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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觀念：生命歷程、生死輪迴、生死困苦-1

•⽣死輪迴的⾯對與解決之道：良好的⽣命出路、⽌息⽣死輪
迴。
•良好的⽣命出路：再⽣為⼈、再⽣為天神（或天⼦、天⼥、
天⺩、天界眾⽣）、再⽣為諸佛如來世界的修⾏眾⽣。
•世界（loka-dhātu）、諸佛如來住持的世界、國⼟（或剎⼟

kṣetra）、清淨（śuddhi; vi-śuddhi; pari-śuddhi）、不清淨（a-
śuddhi; a-śuci; a-śucitva）、污穢（kaṣāya; pūti; mala; malina）、
淨居天（śuddhâvāsa; pure abodes）、清淨世界（śuddha-loka-
dhātu）、淨⼟（śuddha-kṣetra）、佛⼟（buddha-kṣetra）。



背景觀念：生命歷程、生死輪迴、生死困苦-2

•要有良好的⽣命出路，主要依靠：德⾏、良好地協助（或奉獻）
世界與眾⽣、在⾼超修⾏道路的修⾏。
•修⾏之核⼼功課：戒、定、慧。



•專⼼⼀意在修⾏道路進展，可變換成良好的⽣命出路，甚⾄⽌息
⽣死輪迴。
•聲聞乘的四向四果，與六道、⼈間、天界、⽌息⽣死輪迴（或涅
槃）之間的關係。



核心學養：戒、定、慧一貫地用功

•就良好的⽣命出路，可特地加強的功課：無常觀⽽死隨念、依靠
⾃⼰且依靠法（⾃依、⾃洲、法依、法洲）、天隨念、三皈依中
的皈依佛、佛隨念、專攻「往⽣佛⼟」所必備的條件。



•世界的構成：隨業受報的流轉變化。
•佛⼟的構成：菩薩⽣⽣世世在菩提道的貫徹修⾏，對於成佛時所
要實現的佛⼟以發願的⽅式去設計與打造，對於成佛時所要接受
的眾⽣以發願的⽅式去設想以及給出讓眾⽣來到佛⼟的⼯具與線
索，關鍵時刻如何接引眾⽣，眾⽣在佛⼟的⽣活⽅式，眾⽣在佛
⼟的教化⽅式，眾⽣在佛⼟的出路、成就與貢獻。



般若經典之往生佛土、漫遊諸佛國土、嚴淨佛土-1

• 〈以般若經典為依據探討往生佛土：以自力與佛力的不二中道義理為視角〉

•般若經典不僅以般若波羅蜜多的修學為主軸，專務於開通菩
提道，⽽且蘊涵著有關往⽣佛⼟相當豐富、意味深遠的教學
說明與範例。經⽂所敘述的三百個⽐丘（或⽐丘尼）、六萬
個天⼦、⼀萬個眾⽣、殑伽天⼥、甚⾄多數的不退轉菩薩摩
訶薩，雖然⼤家過去的⽣命事蹟、⺫前的⽣命形態、以及修
⾏道業的⽔平，都呈現或多或少的差異與差距，但是⼀些共
通的交集，包括⽣⽣世世在修⾏道路的持續努⼒、常隨佛學、
攝受正法，使得⼤家都以往⽣佛⼟為⾯臨⽣命相續在規劃上
的⼀個重⼤選項。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之往生佛土-1

藥師灌頂真言（bhaiṣajya-guru-dhāraṇī）

•namo bhagavate bhaiṣajya-guru-vaiḍūrya-
prabha-rājāya tathāgatāya arhate samyak-
saṃbuddhāya. tad-yathā: oṃ bhaiṣajye
bhaiṣajye bhaiṣajya-samudgate. svāhā.
•向可尊敬的藥師琉璃光⺩如來．應供．正等覺皈命！即說咒⽈：

oṃ! 藥！藥！藥⽣起！謹願吉祥！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之往生佛土-2

• * P. L. Vaidya (ed.), “Chapter 13: Bhaiṣajya-guru-vaiḍūrya-prabha-rāja-
sūtram,” Mahāyāna-sūtra-saṁgraha, Part 1, Darbhanga: The Mithila 
Institute 1961, pp. 165-173.
• *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唐．玄奘譯，T. 450, vol. 14, p. 

404c-408b. 
•有關漢譯，請參閱：《佛說灌頂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東晉．
帛尸梨蜜多羅（Śrīmitra）譯，T. 1331, vol. 21, pp. 532b-536b; 《佛
說藥師如來本願經》，隋．達摩笈多（Dharmagupta）譯，T. 449, 
vol. 14, pp. 401b-404c;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唐．義
淨譯，T. 451, vol. 14, pp. 409a-418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