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剛經講義》精要擇錄（四）

 張泰隆

精要擇錄

1. 不住於相即捨，非斷滅。無我相，應無所住是不住法相，行於布施

是不住非法相（無我相、我執、法執、非法執、能執所執俱空、三

空），不住相要點在證性。

2. 須知，有體必有用，有性必有相，知相之虛妄即可，不可執空，執空

即墮斷滅。性相不一，但不可滅相，性相又不異，相即性之表現，性

即相之根本，有根本而不表現，是有體無用，故佛不住涅槃。

3. 凡所有相皆虛妄，須澈知一切相皆虛妄，即不逐妄，即知有真，故見

諸相非相，則相不能障性，即見如來，何必滅相，即相可以見性也。

4. 須知虛妄不必斷滅，亦不可斷滅。因相本由性現也，法不可執亦不可

厭，法本無相，無不相，二邊不著去修行，即見諸相非相，即可照見

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受想行識即喜怒哀樂起心動念，照到皆空，

即諸相非相。

無我相，不取法相，不取非法相（我空、法空、空空）

張泰隆居士於一九六一年自台灣大學藥學系畢業返鄉前，登門拜訪慧

炬創辦人周宣德居士，臨行前曾蒙周居士贈予《金剛經講義》一本。

時隔五十年，張居士於二○○五年，年近七旬，忽然大夢初醒，瞬覺

人生短促，常於工作之餘，研讀《金剛經講義》，並將其所領會之

《金剛經講義》精要擇錄整理，歸結成十篇心得，每篇均先擬定題目，

而後再將所擇錄精要相關者歸在主題之下，如此相信將有助於研讀

《金剛經》者之瞭解。《金剛經講義》是江味農居士傳世之作，內容

發揮般若要旨，既詳且盡，又復旁通諸大乘經，闡發勝義，自一九四二

年流通以來，被譽為歷年來《金剛經》註釋中最完善之註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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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心經之色即相，所有相皆虛妄與空即是色通，一切假名，當體即空

也。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與色即是空通，色即空，不見空不在

色外，何必滅色明空，故云則見如來，見如來則見性也。不執相即

能度一切苦厄，不取著即不住相，並非斷滅其相，故若見諸相非相

則見如來也。

6. 報身、化身是從法身顯現，即有顯現亦即有滅。滅者是報、化身，菩

薩所見是法身現起之報身，凡夫所見是法身現起之化身，若能見報、

化身之非相，則見如來。見性從非相而見，不可入於斷滅。

7.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正合法相，實無眾

生得滅度者，正合非法相。若菩薩應無所住行於布施即是捨，即破

我，先空我相，不住於相，即不住種種相，即無法相。無我人等相人

空也，無法相，法空也，無非法相並空亦空，是名三空亦名俱空，可

見三空從此精進，淨念相繼，使證清淨法身，故曰得無量福德。

8. 廣行六度萬行，而心中若無其事，湛然凝寂，不為所動，即不取法

相之真實義，如此而行即不著法亦不著非法，便是二邊不著，合乎

中道。

9. 佛法渡生死，生死未渡不能無法，既至彼岸，法亦無用，以示其不可

執之意。

10. 如云無我、人、眾生、壽者四相即說我空，法為渡我執。又云無法

相，不應取法，法尚應捨，此說法空之法為度法執。又云無非法相不

應取非法，何況非法，此說空空之法，為渡空執，曰我、曰不取、曰

捨，但為遣執，非捨其法，三執俱遣則三空齊朗，三障圓明，生死涅

槃皆不住，尚何此岸之不渡，彼岸之不登乎！

11. 如來所說法即是無上覺，究竟覺，即無念，故般若心性是離言說相，

了無能說所說，故云不可說。不執法，不執非法，不執非非法，故無

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所說指一切法而言，蓋一切法即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也，無有定法，如來可說。

12. 如來是法身，法身無相，那有可說，無有定法。不可執定有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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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定無法。世尊說法自大圓覺海中，自在流出，要證到大圓覺海，應

先離心緣相，心行處滅，離言說相，言語道斷，如此如何可取，如何

可說，如何去分別，故云非法、非非法。

13. 凡物之大小、長短、高低、遠近、表裡，有對待者皆是相，相有變動

即是虛妄，性則空寂不動。性是裡，相是表；性是本，相是末；有裡

才有表，有本才有末，有如來之性，才有福德可說。實指示我們不可

著相，故如來說福德多，令我們會相歸於性。

14. 佛者報身之相，士者依報之相，士云何淨，由心淨耳，心淨所以莊

嚴，不能著相，若心取相則不清淨，但若誤會不著相絕不莊嚴，是取

非法也，需領會兩邊不取之義，莊嚴淨土，應不取著亦不斷滅。（即

不住有、不住空。）

15. 六塵即器世間，攝一切境界相，不應住六塵，即不住相，前五者，色

聲香味觸，包括世間一切可見可聞之境界，法字包括世間一切不可

見不可聞而為心思所能及者之境界。六字則一切境界均攝盡，即一

切世間之境界皆不可著，欲不為六字起心動念，必須在大悲心六度

行上加功。

16. 見惑之邊見，小乘專就由身見而起之斷見、常見言。大乘兼指一切法

空、有二邊，執有便取法，乃常見；執空便取非法，乃斷見。

17. 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說般若是如其自證之理智而說，

令一切眾生開佛知見耳。令知性本無相，須離相修持，而後可以見

性。故曰般若非般若，若心中不明此理，取其名字相，則取法相，即

著我、人、眾生、壽者，法法皆是般若不可著般若之名字相，則是般

若波羅蜜，便是真實義。

18. 如來無所說者，無其所說也，非謂無說（無所行，無所得義同），蓋

性體自證名為如來，明其理智平等一如，能所一如，諸法如義，故其

言說，名為如說（如來是如語者），如說者明是由平等如如之性海中

自然流出，初未起心動念，雖終日說，實無言說之相，尚無說相，安

有所說之法相，故曰如來無所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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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離心緣相，離言說相：心緣即起心動念，心有攀緣，即落於名字相，

心緣相離，然後名字言說之相皆離，則一切境界，便畢竟平等，唯是

一心而名真如。

一切染淨諸法，悉皆相待，無有自相可說，故一切法從本以來，非

色非心，非智非識，非有非無，畢竟不可說相，而有言說者，其旨

皆為離念，歸於真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滅，不入實智故。色有

表色（有形可指之法），無表色（無形可指之法），其本無自體，

體唯是心，故曰非色。然不過唯心所現，實非心也，故又曰非心。                                                           

智者即謂性智，性體平等空寂，豈有諸法，故曰非智。然諸法不過

是識心現起耳，不能謂諸法便是識，故又曰非識。非有非無者，因

緣聚合，似有諸法發生，非無也，既為緣生，乃是幻相，非有也。

雖似有而實無，當體即空。當知染淨諸法，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

說之意而已。

20. 凡所有相皆虛妄，虛是假是幻，不但非不好，並非沒有，乃是假有幻

相。相是虛妄，性是真實，性本非相，又能起一切相，空而不空，此

性之所以為真實也。能見相非相，方見如來，應見相而非相亦應見非

相而相。相而非相，即色即是空，非相而相，即空即是色，故如來說

實相非相，而又說是明實相，明其非相而相，相而非相，非相而相是

如來藏真實義。實相者，無相無不相是也。但明其不必壞耳，此即離

念，離相之方便。

21. 一切世間法，事來即應，事過即休，雖應而能休，雖休而能應，即

提得起，放得下，無論世出世法，皆能以非字遣之，如是久久體會

四句皆離之義趣行去，便能做到應時便是休時，休時便能應時。自

然空、有二邊不著，合乎中道，而相不相有無四句皆離了，此是最

妙行門。

22. 若能洞明一切相有即非相，即無所守，則無所執，是無法相了，不但

法空，亦明其非於相外而別取空，是亦無非法相了，是並空亦空，人

空，法空，空空是為慧徹三空，一空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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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一切眾生則非眾生，此明法空：

眾生者由五蘊法假合而後有生，如色乃地水火風四大所變現，受

（領納）、想（憶念）、行（遷流）、識者（分別）含藏皆妄心，

妄心者因其由無始來種種計較，種種取著，積無數之業力，執持不

斷，因而變現起受想行識之動作，自性清淨中那有此物，此即四蘊

之假合耳，然則不但五蘊之眾，本來非眾，即假合成五蘊之其他眾

法，亦復眾而非眾，則生本無生，所言當體即空。故曰一切眾生則

非眾生，此明法空。

一切眾生迷於一切諸相，執著為實，造業受苦。由五蘊變現之一切諸

相，為假法中之假法，即非有，故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即法空。

24. 下半部：

不應取法，以一切法皆如，無可立也。不應取非法，以一切法

皆真，無可遣也。所謂法法如是，故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法與非法皆不可取不可說也。                                     

一切聖賢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者，因法法皆如，則法法皆真，故一切清

淨本然，絕非造作，故曰無為。唯因功行之深淺而有成聖成賢之差

別，實者一如，法無差別。若能我見情執遣盡，則無空、有、中、非

有非無之執，則見相即見性，煩惱即菩提，五蘊即法身，生死即涅

槃，即諸法如義也。

25. 佛說一切法無我，又度生不應取法，又非莊嚴即名莊嚴，均顯法性無

差別之義，既無差別，故一法皆不應住，則並實無有法發菩提之義。

證諸法一如，則謂之法無我，通達一如之諸法，則謂之無我法，即佛

說一切法無我，因佛已證無我理，具無我智，能於一切法中無我，曰

法無我。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是明其不但於一切法能知無我，

且安忍於無我，故亦曰法無我，此是令通達本來無我之一切法，則曰

無我法。通達即會除障，障除則證本來無我之法性，可見本無分別之

真性矣！

26. 若人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以色、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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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識用事，執六塵境相，以求法身，明其妄見，故曰是人行邪道，不

能見如來，以真如之性，非是分別執著之業識境界故也。非盡空情識

不可，當知性為一切法之體，相是表面，修行者原為證性，故不應執

表面之相，然有體亦須有用，有性須有相，否則主體亦孤立無用，故

欲證性，不應執取相，亦不應斷滅相。

27.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因恐人誤會證性

不必修福，或誤會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誤以見如來必須滅相，故立此遣其三誤，是為善巧方便也。                                     

當知具足相之成，由福慧修來，修福便是不著相，知不著相便是慧。

因此能成具足，得無上菩提。

說發廣大心度生，當生起度生本應盡之責，豈是說斷滅諸法，佛

得菩提無少法可得，是說雖得而不有所得，亦非斷滅諸法也。

證法身，得菩提，必須福慧雙修，以之乃能悲智具足故也。                                     

莫作是念者，因動念即是分別執著故。

廣度眾生，實無眾生得度，是不著相。菩薩行布施而心無住。不住是

不住法相，亦即不著有。行布施是不住非法相，亦即不著空。降伏執

著與斷滅兩邊，即兩邊皆不住，如是一無所住，自能得所應住，亦即

是如所教住，故曰若心有住，則為非住。

28.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曰如來。

如來即法身，常住不動，無所來去，法身遍一切處，亦無須乎來現之

身，其見如來者，乃應化身耳。此身是緣生法，隨眾生機感之緣生而

起，此示現之身因眾生眼中視現耳。如來固未嘗動也，此之謂緣生。

眾生心淨則佛現，遂名之曰來；心濁則佛隱，名之曰去，其隱現由眾

生隨緣生起耳。

法身不動自若，而恆常示現，應化身從不斷絕，不住於來去之相，亦

不住於不動之體；此之謂如如不動。雖見其來去，實則不來不去；雖

不來不去無妨有來有去，此之曰無所從來，亦無所去，非畢竟無來去

也，是說來亦無來處，去亦無去處，法身遍一切處，豈有來處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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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來去，而實未嘗來去，乃未嘗來去而現有來去耳，此意即是住而無

住，無住而住，乃離相之極致。

故修因不滅相，可知報、化等身不能離法身別有，故修因時不應執著

相也。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之義，可

通達矣！達如而來即不滅相，來而如即不著相，若見諸相非相即諸相

而見其非相，便是不著不滅，便與如來之義相應，故能見如來矣！且

如而來乃是不著時便不滅，來而如乃是不滅仍不著，所以不住涅槃，

不住生死是同時的，是一無所住的，故行人應生無所住心，若心無

住，則無分別執著，無念則心無罣礙，能度一切苦厄，於一切日常對

待上，無妨隨緣而行，不可隨緣而轉，不攀緣，自不為所動，而泯相

入體也，泯者不著不斷，入體者性相相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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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者定也，智從定生名知，是為真諦智。定是萬緣俱息，了了證知故

曰知，與開佛知見義恰合。知約內證邊說曰觀，觀即是慧，智從慧出

名見，此是見為俗諦智。慧則差別事相，無不洞見，故曰見，此與前

言五眼，是沙，不執一異，開佛圓見之義同，蓋見約外照邊說也。定

慧等持名曰解，可見解由定慧出，亦即知見二者之總名，此與前深解

義趣之言義同。 

須知信為入道之門，功德之母，信者契合也，因其契合如是，故

能知如是，見如是耳，解為知見總合，故曰如是信解，因其於一

如皆是之理，契合無間，定慧均等，故能不生法相也。因有定

慧，契合一如，故於言說名字心緣諸相一切皆離，則引生根本正

智，即不分別智。智無分別，即是一念不生，是名不生法相也。                                                      

所謂不生法相，乃是一切法相本為緣生，緣生之法當體即空，本性無

則不生亦亡，何以故？生即無生故。了知其有即是空，故一切發心

者，當在一如是上知見信解，此正降伏，此即無住，本性不生，故無

住而住，住而無住。證入無相無不相之真實性。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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