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Powered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淨土宗第二代祖師《善導大師》傳記 pdf 電子書 wiki 

 

善導大師（西元 613 -- 681 年）是中國淨土宗第二代祖師，據說是阿彌陀佛

化身，唐高宗皇帝因為善導大師念佛口出光明，故而御賜匾額「光明寺」，後

人也稱善導大師為「光明和尚」。 

 

善導大師出生於隋煬帝大業 9年，安徽泗洲人。10 歲時，在密州{明勝法師}

門下出家。一開始學習《三論宗》(此宗派主要依據{鳩摩羅什}翻譯的《中觀

論》、《百論》、《十二門論》為研習內容)，繼而讀誦《法華經》、《維摩詰經》

等經典。 

 

受具足戒前，善導大師覺得佛教法門眾多，如果不契合自己的根機，就可能枉

費許多修行功夫。等到依止{妙開律師}受具足戒後，善導大師一日進入藏經

處，在《大藏經》前默默祝禱之後，信手從經櫃中取出一本經書，仔細一看是

《佛說觀無量壽佛經》。善導大師就發願：「定當托質於蓮台，棲神於淨土。」

於是專心於此經並感歎道：「其他修行功業，道路迂迴偏僻，難以成就，唯有

這一觀門能速超生死，我得到了最適合自已的法門了。」自此大師常修十六觀

門，思惟西方勝境。 

 

善導大師追慕{慧遠大師}萬古流芳的蹤跡，專程前往廬山{東林寺}瞻禮，身心

豁然，便隱居於終南山{悟真寺}。不幾年，觀想深妙，在定中盡見西方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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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閣、瑤池、金座等，活生生像在眼前一樣。善導大師不覺淚流滿面，舉身投

地，至誠禮敬。得到這種殊勝的定力之後，善導大師便遊歷名山大川，參訪大

德，隨方度化。 

 

大唐貞觀年間，善導大師聽說{道綽禪師}在晉陽開講淨土法門，設立{九品道

場}。因而不遠千里，前往請問修學要旨。道綽禪師授與善導大師《無量壽經》。

善導大師執持經典，受持讀誦，定中所見淨土勝境，明明白白地又在目前，因

而隨即入定，七天七夜不起於座。 

 

當時{道綽禪師}年已 80 歲，而善導大師僅 29 歲。道綽禪師見善導大師入定，

已得念佛三昧，道綽禪師於是問道：「道綽念佛，能不能往生？」善導大師說：

「師父可採一莖蓮華，供於佛前，行道七日。若蓮華不凋萎，就證明能往生。」

道綽禪師依照善導大師所說，果然七日蓮華不萎黃。 

 

道綽禪師深深讚歎善導大師，神遊淨土的三昧定力，因而又請善導大師再次入

定觀察，是否現在就能往生。善導大師入定後不到一小時，就出定說：「師父

應當懺悔三項罪業，即得往生。第一、師父曾把佛像放在屋簷下的窗台上，自

己卻住於深屋，此罪必須在十方佛前懺悔。第二、師父曾經役使鞭打出家人，

此罪應當於四方僧前懺悔。第三、師父曾經在建造房屋時損傷蟲蟻，此罪應當

於一切眾生前懺悔。」道綽禪師靜靜地回想往事，確實所說不虛，因而如法洗

心懺悔。懺悔結束後，善導大師告訴道綽禪師說：「師父罪業已滅，日後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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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光直照燈燭，就是師父往生之相。」後來於四月初八{釋迦牟尼佛}聖誕日，

道綽禪師在定中看見{曇鸞大師}乘七寶船，住於空中說：「你的淨土蓮華已成

就，只是娑婆壽命還沒盡。」接著又有化佛菩薩，飄然于空中，眾人都看見了。 

 

道綽禪師圓寂於貞觀 19 年 4月 24 日，世壽 84 歲。後人有評價道綽禪師說：「像

西河禪師這樣多年念佛的人，還有殘罪必須懺悔，可知僅靠自己修行的力量滅

罪是多麼難。修行不仗佛力，罪業如何能滅。念一句阿彌陀佛名號，就能滅除

80 億劫生死重罪，這一淨土法門，教義是多麼偉大啊！」 

 

善導大師一生精進勤苦專修淨土。每入佛堂，就合掌禮拜，一心念佛，非到精

疲力竭不停止。雖是寒冬臘月，照樣汗流浹背。從佛堂出來，就為眾人演說淨

土法門。30 餘年不設別房臥室，從不上床睡臥。除洗浴之外，沒有脫過衣服。

依觀經等(方等經)明般舟三昧行道、禮佛為已任。護持戒品，絲毫不犯，30

餘年未曾抬眼望女人。於名利從不起心動念，遠離一切嬉戲玩笑。所到之處，

淨身供養。飲食衣服，居士四時供養，都不自己享用，全部回向佈施。好吃的

東西送往齋堂供養眾僧，粗惡飲食留下自用。用所接受的佈施，刻寫《阿彌陀

佛》10 萬卷，繪畫淨土境相 300 餘面牆壁。毀壞了的寺院、塔廟，隨力營造

維修，燃燈續明常年不斷。三衣、瓶缽，從不勞動別人洗涮，自始至終，不改

初衷。常樂於乞食，每每自責：「釋迦如來，還挨家挨戶去乞食，我善導是什

麼人，敢端坐寺院讓別人供養。」每次乞食總是獨自一人上路，從不搭伴，怕

的是途中談論世事，妨礙修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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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著有一首著名的《勸化徑路修行頌》： 

「漸漸雞皮鶴髮，看看行步龍鍾； 

  假饒金玉滿堂，難免衰殘老病； 

  任汝千般快樂，無常終是到來！ 

  唯有徑路修行，但念阿彌陀佛。」 

 

有人問善導大師：「為什麼不勸人觀想念佛，而只是勸人持名念佛呢？」善導

大師回答說：「眾生障重，境細心粗，識颺神飛，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憫，

直勸專稱名字，正由稱名易故，相續即生，若能念念相續，畢命為期，十即十

生，百即百生。何以故？無外雜緣，得正念故，與佛本願相應故，不違教故，

順佛語故。 

 

若捨專念，修雜念者，百中希得一二。何以故？雜緣亂動，失正念故，與佛本

願不相應故，與教相違故，不順佛語故，繫念不相續故，心不續念報佛恩故，

雖作行業，常與名利相應故，近雜緣，自障障他往生正行故。 

 

此見諸方道俗，解行不同，專雜有異，但使專意作者，十即十生，修雜不至心

者，千中無一。願一切人等，善自思惟，行住坐臥，必須勵心克己，晝夜莫廢，

畢命為期，前念命終，後念即生，長時永劫，常受無為法樂，乃至成佛，豈不

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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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導大師曾手著《臨終正念文》如下： 

「知歸子致問于淨業和尚曰：世之大者，莫越生死，一息不來，乃屬後世，一

念若錯，便墮輪回。弟子累蒙開誨，念佛往生之法，其理雖明，又恐病來死至

之時，心識散亂，仍慮家人惑動正念，忘失淨因，伏望重示歸逕之方，俾脫沉

淪之苦。師曰：善哉，問也！凡人臨命終時，欲得往生淨土者，須先準備，不

得怕死貪生，常自思念，我現在之身，多有眾苦，不淨惡業，種種交纏，若得

舍此穢身，超生淨土，受無量快樂，見佛聞法，離苦解脫，乃是稱意之事，如

脫臭弊之衣，得換珍禦之服，放下身心，莫生戀著，才有病患，莫論輕重，便

念無常，一心待盡，須囑家人，看病人，問候人，凡來我前，但為我念佛，不

得說眼前閒雜之話，家緣長短之事，亦不須軟語安慰，祝願安樂，此皆虛華無

益。若病重將終，家人親屬，不得來前，垂淚哭泣，及悲歎之聲，徒然惑亂心

神，反使失其正念，但教記取阿彌陀佛，一時高聲為我念佛，守令氣盡。若有

明解淨土之人，頻來策勵，至為大幸，用此法者，決定往生無疑也。此是端的

要急之旨，當信而行之。 

 

或問生平不曾念佛者，還用得否？答曰：此法僧人、俗人、未念佛人，用之皆

得往生，決無疑也。余多見世人，于平常時念佛、禮拜，發願往生西方，及到

病患臨終，但只怕死，都說不著往生解脫之事，直待氣消命盡，識投冥界，方

始十念，恰如賊去關門，濟何事耶？死門事大，須是自家著力始得，若一念蹉

跎，曆劫受苦，誰人相代？思之！思之！奉勸世人，當以此文，帖安堂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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飯之處，及來往要路之間，觸目驚心，免令臨危忘失，若能於無事前，常以此

法精進受持，是為臨終大事。」 

 

經過善導大師度化的比丘、比丘尼，出家及在家人，臨終現出往生瑞相，以及

未到臨終即得念佛三昧的人，真是不可稱計。持誦《阿彌陀經》的人，有達到

10 萬遍、30 萬遍的。每日持佛名號的人，有 1萬至 10 萬聲的。 

 

有人問善導大師：「念佛這一善緣，能生淨土嗎？」善導大師回答：「就如你所

持念，必定遂心所願。」回答之後，善導大師自己念佛，念一聲阿彌陀佛，就

有一道光明，從善導大師口中發出，念十聲以至百千聲，則有十道以至百千道

光明。 

 

善導大師所住的寺院，正在繪畫淨土境相。一天，大師忽然催促匠人快點完工。

有人問是什麼緣故？大師說：「我要往生了，只能再住人間三兩天了。」果然

大師患上了輕微的疾病，回到自己的房間，關上房門，怡然長逝。這年大師

69 歲。逝後身體柔軟，面色如常。眾人聞到異香、聽到音樂，久久方才消失。

這一天，正是唐高宗永隆 2年 3月 14 日。高宗皇帝因為大師念佛口出光明，

故而御賜匾額「光明寺」，所以後人也稱大師為{光明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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