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念的意義及規則－聖嚴法師 

 

（一）前言 

今天我非常歡喜，能見到這麼多人來參加。我希望諸位不是只來聽一次開示，

而是真正地發心，參加本寺念佛會助念團的實際活動。 

我們的念佛會已成立兩年多了，也曾經組成過助念組，但成績並不理想。原

因是：一則參加的人員太少；二則大家恐怕參加以後，常常要到病危病故的人家

去助念；三則大家擔心晚上回家會太遲。因此，既然諸位今天來參加，我祈願，

以三寶的加持力，願大家能發長遠心、發菩薩心。 

今後，我們的助念團會組成數個小組，各小組的組長之間，能相互調配。只

要屬於本會會員病危病故者，不論在什麼情況下，一定要派人前去助念。 

（二）助念的意義 

人都會死，但死後往那裡去呢？若不解脫生死，便是輪迴生死。生死中又有兩條

路：一是上生天、人、神的三善道；一是下墮地獄、餓鬼、畜生的三種惡趣。人

在世間，如自己平時尚未修行到生死自主的程度，或根本不曾修行也不知道要修

行，到臨命終時，都需要他人幫忙助念。那是依靠阿彌陀佛本願力的加持，以及

助念者的功德力量相扶助所共同產生的功效。 

對病危者而言，首先要使他知道並相信，只要念佛必生淨土。因為，一般人

在臨命終時，能得心不顛倒、意不貪戀是不多的，而助念者的佛號，聲聲入耳，

正可使病危者避免恐懼、焦慮、捨不得等顛倒妄想，而將念頭導入一心嚮往淨土

的正念。如果病危者心裡尚有恐懼、焦慮、捨不得等雜亂心，便會促使他下墮而

難以上生。 

至於佛的本願力量，根據《觀無量壽經》記載，阿彌陀佛在最初發願時，曾

開殊勝方便：雖十惡五逆之人，於臨命終時，若遇善知識，說法安慰，教令念佛，

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南無阿彌陀佛」，即得往生彼佛淨土。今日的助念者，

便是病危者的善知識，勸他念佛，也助他念佛，助他至心稱念彌陀聖號，此即是

藉著助念者的力量，加上佛的本願力，而使臨命終的人往生淨土。如已解脫生死

者，臨終由人助念，便是和他結淨土緣，恭送他往生蓮界。 

（三）助念所需法物 

1. 



兩把引磬，敲上、下板，不需木魚。 

2. 

準備一尊金色的阿彌陀佛接引像，佛像高度以病危者躺在床上所能看到者為

準。 

3. 

攜帶香爐，準備檀香或沈香製成的上等末香或線香。若燒線香，則只需一炷

即能使滿室生香，長短大小約能燃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為佳。至於蠟燭，則可帶

可不帶，因為現在到處都有電燈。 

4. 

若能帶些素雅的鮮花最好，如果時間來不及，不帶也無妨。 

5. 

助念者在一接到助念的通知後，即須心繫佛號，懇切至誠，身心肅穆，直到

返家為止，不得輕舉言笑。出家眾衣袍須整齊，在家眾則穿海青。 

6. 

帶供佛的清水及小杯子，以及助念者自己喝的飲水及杯子。 

（四）助念的方式 

助念的方式，可分成兩個段落： 

第一，對神智清楚者，應先說法安慰，勸導一心念佛，由出家的法師或助念

團領眾的居士來說。內容為：「某某居士，現在請你什麼也不要想，清楚地聽幾

句佛法。佛說人有生、老、病、死，這是必然的現象。所以，生，不一定可喜；  

死，也不一定可怕。離開人間後，若能夠往生西方佛國，最最幸福。現在，用你

一生中所做一切善事的功德，求生佛國，一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如果你還

不該往生，阿彌陀佛是大醫王，他會使你馬上恢復健康的。現在大眾來為你助念，

你能念，就小聲地跟著我們念，不能念的話，就聽著我們念的佛號，心裡跟著默

念。什麼都不要想了，一心祈求阿彌陀佛來接引你往生佛國淨土的七寶蓮池。」 



同時，要勸告其家屬，助念時不要向病人噓寒問暖，或讓親友摸頭觸腳，如

果方便的話，家屬最好隨著我們一起念佛。假如其家屬根本不相信三寶，不同意

我們助念，則不必強求留下，當即刻離去，只有在心中為其助念。 

另外，當助念者進入病危者的家裡，千萬不可檢視其衣物，或東張西望，或

任意闖入其他房間。如此，則萬一他們家裡丟失東西，我們也惹不上嫌疑了。所

以，一進病家的門，供妥佛像，就開始說法助念。 

第二，如果病危者已經神智不清了，我們仍然要為他開示佛法。所謂神智不

清，可分兩種：1.是身體雖不能動、眼睛不能看、嘴巴不能說，但心裡還是清清

楚楚，耳朵可能還聽得見，所以還是當他是神智清楚的人，可以對他做簡短的開

示。2.是已經斷氣了，但你不要失望地說：「他已經去了，我們走吧。」既然來

了，我們還是要說法及助念的。 

人斷氣以後，有三種可能：1.是造大惡業的人，一死以後，馬上墮入地獄、

餓鬼、畜生等三塗。2.是淨業深厚的人，死後往生淨土，禪定工夫深厚的人，死

後往生禪定天；又善業力量強的人，則往生人間及欲天。3.是隨各人的業力，等

待因緣而生於三界中的六道。死後與生前的過渡階段，稱為中有身或中陰身。但

是，有的人雖已斷氣，生理上已經死亡，他的神識卻可能認為自己仍然活著，或

仍守住遺體而沒有離開。因此，人死之後十二小時內，不要移動死者的身體；最

好不要在二十四小時內埋葬或火化，能在一星期之後則更好。在遺體還沒有全部

冰冷，還有些溫熱的情況下，不要去摸觸、移動，或撫屍痛哭，因為這樣可能會

擾亂亡者的神識。因此我們到達喪家以後，最好能立刻開始念佛。再者，亡者即

使已於死後立即下墮、轉生或往生，助念仍然有益於亡者的超生、增福及蓮品高

昇。 

（五）助念的規則 

既然我們相信人死後，神識仍未離開身體，所以正常的助念時間是十二個小

時，不可以隨便念幾句就走了。要分成幾組，輪流值班，一組四個小時；或分兩

組，每兩個小時輪流休息。 

怎麼念法呢？不需要唱〈讚佛偈〉，一開始就舉：「南無西方極樂世界，大

慈大悲阿彌陀佛」，接下來連續地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洪名。如果我們剛到，

病患就要斷氣了，則省略前面二句，就位以後，馬上念「南無阿彌陀佛」。念的

時候，自己本身要專注一意，聲音要整齊清越，不要太快太高聲，也不要悲戚或

急躁，以一種莊嚴、肅穆，而又和諧、安寧的聲音，輕輕地念。使得病人能在安

詳、恬靜、怡悅、自在的情況下往生。至於引磬，也要輕輕地敲，不要太用力。 



助念者如果是分成兩組，那麼一組正在念時，另一組不可離開太遠；吃飯的

時間，也由兩組輪流交替著助念。能夠維持十二個小時佛聲不斷是最好，如果人

員不足，而只能派人去助念兩個小時的話，那也比無人助念來得好。 

連續念六字洪名，每次接替換班時，也維持同樣的速度與聲浪，直到助念結

束之前，始轉「阿彌陀佛」四字佛號，然後接〈迴向偈〉： 

「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華為父母； 

花開見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為伴侶。」 

唱畢〈迴向偈〉，如果病患或亡者尚未皈依三寶，有法師同去時，當由法師

為之授三皈依。若僅居士前去，也可代某一特定的法師為之說三皈。為亡者授三

皈依時，當請他的全體家人或家人的代表代為接受。皈依詞是這樣的： 

1. 

我某某人（病患、亡者的姓名），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念三遍，每遍就地一拜） 

2. 

我某某人（病患、亡者的姓名），已經皈依佛、已經皈依法、已經皈依僧。 

（念三遍，每遍就地一拜） 

3 

皈依佛，不墮地獄；皈依法，不墮餓鬼；皈依僧，不墮畜生。 

（念三遍，每遍就地一拜） 

三皈依完畢，接著念〈迴向偈〉： 

「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華為父母； 

花開見佛悟無生，不退菩薩為伴侶。」 

如果亡者的家人不會拜佛，也不懂三寶的意義，應當先教他們拜佛，並略說

三皈要義。對於未受三皈的亡者說三皈，乃是必需的，應該列為助念的條件之一。

說完三皈迴向，就可以離開了。 



現在有人用念佛的錄音帶來助念，也不能說它沒有用，只是錄音帶是沒有心

的，所以也沒有感應力，以人助念，則可由助念者的願心、信心，來感通阿彌陀

佛的願力。錄音帶也能帶動病者念佛，然其氣氛及功效與人助念相比，則大不相

同。除非不得已，最好不用錄音帶代替助念。 

另外有一項必須遵守的規矩是：助念的人，不接受病患及喪家的飲食招待，

不得收受紅包。不僅在家居士沒有理由收受紅包，出家眾也不得因了助念而收紅

包，否則便成了變相的經懺應赴了。如果，有些人家因為是他們主動請求我們去

助念，不給錢，就好像欠了我們什麼，那就告訴他們：為人助念，是我們修行的

法門之一，目的不是為錢而來，若有人要為病危者或亡故者做功德，可到寺院布

施供養，但那已是另外的事，當與助念無關。有的家屬一定要給錢，那我們可收

紅紙袋而將錢還給他，這種作法成習慣之後，大家便會感到自然。如果出外助念

時，既受飲食招待，又收紅包作襯，便失去助念的意義了。 

如果經過十二個小時的助念，病危者突然病況好轉，該怎麼辦？這也正是助

念的目的之一，能以助念功德為人植福延齡，豈非更好。佛法本為活人的現實所

需而設，豈僅為了人死之後的前途應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