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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的自我提昇

從有信心的自我，提昇至實相無相的自我，是故經云：「（須菩提

言）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又云：「得聞是

經，信心清淨即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

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

自我提昇的第一個階段是有我的，是以信心為我。相信《金剛

經》的人，修持佛法、持戒念佛，都是有我的，以「我」來修持佛

法，以「我」來信《金剛經》為真，進而提昇到《金剛經》所說的：

「相信它、理解它、接受它，而且照著去做。」

又說：「有人聽到這部經之後，就能生起實相。」前面已經說

過，實相就是無相，實相就是無一相不是佛。了解、相信實相的人，

即成就了世間第一難得的功德，為什麼？因為實相即非實相。

「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這是《金剛經》

中的一段辯證法。實相是什麼？很難懂，但是，也很容易。

舉例來說，當你們看到我的手在動時，我的手是在「空」之間

動，因為「空」的關係才看得到我的手在動。如果沒有空間，便看不

到我的手在動了。實相就是空相，所有能動的一切相都在空中，而空

是動的還是不動的呢？空是不動的。只有不動的、不變的，才能稱為

實相，凡是能動的，都叫作「幻相」，也就是暫時的一種現象。

我們「執意為我」的這個「我」，是在時間與空間之中成長、活

動、變幻的我，所以是「幻相」，是假我，不是真的我。

又例如，你們現在看到我脖子上是一條圍巾，我現在把它打一個

結，圍巾變成一個結了，這個結是真的？還是假的？你們看到的是真

的，但是，它不是一個結，它只是我玩的一個花樣而已，如果我把結

打開，還有結嗎？

再舉例說，一個家庭的組成皆有夫婦兩人，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真的。夫婦兩人是真的，可是結婚以前有沒有夫婦呢？沒有。台灣

現在的離婚率很高，離婚率逐漸上升，亦表示婚姻的如幻如化，變化

莫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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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要白首偕老，愈老愈好，但是，從小夫婦變成老夫婦，究竟小夫婦是真

的？還是老夫婦是真的？都是真的。都是一段一段時間的真，分段的真。段段都

是真，但是沒有一段能夠保留不變，所以，任何一個段落都是一個臨時的變化現

象，都非真。因此，實相是無相的。

「實相即是非相」，實相就是空相。空是不動的，但是，你說它不動，如果我

的手在空中揮動，空的本身會因我的手動而受到影響，空本身沒有變，但是，空中

可以有變化、有異動，因此，不要以為「實相」就是真正有一個不變的東西。

《金剛經》在這裡反覆說明。因為很多人認為實相是最高的，因此希望趕

快成佛，趕快證涅槃。以為一旦成了佛，證了涅槃以後，就可以永遠擁有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永遠受人膜拜、燒香、頂禮。不要這樣想！成佛以後是沒有定相

的。成佛以後是究竟圓滿的，可以分身無量百千億，處處皆在，處處皆現，現種

種相、種種身。觀世音菩薩是古佛再來，據說能現三十二種身，實際上是現無量

身。釋迦牟尼佛據說有千百億化身，並

不是這千百億化身全部是佛的樣子，而

是現種種樣、種種身、種種身分、種種

形象……只要他對你產生用處，就是佛

在你面前出現了。所以，不要認為實相

就是什麼都沒有。

化解自我

1.眾生的自我相，是由妄心，

透過肉體的六根，執取外境的六塵而

生，是故《金剛經》云：「不應住色

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眾生的自我相，首先是從身體，之後是從身體相關的環境，產生心理的反

應，把身體以及和身體相關有利害得失的六塵都當作是「我」。

譬如，太太對先生來說，是「我的太太」；你們諸位對我而言，是「我的

聽眾」。本來我只是小小的一個人，在國父紀念館演講時，你們諸位是「我的」

聽眾，「我」就一下子變成三千多人，這三千多人，都是「我」；我在台北巿演

《金剛經》的自我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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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台北巿所有的人都受到我的影響，也都變成我了。如果我這麼想，就是把環

境的六塵變成我的執著，而成為「我」。

因此，《金剛經》教我們化解自我，不要把環境當成你自己，不要在乎環

境是你所倚靠的，或你所付出的，所以說「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

心」，也就是《金剛經》反覆陳述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面對所有人、所有

情況、所有事，處理一切你能處理的，處理之後，不必再說：「這是我做的，他

們因為我而得福，而得利了。」這就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能夠忘掉是最好的，人我都沒有負擔；如果不忘掉，就是沒有智慧心，把包

袱背在自己身上，老是想著「這是我的成就、這是我的功勞、這是我的功德」，

最後變成了自己的負擔。如果能將做過的事馬上放下，就是一身輕，時時保持自

由之身，就是最有智慧的人。

2.眾生的自我相，是從主觀的身心與客觀的身心相對立而產生，是

故《金剛經》一再提示：「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又

云：「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於此經（《金剛

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

這裡的「我」，前面已經大略講過，四個相「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

相」實際上指的是同一個東西，就是「我」，包括主觀的我和客觀的我、個人的

我以及跟我相關的我。「我相」是單獨的個人，有個人的我、家庭中的我、社會

中的我；「人相」是和我相對的另一個人；「眾生相」是許多和我相對的其他

人；「壽者相」是所有的眾生在時間過程中的活動現象，今天的你、我，明天的

你、我，加起來就是「壽者」。具有這四種相，其實都是「我相」，如同前面說

過的，小我、大我都叫作「我相」。

樂小法者，就是「小乘」的人，他們認為世間太混亂、太痛苦、太麻煩，而

想離開世間；《金剛經》是大乘的菩薩法，稱為「大法」。樂小乘的人，心中仍有

「眾生」存在，害怕所謂的「眾生」來麻煩他，以為世間最可怕的是「眾生」，眾

生中最可怕的是「人」，人之中最可怕的是「自己」─因為自己有個身體，有

身體則需要東西，需要的對象則來自於自己的親人，所謂「不是冤家不聚頭」，

父母親眷亦難免痛苦爭執。小乘人執著於我相、人相，所以逃避世間，因此，不

能聽聞《金剛經》而為別人覆誦、解釋，也不願意讀誦、相信《金剛經》。

No.600 Jun. 2016∣5 



或許有人會認為做凡夫很簡單，只是

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小責任；成了佛，

則要有千百億化身，本來只需管一個人、一

件事，現在，則要管一切的人事，要「度盡

一切眾生」，多麼辛苦。所以許多人一聽到

要「度盡一切眾生」就不想學佛了。但是諸

位不要以為自己沒事就可以了，事實上我們

大家同在一條船上，彼此聲氣相通，息息相

關。所以我們不但自己學佛，離苦得樂，也

要發願度眾生。眾生的世界太苦了，所以，

很多人不為自己而為社會，不為個人而為大

眾，這就是菩薩心。

提昇自我

1.提昇煩惱的自我為智慧的功能。

煩惱從哪裡來呢？來自於「自我」。很多人以為煩惱是別人給的，說社會

不好、政府的制度不好、他人的問題太多，所以困擾我、打擊我，使我很苦惱。其

實，天下本無事，煩惱是自己找的，如果能把自我中心放下，煩惱馬上就會不見了。

姑且不說能不能把自我中心放下，能放下小我，而擔起大我的時候，煩惱就

會減少很多，個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了。如果天天為社會問題、國家大事、世界

問題而操勞奔走，個人身體上的一點點小病痛，也就無暇理會，不成問題了。

其實，我天天在害病。演講的時候頭不痛，一下台，卻渾身都是病。為什

麼？因為講經的時候，沒有想到自己的問題，只想到要把經講好，讓人家聽懂。

不擔心自己的時候，身體差一點根本不是問題。因此，我有一句共勉語：「勤勞

健康最好。」並不需要健康得像一頭牛一樣，而是說，如果能夠勤勞的話，身心

就會是健康的。縱然你可能仍在害病，但是對其他人來講，你的身心是健康的，

不是病人。

總而言之，不自找煩惱，就是智慧。有煩惱的時候，不要把它當成困擾，就

是沒有煩惱。

《金剛經》的自我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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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轉變自私的自我為慈悲的作用。

自私是為自己、為個人、為小團體、小環境。慈悲是不為自己。「慈悲沒

有敵人」，慈悲的人看不到敵人，只看到眾生需要幫助。對方有問題，但不是我

的敵人，而是需要幫助的人，這就叫「慈悲」。而且慈悲是平等的，慈悲是沒有

選擇的，不為自己的團體，不為自己的家人，當然，更不為自己個人，而是為整

體、為全部。

有選擇的慈悲算不算慈悲？自己的兒子，給他兩塊糖，別人的兒子，只給他

一塊，還認為「我能給他一塊，已經算是不錯了！」這算不算慈悲？這不是平等

的慈悲。真正的慈悲是平等的，因為無我、無一定的對象。

3.既是無我無相，故已不受世間現象的困擾，也就不必逃避世間現象的

困擾。是故《金剛經》云：「無法相，亦無非法相。」

「無法相」，就是說對世間的一切現象不放在心上、不在乎它。「亦無非法

相」，就是說世間所有的問題、所有的事、所有需要我幫助的人，我都得去做，

這就是「非法相」。一切法還是在的，雖然它是假的、暫時的，但是要改善、要

幫助的，還是要做，這就叫作「亦無非法相」。

我們對任何人做了好事，不要掛在心上，過去了，就已經過去了，這才是

做好事。如果做完了，還在想「我已經做了好事，幫了誰的忙」，這就叫後患無

窮。誰的後患呢？自己的後患。對方不回饋你，自己心中增加一重煩惱；回饋了

你，可能會帶來另一種麻煩。

你幫了眾生的忙，不要想到你幫了眾生的忙。但是，眾生是有的，還要繼續

幫助下去，並且更加積極的度眾生。很多人認為佛教是消極的，其實，佛教是最

積極的，是積極中最積極的一種實相。

這是《金剛經》的觀點。所以又云：「所有一切眾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

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這裡講的，

仍是從有相到無相、從實相到不執著實相。所有一切眾生，我們都要用佛法來幫

助他們，使他們都能得到解脫，都能夠成佛。但是，對我來講，沒有一個眾生是

因為我而使他們成佛的，這就是沒有「我相」的意思，也就是「無相」；是「無

法相，亦無非法相」，也就是「實相無相」的意思。

本文轉載自《福慧自在：金剛經生活》聖嚴法師著，由法鼓文化出版，並同意授權刊載

敦煌出土唐代《金剛經》內文（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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