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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導讀  第六講  相對的超越（二） 

胡健財/112.3.19 

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

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 問題討論： 

1. 何謂「福報」與「功德」？佛教徒應以甚麼態度來理解？ 

2. 《金剛經》所在之處，即是有佛與受人尊敬的佛弟子存在，理由為何？ 

◆  論述： 

1. 《金剛經》在〈第四分〉便提出「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若

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福德與布施成了相關的連結，這個

連結貫串於《金剛經》中，換言之，大乘佛法是講發心度眾，以及樂於布

施，背後有一個道理，那就是福報很大；其次，受持、讀誦，以及為他人

說本經，福報遠比上述的布施功德更大。 

2. 其實，二者是二而一的事，因為受持、讀誦經典，便是要知道布施的功

德，為他人說經典，也是讓別人接受這個道理，那麼，功德更大，只是分

別的說法，實際上，道理一致，是講「福報」與「功德」。 

3. 您可以說「福報」與「功德」很庸俗，是民間信仰，不是正信的佛教徒所

追求的目標，但是，您能否認這也是人心所嚮往的事物！宗教很難沒有

「福報」與「功德」的追求。信上帝，希望得永生，可以上天堂，與信了

佛，希望得解脫，可以往生極樂世界，在本質上，有不同嗎？禪修之人，

講究自力，難道沒有這方面的追求？何況，禪修之人也念佛，念佛是求

佛加被，得生淨土。那麼，求健康、求平安、求保佑，凡是世間的美好，

以及出世間的殊勝，是凡夫的話，是否通通都要，您可以說很庸俗，但

是，這就是凡夫的真實面貌，您可以不同意它，但也不能否定它；只是，

「福報」與「功德」是凡夫所想的一回事嗎？這才是問題之所在。 

4. 就《金剛經》而言，它是講「福報」與「功德」，但它的講法，是從菩薩

度眾布施來說。菩薩是誰？菩薩是自己，是發心當菩薩的人，就這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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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而言，做好事，得好報，便是福報，便是功德，這是合於「緣起法」的

內容，即使這是「有求」的對象，也有布施的一方，但這不妨礙勸人為善

的初衷。 

5. 就第二個層次而言，布施者不應執著這是功德與福報，放下「有相」的

執著，功德與福報更大，這是否更合乎「真理」！《金剛經》提出：福德

即非福德，這是智慧之所在，學佛的人要看懂這個真理。 

6. 於是，講有「功德」，是說給有一點貪著，但也有一點程度的眾生聽的，

您是一個「大乘」行者，不應貪著，您聽得懂嗎？就算有功德，也應把它

化解。 

7. 大乘行者不住相布施，就是把「相」當作是「虛妄」的存在，那麼，「福

報」與「功德」只是一個凡夫執著的「相」而已，在現實的世界裡，因為

執著，就以為是「有」，因為您相信它，所以它「存在」，但這個「有」或

「存在」，是有「無常」的時候，於是，學佛之人應該了解，世間的福報

與功德是不可能永遠可靠的，必須要有出世間的智慧才是究竟。 

8. 《金剛經》告訴您：懂得以出世間的智慧行於世間的布施，您是一個有

福報的人；其次，《金剛經》是講這個道理的經典，假如您能受持讀誦，

並且廣為人說，它的福報更大。 

9. 於是，凡夫若是以福報與功德為念，當知這是福田之所在，但是，應生

「清淨心」，「清淨心」就是不執著於福報功德的「莊嚴」法相，布施的菩

薩需要超越對「莊嚴佛土」的執著，是謂「於法實無所得」，這是大乘佛

法的智慧，度眾而無度眾相，布施而不住於相。 

10. 那麼，所謂的「福報」與「功德」是甚麼？〈第十一分〉告訴您：甚大

啊！如諸恆河之沙，「寧為多否」？若以七種珍寶來堆滿這些恆河沙數一

般多的三千大千世界來作布施的話，「得福多否」？受持讀誦這部經典的

福報與功德，遠勝前者，因此，〈第十二分〉指出：《金剛經》是一個「一

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的經典，如佛塔廟；並且，隨說是經，乃至

四句偈等，當知所在之處，經在、法在、佛在，受人尊敬的佛弟子亦在。 

11. 經典如佛塔廟，具有神聖的意義，佛弟子是以懷念的心情感恩佛，為了

紀念佛，追思佛，緬懷佛的恩德，乃有佛塔之建造，並有財施之供養，凡

夫對於「真理」的供養，便是如法理解，廣為人說，因此，您也是受人尊

敬的佛弟子之一，是荷擔如來的家業，這是福報與功德之所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