就好，妄念自然自生還自滅，又何必硬讓它滅呢？ 



說到底，還是我們不能安守凡夫的本份來老實念佛。如果知道身為凡夫

就是有妄想雜念，就像是人就有眼睛、鼻子一樣自然，也就不會視其為身

外之物、必欲除之而後快，則不至於因妄增妄了。正應了一句古話，「世

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可說「念佛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念佛，

阿彌陀佛那邊是什麼事也沒有，什麼條件限制也沒有，只是我們自立科條，

自我設限，擾亂了自己。 

82問：九到淨土法門，但道心5強，時念時5念，這》也否往生？

答：道心有兩種： 

一、願生心。 

二、精進心。 

如果願生心若有若無，往生也可、不往生也可，時念佛時不念佛，那麼

往生就不定了。不定者，進則往生，退則不生。 
如果因根機懈怠軟弱，念佛不精進勇猛，時念時不念，然真願往生之心不

容更改，那麼仍能往生。又，真願往生，念佛自必漸漸增進。 

83問：我每天念佛之外，還喜【打打麻將，這》也否往生？ 

答：這要看你的心。如果以念佛往生為人生第一要事，但因為習氣，喜

歡打麻將，那還是會往生。不過打完之後，自己也會覺得是浪費時間，不

如念佛的好。久而久之，自然也就少打、不打了。如果念佛只是裝點，打

麻將正為所好，這樣主次輕重顛倒，往生就有困難了。 



84問：有人認為念佛5必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多念，也夠安心地看

電視、打麻將，絲毫5擔心自己的往生，瀟灑自在，這》才是真】

信受阿彌陀佛的救度，這》對5對？ 

答：這種認識是偏頗的。應當不擔心自己往生，同時又想多念佛。至於

各人念多念少，則又隨人不同，但願意多念的心是沒有不同的。一般在家

人看看電視、打打麻將或許是難免的，如果真願念佛往生，固然沒有妨礙，

但總不如少看電視、少打麻將、多念佛的好。若說瀟灑自在，還是念佛瀟

灑自在。 

凡夫的心本來就流於放逸，才一入念佛，就會覺得束縛，刻意提醒尚且

經常走失，任其自由會是什麼結局呢？ 

抱有這種想法的人，一開始也可能心裏確實認為自己是在倚靠阿彌陀佛，

也會念佛；但時間一長，就連這種心也會淡了，不知不覺就會埋在電視、

麻將當中，漸漸地「靠佛」、「念佛」純粹成為一種觀念，成為為自己尋

找開脫的藉口，而很少念佛，甚至不念佛了，所以這是很危險的。 

85問：死後器官捐獻無疑是菩薩行，但身為凡夫，佑免執著，是

否會影響往生？ 

答：這要看個人發心。如果忍力不夠、願力不堅，定受影響。往生事大，

當保全大事，以求決定往生，證無生法忍，然後倒返娑婆，如釋尊餵鷹飼

虎尚且不難，何況其他？ 



86問：我發願要3品3生，可否？ 

答：不如發願任憑阿彌陀佛救度。歷代淨土祖師未聞如此發願者。印光

大師說：「只要能往生，下品下生足矣！」這也是完全放下自己，一味隨

順阿彌陀佛的意思。 

87問：我發願要身無病事、端坐往生、如入禪定、異香滿室、天

《鳴世，以啟發大眾的信心，可否？ 

答：真有此願，也無不可，那就要拿出實行來，密密做去，不讓人知。

如果真有功行，雖不發此願，也必有此景。倘若沒有實行，而大話早已說

出，弄得滿城風雨，人人皆知，那就不是真為往生，而是人前做樣子、裝

好看了，到時候反而會自生障礙，影響往生。總之，念佛往生一如做人，

要實在，不越份，自己是幾斤幾兩，就說幾斤幾兩。老老實實念佛，老老

實實往生，不僅死時令人起信，實則生時更令人起信。 

88問：我發願要主症得癒、健康長壽，以此來表法，可否？ 

答：一切無常，表什麼法！這是內心既不想往生，又想說漂亮話往自己

臉上貼金。真想往生的人，活一百二十歲也好，今晚就死去也好，壽夭長

短，一切不慮。越是重病，越想往生。 

89問：我發願既要得到往生利益，又要健康長壽、大富大貴，魚

與熊掌兼得，可否？ 

答：只發往生願就好。貧富壽夭，一任前命；生死窮通，全憑彌陀。 
今生報身為前世業果，其果已現，縱然念佛能有所改變，也是在一定的範



圍之內，如果其人福力不足以承受大富大貴，則雖念佛也不能必令其大富

大貴，因不堪承受故。比如茅舍已成，要想改善，只能在一定範圍內加固、

翻新，讓住的人更舒適一些，但不可能讓簡陋的茅屋變成豪華的別墅，除

非拆了重建。所以阿彌陀佛才發願讓我們往生淨土，以徹底富貴、壽命永

遠。 

90問：我為什麼達5到-聞病重則喜」的境界？ 

答：願生心切、豁達無累的人，聞病重則知死期不遠，往生已近，正是

我所盼，所以歡喜。一般人常情所限，貪生怕死，留戀世間，聞病重難免

心中憂戚，但願生之心不變，這樣仍能往生。 
不過「死」之一字，原是假名，生命依然存在，不過改形易道，稱之為死，

實際並沒有一個真實的死。何況念佛之人，臨終有佛來迎，命謝即神登淨

土，實在沒有必要怕死。 

9 問：如、認為：5要僅僅滿以於往生，還要考慮往生後快速成

佛，所以現生要發菩提心，廣讀大乘經典，提高自己的心性，可否？

答：能發菩提心當然好，發了菩提心現世就是菩薩，此世多一個菩薩還

不好嗎？只是一般人把發菩提心看得太容易了。如能老實專修念佛，行有

餘力，讀一些大乘經典，擴展心量，更喜念佛，也是好的。至於說為往生

後快速成佛預做準備，無異於癡人夢話。比如在黑夜之中，十支燭光固然

比一支燭光亮，但要說多備一些燭光有助於太陽出來更亮些，豈不是笑話！

要知道此世愚者、智者，充其量不過如黑夜燭光明暗之差，極樂是佛日大

光明境界，一旦往生，則入佛境界，同佛受用，如善導大師說：「心性明



於百千日，悲智雙行法爾常」，「到彼花開聞妙法，十地願行自然彰」，

以阿彌陀佛本誓願力，通通速疾成佛，還有什麼人為的力量可以加速阿彌

陀佛的誓願呢？ 

92問：5因自己的往生決定而滿以，每天做經咒代度佛事，以作

為發菩提心、二嚴自身的實際行動，可否？ 

答：不必如此。念佛的人，自利利他都是一句阿彌陀佛，如果有人請做

功德佛事，也是為他念佛。 
果然不因自己的往生而滿足，那就要努力用心把阿彌陀佛救度眾生的法門

弘揚出去，讓更多的人念佛成佛，這才是最好的發菩提心、無上的功德莊

嚴。不懂這個道理，熱衷於經咒佛事，最後往生恐成畫餅。 

93問：我看到拿念珠勇猛念佛的人就認為他是自力執著，這》對

5對？ 

答：這種知見不正確！並非勇猛念佛就是自力、懈怠不念反而是他力。

心中仰靠彌陀誓願，雖然一天數萬聲佛號，也是佛力。見他勇猛，自當效

仿；效仿不來，當懷慚愧。 

94問：念佛要專修、5要雜修，五欲之《中5中夾雜？可是凡夫

要做到完全沒有五欲之《又5大可也，無奈的墮落和作意的墮落似

乎沒有界限，怎》把握？ 

答：五欲乃人生之現象，談不上雜。天有勝妙五欲，人有粗陋五欲，乃

至畜生惡道亦有少分欲樂。生而為人，可以有合理的欲樂，以不違法律、

不背人倫為則。本是五欲眾生，懷此身份，一向念佛，即是專修。 



95問：雖願往生，但1時還5也信入專修念佛，有什麼辦法幫助

起信嗎？ 

答：專修念佛，雖然看起來簡單，但卻是佛法當中最高超的法門。「只

要念佛，任何人都可以往生成佛」，這在一般善根不夠的人是很難相信的。

《無量壽經》稱之為「明信佛智」，說「難中之難，無過此難。」《觀經》

則是通過很長篇幅先說定善、散善的修法做為鋪墊，最後才付囑持名一法。

《阿彌陀經》直接稱為「難信之法」，而由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來證明。

所以一時不能信入專修念佛，可以說是很自然的。那麼可以通過解、行兩

方面來努力。 

「解」就是理解。那就要多看有關講述專修念佛的教理著作、有關記載

專修念佛的往生實錄，還有一些因果報應方面的書，從中感受彌陀慈悲願

力的偉大、名號具足萬德，以及自己的下劣無能。 

「行」就是行持。要懷真實心、謙下心老老實實去修行。真實修行的人，

越是修行，越是發現自己是一個不會修行的人。比如真的以嚴持淨戒的標

準來衡量，才發現自己做不到；真的要求自己做一個孝子，才發現是那麼

的不容易；真的想行佈施，才知道自己心裏總有捨不得，總有自他人我的

分別。這樣，隨著善行的積累，一方面善根更加累積深厚，一方面心地就

更加慈軟起來，加上聞熏有關教理、感應的作用，所謂「解行並進」，漸

漸就能信入專修念佛了。 

看書要有選擇，行持要出於真誠。如果是看聖道門修行方面的書，因為

理念不一樣，就會比較不相應。雖然也在行善修行，如果夾雜虛偽名利心，



又很驕慢，就會認為自己很會修行、很有德行。學佛時間越長，「我」也

越大，這樣也不相應。 

《無量壽經》說「謙敬聞奉行，踴躍大歡喜。驕慢弊懈怠，難以信此

法。」《觀經》說必須「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修持淨業三福，正

是這個意思。 

96問：專修念佛之前與專修念佛之後的，同》行善，二者之似有

什麼差別嗎？ 

答：那自然是有很大差別的。比如儀仗侍衛人員，單獨出行和隨從國王

出行，那是完全不同的。侍衛人員雖然張三、李四姓名不同，但隨從國王

之後，就失去了個人的身份，而統一於國王的旗下，百姓敬之，犯者論罪；

雖然還是原班人馬，如果自己糾合在一起，即使每一個人本領再大，也不

過是百姓之一，並沒有特別的尊貴。 

念佛如同國王，諸善如同百姓。專修念佛之人雖行眾善，但他並不認為

自己在行眾善，而完全歸功於念佛；如果一定要論說他們自己的善行，那

一定是很覺得慚愧甚至無地自容。如同國王的儀衛完全承用國王的威德，

他個人是不會認為自己有任何威德可言的。沒有專修念佛的人，雖行眾善，

如同百姓沒有國王的領導，形同烏合之眾，只能論說個人能力的大小，但

再如何的有能力，和國王的威德那是不能相比的。 

善導大師把沒有信入專修念佛所行的諸善稱之為「隨緣雜善」，說靠這

種善的力量想往生彌陀的報土，那是不夠的；而將歸命彌陀心中（《觀經》



所說至誠等三心）所行的善，即使再小、再少也都一一稱為「真實業」，

迴向必得往生。 

所以就行善來說，專修念佛人所行的善，即使看上去再微不足道，也是

上上等的善，因隨附於念佛之後，與念佛成為一體，不執為自己的功德，

善體法爾具有空性無我的性質。而雜行諸善，即使再多也不是真實之業，

因為行人沒有達到空性無我。 

又比如成語所說點鐵成金，鐵和金是沒法相比的，但本來是鐵，經靈丹

一點，鐵就成了金。凡夫所修人天諸善，若因若果，皆是顛倒，皆是虛偽，

本不足言，但一旦納入專修念佛，經過名號靈丹一點，原來的雜善就成了

真實之業，現生的凡夫進入不退位。這真是不可思議。 
有人認為專修念佛的人不行諸善，那是錯誤的；不過雖行諸善，但一點點

也不自認為自己有善功，而全歸功於念佛罷了。 

97問：專修念佛，佛堂應該怎》佈置？ 

答：佛堂佈置既是表達我們內心的信仰，也是規範我們內心的信仰，輔

助我們的修持。基本的原則是：必須與修持的法門相應，專而不雜，簡而

不繁，清淨莊嚴。 

專修念佛的人，根據善導大師五正行的要求，須是專門禮拜阿彌陀佛、

專門供養讚歎阿彌陀佛。佛堂只專供一尊阿彌陀佛就好；一尊佛、一盞燈、

一支香、一碗淨水，一個專唱阿彌陀佛的念佛機。對境專一，心也就專一。



不要用化學的香料，最好用上好的檀香。家裏佛堂小，就點一支，不必

點三支。 

供設佛堂： 

一、有助於念佛，觸境逢緣，能提起我們的正念。 

二、有利孩子身心教育、健康成長。佛堂等於是特殊的教室，阿彌陀佛

是無言的老師，其潛移默化的作用，是任何人、任何教育都代替不了的。

設有佛堂的家庭，小孩子從小拜佛念佛，聽聞佛號，培植善根，增長福慧，

相信因果，長大了自然循規蹈矩，不會為非作歹，而能成為賢良正直的有

用人才。 

三、佛堂的光明能夠護佑一家人平安吉祥。家裏有人在外打工、上學，

我們牽掛他們，我們家裏供的佛就知道，就會保佑他。 

沒有條件供設佛堂，就在心裏供，把我們的心做成一個亮堂堂的佛堂，

裏邊就專供阿彌陀佛，專念南無阿彌陀佛。經常念這一句佛號，就等於經

常在燃阿彌陀佛的功德香，也是一樣，阿彌陀佛都知道。 
不是阿彌陀佛要我們供他、拜他，而是我們自己供佛念佛，自己能得到利

益。 

一個人信仰的深淺、修行的專雜、能不能往生，看他的佛堂可以知其大

概。凡是佛堂佈置很雜的，就知道他的信仰還很淺，只是泛泛的信仰，沒

有中心，心中也沒有主人，即使他信佛時間再長，都還只是結緣性質，是

佛門初機，修行當然還沒有上路，往生也就不一定了；只要為了往生，佛



堂專門供一尊阿彌陀佛、自己也專念阿彌陀佛的，就知道他的信仰很深入、

很專一、很純粹，可以預斷一定往生的，因為他符合五正行，修的是正定

業。 

98問：我原來請了很多佛像，現在我想專供阿彌陀佛，原來的佛

像怎麼辦？ 

答：原來請的佛菩薩像，可以擦洗得乾乾淨淨，香熏一熏，送給有緣人。

他非常傾向地藏王菩薩，還沒有請，剛好你有，就送給他，不管是多少貴

重，多麼有紀念意義，都要捨得。因為佛緣不是世間的錢財可以衡量的。

你送給他，地藏菩薩就分身、起了作用了；放在你這裏，等於把佛菩薩閒

置了。你請的佛像，送給有緣人供，他供佛、拜佛的福份，自然也有你的

一份。 

【第五部分 綜合疑佑人答0 

99問：為什麼念佛簡單容易，是往生】定業，決定往生；其他艱

佑高深的修行反而5是】定業，往生5定？ 

答：阿彌陀佛在未成佛前曾經發願說：如果有人念他的名號而不能往生

的話，他就誓不成佛。現在既然阿彌陀佛已經成佛了，說明他的誓願實現

了，我們念佛當然一定能往生了。也就是說，念佛往生以阿彌陀佛的願力

作為保證。其他修行雖然艱難高深，但因為沒有阿彌陀佛願力的保證，只

靠修行人自己的力量，當然往生不一定了。比如乘船渡海，因為靠船力，



所以既簡單容易，又決定能渡；假如要靠個人泅水，那就很艱難，即使有

很高的技巧能力，也不一定都能渡過的。 

 00問：怎》是念佛信願具以，怎》是信願5具以？ 

答：信「阿彌陀佛誓願不虛假，我只要念他的名號一定能往生，除此之

外，沒有任何條件。」即是信具足；「此生非往生極樂不可」，即是願具

足。 

反之為信願不具足。 

 0 問：我念佛，但5知自己是5是信願具以，也往生嗎？ 

答：真願往生，決定往生。 

 02問：為什麼念佛除了決定往生之外，還具有消災免佑、增福

延壽等種種現6利益？ 

答：阿彌陀佛名號之所以能令凡夫往生成佛，他並不是空洞無物，而是

具足圓滿無上功德。因為具有無量無邊功德，所以能消除業障、增長福慧。

業障消除了，自然癒病延年、免災避難；福慧增長了，自然諸緣湊合、心

想事成、有願皆滿。即使不知不求，也是自然、必然。 



 03問：為什麼專念阿彌陀佛，比雜念諸佛菩薩，所得6似利益

代勝？ 

答：一、專念勝過雜念。 

二、彌陀勝過諸佛。 

人的心力有限，凡有所求，必須集中心力，才有好的效果。俗話說：熟

能生巧，心誠則靈。專念既誠又熟，所求無不遂應；雜念不誠不熟，所求

難以相應。何況彌陀特別發願以名號利益眾生，稱為諸佛之王，所以專念

阿彌陀佛勝過雜念諸佛菩薩。 

 04問：為什麼人們1提到阿彌陀佛總是乘想到往生，而5太會

想到現6利益？ 

答：這正說明了阿彌陀佛的偉大。因為現世的利益，一般的佛菩薩都可

以滿願的，而往生極樂成佛這種最重大、最根本的利益，必須要專門仰靠

阿彌陀佛才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一提到阿彌陀佛就想到往生，一提到

往生就想到阿彌陀佛，也就成了自然了。但這並不是說念阿彌陀佛只管往

生、不能得到現世利益。從道理來說，念阿彌陀佛連往生成佛的大利益都

可以得到，何況現世的種種小利益呢？比如大臣有權改善囚犯的環境，但

不能免除囚犯的死罪；國王可以免除囚犯的死罪，當然更可以改善囚犯的

環境了。 



 05問：既然念阿彌陀佛有這麼多的好處，從現6利《到往生成

佛都已全包全辦，那麼佛只說念佛1個法門就好了，又何必還要說

那麼多的佛菩薩名亡、經咒叫人來念呢？ 

答：這是因為眾生的根機各有不同，念阿彌陀佛雖然是最根本、最高超

的法門，圓收圓超一切法門，但如果單單講說這一個法門，有些眾生一下

難以契入。為了照顧各種根機的人都能得到他們想要的利益，同時也能方

便引導他們最後都能念阿彌陀佛，所以有必要講說種種經教法門，介紹不

同的佛菩薩。這就好像樓閣太高，一步難登，必須要有臺階一樣。不懂得

這個道理，只能按種種法門修持，最後走到念佛，但已是繞了一個大彎；

如果已經念佛，又知道這個道理，就只須專念阿彌陀佛就好了。所以善導

大師說「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 

 06問：為什麼同》念佛，所得現6利益大小各有5同？ 

答：眾生根機不等，過去宿善、今世心行也都不一樣。比如同一太陽所

照，樹木各有高矮。 

 07問：為什麼只求往生、5求現6利益，所得現6利益反而代

勝呢？ 

答：世間無常，無常故苦。只求往生、不求世間一切，其心完全歸投於

佛，佛心最為歡喜，與佛心的感應也就最為通暢，蒙獲阿彌陀佛的加持也

就最強，業障也就消除得最快。業障既消，即雖不知不求世間種種利益，

自然能得種種殊勝利益。如果只是求現世利益、不求往生，甚至怕往生，

心便與佛相隔，業障消除得就慢，所得現世利益反而微劣。比如在黑暗的



房間，一心嚮往外面的陽光，一心想出去，因而把門窗都全部打開，這樣

即使暫時有事，還待在房間沒有出去，但屋子裏也更加明亮起來；如果只

想待在房間，不想出去，門窗半開半不開，甚至怕光太強，而用窗簾擋一

擋，屋子裏自然也就不夠明亮了。 

 08問：為什麼同》生病而念佛，有的病好起死回生，有的病5

好照》死去？念佛治病到底是靈還是5靈？ 

答：眾生業感各不相同，念佛的心也不一樣，哪能要求結果一樣呢？ 
從業感來說，假如一個人壽命不當終，即使在醫學上認定為必死之病，經

過念佛消業，也能起死回生；假如一個人壽命已到，雖然念佛，也不能保

證他不死啊。 

從用心來說，如果兩人都是命不當終，那麼一心放下、只求往生的人，

往往能夠沉疴速癒；而心中多牽掛，只想病好、怕死不想往生的人，效果

就要差了。 

念佛原來不是專門為了治療色身之病的，所以也就沒有什麼治病靈不靈

的問題。不過因為念佛能消業，業消有些病自然轉癒，因而時有治病之效。

 
佛說生老病死是苦，所以阿彌陀佛慈悲，發願接引我們往生極樂世界，獲

得光壽無量的自在身心，永免生老病死苦。念佛不必定治此世色身之病，

但能醫治無量劫生死輪迴的大病卻是一定的。 

我們現世的色身是自己的業報之果，有人才念幾句佛，便想讓阿彌陀佛

保證他身體健康、智慧超群、一切如意，不然就怪佛不靈，這是不合情理



的。比如自己生產的汽車，材料全是破銅爛鐵，即使經過世界上最高級的

維修站保養也不可能保證它上路不出故障；出了故障就怪維修站不靈，那

就沒有道理了。阿彌陀佛說：「你的色身我雖能幫助維護，但不能負全責；

若念我名號，我替你換一個金剛不壞身，我就可以負全責，保證不病、不

老、不死。」 

 09問：生病了，怎麼知道自己命當終還是5當終呢？假如知道

命當終，也就死心念佛求往生了；假如命數還沒有到，5是也可以

請阿彌陀佛讓我病好嗎？ 

答：雖然不知道，但你念佛阿彌陀佛知道啊。所以不論大病、小病，都

作必死想，念佛，一切交給阿彌陀佛。甚至平時無病，也做決定臨終想，

這就是佛教所說的「無常觀」。如同駕車到維修站，專業維修人員一看就

知道，如果車還有使用價值，就給予維修；如果沒有價值，就會建議另換

新車，而不再維修了。我們念佛，色身只管交給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自然

知道是繼續保養維修，還是要徹底更換。 

  0問：本來生病將死，又有人教以念佛只求往生、5求病好。

這》會5會本來也好的病也好5了，死得更快？ 

答：不會！以必死的心念佛，只求往生，不求病好，萬念俱灰，完全專

注於念佛，往往有不可思議的奇效：如果命不當終，就會業障速消，病苦

速癒；如果命數已到，則雖然有病也沒有大的苦受，會安然順利往生佛國。

不論病好不好，都有利益，這才是大幸事啊！ 



   問：塵6事多，兒女放54，念佛先求病好、5求往生，可

以嗎？ 

答：可以向阿彌陀佛說：「我現在兒女還小，還需要我照顧，請佛為我

做主，看我及兒女們的前後因緣，如果有必要留下來照顧他們，就讓我早

日病癒；如果沒有必要，我就隨佛往生，兒女就拜託給阿彌陀佛，我也就

放下了。」念佛人，不論何事，還是一切任憑阿彌陀佛的安排最穩妥，因

為佛有五眼六通，能知過去、未來，清楚每一個人的業報因緣，會綜合考

慮各方面的因素，做最好的安排。我們自己的想法未必是最好的，也許是

不好的，所以可以向佛表達，但不必一定要如何如何。如果一定要執著自

己固定的想法，反而會障礙阿彌陀佛的加持。 

  2問：如、阿彌陀佛也把病治好、再接引往生5是更好嗎？5

然讓人覺得多少有點缺憾。 

答：這些都是以凡情測佛智。說來說去，都是我們太看重這個色身、以

此為真的緣故。佛說生老病死苦，人生本來就是缺憾的。病治好了就沒有

缺憾了？病好了還想能長壽，長壽了還要能富貴，富貴了還想子孫都發

達⋯⋯何時是盡頭呢？到哪一步才算沒有缺憾呢？在這裏，整個世界都是

缺憾的，所以阿彌陀佛才讓我們往生成佛，那才是真正圓滿、沒有缺憾哪！

至於各人何時往生、在何種因緣下往生，都有切合每個人最恰當的安排。 



  3問：為什麼有人念佛求財得財，有人求財5得財，甚至反而

虧本？其他所求也1》，或有滿願，或5滿願。 

答：求財得財有二： 

一、此人福厚，如厚板可承重物，若有其財、有福消受，於自於他，皆

有其益。佛智鑒知，而滿其願。 

二、此人心性軟弱，過去善根，適於順度。若不滿其願，即便意志消沉，

離佛越來越遠，善根不能成熟；若滿其願，能使信心增長，漸漸成熟，方

便引入佛門。佛智鑒知，而滿其願。 

求財或虧有三： 

一、此人本當大虧，以念佛故，暗改小虧。此人不知，以為念佛仍虧。 

二、此人福薄，如薄板不堪承重，若有其財，無福消受，或遭奇災，官

司、綁架、斷命等，於自於他，皆無其益。佛智鑒知，不滿其願，求財不

得財。 

三、此人心性剛強驕慢，過去善根，適於逆度。若滿其願，反而增長慢

心，於世俗越陷越深，迷不回頭；若挫其驕慢，則能漸漸回頭，信向佛法。

佛智鑒知，不滿其願，求財反虧。其他所求，可以例知。 

總之，佛智不可思議，各具誠心而求，所得各如其份，不多不少。如大

地生長萬物，高矮大小，各各相稱，不多不少。 



  4問：我虔誠念佛，為什麼病痛5也減輕？而《念佛感應錄》

裏那麼多人都奇蹟般地康復了？ 

答：一、過去業力難思，本來會有更大的病痛，因念佛的緣故，暗中化

去不再受，只受目前病痛。 

二、只求病好、不求往生，其心躁妄，難與佛心感通，效果便差。一心

念佛消宿業，各得其利莫懷疑。 

  5問：很多人汽車洋房地生活得很快《，顯然是社會發展的既

得利益者。勸他們厭離娑婆，豈5是5合邏輯？是5是阿彌陀佛偏

重於社會底層的人？ 

答：合乎邏輯。因為人生無常，人生是苦！豬貪草食之樂，遂遭殺戮之

苦；人貪五欲之樂，而招輪迴之報。愚者迷不知返，智者早求厭離。從人

來看，有所謂社會高層、低層。彌陀來看，都是一層——苦惱造罪凡夫。

佛心平等，不加揀擇，任何人都可以認為「彌陀最偏愛於我！」 

富貴人當想：我貪樂富貴，極樂淨土純樂無苦，彌陀豈非為我！ 

窮苦人當想：我窮苦難堪，最望救拔。彌陀慈悲，拔苦與樂，極樂豈非

為我！ 



  6問：為什麼平日5念佛的人，臨終或死後助念，也也隨著念

佛而得往生？ 

答：平日不念佛，是因為有三種障礙： 

一是沒有遇到善友給他說念佛，當然不可能念。 

二是雖然遇到有人說念佛，但是不相信，所以也不念。 

三是雖然也相信念佛，但被俗事纏身，總是拖延，所以也沒念。 
現在臨死或已死，有人前來開示念佛，即除第一障；自己臨終陰境現前，

或親歷死後不滅，便信佛語不虛、報應實有，即除第二障；平時拖累的妻

子兒女、錢財事業等，此時放不下也要放下，經由善友開導，便能猛然醒

悟，即除第三障。由此三障全消，所以能念佛，念佛即生。 

  7問：為什麼平日念佛求生的人，臨終有突然5念佛5求生的？

答：這就是所謂的顛倒，但並非突然。說明他平日念佛求生並非從真心

發出，只是說在嘴上。及至臨死，動真的了，又是怕死，又是捨不得妻子

兒女等，便只想活命、不想往生。真願往生的人，越靠近死，越想往生，

絕不至於顛倒，不想往生。所以念佛求往生要由內心發起，不要說在表面。



  8問：我遇到1個乎修，得佛他佑，癌症手術後健康快《，因

此法喜充滿，逢人便勸信佛，還總是自謙說-我修得5好，離往生

的條件相差很遠」，可是他到臨終的時候卻要吃葷腥，助念無效，

為什麼？ 

答：這就是業障現前而顛倒了。這件事給我們很大的警惕和啟發，念佛

往生本來沒有條件，他卻自己定出條件，認為差得很遠；這樣不順彌陀誓

願，自立往生條件，臨終時是敵不過業障的。如果一心歸投於佛，老實念

佛靠佛，放下自力執著，絕對不會發生這樣的事。說念佛千穩萬當，就是

如此。 

  9問：為什麼有人佛來接1次就走，有人要佛來接兩2次才走？

答：願生心切的人，一見佛來，滿心歡喜，立即隨佛往生。願生心不切、

掛念塵世的人，雖見佛來，心中猶豫：去還是不去？佛智鑒知，此人猶豫

不決，即慈悲持蓮台等待；等此人決定，佛即將蓮台接此人而去；此人若

退願生心，佛即隱沒；等此人再起願生心，佛即再來。佛之慈悲，無法比

喻！如《念佛感應錄》第三集第232頁宗歸師、第201頁劉茂仲之往生。 

 20問：第1次沒有跟佛走，佛1定會來第二次嗎？ 

答：不一定！若此人再次發起願往生心，佛必定再來現前。若此人退失

往生心，佛亦不再來矣。 



 2 問：若發現臨終人掛念6似、佛來又走，怎麼辦？ 

答：臨終佛來，說明佛不違約，不負眾生；眾生自己不願去，說明眾生

願心不誠，有負於佛。然事已至此，要想補救，必須：第一，切莫哭泣強

留。第二，善巧安慰開示，幫助他放下世情，發起增上願生心。否則必定

墮落輪迴，想再遇念佛、往生淨土，就難了。由此也可知臨終善知識開示

助念的重要。 

 22問：為什麼臨終助念時往往易見佛、菩薩、五了等勝境？ 

答：一因阿彌陀佛有臨終來迎之願。 
二因助念諸人皆能懇切專注，同聲念佛，感應力大，所以易見。 
凡念佛之處，皆必有佛、菩薩、光明，若其他場合能懇切專注念佛，也都

一樣易見。 

 23問：同在1起念佛，為什麼有人見佛、見光、見了等，而有

人5見？又，所見也有同、5同？ 

答：此因個人根性不同。一般來說，以下幾種人易見： 

一、禪定功深的人。 

二、喜歡打坐、內心靜定的人。 

三、平日易於通靈的人。 

四、有陰陽眼的人。 

五、宿世有相類根機的人。 



六、兒童。 

七、與被助念者有特殊緣分的人。 

 24問：臨終助念所見佛菩薩五了等，是5是極《真境？ 

答：凡夫所見乃一時感應，為極樂真境之投影，不完全是真境。若得三

昧，則見真境，微妙不可思議。 

 25問：是5是也見到種種境象，說明修持好、功夫深？ 

答：未必！如果如善導大師深入三昧而常神遊淨土，那自然不必說了。

一般情況下，能見種種境象也有種種因緣不同，如上可知。所以不能以見

不見境界作為修持好壞的標準，而應當老老實實念佛。見與不見，各隨根

機、因緣。既不因為沒見境界而追求，也不因為見到境界而歡喜。平平常

常念佛，最穩當，最保險，最殊勝。 

 26問：阿彌陀佛8動、平等救度1切眾生，為什麼要等佈3一

屬為亡靈念佛做代度佛事，才肯救度他們呢？ 

答：阿彌陀佛並非要等人為亡靈做佛事才肯救度他們，而是要假借陽上

眷屬為之念佛迴向的因緣，才能救得了他們。比如太陽照不到的黑暗角落，

如果能有一面鏡子把陽光反射進去，也就一樣可以照到了。陽上為亡靈念

佛迴向，作用正像這面鏡子一樣。亡靈乘念佛迴向的功德力，離苦得樂，

超生淨土，全是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作用。 

 27問：生前5念佛，專等死後請人代度，可以嗎？ 



答：這種想法當然是很冒失的。 

一、自己已死，不能保證他人一定會幫你請人超度。 

二、即使有人幫請，不能保證一定能請到人。 

三、即使能請到人，不能保證不受干擾。 

四、即使無人干擾，不能保證超度之人夠誠夠專。 

五、即使超度的人夠誠夠專，不能保證你死歸何趣、業障深淺、能否感

通。 

六、即使能有感通，不能保證感通大小，或從地獄超至餓鬼、從餓鬼至

畜生、從畜生至人、從人至天，則猶在輪迴，未生淨土。 

七、即使得生淨土，何苦冤枉去三惡道一走！為什麼不現在念佛，生則

蒙佛護佑，消業除障；死則超入淨土，齊同不退。何況念佛只在一念心，

不費時、不費錢。生不念佛，豈不愚哉！ 

 28問：代度亡靈功效大小，有什麼說法嗎？ 

答：以下三方面決定超度亡靈的功效： 

一、亡人善根的深淺。 

二、陽上超度的誠心。 



三、所用超度的方法。 

亡人善根深淺已定，方法以專修念佛最好，心則越誠越好。如《念佛感

應錄》第三集第386頁陸通燕念佛，母亡三十年，出地獄河，徑生淨土。 

 29問：請寺但念佛代度亡者，但路遠5也親至寺但拈香，怎麼

辦？ 

答：香有三種： 

一、有形之香。 

二、無形之香，也就是我們的一片虔誠心。 

三、佛功德香，也就是阿彌陀佛名號。 

到寺院拈香，目的是借著肅穆莊嚴的儀式發起我們的虔誠心，並在大眾

師父的引導下念佛，以利益亡者。請寺院超度，雖路遠不能親至現場，如

果自己在家以虔誠心稱佛名號迴向亡者，等於在拈最上佛功德香，既不費

時費錢，又免遠途勞苦，又實實在在利益亡者。如果只圖形式，放棄念佛，

遠途奔波，即使到寺院拈香，那還遠不如在家念佛的好了。 

 30問：過去亡者5知件6了沒有？代度還有效嗎？ 

答：不論轉未轉世，都有效！如果還沒有轉世，或者已轉入地獄、餓鬼

道中，念佛迴向可直接超度。若投生天、人、畜生道，念佛迴向可追加其

福德，改善其生活環境，或報謝超升。 



 3 問：助念與代度有什麼區別？遇親人過6，應當選擇助念還

是代度？ 

答：助念的對象主要是臨終、新亡的人，超度的對象主要是過去久亡的

人。如果一般道場，助念雖然仍是念佛，超度多是念其他經咒，如做水陸

法會、放焰口、拜懺之類。淨土宗則助念、超度都是一句南無阿彌陀佛，

因為專，所以效果也好。 
逢有親友過世，首先應該助念；失去助念機會，再做超度補救，時間離亡

日越近越好。 



附-慧淨法師答青年念佛人 

問：我現在念佛，每天還是有很多煩惱，在沒有往生淨土之前，

還5夠快《，念佛1》悶悶的，也覺得單調，如、去學禪或學密

還感覺有1點味道。 

答：根本上來說，一個人會希望念佛往生極樂世界，是因為瞭解這個

世間的不究竟，對這個世間有厭離心，以及對極樂世界的欣喜嚮往，也

就是所謂的「厭穢欣淨」、「離苦得樂」。一個念佛人，他固然還沒有

到極樂世界，但是那一種安穩跟法喜是勝過一切的。 

如果沒有這樣的法喜與安心，表示他對於世間的苦，對人生根本上的

罪業、煩惱還沒有很深的認知；對於彌陀救度的可貴性，將來能往生極

樂世界的難得、殊勝也未徹底瞭解，因此，固然知道念佛可以往生，可

是那種歡喜心非常地小，抵不過人間種種的苦惱。 

如果真正瞭解世間的苦惱、六道輪迴的巨苦，瞭解自身力量的薄弱、

世間的無常的話，而他又受到彌陀的呼喚，必定是有法樂的。 

當然，只要還活著，就難免有生活上的苦惱，但是這些苦惱卻是浮面

的，內心深層的那種法樂，就好像長江底下的水，是持續而且強韌、不

間斷的。 

所以，如果真的覺得自己已經信受彌陀的救度，可以說是有安慰、有

法喜在內心之中的，不管壽命是長還是短，他不會因為這樣而苦惱的。

尤其瞭解，在善惡報應、三世因果、六道輪迴當中，人本來就是各有各



的業報，想長壽未必能長壽，希望現在馬上往生也不可能。所以信受彌

陀救度的人，長命也可以，短命也可以，他不貪生，也不怕死。因為他

有因果的信仰，所以即使他希望長壽可是卻不能長壽，他也比較不會那

麼怨天尤人，或者想早一點往生卻不能如願，他也不會像一般人那樣苦

惱。 

總之，信受彌陀救度的人，今生會有彌陀的安排，壽命的長短、命運

的窮通、遇事的禍福，他是任憑彌陀的。 

每一個人的命運是我們自己造來的，是抱怨不得的。而且，既然背後

有彌陀的安排，一個信佛、念佛的人，他一生當中就會安於彌陀的救度、

安於專稱彌陀佛名這一個法上的。他不會認為說，「離往生還有好幾十

年，這幾十年要我念佛、安於淨土教理，好像有所缺失，所以我想去學

禪宗、密宗，或者研究其他玄妙的教理。」他不會這樣的。 

或者他會想去瞭解禪宗是什麼、密宗是什麼，甚至喜好玄妙的境界，

可是在他的內心當中，始終是仰信淨土法門，信受彌陀救度，專稱彌陀

佛名，始終以這個為他最高、最可貴的享受，所以他不會去轉修其他的

法門，也不可能退轉於淨土的道理之外。縱然有好奇心，可是對他來講，

密宗、禪宗或者一些殊勝不可想像的境界都不比淨土好，也不比念佛來

得簡單、殊勝。真的信受淨土法門，就會有這個觀念和心態。 

你說雖然念佛，但在還沒有往生的這幾年會覺得孤單、寂寞，不如再

去學其他的法門，甚至現在不學淨土沒關係，先學其他的調劑調劑人生，

一旦差不多七老八十了，再專心念佛也來得及，是嗎？會有這一種觀念，

一方面是不瞭解人生無常，一方面是不瞭解淨土法門的殊勝。淨土法門



的殊勝是超勝學禪、坐禪的喜悅，也超勝密宗的感應及任何超心理現象

的如意境界的。 

剛剛淨宗法師和大家談「人生的目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年輕人

對人生目的這種事情是比較有敏銳度的，因為人一旦步入中年、老年，

思惟就遲鈍了。一方面是心思都放在事業、家庭、交際、應酬了，一方

面是腦筋比較鈍了。反而是在就學這個階段，心思比較靈敏，也沒有事

業、家庭、社會交際應酬這一些壓力，所以往往會對於未來—— 「生從

何來，死往何去」這個問題比較有敏銳思惟。釋迦牟尼佛在年輕的時候，

甚至年幼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一旦畢業了，接下來就是忙著就業、找對象，孩子生下後責任就更重

了。對於「人生的目的」這樣的命題，大家有沒有曾經在心中浮現，甚

至好好地去思惟呢？ 

問：對於人生的目的也曾想過，有時候也想5出來，甚至感到

恐慌、害怕。以前九到淨宗法師的光下開不也曾感覺法喜，可是

過了之後，煩惱又來了。 

答：佛法貴在「多聞熏習」。我們的腦筋是很容易淡忘的，所以對法

義要多聞熏習，這樣法樂、法味就能反覆地在我們心中浮現。 

還有，念佛會覺得枯燥乏味，是因為對這句名號的內涵不瞭解，如果

瞭解名號內涵的話，他念佛永遠都不會覺得枯燥無味，內心永遠都有法

味，都有安慰。所以，可以進一步去瞭解這句名號的內涵，去瞭解這句

名號的功德利益，也可以多看《念佛感應錄》這一類的書，因為「理論



不如根據，事實勝過雄辯」，道理講得那麼多，可是如果沒有應驗、根

據的話，總覺得隔了一層，《念佛感應錄》當中就有很多這一類的真人

真事。 

「名號」就是阿彌陀佛的「本體」，所謂「名體不二」。那阿彌陀佛

是怎樣一尊佛呢？阿彌陀佛是大慈大悲、大智大慧的佛。這尊佛為了眾

生，經過了五劫的思惟，思惟四十八大願，兆載永劫積植菩薩無量德行，

把十方眾生看成是他離散的獨子，悲切地呼喚獨子回來，長久以來都為

獨子的回來而準備美好的家園，準備充分的旅費。 

法藏菩薩成佛之後，就成就了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所以這句名

號不只是白紙黑字而已，不只是一個聲音而已，而是有阿彌陀佛的悲心

在裏面。就好像「媽媽」兩個字，有親生母親的悲心在裏面一樣。這句

名號就是有這種彌陀的悲心，有彌陀的眼睛、耳朵。我們稱念他、禮拜

他、想念他，阿彌陀佛時時刻刻都看到了、聽到了、知道了。這句名號

充滿了彌陀的大慈大悲、大智大慧、大願大力、大神通、大功德，這句

彌陀名號是活靈活現的。念他，阿彌陀佛應聲而現，大放光明。如果有

不吉祥，當下會帶來吉祥；如果有不清淨，會帶來清淨；這一生當中如

果是短命的，虔誠念佛就會消災延壽；如果是苦厄的人生，就會轉為平

順的人生，所謂「逢凶化吉，遇難呈祥」。 

所以，這句名號給我們的感受是非常溫暖的，念起這句名號，會讓我

們非常感動。固然我們是貪瞋癡妄想雜念的凡夫，一面念佛、一面有雜

想妄念，一面雜想妄念、一面又是在念佛，妄念與念佛交雜，但始終心

底是有法味、有安慰的。曉得彌陀不因為我們有妄想雜念而厭棄我們、



拒絕我們，他還是始終攝取不捨。像慈愛的父母有兩個兒女，對那個比

較軟弱、甚至是智障的兒女較為疼惜，給予更多的關懷一般。所以，想

到我們的煩惱特別重，妄想雜念特別多，就回思阿彌陀佛反而對我們是

加倍地關愛，關愛的眼神都不離開我們。能做如此的思惟，瞭解這句彌

陀名號的功能，自然念佛就不會覺得枯燥無味了。 

人往往是很好奇的，固然學這個法門，在這個法門當中也得到法喜，

也瞭解這個法門殊勝的道理，可是密宗、禪宗畢竟沒有接觸過，所以會

想去瞭解。如果有這種好奇心，無妨去認識看看，可是始終要把握：只

有淨土法門才能解決我們的生死輪迴，只有這句名號真正是具足無量無

邊、不可思議、甚深秘密、殊勝微妙的無上功德。 

所以，應先深入我們這個法門、通達我們這個法門之後，有什麼好奇

心再去探究。像我本人也是這個樣子。我在沒有出家之前，就早晚打坐，

所看的、所思惟的，也是明心見性這方面的道理。出家之後，一開始也

是鑽研這方面的道理，可是經過幾年，我就曉得我不是那種根機。而且，

自古以來，許多高僧大德，即使大徹大悟了，他最後還是歸入淨土法門，

迴向往生極樂世界，何況我們呢？所以我就放棄禪的修習了。 

對於密宗，在二十四、五年前，臺灣正逢密宗興起，很多人都在好奇

密宗，那時候我就想：密宗到底講什麼？有什麼殊勝？務必也要瞭解一

下，而與其在臺灣接觸第二手資料的密宗，不如直接就到西藏、尼泊爾，

所以我也到尼泊爾的喇嘛廟住了一個月。之後我就感受到，密宗困難、

複雜，又不比念佛簡易、殊勝。 



禪密我都是這樣摸索過來的，在瞭解之後，我就不再好奇其他任何的

法門，一點點好奇的起心動念都沒有。 

所以，如果對其他法門有好奇的話，那也沒關係，但是要先對淨土法

門正確地瞭解、掌握之後，再去好奇其他的，這樣才能真正瞭解淨土宗

的殊勝。 

以佛法的角度來說，大家年紀輕就能遇到這個法門，並且肯定這個法

門，是有宿世的善根與智慧的，而且這種智慧是大智大慧。我們還沒有

深入經藏，智慧、行持都不如以前的高僧大德，怎麼能說是大智大慧呢？

是的，因為我們逢遇的是彌陀這個不可稱、不可說、無量無邊、不可思

議的功德名號的法門，所以等同有那種智慧。如果沒有那種智慧，可能

我們就遇不到，甚至不相信。 

然而，這種智慧是來自於佛的恩賜，不是我們自己所產生的，我們相

信、接受，就能讓我們脫離三界六道的輪迴，讓我們往生極樂世界、快

速成佛。如果我們不相信、不接受，即使我們有再高深的學問、智慧去

理解高深的道理，可是還是生死輪迴。因為以我們凡夫而言，惡業多，

善業少，如果不是仰靠彌陀的救度，人一死，就要受到閻羅王的審判、

刑罰，到時候那種學問、智慧能派上什麼用場呢？ 

所以，即使毫無文化的人，他能遇到這個法門，就表示他有大福報，

而且福報是很深厚的；他能相信這個法門，就是有大智慧。《阿彌陀經》

就講「執持名號」就是多善根、多福德。所以我說能夠受持念佛法門，

就是多善根、多福德。 



學密宗、學禪宗，即使大徹大悟了，他如果沒有歸向淨土，仍是輪迴

凡夫。「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當下

隨業流轉。因為他還沒有達到業盡情空，煩惱業障還在。 

弘揚我們這個法門，我們再怎樣地沒有慈悲，小慈小悲都談不上，可

是因為我們弘揚這個法門，那個功德是大慈大悲的功德，是大願大力的

功德。 

大家雖然年紀輕輕，可是能夠肯定我們這個法門，所以希望大家先深

入、貫通我們這個法門，之後如果對其他法門或現象好奇，將來也可以

去好奇，經過瞭解之後就不會再好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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