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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修及網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彌陀佛！《淨土集
．行策大師警語菁華》，我們講到第二十段。我們今天接著第二十
一：
　　【二十一、持名貴在一心不亂。無間無雜。非必以快念多念為
勝也。但不緩不急。密密持名。使心中佛號。歷歷分明。著衣吃飯
。行住坐臥。一句洪名。綿密不斷。如是持名。可謂事上能一心精
進矣。】
　　這一段主要給我們講持名念佛的一個原則。我們現在用的念佛
方法是四種念佛當中的持名念佛。我們念佛第一個是實相念佛，跟
禪宗參禪一樣；第二個是觀想念佛，是依據《觀無量壽佛經》第一
觀到第十二觀；第十三觀是觀像念佛，就是看佛像；第十六觀是講
持名念佛，我們用的是持名這個方法。《彌陀經》、《無量壽經》
都提倡持名。我們用的這個方法，『貴在一心不亂』。《彌陀經》
講「執持名號」，若一日到若七日，「一心不亂」，最重要是要念
到一心不亂。
　　『無間無雜』，「無間」就是沒有間斷，沒有夾雜。『非必以
快念多念為勝』，不是說念很快、念很多，這樣才好，不是這樣。
『但不緩不急，密密持名，使心中佛號，歷歷分明』。就是不要太
快，也不要太慢，綿綿密密的，一句接著一句，使我們心中這句佛
號，「歷歷分明」，每一個字、每一句從口中念得清楚，耳朵聽得
清楚，心裡記得清楚。這句佛號不但我們在念佛堂，我們在平常生
活當中『著衣吃飯，行住坐臥』，這句洪名都是『綿密不斷』。這



樣持名，『可謂事上能一心精進』。所以不一定要念很多、念很快
，如果念多、念快，念得不清楚，念得很模糊，這樣這個效果也不
好，不能達到一心不亂這樣的一個標準，不能達到一心。所以我們
念佛，這是一個原則。
　　因此我們也可以比照三重淨宗學會，就是三區念佛的。三區念
佛聽說沒什麼人要來，用念佛機。不過這個方式上，我覺得我可以
錄好幾種版本，大家可以來試看看，看哪一種比較好。三區念佛是
比較自在一點，三區念佛，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場地，我們現在這
個周圍你繞到佛像，這一圈就是繞佛，東單可以拜佛，西單可以靜
坐念佛。這個三區念佛，我們現在佛號都是用六字二音、四字五音
的，根據華藏圖書館念的，還有三時繫念，我們現在道場是提倡這
個。有的同修喜歡念四字四音的，可以去找念四字四音的道場；有
的人喜歡念四字六音的，現在道場很多，可以自己自由選擇。不管
念幾音的佛號，總是這個原則是一樣的，就是說「無間無雜，非必
以快念多念為勝」，不是說念得很多、念得很快這樣就是很好，最
重要要念得清楚，「不緩不急，密密持名」，這個是非常重要。
　　所以念佛，因為我們敲地鐘，都會換人，不是固定一個人敲的
。換人，有的敲得會比較快，有的敲得就比較慢，有的老手，有的
新手。用地鐘敲著念佛，我的用意是要讓他練習法器。但是練習法
器，我們也要告訴他這個標準。因為地鐘手能夠敲到很入神的也不
多。能夠敲到很好，這個真正能幫助大家念到一心不亂。但是這個
地鐘，我覺得我們可以錄下來，錄下來會比較穩定的速度。因為機
器比較固定，除非機器有故障會不穩定，如果沒有故障，還是比較
穩定。我們人的心情(情緒)會不穩定，這是我在華藏圖書館帶領大
家打佛七，打了無數個佛七，我們那些師弟，我都要讓他練習敲法
器。開始他不會敲，聽了我會生煩惱，到最後我就調整心態，修忍



辱，因為你不讓他敲，敲得很不好，好像你沒有讓他實習，他永遠
練不出來。所以我們要忍耐，要培養一個地鐘的人手要修忍耐，忍
辱；敲木魚也是一樣，我要忍受他像劈柴一樣的。像劈柴，聽了不
是一心不亂，聽了會起煩惱。後來我就調整心態，修忍辱波羅蜜，
這也是六度之一。我們調整一下心態，境界就會不一樣了。但是學
的人他也要能接受這個原則，他如果不能接受這個原則，他也不會
進步。你跟他說他就不信你的，他也不接受，他就不會進步。
　　我們現在念佛就是要念得字句清楚，我剛才聽大家念，不是很
清楚。現在我來試看看，我念大家跟我念好不好？先念六字的，先
不用打地鐘，清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我們每一個字
、每一句就是要念清楚。念四個字也是一樣，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
佛，阿彌陀佛，每一個字、每一句都要念得清楚，不要念得有一點
含糊，這個就效果會比較差。所以我們持名念佛，就是每一個字、
每一句，口中念得清楚，耳朵聽得清楚，心裡記得清楚，這樣一句
一句一直念下去，這樣就對了。妄想起來不要去理會那個妄想，我
們要理會這句佛號，所謂「生處轉熟，熟處轉生」。你功夫用久了
，自然佛力加持，功純自有佛加持，你功夫用到純熟了，自然你就
感受到佛力加持。感受到佛力加持你就有法喜，你這個感覺就不一
樣，你心裡就會很踏實，往生淨土你就很有信心。這個效果不能不
講求，不講求大家就比較浪費時間，我們做什麼事情也要知道它的
效果。好，我們繼續來念佛，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