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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慧远是东晋时期的著名高僧，在中国佛教史上建树很多，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具

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深受后人所尊崇。尤其是他创建莲社聚众念佛，倡导往生弥陀国土之

举，在中国佛教史上普遍认为是首创的人物，被后来净土宗人推为初祖。慧远的佛学思想很

丰富，本文就他的念佛法门进行探讨。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论述，第一是从对慧远的生平

论述中，阐述他弃儒从佛的因缘，和他一生的主要活动；第二阐述慧远产生西方弥陀国土信

仰的原因，和念佛三昧的基本内涵；第三阐述他念佛法门所依据的典籍，和他对以梦譬喻定

中见佛的疑惑；第四阐述他念佛法门的主要特点；第五阐述他的念佛法门对后世净土宗的影

响。 

关键词：观想念佛 念佛三昧 定中见佛 弥陀国土 般舟三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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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慧远的生平 

据慧皎的《高僧传·释慧远传》、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慧远传》、《世说新语·文学

篇》注引张野《远法师铭》、陈舜俞《庐山记》卷三、志磬《佛祖统记》卷二十六《十八贤

传·慧远传》等所载，是生于东晋成帝咸和九年（334），卒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

6），享年八十三岁。谢灵运的《庐山慧远法师诔》说是“春秋八十有四，生于义熙十三年秋

八月六日薨”[1]。他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原平县崞阳镇东）人，据张野《远法师铭》

说，慧远的家庭“世为冠族”[2]，由此可知是世代相传的士族，家庭比较优裕。在他降生于

世之前，统一的西晋王朝已经消失，进入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北方陷于严重频繁

的战乱之中。由于北方割据政权的争斗频繁，王国不断兴替。慧远出生之前，以襄国（河北

邢台附近）为都的羯人石勒政权，经过多年的经略，于319年摧陷了匈奴刘曜迁都于长安的前

赵政权，取而代之，成为后赵政权。慧远出生前后的一两年中，又逢后赵发生内部叛乱，石

勒死后，其侄石虎弑其子而自立，并迁都于邺。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北方仍是战乱不断，

雁门因处于南北交通要塞的地理位置，经受了更多的腥风。慧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和

长大的。慧远从小是一位好学聪颖的子弟，《高僧传》说他是“弱而好书，珪璋秀发”[3]。

由于当时政局动荡不定，士族纷纷南下。慧远十三岁时，随其舅父令狐氏游学许昌、洛阳一

带，“博综六经，尤善老庄，性度宏伟，风鉴朗拔，虽宿儒英达，莫不服其深致”。[4]此时

的慧远，已经兼通儒家及老庄等世间的学说，并具有宏伟的志向和高尚的风采，致使那些宿

儒英达之士，对他无不钦服。二十一岁的时候，本来准备过江随从当时著名的隐士范宣子隐

居，但由于石虎之死，而使中原陷于战争和内乱状态，交通被阻，所以慧远的南方之行未能

实现。在《高僧传》是这样叙述当时的状况的： 

年二十一欲渡江东，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乱，南路阻塞，志

不获从。[5] 

当时著名的佛教高僧释道安在太行山脉的恒山建立道场弘扬佛法，名声显著。慧远慕其名，

在南下无望的情况下，则改其道与胞弟慧持同行前往恒山亲近道安。慧远见到道安后，被道

安的魅力所折服，以为道安“真吾师也。”[6]于是尽心礼敬。其后听道安讲《般若经》而豁

然而悟，觉得佛法才是至上的真理，而感叹过去所学的“儒道九流”皆为“糠秕。”[7]便与

其弟共同落发执弟子礼，不舍昼夜，领受其教，以弘法为己任。他励志奋发，精进不懈，深



得道安的赏识，道安多次赞叹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8]认为慧远一定能够推动佛

教在中国的流传和弘化，对慧远寄予无限的期望。慧远追随道安，用心钻研，二十四岁时即

能讲说《般若经》，当时有听众曾问难慧远所说的般若实相义，双方往复问答，而听众的疑

问却越来越多，于是慧远引用庄子的文句，解释类似的要点，疑惑便得以消解，为此慧远便

得到了时人的认可，树立起了自己的影响力。从此以后道安特许慧远不废俗书，可以引用佛

教以外的世俗典籍。公元365年，慧远随道安南下抵达湖北襄阳，当时的道安是五十四岁，慧

远三十二岁。慧远从此直到四十五岁的十三年时间中，一直都是师事道安，随其修学《般若

经》，修习《安般守意经》和《阴持入经》等为基础的小乘禅观。这段时间，慧远不仅奠定

了他将来的佛学基础，而且其禅观修习也直接影响了他以后以定中念佛往生弥陀国土的念佛

特色。公元378年，秦王苻坚派苻丕为总指挥官攻打襄阳，道安被镇守襄阳的朱序所拘，不得

擅离，只好吩咐徒众分散去各地传教，临别时道安对弟子中的长老者，都做了一一的教诲，

惟独对慧远未曾一语的交代，慧远跪问其故，道安回答说：“如公者，岂复相忧。”[9]从道

安对慧远不必教诲的情节中，足可见道安对慧远的器重与信任。 

慧远携其弟慧持及弟子数十人，一起到荆州上明寺住了数年。公元381年，他听说广东罗

浮山青山秀水宜于修行办道，便取道浔阳前往。途经庐山时，“见庐峰清静，足于息心”，[1

0]便住在龙泉精舍。此地缺水，因慧远以杖扣地而清泉涌出。此后不久，浔阳干旱，慧远便在

池边诵念《海龙王经》，忽见大蛟从池中直腾云霄，大雨倾盆。由此因缘改龙泉精舍为龙泉

寺。后来由江州刺史桓伊为建东林寺。从此“远卜居庐阜，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

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11]慧远深居庐山三十多年，修行办道，远近归服，在他

的苦心经营下，使庐山成为当时南方佛教的中心，他也由此不仅名重一时，而且其风韵留存

千古成为中国历代佛教所钦仰的佛门大德。 

慧远在庐山期间除了领众修行之外，还开创了如下几种的佛教事业： 

1、讲经著论，阐发佛教思想。他的著作甚多，在《高僧传》、《历代三宝记》及《大唐

内典录》等都有不同的记载。他的佛教思想十分广博，既有传来的印度佛教各派的观点，也

有包括儒、道、玄学等中国传统文化观点，而且把两者相互结合，使印度佛教在中国文化背

景下得到更好的弘扬。 

2、组织人员，求法译经。慧远派弟子法净、法领等人往西域取经；组织佛陀跋陀罗译出

《修行方便禅经》，请昙摩流支译出全本《十诵律》。 

3、重视提倡毗昙之学。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小乘佛教毗昙大师僧伽提婆南下庐山，

慧远请他重译《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 

4、广交各层人士，弘传佛教。慧远深居庐山三十余年足不出山，他的交往却非常广泛，

有文人学士、士族名流，也有佛门僧人和平民百姓。慧远具有广阔的心胸，以“情无取舍”

的胸怀，不分华夷南北，不分朝野顺逆，不分僧俗亲疏，广泛结交，从而使庐山僧团得以存

在并且发展壮大，佛法得以广泛的弘扬。 

5、结社念佛，开创集体共修同期西方之先河。元兴元年（402年）七月与刘遗民、雷次宗

等，凡一百二十三人于般若台精舍阿弥陀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修“念佛三昧”，乃所

谓的“庐山白莲社”，即为结社念佛之滥觞。 

               

二、慧远对弥陀信仰的原因和念佛三昧的内涵 

慧远创立白莲社，与其徒众精修“念佛三昧”共期西方弥陀净土，被后世推崇为中国净土

宗的始祖，享誉中国、日本等国家。庐山的念佛结社创于元兴元年七月，由刘遗民等一百二

十三人共同在般若精舍的无量寿佛前，修念佛三昧。参加念佛的社员大众首先齐集在无量寿

佛前举行斋会，发愿共同期望往生西方弥陀国土，当时刘遗民专为此举写了发愿文。《高僧

传》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

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殷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

止。远乃于精舍无量寿前，建斋立誓，共其西方，乃令刘遗民著其文曰：维岁在摄提

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师释慧远贞感幽奥，宿怀特发，乃延命同志息

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花，敬廌

而誓焉……[12] 

以慧远为首的大众深信善恶的报应，因果不灭贯通三世，而且这种三世业报是不可避免

的。另外他们由“推交臂之潜沦，悟无常之期初”，对人生无常，为期短促的切身感悟，为

此，他们朝夕不懈勇猛精进，专心一意观念阿弥陀佛，以期从业报中得到解脱。这些思想在

刘遗民执笔撰写的《发愿文》中谈到： 

夫缘化之理既明，则三世之传显矣。迁感之数既符，则善恶之报必矣。推交臂之

潜沦，悟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之难拔。此其同志诸贤，所以夕惕宵

勤，仰思攸济也。[13] 

可见，庐山结社念佛首先是建立在三世因果相续不灭的共识，他们认为过去、现在、未来

三世生死流转，由业感果，善业感善果，恶业招恶果，众生由此而在六道中迁转轮回，不得

解脱。同时他们也共同切身体会到人生无常的道理，至于这点，除了《发愿文》中的叙述之

外，慧远在《答桓玄书》中也说：“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过隙。以此而寻，熟能久停，岂

可不为将来作资也？”[14]他们了悟了人生无常，为期短促，深知因果报因，六道难拔，所以

他们产生对弥陀国土的信仰，结社念佛以期将来获得解脱往生彼国世界。 



在庐山的念佛结社所修习的念佛行法，慧远没有专著论述，但我们根据他给刘遗民的信和

刘遗民代表慧远等人在阿弥陀佛像前共同立誓的《发愿文》，以及慧远的《念佛三昧诗集

序》等内容中可以窥见其念佛法门之大概。 

慧远等人在往生弥陀国土的方法，是平时所讲的观想念佛，就是以佛作为观想的对象，专

注一心观想阿弥陀佛国的美好庄严以及佛身的种种相好，最后达到定中见佛的目的。这种以

禅定为行持特点的念佛法门，即是“念佛三昧”。至于“三昧念佛”的内涵，如他在《念佛

三昧诗集序》中说：“夫称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

明。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明则无幽不彻。”[15]意思就是说，以专一集中其心，摈弃一切的妄

想。由于专注一心就能使行持的心志趣于一致不被分散，即不散乱；由于妄想的摈除，气息

就得以虚通无有阻碍产生智慧，而达到神识清明彻见一切的功效。行持三昧的方法很多，最

后能达到深入禅定境界的皆可称为三昧。那么庐山慧远为什么以念佛为行持而入三昧呢？因

为他认为“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16]在他看来，有很多的行持都能达到

三昧的功用，但他以为念佛三昧的功德最高，而且也容易见其功效。他对此接着解释说： 

何者？穷玄极寂尊号如来，体神合变应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

缘以成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象生焉；非耳目之所至，而闻见行焉。于是睹夫渊凝

虚镜之体，则悟灵根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之叩心听，则尘累每消滞情融朗。非天

下之至妙，孰能与于此哉？[17] 

其大体意思是说，因为如来于无方世界应化无量众生，能感应念佛之众生，所以念佛三昧最

为殊胜。入此三昧虽然远离种种分别知，而所观的对象却能宛然明了。甚至“内照交映”，

万象明了。平常人耳目所不能达到的境界，于此三昧中能闻能见。在此念佛三昧如得见佛，

那些尘累滞情则自可消除断尽。可见，念佛三昧的殊胜之处，是其他三昧难于伦比的。因

此，慧远提倡行持念佛三昧之佛门，并且亲自带领大众精进修持此行。 

从上述这些内容，可以看出慧远的念佛法门是以观想为行经，而达到定中见佛消除烦恼为

目标的。从另一侧面也可看出，慧远的念佛思想是以自心的观想与佛的感应相结合的行门，

也体现了慧远念佛往生弥陀国土的思想中已经有了自力与他力相结合的二力说。 

有关以佛作为观想对象而修三昧的殊胜，在刘遗民的《发愿文》中也说到：“盖神者可

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则幽路咫尺。苟求之无生，则渺茫河津。”[18]以佛为

对象而行观想，则容易得到感应。如果没有观想对象，就好象一只小舟在渺茫无际的汪洋中

停靠不了河津。 

 

三、慧远念佛法门所依据的典籍，和对“梦喻”的疑惑 

慧远的念佛三昧，普遍认为是依据《般舟三昧经》的念佛章，这在《鸠摩罗什大义》（又

名《大乘大义章》）中，慧远向鸠摩罗什问及念佛三昧，谈到的“念佛三昧，《般舟经》念

佛章中说”[19]可以得到证明。有关修习念佛三昧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可得往生彼佛国土的

内容，在《般舟三昧经》卷上的行品作了如下说明和譬喻： 

何因致现在诸佛悉在前立三昧？如是颰陀和，其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

夷，持戒完具，独一处止，心念西方阿弥陀佛，今现在随所闻当念，去是间千亿万佛

刹，其国名须摩提，在众菩萨中央说经，一切常念阿弥陀佛。佛告颰陀和：譬如人

卧，出于梦中，见所有金银珍宝，父母兄弟妻子亲属知识，相与娱乐，喜乐无辈，其

觉以为人说之，后自泪出，念梦中所见，如是颰陀和菩萨，若沙门白衣所闻西方阿弥

陀佛刹，当念彼方佛，不得缺戒，一心念，若一昼夜，若七日七夜，过七日以后，见

阿弥陀佛，于觉不见，于梦中见之，譬如人梦中所见，不知昼不知夜，亦不知内不知

外，不用在冥中故不见，不用有所弊故不见。[20] 

如是颰陀和，菩萨于是间国土闻阿弥陀佛，数数念。用是念故见阿弥陀佛。见佛

已从问：当持何等法，生阿弥陀佛国？尔时，阿弥陀佛语是菩萨言：欲来生我国者，

常念我数数，常当守念，莫有休息，如是得来生我国。佛言：是菩萨用是念佛故，当

得生阿弥陀佛国。常念如是佛身，有三十二相，悉具足光明彻照，端正无比，在比丘

僧中说经。[21] 

这段经文向人们介绍了往生阿弥陀佛国土的主要行门，行者想要往生此国土，首先要在“持

戒完具”的基础上，选择一清静的地方“独一处止”，根据经中所听闻到的阿弥陀佛国土情

形，对阿弥陀佛和其国土系心观想。经中提到，离我们这国土千亿万佛刹有个国土，其国名

称为“须摩提”，即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正在此国土中为众菩萨说经。行持此

“念佛三昧”，在定中自然能见到阿弥陀佛国土的庄严像，经中用睡梦见到各种珍宝和众亲

属所体验到的喜乐，来作譬喻。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要想在定中见佛而修的“念佛三昧”，首先，要“持戒完具”、“不得

缺戒”；其次，要一心系念“彼方佛”，即“阿弥陀佛”，从一昼夜到七昼夜，功成以后即

能见到阿弥陀佛，经中称此三昧为“现在诸佛悉在前立三昧”，即“见佛三昧”；第三，在

此三昧的定中，能见到彼佛，出定以后即不见，犹如梦中的景象只能在梦中见，睡梦觉醒以

后，其景象就会消失；第四，经中强调了行者想要往生阿弥陀佛国土，要心心相续无有间断

地观想和系念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具足无量光明等，由此念力在定中得以见到阿弥陀佛，

而且在临终之后便能往生其国土。 

慧远的“念佛三昧”，以《般舟三昧经》为依据的说法是无疑的，在《鸠摩罗什大义》中，

不仅记载了慧远亲自谈到他的“念佛三昧”，是《般舟经》念佛章中说，而且从他向鸠摩罗



什所提出的相关问题中，可以看出他对“念佛三昧”的梦喻产生的疑惑与不解。 

远问云：念佛三昧，《般舟经》念佛章中说，多引梦为喻。梦是凡夫之境，惑之

与解皆自厓已还理了，而经说念佛三昧见佛，则问云则答云，则决其疑网。若佛同梦

中所见，则是我相之所瞩想相。专则成定，定则见佛，所见之佛不自外来，我亦不

往，直是想专理会，大（答）闻于梦中了，疑大（夫）我或不出，境佛不来，而云何

有解？解其安从乎？若真兹外应，则不得以梦为喻。神通之会，自非实相，则有往

来，往则是经表所谈，非三昧意，复何以为通？又《般舟经》云，有三种事得定，一

谓持戒无犯，二谓大功德，三谓佛威神，为是定中之佛，外来之佛？若是定中之佛，

则是我想之所立，还出于我了。若是定外之佛，则是梦表之圣人，然则成会之表，不

专在内。不得闻于梦明矣。[22] 

从这段的问语中，可以看出以庐山慧远所行持的“念佛三昧”是以《般舟三昧经》为依据是

毫无疑问的，但对于经中以梦为譬喻来解释定中见佛的境界是有一定的疑惑。首先，他认为

梦是凡夫虚妄不实的境界，梦中的惑与解都是自生自灭的现象，而彼经说依“念佛三昧”在

定中见佛问法，决其疑网，此佛如果同梦里所见的境界，则是我想之所显现的，只不过是我

们自己想象的佛而已，那么这样的佛怎么能够为我们断除疑网呢？第二，经中说，由于专思

集虑而成三昧，在此三昧的定中能够见佛。而我们所见之佛不从外界而来，我们等也没有到

佛那里去，怎么能够为我们等断惑生解呢？如果彼佛真是外应众生而现的，那就不应该用梦

的譬喻来说明“念佛三昧”。第三，《般舟三昧经》中说，要在三种的情况下能够获得三

昧，一是持戒不犯，二是修行者的功德力量，三是藉佛威神的加被。但这里所说的佛的威

神，是指定中的佛，还是感应众生而来的定外的佛呢？如果是定中之佛，那也只是由我们自

己心想所生的佛而已；如果是外应而来的佛，那就应该是超越梦境的圣人，这样与佛成会的

情况，就不完全是在行者本身的定力。 

鸠摩罗什在解答慧远所提出的问题时说，谈到见佛三昧有三种方法，一是得天眼天耳的神通

菩萨，飞到佛所，见佛请益解除自己的疑难；二是未得神通的行者可以通过常念阿弥陀佛等

诸佛，由于心住一处而得三昧，即能见佛而除疑惑；三不管是已经离欲的还是未离欲的行

者，通过学习念佛，都能见到佛像或者是生身，可以见到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之佛。这三

种定都称为“念佛三昧”。对于未离欲的行者，可以通过摄心一处依其定力而得见佛。此摄

心一处的定力是修行佛道的根本。修行般舟三昧，虽然离却语言忆想等分别，但定中见佛的

情况决不是虚妄。释迦牟尼佛在开示阿弥陀佛身像经典很多，在《般舟三昧经》中，明文说

道，要常忆念阿弥陀佛在西方过十万佛土，彼佛以无量光明，常照十方世界。由此可知定中

能见佛的说法不是徒劳的虚妄分别。因为有人不信定中能够见佛，不知道修行禅定，而认为

未得神通的人，怎么能够见到远方的佛呢？所以经中用梦来譬喻此念佛三昧。这好象常人的

做梦，虽然距离我们很远的事物，但由于梦力而能到能见。梦是自然之法，无所造作施为，

都能如此，何况有所施为的定力，其功用怎么不能见佛呢？另外，行者对诸佛之身，如果认

为是有决定相而加以忆想分别，执著为实有，那是错误的。这忆想分别所见的佛，才是虚妄

不实的。而在经中也说，诸佛之身皆从因缘而生，没有自性，毕竟空寂，如梦如化。这样说

来，若是虚妄一切法都是虚妄，不应独以行者定中见佛之事为虚妄。若其他的事不虚妄，一

切法都不虚妄，那由般舟三昧能见诸佛之事，就不能说是虚妄的。[23] 

慧远等在庐山结社念佛，以期往生西方弥陀国土的誓愿应该是深受《般舟三昧经》的激发，

因而使他们对弥陀国土产生了极大的信仰和向往。他对《般舟三昧经》里所谈到阿弥陀佛及

弥陀国土的庄严相，和藉“念佛三昧”的功夫能够在定中见佛和往生弥陀国土应该是没有疑

惑的。不然，他就不可能有创立白莲社，率领徒众精修“念佛三昧”共期西方弥陀净土之

举。他所疑惑的只是在以梦为譬喻来解释“念佛三昧”的问题上。在慧远看来，梦是虚妄

的，那以梦作为譬喻的定中见佛的佛是不是也是虚妄的呢？鸠摩罗什认为，般舟三昧定中见

佛之事，决不是虚妄的，依以定力得见远在西方的阿弥陀佛及其国土，是佛在经中所说，是

真实不虚的。经中之所以用梦来做譬喻，那是由于有人不理解通过三昧能够见到佛。实际上

这是一种方便的喻说，不能因为梦境的虚妄，而推测定中见佛也是不实的。 

 

四、慧远念佛法门的主要特点 

慧远的念佛法门是观想念佛，观想念佛为禅法的一种。「禅」与「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早期佛教之禅观有四禅八定之说。禅的意思是「思惟修」，即静虑，定为「三昧地」，

又译作「三摩提」或「三摩地」，即排除一切杂念，使心获得平静。由于禅与定有相近之

处，因此一般往往以「禅定」合称。禅与定，是佛教宗教实践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的

基本内容可归纳为戒、定、慧三个部分，称为「三学」。在此三学中，「戒」和「定」是修

行实践，「慧」则是修行者的智慧和理论修养。「三学」中「定」是一个重要环节，由

「戒」入「定」，自「定」发「慧」。佛教传来汉地，禅定之学同时传入。中国汉末至南北

朝时期佛教最重要的两个系统即般若学和禅学，有关习禅的经典也很早就有传译，如安世高

就曾译有《安般守意经》等讲解如何习禅的经典。安般守意，这是安世高着重介绍的一种禅

法。所谓安般，即出息入息；所谓守意，即专注一心。这种禅法要求修禅者有意识地控制呼

吸，同时又专注一心，思想集中，由此渐渐进入禅的境界。这种禅法早期中国佛教流行的主

要禅法之一。慧远非常重视禅法的修行，早年在亲近道安的时候，曾经修习过《安般守意

经》和《阴持入经》等小乘禅观，在庐山又组织佛陀跋陀罗译出《修行方便禅经》，可以说

慧远以禅定为主要途径的念佛法门，深受当时中国所流行禅学的影响。 



此外，他在早期出家时曾跟随道安学过《般若经》慧远追随道安，并潜心钻研，多次为大

众讲说《般若经》，所以在慧远以禅观为特点的念佛法门中，还透露出般若智慧学的痕迹，

这在他的对禅法叙述的文章中都涉及到禅观和般若智慧相结合的语句，如他在《念佛三昧诗

集序》中说到“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明。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明则无幽不彻。”

就是通过专注一心的行持，使心志不被分散而摈除妄想，最后达到清明彻见一切的智慧产

生；又如他在晚年所作的《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24]中还强调说：“禅非智不能穷其

寂，智非禅不能穷其照。”提倡禅智双运，方能达到穷究寂照的境地。 

综观慧远的佛学思想是很丰富的，就其念佛法门而言，主要是以禅观为主要实践行门，以般

若智慧为指导思想，以西方弥陀国土为信仰目标的法门。可以说慧远的念佛思想，不是单一

的，他综合了当时在中国流行的禅观思想、般若思想和弥陀信仰相结合的念佛观。 

 

五、慧远念佛法门对后世的影响 

虽然慧远以西方阿弥陀佛国土为追求目标，以禅观为实践途径的观想念佛，与后期中国净

土宗提倡持名念佛所强调的“一心不乱”，在方法上是有根本的区别。但他倡导了西方阿弥

陀佛国土的信仰，在庐山率弟子等修念佛三昧，在阿弥陀佛像前立誓往生西方净土，专心观

念阿弥陀佛。中国佛教后来的净土宗以阿弥陀佛为主要信仰对象，以极乐净土为往生的主要

目标。因此慧远法师提倡念阿弥陀佛，希望往生西方净土，所有这些，对中国佛教净土宗的

影响是深远的，他也因此被后人推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初祖。 

其次，慧远法师在庐山首开结社念佛之风。据记载，他在庐山般若台建念佛道场，同道者

一百多人，其中十八人还被誉为「十八高贤」。这一结社念佛之举为后世所仰慕。相传其道

场前有莲池，内植白莲花，因而被称为「莲社」。此后中国佛教史上结社念佛之风延续不

断，中国净土宗后来纷纷建立的 “念佛到场”，集众共修的念佛会，直至现在中国还有不少

道场专门设有“念佛堂”，举行各种“佛七”的共修活动，凡此种种，可以说都是受了庐山

莲社之遗风的影响，历史以来有很多弥陀净土的信仰者因钦慕庐山遗风，而建立道俗共修之

净土道场。由此也可见庐山慧远法师对中国佛教尤其是净土宗佛教发展之影响。 

慧远以念佛三昧为修行实践，以往生西方弥陀国土为目标，提倡禅定与净土信仰相结合为

特点的佛学思想，在当时江南佛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南方佛教受崇尚清谈的玄风影

响，偏重于佛教义理、般若义诣的探索和研究。当时的名僧结交名士，谈玄论空，出入于

《老》、《庄》、《易》等。在这种氛围下，庐山的慧远大力提倡强调修行实践的念佛与往

生信仰相结合，给当时佛教带来了新气象，注入了学修并重的催醒剂。倡导禅修与往生西方

相结合的念佛禅，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中国佛教经过禅宗和净土宗

之争以后，所出现的“禅净双修”的新局面，可以说与慧远的念佛观有一定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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