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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簡單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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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

1 、法 dharma 

• Dharma (達磨)：軌則

• 軌則：軌生他解任持自性

• 廣義：宇宙世間的共通法則

• 狹義：萬事萬物的不同事理

• 佛法：覺者對宇宙世間的共通法則的覺悟

• 佛教：覺者對宇宙世間的共通法則的宣導



2、緣起 (pratityasamutpāda)

• 依眾因而生起

• 指萬物生起的因果法則

3、緣生法 (Pratityasamutpanna dharma)

• 指依因果法則所現起的現象。

• 特指生命的延續現象，即或、業、苦的
流轉現像。

• 四諦和十二緣起



三、緣起與生命的奧秘: 四聖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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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聖諦的重要性和次第性

• 苦聖諦

–苦：世間真實特性的觀察和闡述

–苦的表現：蘊、處、界

• 集：業+惑

–業：苦的直接因

–惑：煩惱，苦的主因：能發業與潤業

• 滅聖諦：

–滅除(因上說)：滅除煩惱

–寂滅 (果上說)：涅槃：一切煩惱滅除的境界



四、修道道聖諦：三學八正道

• 出離生死的不二法門：三學 = 八正道=一乘道

• 三學(三增上學)：戒、定、慧

–增上：以之為基礎而向上；以解脫、涅槃為目標。

• 八正道： 八聖道分，八聖道支
修學的次第說：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
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五、大乘心要(菩薩道)
1、正常道(難行道)

• 三心

–菩提心：目標—無上菩提

–大悲心：動力—度一切眾生

–無所得心：方法—一切法空如幻

• 十善

–菩薩基本的戒行

–三聚淨戒

• 六度萬行



2、方便道(易行道)

• 總說：依宗教行為培養信念而入佛法

• 別說(種種宗教行為)：

(1)念佛：易行道念十方佛或一佛

(2)其他：除稱佛菩薩名而外，應憶念，禮拜，
以偈稱讚。

(3)各種宗教行為：復應於諸佛所，懺悔，勸
請，隨喜，迴向』等等。普賢十大願：禮
敬、稱歎、供養、勸請、住世、懺悔、隨
喜、隨學、恒順眾生、迴向。



(4)易行道為心性怯弱的初學說，重在攝護
信心

(5)易行道的攝護信心

1、求生他方：以信願，修念佛等行而往
生淨土。到了淨土，漸次修學，決定
不退轉於無上菩提，再迴入沙婆。

2、由易轉難：或者是以易行道為方便，
堅定信心，轉入難行道

❖總之菩薩的易行方便道，終將引入菩薩的
難行正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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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人間淨土與他方淨土

今生幫忙建設人間淨土做為

來生求生他方淨土的資糧



綱要

一、佛教中淨土的意義

二、菩薩道通說

三、為何求生他方淨土

四、建設人間淨土



一、佛教中淨土的意義

(一) 淨土的意義

1、淨：清淨。有兩方面

(1)正報：眾生清淨--心淨則眾生淨

(2)依報：器世界(國土)清淨--現緣和業緣

2、淨土

(1) 正報清淨：眾生離貪瞋癡(個人&他人)

(2) 依報清淨：依報隨正報轉

(3) 淨土：清淨莊嚴的國土(正報：個人、
眾生，依報都清淨。



(二)人間淨土

1、人間：人類為主的此方世界(含正報依報)

2、人間淨土：心淨則眾生淨；眾淨則國土淨

3、現前的人間淨土正在建設中

(三) 他方淨土

1、非我們現前人間的其他世界

2、由佛的願力及其他眾的的依正報所成的清
淨國土

3、現在已經是清淨



二、菩薩道通說

一、學佛三要
• 菩提心

• 大悲心

• 無所得心

二、二道五菩提
• 發心菩提

• 伏心菩提

• 明心菩提：真發心

• 出到菩提

• 究竟菩提



三、為何求生他方淨土

• 菩薩道歷久難行，發菩提心難

• 十信位(信心、念心、精進心、慧心、定心、
不退心、回向心、護心、戒心以及願心)需一
萬劫。

• 初學發菩提心、學修菩薩行的，是在修學信心
的階段。稱為十善菩薩，也即是十信菩薩。

• 凡夫的初學菩薩法，還沒有堅固不退時，都屬
於此。

• 有些眾生怕退失信心故求生他方淨土



四、建設人間淨土．求生他方淨土

一、發菩提心

• 他方淨土為大乘佛法，必三心圓俱

二、建設人間淨土

• 心淨：離我執、貪瞋癡

• 心淨則眾生淨：幫忙傳弘佛法讓其他眾生清淨

• 眾生淨則國土淨：依報隨正報轉

三、發願迴逈他方淨土

• 念佛名號為發願

• 建設人間淨土為資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