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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導讀  第七講  付出與收穫（一） 

胡健財/112.3.26 

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  

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

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須菩

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

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 問題討論： 

1. 本經何以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 何謂「第一希有功德」？這個「功德」如何獲得？ 

◆  論述： 

1. 度眾與布施，福報與功德，哪一個是《金剛經》的主題？當它講「布施」

之時，常以「無」的方式談「生清淨心」，但是，它卻一再提出「福德」

這個議題，而且，是從福報很大來說，這是甚麼原因？ 

2. 談「付出」，要求的是放下執著，為善而不執著，是把「自己」都放下了，

於是，善之為善，才不會為德不卒，而且，不但「無四相」，連「莊嚴佛

土」這個事實也放下，這當中，若有能所的話，都放下了，沒有以「四

相」的自己作「虛妄」的莊嚴佛土，佛法的精神在此顯現，不是天人共

歎，難能可貴嗎？可是，《金剛經》為甚麼處處校福論德？ 

3. 從「覺悟」的層次來說，不同的修行方式哪個好？是在「有」相中說話，

但是，《金剛經》是說給悟性較高的凡夫聽的，因此，處處以「無」為「得」，

接受這個講法的人比較能放下，但是，仍有一部分的眾生是需要有「福

報」這個誘因來鼓勵，才不會講得太高而一無所有。 

4. 講「福報」，是在「有」相中說，佛法依緣起法講「福報」，受持讀誦，為

他人說經，這是種福之因，當然也可以講得福之果，因果一致，便可以

接引懂得因緣因果的凡夫來學佛。 

5. 進一步，了解緣起性空，不再執著「有」之為「有」，更懂「有」之為「空」，

放下便是「空」，於是，從「人天乘」到「菩薩乘」，是度眾不求回報，布

施不問福報，若有「功德」，都在「菩薩行」中完成，這是成佛的康莊大

道，不會誤入歧途，因此，懂得放下的人，是成功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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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然則，這個福報的講法是說給有需要的眾生聽的，合「布施」與「福報」

而言，稱為「布施的人有福」；不但如此，不著相的布施功德更大。講這

個道理，就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因為「金剛般若波羅蜜」是它的名

字。名以表義，通過「名」，來把握「義」，這是〈第十三分〉須菩提問的

第一個問題：「當何名此經」的由來。 

7. 其次，須菩提第二個問題是：「我等云何奉持？」佛的回答是：「以是名

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則非般若波羅蜜。」 

8. 這是說，以這個名字來奉持，因為這個名字是從「自我」的否定來理解

的；它是講「智慧」的經典，這個智慧需要超越自己。之後，佛提出三個

問題，第一，如來有所說法嗎？答案是「無所說」；第二，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微塵是否很多？答案是「甚多」，因為世界非世界，微塵非微塵，然

則，「甚多」是在「世界即世界」、「微塵即微塵」中說嗎？如果是，那麼，

第三，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嗎？依此標準而言，答案是「不可以」。 

9. 因為「世界即世界」、「微塵即微塵」，是在「依名表義」之下表達，在名

相中，如茶杯是裝茶的，酒杯是裝酒的，一名一義，若要打破一名一義

的慣例，便是說懂得它的「非」義，此即茶杯不一定用來裝茶，也可以用

來裝酒，此時，把它當作是「杯子」來用，便不成問題，因此，在觀念

上，凡夫是不是有這個融通的想法！ 

10. 這樣說來，「非」字的用法，是打破成規，打破我們對「是」的執著而已，

若是回到「是」相而言，「有」依然是「有」，這是「因緣法」，因緣而有，

當沒有創造時，便沒有因緣，那麼，福報與功德是因為懂得創造因緣而

來，這是《金剛經》說的第一個層次，這也是民間宗教所有的層次，可以

相通，因此，若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以及受持本經，為他人說，德

福甚多。以上，是〈第十三分〉的內容。 

11. 但是，佛教的立場是，能超越的話，以「空」相布施，會是「出世間」的

因緣與功德，出世間的功德分為可說與不可說兩部分，可說者，是〈第

十四分〉中對這個功德的讚嘆：「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

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

為希有」。信心清淨，不驚、不怖、不畏，何以是讀經的「功德」？須知

「信心清淨」是有修行的結果，凡夫不容易生信，更何況是「清淨」的

「信心」，因此，甚為「希有」，稱為「第一希有功德」。至於「為何」？

請您思考一下。 

12. 這個「第一希有功德」，是因為不執著於「第一」，佛再舉例來說，如自己曾做「忍

辱仙人」時，因為不執著於「四相」，當節節支解時，不生嗔恨，因此，菩薩的修

行，是「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

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離相發心，便是離「福報」與「功德」莊嚴之相，

若能如此，才是「第一希有功德」，如來悉知悉見，「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