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箋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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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

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

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則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

【箋註】

此處須菩提問經名及奉持方便。

佛僅說以《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這一名字，便當奉持。這個名字雖

然不即是般若波羅蜜，但循著這個名字所指的方向行去，那怕是山窮水

盡疑無路，必然會出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佳境。奉勸讀者絕莫懷疑！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

「世尊！如來無所說。」

【箋註】

上來佛雖已告訴須菩提以金剛般若名字為奉持方便，雖也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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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猶恐世人不解，故進一步問須

菩提「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則仍用前義，如來所說法，皆不可

取，不可說」以答，謂：「如來無所說。」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

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

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菩提！

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

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

名三十二相。」

【箋註】

這裡所說，亦承上而來。指出多種極微和它所積集成的大千世界

都空。若此二都空，便是佛的化土空。三十二相是佛的身相，佛即以此

身為這世界的眾生說法，若此亦空，便是化主空。眾生空已如前說。如

是，則一切種皆空，豈不甚為可畏？答案是否定的。現前的世界是煩惱

化、業化的；若空盡這些惡濁事物，完全成為諸佛、菩薩用無量智慧和

福德所莊嚴的清淨世界；我以凡夫的常情說句：「豈不快哉！」

本經後面說，「發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應是此中的密

意，何況這也是他們唯一要做的事。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

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箋註】

這一福德比較，應是專指上文「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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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義而說的；同時，也是以此經咐囑菩薩之意。

布施有二種：一、外財施，二、內身施。這裡用身施為校德喻，乃

特顯不取相布施，若有此堪能，則如此修一切法亦無不能。於是，亦更

顯示般若波羅蜜是一切法，波羅蜜的尊導，說本經以布施三輪攝一切法

三輪，謂所知法、能知智、知者；其以布施與般若校德，意義就非常深

遠了。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

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

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

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則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

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

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

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

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

切諸相，則名諸佛。」

【箋註】

深解義趣：深解乃指須菩提─亦應是一切阿羅漢、辟支佛─以

往所未瞭解的深法，而今忽得勝解。按：義趣，通作理趣，實即心境的

趣向。

涕淚悲泣：永盡三界煩惱的阿羅漢是不起涕淚悲泣的煩惱相的。如

佛入滅時，初果阿難哭泣不止，諸阿羅漢唯覺世間無常而已。今須菩提

忽現涕淚悲泣之相，似是已破涅槃與生死的障隔，發起迴小向大之心，

故所起涕泣，乃一掬歡喜習氣之淚，不是慼慼的煩惱垢相。

須菩提之迴小向大，在佛說本經以須菩提問發菩提心為因緣，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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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問經名，佛明示他當奉持之囑，所露的眹兆，都很顯然。

慧眼：遠離塵垢名慧眼，聲聞人諦現觀中見補特伽羅無我慧，即

是它。

是實相者，則是非相：第一義亦名諸法實相，它是語言道斷、思惟

路絕、滅諸觀、離戲論的。此說非相即是此義；又，若說非相，即是不

可說相，不可說而說之，是故如來順世俗諦說名實相。

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前說僅以無我等四相示教；這

裡，須菩提對般若有了進一步的覺悟，故特別提醒大眾說：不可以觀得

無我（含我所）等相即為已足，須知我相等都是非相，非相，則我相、

無我相等都應遠離，纔是正觀，因為，要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

或者作倒裝句解作佛是離一切相的！按：經中則名諸佛句的「諸」字，

在此無義，只能用作填空而已。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

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

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

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

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

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

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

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

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

No.568 Oct. 2011∣39 



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

「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

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

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

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

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

無邊功德。」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

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

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

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

「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

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

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

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

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

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

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

而散其處。」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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