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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心經》講了很多的「無」和很多的

「空」。然而它全部的內容，講的僅僅是我們

人的一個「心」。心是我們的根本，是萬物的

根源。佛陀以他的般若智慧發現了這個真理，

從而建立了緣起的因果法則。說明宇宙天地乃

是一個大心，而這個大心是諸法空相的基礎。

三界唯一心所造，一切萬法也都是這一心

所現的因果；就連世界微塵，也都是因心聚而

成體的。

《般若心經》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的簡稱。《般若心經》就是一切眾生本具的真

心，這個真心就是佛性。原本宇宙萬物的誕

生，是因為遺失了這本來的真心，而生起了虛

偽幻想的妄心，才會起惑造業。所謂真心，也

就是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就是真實如常不變的

真理。和真心相對的就是妄心，妄心是虛偽不

實的。我們原本都具有清淨明朗的真心，因為

被染上了一層無明的汙垢，因而對人生事物分

析和見解，就糊塗不清了。至於無明，就是無

知，換句話說，也就是愚癡。

人們由於愚癡無知，往往把眼前浮現出

的，不真不實的現象，誤以為是真實。寧願執

著於幻有的假相，整天與錯覺攀緣，去分別取

捨一切事物。這麼一來，這個心就好像那脫韁

的野馬，任意支配一切，破壞一切。

於是貪愛、瞋恨、愚癡，種種意念紛紛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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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格因之墮落，甚至走入荒唐淫亂的境地，妄心不斷擴張，真心日

益消退。由於真心已經蒙上了厚厚一層的障翳，本來的光明與靈性，也

就隱沒得無影無蹤。代替的是黑暗、沉淪和滅亡。就因為這樣，人生越

來越痛苦，世界越來越混亂。

因此我們最要緊的就是要排除妄心，反躬自省。從歧途返回正路，

好去拾回不知不覺遺落的真心。對以前因為無知而做出的胡作非為，好

好的檢討，徹底感到羞恥。同時，時時刻刻警惕自己覺悟過去的錯誤，

生大慚愧心，到佛前懺悔。然後效法古聖先賢；聞過則喜，見善則拜，

一心朝進德修業的大道前進！

如果有了這樣的情操，有了這種向上的志願，成就佛道絕對沒有問

題。只不過是時間上的遲早罷了。

實在說，慚愧心太重要了。這慚愧心鞭策我們捨惡取善；在上求菩

提佛道的同時，還要想到，世上正不知有多少眾生迷失了自己，而跌進

苦海中載浮載沉。於是，自然而然就能流露出偉大的同情心來，佛法稱

這種情形是無緣大慈。更由於同情心生起了悲天憫人的情懷，自動自發

去救濟一切眾生的苦難，這就是佛法上所謂的同體大悲。

人類世界，就因為具有這大慈大悲的精神，人們才能互相扶持。這

個社會才會進步，世界才有和平。反過來說，沒有慈悲心的話，凡事冷

眼旁觀，對別人的事漠不關心，這社會就變得冷酷與黑暗，整個的人類

世界也會更加混亂。無限的怨憤、嫉妒、鬪爭、仇恨等情緒在人們心中

燃燒起來，整個世界必然會黯然無光，每一個人就會找不到祈望的溫暖

和快樂！

《維摩經》中說：「一切眾生有病。如果一切眾生都沒有病，則我

的病也就好了。」菩薩為了有情眾生入於生死，所以菩薩有病有生死；

要有情眾生能脫離了病，菩薩也就不再有病了。像這樣捨己為人，以

眾生的安危為自己安危的慈悲心，與儒家所說的「人饑己饑，人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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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的道理是相同的。

《心經》所講的空與無的觀法，就是說明無我的道理，無我並不是

完全否定了我，而是要我們明白真我和假我的區別。要我們明辨是非和

善惡，同時知道如何去抉擇。

在我們人生短短數十年的生命中，千萬別去貪而不捨，迷執不放，

做出一些損人利己傷天害理的事。你如果牢牢固執著這個「我」，就妨

礙了人生本質上的正確觀法。你的人生就會跨出錯誤的第一步，逐漸第

二步、第三步、第四步……最後終至不可收拾。

為什麼不想想，人不能憑自己單獨的力量來生存，人是受著萬物

的恩蔭而生活，靠著彼此衷誠的互助合作而生存。一般人誤以為「我是

靠自己努力來賺錢，靠本身力量有飯吃的啊！」認定一切都由自力而得

來，因此，就忽視了他人的重要性。

有的人索性把自我發展成犧牲他人，只求一己幸福，貪得無厭。自

私自利的思想促成了殘殺、欺詐、不停的鬪爭等等……，把自己的快樂

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這都是由於一個「我」字在作祟。

至於本經所說的「空」，並不是什麼都沒有的空，也不是停滯在那

裡不動的空。假如空是什麼都沒有，又是停止而不動的話，世間的一切

豈不是一律停止了，宇宙的一切現象也都消滅無蹤了麼？

我們要知道，太陽和地球都是高高懸掛在天空，然而它們有能力不

斷的在運行，有能力蘊育出萬物。拿在空中飛行的飛機來說吧！如果讓

它停止在空中不動的話，一定會掉下來的。

就人來說，人的心臟是時時都在有韻律的跳動著。如果它一旦停止

了跳動，這個人的生命就結束了。因此世間萬物，都是在不停止的情形

下，有變化的運行著。《般若心經》就是在說明這空的真理，並要我們

好好地認識人生。

《心經》一開始就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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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色。」這是說色與空是一體，是空而不空。空是在不停的向前進步、

進行。

為了認識諸法的空相，修行佛道的觀自在菩薩，以甚深的般若智

慧照見了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不僅否定了五蘊成空，更進一步用

「無」來否定了十八界、十二因緣和四聖諦、八正道種種的世智。最後

是連這個「智」，也被否定而達到一無所得的境界。

唯其無智，才能產生出般若真智。要除去唯我獨尊的意識，再把

利己之根徹底地拔除。唯有無得才是真得，而後能放下榮辱得失及生

死等一切。一個人能將生死都看破了，身外一切還有什麼捨不得、放

不下的呢？

因為「無所得」的原故，就容易完成諸多求道者的般若智慧，而住

於無覆蓋之處；心既然無覆蓋，自然是光明磊落，了無恐懼了。

《中庸》說得好：「君子之心，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

鬼神合其吉凶。」人心如果能合於道心，就遠離一切的邪思與顛倒的夢

想，心自然也就進入到平安自在寂靜安樂的境界，那就是涅槃的境界！

涅槃就是心地平安寂靜，即使在痛苦之中，也能夠安適快樂。古人

說：「苦中作樂」指的就是這種涅槃之心。

舉個例子說，一個攝影師，最重要是注意調整相機的角度。至於光

度與距離，以現在進步的相機，都可以自動加以調節。同一張照片，由

於角度的取捨不一樣，所拍出來的照片，也會有好與壞的不同。我們人

的心變化，也同攝影機取角度一樣，要是所取的角度不好，就很難發現

他的優點。

古德說：「善人的眼裡，到處都是聖賢。壞人的眼裡，滿街都是惡

棍。」可不是嗎？一個戴著有色眼鏡的人，看他四周圍的人，全都有問

題，怎麼看都不順眼。甚至於親密的像父子兄弟，也可以在一夜之間反

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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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旦被某種邪惡思想所束縛，他心中的照相機，就不能自由的

操作，必須等到除去了心中的障礙以後，才能觀察出周圍美麗的景色。

就算那些充滿敵意，環伺在我們身邊的人們，也可以發掘出他們的善意

來。

由此可知，我們必須修得般若智慧，縱然是在痛苦又不如意的現實

當中，也可以反映出令我們覺得自在舒適的情景。

本經最後說：「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假如我們心中充滿了般若智慧，就能夠像三世諸佛一樣的證

得無上正等正覺的佛果。

三世諸佛中的三世指的是過去、現在和未來。永遠的時間流轉來

說；同時也是指十方世界一切無限的空間行進來說的。

我們要堅定的相信，佛是我們心中的佛。只要我們修持達到無所得

的般若智慧，我們本身就是三世諸佛。一如《金剛經》所說的：「三世

諸佛，皆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出。」

這也就是說，成佛之道，都是由證得無上正等正覺而來。成佛固

然不限於特定的支配階級，也不是什麼紳士集團，而我們本身就是佛。

《華嚴經》中說：「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佛與眾生是絕對平等

的，不但人人是佛，眾生也都是佛；分別在覺與不覺而已。但是每個人

的本性都是具有佛性的。

因此，雖然目前迷於現實，可是大家都具有在不久的將來，皆能開

悟成佛的本質。所謂「迷是眾生，悟即是佛」。我們又怎麼可以輕視自

己呢？所以我們要下決心修學佛法，要開發自己的佛性，這都仰賴於般

若真智；而般若真智的修得，就要從《般若心經》所講的真理著手，痛

下工夫去研習了。

最後，我以《金剛經》中所說的偈言，作為本經的結尾語：「一切

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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