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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影响中国佛教最深远的思想有二大脉络可寻：一是有宗，讲善恶业报轮回；二是空宗，以般若空慧印
契三世诸佛。
传译于中国的般若经论，有五部般若、八部般若等。
佛陀住世四十九年说法，即有二十二年演说般若玄义，并广开法席百余会。
般若系统部类卷帙繁多，其中《金刚经》不仅是进入六百卷《大般若经》的导览，而且是千年来被讨
论最久，注疏最多，影响最深远，历久不衰的经典之作。
六祖惠能由于闻说《金刚经》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顿开茅塞。
直至五祖弘忍于三更时分以《金刚经》再为其印心，惠能大师当下“漆桶脱落”，亲见“何其自性，
本自清净!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自家面目。
短短的五千多字的《金刚经》，从此取代了达摩东来以《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的传统地位。
《金刚经》为中国禅学开启了历久不衰的黄金时代。
本文释解《金刚经》，采取传统和现代融合的路线，参考清朝溥畹大9币注疏，及相关之科释义解，
辅以梁昭明太子三十二分为科目，再于每分设立简明的标题，切入每分的中心思想，并做白话译述、
原典标逗、名相注解等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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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刚经》是佛教重要经典，全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金刚”指最为坚硬的金属，喻指勇猛地突破各种关卡，让自己能够顺利地修行证道；“般若”为梵
语妙智慧一词的音译；“波罗”意为到达彼岸；“蜜”意为无极。
“经”者径也，学佛成佛之路。
全名是指按照此经修持能成就金刚不坏之本质，修得悟透佛道精髓智慧，脱离欲界、色界、无色界三
界而完成智慧（到达苦海彼岸），也就是所有众生如果想要修行成佛，都要经过《金刚经》的真修实
证，开晤而后成就。
  　本书是对《金刚经》的现代解读，作者采用传统和现代融合的路数。
参考清朝溥畹大师注疏。
及相关之科释义解，辅以梁昭明太子三十二分为科目，再于每分设立简明的标题，切入每分的中心思
想，并做白话泽述、原典标点、名相注解等释义。
　  当今社会，人们脚下步调匆忙，眼前歧路纷然，《金刚经》为世人提供持正、忠恕、勇猛精进的
人生正道，并以此护持众生，像一根划亮的火柴，令听者闻者藉此鉴照到般若宅藏。
本书对《金刚经》的阐述简明易懂，以图向世人证明：经典不应封藏于深山古利的“藏经楼”，而是
能趋向人间各个阶层；佛陀的一言一行都印证生命的实相；佛经的一句一偈都是治病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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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星云大师，江苏江都人，1927年生，禅门临济宗第48代传人。
1949年初到台。
1967年创建佛光山，致力推广教育、文化、慈善、共修等佛教事业，并在世界各地创没200余所寺院道
场。

    1976年创办《佛光学报》，翌年成立“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编纂《佛光大藏经》、《佛光大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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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第八 　一、七宝布施非福德性　二、受持般若胜七宝施　三、般若是三世诸佛母　四、扬眉瞬目处
处般若 实相无相四果性空分第九  　一、无惑断无四果证　二、离诤论得三昧味　三、灭习气人中第
一　四、无想念住寂静处  庄严佛土无有住相分第十 　一、成佛授记不着住相　二、随其心净佛土庄
严　三、发大乘心应无所住　四、法身无相不可丈量 恒河七宝不如无为分第十一 　一、财施破悭获
福无量　二、受持读诵第一供养　三、深解经义解脱生死　四、无为福德究竟常乐   尊重正法平等流
布分第十二 　一、平等说法天人供养　二、法音流布如佛塔庙　三、奉行经教成就无漏　四、金刚妙
谛具足三宝 如法受持第一义谛分第十三 　一、三世诸佛同证般若　二、世界微尘因缘和合　三、三
十二相不住诸相　四、广出妙法胜身命施   四相寂灭起大乘行分第十四 　一、深解义趣三界第一　二
、不惊不怖入般若海　三、行大忍辱离我法执　四、除灭四相发菩提心 信受奉行荷担家业分第十五  
　一、亿劫舍命不如净信　二、微妙般若贯通权实　三、乐二乘法不入究竟　四、般若佛母天人礼敬 
金刚功德业障冰消分第十六 　一、凌辱轻贱除先世罪　二、供养诸佛不如无心　三、末法众生?疑不
信　四、果报巍巍不可思议 直下究竟本无我体分第十七  　一、无有众生实灭度　二、实无有法得菩
提　三、一切法皆是佛法　四、菩萨通达无我法  如来遍观众生心性分第十八 　一、五眼遍观众生界
　二、佛世界如恒河沙　三、如来悉知众生心　四、三际妄心不可得 不住三心实相布施分第十九  　
一、无住行施因缘殊胜　二、无为福德周遍法界  见身无住离相见性分第二十 　一、圆满报身非如来
心　二、随形相好非真如体 解脱真性无法可说分第二十一  　一、随缘说法不着法相　二、闻法无住
假名众生  菩提性空得果无住分第二十二 　一、证入空性得般若眼　二、圆满觉悟一无所得 净心行善
法无高下分第二十三  　一、平等法性远离四相　二、修一切善心无善法  宝山有限般若无价分第二十
四 　一、须弥山宝不如法施　二、四句功德绝去百非 生佛平等无我度生分第二十五  　一、究竟离相
降伏妄心　二、佛陀无我凡夫性空  法身遍满观想不得分第二十六 　一、观三十二相非真　二、声色
六尘是邪道 灭知见造生死业分第二十七   　一、不住离?因果俨然　二、发菩提心离断灭见  不受不贪
无住福胜分第二十八　一、无我无法证无生忍　二、菩萨所作不贪福德 正报无住如如不动分第二十九
　一、不住佛果无来无去　二、清净法身遍一切处  依报无住世界假相分第三十 　一、微尘世界虚妄
建立　二、一合相者不可言说  总除诸执法相不生分第三十一  　一、拂四见相解如来义　二、发菩提
心生正知见   受持演说胜无住行施分第三十二 　一、为人演说续佛慧命　二、菩萨正观有为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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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六成就的重要成就的意思是因缘果熟。
就像世间的人事物的成就，其中的每一个因缘都不可或缺。
比如：一个人的成长，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这过程必须有父母养护、师长教导，乃至各行各业供
应衣食住行的因缘等等，一个人才可能平安健康的长大。
自然界的花草树木也是一样，要具足土壤、空气、养分、露水等因缘条件，才可以从一粒种子长成绿
荫遮天的大树。
因此世间的人事物都离不开彼此因缘依存的成就，更何况出世间的佛法呢？
佛陀每每在宣讲法音妙谛时，首先必须具备六种因缘的成就，哪六种成就？
信成就——大众对闻法的信心已经建立了。
(如是)闻成就——大众都已具备闻法的福德资粮。
(我闻)时成就——讲说的时节因缘已经成熟。
(一时)主成就——说法主正欢喜地演说妙法。
(佛)处成就——法会的地点非常的合适。
(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众成就——闻法的信众都集合到齐。
(大比丘众干二百五十人俱)要启建一场法会，必须有六种因缘的成就。
宇宙间无一事无一物是违背因缘法则，而可以单一的存在。
《长阿含经》吹法螺的故事，可以引喻因缘和合的关系。
很久以前，有一个国家，那里的人从没有听过法螺的声音。
有一天，一个善于吹法螺的年轻人，来到这个国家，走到一个村落里，拿起法螺吹了三声，然后把法
螺放在地上，村庄里的男男女女听到这个声音，都十分惊奇，纷纷跑来问这个年轻人：“你吹的是什
么音乐，怎么如此婉转悦耳啊？
”年轻人指着法螺回答：“是这个东西发出来的声音。
”村民们用手碰触法螺说“喂！
你可以再发出声音来吗？
”法螺却默然不响。
年轻人再拿起法螺吹了三声，空中又再度回荡美妙的音声。
村民们才恍然大悟：“优美悦耳的声音，并非是法螺的力量，必须要有手、嘴、气彼此合作，法螺才
能发出声音！
”二、如是我闻的我佛法诸多的经论都讲“无我”，也都一再强调“我”是烦恼的根源。
为什么佛经里却都要安置一句“如是我闻”的“我”呢？
佛经里的我，指的是阿难尊者，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大弟子？
因为佛陀入灭之际，曾对多闻第一的阿难嘱咐，经藏之卷首必须置有“如是我闻”，以区别外道的经
典。
另外，在佛陀灭度后，在七叶窟结集经典，阿难因为平生侍佛不离，因此大众公推他登座诵出佛陀曾
经说的经文。
由于阿难尊者多闻又兼慧解，所以佛经之卷首都有“如是我闻”，表示是阿难听闻佛陀亲口所说的。
这是事相上的“我”，指的是阿难尊者，但在一个真如理体上，不过是随顺世谛，假立宾主。
我闻，主要是令众生启发信心，显示般若实相。
为了进一步阐释众生执假相为“有我”，继而产生愚痴的知见，《杂譬喻经》瓮中影的故事，可以给
我们一点警醒的作用。
有一对新婚的夫妇，感情十分恩爱。
有一天，丈夫对妻子说：“你到厨房去拿些葡萄酒，我们一起来享用。
”妻子到了厨房，打开酒瓮，瞧见一个女子的身影映在酒瓮里，以为丈夫另有其他的女人，气呼呼的
回到屋里，指着丈夫说：“你这个没心肝的人，你竟把女人藏在酒瓮里，还娶我做什么？
”丈夫不明所以，跑到厨房去探个究竟，也打开酒瓮，看见一个男子的身影，生气他的妻子，竟然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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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瓮里私藏一个男子，两个人彼此相互指责，怒骂对方的不忠。
这时候，有一个出家人，恰好来到他的家里，问明夫妻俩争执的原因。
出家人带着他们到厨房里说道：“我帮你们把瓮中的人赶出去。
”出家人就用石头砸碎了酒瓮，一切男女影像都不见了。
这时候，夫妻俩才明白自己的愚痴，把瓮中影像误认为是实有的。
三、一时师资合会佛经里一概没有交代讲经的年月日，都用“一时”来交代。
为什么佛陀不明确表明时间？
因为所谓的时间概念，不过是缘于众生业感．果报不同。
例如：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时间都不一样，台湾的时间是下午一点钟，美国已经是凌晨了。
一个地球因为地域不同，就有“时差”的分别，更何况佛经里的“十法界”的时空，又哪里能用娑婆
世界的时间能够涵盖得了？
佛经的“一时”，泯除众生对有限时空的观念。
在诸法平等性中，只要我们和佛陀能师资合会，虽然只是“一时”感应，在法性里却是亘古无穷的受
用。
四、生活即是六度《金刚经》的第一分，主要叙述佛陀着衣持钵、次第乞食、洗足敷座等等日用寻常
事。
已经觉悟的佛陀具足有六种神通，为什么还要穿衣吃饭？
吾人若欲信解《金刚经》，受持《金刚经》，圆满《金刚经》，要能会得佛陀这一段般若风光，要能
明白般若无二般，一切现成而已。
唐朝有一位慧海禅师，初次参访马祖道一禅师。
马祖道一问：“你来我这里，有什么事吗？
”慧海回答道：“我是为求佛法而来。
”马祖道一说：“我这里连一物也没有，你跑来这里求什么佛法？
你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哪里有什么佛法可求？
”慧海无奈的问说：“那么请问禅师，什么是慧海的自家宝藏？
哪个是慧海的本来面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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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刚经讲话》简明通俗讲佛经，醍醐灌顶悟人生，佛学宗师星云大师为您讲读佛教经典，释解人生
之感。
经典不应封藏于深山古刹的“藏经楼”，应要走向人间各个阶层。
佛陀的一言一行都印证生命的实相；佛经的一句一偈都是治病的良药。
《金刚经讲话》希望透过“简明通俗”的讲说，能像一根划亮的火柴，令听者闻者藉此鉴照到般若宝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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