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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 

第三講 

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 

講於臺北新店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經文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

而白佛言： 

  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前面序分是，首先指出佛跟眾生共有現成的金剛般若波羅蜜，在尋常日

用當中也可以見到；那接下來的正宗分就是，須菩提為大眾啟請佛，那佛是

以言說的方式來開演金剛般若波羅蜜，那經文就是：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

白佛言： 

  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我們先講到這裡。 

  這個「時」，是世尊乞食返回祇樹給孤獨園之時；那也可以說是世尊食

已，敷座而坐之時；那更恰當的是說，須菩提從座起，請問佛之時。 

  所以這個「時」，到底有什麼特別呢？世尊每天都是著衣持鉢乞食，還

至本處，然後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世尊每天都是做同樣的

事，那今天有什麼特別呢？今天特別不一樣，因為今天是說般若大法的因緣

成熟了，那誰看出來了呢？須菩提看出來了。所以這個「時」，可以說須菩

提從座起，啟請佛之時，同時也是說金剛般若的因緣成熟之時。 

  「長老」。這個「長」，是形容道德，或者是功德，凡是道德高、功德大，

我們就說他是德長。這個「老」，是形容他年紀大，年老。所以凡是德長年

老，再加上地位崇高，我們都可以尊他為長老。 

  「須菩提」。我們都知道他是佛的十大聲聞弟子之一，解空第一。 

  須菩提他的俗家非常的富有，他在出生的時候，家裡的財寶突然都消失

不見，所以就給他一個名稱，叫做「空生」，出生的時候家裡的財寶都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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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七天之後，財寶又出現了，所以又叫他「善現」。那父母就很擔心啊，

說這個孩子很特別，一定要請占卜師來卜個卦看看，到底怎麼回事？結果占

卜的結果，相師說：這個孩子又善又吉，實在無須有什麼掛慮的地方，所以

又給他一個名稱，叫做「善吉」。 

  其實須菩提他是有來歷的，他是過去東方青龍陀佛再來，示現為釋迦牟

尼佛聲聞解空第一的弟子，來幫助釋迦牟尼佛行化世間，就是所謂的「一佛

出世，千佛擁護」。所以我們從須菩提的出生，其實就已經透露了消息，他

是來做什麼的呢？他是來闡揚空性的道理。所以，不論叫解空，須菩提，還

是空生，善現，善吉，都是須菩提功德的展現的名號，在他出生的時候就已

經說明，他要來這個世間的目的是什麼了。 

  那說到須菩提，其實我們每個眾生也都有，須菩提人人都有。如果我們

能夠頓悟空寂之性，就是解空；全空之性，真是菩提，所以叫須菩提。空性

能生萬有，所以叫做空生；空性能隨緣應現，所以叫善現；萬行吉祥，所以

叫善吉。只要我們具足這些功德，人人都有須菩提。 

  「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這個「即」，就是立即、馬上的意思，即

刻，有迫不及待的的意思。他為什麼這麼迫不及待呢？因為他觀說般若的因

緣成熟了，所以他馬上從大眾當中站起來，即從座起。 

  既然是示現的，當然是由他來啟請佛說金剛般若，因為有些人認為，為

什麼是須菩提站起來啟請呢？佛弟子當中，長老很多呀，為什麼是長老須菩

提？雖然長老很多，但是解空都不及須菩提，所以談到般若性空的道理，當

然就是由須菩提起來啟請。 

  還有人問：在大眾中還有很多大菩薩，為什麼不由這些大菩薩站起來啟

請佛說法呢？那我們要先知道，佛說般若，祂的對機是什麼對象？祂是說給

聲聞乘聽的呢？還是大乘菩薩聽的？這個我們都沒有想到。佛說般若，正為

阿羅漢說，兼為菩薩說，所以如果由大菩薩起來啟請，這些阿羅漢就會認為

佛現在說的是什麼？是菩薩法，跟我們聲聞沒有關係，所以如果由須菩提站

起來啟請佛的話，就沒有這個疑慮了。這個就是為什麼須菩提要從大眾中即

從座起，從他的座位站起來啟請的原因，為什麼是須菩提。 

  站起來之後，做了什麼呢？先偏袒右肩。袈裟在左邊，所以右肩露出來

了。一般在平常，這個袈裟是不偏袒，就是不露出右肩來的，只有在恭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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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才偏袒右肩。而且我們做事情，大部分都是用右手，所以偏袒右肩比較

方便做事，所以它也表示「有事弟子服其勞」的意思。 

  那在這裡有更深一層的涵義，偏袒右肩是為什麼呢？肩膀是用來做什

麼？挑東西的嘛，挑重擔的。所以這邊的偏袒右肩，它是表法，「荷擔般若，

肩此重任」的意思。既然金剛般若人人都有，怎麼讓人人都能夠了解自性就

是金剛般若，願意承擔起這個重任，把金剛般若的這個密意，不但自己能夠

顯現，還可以幫助眾生也能夠顯現他的自性金剛，願意肩此重任，就偏袒右

肩。 

  接下來是「右膝著地」，就是跪右腳的意思。那為什麼不跪左腳呢？為

什麼是跪右腳？右是表示正道，左是表示邪道，用正去邪，所以跪右腳。那

個「著地」，就是腳踏實地的意思，它也是表法的。這個「地」，表示實際理

地，就是我們的本性。那一定要見到中道實相，才能夠證得實際理地。所以

「右膝著地」它的意思，就是用正道去除邪道。那行的是什麼道？般若正道，

才能夠見中道實相而證得我們的般若自性，就是實際理地。 

  「合掌」。接下來是合掌。我們平常兩手都張開幹什麼？東拉西扯，扯

的都是對六塵境界的染著，那現在我們把兩個手掌合起來，就是以心合道，

以道合心，所以它有「背塵合覺」的意思。 

  從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表示身清淨。接下來的「恭敬」，表示

意清淨。 

  這個「恭」，是以外在來說的，外貌端嚴肅穆，叫做「恭」。這個「敬」，

是以內在說的，就是心中充滿虔敬、謹慎，叫做「敬」。 

  「而白佛言」。這個「白」，是表白，把心中的意思表白出來，這個是表

示口業清淨。先清淨自己的身口意，調伏身心，然後再讚歎佛。 

  「希有世尊」。希，就是少的意思，希少。讚歎佛在三界當中是最希少

的，為什麼最希少呢？因為佛性能夠含融萬法，又能以大慈悲、善巧方便現

種種身相，演說無量法，所以不同根性的眾生都能夠得到利益，所以讚歎佛

希有。 

  「世尊」，在三界當中，無論是智慧還是功德，沒有人能夠比得上佛的，

所以應受一切世間的恭敬，或者尊敬，所以叫做「世尊」。稱世尊，是總稱；

如果稱佛，是指果德；如果稱如來，是表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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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來」是什麼意思呢？乘真如來成正覺，而化眾生，叫「如來」。

就是從真如本性直接起用，隨緣來度化眾生，所以叫如來。所以這個「如」

的意思，就是指真性，我們的真如本性，叫做「如」；它隨緣應現而來度化

眾生的時候，叫做「來」。因為我們的真如本性本來沒有來去，現在為什麼

說「來」呢？就是它是隨緣應現的，隨緣應現而來，真性隨緣應現而來，所

以叫「如來」。那我們就知道這個「如」，它指的是真性的本體，那這個「來」，

是指真性的應用，所以兼說佛的體用，就稱為「如來」。 

  「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護念，是指心，心心護念；付囑，

是指口，口口付囑。大眾聽佛說法，本應當信受奉行，可是，如果沒有如來

的護念眾生來信受這個法，惡魔就可以前來惱亂；如果如來沒有付囑眾生來

奉行這個法，再殊勝的法也會斷絕。所以，須菩提才會在大眾聞法的一開始，

就祈願如來護念付囑諸菩薩。 

  那加一個「善」字的意思，是沒有間斷的意思。就是祈願如來護念付囑

菩薩是沒有間斷的，這樣子大眾聽聞這個般若大法才不會有障礙，才能夠信

受奉行。 

  我們的自性就是如來，所以我們的自性如來也可以自善護念，自善付

囑。如果我們能夠做到，念念護念我們的身心，不起妄念，不染著在六塵境

界，前念才著，後念即覺，不讓它相續，這個功夫如果念念沒有間斷的話，

就是我們的自性如來，自善護念。如果前念清淨，付囑後念，後念清淨，無

有間斷，就是自性如來，善自付囑。 

  「諸菩薩」，是指與會的大眾。什麼叫菩薩呢？就是菩提薩埵。菩提，

是覺悟的意思；薩埵，是有情的意思。只要是覺悟的有情，就叫做菩薩。 

  那什麼叫「有情」呢？這個情，就是有妄想的意思，只要有妄想的，都

叫做情，叫做妄情，叫做有情。那眾生還沒有斷除一切的妄想，所以就叫做

有情眾生。從這個妄想當中覺悟了，覺悟什麼？一切妄想本空，回歸自性，

就是覺悟的有情，叫做菩薩。 

  那我們今天就暫時介紹到這裡。 

  迴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