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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財/112.4.2 

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

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  

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

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

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問題討論： 

1. 何以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說法對象是「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 

2. 持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能除先世的罪孽，原因為何？ 

◆  論述： 

1. 佛教講因緣，那麼，福報的因緣在那裡？假如您懂得《金剛經》的話，應知

「無相」布施的功德很大，而您更懂得受持與讀誦本經，為他人說，功德更

大。 

2. 「無相」二字教人不要執著於相，世間的美好，或是佛法上的利益，都可能

是心中的一種想像，是攀緣的對象，不是「真實」的東西。 

3. 當知「能所」雙忘，放下「自我」之相，放下追求的對象，放下結果，舉例

來說，念佛之人是在念念不忘中與佛號相應，不知道有佛號的分別，也不知

有道有自己的存在，只是在「修行」。 

4. 《金剛經》即是一部講無眾生相而度眾，不住相而布施的功德，它首先提出

「財布施」的功德，再說「身布施」的功德更大，凸顯佛法「無我」的精神，

是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要能「捨得」。 

5. 能捨世間的身外物，進而連性命都願意捨去而奉獻，這是宗教的精神，需要

有宗教的智慧，在世人看來，可能是愚不可及，是一種「迷信」的行為，請

問您是基於「甚麼」的心情而相信它？ 

6. 《金剛經》以為，這是一個「大法」，是說給「發大乘者說」，沒有發大心的

人，是聽不懂，也不接受，因為「發大乘者」是以學佛成佛為目的，而佛法

有五乘，其中以「佛乘」為最上乘，「發大乘者」的菩薩與「發最上乘者」志

求菩提，他們能「聞此經典」，「信心不逆」，這就是「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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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因此，所謂「功德」，不是世間的東西，之所以殊勝，是因為它是出世間的智

慧，稱為「般若」。這個功德是「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能

得此功德的人，即是具有「荷擔」如來家業的能力，如來「悉知」、「悉見」。

換言之，成為佛的「法子」，足堪「傳法」，您願意嗎？ 

8. 《金剛經》這部經典，在在處處，皆以發菩提心為前提，鼓勵菩薩度眾為懷，

布施為方便，無相為宗旨，如此殊勝，是成佛的法門；可是，若有人受持讀

誦本經，而有遭人「輕賤」的事情發生，該如何「面對」？ 

9. 基本上，學佛理當受人「尊敬」，因為種善因，得善果，但凡夫學佛，是帶著

「三世因緣」的種子而來，學佛是過去的因，也是現在的因，所種的善因，

未必可以與過去的惡因相抵，當「業力」現前，定業難轉，但是，《金剛經》

提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

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是說「重罪輕報」，

意即今世受人輕賤是輕報，若沒有佛法的修行，是要在未來世中墮於惡道受

苦。 

10. 然則，關鍵在哪裡？佛舉自己為例，過去曾在燃燈佛前供養過無數諸佛，非

常認真，沒有偷懶，佛說自己的功德不如受持讀頌本經大，那麼，請問當您

遇到困難時，您是否具有「不逆」的信心，以及能否「撐」得過去，而有「忍

辱」的功夫？這也是「功德」啊！可是，有人會懷疑佛法，懷疑自己，對自

己的信仰開始動搖，這該怎麼辦？ 

11. 首先，學佛的人，遇到困難，應先檢查自己，是否有慚愧心與懺悔心。慚愧

心是問是否對得起自己與有沒有辜負別人？有慚於己，愧對別人，而有羞恥

心的話，進一步，便是落實對「業障」的懺悔。 

12. 業障是障礙現在的自己之過去業力，懺悔是承認過去的過錯，面對過去的自

己，從懺悔中放下心裡的陰影，它的方法為何？就根本處而言，《維摩詰經》

說：「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因為「○1 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

眾生淨。○2 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3 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

然，不出於如。」大乘佛法主張：諸法皆空，罪性並不例外，罪性與一切諸法

皆是唯心所造；而「心」也是「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因此，不管「心」

也好，「罪性」也好，即使諸法，一切皆空，不出於「如」。如者不動，不動是

真心，於是，除罪即是面對浮動的妄心。 

13. 《維摩詰經》主張：當「心相無垢」時，請問「罪性」何在？須知一切「相對

而起」，當說罪垢之時，便有「清淨」的說法，那麼，沒有罪性，也應該沒有清

淨才對！正是如此，離於相對，除罪是放下對自己的執著。 

14. 懂得除罪，然後才是修行的開始，您能對此有深刻的認識，那麼，它的果報

正是不可思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