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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印心法要》

王骧陆上师 著

心密之家 2022 年 3 月修订



前言

2021年8月中旬青岛许乐乐师兄在某旧书网偶然搜到二祖 骧陆

上师所著《净土印心法要》一书。因 骧陆上师曾在《入佛明宗答问》

中提及过此书：“问：净土宗之法意如何？答：净土修法，已于《净

土印心法要》一书详言之矣，兹不再述，所欲补言者如下……”，因

此经确认，心密师兄将此书拍下并整理成文。今得和广大学人见面，

实我心密弟子之幸、广大学人之幸。

借此感谢许师兄及几位参与整理的师兄，愿闻者乐受，受而能行，

方不负祖师劬劳一场。愿有缘见闻者，悉能广宣流布，同入弥陀愿海。

(注：由于是新进补录，仅供疑者参考，特此备注。)

心密弟子

2021 年 8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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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义分

净土者，一切佛子究竟修证之果地也。修行不证净土，不名成

就，是以西方属成就门。而一切法不问其为禅定、为密乘、为法相、

为戒律、为持名，皆修净业之前方便，所用以证净土者也。功行成

就时，诸法皆无所用之矣。故净土二字，乃果地圆成之德号，非属

于法，不可单树一门而与他宗分胜劣，亦非西方为净而他方为秽者

也。因法法皆归净土，非净土另有一法，亦非必以此法可以入净而

他法不能也。当初立宗者，原开一时之权宜方便，乃启后来胜劣之

见，甚至误以他宗为不净，互相水火者，此岂祖师之始愿，亦岂净

土之本旨哉。

净者，究竟清净也；土者，本心地也。以西方国土众生生者，

皆具心地清净之至德，我必同具此清净心，方可与诸上善人俱会一

处，善根福德因缘三者，必一切具足，乃得相应。今偏执一门为胜，

谓法有高下，非净土矣；疾视他宗为魔为怪，其心已先入魔怪，非

净土矣；纵无此二病，而贪得净土法门之有佛接引，仍本贪便利与

依赖之劣性，亦非净土矣。如此颠倒，

则又善根福德之谓何？虽有因缘，已自生障，此知见不正之自

误，非成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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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下三根人，本同具净土德性，惜不同其愿力，有体无用，

是以有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之叹。惟以因缘之不同，证入亦随之而

有异，佛设此法门，使初学人，可于因地下种，与西方先结胜缘；

中根人则以先有夙因，可籍此证入，为往生之缘助；上根人则果地

将次圆成，一经接引，便得成就，故曰三根普被。又九品者，非往

生后始分九品也，乃未生前已具有无数品耳，岂得谓人人皆可此生

成就？！今言往生若是之易者，初意原为方便接引，不知众生劣性，

发心不痛切者，虽更有方便法，彼终不肯精进，反因说之过易而轻

法，弊害滋多——如以为太易而不痛切，一也；以为佛可接引，而

临终仍颠倒，不自反责，乃咎于法，疑法谤佛，堕入地狱，二也；

真用功人，因久修而仍无把握，转生疑退，三也；银台不去，必俟

金台，因此贪求，魔即乘便，四也；经云是为甚难而反说甚易，苦

行人必生疑怖，五也。有一于此，已足障其信心，况多乎哉！故立

言不可不慎，若欲善巧引之，则先使其怖苦、痛切发心可耳，又何

必偏执此理以为定论耶！

欲修净土，必先使其人正信。云何正信——不独信西方为净土，

乃信十方皆有佛土，弥陀经已言之，一也；不独信净土为彼土，乃

兼指我自性之净土。而西方净土者，亦诸上善人自性清净之所建立，

同一平等本际，理事双融，同得成佛，二也；信佛土无定义，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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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分别之则有秽净，佛视之则无一而非净土。众生自起幻心不

净而作业，若以慧力转之，当下即是净土，三也；佛无来去，在在

处处皆有弥陀，行者自障其心而不见，四也。明此义者，乃曰正信。

此即难信之法，余前著《弥陀心要》已论之矣。净土法门，目的在

先净其意，故必修至一心不乱，夫一心不乱者，觉后证得之果也，

持名念佛者，证前修行之方法也。佛者觉也，念佛者，念念在觉也。

心若有所贪嗔时，一念觉，则顿转为净矣。此是无上圆顿法门，故

一句弥陀，顿超八十亿劫生死重罪。惟转觉固快，转迷亦易，众生

只是一念，不是念念，以一念佛，即又回念贪嗔也。必念念在佛，

则打成一片，贪嗔无由而起矣，久久成熟，斯名成就。又众生只是

念念而非一念，何也？因众生念念于人事情见，非贪即嗔，非嗔即

痴，三业恶因之所招感，念念不断，则娑婆因缘，永无脱离之望矣。

必如修证人之一念净信，永不退转，虽习气常来，而常觉照勿失，

力气充足，不致动摇，故曰一心不乱，方可与佛相应也。

一心不乱者，修至自性净土之极则也。但必如何而可如此乎？

则法门无量，总不外乎正副二途。正者曰观心，即反问自己，于一

切所行处，痛切警觉，是曰修行，言修于行也；副者曰取法，即借

法以为缘助，借以净心，至心净则无所用之，然法门因缘，各各不

同，必以当机为尚，有持佛号者，有入禅定者，有说理以破幻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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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起三观者，有以所逆之人事用以反省者，此皆念佛法也。乃至读

经礼佛焚香供养……修一切善法，亦皆念佛也。以念念合乎佛心净

意，念念勿失觉照而已。弥陀经之执持名号者，乃念佛法门中之一

法，非定法也。若有定法者，非佛法也。念佛不难，惟老实难，近

世以老实作“本份”解，其义未尽。盖老者不动，实者不假，使此

心常常如是之湛寂，一切外境、意念……诸相前来，不被流转而去。

若一日若七日，无一日不如是，打成一片，则平日做到一心不乱，

临终自然心不颠倒矣。念佛不难，除习气难。若不除习气，又安能

证入觉地，念念在觉乎？！我为此论，明知闻者必以除习气为苦，

反视念佛为畏途，或斥为魔说矣。而不知真修行者，必不河汉斯言，

定转其昔日之依赖心、与贪省事之习气，一反其所行。于入世法，

必趋于忠国家、孝父母、友昆弟、和夫妇、信朋友，克尽人道以为

念佛；于出世法，必趋于兴大悲、度众生、明心地、达本性、空外

境、扫积习，归证净土以为念佛。盖世有出世入世，心无彼此来去

也。不念恶，即念佛；不念觉，即念迷。此指心行，非关口颂。今

又误以持佛号即名念佛，遂失其宗旨，而流为唱佛。更以贪多为胜，

演成气膈胸痛诸病，人每生厌而疑退，久不相应，此即因地不正之

误，可叹也。

佛度众生，在使众生自度，自度其众生而已，此众生者，烦恼



5 / 21

之通称也。烦恼为果，偏执为因；而偏执之果，不觉又其因也。然

则宗旨所在，第一在明心，心明则破执，佛不自认四十九年有所说

法，並云若谓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恐人死执于法而不知变化，

反受其病也。故知佛说一切法，皆为一时因应之权宜，非永不变通

之定法，是故有法终非究竟，无为岂即涅槃！了此义者，方得与净

土相应耳。

弥陀经意之深远，实不可思议。一说人胜，在此会中，皆是大

阿罗汉，及一切菩萨。在极乐国，则皆阿裨跋致，与一生补处之诸

上善人；二说地胜，则七宝庄严，异于世宝；三说境胜，则微风吹

动，尽是法音宣流；四说体胜，则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

寿命无量，异于世寿，并恶道之名，亦不可得；五说用胜，则以妙

华供养十方诸佛，只饭食经行，总之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

乐。极乐无相，此正显金刚般若之体，而无我人之四相四见，无住

生心，通达无我法等，正显阿弥陀妙用，皆归证至净土为止。弥陀

经根本重在自修，以应当发愿为最初下手处，以执持名号为往生之

缘助，以一心不乱为最后之心印。佛无来去，心若不与相印，佛虽

在目前，不相接也。印者何？我此湛寂之清净土耳。执持者，以弥

陀圣号，念念持而勿失，如子忆母也。初学人，不得不以“应当”

二字勉之，曰应当发愿云云。但子之于母，无应当不应当之别，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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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当然。言当然如是，不必对弥陀如是，即对十方一切诸佛，亦皆

当然如是，此所谓一念生净信者矣。

弥陀经之味，如尝甘泉，能于白水知味，辨其为泉为水，此真

知味者也。若但知西方世界之七宝庄严，而不识功德庄严，或但明

功德而未了成就之义，则有十万亿佛土之遥。六祖所云，为对治偏

执人说，西方人有罪，非经意也。但若决定西方人无罪，亦殊不必，

以有带业往生者在耳。盖业即是罪，以未究竟故。惟西方无恶道之

名，何况其实。然初往生者，业力未净，惟具有罪恶种子，只无因

缘以成其罪恶，非绝对无罪也。是以往生西方后，仍得加行修持耳。

带业往生者，非言有罪恶者可以往生也。言习气尚在，作恶之

种子未净，而往生之因缘已熟，往生已，常与诸上善人相处，自然

花开见佛，此佛即指自性净土。华者，自己之智慧心华，极言其彻

悟本性也，倘此佛仍指弥陀，则往生时接引之佛已先见之矣，更何

待华开时耶！

弥陀经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等句，此言心向往之，不必定在死

后往生也。乃生前思慕之诚，即是往生！以心不来去，非不来去，

随愿而往，无生前与死后之别也。

五浊恶世，根本由见浊而起，惟见则不必定浊，曰佛知见。浊

则决不离见，故曰见浊。见浊不净，不名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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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念佛法，略有四义。一者浅略，言弥陀者，法藏比丘于世

自在王佛前，发四十八愿，成就今之极乐世界是也；二者深秘，言

弥陀者，义即无量寿、无量光是也；三者秘中秘，言弥陀者，即是

毗卢，故一门普门不异也；四者秘中深秘，言弥陀者，即一切众生

同具之本德，众生以未证得毗卢体性故，不能起阿弥陀妙观，盖“阿”

为法身，表本不生灭；“弥”为报身，表我大自在；“陀”为化身，

表如如不动。彼佛之所以号阿弥陀者，以有此至德而尊之也，一切

众生，皆同具此净土，何可自暴弃而甘居于劣小耶。

以上总说净土之义竟，使行者先自明了。然则修证之法又当如

下述：净土一门，近世学者最多，以利便而稳妥故，遂合娑婆众生

贪便利省事之心，不觉从学者多矣。余常细察其故，一因信念未全，

自视太劣；二因其省事，心不痛切；三因修法太乱，见效甚迟；四

因见效迟则或乏味，偏于人情用事，不是痛切真修；五因未明净土

之正业与副业，颠倒用事，致妄心不能降伏，因此念佛与做人，截

为两事，不能起用；六因修净土者，类多中途入门，因地尚未澈了，

人云亦云，先入为之主矣，如立门户谤他宗，实非其本意也。昔有

疑谤密宗者，形于辞色，忽有扣以往生咒与大悲咒之因缘，其人愧

悟，不敢再谤，即此之类。故修证净土，当以正因为第一。更有三

种行持，一者因地法因，由理解入手，如前论各条，使其通体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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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不至中途疑退。二者加行缘助，以事修为本，如注重持名方法，

兼习禅定，下座后于人事上练习妙用。又取其他法门以为帮助，则

修证可以见速，平日不致放逸，无一曝十寒之叹，临终庶有把鼻，

有即生成就之功。 三者果地圆成，以印证心田为主。证有互证与自

证——互证者，互相考证其得失也；自证者，冷暖自知；外证于事，

内契于理，中以印诸心也。惟此三种行持，必由面授，以若干日为

一期，合少数徒众，择地安居而修之，必有个实证处。而从前之念

佛法，切宜稍事变更之如下：一、不可高声念，如人多可分班轮念，

一班念即一班听可也。二、不必全持念珠，可结弥陀心印，则易入

定。三、毋庸绕佛而念，因绕佛一法，在禅宗久坐后用以解昏沉者，

此则增加散乱，甚无谓也。故合众而念，不如约少数人同念，人愈

多，得益愈少耳。

二、恭敬分

一 常念恭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观音大势至二圣，及海会

圣贤诸众。

一 常念恭敬十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及观音势至二圣。

一 常念恭敬十方一切佛菩萨，及一切佛土之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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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常念恭敬自性极乐世界之阿弥陀佛及二圣。

一 常念恭敬十方世界诸修行者，次第成就 阿弥陀 本德无量庄

严。

一 常念恭敬十方世界无量众生，皆得成就未来 阿弥陀 无量庄

严。

一 常念恭敬无知造业诸众，及我冤家等类，皆得成就自性阿弥

陀平等庄严。我今恭敬回向，平等慈视，即以大悲功德水而饶益之。

三、妙观分

一 观阿弥陀三字，乃一切众生净土之本德，非彼佛一佛之私，

观人人皆有此份。

一 观西方净土，乃修净业人无上捷径，有三根普被之妙，即下

根人先种善因；中根人由此入门，死后定可往生，此生可望成就；

上根人即由是证入无生妙谛；最上根人一闻于耳，信心不逆，当得

阿耨菩提是也。

一 观妙用只在自心，凡修净土人，每偏执于事而成死执；禅观

者，每偏执于空理而疏于事修；密乘者，每偏于仪轨而依于法事。

皆不肯圆会而证入，从来死功夫要活做，活意境要呆参。正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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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脚踏实地；不修时，要一齐放下，非有定法，故曰妙用在心。

一 观净土者，我之本土也。我土若净，方可与彼土合道。

四、净行分

一 净行以觉为根本，觉则慎因，慎因则秽行自止。

一 净行以觉为根本，心觉则勿自欺，亦不伪作，不伪作者，是

真净行。

一 净行以心平等为根本，平等则慈心勿杀，亦无轻慢后学之病。

一 净行以勿嗔为根本，见人有过，当平等慈视，若有疾恶之行，

即非方便，不名净行。

一 净行以谦下为根本，常思己过，谦恭如桥梁，是名净行。

一 净行以圆观为根本，常思佛无大小彼此，亦无胜劣高下之见，

观一切众生皆具佛性，今我起贪嗔痴者，是杀自佛；行杀盗淫者，

是杀他佛；如是圆观，是名净行。

一 净行以无分别为根本，西方娑婆，庄严皆由自心，秽见由我

而起，无分别，是名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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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净行以无念为根本，无念者，言无执着系缚也，心常空净，

见境毋惑，境过勿留，得大自在，是名净行。

一 净行以实行为根本，若但口言此菩萨事，非我可行，不立向

上志愿而力行之，不名净行。

一 净行以净法为根本，诸法空相，论体原无生灭，论用不废一

切，当用时，仍取于法，常念诸法本幻，借以妙用，不舍不取，是

名净行。

一 净行以活用为根本，念佛者，用以摄心，摄至心不可得时，

摄无可摄，是名净行。

一 净行以无净为根本，无净者，不执取于净也，以立净即立秽，

二见对峙，不得名净。如手本来不污染，染属暂有，而心亦如是，

本属不有，因境而立幻，至一无可得时，行无所行时，则入净土矣。

五、持念分

净业以念念为本，而念佛法门应分如下：

甲 持名，执持阿弥陀佛圣号而皈依之，曰南无阿弥陀佛，以南

无为能皈依之我，以阿弥陀为所皈依之佛，即我与佛，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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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持名。以心持于佛号，即不持于人事，一切颠倒烦恼自除，即

度一切苦厄。

乙 观想，观阿弥陀佛及诸菩萨之慈悲自在，观西方世界各种庄

严，心观于彼，即不观于人事，一切颠倒烦恼，自然化除矣。

丙 慕乐，以思慕彼土之种种极乐而企慕之，心慕于彼，即不慕

世间一切不究竟之乐矣。前曰持名，此曰心念，总持此法，不持他

法，方名念佛。

丁 怖苦，苦乐本属相因，以慕彼乐，遂怖此苦，怖则急求脱离，

往生之念始切。若念佛而求世间福报，是于厕所焚香，香虽普熏，

不离于臭，安名曰净。然求财得财、求子得子，是引初机人入佛道，

非究竟出世法也。倘真念佛，则念念在觉，断无此劣见也。

戊 修持，其法约有十则

一者 专心此六字真言。

二者 不出声，口微动，取金刚持。

三者 手结弥陀定印。

四者 自视清净与佛不二。

五者 不用念珠，而以时计，以一小时为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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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者 不理一切外务，设有念起，亦不摒除，只顾自念，如随放

随收，经过数千百次，自然入范而定。

七者 取急进法，以四十八日为一期，每日至多以十座为度。由

七座渐加至十座，有时或减为八九座，平均每日二万句，如是四百

数十座，可得一百万句，一心于彼，自然证入三昧。

八者 取缓进法，每日修一座，亦可息心养性，有人事者，不必

过贪。

九者 发愿求觉，不求余事，以觉则自然不慕世乐而求脱离，则

往生之念自切，纵与西土无缘，亦必往生他世界佛土也，否则终在

五浊恶世沉沦而已。

十者 修持时细则，此分为初学佛人入门办法，先摄野心，勒此

不羁之马，如小儿手执利刃，用糖果以易之，尚不名究竟也。又如

小儿手被糖果所粘，更当拭而净之，至净空为止，故述如下：

择一静室，约徒众五六人，克期为四十八日，室内温度不可太

高，一切设备，可参用《乙亥讲演录》内心中心修法。

每日只修一座，每座一小时。如打七期内，则每日先修六七座，

遂加至十座为止，即十小时。逢天暖时，每早二点半即起身，三点

上座，或连二座，每二座即休息一刻或三十分钟，时间可自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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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弥陀手印，即两手心朝天，右四指平压左手四指上，两大拇

指指尖相对，此又名十方诸佛定印，于上座时，切勿散放手印，此

是第一要诀。（身密）

坐时单双趺皆可，如年老腿硬不能趺，则方便交叉两腿而坐，

但座后必高于前面，两腿在下，眼宜闭，有时开视钟点，亦无碍。

此一小时内，切勿散放手印，口勿停念，但勿出声，而唇必微

动，此名金刚持，最易得定。并无气膈胸痛弊病，且上座时，切勿

停咒，此是第二要诀。（口密）

一心贯注于修，意欲空虚，自己当作佛，此是第三要诀。若万

念纷起时，觉即回头，顾到念佛，随放随收，随转随空，刹那间前

后际断，便是净空之境，此即是佛境。（意密）

三密加持，久久由乱而定，由照而空。上座时，死心塌地，一

切不理，身起种种变化，亦勿欢喜，亦勿疑怖生嗔，亦不必作观想，

因有手印也。观想为初步摄心者而设，取以万法归一，若用功过切，

观想成就时，不知变通，翻成死执，亦可偏执成颠。至身手麻木如

无物，心意空寂如无知，乃口中密持勿停，手印结而不散，有时误

念他咒者，大似睡着，实则非是，此系定相现前，不必惊怖生疑，

又心如散乱时，亦勿恐怖，只是勿理，不久自然自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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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起用分

子 明旨，明起用之旨。所言起用者，起念佛之妙，自得受用也，

故知念佛不必定在佛堂矣。

丑 明用，言用于何处也。人何故而念佛，则为断烦恼也，烦恼

本不有，因不觉而枉自起惑，惑破则烦恼自断，故于寻常人事中，

不可须臾离觉，即不须臾离佛也。此念佛者，乃念念时时清净，一

切处皆是，无彼此观，一切自在者，即是佛。

寅 不二，言不二者，明我与佛不二也。佛未修前，与我不二，

佛亦因修而成，今成为佛，是名果佛。我今修持于因，自得未来成

佛之果，故名因心，论体则不二也，众生亦然。又言不二者，明菩

提与烦恼不二也。世人不明成佛之体性，习于分别计议，遂分为二

事，不知迷觉同是此物，即在迷时，佛性亦勿失也。又言不二者，

观一切语言音声，无非实相，一切处若为有佛，一切处皆念 佛

也，得时时念佛，打成一片，不持而自念，斯得起用之妙矣。

卯 互敬，我敬佛，佛亦敬我，佛不分别视也。我敬人如佛，人

亦敬我如佛，我与人，本来佛性不异，相互尊重，自视若弟子，此

真念佛。且不独对佛对人，即对一切众生，乃至对一切物时，莫不

如是尊敬。而所言尊敬者，非定欲礼拜皈依也，尊敬其同是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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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空寂。佛如是，我如是，一切众生皆如是，即无往而非念佛矣。

（由此入手，更复有杀盗淫之念否。）

辰 同化，将一切人事，与佛同化，则于自己之习气，常得觉悟

而痛改之矣。久久习惯，即念念不失觉照，此真无上念佛法门也。

巳 大身，证大身者，一切佛土尽入我性海中，无不包罗是也。

西方极 乐世界者，正我性海中之一佛土耳，如是则不能再分彼此

来去矣。故 往生云者，非身有来去也，乃证入清净，与阿弥陀同具

此本德耳。

午 往生，往生者，心之向往也。先以西方为目的地，次化西方

为十方，再化西方于自性，再以理合事，以西方又实有佛土，并不

因理而废事，汇入无实无虚之圆义，故不往而往，生即不生，以本

自无生，亦不妨立往来以坚行愿耳。

未 修证三昧，三昧者，非可于定中见，乃于动中观。云何三昧？

言正受也，以一切不受为正受耳，如见境不惑，喜怒不受，即得正

定。故三昧又名正定，言心无染著也；至其极，则一心不乱矣。我

人于事务情见太熟，于佛道太疏，每日必练习纯熟，把此心常常顾

到觉地，每日观照次数，至少十次，所谓观照者，以自问反观入手，

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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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问假如我最爱之人，设染病或死亡时，我能断爱否？心有

所动时，我能镇摄否？能解化其悲思否？又思此事虽属理想，若真

有其事临到眼前时，我又如何？倘有所不能者，则非加行精进不可。

二 自问我平日最不易改之习气是什么？设不能满我意时，我之

嗔念能勿随之引起否，倘有所不能者，则非加行精进不可。而所谓

加行者，即与自己奋斗，务改除其习气，由生而熟，由勉强而自然，

此是真净业。

三 自问我平时最恶之一人，我今后对之，能减少其怨毒心否？

思我与彼，未生恶感以前，亦曾情好过来，且想念其好处，更思恶

感之起因，双方各有不是之处，逐渐做到冤亲平等。

四 自问我最喜爱之物，能永保其常存否乎？设以之布舍（此指

尚未舍爱之物，非厌弃后之物）能无所动乎？能起慧观以转其痴爱

否？

五 自问我所希望之事，若乖我意，或事之垂成而失败，或被强

者所夺，我之定力又如何？若强制压下者，转成为病，必化除之，

即以智慧解释之。

六 自问世乱如麻，不如意事常八九，凡日夜所希望者，惟曰平

安顺利等吉祥事，设有不利之事前来，我能受之否？能以观空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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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七 自问遇有敌对事前来，能退让否？能反省自己之过恶否？纵

无过恶，要其敌对心，即是过恶，但关于大局群众利益事，当争不

争者，转入消极，亦是过恶，能一体圆通观照而应之否？

八 自问大悲利众之念，有所退失否？于恶念起时，能参其起因

否？若于起因时，预作防止，即不失觉照。而防止之法，先以空境

为入手，境空则心自空，对外自不起纷争，此即布施。

凡此种种，都属起用之法，反问自己，即属观照妙用。以能观

之心，破所观之境，久之成熟，气力充足，了不着意，无一毫之见

存于其中，是名能所双忘。不是双亡，亡则落于断灭，忘乃无着之

意，自在之境，然亦微细之习也。更进而善习亦空，空不着空，是

光常寂，得大自在，是净土印心法。

以上是对治法，言由恶转善，以善习代恶习而已，尚不离乎法。

故宜息心常寂寂然，此宜修禅定以为缘助，本来念佛至不持而念，

一心不乱，即是禅定，心密密地，了无系染，即是净土。今言习禅

定者，亦不离乎法，惟禅定全仗自力，上根人当下直了。《坛经》

云：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初言以心观心，即不离心地法，起诸妙

用；直了者，言並此能观之心亦了也，方是见性成佛。中根人可依

天台三观法，由空假中会入，言以空破有，以假破妄，会入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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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过渡。及至中道，尚存法在，再进而中道不立，三观齐舍，入

于究竟。下根人则不能了无依据，离法更无所资，故必以他法为缘

助。

一切法门，不外正副二途，以观心为正业，而以一切法为副。

如心无把持，则宜仗佛力，以他法为助。如修密，印与咒，佛力也；

持念则是自力。南无阿弥陀佛，本南无阿迷达补达耶之化音，如持

之纯熟而快，即化为六字矣。以有手印，故属密法之一。念珠是后

来人欲记数而用，反失去身密之用，並误意密，亦不能专，身口意

不密，安名瑜珈。因此称唱累年，毫无实益，非法之咎，乃行人所

修不相应耳。又种种法门，各有因缘，一时有一时之机，一时有一

时之法。若此法当机，则彼法不相应矣。故万无执一法而可永久者，

此修净土法门之不可不变更也。行者果欲速得成就，则变通之法有

二，一曰持名方法之应变更；二曰他法不可不借用，除舍密法外，

无可借资者矣。如修弥陀大法、六字大明法、长寿咒法，乃至心中

心密法，皆可取作缘助。及至成就，则一切法皆不可取，並亦不可

说，方便之力有如此者，昔李笑渊居士尝告人云，中国佛法衰微，

其病不在缺少法门，只缺少真修的人。现在中国的佛法，已修不胜

修，一一皆可修证三昧，何必贪多，远涉异地，徒增名相耶，旨哉

此言！（李居士现居北平深达禅密法要，当今一大善知识，不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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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之也）

净土既为果地圆成之德号，则修证方法，当随各人之机而施。

应以禅定法入净土者，即以禅定法而为教授；应以持名法入净土者，

即以持名法而为教授；应以五戒六度等法入净土者，即以五戒等法

而为教授。诸法虽有不同，其必精进则一也；其必归于禅定而开般

若则一也。般若开，则心自明而性自见，夫而后可以言除习气矣。

习气之除灭至如何程度，则净土证入至如何程度；习气何时扫尽，

净土何时圆成。若有未净而其愿力足资往生者，则可带业而生西。

生西已，再事修证，入于圆净为止。是故娑婆有净行之菩萨，而西

方有带业之凡夫，其同为凡圣杂居之地乎！所异者，娑婆有恶道而

西方无之，西方多圣人而娑婆亦有之。惟娑婆以烦恼多，下者为恶

染，上者为情牵，终至沉沦。佛故指示西方，以一经往生，即无法

退转，此世人所以认西方为稳土，而必发往生之愿也。然徒有其愿

而无其行，或其所修不合乎法，则因缘不具足，于五浊恶世中，欲

证入阿耨菩提，是为甚难，故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也。由此法门无量，各种缘助，实不可少。今仅赖一持名法，而又

散乱不密，不能一门深入，以死守为专一，为不退转，各树门庭，

我胜彼劣……此见不净，即属地狱，于净土尚远隔万万里。复不知

痛切改悔，一旦腊月三十日到来，所有西方胜境，全为烦恼情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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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彼佛接引之力，不敌自己业力之牵，往生难矣！然世人每执往

生为易，谓十念亦可往生，余独执以为难者，以弥陀经世尊尚重说

若干难字，则又何也？不知难易者，都属分别，非法有难易也，乃

众生因缘不同，易者十念尚属费事，一念足矣；难者累劫尚在沉沦，

地狱至今不空。是未修者，误于情欲；已修者，又误于法见也，皆

自误也。自误而又误人，此又师之咎也，慈悲而缺方便，希果而不

正因，成见既立，净土益远。臻其极，亦只人天有漏之果。谓种未

来西方胜因则可，谓能即世决定往生则不可也。发心生西者，其慎

之哉！

或又问者，经云五逆十恶人，亦可临终念佛往生，而汝独云往

生甚难，有违经旨矣。不知往生必待前缘成熟，缘熟则虽五逆十恶

人，到此亦即一齐放下矣。正一齐放下时，不得更以五逆十恶名之，

否则诸君大可临终再念，此时亦不必勤苦修持也。佛为此语，乃方

便鼓励苦行人，言虽从前五逆十恶，只要一觉，顿悟性空，万劫解

脱，非言人人有此福缘也。若不解此义，一面念佛、一面作恶，庸

有济乎？为此问者，胶执于见，但守经文，不了经义，如是广大圆

满遍覆之净土法，误于小心劣见，不亦惜哉。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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