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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碩士、中國文化大學法學博士。曾任考選部部長，

現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和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碩士班兼任教授。

「心經」是北傳佛弟子以梵文整理而成，歷來諸高僧大德將

其翻譯成中文，自姚秦時代到宋代六百年間，大約有十一種譯本，目

前社會上以唐朝三藏法師玄奘大師翻譯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流傳最廣，全

文共260字，雖然非常簡短，卻是六百卷〈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精華。眾所皆

知，大乘佛教中以〈大般若經〉為最主要的經典，〈般若心經〉即是此部經典最

精簡、最根本的內容，國人常以「心經」簡稱之。〈心經〉文約義豐，盡攝般若

妙義，自古習誦者眾，果能由淺而深，澈見真空實相，則大藏教典，無不從此流

出，所謂般若為諸佛母也。

世人若能長期薰修，透過學習、思惟、持誦、抄寫等等方式，而透悟此經

揭示之根本思想，安頓自心，覺行漸深，體悟生命宇宙之奧妙，進而幫助身邊

之人，利益眾生。就修行的角度言，將來要上天堂或下地獄，要覺悟成就佛道

或要迷惑沉淪六道，這都是與心有偌大的關係，可見〈心經〉所談的心，是我

們修行的用功處。又修行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斷煩惱，開智慧，了生死大事，

這是聖事。煩惱不斷，智慧不開，生死絕不能了，生死不了，修再大的福報也

枉然，是以五祖對弟子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

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因此，這一輩子最重要的是要了生死。波羅

蜜多的「多」是「了」的意思。「波羅蜜多」是「到彼岸了」已經究竟圓滿

了。一般世人總認為得到名利情或福祿壽，就是幸福的象徵，其實不然，那都

是短暫而容易消失的，最後都成為過眼雲煙，只會留下無限的遺憾而已。真正

的幸福，並非在表面上的擁有，應該是內心上的實得，心靈上的昇華。

常言道，心病還要心藥醫。處於今日各種理念、思想充斥之現代化社會

中，價值多元且常相互矛盾，物欲滔天，心靈空虛，〈心經〉教導透視諸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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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不被外相迷惑，體察萬法體性皆空，放下執著，正是佛陀替這時代希求開

啟智慧，自覺覺他，自度度人者所開的最佳良方。況諸法本是空相，在真空實

相中，雖行六度法，而應該是無一法可以執著，所以不執持六度之相（無智），

不住著得果之心（無得），才是真正大徹大悟，此時才是「行深般若」。

中國自古對此經即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公案、傳說，更令〈心經〉成為家喻

戶曉、廣為持誦的佛教重要經典之一。

「心」是萬事萬物萬象等等萬法的

根源。「經」是經典，足以當作典範之

綱要。在十法界中，將來要成佛做祖，

還是沉淪地獄畜生，無非都是此心做

主、此心所化現，所以經論說「萬法一

心」。心者，境與具境也。平日生活

中，我們是否幸福，心情是快樂或是煩

惱，是憂愁或者是寧靜、悔恨、憤怒等

等諸多情緒，都是心的作用、心的趨向

和態度。所以研讀此經之時，莫忘了

用「心」去領悟。「心經」對世人最

大的功用，就是引導迷途的眾生走向覺悟的正道。在修行中，唯有依般若的妙

智慧，才能讓我們體認實相，了解四大皆空、五蘊無我的道理，擺脫對我、法

的執著，不被俗情所困，才能真正使身心獲得解脫，讓自性瀟灑自如。同時在

讚揚般若的功能，是真實能去除苦難，而不是理論上說說而已。所謂「真實不

虛」，乃確實能以般若智達到，發揮大神、大明、無上、無等等的作用，能夠

去除一切的苦，並非虛妄之語。

在「心經」經文中談「無」有21處，說「不」字有9處，講「空」字有7處，

三字即是「無不空」。歸納言之，以「空」字為核心，依「空」字探索，不難發

現，空而非斷滅空，真空中存在著妙有，如此才能透悟「心經」之真諦。可見此

經是將心做最深入而徹底的探討，期將附著於真心之外的妄念去除，使真心能顯

現，那麼佛心才能真正起作用，不為妄念所掩蓋，才不致於對真理無法認知，

而永世迷迷糊糊沉浮在苦海之中。而且〈心經〉標明以無所得為宗旨，由於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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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當體即空，在真空之中，實無一法可得，以是之故，所以菩薩依此妙智慧，能

徹底產生作用。人生確是一片苦海，心會苦，肉會痛。人生、人苦、人死，這三

者環環相扣，「苦」本是生死之間的橋梁。清朝順治皇帝出家詩云：「不如不來

亦不去，亦無煩惱亦無悲。」一來一去之間，也只有煩惱與悲哀而已。輪迴流轉

或還滅，均是心之所想，心之所成。只有放下、放空、放平，才能放心。此經所

說的「無」是真空妙有的理體，當機緣成熟，即可幻化萬物，如果世人不解其中

道理，就會被其外相迷惑，因而隨境起舞而造業。有智慧的人，對生滅、垢淨、

增減，仿如不一不異、不常不斷、不來不去、不即不離，表明現象的變化，看清

真相，自然就不會因其外相的變化而現出喜憂的情緒所困擾，一切回歸真實，自

然無憂無喜，自由又自在。般若乃諸佛之母，為眾生本具之妙慧，所謂：諸佛以

法為師，法即般若波羅蜜多。眾生本具如來智慧，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若無

妄想執著，無師智、自然智即時現前。修行者首要在修心，斷煩惱、開智慧，心

定專注，精進不懈，必有所獲。由於世人迷於塵境，如不返觀自照，恐被情所迷

惑，因而違背真理行事，遂遭因果報應而在生死海漂流受苦。世尊以此經的觀自

在菩薩作為開頭，來提醒修行人，如要脫離苦海，就要依此法來修學，才能有

此位菩薩的成就。佛陀在弘法利生時，能以四攝法（布施、愛語、利行、同事）使眾生

心生喜悅，修行佛道，脫離苦境。

佛經有顯、密之分，「經」是顯說的咒，「咒」是密說的經。「故說般

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

訶」。此段〈心經〉的密分為密說。密說是心無分別，是不可思議的行法。佛

經顯分可宣說、注釋，密分不必解說，解說易失去密咒本義。密是內心誠守真

實，專心致力，以免顯而分散意志力，導致向外追求而失去佛在心中的本真。

在藏傳經論中，此五句咒語，則分別代表「修行成佛的五層逐步上升的道

次第」，內容極深奧廣博。分別代表「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無學

道」等，由入道至成佛的修行進程。

綜之，〈心經〉內文，大乘各宗派依其見解容有不同解釋。但其內容揭示

佛陀引導修行者除妄顯真，進入佛境重要經典，則為同一。而修行者一本初

衷，念念清淨，化為永恆，而能常住真心。

心經的能量

42∣ 雜誌 607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