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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導讀  第五講  相對的超越（一） 

胡健財/112.3.12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 

◆ 問題討論： 

1. 「無」的真理該如何理解？ 

2. 菩薩度眾布施，該如何生心？ 

◆  論述： 

1. 真實清淨的信心是對真理沒有妄想的懷疑，也沒有妄想的執著。懷疑與執

著是信心的兩個面向，從不信的角度而言，是懷疑；從確信的角度來說，

是執著。 

2. 凡夫把「懷疑」當作是信心的反面，把「執著」以為就是「信心」，這都不

是「真實」，只是「妄想」而已。 

3. 凡夫不知「妄想」是伴隨著「真實」而來，因為「妄想」中有「真實」，「真

實」是不同程度的「妄想」之反映；就凡夫而言，所謂的「真實」，只是自

己「想像」的投影，謙虛的人應當知道低調一點，不要狂妄，不要自認是

「成功」方為上策。 

4. 真實是存在的，只是，那是一個「覺悟」者的境界。然則，您是一個覺悟

的人嗎？若是，您應該不必執著那是真實，如同您若是公主，您手上戴的

就算是石頭，也是鑽石一樣的價值；相反，凡夫即使擁有鑽石，也極力地

辯稱那是鑽石，但是，別人也會生疑。 

5. 凡是美好的事物，一旦執著，便不是了，您可以說是「好景不常」，但是，

就覺悟的人來說，這一切本來如此，它是不動的，動的是凡夫心。 

6. 放開執著，您才發現，真實似有而無，但「無」不是「沒有」，而是沒有「妄

想」。 

7. 就佛法而言，四果的證成，莊嚴佛土的功德，如果這些佛法上最高的成就，

都是妄想，那麼，佛法就是妄想嗎？ 

8. 其實，任何神聖的事物，一旦被您追求而獲得成功，在過程當中，或是在

最後的階段裡，假如您沒有放下它是「成功」的話，您就是打「妄想」；修



《金剛經》導讀  第五講  相對的超越（一）  

2 

行是沒有打「妄想」這回事，只有在「努力」中，沒有自認是「成功」，因

為不自滿，永遠保持在「謙虛」中，以慚愧心、懺悔心、精進心不斷努力，

心裡念念不忘度眾的情懷與無相的布施，虛空有盡，我願無窮，沒有已經

證果與成佛的妄想。 

9. 那麼，您當發現，「無」不是否定「有」，而是給打妄想的凡夫一個棒喝，

請他把妄想放下。 

10. 任何美好的事物，您能想出來的話，便是妄想。不要落在「相對」中對它

有「非分」的想法，是修行的態度。 

11. 禪修的要領是：不作「是」或「非是」的肯定，但是，凡夫常在「是」中

肯定，這是所謂的「法相」；於是，我們把「它」否定，而「無」就是這個

「表示」，用它來告訴自己：「不是啊！」您能從「不是啊」放下執著，便

能從「是」中解脫。 

12. 很多人從佛法或宗教中得到慰藉，人生的真理便在這裡發現；然而，佛法

的智慧，不只如此，因為這是相對的真理，佛法是打破「相對」法，在「是」

中要求超越，無「是」相，亦無「非」相。 

13. 無「是」相，是無「法相」；無「非」相，是無「非法」相。換言之，以「非

法」打破「法相」，最後，連這個「非法相」也一併放下。 

14. 放下的方式，無「是」、無「非是」，因此，懂得的人常默然，因為語言的

困境常在「是」與「非是」的窠臼中，而眾生的需要，也只是一個「答案」，

但是，生命是沒有答案，需要自己覺悟；一旦覺悟，「無言」勝「有言」，

一切盡在不言中，何來「成功」之說，豈非痴人說夢話！ 

15. 如是，您能了解「第九分：一相無相」與「第十分：莊嚴淨土」的意義嗎？

那是在相對中的說法，而凡夫習慣在相對中接受真理，那麼，這是「真理」

嗎？換言之，從「是」中解脫，轉以「非是」為「是」，這是正確嗎？ 

16. 真理不在「相對」的執著中，那麼，真理如何提煉出來？答案是「不住相」

而生「清淨心」；這個「清淨」的心是在度眾與布施中，念念放下對境界的

貪著，因此，不是有一個「心」叫做「清淨心」，而是念念之中，沒有著相

布施。 

17. 因為「住相生心」即是貪心，「應無所住」是對「境」沒有貪著，這個「放

下」的心念，是在度眾中、布施中，「一體」完成，沒有「是」或「非是」

的分別，沒有相對的境界，沒有所得的執著，諸法皆空，這是般若性空的

思想，也是大乘佛法的實踐理論，當然，它的前提是發菩提心為根本，因

此，需要問大家，學習至此，是否已懂得菩提心？這是學佛的關鍵，請再

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