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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生天國與往生淨土〉1 

《淨土學論集》2 
（pp.109～114） 

釋圓悟（2024.04.17） 

 

 

壹、總述「解決生死」之二法 

生死大事是件不易解決的問題，如果我們只在生死死生之間，力求向上，謀取後世比前

生舒服，還不是徹底的解決。 

要解決生死，有種種方法，往生淨土就是一種。所以現在舉出求生天國與往生淨土來講。 

貳、辨釋「天國」之特色與求生法 

（壹）略釋「天」之涵義 

天國，在中國叫天堂，佛教名天界。天是光明的意思，天界就是光明的世界。3 

但依佛法說，天界雖然光明快樂，但不是徹底的光明快樂。 

 
1 本文錄自《妙雲集．淨土與禪》，pp.123-129（在菲律賓佛教居士林講）。 
2 印順法師，《淨土學論集》，新竹，印順文教基金會（編輯出版），2016 年 12 月修訂版 1 刷。 
3 參見： 

（1）〔陳〕真諦譯，《佛說立世阿毘曇論》卷 6〈20 云何品〉(大正 32，198a5-10)： 

云何天道說名提婆？言提婆者，善行之名，因善行故於此道生。復說提婆，名曰：光明，

恒有光故。又提婆者，名曰：聖道；又提婆者，名曰：意樂；又提婆者，名曰：上道。

又提婆者，應修、應長一切善業，以是義故，名曰提婆。 

（2）印順法師，《華雨集（二）》，〈上編 「佛法」〉，p.73： 

……念天（devatânusmṛti）：天（deva）在印度語中，是光明的意思。古人依空中光明而

意感到神的存在，所以稱神為天。天比人間好得多――身體、壽命、享受、世界，都比

人間好，所以求生天界（天堂、天國），是一般宗教大致相同的願望。念天法門，是念天

界的安樂莊嚴，是布施、持戒（修定）者的生處。在佛法中，這是對三寶有信心，有施

捨、持戒的德行，才能生天界；如具足信、戒、施、慧，那就能得預流果，生於天上。

念天的莊嚴安樂，善因善果，而得到內心的安寧、喜樂與滿足。天（神）是一般宗教所

共同的，佛否定神教中偏邪迷妄的信行，但隨順世俗，容認神――天（善因善報）的存

在，而作進一步的超越解脫。 

（3）印順法師，《淨土與禪》，〈東方淨土發微〉，pp.139-140： 

印度所說的天，原語為提婆，譯義為光明。無論白天晚上，所見的太陽、月亮、星星等

光明，都是從天空照耀下來的。仰首遠望，天就是光明體。一般人就從天空的光明，而

擬想為神。所以，印度的天，與神的意義相近。提婆（天）是光明喜樂，相對的地下―

―地獄，就是黑暗苦痛。 

（4）印順法師，《藥師經講記》，p.13： 

多神教中，崇拜太陽、月亮；基督教的上帝，雖說無形無像，而見上帝的也是赫赫的光

明；又如印度宗教有天的崇拜，天（梵語提婆）的意義，也就是光明。所以人類對於日

月光輝或明淨空界的景仰，只是渴求光明與明淨的內心表現。……藥師法門，即以青天

與日月的光明，表徵佛菩薩的功德，顯示人類最高的理想界。 

（5）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宗教意識之新適應〉，pp.48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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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辨釋：「天界」之特色與求生之法 

一、天上沒有人間諸憂苦 

中國、印度、西洋人，都有一種類似的觀念，就是感覺到人間太苦惱，有種種苦痛、

罪惡、困難，想生天上，因為天上沒有人世間種種的憂愁苦惱。 

佛法有這種生天法門，其他宗教同樣也有。 

二、略明天界之優勢 

生天，確乎也不錯，現在舉出幾件與人間對比，以見出天界好的地方。 

（一）事事具足，無自然界之災禍 

一、人間最苦痛的是衣食住行，不但窮人不容易解決，富人還是提心吊膽。天上呢？

有頂好的東西吃，頂美麗的衣服穿，頂堂皇的宮殿住，來往自由。 

我們這個世界，自然界種種不圓滿，有水災、地震、山崩、海嘯、颱風、久旱等，

天國就沒有這些（p.110）災禍，天上是一個頂富樂平安的地方。 

（二）無人事等痛苦 

二、我們這個世界，人與人之間苦痛的事情多得很，就是父子夫妻朋友也免不了。 

常常可以看到欺負、壓迫、剝削的事情發生，小的爭吵打架，大的釀成戰爭，在天

上就沒有這種種人事的苦痛。 

依佛法說，在最下的兩層天，雖也有戰爭，但沒有人間那麼厲害。 

（三）長壽、無病苦 

三、人的身體會有病痛，壽命不長，天上沒有什麼病，雖然沒有長生不老，但是壽

命卻比人間長得多。 

（參）辨釋：求生之法 

一、修生天之德 

有了以上種種好處，怪不得耶穌教徒以及很多的人，都想生天。好實在好，可是要生

天，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並非想去就立刻可以去的。 

古人說「生天要有生天業，未必求仙便得仙」；要有生天的功德才行。4 

 
4 參見： 

（1）〔姚秦〕曇摩耶舍共曇摩崛多等譯，《舍利弗阿毘曇論》卷 7(大正 28，583c13-14)： 

云何趣天業？若業善增，能令生天上，是名趣天業。 

（2）〔宋〕贊寧等撰，《宋高僧傳》卷 6(大正 50，743c26-27)： 

……末章云：生天本自生天業，未必求仙便得仙。…… 

（3）〔宋〕戒珠敘，《淨土往生傳》卷 3(大正 51，124a16-17)。 

（4）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p.99： 

生人生天的正業，佛說為「三福業」，就是布施，持戒，修定。所以唯有「勤修三福」業

「行」，才能得人天樂報。 

有些人，不明因果，不修正業，妄想生人生天。如祈求天帝，希望天帝能救度他，達到

生天的目的。佛曾呵斥他們：不修善業而祈禱生天，猶如將大石投在大池中，而在池岸

上禱告，希望大石能浮起來一樣。古德曾說：「生天自有生天業，未必求仙便得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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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之法 

（一）基本條件：布施、持戒 

以佛法說，起碼要兩個條件，就是布施與持戒。 

布施功德大，才會得享受天的福報。 

持戒精嚴，道德超過常人，就會生到比人更好的地方。 

（二）生天法門：端正法 

有福報，有過人的德行，生天是毫無疑問的。但要生到高一點的天，要有慈悲心。

耶穌教說博愛，佛說慈悲喜捨，使別人離苦得樂，就是這個道理。 

不過真要生得高的，還要修禪定，這比較不容易。普通耶穌教的禱告，專精的也有

相似的（p.111）定心。 

如能做到一心不亂，就可以到達這個境界，施、戒、慈、定，名為生天法門。5 

 
世間不知正因正果，不知正路修行，妄想求生人間天國的人，實在不少，真是可憐！ 

5 參見： 

（1）〔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592 經》卷 22(大正 02，158b2-11)： 

爾時，世尊將給孤獨長者往入房中，就座而坐，端身繫念。爾時，世尊為其說法，示、

教、照、喜已，世尊說：「諸法無常，宜布施福事、持戒福事、生天福事，欲味、欲患、

欲出，遠離之福。」 

給孤獨長者聞法、見法、得法、入法、解法，度諸疑惑，不由他信，不由他度，入正法、

律，心得無畏，即從座起，正衣服，為佛作禮，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已度。世尊！

已度。善逝！我從今日盡其壽命，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為優婆塞，證知我。」 

（2）〔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 9(大正 01，479c22-480a11)： 

爾時，世尊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

已。如諸佛法先說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毀呰欲為災患，生死

為穢，稱歎無欲為妙，道品白淨……謂如諸佛說正法要。世尊即為彼說苦、習、滅、道……

於是，郁伽長者已見法得法，覺白淨法，斷疑度惑，更無餘尊，不復從他，無有猶豫，

已住果證，於世尊法得無所畏，即從坐起，為佛作禮，白曰：「世尊！我今自歸於佛、法

及比丘眾，唯願世尊受我為優婆塞，從今日始，終身自歸，乃至命盡。世尊！我從今日，

從世尊自盡形壽，梵行為首，受持五戒。」 

（3）〔北涼〕曇無讖譯，《優婆塞戒經》卷 1(大正 24，1037b14-18)： 

善男子！若諸菩薩得解脫分法，終不造業求生欲界、色、無色界，常願生於益眾生處；

若自定知有生天業，即迴此業求生人中。業者，所謂施、戒、修定。 

（4）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11(大正 25，140c6-10)： 

布施之德，富貴歡樂；持戒之人，得生天上；禪智心淨，無所染著，得涅槃道。布施之

福，是涅槃道之資糧也；念施故歡喜，歡喜故一心，一心觀生滅無常，觀生滅無常故得

道。 

（5）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45〈15 大莊嚴品〉(大正 25，387c20-23)： 

復次，一切諸佛說法時，檀波羅蜜為初門。如經中說：「佛常初為眾生說布施、說持戒、

說生天，說五欲味，先說世間苦惱、道德利益，後為說四諦。」以是故，初說檀。 

（6）印順法師，《佛法概論》，〈在家眾的德行〉，p.203： 

佛法為了普及大眾，漸向解脫，所以有依人生正行而向解脫的人天行。佛弟子未能解脫

以前，常流轉於人間天上；而佛法以外的常人，如有合理的德行，也能生於人天，所以

佛法的世間正行，是大體同於世間德行的。釋尊為新來的聽眾說法，總是，「如諸佛法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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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辨釋：他教之法 

諸位覺得：佛法說升天，那麼困難，耶穌教卻相反，只要信主，就能得救，上生天國

了。其實，真正的基督教，要生天也並沒有那麼簡單。 

要真正信仰、悔改、禱告，得到重生，心裡起了一種離染得淨的變化；有了這種經驗，

自會奉行博愛的精神，而合乎施、戒的行為，這才能生天。 

什麼都不要，信就得救，只是廉價傾銷的宣傳而已。 

（肆）結義：生天非究竟 

佛法雖說天界好，但不勸人生天，因為天不徹底。耶穌教說：生天得永生，永遠是快

樂和平長壽。 

佛法說：天國雖然長壽，一萬十萬百萬千萬以至萬萬年，總有一天，福報完了，定力

盡了，還是要墮落，不過只是享長期的福罷了，並沒有解決生死的問題。6 

佛法是要求能夠真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參、辨釋「往生淨土」之法 

（壹）略釋佛教之淨土 

淨土，是清淨的世界， 

佛法中清淨的世界很多，東方藥師佛有淨琉璃世界，西方阿彌陀佛有極樂世界，十方

 
說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說生天法」（如《中含．教化病經》）。…… 

6 參見： 

（1）〔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 55〈3 晡利多品〉(大正 01，772b22-c23)： 

居士婦！我因此故說，人王者不如天樂。若人五十歲是四王天一晝一夜，如是三十晝夜

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如此五百歲是四王天壽。居士婦！必有是處，若族姓男、族姓

女持聖八支齋，身壞命終，生四天王中。 

居士婦！我因此故說，人王者不如天樂。若人百歲是三十三天一晝一夜，如是三十晝夜

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如此千歲是三十三天壽。…… 

若人千六百歲是他化樂天一晝一夜，如是三十晝夜為一月，十二月為一歲，如此萬六千

歲是他化樂天壽。居士婦！必有是處，若族姓男、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身壞命終，生他

化樂天中。 

（2）〔唐〕玄奘譯，《本事經》卷 7〈3 三法品〉(大正 17，698c13-699a7)： 

吾從世尊聞如是語：「苾芻當知！略有三事，天勝於人。云何為三？一者長壽；二者端嚴；

三者快樂。如是三事，天勝於人，百千萬倍不可稱計。所以者何？ 

如此人間五十年量，當彼天上四天王天一日一夜。如是日夜數至三十以為一月，積十二

月以為一年。以如是年，四天王天壽量五百，當於人間九百萬歲。……如此人間千六百

年，當彼天上他化自在天一日一夜……他化自在天壽量一萬有六千歲，當於人間九十二

億一千六百萬歲…… 

如是名為諸天長壽。諸天端嚴、諸天快樂，人間所有不可為喻。如是諸天三種勝事，一

切皆是無常無恒，不可保信，變壞之法，死力所吞，繫屬於死。…… 

（3）龍樹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 35〈2 報應品〉(大正 25，315b7-11)： 

復次，四天王壽五百歲；人間五十歲，為四天王處一日一夜；亦三十日為一月，十二月

為一歲；以此歲壽五百歲，為人間九百萬歲。菩薩能作是功德者，或近成佛，初生四天

王，足可得值。 



5 

諸佛亦各有清淨的世界，7 

因為平常都講阿彌陀佛，大家都懂，所以就專門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貳）辨釋：「淨土」與「天界」相近之處 

一、環境、人事、壽命等 

淨土與天國，都沒有山崩、地震種種天災，物質豐富之極，黃金為地，富麗堂皇。 

人事方面，非常和好，如兄如弟，如姊如妹，壽（p.112）命都長得很。 

二、求生之法 

淨土，不只環境相差不遠，連求生的方法，也與求生天國相近。 

 
7 參見： 

（1）印順法師，《淨土與禪》，〈淨土新論〉，p.2： 

先說淨土的意義。土，梵語 kṣetra，或略譯為剎。剎土，即世界或地方。淨土，即清淨的

地方。淨，是無染污、無垢穢的，有消極與積極二義。佛法說淨，每是對治雜染的，如

無垢、無漏、空，都重於否定。然沒有染污，即應有清淨的：如沒有煩惱而有智慧；沒

有瞋恚而有慈悲；沒有雜染過失而有清淨功德。這樣，淨的內容，是含有積極性的。所

以淨是一塵不染的無染污，也就是功德莊嚴。 

（2）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宗教意識之新適應〉，pp.491-501： 

十方現在的他方淨土，是大乘的重要部分。釋尊當時的印度，摩竭陀（Magadha）與跋耆

（Vṛji），摩竭陀與憍薩羅（Kośalā），都曾發生戰爭。釋迦族（Śākya）就在釋尊晚年，被

憍薩羅所滅。律中每說到當時的饑荒與疫病。這個世界，多苦多難，是並不理想的。面

對這個多苦多難的世界，而引發嚮往美好世界的理想，是應該的，也是一切人類所共有

的。佛法的根本意趣，是「心惱故眾生惱，心淨故眾生淨」：重視自己理智與道德的完成。

到了大乘法，進一步的說：「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在佛法普及聲中，佛弟子不只要求

眾生自身的清淨，更注意到環境的清淨。…… 

兜率天上彌勒淨土的信仰，是部派佛教時代就有了的。在大乘的他方淨土興起後，仍留

下上升兜率見彌勒的信仰……等到十方佛說興起，於是他方佛土，有北拘盧洲式的自然，

天國式的清淨莊嚴，兜率天宮式的，（佛）菩薩說法，成為一般大乘行者所仰望的淨土。 

（3）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淨土與念佛法門〉，pp.813-823： 

從淨土思想發展來說，面對我們這個世界的缺陷，而願將來佛土的莊嚴，是「下品般若」、

《阿閦佛國經》所同的。阿閦佛淨土，保有男女共住淨土，及人間勝過天上的古義。《阿

彌陀經》是比對種種淨土，而立願實現一沒有女人的，更完善的淨土。在這點上，應該

比《般若》、《阿閦》的淨土思想要遲一些。…… 

在初期大乘中，淨土說有二流，《般若經》為一流。「下品般若」是確信十方佛世界的；

十方清淨世界，是不退轉菩薩的所生處，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七…… 

淨土思想的另一流，就是阿彌陀淨土。阿彌陀淨土，不是比對穢土而願成淨土，是比對

淨土而要求一更理想的地方。不重在不退菩薩所往來，而是見阿彌陀佛光明的，聽見阿

彌陀佛名字的，都可以發願來生。不是菩薩往來中的一佛國，而是生在這裡的，阿羅漢

都在此涅槃，菩薩也在這裡一直修行下去。……稱揚淨土的經典，為什麼要人在穢土中

修行？這固然有激勵修行的意味，然主要是倡導十方佛淨土說的，是這個缺陷多多的世

界的人們。處身於不淨的世界，這世界並非只是可厭惡的，也有其優越的一面――穢土

修行，勝過阿彌陀佛及十方佛土中的修行。釋尊大悲普濟，願意在穢土成佛，發心遲而

成佛早；彌勒願莊嚴淨土，在淨土成佛，發心早而成佛遲。所以，淨土容易成就（不退

墮），成佛卻慢；穢土不容易成就，成佛反而快些。穢土修行，勝過在淨土中修行，在初

期大乘經中，是相當流行的，如《維摩詰所說經》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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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布施、持戒之上，不外信仰、發願、懺悔、感恩、稱名（稱「奉耶穌的名字」

或「南無阿彌陀佛」的名號）、一心不亂，才能夠達到目的。 

耶穌教說靠耶穌的力量來拯救，而佛教是靠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來接引。 

（參）辨釋：根本不同之處 

那麼，為什麼佛法提倡往生淨土而不贊成求生天國呢？ 

這實在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佛法是： 

一、平等而非階級 

一、平等而非階級――西方極樂世界，現有觀音、大勢至兩大菩薩，他們比我們是先

知先覺，將來繼承阿彌陀佛的佛位。 

我們生極樂世界後，得到佛與他們的開導，將來可以與他們一樣。佛說一切眾生皆有

佛性，只要到了西方，慢慢修學，都可以成佛。 

經上說：極樂世界，佛光明無量、壽命無量；往生的也光明無量、壽命無量，與佛平

等。8 

不像耶穌教天國的階級性，上帝是至高至上獨一無二，升入天堂的絕不可能成為上

帝，不能成為耶穌。 

階級是世界憂愁苦惱的根源，天國也不能例外，佛法是以平等為基礎，才能徹底。 

二、進修而非完成 

二、進修而非完成―― 

（一）基督宗教之說非究竟 

耶穌教說：生天國就得到永生，是完成了。 

 
8 參見： 

（1）〔後漢〕支婁迦讖譯，《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卷 1(大正 12，281b14-24)： 

十三、我作佛時，令我光明勝於日月、諸佛之明百億萬倍，炤無數天下窈冥之處皆常大

明，諸天、人民、蠕動之類見我光明，莫不慈心作善來生我國；不爾者，我不作佛。…… 

十五、我作佛時，人民有來生我國者，除我國中人民所願，餘人民壽命無有能計者；不

爾者，我不作佛。…… 

（2）〔吳〕支謙譯，《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卷 1(大正 12，302a28-302b8)： 

第二十一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壽命無央數劫。得是願乃作佛，

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第二十三願：使某作佛時，令我國中諸菩薩、阿羅漢，皆智慧勇猛，頂中皆有光明。得

是願乃作佛，不得是願終不作佛。…… 

（3）〔曹魏〕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卷 1(大正 12，268a13-21)： 

設我得佛，光明有能限量，下至不照百千億那由他諸佛國者，不取正覺。 

設我得佛，壽命有能限量，下至百千億那由他劫者，不取正覺。…… 

設我得佛，國中人天壽命無能限量――除其本願脩短自在――若不爾者，不取正覺。…… 

（4）〔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卷 17〈5 無量壽如來會〉(大正 11，93c9-17)： 

若我成佛，光明有限，下至不照億那由他百千及算數佛剎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壽量有限，乃至俱胝那由他百千及算數劫者，不取菩提。…… 

若我成佛，國中有情壽量有限齊者，不取菩提；唯除願力而受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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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並不究竟，智慧、功德，一切都沒有達到圓滿（至少是不能像耶穌那樣）。這樣

的永生，可說是（p.113）永久可惜、永遠缺陷的事。 

（二）生淨土而能進向圓滿 

生淨土就不同了，念佛求生淨土，並不是因為淨土衣食豐足、無憂無慮、要去享福

的，而是要跟阿彌陀佛、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好好地學習。 

所以生淨土時，雖不曾圓滿，而能進向於圓滿。 

（三）辨釋：生淨土之疑義 

1、約「環境」辨 

或者有人要問：要學習佛法，在這個世界學就好了，何必到西方去呢？ 

這雖然說得對，但這個世界壽命短，環境劣，業障重，天災人禍多，西方卻不然，

安樂長壽可以慢慢進修。 

2、約「品類」辨 

大家都曉得，極樂世界有上品上生、中品中生、下品下生等九類的分別，9有的到

那邊要修了好久，才得見到阿彌陀佛，有的卻一到就見佛悟無生了。 

這不是說那邊有階級的分別，而只是程度的不同，下品經過多少時間的修持，還是

會成為上品的，都是會進向於佛果的。 

所以生淨土不是天國式的以為就此完成，而是到那邊去，正好進修。 

三、上升而非退墮 

三、上升而非退墮―― 

（一）法說 

 
9 參見： 

（1）〔宋〕疆良耶舍譯，《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 1(大正 12，344c9-346a26)：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凡生西方有九品人。上品上生者，若有眾生願生彼國者，發三種心，

即便往生。何等為三？一者、至誠心。二者、深心。三者、迴向發願心。具三心者必生

彼國。復有三種眾生，當得往生。何等為三？一者、慈心不殺，具諸戒行。二者、讀誦

大乘方等經典。三者、修行六念，迴向發願生彼佛國。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

往生。……聞已即悟無生法忍。經須臾間歷事諸佛，遍十方界，於諸佛前次第受記。還

至本國，得無量百千陀羅尼門，是名上品上生者。……」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下品下生者，或有眾生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諸不善。如此愚

人以惡業故，應墮惡道，經歷多劫，受苦無窮。如此愚人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種種安

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應稱歸

命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聞已歡喜，應時

即發菩提之心；是名下品下生者。是名下輩生想，名第十六觀。」 

（2）印順法師，《華雨集》（二），〈中篇 「大乘佛法」〉，pp.283-284： 

……一、《觀無量壽佛經》，是依《無量壽佛經》所出的觀法，十六觀。從觀想西方落日

起，次第觀淨土莊嚴，無量壽（Amitāyus）佛、觀世音、大勢至（Mahāsthāmaprāpta）菩

薩的相好莊嚴……共十三觀。後三觀，明九品往生，是《無量壽佛經》「三輩往生」的分

別，配合「十六」這一成數而已。…… 

（3）印順法師，《淨土與禪》，〈淨土新論〉，pp.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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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說：生極樂世界皆不退轉，不像我們這個世界因為病痛煩惱惡因緣的阻撓，修

了些時間，就退落下來。 

（二）喻說 

好比一個學校辦得不好，學生不喜歡讀書，影響學業不及格，而至於退學。 

生淨土的，如進好的學校，有好的教師，管教嚴格，學風優良， 

引起學生讀書的興趣，就是懶惰的學生，一進去也被學校的風氣所影響而注意他們

的學業，向上求進步一樣。 

（三）小結 

學佛的每有一種觀念，都怕今生人間修（p.114）學，假使修而不了生死，後世也許

會墮落，將怎麼辦呢？往生淨土法門，就是為要適應這一般人的需求。 

只念阿彌陀佛，仗佛的慈悲願力，就能到淨土去再進修。時間雖有長短，生死決定

可了，不會退轉。 

天國呢，他們自以為永生，其實生天福報享盡，定力消盡，就要墮落，這是兩個世

界的最大差別。 

四、結義 

假使有異教徒對你說：主能救你，天國有什麼好處，西方同天堂差不多呀。你可簡單

地回答他：好是好，但是差一點。 

你有階級，我們是平等。 

你們慈悲智慧功德將永不圓滿，永久不徹底，我們一天一天地學，總可以成佛。 

你說永生是靠不住，不過是壽命長一點，福報享盡，還是要墮落的，我們是永不退轉。 

這些都是學佛的人應該知道的，信念才會堅定。否則，思想上似是而非的神佛不分，

極容易被神教所同化。（明道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