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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 

第一講 

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 

講於臺北新店 

二○一一年一月三十日 

 

經文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

人俱。 

 

  我們今天開講《金剛經》。 

  《金剛經》的全名，它叫做《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聽到這個經題，我

們就知道整部《金剛經》它到底講些什麼。「金剛」，比喻我們的自性；「般

若」，比喻斷煩惱的智慧；「波羅蜜」，就是到開悟的彼岸；「經」，就是道路、

方法。看到這個經題，我們就知道整部《金剛經》它其實就是告訴我們怎麼

斷煩惱、到達開悟的彼岸，怎麼明心見性、開悟成佛的方法，所有的方法、

道路都在這一部經裡面，很清楚的告訴我們怎麼下手修。 

  「金剛」比喻我們的自性，那什麼是金剛呢？金裡面最精純、最堅固的

部分，就稱為金剛。我們經過千錘百鍊，所有的雜質都去除了，所有的部分，

就是會銷鎔、或者是會鎔解、或者是灰飛煙散，就是所有的都去除了之後，

留下的最精純的部分，然後最堅硬的部分，它不再會被銷鎔了，這個我們就

稱為金剛。那我們的自性也是一樣的非常的堅固，雖然經過百千萬劫，但是

它還是不會壞失，所以我們就把這個金剛比喻我們的自性。 

  雖然它非常的堅固，但是，煩惱會干擾我們的自性，不管是見思煩惱、

還是塵沙、還是無明，會讓我們非常堅固、像金剛一樣的自性沒有辦法顯現，

那怎麼辦呢？這個煩惱只有般若智慧能斷。那什麼是般若呢？般若是梵語，

它翻成中國話就是智慧，這個智慧是我們自性裡面本來具足的，那我們只要

能夠開顯它，就能夠斷一切的煩惱。 

  煩惱一旦被斷除的話，我們的自性就能夠現前，就能夠到達開悟的彼

岸，所以「波羅蜜」，就是到彼岸。我們心迷的時候是此岸，心悟的時候是

彼岸；我們執著的時候是此岸，不執著的時候是彼岸；有生滅是此岸，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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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是彼岸，我們的自性本來是沒有生滅的。所以明白了這個道理，就能夠到

達開悟的彼岸。本來沒有，現在有了，叫做生，那我們的自性是本來就有的，

不是本來沒有、然後生，它也不是造作出來的，所以我們不能說它是生，所

以是「不生」，既然沒有生，當然就沒有滅，所以是不生不滅，就比喻我們

的自性。 

  這個「經」，就是徑，途徑的那個徑，就是道路、或者是方法。 

  所以這整部經就是見性的道路、方法，就是教導我們怎麼見性的道路、

方法。有了這個道路、方法，我們就能夠從迷惑、執著、生滅的彼岸(此岸)，

到達不迷、不著、離生滅的彼岸，這個就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它的經義

的內容。 

  所以我們就知道，它主要是靠這個般若，這個般若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它不是一個真實有一個般若這樣的東西，有一個東西叫做般若，不是，我們

剛才講過，它是我們自性本來就具足的一種功能，所以它不是真實有一個叫

做般若的東西。可是，你要起觀照，要起任何作用，就是從自性當中能夠起

用，這個時候，看你是用在…看是要斷煩惱呢，還是理解一切法本來是無我，

還是什麼…就是你只要起觀照，然後功夫純熟，就能夠照見。所以《心經》

裡面講的「照見五蘊皆空」，這個就是般若的功能；照見五蘊皆空之後，就

能夠「度一切苦厄」，這是它的作用。所以我們就知道，我們這個本自具足

的般若，它有自在觀照，還有自在作用這樣的功能，所以它叫做觀自在，《心

經》裡面叫做觀自在，就表示說我們這個般若智慧的功能，它是我們本自具

足的，而且它可以照用自在，隨時起觀照，隨時起作用，我們就是靠它來斷

一切的煩惱，我們的自性才能夠現前，這個是般若，非常非常的重要。 

  這部經既然是講如何見性的方法，所以我們在讀這部經，就不能從它表

面文字上去理解。像一般說「如是我聞」，就是經文的內容，「如是我聞：一

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一般就會說，

這個就是我們要結集一部經，必須要有六緣，就是所謂的六成就：「如是」，

就是信成就；「我聞」，就是聞成就；「一時」，就是時成就；「佛」，就是主成

就；「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處成就；然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

俱」，這個是眾成就，所以一共是六成就，然後就有這一部經的結集，就是

要有這六個條件。 



金剛經 1 3 

  為什麼「信」是第一個呢？信成就為什麼是第一個呢？就是佛法大海，

信為能入，你不信的話就沒有後面所謂的解、行、證，所以信是入道的初基。

像十一個善法，第一個也是講信，所以信它其實是最重要的。一般的解釋，

就是這樣子就解釋完了。「如是我聞」，就是阿難他自己報告說：「我就是這

樣聽佛說的」，意思就是說你們一定要相信，這不是我阿難的意思，我只是

背誦佛當時講的，不管是文字方面，還是經義方面，絕對是沒有錯誤的，我

是如實的把它背誦出來，來取信於大眾；「一時」就是說，說般若的這個時

候；然後「佛」，就是釋迦牟尼佛；然後在波斯匿王的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這個地方，來講這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與會的有哪一些呢？就是有大

比丘眾，一共是一千二百五十人，共同在這個法會的現場，一般解釋是這樣

子。 

  可是，我們這樣聽完了，也跟我們的自性一點都沒有關係，對不對？所

以《金剛經》它說的是我們本具的，本來有的，一切眾生本來有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一定要從自性的立場來下手，來解這一部經，這樣比較能夠達到剛

才我們介紹經義的內容，就是怎麼樣明心見性，怎麼樣見性成佛。所以我們

的解釋就會變成說： 

  「如是」，這個「如」，就是如如不動。我們的自性從來沒有動過，不管

你輪迴多久，不管你生多少煩惱，可是它從來都沒有動過。這個「是」，就

是當下即是，本來現成，本來就是呀！所以不管穿衣吃飯、還是運水搬柴，

你每天要工作，忙忙碌碌，但是我們自性的功能是當下現前，本來如是，所

以像現在天氣冷了，天氣冷就穿衣服嘛，等一下肚子餓了，肚子餓了就吃飯，

累了就睡覺，本來是那麼簡單，一切法本來圓滿成就，都是我們自性的作用，

就是這樣子就完了，可是為什麼我們不如是呢？因為我們的心動了。「如」

是如如不動，可是我們心一動，就妄想分別就出來了，所以就「不如」了；

每個當下忙著分別、執著，所以就「不是」了，所以就「不如是」。所以要

怎麼做到如是呢？就是明白我們的自性本來不動，然後從自性當中起作用，

作用完之後再回歸自性，就是這樣子。用你的自性來過生活，這個就是「如

是」。離一切妄想、分別、執著，就如是了。心不動，當下現前，當下就是，

這就是「如是」，是這樣子來解，這樣就跟我們的自性是直接有關連了 

  所以我們不如是，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我」，一切都是從「我」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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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有一個「我」真實的存在，所以怎麼樣打破我的執著？打破我的執著，

會變成什麼現象呢？假設我們現在都把「我」的執著破了，「我」一破了，

我就跟整個虛空法界就合為一體了，對不對？你也破了、他也破了，每個我

執都破了，都沒有一個「我」的界限，那整個虛空法界是不是融為一體？所

以法界本來同體的呀！本來是這樣，壞就壞在以為有一個「我」，那所有的

妄想、煩惱、造業、輪迴…全部都是從這一念無明來的，以為有「我」真實

的存在，然後起種種的分別、執著。所以「如是我聞」的這個「我」，它其

實就是打破小我之後的、回歸整個法界的大海，法界同體，所以「我」就是

法界，法界就是「我」，法界同體，這個是「我」的解釋。本來是這樣，本

來法界是同體的，沒有你、我、他的界限的分別，這樣是不是就打破了空間

的隔礙？我就是整個法界，有沒有什麼方位？沒有方位了。 

  所以我們要這樣的來反聞，我們讀《金剛經》的每一字、每一句都這樣

的反聞聞自性，就很容易開悟，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教我們怎麼見性的方法

啊，所以「如是我聞」的那個「聞」，就是反聞聞自性的意思。 

  那「一時」呢？一時，就是說明本來沒有時間的存在，十世古今不離當

下這一念，我們念過《百法》也知道，二十四不相應行法，時間本來不存在

的，它是第六意識分別來的，我們怎麼樣設定那個時間、怎麼來算那個時間，

本來是沒有時間的，都是當下的一念、一念、一念，就是這樣子，沒有過去、

未來，這就是「一時」，我們要這樣子理解。就是十世古今，不離當念，沒

有過去、現在、未來。這樣理解，又能夠打破時間的隔礙，這樣我們就知道

「如是我聞，一時」怎麼解呢？我們的自性本來不動，當下現前，然後呢，

豎窮三際，橫遍十方。豎窮三際，就是沒有過去、現在、未來，打破了時間

的觀念，然後打破空間的觀念，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就是沒有空間這樣的

界限，我們應該這樣的來反聞聞自性，這就是「如是我聞，一時」的意思。 

  接下來呢，就是「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這個「佛」，就是我們的

自性，我們的自性本來是佛；「舍衛國」，它是波斯匿王的國家，它的所在，

波斯匿王所居住的地方叫做舍衛國；這個「祇樹」，祇，就是祇陀太子，他

所供養的樹；這個「給孤獨園」，是給孤獨長者所布施的園。他們的故事大

家都知道，我們簡單介紹就好。 

  給孤獨長者，他本來叫做須達長者，因為他很喜歡布施孤、獨、貧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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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象，所以大家都叫他「給孤獨長者」。那他有一次到王舍城的護彌長者

的家裡，看到他家裡布滿了鮮花，好像有什麼大事要發生，所以他就問：「為

什麼把家裡布置的這麼莊嚴呢？」他就說：「我要請佛來說法。」這個給孤

獨長者他本來是事奉外道的，那他就想說：佛到底是何許人也？到時候佛來

說法的時候，他也來聽佛說法。結果一聽，不得了了！心開意解，意解心開，

就非常的感動，所以他就想請佛跟他一起回去，他供養佛來說法。佛就說：

「可以啊！那你先找一個地方，你先回去找好地方，然後我就來說法。」 

  所以他就開始找，也請占卜士來卜卦，說：「來卜一個卦，哪邊的地是

最合適的、最好的地方？」結果一卜，是祇陀太子的園林。祇陀太子是波斯

匿王的兒子，就是太子，將來要繼承王位的太子，他的園林是最適合的。所

以他就找祇陀太子商量說：「你可不可以把這個園林賣給我？我要供養佛說

法。」那祇陀太子就開玩笑說：「可以呀！你把黃金鋪滿，我就把園林賣給

你！」他還真的回去就運黃金，就真的把他整個園林都鋪滿，還剩下樹沒辦

法鋪黃金，所以祇陀太子就非常感動說：「這樣好了，我也不要你的錢，我

們共同請佛來說法，共同建立精舍。」所以就有所謂的祇樹給孤獨園，它的

來源就是這樣子來的，這個名稱就是祇陀太子的樹，然後給孤獨長者的園

林，他鋪滿黃金的園林，就是這樣子來的。 

  這是表面的意思是這樣子，可是我們怎麼從自性的立場來理解呢？舍衛

國是波斯匿王的國，是波斯匿王居住的地方，那就是我們自性本來在舍衛

國，就是要先講到這個佛。「佛」本來是梵語，翻成華文就是覺者，就是「覺」，

佛者覺也，大家都知道，覺什麼東西呢？你如果能夠覺知你的心本來沒有生

滅，我們的真心本來沒有生滅，生滅的是妄心嘛，對不對？所以我們能夠覺

知我們的心本來沒有生滅，然後安住在真心當中，有沒有妄念？沒有，你只

要安住在真心當中，就離一切的妄念，這個是內覺，內覺是覺知這個，我們

的心本來沒有動搖，本來沒有生滅，所以地震搖，搖它的，你的心還是安住

在本來沒有動搖的真心當中，所以地震來了，你就安住，這樣就沒事了。那

沒有生滅，有沒有生死？沒有生滅，就沒有生死啦，對不對？那有沒有生死

要了？沒有生死，你了什麼生死？對不對？那有沒有涅槃要證？沒有生死，

幹嘛證涅槃？所以生死、涅槃一如，所以一切法皆如！安住在這樣的一個覺

知當中，你每天受用六塵境界，還會不會有任何的染著呢？就不會有任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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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著，這個就叫做外覺。內覺、外覺都做到了，就是所謂的佛，我們的自性

佛就現前，就安住在我們自性的舍衛國。 

  「祇」，就是祇陀太子，他是將來要繼承王位的，所以如果我們能紹隆

佛種，承擔如來的家業，我們也是法王子，就是自性的祇陀太子，將來要繼

承佛的事業的。 

  這個「樹」，就是法林的意思。就是由福德、智慧所莊嚴的功德之林。

我們說佛就是福慧莊嚴，祂所莊嚴的功德之林，我們就稱為樹，就是祇樹的

這個「樹」，是不是也是講我們的自性呀？對不對？我們自性現前，開悟成

佛，我們就是佛了嘛，我們自性本來是佛，本來就是可以承擔如來的家業，

那我們所莊嚴的，就是福德、智慧這個功德之林。 

  「給孤獨園」，這個給孤獨長者我們說了，他原來是事奉外道的，就好

比逃家的孩子流浪在外，後來聽佛說法，意解心開，他又回歸到自性了，就

好比孩子回家了，要繼承父親的事業。所以我們如果也是同樣的，因為聽經

聞法，或者是讀這一部《金剛經》，然後意解心開，也能夠回歸到我們的自

性的話，那我們也沒有離開過給孤獨園，對不對？所以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就是講我們的自性佛本來在舍衛國，也沒有離開過祇樹給孤獨園。 

  「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這個「與」，就是剛才講說，佛是我們

的自性，這個自性佛跟誰在一起呢？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所以這個

「與」，就是我們的自性佛與大比丘同住在金剛般若無相道場，同住在無相

道場。 

  這個「大」，就是大悲大願的意思。 

  「比丘」，遠離塵垢，稱為比丘。一般解，就是大比丘相對小比丘來說

的，小比丘就是乞士，上乞佛法，下乞眾生，為眾生種福田。然後去惡取善

的，叫做小比丘；善惡俱遣的，叫做大比丘，他連善也不執著了，善惡全部

自性都是空的，無二無別，善惡一如，這個稱為大比丘，就是所謂的菩薩摩

訶薩，叫做大比丘，一般是這樣解的。那我們的理解就是，你既然是菩薩摩

訶薩，就是要有大悲大願，那你的心一定是遠離塵垢的，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心安住在沒有生滅的真心，然後外不著六塵，每天面對六塵，但是沒有絲毫

的染著，這個叫做遠離塵垢的大比丘。 

  「眾」，就是理事和合，我們稱為「眾」。一定要理合事也合，這個才能



金剛經 1 7 

夠相處在一起。理合的話，大家的知見都是相同的，就不會有任何違背真理

的地方，或者是違背真理的行徑出來。所以理合就不會相違，事合就不會相

諍，所有的諍論都是從事不合來的，做到了理合事也合，就是大比丘。 

  「千二百」，一千二百，是說當時佛的常隨眾就一千二百，其實是五十

五個人（加上五比丘），一共是一千二百五十五位佛的常隨眾。那我們怎麼

理解這個「千二百」呢？就是我們剛才說要反聞聞自性，那我們耳根的功德，

是六根裡面最圓滿的，眼睛只能看到前面，後面看不到，旁邊角度大一點也

看不到，所以它沒有辦法圓滿十方都能夠看見的功德，其他的也是一樣，鼻

根、舌根都是有侷限的，只有耳根沒有侷限。你十方在任何一方擊鼓，十方

同時都聽到，所以它的功德是最圓滿的，用這個來比喻我們耳根反聞的功德

是最圓滿的。那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呢？千二百，就是十方以四方為主，其

他都是四方衍生出來的，東南西北，什麼東南、西北西、東南…反正就是十

方都是由東南西北四方，繼續去把它分別出來的方位，所以它其實是只有四

方。四方乘上過去、現在、未來，十二，再乘上一百，就是一千二。可是我

們也不要執著這個數字，它其實是代表圓滿的意思，就是比喻我們耳根的功

德是圓滿的，是六根裡面最圓滿的。所以這邊的千二百，我們就是理解為我

們耳根反聞功德，它是最圓滿的。 

  五十五人，我們剛才講說既然是大比丘，就是菩薩摩訶薩，所以它是五

十五個階位的菩薩：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加上四加行、十地、等覺，

加起來五十五。 

  這個「俱」，就是同處平等法會的意思。所以我們的自性佛跟哪一些人、

哪一些對象，同處在這個平等法會呢？就是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五人，與菩

薩摩訶薩同處這個平等法會。 

  綜合今天講的，「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

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就是我們如如不動的自性，當下即是，它豎窮三際，

橫遍十方；如果能如是的反聞聞自性，那麼我們的自性佛，本來就住在舍衛

國，從來沒有離開過祇樹給孤獨園；與──就是跟哪一些大眾，同住在金剛

般若無相道場呢？就是大悲大願，遠離塵垢，理事和合，圓滿耳根千二百，

反聞功德的五十五位菩薩摩訶薩，同處平等法會。這一段經文就是這樣子來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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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已經打破時空，豎窮三際，橫遍十方，一個講打破時間，一個是打

破空間，既然沒有過去、現在、未來，既然也沒有方位的隔礙，那我們現在

在這裡，跟釋迦牟尼佛的靈山法會的會場，有沒有隔礙啊？所以我們可不可

以說，我們其實也在會場呀？當初釋迦牟尼佛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的會

場，我們在不在啊？沒有地方的隔礙，當然在呀！也沒有時間的隔礙。所以

我們也可以說：靈山法會，儼然未散，我們親聞佛說法，沒有時空的隔礙就

可以做到呀！所以靈山其實也沒有離開我們的方寸，沒有離開我們的自性，

所以我們是在自性當中聆聽佛說法，是親聞佛說法，也在說法的會場。如果

能夠入這樣的境界，就完全地體悟今天所說的內容，我們要這樣子來會，體

會《金剛經》的經義。 

  那今天剛好到這邊一個段落，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迴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