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剛經》導讀  第十四講  放下執著（二）  

1 

《金剛經》導讀  第十四講  放下執著（二） 

胡健財/112.5.14 

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

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 問題討論： 

1. 何謂「斷滅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於法不說斷滅相」，其義為

何？ 

2.  菩薩何以「貪著」所作功德？如何才能避免「貪著」？ 

◆  論述： 

1. 法不可執著，因此佛處處說「無」，但是，眾生在相對中聽法，聽到「無」的時

候，轉以「無」為執著，不能當下頓悟，能所雙忘，對「法」的理解停留在「對

象」上，以「斷滅」為相。 

2. 例如：當說不要執著金錢的時候，並不是忽視金錢的存在，否定金錢作用，而

是放下對它「片面」的認知，了解從「有」到「無」的超越，並從「無」中體

會，如何善用「有」，完成「有」的使命，這才是「空」的精神。 

3. 此即不執著於「有」，也不執著與「無」，從不執著中承擔「有」之大用，這時

候的「有」，已經不是當初的「有」，而是禪宗第三個境界「見山還是山」的大

山，因此，覺悟的人，不在「斷滅」上認法，換言之，從「有」而覺悟「無」，

並從「無」中起作用，才是佛法的真精神。 

4. 依此而言，上文一再提出「無」的精神，凡夫容易得出「如來不以具足相故，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見解，佛提醒說：「莫作是念。」為甚麼？因為「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5. 斷滅是「斷見」，和其相對是「常見」；常見執「常」，斷見執「斷」。以「常」

為見，不知因果；以「斷」為見，否定因果，都是邪見。因為上述以來，破除

凡夫的謬誤，容易產生另一種誤會，以為「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若有這個想法，說諸法斷滅，否定因果，其罪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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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佛法講因果，是從因緣法建立世、出世間一切的由來；佛法講般若，是「性空」

的智慧，破除凡夫的執著。此即明白因緣、因果性空的道理而面對它、處理它。 

7. 凡夫執「實」為「有」，在因緣中，不懂無常，以剎那為永恆；佛說無常，無常

為剎那生滅，生滅之中，沒有「自我」的執著，稱為「空」。這個「空」也稱作

「無」，是說「無常」中沒有「我」，即在這個地方引起誤會，因為凡夫落在「相

對」中理解，有是常，無是斷，非常即斷；不知「有非有」而「無非無」，有與

無相對相依，超越相對即不知是有是無。換言之，有而非有，無而非無，不能

把有無說死。 

8. 斷滅者，以「非相」為是，例如：享福非福，過度解釋，便是在「非」字上執

著，懷疑享福是福。其實，「福」即是福，享福也是福，標榜「享福非福」是有

針對性而提出，它的意思是：只有享福的話，便慢慢失去了「福」，當知惜福與

培福。 

9. 然則，斷滅是在「非」相上執著，往「否定」方面作聯想，而佛法的表達往往

是用來打破執著。因此，有說而無說，無說是真說；有聞而無聞，無聞是真聞。

因為真理如幻，文字也是如幻，能知如幻，方能理解。 

10. 即此而言，布施是有功德的，持經也是有功德的，二者的功德何者為大？《金

剛經》每每強調後者為大，但實際上，各有意義，不必強作比較，但是，在相

對中的說法，便有大小多少的差別；當知在真理裡，諸法無生無滅，無垢無淨，

無增無減。 

11. 因為菩薩的修行是以「無四相」為著力點，能從相對中的一切超越自我，安住

於空，這是不執著的精神，所以有勝於前者菩薩之布施。 

12. 不執著的精神是甚麼？就是不貪心。平常的講法，貪心是非分之想，凡夫動心

起念很難不是貪，而《金剛經》的講法，執著為「有」便是「貪」；那麼，菩薩

所做的功德，屬於自己的努力，理應有份，何以是貪？《金剛經》提出菩薩對

於自己所做的功德是以「不受」為態度，換言之，雖有功德，但應該謙虛，不

要老是認為理所應得，因為因緣甚深，未必像自己所想的樣子，功德是大家的，

能布施出去，供養出去，迴向法界一切眾生，心裡沒有攀緣的牽掛，沒有追逐

的罣礙，所有的努力，都能與大眾結緣與分享，稱為「不受」。 

13. 然則，功德為有？為無？若有功德，能與大眾結緣與分享，這是突破「我相」

的分別，有與無，不是從「自我」立場出發講的，而凡夫念念不忘自己，即使

是修行，也帶著我相來分別，「不受」是個人不受，並非沒有功德可受。 

14. 即此而言，凡夫能否藉此了解一切法「無我」的精神，即是不要處處以「自我」

為本位，修行便是在相對的世界裡，懂得縮小自己，能以「無我」為我，不斷

地用功，面對困難，能夠克服，對於真理之所在，能夠信心不疑，稱之為「忍」，

「忍」是安忍，即安於所忍，需有毅力，才能忍於各種考驗，因此，菩薩如是

的修行，功德有勝於財布施的菩薩，二者的功德是有不同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