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箋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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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我」，是發心菩薩的自稱，「皆」

指上述所有眾生之類。「令入無餘涅槃」云云者，當然是要濟度這些眾

生，都能得此無上利益。不過，這也應知，菩薩發此願，必是已自入般

若，通達諸法實相，有把握得佛所得的菩提，始能發此大願；否則，是

發不起來的。

復次，無餘涅槃有二種：一、二乘的，二、大乘的。二乘人若入無

餘涅槃，則不受後有，與生死成障隔，大乘說涅槃與世間無異，世間與

涅槃亦無異，雖證涅槃，卻能出入自在，這纔是真正的無餘涅槃。菩薩

發心以無餘涅槃度眾生，自是指此。唯除根機不宜，必須走二乘的迂迴

路者。

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如是，乃「即

使是」之意。無量，量即數量，如一、二、三等，故無量即無數，無數

即無邊，以為此說無量等，表面上是形容其多，實則是眾生空的密意。

滅度，乃度入無餘涅槃之謂。合上說，這個句子的意思是：即使菩薩如

願滅度這樣多眾生，亦如實了知實無眾生而得滅度。這是說，在般若波

羅蜜所通達的第一義諸法實相中，不見實有眾生可度；亦無生死及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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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諸法可滅；無度法、無得度者；無發心、無發心者。此亦依世俗諦

說，非第一義─第一義不可說，它是思惟道斷，語言路絕，超諸戲論

─戲論寂滅的。

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承上文，指明

菩薩發菩提心，若還執有我、人、眾生、壽者等相，那就不能稱之為菩

薩，更談不上發菩提心，也無能力滅度眾生。因此，故以為這是菩提心

離相之教。

執我等相既然如此重要，所以，這種執著心，便成為降伏的對象了。

按：我等四相固是人（補特伽羅）及有情眾生等我執，然有情等內

法和非情等外法，都是對待有，離有情則無非情。故說眾生等我相，必

然亦攝法我相；說眾生等無我相，必然也攝法等無我相，因為有我相和

無我相，人、法皆同，如說人我、法我；人無我、法無我。故諸部《般

若》不曾定分人、法二無我，說之，亦隨宜耳。蓋我是自性義，《般

若》教中，說一切種皆自性空，豈有定分人、法之理？

復次，此四我相亦有初業入道障及修道得果障的差別：初為分別

起，若滅此，餘宗名入道，中觀宗名發菩提心；次名俱生起，聲聞人到

無學地始滅，因為猶有生死、涅槃相，故名有相行；菩薩入無生法忍，

離於諸相，名無相行。若能遮此四相，即離一切相、一切執；在此之

前，我等諸相之執，仍是被降伏的對象，惟依修道次第以論降伏的次第

耳。注意！降伏與斷不同，斷用對治，降伏用忍，心住於忍至永離相

時，是名為斷，說斷，已無所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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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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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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箋註】

佛承上說無上菩提之因，所謂發菩提心，今續說菩提心之修行。

菩薩為攝受眾生，教化饒益眾生，《般若經》總攝為六波羅蜜，所謂布

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波羅蜜。本經除以住心、降伏心，

顯示般若波羅蜜的無障礙如「金剛」外，並未特別闡釋其意涵。無著、

世親與功德施之釋，皆以布施波羅蜜攝餘五波羅蜜，唯說義難約，不敢

隨便敷衍。故仍以初發心修布施波羅蜜為主，順本經說之，庶幾無失。

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法」即所舉的「色、聲」等外六處法，

若人心住於外法，亦必住於眼、耳等內法。於是，施者（我相）、受

者（人相）、施物（法相）等三輪所有諸相隨逐而轉，還談什麼不住相

呢？─住是執著義。這種有所得相之執，乃世間波羅蜜；所謂世間波

羅蜜，即於世事中作完一件所作之事。若是出世間波羅蜜，便是到達生

死大海彼岸之名。生死是此岸，此岸有色、聲等法可得、可住，彼岸皆

無，猶如虛空，故「不可得」即出世間，「不住相」始能了達其義，未

發菩提心得菩薩地的凡夫是不能了達的。這道理，應是佛在這裏教令初

發心菩薩修布施於法應無所住的意義。為了激勵菩薩精進修持，佛更

說：「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意謂行出世間施，所得

福德亦出世間，不是用世間心可以思惟衡量的。並舉十方虛空不可思量

為喻。

菩薩但應如所教住：這是佛警告菩薩修行，不能離開善知識，沒有

善知識，憑自己的聰慧臆測，那是很危險的。住心、降伏心的要門，不

能「想當然耳」。《大經．薩陀波崙品》說：菩薩「常應隨逐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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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入法界品》所記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都是說明此事的重要

性。可悲的末法，異端蜂起，誰是善知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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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見如來。」

【箋註】

佛降生印度的色身，名應化身或勝化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隨形

好，超過人類的所有身相，這是印度的風鑑士之所譽。佛陀此身，凡、

聖共覩。圓滿初地的菩薩，功德能見百佛，所見佛身，是否同此，或較

此尤勝，不得而知。總之，見佛相好莊嚴的色身，是人皆求之不得的

事。若謂不可以身相見如來，那就不容易了。如《華嚴經．光明覺品》

偈說：

我性未曾有，我所亦空寂，云何諸如來，而得有其身？解脫明行

者，無數無等倫，世間諸因量，求過不可得。

所以須菩提答世尊問：「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按：偈中「無

數」二字，乃指三十二相、八十隨好的相好數字而言。

下文「所說身相，即非身相」者，前經續有偈說：

佛非世間蘊，界處生死法，數法不能成，故號人師子。

由第三句偈解釋第一第二句偈，其義就非常清楚；故知真實義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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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無身，說佛身具足相好莊嚴，是順世間而說，非真實義。

佛最後結說：祇要是有相可見的都必虛妄不實。若菩薩能見「諸相

非相」，便能得見如來。「見諸相非相」即是無相。

佛答尊者須菩提發心、住心、降伏心之問，至此似已告一段落，菩

薩如何如佛所說去實踐，那就是各人的事，佛也祇能護念、咐囑，不能

代作。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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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印度雨季期間不便托缽遊行於外，佛陀便規定從農
曆四月十五日到七月十五日為「結夏安居」，讓僧眾在
結界內安心精進修行。由於解夏當天，釋尊為弟子功德
圓滿感到歡喜，故解夏日又稱「佛歡喜日」。同時，佛
陀為救母心切的目犍連尊者開示，於佛歡喜日供佛齋
僧，可度脫父母眷屬出離惡道，成為日後「盂蘭盆法
會」之由來。因為此時舉辦法會能度累世父母，並為現
世雙親消災植福，是故農曆七月又稱為佛教的「教孝
月」。其後隨著時代環境變遷，佛制安居不單是出家人
用功的日子，至今更結合不同的形式，如青年禪七、兒
童學佛夏令營等暑期活動，接引更多僧俗四眾有機會培
福植慧。

然而，結夏安居還有哪些殊勝的利益？佛法弘傳至其他
國家，是否又有不同的安居形式？您是否曾經感受過盛
夏禪修的靜謐？經歷過佛學夏令營的歡喜？您對「盂蘭
盆」還有更精深的了解嗎？吉祥的農曆七月為何會誤訛
為兇煞月？慧炬誠心邀請讀者從各個面向，分享歡喜月
的真實意涵。

｜投稿注意事項｜

一、稿件如經採用，文稿版權歸慧炬所有，若要提供其它單位轉載，請事先徵得本社同意。

二、本社雜誌發行日期為當月十五日，來稿請於出刊日一個月前，以電子檔Email至：tow.wisdom@msa.hinet.net，或以中文
繁體字端正書寫於有格稿紙上，掛號寄至：10656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　慧炬雜誌社編輯部收。文稿請
自行備分，恕不退件。

三、文稿字數以二千至四千字以內為佳。本社享有修改權，如經修改採用後，將酌贈稿費（轉載文章，不另付稿費），並刊載於
《慧炬雜誌》及慧炬電子報。

四、文稿嚴禁抄襲、或改編他人作品，若引用參考資料，請註明出處。

五、來稿請附上真實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及電子信箱。

結夏安居．諸佛歡喜

｜徵｜文｜啟｜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