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箋註（八）

 日慧長老

日慧長老，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出生，於二○○八年
七月六日圓寂。私立武昌中華大學肄業。剃染後於法義
與實修上深耕潛修，深解經論，學德兼備。歷任台、
港諸佛學院校教師。晚年，他將半生遨游法海，已臻
圓熟的佛學思想化為著作，先後著有《佛法的基本知
識》、《禪七講話》、《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釋》、《華
嚴法海微波》、《伏心寮聞思集》等書，交由慧炬出版
社出版。其中，《般若心經略說》與《金剛般若箋註》
是他生命最後深得般若法味、中觀正見後的力作。長
老在弟子們的心目中，彷若文殊菩薩，用生命與智慧照
亮大家，分分秒秒都活在為求佛法與利益眾生當中。

佛眼則是一切種智，於五眼中悉攝餘眼功能。按：五眼中

的佛眼，唯佛獨有，餘四，得忍菩薩都有，但清淨不能比佛，佛

眼則正在修習之中。不過，這也是順世俗名言說道果，若約第一

義，應如佛卻後所說：「我於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

何況有五眼可得？─實不可得！

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

德多者：這意思是說，若人執福德有實，必有我執；有我執，福

德便成有限的世間自我果報。便談不上福德多了。

「福德無故」：應知「無」下省一「實」字，無實即性空。

性空則福德入於平等法性，得法性尊貴大身，普蔭一切眾生，這

纔可談福德多。

所言具足色身、具足諸相身、說法身等，都是依世俗名言

說，不是依第一義。如：具足色身即是六根圓滿強健的身體，具

足諸相即相好圓滿莊嚴身，說法身謂佛正現在說法之身。這裏，

對佛身雖作三種分別，而分別不離一佛身─即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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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世之身。

不過，此中「說法身」還當分別，因為佛鄭重地告訴須菩

提，不可生起如來「有所說法」的念頭，此下所說已不難理解。

這裏，仍擬引《思益經．論寂品》的幾句教示明之。經說【註四】：

「佛法是寂滅相第一之義，此中無有文字，不可得說，諸所言說

皆無義利，是故汝等當隨此義，勿隨文字。」故本經凡屬是顯示

第一義的要處，都以佛說什麼，即非什麼，是名什麼，這一類的

語句宣說，用「即非」來示知語言不及，用「是名」來示知語言

的指標。掌握此一原則，翫讀本經應有一些助益。

綜觀本經以布施度總攝菩薩所作一切福業；以金剛慧降伏

眾生的狂亂心，使心清淨得第一義不可說法。以因果論示修道因

果，布施是所作，慧即名作者，合此二者，亦得名智業─智慧

所作業。《中論．觀業品》偈說【註五】：「業是說身因緣。」今套

用此語，似可轉說為「諸福德善根，乃得大身因緣」─無生法

忍菩薩及佛所得身，皆得名為大身。大身者，如前說乃莊嚴、高

貴、魁偉、威重等義，隨處隨宜而示現。這就是大乘道的自在無

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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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箋註】

這是須菩提尊者最關心的事。慧命、具壽、長老、尊者四

名，是同一梵文的異譯。按：此中「慧命」，前譯長老，譯師必

不出此，此乃舞文者之所竄，應可斷言，惟讀誦已久，不必訂

正了。頗字在此作疑詞用，略謂「頗生信不」？或作「會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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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總之，必是用在疑問句上。惟此用法不多見；有之，亦不

甚注意。

聞說是法：是法指般若波羅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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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箋註】

經云：「眾生，眾生者」，這要分兩方面來解說：

前一「眾生」是用須菩提所說的眾生。佛意指未來世還是

有信此深法的，不過，能信這深法的眾生，便非等閒之輩，他們

可能還是已趣入乃至成就無生法忍的菩薩。所以，說他們「非眾

生，非不眾生」。「非眾生」者，意指他們捨壽後即不受世間

身，不可說是眾生；「非不眾生」者，意指他們又遍現世間身，

行於世間，在眾生世間中，不可說不是眾生。

後一「眾生者」，指的是所有一切眾生之類，也和前說一

樣，既不是，又非不是；如是，則無定相，無定相，則無所得。

故佛還是說他們不即是眾生，惟依實執世間名為眾生。「者」

字，祇是語尾助詞而已。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

得耶？」

【箋註】

上來是說「無法可說」，這裏是說「無所得」，亦即「無法

可得」。長老須菩提意謂：「無可說」與「無所得」，二者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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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應分別澄清，故提此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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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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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箋註】

這段經的內容，我把它分為三點：（一）菩提的定義；

（二）菩提相；（三）修習方便。下面，略作解說。

第一點，經說：「我（佛自稱）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

至無有少法可得。」此中，「乃至無有少法可得」，便是正等菩

提的定義。照理，既出示無可得法，就應出示無能得者及無能得

法，這裏都用超越詞「乃至」把它省略了。正等菩提的定義，這

裏就用一句話交代。

第二點，菩提相是平等相。正等菩提亦因此而施設名、定

義名。什麼是平等？離眼耳鼻舌身意諸緣相，出過一切所行，

但不出過平等。所謂「不出過」，就是出不了過不去之意，也

是觀察一切法，通達一切法，知見一切法的極限。《摩訶般若

經．平等品》說【註六】：「是（平等）法中無有法可得是人得是

法。」從正等菩提的定義看，一切法到平等這裏，都不知不覺

不見了，誰高誰下，用什麼比較，無有也。如是，這一正等正

覺，真的無上！

第三點修習方便：這裡只說以無我方便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並沒有說要斷除惡法。因為若修善法純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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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染惡法，還有什麼可以斷除的呢？如偈說【註七】：

行於世間法，處中如蓮華，遵修最上道，是名行菩提。世間所

行處，悉於是中行，世間所貪著，於中得解脫……斯人能善

知，法性真實相，是故不分別，是法是非法。

為世間人說斷惡，是教化某些根機的方便，《般若經》為的

是上根者，不須要吧。下文所謂善法非善法等，乃與上說無我相

等相連，叮嚀即將得忍的菩薩不可起善法愛，應時時反省是否在

平等無我、無分別、無相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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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箋註】

這仍是以財施與法施比較所得福德─法施當然是指本經。

比較的結論，是財施福德再大，也不及受持本經和為人演說乃至四句

偈所得福德的少分，少到沒有譬喻可喻。若問：「為什麼？」答：上

來佛說，是經「為發大乘者說」，則是經就是大乘。大乘廣大不可窮

盡，無所不容；這個無所不容，就是問題的答案。 （待續）

附註：

四、同前書五一下。

五、見《大正》三○．二三上。又，《七十空性論》三十七偈亦有「身以

　　業為因」之文。

六、見《大正》八．四一四中。

七、偈見《思益經》．《大正》一五．五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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