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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第一學期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 

「亞洲共同體：東亞學的構築與變容」系列講次(4) 

講題：從佛教的東亞變容看日本佛教 

—以《歎異抄》為例— 

 

凃玉盞(第四講 / 摘要) 

2023.10.05 

 

佛教弘傳到世界各地的過程中，與當地的政治、經濟、風俗、文化等相互交

流下，自然而然地孕育出種種既具源流精髓且有當地特色的佛教思想及文化。本

講次以《歎異抄》爲例來看佛教在日本的變容。 

佛教的淨土法門傳至日本後，深受日本佛教界重視。日本淨土宗的開宗祖師

法然(1133-1212)在他的立宗著作《選擇本願念佛集》高舉「往生之業、念佛為

先」，主張專修念佛。他的弟子親鸞(1173-1263)被尊爲日本淨土真宗始祖，主張

純他力的唯信念佛。 

《歎異抄》的名言「善人尚以往生，何況悪人乎」成為日本佛教「悪人正機」思

想的代表。 

 

1.《歎異抄》的流傳與現況 

《歎異抄》是日本淨土真宗始祖親鸞(1173-1263)的語録，撰述的是親鸞晩年的

高徒唯圓(1222-1288)。明治以降，《歎異抄》開始受到日本人的青睞。由於親澤

満之(1863-1903)等人的提倡，重啓大家對《歎異抄》的注意。這股閲讀《歎異

抄》的風潮至今並未減弱。 

 

2.現存《歎異抄》的架構 

《歎異抄》以條列方式書寫而成，全文共 18條。前半部屬親鸞法語(第１~10條)，

是唯圓在親鸞圓寂約 25、26 年之後，把「留於耳底」的親鸞教誨輯録成冊，後

半部屬作者唯圓的歎異(第 11~18條)，是唯圓針對當時親鸞門徒誤解親鸞所説的

慨嘆。 

 

3.《歎異抄》慨嘆之異 

1. 《歎異抄》第 11~18條所慨嘆的異議，説明了親鸞圓寂後不久的浄土真宗這

個念佛團體中，對親鸞所説之法義的認識已出現意見分岐之狀態。分岐點主

要在(1)機、(2)行的認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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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機方面，當時有人誤解親鸞所主張的「悪人正機」需要刻意造惡才能往生。

唯圓澄清：親鸞所説的悪人是指根器愚鈍的自己，根器愚鈍者是否能往生，唯有

仰頼彌陀本願，與造悪與否無関。(2)在行方面，有人嚇根器愚鈍者，若不不行

布施、懺悔等賢善之行則無法往生。唯圓駁斥：布施、懺悔等賢善行是自力善行，

不符合他力本願之意，所以非往生之行。 

 

4.《歎異抄》主張的念佛真意 

    《歎異抄》的第 1~10 條，記錄親鸞的主張。親鸞主張「煩悩具足的衆生，

修任何行都不可能脱離生死」(第 3條)。「相信念佛，可得彌陀救度」(第 2條)。

「彌陀起憐憫、立願本意為悪人成佛。仰頼他力之悪人正是往生之正因」(第 3

條)。「念佛心生起時，即已獲(彌陀)攝取不捨之利益」(第 1條)。可見《歎異抄》

主張的念佛，是佛力所賜的他力念佛。念佛既然是佛力所賜，那麼相信佛的「信

心」就變得重要。 

    唯圓因慨嘆當時的念佛團體對師父親鸞所説念佛真意不能真正理解而深感

憂心。關於親鸞的念佛真意，《歎異抄》第 10 條：「念佛以無義為義，不可稱、

不可説、不可思議故」這是親鸞論念佛、信心的基本原理。這個「以無義為義」

的主張，在親鸞的書信集中也是随處可見的。引文中有兩個「義」字，而「無義」

的「義」可以是佛教用語中的「計度分別」来解釋，也就是指我人的思維、思慮、

分別等之意，而後者的「義」則是道理之意。親鸞想表達的是若以行者的思維、

分別来念佛的話是自力，而他力念佛則是捨計度分別之心的念佛，是相信本願必

定往生的，所以無須人為的思慮、分別，所以是不可稱、不可説、不可思議。 

 

結語 

淨土法門的修行法： 

1. 淨土三經： 

「至心信樂、乃至十念」、「發菩提心、修諸功德」、「植眾德本、至心迴向」、

「十六觀」、「持佛名號」。 

2.中國淨土教： 

「稱名念佛」、「觀像念佛」、「觀想念佛」、「實相念佛」。 

3.日本淨土教： 

法然：專修念佛/稱名念佛。 

親鸞：唯信念佛/報恩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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