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淨空法師在「學佛答問」講演中曾謂：「我們做好事，絕對不著

相。如果人家接受我的布施，就常常想我對他有恩惠、我做了多少好

事，念念不忘，那三輪就不空了。不空就是世間有漏的福報，是屬於福

德，不是功德。如果修布施不著相，心裡痕跡都不落，修的就是功德。

功德與福德不一樣，功德可以了生死、出三界，證菩提果；而福德只是

享受來世的福報，財布施得財富，法布施得聰明智慧，無畏布施得健康

長壽，不過如此而已。」佛法在談到「三輪體空」時，常以布施做為說

明範例。構成布施須有施者、受者與施物三個要素，此稱為「三輪」；

輪可迴轉，以喻因果果因，更迭演變。行布施時，能體悟施、受、物三

者皆因緣所生、皆悉本空，不著外相，則為「體空」。

佛法中「三輪體空」的觀念亦可由《金剛經》窺見端倪。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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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後不應存有求取

福報的念頭，無相而施才是最大功德。簡單說，即「施空」，無希求

福報之心；「受空」，對受施者不起慢心；「施物空」，對所施物品

不起貪戀。

除《金剛經》外，《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註解》卷八也說：「大乘

菩薩，既覺了諸法，惟心所現。所謂不住色聲香味觸法而行布施，則能

治、所治二無二也，二無二故，則三輪體空。」《宗鏡錄》卷三十亦

載：「大菩薩行施等時，能觀唯議，知境是心，即心外無法，三輪體

空，是稱真施。」布施功德雖因發心而有異，但最究竟的布施仍應泯除

施、受、物的分別，懷抱喜捨慈悲，視一切眾生如己子，希令所求皆能

滿足，才得以了悟空性的般若智慧，成就諸佛菩薩的萬德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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