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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白話文譯本 
 

法會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聚。爾時，世尊食時，著

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缽。洗足已，敷座而

坐。 

  

阿難說：這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阿難我聽如來佛親口所講的，佛在講這部經的時候，是在舍衛國

名叫「祈樹給孤獨園」這個地方，當時佛陀與有德性的羅漢﹑菩薩以及其他弟子，共有一千二百五

十人共同聚在一起，到了快要吃飯的時候，大夥兒就穿上了袈裟，手裏拿著盛飯的缽，由祈樹給孤

獨園走到舍衛大城去乞食。在城裏不分富貴貧賤，挨家挨戶的乞食，乞食完畢就回到原來祈樹給孤

獨園的地方吃飯。吃完飯，就把袈裟及缽收好，也把腳洗乾淨，再把作位鋪好，然後坐了下來。 

2-8明示無住以生信 

善現啟請分第二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

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咐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

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咐囑諸菩

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

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這個時候，有位德高年長的佛陀弟子名叫「須菩提」，他在大眾中從自己的座位站了起來。露出右

肩【因為印度人平常衣服是遍覆全身，要禮佛時才袒露右肩，以示恭敬】右膝跪地【印度的禮儀有

兩種，禮拜時雙膝跪地，懺悔及請法是右膝跪地，表是順理誠心】而且恭恭敬敬的向佛陀合掌行禮，

然後讚嘆說：「希有的世尊，您對於已發善心而未成就佛圓滿境界的弟子，善護眷念他們的善心，

又善於咐囑使他們心靈能夠圓滿。世尊！當善男子﹑善女人，在發起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的時候，

要怎樣使這個菩提心常住不退？以及若是起了妄想執著心的時候，又怎樣去降服這個妄想執著心

呢？」佛陀回答說：「問得好！問得好！須菩提！如同你所說的，對於已發善心而未成就佛圓滿境

界的弟子，如來我善護眷念他們的善心，又善於咐囑使他們心靈能夠圓滿。所以我當然要為你們解

說，你們仔細聽著，發心修行的善男子﹑善女人在發菩提心的時候，就是已流露出真如的本性，就

應該這樣常住這個真心，就應該這樣降伏一切的妄念」須菩提聽完佛陀開示後說：「是的！世尊！

願聽師父說說這個道理」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

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

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

壽者相，即非菩薩。」 

  

佛陀於是告訴須菩提說：「諸位大菩薩，在修行當中，應該按照下面的方法降伏妄想心，才能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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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降伏妄心的方法就是所有的眾生好比說【一】孵卵所生的雞﹑鴨﹑麻雀﹑鴿子。【二】母

胎所生的人﹑羊﹑牛﹑馬。【三】水中或潮濕中所生的魚﹑蝦﹑鱉﹑蟹。【四】蛻化所生蠶﹑飛蛾﹑

蒼蠅﹑蚊子﹝他們都是由幼蟲蛻變而化成﹞。【五】有色眾生；他們由五蘊﹝色蘊﹑受蘊﹑想蘊﹑

行蘊﹑識蘊，蘊是障蔽的意思﹞組成的，有色眾生居住在慾界及色界。【六】無色眾生，他們由四

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組成的，無色眾生居住在無色界中。【七】有思想的眾生，三界﹝慾

界﹑色界﹑無色界﹞中除了無想天之外，都是有思想的眾生。【八】無思想的眾生，他們是專修無

想的外道修士，也就是外道的最高果位，居住在色界的無想天中。【九】非有想非無想的眾生，他

們居住在三界最高的是非想非非想天，這裏的眾生沒有粗想但仍有細想，所以是非有想非無想。以

上九種眾生所產生的妄心，都不是菩薩的真心，各位要慈悲救渡他們，使他們達到沒有執著清淨解

脫的境界，雖然有那麼多的眾生受到渡化，自我心中絕不執著眾生是我所度化的念頭。為什麼呢？

須菩提！你要知道如果菩薩還有我相﹝對於自我的意念執著﹞﹑人相﹝人我的對待意念﹞﹑眾生相

﹝自以為是為眾生求永生﹑為眾生服務以及認為對方是因為執著或業力所受生﹞﹑壽者相﹝執著長

壽﹑永生﹞，他就不是菩薩了。 

  

妙行無住分第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

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

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

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

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佛再對須菩提說：「菩薩對於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之法，在於布施時應該沒有執著的，在做出利益眾

生的事情之後，也不會有絲毫的執著。所謂不著相布施，在於內德方面必須做到六根清淨，離開色﹑

聲﹑香﹑味﹑觸﹑法等內心的塵相而行布施。並且菩薩行布施之後要做到忘記我布施給誰，我是用

什麼布施，以及是我所做的布施。為什麼呢？因為著相布施，心中所著的相體；與無量無邊際的虛

空來比較，實在只是一微塵，即使能因此而獲福也是有限的。若不著相布施，內心就能與虛空相呼

應，像這樣不住相布施的福德就不可限量了。佛問須菩提，你的看法怎樣？譬如東方那無邊際的虛

空，你可以用心去思索或實際測量出有多大嗎？」須菩提回答世尊說：「不可以」佛又問須菩提說：

「再與南﹑西﹑北四方及上下毫無邊際的虛空，你是否可以用心去思索或實際測量出有多大嗎？」

須菩提回答世尊說：「不可以」佛又說：「須菩提！菩薩若能不著相布施，所得的福德也就像虛空那

樣的廣大難以想像，不可測量。佛告訴須菩提！菩薩應該照我所講的去修行以及去教導眾生」 

  

如理實見分第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

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佛說：「須菩提你的意思怎麼樣？可以執著這個有形的色身相來見到佛的本體嗎？」須菩提回答世

尊說：「那是不可以的，不可以執著色身相來見到佛的本體。為什麼呢？因為佛陀您所說的這個有

形色身相，它是會隨因緣而變化，它是沒有自主性的」。佛陀聽了告訴須菩提說：「不但我有形體的

身相是這樣，世間一切有形體的東西也是一樣，都會隨因緣而變化，都會毀壞，所以可以說都是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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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的假相，所以世人如果能夠識破諸相皆是虛幻的道理，就可以了悟如來的法相了。 

  

正信希有分第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

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

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

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相，

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

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須菩提聽完之後又向佛陀說：「世尊！您所說的不住相布施，以及所謂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這種

無相真空的妙理，眾生聽了會生起真實的信念嗎？」如來佛聽了就告訴須菩提說：「你不必懷疑。

雖然我所說的佛法非常深妙，但是仍然會有人深信不疑，不但現在有人相信，即使等到我死後兩千

年，仍然有持守戒律，廣修福田的善男信女，聽到此經中的任何一章或是一句，不但非常相信，並

且認為真實。要知道這種人善根深厚，不僅是在最近世諸佛，修學佛法所種的善根，甚至是從過去

無量佛那裏種來的善根。所以他們聽到或看到此經中的任何一章或是一句，就能一心清淨誠信。佛

告訴須菩提說：如來我以佛的慧眼佛眼，動悉這些淨信眾生內心是通達佛性的，可以得到如虛空般

無量福德。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這些眾生善根純熟，已悟得真空無相的道理，已離開我相﹝對於

自我的意念執著﹞﹑人相﹝人我的對待意念﹞﹑眾生相﹝自以為是為眾生求永生﹑為眾生服務以及

認為對方是因為執著或業力所受生﹞﹑壽者相﹝執著長壽﹑永生﹞；更不會執著一切萬法《因為一

切萬法只是度化眾生的心靈到達彼岸的工具而已，而本性才是佛，萬法並非佛性，當我們了悟了我

們佛性時，萬法都必須放下》，以及執著法空的名相《若執著於萬法皆空，內心也是有一個萬法空

相的執著存在》因為眾生心中如果對於任何的相有所執取，便是在內心深處產生了我相﹑人相﹑眾

生相﹑壽者相的執著。所以如果心執著萬法的名相，便會在內心深處產生我相﹑人相﹑眾生相﹑壽

者相的執著；相同的道理，如果心裡執著法空的名相，在內心深處也是產生我相﹑人相﹑眾生相﹑

壽者相的執著。所以不要執著一切萬法，也不要執著法空，才能悟入性空，就因為這個原因，所以

我為你們說法的時候，常用竹筏來做比喻，世人編竹為筏，渡人過河，到了彼岸竹筏就不須要再用

了。我所說的佛法，就像渡人過河的竹筏一樣，過了河就要放棄，何況是法空的執著更應放下」 

  

無得無說分第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

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

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佛問須菩提說：「你的看法如何？如來真的有所得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嗎？如來為眾生說各種教法，

但在如來的心中是否執著有所說法的念頭呢？」須菩提回答說：「就我所理解佛所說的義理，因每

個人開悟的因緣不一樣，所以要使眾生開悟是沒有一定的法。並且如來所說一切，都是由自性本體

自然流露出來的，是應眾生的機緣而說，沒有執著一定的法。為什麼呢？因為如來所說的法，是要

眾生了悟佛性清靜本體，所以不可對於相或對於法有所執著，也不可執著口舌言說；不可執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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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執著頑空。為什麼這樣呢？因為一切賢聖都是由這個無為法自修。只是隨各人所修領悟的程

度不同，自性清淨心流露的多寡也就有所不同，所證悟程度就有所差別。」 

  

依法出生分第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

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

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佛說：「須菩提！如果有人以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的金銀七寶來行布施，你認為這個人所得的福德是

不是很多？」須菩提回答世尊說：「當然是很多。為什麼呢？因為這只是世間福德《福報》，世間的

福報是可以用多少來衡量的，這跟我們自性中無形無相不能細數無量清靜的福德完全沒有關係。然

而就以人世間著相布施所得福報而言，如來說這個人所得的福德多。」如來佛又說：「如果有人，

受持這整部般若經，或者少到只是以其中的四句偈等，不但使自己了悟清靜，也宣說使別人能夠了

悟清靜，那麼他所得到的福德，比前面說的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布施所得福德來得更為殊聖。為

什麼呢？須菩提！因為一切諸佛，及成佛的無上正等正覺菩提法，皆從此般若經緣生的。須菩提！

所謂佛法的目的在於引導眾生由迷失返回覺悟，不得已所取的假名，當覺悟的時候，佛法也不需要

了」 

9-16推闡無住以開解 

一相無相分第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

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菩提！於意云何？

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

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

「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

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

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

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

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

那行。」 

  

佛說：「須菩提，你的意思怎樣？一個修行者如果還不能達到頓悟真空的境界，但能強制他的欲望，

使六塵之相不能進入他的心靈，也就是修行境界上所稱聲聞初果的聖者，會有我已證得聲聞初果的

想法嗎？」須菩提回答世尊說：「不可以的，為什麼呢？因為證得聲聞初果的修行人，雖然已進入

聖人之流，但證得聲聞初果的修行人，內心是不執著已證得聲聞初果。而且也不執著艷麗的美色﹑

悅耳的聲音﹑香濃的美味﹑可口的食物﹑舒服的觸感以及一切萬法，所以才能稱得上已證得聲聞初

果的聖者。」佛陀又說：「須菩提！你的意思怎樣？已證得聲聞第二果的聖者，能起這樣的念頭，

我已證聲聞第二果的想法嗎？」須菩提回答世尊說：「不可以的！為什麼呢？因為證得證聲聞第二

果的修行人，內心的境界雖然已達到至為寧靜，可是他的心與外接觸時還是會產生一生一滅的現象，

這種現象我們稱它為「一往來」，雖然他的心還會產生一生一滅的現象，但是他們不會因此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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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生滅的念頭，也就是在前念生起的時候，後念就已經自然化解掉了，心不執著生滅的相，這

才是真正的證得證聲聞第二果的修行人」。佛又問須菩提說：「你的意思怎樣？已證得聲聞第三果的

修行人，能起這樣的念頭，我已證聲聞第三果的想法嗎？」須菩提回答世尊說：「不可以的！為什

麼呢？因為證得第三果的修行人，能處在各種現象中，心中已達到無我的境界，更沒有塵識思惑及

欲望，這才是真正證得聲聞第三果的修行人。佛又問須菩提說：「你的意思怎樣？證得阿羅漢果的

聖者，會有我已得阿羅漢果的想法嗎？」須菩提回答世尊說：「不會的，不會起這樣的想法。為什

麼呢？因為在阿羅漢心中一切相與法早已俱滅所以才稱為阿羅漢。假使證得阿羅漢果位的聖者，會

有我有得阿羅漢果的想法，那麼他的心中已執著我相﹝對於自我的意念執著﹞﹑人相﹝人我的對待

意念﹞﹑眾生相﹝自以為是為眾生求永生﹑為眾生服務以及認為對方是因為執著或業力所受生﹞﹑

壽者相﹝執著長壽﹑永生﹞，那他就已經遠離阿羅漢的境界了。世尊！您曾經這樣讚許過我，讚許

我無爭競之心已到精妙處，讚許我在諸弟子中為解空第一，達到第一修行離欲功夫的阿羅漢。世尊！

我雖蒙師父您如此的稱讚，但我仍然默默的修持，從來沒有我已證得了離欲阿羅漢的念頭。世尊！

如果我有得了阿羅漢的念頭，便是產生妄念，如何證得六欲皆空的阿羅漢。如果是這樣，佛陀您就

不會說我是好於寂靜的修行人，就因為我心無所得，也無所失，不執著一切相，行而不執著行，一

切無欲無求，所以師父您才稱讚我是好寂靜的修行人」。 

  

莊嚴淨土分第十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燃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燃燈佛所，

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

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

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

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佛說：「須菩提！你認為以前如來我在與燃燈佛會晤時，從他那兒有沒有得到什麼成佛之法？」須

菩提回答世尊說：「您當初在與燃燈佛會晤時，實在沒有從他那裏得到什麼成佛之法，因為佛性是

要自悟才能自度」。佛又問須菩提說：「你認為菩薩執著有形有相的佛土莊嚴嗎？」須菩提回答世尊

說：「不是這樣的，為什麼呢？因為你所說莊嚴佛土的意思，是回到清靜佛性本體，不是執著在形

相上的莊嚴，」佛又說：「就因為如此，須菩提！所以成就的大菩薩們應該像這樣一心不亂，生清

淨心，不可執著在色﹑聲﹑香﹑味﹑觸﹑法之上產生意念。否則便受六塵所蒙蔽﹑束縛，妄念旋起，

心怎麼能清淨呢？所以我們應該生發出無所執著的心。須菩提！譬如有人，他的身體像須彌山王那

麼大，你認為他的身體形狀是不是很大？」須菩提回答世尊說：「非常大。但是這個人身體形狀雖

然很大，但不能稱為大身。為什麼呢？因為他的身形再大，也是有生滅；而師父您說的是非形相真

身﹝自性﹞，此真身包太虛﹑周法界﹑無住無相，哪裡是有形的須彌山所能比擬的呢？這才是真正

能稱為大身。」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於意云何？是諸恆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

「甚多。世尊！但諸恆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



~ 6 ~ 
 

德。」 

  

佛說：「須菩提！如用恒河中所有的沙數來作比喻，以一粒沙比喻為一條恒河，那麼所有恒河內的

所有沙，你認為多或是不多呢？」須菩提回答世尊說：「非常多。以每粒沙各代表一條恒河，河尚

且就有無數多，何況是所有河中沙的數量！」佛又說：「須菩提，我實在告訴你，如果有想修習佛

道的男女，以一粒沙當作一個世界，用充滿如恒河沙數量那麼多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布施，那

他所得的福德是不是很多？」須菩提回答世尊說：「當然很多」佛又告訴須菩提說：「如果有想修習

佛道的男女，為他人演說此經，甚至只是四句偈等，這個法施所得的福德比前面用無數七寶布施所

得的福德來得殊聖。」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

佛塔廟。何況有人，竟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

在之處，即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佛再進一步的說：「須菩提！如果有人在任何地方，講解這整部經典，甚至只有講解其中的四句偈

等，使那些聽講經的人妄念消除，了悟佛性。應當知道此一講經的地方，一切天道的菩薩神明﹑人

道的眾生﹑阿修羅道的惡魔，都應該恭敬供養，作禮散花，好像供養佛的塔廟一樣。更何況是有人

能夠受持讀誦這本般若經典以求領悟。須菩提！你可知這種人能成就世上第一希有的無上菩提法。

因為這部經典是佛陀講述，讓世人了悟本身自性的一部經典，所以這部經典所在的地方，就好像有

佛在那裏，並且我們要對修持讀誦這部金剛經的人，也像尊重佛的弟子一樣尊重」。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

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

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須

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

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

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

相，是名三十二相。」「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

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那個時候，須菩提向佛陀請教：「世尊！此部經應該取什麼名字？以及我們應該怎樣受持奉行此經

典？」佛就告訴須菩提說：「這部經就取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也就是要以至高無上的妙智慧到達

彼岸，這個名字有無上的意義存在，所以你們應當恭敬護持。為什麼取這個名字呢？須菩提！我所

說的般若波羅蜜，是妙覺本性，此妙覺本性空如太虛。本體既然是虛無，那裡還會有什麼名字。不

過恐怕人生斷見，以及為便於眾弟子奉持不得已勉強取這個『金剛般若波羅蜜』的名稱。佛問須菩

提！你認為我有所說法嗎？」須菩提回答世尊說：「覺悟的本性已經是脫離言說﹑文字﹑形相的執

著，所以世尊在您心中並沒有“自己有所說法”的念頭。」佛又說：「須菩提！你認為三千大千世

界裡所有的微塵是不是很多？」須菩提回答世尊說：「非常多」佛又說：「須菩提！微塵雖然是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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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都沒有自主性，都是因為因緣而有，也會因為因緣而散失，一切只是幻化而已，所以說是非微

塵，只不過假藉一個名稱，稱它是微塵。同樣的道理，我說世界雖然廣大，也是沒有自主性，會因

為因緣而毀壞，所以它也是虛空不實的，為了方便言說，不得已假藉一個名稱，稱它是世界。」佛

又問須菩提說：「你認為可以用佛的莊嚴三十二外表相得見如來本體嗎？」須菩提回答說：「不可以，

世尊！不可以用佛的三十二莊嚴外表相見到如來本體。為什麼呢？因為您所說的三十二相，是屬於

因緣假合所現的短暫現象，他根本沒有實在可自主的相存在，所以他也是假藉的名稱，稱它為三十

二相。」佛又再提醒說：「須菩提！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恒河沙那麼多相等數量的生命來布施

眾生，以犧牲生命來布施以求福德。再說假如有另一種人，受持講說此整部經典，甚而少到只以此

經中四句偈等深體領悟為別人演說，讓眾生能夠了悟自身佛性，他持經布施所得的福，比前面說的

捨身布施所得的福更多。」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

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當知是

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則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

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

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

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

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

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

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

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故，須菩提！

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即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

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須菩提！如來

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此法，此法無實無虛。須

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

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

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那時，須菩提聽如來佛說到這裡，心中已經深悟佛理，感動的流下淚來。不禁向如來佛讚嘆了一聲：

「希有的世尊！您所說這個深奧的經典，即使在從前，我雖具有慧眼，也能一聞千悟，卻是未曾聽

得如此深奧的經。我既聞此經，自性清淨中，已悟本有全真的實相。如果有人，聞得此經，發出篤

信之心﹑純正清淨之心，毫無塵念，而達到心即是佛的實在本相，可知道這種人，是成就第一希有

功德的人。但是，世尊！究竟這般若實相，不是一般所說有形的東西，這般若實相，空如太虛﹑沒

有行跡，但為引導眾生離開執著而找回本心，不得不假藉一個名稱，稱之為實相，修持證悟的人仍

然不可執著。世尊，此經我聽到這裡，已能了解其中的妙理，信奉修持，應該不是難事。倘若佛陀

您圓寂兩千年之後，離開師父您住世說法時期已久遠的茫茫苦海眾生，聽到此經而能信解受持的人，

實在是太難得了。為什麼呢？因為這個人頓悟真空，必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就因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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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了悟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是非實有的相，而是由內心執著而來，所以能夠離一切相，

他的心達到覺悟空寂的境地，這個內心的境地與諸佛並駕齊驅，可以稱為佛的境地。」佛告訴須菩

提說：「你說對了！你說對了！當知後世如果有人，聽到般若之妙法而內心不產生驚駭〈即不會認

為言之過也〉﹑畏懼〈恐道之高也〉﹑退縮〈怯行之難也〉，而內心達到虛空平靜，這種人實在是很

少有的。為什麼呢？須菩提！我現在所說第一捷徑到達彼岸的方法，也就是以妙智慧破除煩惱而得

解脫的方法，我把它稱為第一波羅蜜，但你們仍然不可執著第一波羅蜜這個法﹑這個名相，因為一

切法﹑一切名相，只是為了引導眾生修持，而自性的本體是虛寂靈明的。須菩提！再說到忍辱波羅

蜜，凡辱境之來，恬然處之，其心如同太虛，內不見其忍，外不見其辱就是忍辱波羅蜜，只是為便

於示導眾生，不得已給予一個名稱，稱它為忍辱波羅蜜。為什麼呢？須菩提！就好比我的前生，被

歌利王支解身體的時候，那時我心如虛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否則當時我在被支解

時，如果著此四相，必定生忿恨心。須菩提，我又想起過去五百世前，做忍辱仙人修忍辱之行時，

就已經沒有我人眾生壽者四相。所以說，須菩提！菩薩之修行，首當空其心，離一切相，方能發無

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此心中不執著於色，不執著於聲﹑香﹑味﹑觸﹑法，要做到心無所住，此心

才能圓通無礙。若於六塵中，一有執著，心便不能解脫，即非菩薩的住處。所以我說，菩薩心本來

是虛而明，若執著於六塵就不能覺悟，我所謂的不應住色布施，原因就在於此。須菩提！菩薩不住

色布施，發心廣大，不是為己，自然有利於一切眾生，應該要如此無相布施。而我所說的一切諸相，

其真實的本體皆是空的，原是非相。而一切眾生，如果能夠見本性，妄心自離而入佛境，那麼一切

眾生也就不是眾生了。須菩提！我一向是講真話的﹑講實話的﹑而且是永恆不變的真理，我從來不

說欺騙的話，也不說怪異的話。須菩提！如來對於法是不執著有也不執著空。須菩提！如果菩薩心

執著於法而行布施，對於真理的體悟，就好像人進入黑暗的房子裏面，什麼東西都看不見。如果菩

薩心不執著於法而行布施，就好像人張開眼睛，看見日光四照，以及種種顏色。須菩提！當我去世

後，如果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對於此經能夠受持讀誦身體力行，就能到達菩提的覺位，成就自性如

來，我當然知道此人，也必定以無上智慧照鑒他。而此人成就見性的功德，是無量無邊的。」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

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

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

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

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即為荷擔如來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

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

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遶，以諸華香而散其處。」 

  

佛說：「須菩提！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於一天當中，早晨以相當於恒河沙那麼多數量的身體和生

命布施，中午又以相當於恒河沙那麼多數量的身體和生命布施，晚上也以相當於恒河沙那麼多數量

的身體和生命布施。照這樣子經百千萬億劫之久，每日都如此布施。但是如果有人聽聞此經，而能

篤信且奉行不違逆，那麼他所得的福是從自性源源不斷的流露，勝過前面說的以身體和生命布施的

人更來得無邊無際。更何況是手寫口誦﹑身體力行﹑為人解說此經的意義，不但自己明自己的自性，

還使得人人見自本性。須菩提！簡而言之，因為內心奉行此經所得的功德是不可以用心思口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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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用多少來稱量，實在是無邊際的。佛為啟發大乘人，說此真空之妙；為啟發最上乘的人，說此

般若之法。如有大慧根的人，內心信受奉持此大乘之法，廣為人闡發經義妙旨，如來我知曉這人，

也能照見這人成就不可稱量﹑沒有邊際，不可思議的功德。這人既能成就如此功德，就足以能夠身

擔任宣揚如來無上正等正覺的人。為什麼呢？因為如果是喜好執著於小乘法的人，因還有執著於我﹑

人﹑眾生﹑壽者等私見，對此上乘之法，不能理解以及聽受讀誦，更不知如何為人解說此經。須菩

提！無論在任何地方，如果有此部經典所在的地方，一切人﹑天﹑鬼神都應當齊來護衛供養。當知

此經所在之處，就等於是佛塔所在的地方。都應該恭敬，作禮圍繞，並散布寶花妙香於此經所在之

處。」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

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

劫，於燃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

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

喻所不能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

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佛再進一步說明：「須菩提！如果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不但不能得到世人恭敬，卻

被世人所輕賤，原因是他累世所造的種種罪業，將來之世本來應該還要再墮入惡道中，受盡苦難。

因他今世被人輕賤的緣故，前世所造的種種罪業就可以相互抵消。並且因為因除果現，罪滅福生，

他所修持的般若妙智依然可以成就無上正等正覺。須菩提！我想到在歷經無量數劫之前。也就是在

未遇燃燈佛前，曾供養無量數佛，且沒有遺漏供養任何一尊佛。如果果後世之人能夠信受奉持以及

讀誦此經，自然能見自本性，永離輪迴，他持經所得的功德，比我以前供佛的功德，遠勝百千萬億

倍，以至於用算數或譬喻都無法表達。須菩提！若善男子或善女人於後末世，受持讀誦此經，必得

無量的功德。此功德我如果要詳細說，恐怕慧根淺的人聽聞到，內心產生狂亂質疑不相信。如來佛

又對須菩提說！當知這部經的經義與果報相當深遠，已經跳脫了一般世俗的思索。」 

17-24深觀無住以進修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

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

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

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須菩提！

於意云何？如來於燃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

佛於燃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燃燈佛即不與我授記：『汝

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燈佛與我授記，

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

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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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薩。

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

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那時，須菩提當著機會又問佛說：「已經發菩提心的男女，應該如何安住這菩提心？以及如何降伏

妄念呢？」佛聽了之後告訴須菩提說：「善男子﹑善女人要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就應該自然散發這

樣的心念，滅除度脫一切眾生的執著，使他們回歸到清靜的佛性，當滅除度脫一切眾生的執著後，

我們的內心不能有任何一點眾生是我滅渡的念頭，為什麼呢？須菩提！一切眾生菩提心本來人人具

足，只因眾生為塵俗所蒙蔽，所謂滅度，也必須是眾生自悟才能自渡，說到究竟，實無一眾生是我

所滅度，外不見所渡的眾生，內不見能渡眾生的我。因為學道的菩薩，若執著我有滅度眾生之心，

則尚存有人﹑我﹑眾生﹑壽者四相的執著，就不能稱為菩薩了，這是什麼原因呢？須菩提！原因是

自性本是空寂，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修行者，實在是不會執著有什麼可以發菩提心之法。」佛又問

須菩提說：「你的意思怎樣？你認為我曾在燃燈佛那裏得到能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法嗎？」須

菩提回答世尊說：「沒有，根據我所了解世尊您所說的義理，世尊您在燃燈佛那裏也是自性自悟，

並不是有什麼法而使您證悟無上正等正覺。」佛陀聽了之後說：「是的！是的！須菩提！如來成就

無上正等正覺，是在於心悟，實在沒有執著外在的法。須菩提！如果必須有法才能證得無上正等正

覺，代表內心還有對法的執著，燃燈佛就不會給我授記，因為內心沒有對法的執著，內心已達到究

竟清淨，所以燃燈佛才給我授記並且說我來世必當成佛，名號為釋迦牟尼。為什麼這樣子呢？因為

如來這兩個字的含義是如其本來的究竟清淨，因此修行人的內心如果能達到如其本來的究竟清淨才

能成佛。假如有人說：『佛陀是得到無上正等正覺之法才成佛的』那就錯了，須菩提！如來對於法

是無所執著，一切佛法皆是方便而說﹑因緣而說，無上正等正覺也是假名而已。須菩提！如來所證

悟無上正等正覺的佛心本性，是不著有也不著無的，所以我說一切的法，只要能自悟真如，都可稱

之為佛法。但是，須菩提！我所說的一切法，這只是個假名而已，是說給未開悟的人聽，一旦開悟

達到究竟清淨，就不需要一切法了。須菩提！譬如有個人的身體高而且大，真的是大身嗎？」須菩

提回答世尊說：「您所說的大身，是有生有滅的，仍是有限量的，如何能稱之為大身？不過假藉一

個名，稱之為大身而已。」佛又說：「須菩提！菩薩也是如此，真如清淨才能稱為菩薩。而度生本

是菩薩份內的事，如果他執著一念，認為我是菩薩，應該滅度一切眾生，便有我相的執著，就不能

稱之為菩薩。這是什麼緣故呢？佛又說：須菩提！只有如此清靜的人才能稱為菩薩，沒有對於法的

執著，才能稱為菩薩。所以佛說自性中不執著人﹑我﹑眾生﹑壽者四相，真性中空空洞洞，不但無

眾生﹑也無所謂菩薩﹑可知更無所謂滅渡。須菩提！如果菩薩說：我應當整飾莊嚴佛的剎土，也是

著於形相，不可稱之為菩薩。因為這個緣故，佛說莊嚴佛土，非是外貌的莊嚴，只是假借一個名稱，

稱之為莊嚴而已。須菩提！若能徹悟人空法空，沒有我的執著，既然沒有我的執著，何來渡眾生與

外在莊嚴佛土之心的執著，這樣才能稱得上真正的菩薩。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

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

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

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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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

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

「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

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佛說：「須菩提！你認為我有一般人所具有的肉眼嗎？」須若提回答說：「是的，世尊！您具有世俗

的肉眼。」佛說：「須菩提！你認為我具有天人所具有，能看到人類肉眼所不能看見東西的天眼嗎？」

須菩提回答說：「是的，世尊！您具有天眼。」佛說：「須菩提！你認為我具有自性反觀內照常明，

使自己所見一切皆不迷惑的慧眼嗎？」須菩提回答說：「是的，世尊！您具有慧眼。」佛說：「須菩

提！你認為我具有洞澈一切萬法以及萬事萬物皆是眾緣合和而成，了解到一切都沒有自主性，只是

暫時的假相，所以對一切事物以及萬法不執著的法眼嗎？」須菩提回答說：「是的，世尊！您具有

法眼。」佛說：「須菩提！你認為我具有能看到究竟﹑實在﹑真正永恆不變真理的佛眼嗎？」須菩

提回答說：「是的，世尊！您具有佛眼。」佛又說：「須菩提！你認為在恒河中所有的沙，如來我說

那是沙嗎？」須菩提回答世尊說：「是的，您說它是沙。」佛說：「那麼，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的

沙，如果以其中一粒沙比作一恒河，再以所有恒河中的所有沙，以一粒沙比作一佛世界，你認為這

樣的佛世界是不是很多？」須菩提回答世尊說：「非常多」佛告訴須菩提說：「不必遠說到那麼多的

佛世界，就拿你所在的國土中，所有眾生的心思，隨情而遷，逐境而生，種種心思顛倒妄想，我卻

能以清淨的五眼完全知道。為什麼呢？因為所有這些心思，皆是眾生的妄心，並非本性常住的真心，

只是假藉一個名，稱之為心罷了。這又為什麼呢？須菩提！因為人的心思會隨著時空以及環境而變

化，而常住的真心是寂然不動的，所以對於過去不會起滯留的心，對於現在不會起執著的心，對於

未來也不會起預期的心。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

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

如來說得福德多。」 

  

佛陀繼續說：「須菩提！你的意思怎樣，如果有人用充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行布施，你認為這

個人所得的福德是不是很多？」須菩提回答世尊說：「是的，這人用這種因緣布施所得的福德非常

多。」佛又說：「須菩提！如果執著福德是實有的，以這種執著福德相所行的布施，他所得的福報，

也會因他所施行的因緣有限而會有盡頭的時候，因此如來我說他所得的福德不多，如果他布施的時

候，心能夠像虛空般廣大沒有執著，他所得的福德也就能與虛空般廣大相呼應，那麼如來我才說是

真福得多。」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

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諸相具足，是名諸相具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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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又問須菩提說：「你的意思怎樣？佛可以用具足的色身來見到嗎？」須菩提回答世尊說：「如來是

不可以用具足的色身來見到的，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師父您所說的真正的具足身相指的應該是佛

性本體，佛性本體雖然是無形無相，但能成就一切有形的莊嚴色身相。而有形體﹑可以看得見的具

足莊嚴色身相，是會隨因緣而變化的，並不是一個實有的相，此有形體具足莊嚴色身相只是一種假

借的名稱而已，不可執著」佛又問須菩提說：「你的意思怎樣？如來可以用具足的諸相來見到嗎？

須菩提回答世尊說：「不可以。如來不可以用具足的諸相來見到，為什麼呢？因為一切諸相也是好

像我們的色身相一樣會隨因緣而變化，不是一個永恆實有的相。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

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

「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

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佛告訴須菩提說：「你不要以為如來有『我應當或我曾經為眾生說佛法』這樣的念頭，我只是隨順

機緣以及悟性來指點大眾，未嘗有過說法的念頭，為什麼呢？如果如來執著有所說法，就表示如來

仍拘泥於文字﹑言說以及法，有所執著當然就不是佛。所以如果有人說『佛陀為眾生說了許多佛法』，

那個人就是在毀謗我，不了解我說的真正義理，才會這麼說。須菩提！自性本體是無形無相的﹑是

妙用無窮的，豈能夠用言語表達盡淨，但為了消除眾生的執著迷惑，不得已而說，這樣不執著的心

才是真正的說法，所以『說法』這兩個字，只是勉強取的名稱而已。」那時，須菩提向如來佛稟白

說：「世尊！恐怕未來世很多眾生，聽到這個對於法不執著的妙理，不知能否生信心。」佛回答須

菩提說：「眾生本來各具有佛性，所以說他們不是眾生，但他們尚未解脫妄心，所以他們還是眾生。

為什麼呢？須菩提！眾生之所以為眾生是因為尚未了悟，如果能了悟，當下就是佛，而不再是眾生

了，所以眾生這只不過是一個假借的名稱而已。」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

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須菩提向如來佛稟問說：「世尊！您對於正等正覺菩提心，以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法，內心真的是

一點得到的念頭都沒有嗎？」佛回答須菩提說：「正是如此！須菩提！因為菩提自性是人人原本就

具足，並且圓滿周遍，所以我對於正等正覺菩提心，以及正等正覺菩提心法，絲毫都沒有所得的念

頭，這才是真正證悟無上正等正覺的人」。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

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佛再進一步的向須菩提說明：「我所說的無上正等正覺之法的本體，所指的就是我們得佛性，此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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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並且人人具足，世世相同，所以說是平等。並且佛與眾生沒有高下的不同，

所以才稱之為無上正等正覺。用沒有我﹑人﹑眾生﹑壽者等執著之心修一切善法，就可以證悟無上

正等正覺。須菩提！如來我所說善法的本體，所指的就是我們的自然妙性，這個自然妙性，原本就

沒有善惡對待的執著，只是為了開悟眾生了悟本自具有的佛性的一切法，不得已假借一個名稱，稱

他為善法。」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

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

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佛說：「須菩提！如果有人用七寶堆積起來多得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須彌山那麼多來行布施；另外

如果有人信受奉行這個般若波羅蜜經，不管是全部，或者是其中一部分，或者少到只以其中的四句

偈來為人講說，使自己或他人都能了悟，回歸個人清淨的本體，那麼前者以七寶布施所得的福德比

不上後者所得福德的百千萬億分之一，甚至是不能用算數的譬喻所能算的。」因為住相布施所得的

福報，就好像是射箭，力道盡了的時後終將墬落。反之能夠深入了悟般若本性，就能夠得到無邊無

盡的解脫自在，這個福勝過住相布施所得的福報。 

25-31究極無住以成證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

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

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是名凡夫。」 

  

佛問須菩提說：「你的意思怎樣？你們不要認為如來在度化眾生的時候，有『我當下是在度化眾生』

這樣的念頭。須菩提！不要有這樣得念頭，為什麼呢？因為眾生的般若妙智慧，與佛並沒有兩樣。

眾生能夠由迷轉悟，是眾生的自性自己所渡化，不是靠佛來渡化。如來在渡眾生的時候，如果起了

眾生能夠了悟是如來我所度化的念頭，那麼如來我就會因為執著而起了能渡化眾生的我相﹑被我渡

化的人相﹑所渡化的眾生相﹑能夠成就的壽者相，那就不是一個已經領悟到自性本體的如來了。須

菩提！如來口中所說到這個我字，只是不得已所下的一個代名詞而已，內心實際上沒有這個“我”

的執著存在，而在凡夫的境界，則執著我相的存在，以為是我度化他們。須菩提！事實上佛與凡夫

本性是相同的，迷則為凡夫，悟則成佛，不過在他們未了悟之時，暫且勉強稱之為凡夫而已。」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

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

邪道，不能見如來。」 

  

佛問須菩提說：「你的意思怎樣？你認為可以用外在的三十二莊嚴身相，去判斷他是不是佛嗎？」



~ 14 ~ 
 

須菩提回答說：「應該可以！應該可以！可以用外在的三十二莊嚴身相，去判斷他是不是佛。」佛

因此知道須菩提尚未明白其中的深義，於是說：「須菩提！轉輪聖王，因為福業厚重，所以也具有

三十二莊嚴身相，如果可以用外在的三十二莊嚴身相，去判斷是不是佛，那麼你看到轉輪聖王，豈

不是也會認為他是佛？」須菩提聽了之後立即明白佛所說的道理，並且回答說：「世尊！我已了解

您所說的道理，不應該用外在的三十二莊嚴身相，來判斷他是不是佛。」這個時候，如來看時機已

成熟，於是告誡他們離相的偈語：「你們如果執著於外表的形色，或者是執著一切音聲，想要用此

二者來證悟我們的真如本性，代表這個人心已外放，向外求法，殊不知佛是須要向心中求，而不是

心外求，所以如果有執著向外追求的行為，那便是正路不走，偏走邪路，執著於外在的塵﹑相﹑境

界，因為有所執著，所以就不能了悟自性如來的本體。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

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

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佛所說的無相，是教人離一切相，而不是教人滅相，不但心中不執著一切形相，也沒有一個斷滅相

的產生。同樣的道理，所謂的無法相的意思，就是不但心中沒有法的執著，也沒有一個法的斷滅相

產生。接續上章的法義，佛深恐世人對於相產生斷滅的想法，所以佛告訴須菩提說：「你如果這樣

想：如來是因為心中把圓滿的三十二色身相斷滅了的緣故，才得以證得無上菩提，那你就錯了。須

菩提！你千萬不可有這種想法，認為如來我心中斷滅了圓滿的三十二色身相才得以證得無上菩提。

須菩提！對於一切法也是一樣，雖然一切萬法隨因緣而生滅，如夢幻泡影，修行的人不要對法產生

執著，但心中也不要對法有斷滅的念頭產生，為什麼呢？因為發無上正等正覺心的菩薩，必定自覺

覺人覺行圓滿，用盡萬法使得眾生內心能夠自我覺悟，怎麼會對於萬法有必須斷滅的想法說詞呢？」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

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

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佛告訴須菩提說：「如果有人行菩薩道的時候，他內心執著於福德，雖然是用積滿了恆河沙數量那

麼多世界的七寶拿來布施，所得的福德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很多，實際上卻是有限度的。另外如果

有人在修菩薩道的時候，同樣是去布施﹑去弘法，但是他心中不執著功德，更沒有我的意念執著，

對於一切欲望與執著內心不需要強忍，而內心自然清淨無染，達到一切『無忍﹑忘忍』的自在境界。

這樣修菩薩道的人所得功德，比起前面所說執著七寶布施所修菩薩道的人，所得的功德還要來得殊

聖。這是什麼原因呢？因為一個真正的菩薩，內心是不會受到福德束縛的緣故。須菩提於是問世尊

說：「為什麼一個真正的菩薩內心不會受到福德的束縛呢？」佛告訴須菩提說：「菩薩度眾生布施及

利益一切眾生，是自性自然流露的行為，所以不會有貪著福德的現象產生，所以才說菩薩不會受到

福德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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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佛告訴須菩提說：「如果有人因為如來我有行﹑住﹑坐﹑臥四種威儀相的緣故，就稱我是如來，或

是想在行﹑住﹑坐﹑臥四種威儀中去證悟無相的法身如來，表示這個人心中還是執著於形相，不了

解我所說的義理，為什麼呢？因為如來真正所指的是我們的佛性本體，而不是外在的形相。當眾生

內心被塵垢遮蔽的時候，非是佛性離去。當覺悟的時候，佛性呈現，這個時候佛性也不是從別處而

來。此佛性本體是充滿法界，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所以稱為如來。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

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

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

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佛說：「須菩提！如果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將三千大千世界，搗碎成為微塵，你認為這些微塵是不

是很多呢？」須菩提回答世尊說：「非常多。為什麼呢？如果眾多微塵是實在永存的實體，佛就不

會說是微塵多了﹝眾微塵是因為因緣而來，也一直在隨因緣而變化，而為了分別當下的狀態，不得

已把它取名作微塵﹞。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您所說的這些眾微塵，它是隨因緣而生滅變化沒有自

主性，只是假藉一個名，稱他是微塵眾。世尊！您所稱的三千大千世界，同樣也是因緣和合的短暫

現象，不是真實永久存在，所以假藉一個名，稱它為世界。為什麼呢？倘若說這世界是實有的話，

也只不過是許多東西的結合體而已，我們勉強把它稱為一合相，而佛陀您說的一合相，其實只是假

藉之名而已，因為凡是有結合就有分散，沒有實在不變的，所以一合相也只是假藉之名而已。佛繼

續說：「須菩提！世界是許多東西的結合體，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可是這些結合體之間是一直在

變化的﹑沒有一定的﹑它時而結合﹑時而分散，連佛陀我也難以解說，可是世俗的人喜歡談論它，

而不知當下它只是變化中一個短暫的現象而已，說來說去又有什麼用，這就是眾生貪戀眼前的事物，

所以才會迷失本性啊。」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

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

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

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須菩提！如果有人說：佛陀常常講到『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不是佛陀內心還有『我

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的執著存在呢？須菩提！你認為這個人真的了解我所說的義理嗎？」

須菩提回答世尊說：不了解的，這個人並不了解您所說的義理。為什麼呢？因為您提到我見﹑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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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見﹑壽者見，只是為了便於讓凡夫了解佛的深意而說，事實上佛的內心早已超脫我見﹑人見﹑

眾生見﹑壽者見的執著，而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只是一個為了教化眾生假藉的名稱而已。

佛又說：「須菩提！凡是發無上正等正覺菩提心的人，對於一切佛法，應該有不執著佛法的名相這

樣的認知，這樣的相信，這樣的了解。須菩提！為什麼我說要了悟佛法的真義，而不要執著佛法的

名相呢？因為一切佛法的名相，就相來說，雖有一切相的假名，但就空寂的自性來說，他是無所執

著的。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

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

動，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

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

行。 

  

佛對須菩提說：「如果有人將無窮盡的世界都填滿七寶來行布施。還不如有善男子或善女人，發無

上菩提心，信受奉持以及讀誦這整部經典，甚至少到只是信受奉持以及讀誦其中的四句偈等，不但

使自己領悟，也使別人領悟佛性，那麼此人因此得到的福德勝過前面所說用填滿無量世界七寶布施

的人。為什麼為人演說的時候，內心不但不能對相有所執著，而且內心還要如如不動呢？因為世間，

凡是有所為而成的法，都是生滅無常，好像夢一樣的虛幻﹑好像泡沫和影子一樣的沒有自主性﹑又

有如朝露和電一般的不能長久，你們應該有這樣的體認。」佛反覆闡明般若之法，至此已說解完畢。

長老須菩提，與同時在法會聽經的僧人﹑女尼﹑善男﹑信女﹑及一切世間的天人鬼神等，聽完佛陀

所說的般若大法，每個內心都法喜充滿，深信佛陀所說的妙法，並且依照佛陀所說的妙法去修行。 

 

http://www.taolibrary.com/category/category23/c23034.htm 

二至八分       明示無住以生信 

九至十六分     推闡無住以開解 

十七至廿四分   深觀無住以進修 

廿五至卌一分   究極無住以成證 

 

開經偈：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 

佛光四句偈：慈悲喜捨遍法界，惜福結緣利人天，禪淨戒行平等忍，慚愧感恩大願心。 

回向偈：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 

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