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瑛大师禅净双修的思想 
  

明旸法师述 
  

（本文节录自明旸法师“佛法概要”） 
  
（一）由禅入净的实践 
  
圆瑛大师，福建古田县人，十九岁于鼓山涌泉寺拜增西和尚为师。二

十一岁从福州到江苏常州天宁寺，亲近禅宗尊宿冶开禅师修禅六年。时常

定境现前，身心廓然，曾于定中悟后写了一偈：‘狂心歇处幻身融，内外

根尘色即空，洞彻灵明无挂碍，千差万别一时通。’到了二十六岁又往宁

波天童寺，依从寄禅和尚，一心参究。在二十八岁的冬天，又在禅七之

中，定功得力，身心俱空，又说偈云：‘山穷水尽转身来，迫得金刚正眼

开，始识到家无一事，涅槃生死绝安排。’自从三十六岁以后，净土机缘

成熟，因阅读永明延寿大师和云栖莲池大师等许多净土法门经典著作，开

始深信净土念佛法门。从此就努力于禅净双修。由事念而归理念。正如永

明大师《四料简》说的：‘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

作佛祖。’圆公大师后来数十年，力弘净土，到处讲经说教，劝人念佛。

曾经讲演《阿弥陀经要解》、《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

佛经》、《大乘起信论》、《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省庵大师劝发

菩提心文》等许多净土法门的经论多遍，并对上述经论著有讲义流通于

世，利益众生。又曾经讲过莲池大师的《弥陀疏钞》和《普贤菩萨行愿

品》，大力劝修念佛法门，普度众生，同生西方极乐净土。在他七十六岁

病势严重时刻，还是一心念佛，嘱咐随侍左右的许多弟子说：‘我今身

心，尚感安乐，无挂无碍。出家人置生死于度外，以疾病为助缘，余号

‘三求堂主人’，平生都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为宗旨。现在福慧已求，最

后只有求生净土。汝等立身处世，须以三求为正确修学方针。更希望广大

佛教道友、信徒，以此三求为真正学佛宗旨。’并说偈云：‘唯有一宗

事，但念阿弥陀，求生于净土，上品紫金台。’过去有一行脚僧写了一首

偈说：‘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圆公大

师把它改为‘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前程何处是，念佛度春秋。’又

嘱咐弟子写了一张纸条贴在病房的墙壁上：‘来者念佛，是真莲友。’由

此可知，先师虽身染重病，早已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记得一

天晚上，在大众为他助念回向以后，要诸弟子到床前，格外叮嘱说：‘汝

等念佛，随时都要摄心静念，识取自性。现在我来问问你们，刚才你们念

佛，可知道这一句佛号声音落在何处？速答！速答！’圆公老人病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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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使我们得益不浅，对于净土念佛法门，更加增长深信切愿，意志坚

定。 
  
（二）圆瑛大师的劝修念佛法门 
  
圆瑛大师为了弘扬净土法门，除了已出版许多净土经典讲义外，还著

有《劝修念佛法门》一书，现将本书内容介绍如下： 
  
（1）念佛法门发起因缘：念佛法门，又称净土法门，又名莲宗。又

曰净宗。乃是释迦如来至极悲心，观机施教，观察众生之机，唯此持名念

佛一法，最易得度。故无问自说，说出一卷《佛说阿弥陀经》。不假他人

发起，即告舍利弗：‘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

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自唱极乐依报，弥陀正报，二种名字。此

万世持名念佛从出之大源，乃金口所亲宣之妙法也。三根普被，六趣咸

超，其利益有不可思议者焉。 
  
（2）念佛就是修行：大凡人之修行与不修行，就在身、口、意三业

分别。若身行恶事，口说恶言，意起恶念，即是不修行。而念佛法门，能

令众生三业清净，即是修行之法。今试验之，有一众生，闻此念佛法门，

深信不疑，愿生净土，实行念佛。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字字从心生起，字

字从口念出，字字从耳听入，念得分分明明。一句如是，句句如是，口念

心念，心口如一。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心中唯有佛，佛外更无心。以此

念佛一念，而除一切妄念。妄念既止，则意业清净，此即是意业修行。口

念佛号，不说闲言，古人云：‘少说一句话，多念几声佛。’声声不离佛

号，则口业清净，此即是口业修行。众生身业，都为意业所驱使。意业不

起念，身业无所行。念佛之人，一心念佛，六根都摄，则身业清净。此即

是身业修行。如何说念佛不是修行之法？ 
  
如上所举念佛能令三业清净，可为修行之明证矣。 
  
（3）念佛最为稳当：唯有念佛法门，而有自他二力可恃。自力，即

自己一心念佛之心力。他力，即阿弥陀佛因地所发四十八愿之愿力，自力

之外，更加他力。但肯老实念佛，无不往生净土。只要抱定一句佛号，一

生持念到底，常为诸佛之所护念，常为佛光之所照烛。一生求生净土，自

不至错入歧路，亦不会中途成魔，以及隔生遗忘之危殆。 
  
（4）念佛殊胜方便：念佛殊胜方便，即是可普摄群机。若智若愚皆

有分，是僧是俗总堪修。人不分男女贵贱，处不论寺庙俗家，时不拘闲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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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但肯一心念佛，无论何人，皆得往生；疾超生死，永息轮回，其殊

胜为何如也。 
  
（5）念佛能消业障：一切众生，自从无始一念妄动，而有无明。从

迷积迷，以历尘劫。起心动念，多造恶业，能为障碍，即障蔽自己佛性。

业障不除，佛性不得现前。故我释迦如来唱此念佛法门，教人消除业障。

经云：‘念佛一声，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何以念一声佛号，能灭多

劫重罪？以发心念佛，即是大智慧现前。譬如一灯光明，能破千年暗室，

念佛灭罪，亦复如此。 
  
（6）念佛莫求福报：世间有人，发心念佛，不明念佛旨趣。或问之

曰：‘汝精进念佛，所求何事？’则答之曰：‘为修来世。’如是之人，

就是念头打错了。我佛所以立此念佛法门，乃是为著娑婆世界众生，备受

众苦，逼迫心身，无法解除。故教人念佛，求生西方，可以离娑婆之苦，

得极乐之乐。今念佛不愿往生西方，乃愿再生人世，享受人间福乐，实为

可惜。殊不知人间，万般都是苦、空、无常、何有真乐？纵得荣华富贵，

得受世间财、色、名、食、睡，五欲之乐，此等快乐，都非真乐。 
  
（7）念佛能断烦恼：烦恼之为害甚大，名目虽多不出两种：一为我

执烦恼，二为法执烦恼。一句弥陀如阿伽陀药，能医众病。世间之药，尚

有殊胜功用，以一药能医愈众病。何况万德佛名，念之岂不成益。余每当

逆境之来，心生烦恼，遂即经行念佛，四步一声佛号，循环往复，念之数

匝，渐觉心地清凉，热恼自息。又有时事多心扰，更深不能成寐，亦专称

佛号，历时少顷，即心神安定，便能睡著，无诸梦想。又当写经之时，一

笔一句佛号，精神不散，妄念不起，写久不觉辛苦。故每教弟子写经念

佛，依教而行者，颇不乏人。因此而念佛进步，能得真实受用，少起烦

恼。由是均信念佛是有莫大之功效。人人果能信此念佛一法，专心称念，

无有间断，念到心空境寂，烦恼自然无自而生。 
  
（8）念佛速了生死：念佛法门，虽可横超三界，速了生死，而于临

命终时，是一最大关头。果然平日信愿深切，净行成就，或得理一心不

乱，或得事一心不乱，自可预知时至，正念昭彰，一切境缘，不能为碍。

则其往生也，如入禅定，一弹指顷，托质宝莲，业卸尘劳，神栖安养，圆

证三不退也。 
  
（9）念佛具足三学：念佛一法，切切不可看轻。乃是最简单、最圆

妙之无上法门，可谓大陀罗尼门，能总一切法，能持无量义。世尊说法四

十九年，不出经律论三藏。三藏所诠，即是戒定慧三无漏学。经为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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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律为戒学藏，论为慧学藏。一句弥陀名号，一心称念，即可具足戒定

慧三学。念佛何以能具足戒定慧三学？楞严经云：‘所谓摄心为戒，由戒

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 
  
（10）念佛普摄群机：念佛法门，对上中下三种根机，无机不摄，有

情众生，具有知觉，但发真心，无一不能得度。只要一心称念六字洪名，

不必广学诸法。善导大师云：‘若要学解：从凡夫地、乃至佛地，一切诸

法，无不当学。若欲学行：当择具契机之一法，专精致力，方能速证实

益。否则，经劫至劫，尚难出离’。 
  
（11）念佛可度众生：夫念佛法门，以一心念佛，求生净土，离苦得

乐。一往观之，似属小乘，但为自利。实际论之，正是大乘，可以利他。

何以故？念佛往生，花开见佛，亲闻佛法，证无生忍，得身、口、意三轮

不思议业，普人尘刹，广度众生。而因中厌苦者，正欲拔众生之苦也，即

菩萨之大悲心。因中求乐者，正欲与众生之乐也，即菩萨之大慈心。何得

谓念佛是小乘，而非大乘耶？ 
  
（12）念佛得成佛道：念佛之人，而得诸佛慈悲之所护念，弥陀愿力

之所摄持，命终往生，经登不退，任运进修，直至成佛。《弥陀经》云：

‘众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观一生补处

之句，一经往生。即是最后身，岂不是一生即得成佛耶？此乃约事而言。

若约理说：‘念佛功深，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心佛圆融，自他无二。一

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证唯心净土，见自性弥陀，即成佛道。

其圆顿为何如耶？’ 
  
圆公大师经常教导弟子，修持念佛法门，要天天发愿回向：‘愿消累

劫诸业障，愿得福慧日增长，愿尽此身出娑婆，愿佛接引生安养’。他先

专禅宗，后弘净土。禅净双修数十年如一日。在他圆寂前夕曾吟诗一首总

结一生的修持。‘禅净双修数十年，了知净土即深禅，有人问我其中意，

云在青山月在天’。佛教自从汉明帝时代传到中国至现在，根据北传佛

教，是将近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而净土法门自东晋庐山初祖慧远大师以

来，都是弘扬净土法门劝大家念佛，最杰出、最闻名的大德高僧，只有九

祖，充其量也不过到了十三祖。实在是信仰净土法门大力宣扬净土宗的尊

宿大师等，真是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我们看看《净土圣贤录》和《往

生传》，而修持净宗，一心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比丘、比丘尼、优

婆塞、优婆夷四众弟子，数也数不清。不但十方诸佛出广长舌相赞扬弥陀

经念佛法门，就是文殊、普贤、观音、势至、诸大菩萨，也有种种开示，

或回向偈文赞扬净土。就像马鸣、龙树，天台智者大师，以及莲宗诸大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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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都是异口同声，弘扬净土法门。这真是万人信仰，万人念佛、万修万

人去的无上法门。所以中国各大丛林，以及中小寺庙庵堂的早晚课诵，都

把称念阿弥陀佛名号，作为每天必修的功课，乃至打念佛七，分为一天、

七天、四十九天三种。更有克期取证的、九十天般舟三昧，与常行念佛

等。这种方便仪规，都是劝人一心念佛求生净土的。真所谓‘是男是女总

堪修，若智若愚皆有分’。古人说：‘净土文言言可信，往生传灵迹非

虚’。省庵大师在《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说：‘此土修行，其进道也难，

彼土修行，其成佛也易。易故一生可致，难故累劫未成。’又言：‘说多

福，则莫若执持名号，言多善，则莫若广发大心，是以暂持圣号，胜于布

施百年，一发大心，超过修行历劫。盖念佛本期作佛，大心不发，则虽念

奚为，发心原为修行，净土不生，则虽发易退。是则下菩提种，耕以念佛

之犁，道果自然增长，乘大愿船，入于生死之海，西方决定往生’。大师

这几句法语，我们要切记在心，一定得大受用。 
  
现在我再来介绍一个历史故事。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候，他的弟子中

间，有一对弟兄名叫周利和槃特伽。意译叫做大路边和小路边。他们的母

亲，养大儿子时候，急急忙忙回娘家去，时间来不及，就养在大路边上。

到了养第二个儿子的时刻，又来不及到娘家，又养在小路边，这就是他弟

兄的名称。大路边、他个性非常聪明。小路边、他素性十分愚笨。弟兄二

个都跟佛出家。但是佛对新出家的弟子，要持戒修身，以戒为师。出家弟

子，要每天摩三次头。因为一摩头，就提醒起来，自己是一个光头的和

尚，就应该更好持戒修心。在摩头时刻，要念四句话，就是，‘守口摄意

身莫犯、莫恼一切诸有情、无益之苦当远离，如是行者得度世。’就是说

守口如瓶，不要妄言、绮语、恶口、两舌，这是口业清净。摄意，就是心

中不起贪嗔痴三毒之心，这是意业清净。身莫犯杀生、偷盗、淫欲，这是

身业清净。就是说比丘要三业清净。第二句就是说佛弟子修道人，不要恼

害一切有情众生。第三句就是对于外道所修的无益苦行，出家人应当远

离，不要盲修瞎练，徒劳无益。第四句就是说，我们出家修行之人，一定

要依照佛所教导这四句的道理去修行，去学道，那一定会度脱三界生死轮

回，可是槃特伽对于这四句话，念来念去都念不会。背来背去也背不出

来。背了头二句，再去背后二句，等到后二句背好了，又把头两句忘记

了，这样一来，真是得前遗后，得后遗前，读了好久，后来又请了五百罗

汉轮流去帮助他，也教不会，这怎么办呢？他的哥哥周利看到弟弟这样愚

笨，感到十分难为情，没有办法，只好要弟弟还俗去，可是槃特伽人虽然

很笨，道心很坚、苦志清修，坚决不肯还俗。就呵呵大哭起来，有的弟

子，就将这件事去禀告释迦牟尼佛。我们佛是大慈大悲的，因此就派人去

叫槃特伽来问：‘你为什么哭得这样伤心呀？’槃特伽说：‘因为我太笨

了，四句偈子，背来背去都背不出，周利一定要我还俗，所以哭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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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是随机设教，方便利生，随手指门后一把扫地的扫帚，对槃特伽说：汝

四句偈都背不出，但是这扫帚二字，你记得牢么，会忘记掉么。槃特伽

说：这扫帚二个字，我背得出。佛说：你听我的话，四句话你不念了，只

要你天天念扫帚、扫帚，槃特伽人虽愚笨，心是正直，听佛教导，天天念

扫帚扫帚。专心诚意念扫帚，发奋图强，照样念来念去，念了三年，把心

中所有见惑思惑的尘劳烦恼，扫得干干净净，证到不生不灭的偏空涅槃，

居然成了阿罗汉果。通过槃特伽一心净念扫帚，得证涅槃这事实，充分说

明了我们能够坚定信心，一心念佛，一定会往生西方，花开见佛。希望大

家清净身心，精进念佛，朝著这条光明大道，奋勇前进吧！ 
  
我们可以仔仔细细地看一看，净土宗和其他许多宗派的大德高僧、都

有很多牵连的关系。有很多法师，先修别宗，弘扬别宗，然后归心净土，

弘扬净土。撰述净土各种经典。像这种情况，历代以来，是不乏其人。 
  
唐代时期就有窥基法师著有《阿弥陀经通赞疏》三卷，《西方要决释

疑通规》一卷。善导、道镜二人合集的《念佛镜》二卷。到了五代末，杭

州永明寿禅师撰述有《万善同归集》三卷，《神栖安养赋》一篇。宋朝初

期，就有禅宗、天台宗、律宗等许多高僧，除弘扬本宗之外又兼弘净土。

就像云门宗的天衣法师、义怀法师和他的弟子慧林等等，著有《劝修净土

说》。曹洞宗的长芦法师撰有《净土集》。天台宗神照、本如两位法师，

仰慕庐山之风，他们也结了白莲社一心念佛。律宗的灵芝、元照法师，他

们原来专弘南山律宗，后来兼修净土，也著有《观无量寿佛经义疏》、

《阿弥陀经义疏》。结莲社念佛的风气，到了宋代更加兴盛起来。就从省

常大师组织的‘净行社’开始，相继而来的，就有知礼大师的‘念佛施戒

会’等二十多处。其中像灵照大师的‘净业社’，参加的四众多达二万人

左右。到了元代，大力弘扬净土的法师也很多，就像宋末元初，临济宗的

明本禅师，他把禅宗律宗经教和密宗融会在一起，修行净土礼净土忏法。

还有普度大师著有庐山《莲宗宝鉴》。到了元末明初，就有性澄大师撰述

《阿弥陀经句解》一卷，大佑法师著有《阿弥陀经略解》一卷。幽溪大师

著有《净土生无生论》一卷。到了明末，就有莲池大师、憨山大师、蕅益

大师和他们的弟子，有的提倡禅净一致，有的提倡性宗相宗融合一起，但

是最终都会归于净土法门。就像莲池大师那样的，他本来是修禅宗，后来

又在云栖一心念佛、专修净土。还著有《阿弥陀经疏钞》四卷。可是在这

部疏钞里面，就用贤首宗言语来解释净土法门的教义。憨山大师，他在年

轻时代，也是致力于禅教，到了后来，也专修净土，二六时中，一心念

佛，著有《憨山大师梦游集》。在这部书中，就有念佛切要的文章，开示

净土法门。蕅益大师原是专弘天台宗，可是他在自修方面又是一心念佛求

生净土，著有《阿弥陀经要解》一卷。特别是用天台宗的教义解释弥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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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土法门，更撰有十种弘扬净土的著作。到了清初，就有省庵大师，撰述

有《劝发菩提心文》发扬净土，劝人念佛，还吟咏《净土诗》一百零八

首，赞扬净土和《西方发愿文》一卷。到了清末时期，就有幽溪大师的后

裔玉峰大师等撰有《净土随学》二卷，《念佛四大要诀》等各一卷。众所

周知的佛学大家杨仁山居士，他一生精通大乘和小乘许多经论，可是他自

己是以净土为归宿，一心念佛，愿生西方。他自称是教宗贤首，行在弥

陀，数十年如一日，念佛无有间断。著有《观无量寿经略论》一卷。近代

净土宗泰斗印光大师，一生提倡‘老实念佛’、‘死心念佛’，求生西方

极乐世界，著有《印光大师文钞》四卷，专弘净土，就是我的师父圆瑛大

师，他老人家也是先修禅宗，后弘净土，著有《佛说阿弥陀经要解讲义》

等大量净土法门的经典讲义。除了上面所提出的许多净土宗大德法师之

外，从唐代以来，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特别是近代，在这一

千多年中间，还有更多难以数计的净土大德高僧，专心致力，弘扬净土，

自行化他，一心念佛，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在这漫长岁月里，更有四众弟

子，发菩提心，深信切愿力行的真是无量无边。 
  
总而言之，净土法门，在我们中国实实在在是收机最广，影响最大。

历代以来得到广大教徒的信受奉行，其主要原因，由于它是最方便、最简

单、最稳当、最疾捷、最圆最顿的无上法门，最后我恳切希望大家，对于

净土法门要深信无疑，一心念佛。正如圆瑛法师所教导的，‘求福求慧求

生净土，念佛念法念侣僧伽’，共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 
  
愿我临终无障碍  阿弥陀佛远相迎 
观音甘露洒吾头  势至金台安我足 
一刹那中离五浊  屈伸臂顷到莲池 
莲花开后见慈尊  亲听法音可了了 
闻已即悟无生忍  不违安养入娑婆 
善知方便度众生  巧把尘劳为佛事 
我愿如斯佛自知  毕竟当来得成就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