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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淨眾生淨，心淨國土淨 
 

《華雨香雲》(p.397)：「心淨眾生淨，心淨國土淨，佛門無量義，一以淨為本。」 

 

壹、總說 

《雜阿含經》：心淨眾生淨。1 

《維摩詰經》：心淨國土淨。2 

以「心淨」為共同點： 

1、為自身───────────聲聞 

2、為自身及剎土（含攝眾生）──菩薩 

      ↓         ↓ 

     智慧       福德 

 （身心清淨）  （世界清淨） 

   意為先導      自他和樂 

 

心淨 → 行為淨 → 報體淨 → 世界淨（+眾生淨） 

道德的深化 道德的廣化 

 

貳、別釋 

一、心淨 

（一）簡述 

心淨 = 淨化內心 = 內心有煩惱需要淨化（有初、中、後的漸進過程） 

第一步：止惡行善（培養道德的善心） 

第二步：三學、八正道…（培養出世的道德） 

 

（二）詳釋 

第一步之道德善心，開始「身心清淨」的轉化，可從道德八法來培養。 

1、道德的根源 （1）無貪：我愛（貪分） 

（2）無瞋：我慢（瞋分）    無明 

（3）無癡：我見（癡分） 

2、道德的意向 （4）慚：崇重賢善（依自、法二力） 

（5）愧：輕拒暴惡（依世間力） 

3、道德的努力 （6）精進：勤勇的策進，破除前進的阻礙 

（7）不放逸：惰性的克服，擺脫後面的羈絆 

4、道德的純潔 （8）信：心淨為性（不存主觀與私見） 

                                                       
1 《雜阿含經》卷 10(267經) (大正 2，69c3-70a10) 
2 《維摩詰所說經》卷 1〈1 佛國品〉(大正 14，538a21-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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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三學、八正道…之出世道德3 

正見 正志 正語 正業 正命 正精進 正念 正定 

知 行 

（知見） 志向 工作 

（知見 + 志向） 自他和樂 身心清淨 

 

 

二、世界淨 

（一）簡述 

《學佛三要》(p.17)：「世界是由我們推動的，要想轉穢土成淨土，全在乎我們能不能從

自他和樂做起而決定。」 

 

《般若經講記》(p.41)：「要救眾生，不能不犧牲自己去利他──布施：這必須具足物質

救濟，以達到眾生生活等的滿足；必須以戒、忍的精神，達到人與人間和樂安寧；又必

須以進、定、慧的教化，革新眾生的思想意志，而使之歸於中道。從前，僧團中的「利

和同均」「戒和共遵」「見和無諍」，也即是六度精神的實施！」 

 

施、戒、忍 = 利和、戒和（自他和樂） 

進、定、慧 = 見和（思想革新） 

 

（二）詳釋 

六和敬：民主、自由、平等 

1、和合的本質 （1）利和：經濟不偏私 

（2）戒和：道德基礎 

（3）見和：思想觀念（辦教育…） 

2、和合的表現 （4）身（5）語（6）意：皆跟慈心相應 

 

《佛法概論》(p.22-23)：「從佛教的僧團看，經濟與思想並重，釋尊的不偏於物質，也不

偏於精神，確是到處流露的一貫家風。僧團確立在見和、戒和、利和的原則上，才會有

平等、和諧、民主、自由的團結，才能吻合釋尊的本意，負擔起住持佛法的責任。有了

上面所說的三和──和合的本質，那表現在僧團中的，就必有後三者。彼此間，在精神

上是志同道合的；行動上是有紀律而合作的；語言文字上是誠實、正確，充滿和諧友誼

的。這樣的僧團，才是釋尊理想中的僧團。」 

 

                                                       
3《佛法概論》(p.225)：「佛法以八正道為德行的總綱，這不是孤立的、片面的，是完整的、關

聯的，是相續發展，相依共存的，是知與行、志向與工作、自他和樂與身心清淨的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