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箋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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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

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

眾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

【箋註】

本經說菩提心，初分和此分有同有別。別在此分是教授不退

發心。

菩提心的內涵有二，謂大悲心與無二慧。經中「當生如是

心」乃至「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云云，不是說菩薩發心時應作

此想，而是顯示菩提心有這兩種內涵。約首句說，是緣眾生而見

眾生自性空的清淨大悲；下二句，是緣菩提而見菩提無法的無二

慧─此慧即般若波羅蜜。又，無二慧通達甚深見，大悲心出生

廣大行。發心時的見、行必與菩提心平等俱起，其修習次第，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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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無輕重先後，如初發心在入甚深見，行發心在趨廣大行，不退

發心在悲智無礙道上是並駕齊驅的。「何以故」下，仍如前說，

乃菩提心離相義，此義在於顯示菩提心體。「實無有法……」

句，若照下文語意，似應譯作「實無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之法」，似為易解。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

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

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

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

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

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

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

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

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

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

量眾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

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須菩

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

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

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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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箋註】

此分須菩提問發心是發不退轉大乘心，故佛唯以自身在因位得

無生法忍授記垂示，不復用二乘賢聖差別，由此菩薩已過二乘地，已

得大乘清淨因，即將捨彼岸乘轉乘清淨乘。何謂清淨？《大經．歎淨

品》說【註一】：「一切法不可得故，一切法淨。」《華嚴經》第七菩提

心遠行地有頌說【註二】：「此是菩薩遠行地，方便智慧清淨道，一切世

間天及人，聲聞獨覺無能知。」

這是讚頌此地菩提心的功德，也是顯因清淨之相。

「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

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所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菩提名

覺；覺什麼？謂覺一切法。覺一切法者，如《思益經．志大乘

品》頌說【註三】：「善知因緣法，遠離二邊相，知是煩惱因，亦知

是淨因。」

附註：

一、見《大正》八．三○七上。

二、見《大正》一○．一九八中。

三、見《大正》一五．五三下。

故佛說一切法即是佛法。若於此中，不分別二，則此二中無實無

虛，即是「方便智慧清淨道也」。譬如人身長大：這是佛緊接前說的

反問，須菩提亦如理而答。謂：佛雖如是說，不即如所說，所說不過

一名言而已。人身長大：長大即高大，亦可以魁偉說之。與前說「大

身」同義。此下諸說，乃佛咐囑菩薩之辭。此中不論是化度眾生，嚴

淨佛土，都是因清淨行。「菩薩通達無我法」云云者，是咐囑中的護

念；也是因清淨的稱許。以通達無我法的菩薩，便是得無生法忍者，

由得此忍，煩惱已滅除根本，殘習法愛亦不復現行，故佛讚之為「真

是菩薩」，真乃真實之意。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箋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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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

「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

【箋註】

佛以肉眼、天眼見人、天等境，無幽弗燭，無遠弗屆。以法

眼見一切法因緣所顯行相。慧眼見一切法畢竟空性。佛眼遍照

一切法，不論有、無都能一時共見，沒有任何東西能作覆蔽。

這是佛於無量劫來修集福慧資糧，於雙眼中所起的五種功能，

不難信解。

「須菩提！於意云何，知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

「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

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

「甚多，世尊！」

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

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

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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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

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

「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

「須菩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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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

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

「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

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

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

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箋註】

這段教示，是五眼功能示例。佛說恆河沙是沙，一如世間

人肉眼所見而說，並無不同。諸恆河沙數佛世界等，佛示天眼功

能，能無障無礙而知而見。佛悉知悉見恆河沙國土眾生的種種心

行生滅相續因緣，這示知佛的法眼。「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

是名為心」，因為上說「諸心」是因緣法，是世俗，下說「皆為

非心」及三世心不可得等，是第一義畢竟空，於因緣法中見第一

義空是佛的慧眼。 （待續）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箋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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