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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离藏，转赴昆明，初讲学于云南大学，后任教于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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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至台湾，受聘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以及其他大学、研究所，又传学日本、美国和中美洲诸国。
2006年创建太湖大学堂于江苏吴江的太湖之滨，绛帐传薪，弦歌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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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方法，分念与忆之二途，皆为定止之学。
念又分为持名与默念二门。
先说念法：（一）十方如来之与众生，皆具“无缘慈”、“同体悲，，之忆念。
非独阿弥陀为如此。
今简极乐净土一尊而言，以符净土宗之旨。
修习净土行者，此心执持阿弥陀佛名号，出声念之，耳返闻闻其声，眼返观观此念，得使念念不问断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切言语动作，皆了不相关，如死如痴，专此一念。
（二）念得专一，用功既久，此心念佛之一念，默然在心，虽不著意起念，而自然在念。
到得此时，修学行人，往往心虽在念，六根缘外之境，仍可作为。
如此佛亦在念，其他散心，亦可为用。
自以为至于胜境，实则已成“老婆念”，不足论也。
何以故？
因此时在念佛之念，为独头意识发起作用。
第六意识，仍然波动，有何用处！
必须要将六根收摄，归此一念，意识不行，念方专一而得真纯，此为念佛法门之要髓也。
如何称为忆佛？
忆者，与念有别。
念犹是粗，忆则为细。
念是第六意识在用。
忆则此之种子，已种于八识（阿赖耶）田中，根深柢固。
故大势至菩萨，以母之忆子为喻。
世人母之忆子，虽无口号心思，而此心耿耿，坐卧不安，片刻难忘。
如儒家所谓：“必有事焉！
”诚敬之极也。
忆之为象，菩萨已用善法言之矣。
今复不惜眉毛，以众所习知之恶法为喻。
此事必要如求名求利，念念孜孜，片刻不忘；乃至如男女恋爱，永绾相思之结，心心相印，灵感互通
。
如第六代达赖喇嘛之情歌云：“入定修观法眼开，启求三宝降灵台；观中诸圣何曾见，不请情人却自
来！
”又云：“静时修止动修观，历历情人挂眼前；若把此心移学道，即生成佛有何难？
”（民国廿八年四月载于《康导月刊》，前蒙藏委员曾缄译）若能如此如此，依法深入，则由念而入
忆，即由粗而入细。
如此久久，念忆工深，不必着力，自如有事拳拳服膺，若有物在心，团团不化。
或在现在，或在未来，忽尔此忆之一念，顿时开发，如洞开无物。
此心此身，脱焉如忘，所谓花开见佛，自然不假方便，常光互接，人于净土佛之心中。
此中微妙，非言可诠，惟到时自知耳。
若以散心念佛一声，或唯具一信愿深心，临终亦必可往生，惟品位有别耳。
 第二，念佛成果，以净土为极则。
净土亦分为一门：（一）唯心净土门。
（二）实有净土门，皆为观慧之学。
先释净土：土之与地，在理为表持种之义，在事为实质土地。
净者，为对染说。
粗则一切恶法，如贪嗔痴，人我是非之念（具如《百法明门论》所云），皆为染污之法；细则善见法
执，亦为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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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得至上节所述心开念寂，心身两忘，忘亦不立，空亦不见。
无物无心，离诸二边对待之见。
对待不立，绝待之体现前。
了了分明，常寂圆明。
到得此时，自己此心，合于如来藏体。
唯心净土，不待他求。
反观世间，犹如梦中事。
即此秽土世界，亦立转成净，无一而不自在也。
到得此时，此心净土现前，与十方如来接法性流矣。
方能切实正知正见，西方极乐净土，亦同此性。
且复知确有实在国土之存在。
欲愿往生，即不移一步到西天，如壮士伸臂顷，即生彼土，与诸佛菩萨，同游寂止之门。
不但往生可必，净土西方，亦可应念就我，因法本无来去也。
 心体离念，为无生法忍。
念佛入于佛心，相接合流，专一精诚，是谓因地。
心开意解，一念不生，人无生忍。
大势至菩萨，以此行门成就，复来此土，传兹胜法，摄一切众生，归于净土者，具如上述。
 第三，最高净土方法。
修习行人，到得此境，犹未为圆。
必须不稍放逸，莫自得少为足。
于一切时、一切处，收摄六根，不使外驰。
保养前之净念，心心无间，长住净土之境。
“一念万年，万年一念”，即为入净念之三摩地（大定）。
故菩萨之于圆通法门，无有选择，而亦不必选择矣。
 如净念现前，不加精进，如击石火，如闪电光，稍纵即逝，故日不放逸心所。
精进无间，此之谓也。
到得行满功圆，不修亦修，修亦不修，佛佛心同，了了无可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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