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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 

第一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讲于台北新店 

二○一一年一月三十日 

 

经文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

人俱。 

 

  我们今天开讲《金刚经》。 

  《金刚经》的全名，它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听到这个经题，我

们就知道整部《金刚经》它到底讲些什么。「金刚」，比喻我们的自性；「般

若」，比喻断烦恼的智慧；「波罗蜜」，就是到开悟的彼岸；「经」，就是道路、

方法。看到这个经题，我们就知道整部《金刚经》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怎么

断烦恼、到达开悟的彼岸，怎么明心见性、开悟成佛的方法，所有的方法、

道路都在这一部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怎么下手修。 

  「金刚」比喻我们的自性，那什么是金刚呢？金里面最精纯、最坚固的

部分，就称为金刚。我们经过千锤百炼，所有的杂质都去除了，所有的部分，

就是会销镕、或者是会镕解、或者是灰飞烟散，就是所有的都去除了之后，

留下的最精纯的部分，然后最坚硬的部分，它不再会被销镕了，这个我们就

称为金刚。那我们的自性也是一样的非常的坚固，虽然经过百千万劫，但是

它还是不会坏失，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金刚比喻我们的自性。 

  虽然它非常的坚固，但是，烦恼会干扰我们的自性，不管是见思烦恼、

还是尘沙、还是无明，会让我们非常坚固、像金刚一样的自性没有办法显现，

那怎么办呢？这个烦恼只有般若智慧能断。那什么是般若呢？般若是梵语，

它翻成中国话就是智慧，这个智慧是我们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那我们只要

能够开显它，就能够断一切的烦恼。 

  烦恼一旦被断除的话，我们的自性就能够现前，就能够到达开悟的彼岸，

所以「波罗蜜」，就是到彼岸。我们心迷的时候是此岸，心悟的时候是彼岸；

我们执着的时候是此岸，不执着的时候是彼岸；有生灭是此岸，离生灭是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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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我们的自性本来是没有生灭的。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到达开悟

的彼岸。本来没有，现在有了，叫做生，那我们的自性是本来就有的，不是

本来没有、然后生，它也不是造作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生，所以是

「不生」，既然没有生，当然就没有灭，所以是不生不灭，就比喻我们的自

性。 

  这个「经」，就是径，途径的那个径，就是道路、或者是方法。 

  所以这整部经就是见性的道路、方法，就是教导我们怎么见性的道路、

方法。有了这个道路、方法，我们就能够从迷惑、执着、生灭的彼岸(此岸)，

到达不迷、不着、离生灭的彼岸，这个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它的经义

的内容。 

  所以我们就知道，它主要是靠这个般若，这个般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它不是一个真实有一个般若这样的东西，有一个东西叫做般若，不是，我们

刚才讲过，它是我们自性本来就具足的一种功能，所以它不是真实有一个叫

做般若的东西。可是，你要起观照，要起任何作用，就是从自性当中能够起

用，这个时候，看你是用在…看是要断烦恼呢，还是理解一切法本来是无我，

还是什么…就是你只要起观照，然后功夫纯熟，就能够照见。所以《心经》

里面讲的「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就是般若的功能；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就

能够「度一切苦厄」，这是它的作用。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本自具足

的般若，它有自在观照，还有自在作用这样的功能，所以它叫做观自在，《心

经》里面叫做观自在，就表示说我们这个般若智能的功能，它是我们本自具

足的，而且它可以照用自在，随时起观照，随时起作用，我们就是靠它来断

一切的烦恼，我们的自性才能够现前，这个是般若，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部经既然是讲如何见性的方法，所以我们在读这部经，就不能从它表

面文字上去理解。像一般说「如是我闻」，就是经文的内容，「如是我闻：一

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一般就会说，

这个就是我们要结集一部经，必须要有六缘，就是所谓的六成就：「如是」，

就是信成就；「我闻」，就是闻成就；「一时」，就是时成就；「佛」，就是主成

就；「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是处成就；然后「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

俱」，这个是众成就，所以一共是六成就，然后就有这一部经的结集，就是

要有这六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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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信」是第一个呢？信成就为什么是第一个呢？就是佛法大海，

信为能入，你不信的话就没有后面所谓的解、行、证，所以信是入道的初基。

像十一个善法，第一个也是讲信，所以信它其实是最重要的。一般的解释，

就是这样子就解释完了。「如是我闻」，就是阿难他自己报告说：「我就是这

样听佛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一定要相信，这不是我阿难的意思，我只是

背诵佛当时讲的，不管是文字方面，还是经义方面，绝对是没有错误的，我

是如实的把它背诵出来，来取信于大众；「一时」就是说，说般若的这个时

候；然后「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然后在波斯匿王的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这个地方，来讲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与会的有哪一些呢？就是有大

比丘众，一共是一千二百五十人，共同在这个法会的现场，一般解释是这样

子。 

  可是，我们这样听完了，也跟我们的自性一点都没有关系，对不对？所

以《金刚经》它说的是我们本具的，本来有的，一切众生本来有的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自性的立场来下手，来解这一部经，这样比较能够达到刚

才我们介绍经义的内容，就是怎么样明心见性，怎么样见性成佛。所以我们

的解释就会变成说： 

  「如是」，这个「如」，就是如如不动。我们的自性从来没有动过，不管

你轮回多久，不管你生多少烦恼，可是它从来都没有动过。这个「是」，就

是当下即是，本来现成，本来就是呀！所以不管穿衣吃饭、还是运水搬柴，

你每天要工作，忙忙碌碌，但是我们自性的功能是当下现前，本来如是，所

以像现在天气冷了，天气冷就穿衣服嘛，等一下肚子饿了，肚子饿了就吃饭，

累了就睡觉，本来是那么简单，一切法本来圆满成就，都是我们自性的作用，

就是这样子就完了，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如是呢？因为我们的心动了。「如」

是如如不动，可是我们心一动，就妄想分别就出来了，所以就「不如」了；

每个当下忙着分别、执着，所以就「不是」了，所以就「不如是」。所以要

怎么做到如是呢？就是明白我们的自性本来不动，然后从自性当中起作用，

作用完之后再回归自性，就是这样子。用你的自性来过生活，这个就是「如

是」。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就如是了。心不动，当下现前，当下就是，

这就是「如是」，是这样子来解，这样就跟我们的自性是直接有关连了 

  所以我们不如是，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一切都是从「我」来的，



金刚经 1 4 

执着有一个「我」真实的存在，所以怎么样打破我的执着？打破我的执着，

会变成什么现象呢？假设我们现在都把「我」的执着破了，「我」一破了，

我就跟整个虚空法界就合为一体了，对不对？你也破了、他也破了，每个我

执都破了，都没有一个「我」的界限，那整个虚空法界是不是融为一体？所

以法界本来同体的呀！本来是这样，坏就坏在以为有一个「我」，那所有的

妄想、烦恼、造业、轮回…全部都是从这一念无明来的，以为有「我」真实

的存在，然后起种种的分别、执着。所以「如是我闻」的这个「我」，它其

实就是打破小我之后的、回归整个法界的大海，法界同体，所以「我」就是

法界，法界就是「我」，法界同体，这个是「我」的解释。本来是这样，本

来法界是同体的，没有你、我、他的界限的分别，这样是不是就打破了空间

的隔碍？我就是整个法界，有没有什么方位？没有方位了。 

  所以我们要这样的来反闻，我们读《金刚经》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这样

的反闻闻自性，就很容易开悟，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教我们怎么见性的方法

啊，所以「如是我闻」的那个「闻」，就是反闻闻自性的意思。 

  那「一时」呢？一时，就是说明本来没有时间的存在，十世古今不离当

下这一念，我们念过《百法》也知道，二十四不相应行法，时间本来不存在

的，它是第六意识分别来的，我们怎么样设定那个时间、怎么来算那个时间，

本来是没有时间的，都是当下的一念、一念、一念，就是这样子，没有过去、

未来，这就是「一时」，我们要这样子理解。就是十世古今，不离当念，没

有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理解，又能够打破时间的隔碍，这样我们就知道

「如是我闻，一时」怎么解呢？我们的自性本来不动，当下现前，然后呢，

竖穷三际，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就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打破了时间

的观念，然后打破空间的观念，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就是没有空间这样的

界限，我们应该这样的来反闻闻自性，这就是「如是我闻，一时」的意思。 

  接下来呢，就是「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这个「佛」，就是我们的

自性，我们的自性本来是佛；「舍卫国」，它是波斯匿王的国家，它的所在，

波斯匿王所居住的地方叫做舍卫国；这个「祇树」，祇，就是祇陀太子，他

所供养的树；这个「给孤独园」，是给孤独长者所布施的园。他们的故事大

家都知道，我们简单介绍就好。 

  给孤独长者，他本来叫做须达长者，因为他很喜欢布施孤、独、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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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所以大家都叫他「给孤独长者」。那他有一次到王舍城的护弥长者

的家里，看到他家里布满了鲜花，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所以他就问：「为

什么把家里布置的这么庄严呢？」他就说：「我要请佛来说法。」这个给孤独

长者他本来是事奉外道的，那他就想说：佛到底是何许人也？到时候佛来说

法的时候，他也来听佛说法。结果一听，不得了了！心开意解，意解心开，

就非常的感动，所以他就想请佛跟他一起回去，他供养佛来说法。佛就说：

「可以啊！那你先找一个地方，你先回去找好地方，然后我就来说法。」 

  所以他就开始找，也请占卜士来卜卦，说：「来卜一个卦，哪边的地是

最合适的、最好的地方？」结果一卜，是祇陀太子的园林。祇陀太子是波斯

匿王的儿子，就是太子，将来要继承王位的太子，他的园林是最适合的。所

以他就找祇陀太子商量说：「你可不可以把这个园林卖给我？我要供养佛说

法。」那祇陀太子就开玩笑说：「可以呀！你把黄金铺满，我就把园林卖给你！」

他还真的回去就运黄金，就真的把他整个园林都铺满，还剩下树没办法铺黄

金，所以祇陀太子就非常感动说：「这样好了，我也不要你的钱，我们共同

请佛来说法，共同建立精舍。」所以就有所谓的祇树给孤独园，它的来源就

是这样子来的，这个名称就是祇陀太子的树，然后给孤独长者的园林，他铺

满黄金的园林，就是这样子来的。 

  这是表面的意思是这样子，可是我们怎么从自性的立场来理解呢？舍卫

国是波斯匿王的国，是波斯匿王居住的地方，那就是我们自性本来在舍卫国，

就是要先讲到这个佛。「佛」本来是梵语，翻成华文就是觉者，就是「觉」，

佛者觉也，大家都知道，觉什么东西呢？你如果能够觉知你的心本来没有生

灭，我们的真心本来没有生灭，生灭的是妄心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觉

知我们的心本来没有生灭，然后安住在真心当中，有没有妄念？没有，你只

要安住在真心当中，就离一切的妄念，这个是内觉，内觉是觉知这个，我们

的心本来没有动摇，本来没有生灭，所以地震摇，摇它的，你的心还是安住

在本来没有动摇的真心当中，所以地震来了，你就安住，这样就没事了。那

没有生灭，有没有生死？没有生灭，就没有生死啦，对不对？那有没有生死

要了？没有生死，你了什么生死？对不对？那有没有涅盘要证？没有生死，

干嘛证涅盘？所以生死、涅盘一如，所以一切法皆如！安住在这样的一个觉

知当中，你每天受用六尘境界，还会不会有任何的染着呢？就不会有任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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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着，这个就叫做外觉。内觉、外觉都做到了，就是所谓的佛，我们的自性

佛就现前，就安住在我们自性的舍卫国。 

  「祇」，就是祇陀太子，他是将来要继承王位的，所以如果我们能绍隆

佛种，承担如来的家业，我们也是法王子，就是自性的祇陀太子，将来要继

承佛的事业的。 

  这个「树」，就是法林的意思。就是由福德、智慧所庄严的功德之林。

我们说佛就是福慧庄严，祂所庄严的功德之林，我们就称为树，就是祇树的

这个「树」，是不是也是讲我们的自性呀？对不对？我们自性现前，开悟成

佛，我们就是佛了嘛，我们自性本来是佛，本来就是可以承担如来的家业，

那我们所庄严的，就是福德、智慧这个功德之林。 

  「给孤独园」，这个给孤独长者我们说了，他原来是事奉外道的，就好

比逃家的孩子流浪在外，后来听佛说法，意解心开，他又回归到自性了，就

好比孩子回家了，要继承父亲的事业。所以我们如果也是同样的，因为听经

闻法，或者是读这一部《金刚经》，然后意解心开，也能够回归到我们的自

性的话，那我们也没有离开过给孤独园，对不对？所以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

独园，就是讲我们的自性佛本来在舍卫国，也没有离开过祇树给孤独园。 

  「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这个「与」，就是刚才讲说，佛是我们

的自性，这个自性佛跟谁在一起呢？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所以这个

「与」，就是我们的自性佛与大比丘同住在金刚般若无相道场，同住在无相

道场。 

  这个「大」，就是大悲大愿的意思。 

  「比丘」，远离尘垢，称为比丘。一般解，就是大比丘相对小比丘来说

的，小比丘就是乞士，上乞佛法，下乞众生，为众生种福田。然后去恶取善

的，叫做小比丘；善恶俱遣的，叫做大比丘，他连善也不执着了，善恶全部

自性都是空的，无二无别，善恶一如，这个称为大比丘，就是所谓的菩萨摩

诃萨，叫做大比丘，一般是这样解的。那我们的理解就是，你既然是菩萨摩

诃萨，就是要有大悲大愿，那你的心一定是远离尘垢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心安住在没有生灭的真心，然后外不着六尘，每天面对六尘，但是没有丝毫

的染着，这个叫做远离尘垢的大比丘。 

  「众」，就是理事和合，我们称为「众」。一定要理合事也合，这个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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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相处在一起。理合的话，大家的知见都是相同的，就不会有任何违背真理

的地方，或者是违背真理的行径出来。所以理合就不会相违，事合就不会相

诤，所有的诤论都是从事不合来的，做到了理合事也合，就是大比丘。 

  「千二百」，一千二百，是说当时佛的常随众就一千二百，其实是五十

五个人（加上五比丘），一共是一千二百五十五位佛的常随众。那我们怎么

理解这个「千二百」呢？就是我们刚才说要反闻闻自性，那我们耳根的功德，

是六根里面最圆满的，眼睛只能看到前面，后面看不到，旁边角度大一点也

看不到，所以它没有办法圆满十方都能够看见的功德，其它的也是一样，鼻

根、舌根都是有局限的，只有耳根没有局限。你十方在任何一方击鼓，十方

同时都听到，所以它的功德是最圆满的，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耳根反闻的功德

是最圆满的。那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呢？千二百，就是十方以四方为主，其

它都是四方衍生出来的，东南西北，什么东南、西北西、东南…反正就是十

方都是由东南西北四方，继续去把它分别出来的方位，所以它其实是只有四

方。四方乘上过去、现在、未来，十二，再乘上一百，就是一千二。可是我

们也不要执着这个数字，它其实是代表圆满的意思，就是比喻我们耳根的功

德是圆满的，是六根里面最圆满的。所以这边的千二百，我们就是理解为我

们耳根反闻功德，它是最圆满的。 

  五十五人，我们刚才讲说既然是大比丘，就是菩萨摩诃萨，所以它是五

十五个阶位的菩萨：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加上四加行、十地、等觉，

加起来五十五。 

  这个「俱」，就是同处平等法会的意思。所以我们的自性佛跟哪一些人、

哪一些对象，同处在这个平等法会呢？就是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五人，与菩

萨摩诃萨同处这个平等法会。 

  综合今天讲的，「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

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就是我们如如不动的自性，当下即是，它竖穷三际，

横遍十方；如果能如是的反闻闻自性，那么我们的自性佛，本来就住在舍卫

国，从来没有离开过祇树给孤独园；与──就是跟哪一些大众，同住在金刚

般若无相道场呢？就是大悲大愿，远离尘垢，理事和合，圆满耳根千二百，

反闻功德的五十五位菩萨摩诃萨，同处平等法会。这一段经文就是这样子来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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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已经打破时空，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一个讲打破时间，一个是打

破空间，既然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既然也没有方位的隔碍，那我们现在

在这里，跟释迦牟尼佛的灵山法会的会场，有没有隔碍啊？所以我们可不可

以说，我们其实也在会场呀？当初释迦牟尼佛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会

场，我们在不在啊？没有地方的隔碍，当然在呀！也没有时间的隔碍。所以

我们也可以说：灵山法会，俨然未散，我们亲闻佛说法，没有时空的隔碍就

可以做到呀！所以灵山其实也没有离开我们的方寸，没有离开我们的自性，

所以我们是在自性当中聆听佛说法，是亲闻佛说法，也在说法的会场。如果

能够入这样的境界，就完全地体悟今天所说的内容，我们要这样子来会，体

会《金刚经》的经义。 

  那今天刚好到这边一个段落，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