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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財/112.2.12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

飯食訖，收衣缽，洗足已，敷座而坐。  

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 問題討論： 

1. 《金剛經》講些甚麼？我們為何要學習《金剛經》？ 

2. 須菩提向佛問了哪兩個問題？ 

◆  論述： 

1. 為甚麼要講《金剛經》？《金剛經》怎麼講？這是理解《金剛經》的重要關

鍵。本課程是從生命實踐的角度，探討生命追求意義的努力，以見《金剛經》

的智慧所在，即以佛法與人生為扣問的開端，說明修行的功德、原理與知見。 

2. 所謂「生命實踐」，平凡的說，是就「生命」對於「求生」的努力而言，只

不過，當中有凡夫與修行人的不同而已。 

3. 凡夫的付出，是為了獲得，稱為「追求」；而修行人的付出，是為了奉獻，

稱為「布施」。但是，修行人不過是發了菩提心的凡夫，因此，也有失望的

時候，個人理解《金剛經》的道理，是從這裡開始。 

4. 《金剛經》全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金剛是用來比喻佛法的堅硬，能

斷一切煩惱；般若是佛法的智慧，稱之為「空」；波羅蜜是度彼岸，是藉著

佛法的智慧脫離一切苦厄，離苦得樂。完整的說，「般若波羅蜜」是一句話，

前者是「體」，後者是「用」。 

5. 《金剛經》是一部講「空」的經典，但全經找不到一個「空」字。梁昭明太

子分為三十二分，即三十二章。 

6. 《金剛經》有一個特別的表達方式，例如：「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

是名三十二相。」它是辯證法的運用：正→反→合，這是先說正面的，再說

反面，最後是正、反合起來說，才是真理之所在。佛法是一種特殊的智慧，

不能用普通的分別心來認知，常常意在言外，需要仔細品味，在語言上，也

有它獨到的用法，上述辯證法的表達方式，在《金剛經》是比比皆是，需要

首先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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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課程介紹《金剛經》的基礎認識，將依聖嚴法師《金剛經講記——福慧自

在》，個人在佛陀亦曾以「金剛經講記」講過一次，請參考。 

8. 除此之外，個人在法鼓講堂亦曾講了一次四講的「《金剛經》的生命智慧」，

以及在法鼓山中山精舍與華梵文教基金會各有一次完整與不完整的課程。本

次上課，是第五次。 

9. 基本上，講《金剛經》就是從「福慧雙修」來談，但個人更偏重於從「物我

關係」中認識「自己」，是從發了一點點菩提心這個凡夫菩薩來談修行的心

得，逼著大家反省：「生命是以追求為目標，還是以付出為方向」？《金剛

經》以「般若」為法門，「般若」法門對生命價值的實踐，有何幫助？ 

10. 大乘佛法仿照小乘佛典的方式，據《大智度論》記載，每部經典都必具六

緣，乃能成就。但是，這部《金剛經》是《大般若經》的一部分，而般若

經典是佛滅後約七百年間才出現，因此，不可能是佛親口所說。 

11. 其實，佛的追隨者，在佛圓寂之後，繼續發揚他的學說，佛法的範圍一再

擴充，形成小乘與大乘佛教的不同，這些由佛所開創而發展出來的佛教內

容，一律稱為「佛法」，那麼，佛法的內容就不一定於佛親口所說才算數，

佛弟子基於佛的本懷而講出來的話，以及後來歷代祖師根據佛的意旨而發

展出來的講法，也都稱為「佛法」，「佛法」之意，便是一套具有思想內涵

與傳承根據，經由歷史不斷演變下來的一個對宇宙人生具有獨特看法的思

想，這個思想所形成的教法，稱為「佛教」。 

12. 但這部《金剛經》仍然保持著原始佛法樸素的精神，因為它是大乘佛法早

期的經典。經典發起之端是敘述這個般若法會興起的原因，佛與往常一樣，

在一個清晨跟隨大家前往舍衛城去乞食，乞食回來後，便收拾好衣缽，結

跏趺而坐。以上，是「法會因由」的內容。 

13. 善現是須菩提的名字，起身啟請佛法，問了兩個問題：已發菩提心的善男

子與善女人，該如何安住這顆菩提心？讓它不變質！其次，修行人如何降

伏自己的煩惱？ 

14. 何謂「菩提心」？菩提心的全稱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這是音譯，

若翻譯為中文，它的意思是「無上正等正覺」的心。 

15. 「云何應住」是問這個菩提心應當如何安住？而如果在實踐過程中，心不

能安住，應該如何降伏煩惱？ 

16. 已發心的菩薩何以仍有「云何應住」的問題？須知這裡所謂的「菩薩」仍

是初發心的菩薩，初發心菩薩會有退心嗎？佛連說兩個「如是」，表示肯定

這兩個問題。 

17. 「云何應住」，應當如何安住？（王日休曰：云何應住，謂當住於何處也。）

一般以為是應當安住於佛法的真理，但佛法的真理是甚麼？該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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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安住於佛法，須對佛法有感，而感同身受，必須有所付出，體驗佛法的意

義。例如：「布施的人有福。」付出的人何以有福？須有付出的經驗，以及

對「福」有所體會。因此，佛法的知見須從付出中印證，但這個知見為何？

也就是佛法的正見是甚麼？依《般若經》的講法為何？這是有待如來的回

答。 

19. 其次，「云何降伏其心」，是說發心學佛，需要面對自己的煩惱問題。開始

學佛，不是煩惱就此消失，而是逐步發現自己的煩惱問題，逐步對治。 

20. 煩惱如春草，漸行漸遠漸生。已發心的菩薩，會有哪些煩惱呢？您是否已

是發心的菩薩，請您來說明。 

21. 煩惱是從生命的幽暗處生起，心中一片光明，煩惱不生。 

22. 對別人不要輕易失望，也許是自己想太多。凡事多往好處想，待人以寬，

也給自己一點空間。 

23. 避免「批判」心態的出現，講話時，注意自己的心態與口德。 

24. 對於別人的指教，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必產生負面情緒。 

25. 寡欲知足，享受眼前片刻的寧靜。 

26. 樂於分享，快樂可以經由創造而增加它的價值。 

27. 負面情緒需要療傷的時間，給自己一點空間，也接受自己的不足，接納自

己，好的、壞的，都接受，生命需要成長。 

28. 發起菩提心，就是利他之行，利他者，處處與人為善，避免結惡緣。 

29. 處處為人設想，廣結善緣，不做損人利己之事。 

30. 利他之行是對善法的認同、嚮往、投入與努力。 

31. 生命需要懂得發心，不斷發心，發心之後是全力以赴的完成。 

32. 生命需要有革命性的改變，從無常的肉身到不朽的法身之追求。法身者，

以法為身，是謂「學佛」。 

33. 以佛法為追求的目標，徹底改變滿身習氣的自己。 

34. 最後，請問大家：心中有哪些煩惱？一旦您把它說出來，煩惱即可被定位，

再觀察一下，您看看，它在哪裡？若是還在，把它寫下來，通過藝術，對

它昇華與超越，您可以對它作藝術的觀照，原來，它可以是客觀的存在，

而您就是觀察者，您可以跟它分離，您即是您，它就是它，您可以扮演一

個觀察者。 

35. 附錄：聖嚴法師「生活‧生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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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生活、人生的定義是什麼？ 

生活是眾生以活動來維持生命的現象，生活是生命在空間的環境中求生存的活

動方式，生活是生命在眾生群中造作善業與惡業的行為。這些關於生活的定義，請

各位要瞭解。 

一般人對於「生活」究竟是在為什麼，多半不清楚。以佛法的立場來看，生活

本身即是造業，所造有善業、有惡業。如果是一位修行人或是大修行人，是造無漏

的善業；普通的凡夫是造惡業以及有漏的善業。看看我們平常生活中是造善業或是

惡業？造善業很好，造惡業會很麻煩；怎麼麻煩法，後面會提到。 

生命是眾生維繫身體生存的現象，生命是眾生在時間過程中繼續存在的事實，

生命亦是眾生在眾生群中接受福報及罪報的現象。所謂生命就是我們活著時所呈現

的動態，生命的事實是為了什麼？是由於過去世造了種種善業及惡業，現在世便受

福報及苦報。 

人生是人類在時空中生存的現象，人生是人類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部過程。人類

的生命是眾生之中最難得的果報。 

人身難得，佛法難聞 

眾生可分有形的和無形的兩大類，在佛法中有六道眾生的分類法，人及畜生等

動物是有形的，其餘四類均非肉眼所能觀察，所以是無形的。人在六道中不是最好

的，也不是最高的，但人類的身體是最可貴的。因為佛說︰「人身難得，佛法難聞。」

在六道眾生中唯有人是能修行佛法的道器，即修道的工具。當我們還擁有人的身體

時，要加以把握修行佛法；有朝一日變成為其他動物，或變成無形的眾生時，就難

得有機會修行佛法了。 

我們法鼓山養了一隻狗，牠在我們做早晚課時一定參加，但是牠只能坐在大殿

門外，不能進大殿來。有人講我們那隻狗懂佛法、有善根，我卻不這麼認為。那是

因為我們大家都在大殿上，牠很孤單，所以就在大殿外等我們、陪我們。我們念〈大

悲咒〉及《心經》，牠會念嗎？我相信牠不會，最多覺得喜歡，已是善根福報。所以，

做了人以外的眾生是很可憐的。 

簡單說，《心經》的內容是在說明人生的根源出自無明，生命的目的是為了成佛，

生活的態度是要達到心無罣礙。因為有無明的煩惱，故而生死不已。如果無明盡，

那就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就是成佛。而欲成佛，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做

到心無罣礙。 

……  （摘自《心的經典》第三篇〈心經禪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