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佛之路》第八集 :《金刚经》六译同宣—12 （妙印法师文字版）

1

《成 佛 之 路》

第八集《金 刚 经》六译同宣

妙印如解 —— 第 十二 讲

———妙印法师亲躬整理(2018 年冬季—2020 年于武夷山)

今天，我们是第十二次讲解《般若波罗蜜多经》，我们接着要讲的是：

恒沙众生心流注，各个不同佛能入；

一心三际不可得，如来平等信心住。

请听经文，玄奘版：【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乃至殑伽河中，所有

诸沙，如来说是‘沙’不？”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如

来说是‘沙’。”佛言：“善现，于汝意云何？乃至殑伽河中所有沙数，假

使有如是等‘殑伽河’，乃至是诸殑伽河中，所有沙数，假使有如是等世

界，是诸世界，宁为多不？”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是

诸世界，其数甚多。”】

这段话是说，假如有一恒河沙数的‘恒河’，其中‘所有的沙’，一粒

沙算一个世界，那么，所有沙数世界，多不多？太多太多了……

【佛言：“善现，乃至尔所诸世界中，所有‘有情’，彼诸有情，各有

种种，其心‘流注’，我悉能知。何以故？善现，心流注、心流注者，如

来说非流注，是故如来说名‘心流注、心流注’。所以者何？善现，过去，

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

等恒河沙数的恒河中，所有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里面生存的所

有‘有情众生’，他们的一切 ‘起心动念’，或‘妄想’，或‘分别、执着’，

或‘善念、恶念、无记念’，或‘有想、无想’，世尊全部能‘知’，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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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陀的‘他心通’智。心流注，就是‘妄想流’，这个‘流’是河流的

‘流’；注，注水的‘注’。这个‘心流注’，它比作我们的‘妄想，分别、

执着’延续不断的‘形态’，如‘小河流水’。我们的‘思虑’，就像‘瀑

布’，似乎‘永无止息’地、不间断地、前赴后继地、不停地在那里‘流

动’。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我们‘大脑意根’的这些‘起心动念’，

就像‘瀑流’那样，不疲不厌地在‘流动、涌动、波动’，而且‘看不清’

它的‘源头’。

众生的这种‘思虑和妄想’状态，或‘形态’，世尊给它起了个名，

叫‘心流注’，虽说叫‘心流注’，实际上并没有‘心流注’这个‘名字’，

是我们暂时给它起的一个‘名字’，是对众生‘妄想、分别、执着’的状

态，在‘语言’上的描述，仅此而已，它并不是‘真实的存在’。

玄奘大师把‘起心动念’翻译成了‘心流注’；罗什版翻译成了‘诸

心’，众生‘若干种心’；留支版，翻译成了‘若干种心住’，‘诸心住’，

诸心所住；真谛版，翻译成了‘心相续住’叫‘续住’，连续不断的一种

‘住’，续住、续住，这是真谛翻译。

笈多版，跟玄奘版一样，叫‘心流注’。义净法师翻译成‘心流转’，

种种‘性行’，‘起心’流转，然后又叫‘心陀罗’，又说是叫‘无持’，由

‘无持’故，‘心’逐而流转。

六位法师，只有玄奘和笈多法师，使用了相同的术语、文字，不管它

叫什么，无非就是对‘起心动念，或妄想，或分别、执着’的一种阐述。

一切有情众生所有的‘心态’变化，一切诸佛悉能‘了之’。整个宇

宙，所有众生的‘心态’，诸佛世尊统统‘明了’，一切悉知，什么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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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现在的‘起心动念’，或‘妄想’等，是善心？是恶意？还是

无记心或无记念？不管你起的是什么心念，诸佛如来，统统知道。所以一

切众生的‘起心动念’都可以在诸佛如来的加持下，从理论上讲，一切众

生的‘起心动念’都能够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和控制，或者护念’，用

《金刚经》上的说法，就是‘如来善护念’。

当然，我们修行人，如果祈求诸佛如来‘加持护念’，你只要念：“南

无佛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诸佛如来，统统都会‘关注到你’，这一

点非常重要。

当我们‘烦恼’起‘现行’，不能‘自控’的时候，要念三声：“南无

佛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

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你可以念：“南无佛陀，我是罗睺罗。”‘罗

睺罗’是世尊的儿子。什么叫佛啊？‘佛者，视一切众生如罗睺罗’。诸

佛如来，把一切众生，把一切‘有情’，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去‘体

恤、护念、和保佑’。这是事实真相。

我们‘学佛’，我们视自己的‘家亲眷属’是什么？是‘冤亲债主’，

一心只想‘脱离’，甚至‘排斥、弃捨’。诸佛如来，把一切众生当做‘罗

睺罗’，我们‘视‘罗睺罗’是一切众生’，我们这叫‘背亲向疏’，自己

的‘家亲眷属’，自己的‘六亲眷属’、亲朋好友，不去‘度化’，不去‘关

心、关爱’，而是从内心选择了‘捨离、逃逝’，还以为‘这就是学佛’。

这个‘理念’，我们一定要逐渐地纠正。冤亲平等，冤家、亲家，都视为

‘罗睺罗’，‘平等’地对待，随‘缘’度化，应‘机’说法，这种‘心态’

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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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所以者何？善现。（这里刚才念了）过去，心不可得；未来，

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这个‘心’有两种：一种是‘妄想心’，

一种是‘真心’。妄想心，有过去的妄想心，有现在的妄想心，还有未来

的妄想心。过去的妄想心，现在的妄想心，乃至于未来的妄想心，这三种

妄想心‘了不可得、空无所有’。

你能把昨天你‘想’过的，你那种‘思念状态’拿给我看吗？能‘展

现’出来看看吗？谁也做不到。所以，作为‘妄想心’，从时间的角度讲，

分为‘三种心’：过去的妄想心，现在的妄想心，未来的妄想心。而这‘三

种妄想心’，都是‘生灭’心，随‘起’随‘灭’，了不可得，故有‘三心

不可得’。

但是，妄想心，皆是依‘真心’而起，而‘真心’只有一个，真心永

远住在‘当下’，真心就是‘如来’——‘如来常恒，无有变易，一切众

生，悉有佛性。’一切众生“悉住于‘当下’的佛性中”，无一众生能够脱

离开‘当下的这一念佛性’，这是‘真相’。

那么，真心，还有过去的真心、现在的真心吗？还有未来的真心吗？

真心只有一个，真心它也有三个时间段：过去、现在和未来。「增补语：

时间段，是因‘妄想心’的产生而‘有’，因有妄想，才有了‘过去、现

在和未来’。而‘真心’就一个时段，就是‘一时’，或‘当下’。」真心，

在过去的时候，这个‘真心’，真有啊，然而，是‘了不可得’的，尽管

我们的‘六根’不能探知，但是它是‘真实的存在’；现在的真心，依旧

了不可得，但是，就在现在的‘当下’，我们能够体悟啊，我们能悟到它，

悟到这个‘真心’才能成佛；而真心在未来呢？真心在未来，就跟现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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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现在什么样，未来还什么样；现在什么样，过去也是什么样，真心‘永

恒不变’，它不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真心‘不生不灭’。所以，说到真

心，是一心‘三时’。「增补语：三时，是顺‘妄心’而说。真心，不住‘过

去’，不住‘未来’，不住‘现在’，但住‘当下’！当下，时间有多长？或

多长时间，算作‘当下’？‘当下’，它的时间长达：零！ 0 秒前，是过

去；0 秒后，是未来；0 秒时，是‘现在’，现在若是 0，现在无所有。故

知，三时皆空，三世皆无，当下即空，宇宙本无。唯有‘一真’，一时‘当

下’，恒常不变，不生不灭。」

而说到‘妄心’，则是‘三心三时’，这里我们要善加区别，不要只‘念’

‘不思维’，哪个心不可得？过去的妄心不可得，过去的真心呢？过去的

真心就是现在当下的这‘一念心性’。

总而言之，真心、妄心，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都是‘无相、非相、了不

可得’。但是这个‘心’，它真的起作用，万法唯心，就是‘万法依真心而

起’，依‘妄想心’而变，妄想心在变，所以，这个世界也在变。

我们大家都处在‘雾霾’里面，最近这两年的雾霾特别严重，要知道，

环境的变化，是‘人心’变化的‘结果’，绝不是——人‘起心动念’与

环境变化没有关系’。万法唯‘心’，‘雾霾’是众生‘心霾’的写照，从

相上看，雾霾是众生过度地‘造作’而引发的‘尘劳’之相；从理上讲，

则是众生“贪欲心、瞋恚心、愚痴心、无视‘天理·因果’的傲慢心、乃

至怀疑一切的‘敌对防范’心”，无止境‘膨胀’的结果。「增补语：单就

‘每年 4.5— 9 亿头猪的屠宰量’，终于感召了公元 2019 己亥年——猪年

‘瘟疫’的大爆发。杀生，是战争与瘟疫的根源。」永无止境的贪求，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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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如今几乎所有的‘环境’问题。所以，环境不好，我们要‘反省’我

们的‘自心’，我们这个‘妄想心’起的是善念？还是恶念？当知：心善，

则国土环境善；心净，则国土环境净。

我们要从‘根本’上找问题，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地球人的‘心

性’。不要只从‘现象’上看问题，不要‘怨天尤人’。要想改善自己的生

活、工作环境，一定要把持好‘自己的起心动念’，要把握住自己的‘心

流注’。要常生‘善念’，不起‘恶念’；常起‘善心’，不起‘恶心’。要

经常起‘利益众生’的心，起‘利益社会’的‘想’，这样地学佛，佛法

才能给我们带来‘真实和现实’的利益。下面，我把其他五个版本，关于

这段经文的描述，拣重点的句子读诵。

罗什版：【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

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

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

现在、未来的‘三心’，就是妄想心，妄想心分‘三个时段’，不可得，而

且不存在，那真心呢？也是‘不可得’，但是它‘存在’，它‘常恒不变’，

‘无生无灭’，永远‘存在于’自己的‘当下’，或‘一时’。

留支版：【佛言：“须菩提，尔所世界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住’，

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住’，皆为‘非心住’，是名为‘心住’。

何以故？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

真谛版：【佛言：“须菩提，尔所世界中，所有众生，我悉见知，心相

续住，有种种类。何以故？须菩提，‘心相’续住，如来说，非‘续住’，

故说续住。何以故？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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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可得。”】「增补语：心相，心之相，自然分两种：一是‘妄想心’

的相，二是‘真心’的相。妄心之相，生灭，无常，随生随灭，了不可得，

不存在；真心相，那是‘实相’——无相，不相，存在且不可得。

续住者：妄想相续，延绵不断，随生随灭，前灭后生，生灭交替，无

有停止，醒着‘胡思乱想’，睡了‘胡乱做梦’；真心‘常住’，无生无灭，

如来常恒，常乐我净。」

笈多版：【世尊言：“善，善！善实。彼何意念？善实，所有恒伽大河

沙，虽然，如来说彼，彼沙？”善实言：“如是，如是，世尊，如是，如

是，善逝，如来说彼，彼沙。”】

‘彼沙’就是‘彼是沙。’或‘如来说，是沙。’

【世尊言：“彼何意念？善实，所有恒伽大河沙，彼有‘所有恒伽大

河’，彼中所有沙，及彼有所有世界，彼有世界，多？”

善实言：“彼有世界，多！世尊，多！善逝。”

世尊言：“善实，彼中世界中，所有众生，我知彼等，有种种‘心流

注’。（笈多版本的这个译文，是直译，简单明了、全面。）彼何所因？心

流注、心流注者，善实，非‘流注’，此如来说，故说彼名‘心流注’者。

彼何所因？善实，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

笈多这个版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义净版：【“妙生，此世界中，所有众生，种种性行，其心‘流转’，

我悉了知。（他的心怎么‘流转’的，世尊统统了知。）何以故？妙生，心

陀罗者，如来说为‘无持’。（这个‘心陀罗’，就是‘心流转’；‘无持’，

就是‘妄想纷飞’，无法控制、没有把持。这个‘妄想心’，它是‘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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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发。我们可以坐下来观察，看看我们的妄想，它是怎么起来的。我们会

发现，自己的‘妄念’是东一个念头、西一个念头，没有规律，忽然之间，

会想到多少年前的一件事情，这就叫‘无持’。

我们的‘妄想心’，特别地随机，没有规律性，我们的妄念，只有在

说话的时候，只有在专注的时候，才会是连续的，合乎理智和逻辑地在那

里‘流转’。如果坐下来‘没事干了’，这个妄想心、这个‘心流转’是相

当‘随机’的。）由‘无持’故，心逐流转（由于没有‘把持’，没有控制，

没有自制，因为自己没有‘自制’，所以自己的‘妄想心’，就随逐流转，

逐是什么？追逐尘境，起‘执着’和‘联想’，以至于‘胡思乱想’，一念

接一念，想到张三，马上想到张三家的什么人，想到了张三的某件事，这

叫‘心逐流转’）。何以故？妙生，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

在，心不可得。”】

下面，玄奘版：【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此

三千大千世界盛满七宝，奉施如来、应、正等觉，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

是因缘所生福聚，宁为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彼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

聚，其量甚多。何以故？善现，若有‘福聚’，如来不说‘福聚、福聚’。”】

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呢？福聚是‘有为法’，福聚就是‘造善业’所得

的‘果报’，这个果报，它是‘有为生灭’的。这个‘福聚’无论多大，

从‘如来’的角度讲，都是‘空无所有，无自性、无自相、无所有、毕竟

空’。从如来这个角度讲，说‘有福聚’，福聚是‘空’，说福报大、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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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也是‘空’。

但是，从‘凡夫’这个角度讲，福聚‘不空’，‘有大有小’。从如来

的角度说，福聚叫‘黄叶止啼’。拿个黄树叶子，让一个小娃娃不哭。我

们现在就是这个‘小娃娃’，佛说福报大、福聚大，就是拿一片‘黄树叶

子’来安慰安慰我们：“不要哭、不要哭。”

我们这个社会，什么东西最能‘止啼’啊？能止我们的烦恼、忧恼啊？

钱财和福报！但是要知道，这个东西，它的事实真相是‘黄叶止啼’,你

金钱再多，也是落地的黄树叶子。福聚，从事实上讲，不可得。你得到也

是‘假的’，不得也是‘假的’。所以，得而实‘无得’，这是事实‘真相’。

一切‘福报’，皆如‘黄粱美梦’啊，所以，人间、天界，所有的福

报，统统是‘黄粱美梦’，这一个事实，大家要‘提前’知道，知道的‘目

的’就是不应执着福聚，福聚再大，是‘空’，让我们‘不执着’而已。

善男子善女人是什么？是‘有为法’，是‘有为而生’，七宝聚，是有

为而来，大千世界是‘有为而来’，诸佛的‘三十二相’是‘有为而来’。

供养是‘功’，福聚是‘德’。‘因’是‘功’，‘果’是‘德’。一切有为法

‘空’，无自性，无自相，无所有，毕竟空。说到这儿，说这段经文的目

的就是为了‘降伏其心’，降伏我们的‘妄想心’，不要‘起心动念’，对

福聚，对自己的福报，也不要‘起心动念’，不要任意地‘心流转’，反之

亦然。

罗什版：【“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

布施，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

得‘福’甚多。”】这个因缘，可以修到很大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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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菩提，若福德有‘实’，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

故，如来说得‘福德多’。”】其实，六个版本，只有罗什版在这里加了一

个‘多’字。若‘福德实有、真有’，如来就不说‘福德、福德’，其他版

本是这样的。加个‘多’，福德尚且‘没有’，哪有‘多’哪有‘少’呢？，

说多说少，在凡夫起作用，到如来果地，说多说少都是‘空’。

但是，这段经文的这个‘逻辑’上，我们需要探讨一下。

“若福德有‘实’，如来不说‘得福德多’。”那么，为什么不说得‘福

德少’呢？既然‘没有’，不存在，那也就谈不上‘多’、谈不上‘少’。

比如说，没有‘张三’这个人，你说张三长得很高，你说张三长得很矮。

“正因为‘没有福德’，如来才说得‘福德多’。”这如同在说：“正因为没

有张三，所以才说张三长得很高。”听起来，逻辑上不搭。

留支版，最后这句话是：【“须菩提！若福德聚有实，如来则不说福德

聚、福德聚。”】聚，就是聚合，福德‘缘聚’，善的果报就是福德聚。

‘福德聚’就是‘果报、福报’。若真有福德聚，如来则不说福德聚、福

德聚。这句话，逻辑上也是让人感觉到费解。若真有这个东西，为什么不

说‘有这个东西’呢？为什么：‘没有这个东西’，才说‘有这个东

西’？… … 。

真谛版：【佛言：“须菩提，若福德聚，但名为‘聚’。如来则不应说，

是福德聚，是福德聚。”】这是真谛翻译的。‘但名为聚’，‘有名无实’。

有名无实，只是个‘假名’而已，那就是，如来不该说这个‘福德聚、福

德聚’。若如来‘不说’，那说什么呢？起另一个名字，或者是对这种福报

的现象不用文字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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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笈多版（调序后全文）：【“彼何意念？善实，若有善家子，若善家

女，若‘三千大千世界’，作满七宝已，施与，虽然，彼善家子，若善家

女，若彼缘生福聚，多？”

善实言：“多！世尊。多！善逝。”

世尊言：“如是，如是，善实，如是，如是。彼善家子，若善家女，

若彼缘，生福聚多，多，无量不可数（福报很大很大很大）。善实，福聚、

福聚者，如来说彼‘非聚’（福聚，它不是个福聚，只是假名而已），故说

彼名‘福聚’者。（后面）复，善实，若有福聚，如来不说‘福聚、福聚’

者。”】前面说，福聚‘不是福聚’，但有‘名字’，没有‘真实’。若真有

呢，如来就不说福聚福聚者。如果‘不说福聚福聚’者，那应该说什么呢？

我们把这个问题暂时先放一下，留到后面的讲解中，我们再详细探讨。先

给大家留一个思考。「增补语：能说的，都是‘有为法’，都是‘不存在’

的，都是‘有名无实’的。因‘有为法’无量，故‘能说的话’亦无量；

不能说的，是‘无为’法，是唯一的‘真如无为法’，是真实的存在。因

为它真有，有名有实，是真实存在的，故不能说，一个字都不能说。不是

真实存在的，都能说，都能被说。」

义净版：【“妙生，若此福聚，是‘聚’者，如来则不说为‘福聚、福

聚’。”】

总而言之，这段经文总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福聚’是‘空幻’，

知道‘福聚’是‘空幻’，我们要‘摄伏自心’，不要贪着；同时还应知道，

一切‘不善的果报’，也是‘空幻’，不应‘长时纠结’不放。善报、恶报

皆是‘空幻’，以此来‘降伏自己的妄想心’，熄灭自己的‘妄心’，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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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干什么呢？静心，观自己的‘如来’。‘善、恶’皆放下，熄灭妄想心，

静观‘如来’，回归‘自性’，见‘性’成佛。这是佛说这段话的主要目的。

玄奘版：【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可以‘色身圆实’观如来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可以‘色身圆实’观于如来。何以故？世尊，

‘色身圆实’、‘色身圆实’者，如来说‘非圆实’，是故如来说名‘色身

圆实、色身圆实’。”】

前面，世尊已经讲过观‘如来’。观‘如来’就是让我们‘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那么，这里，世尊再一次重申这个话题。

刚才告诉我们，一切福聚‘空幻’，让我们放下‘妄想’；放下妄想之

后，让我们观‘如来’，观‘清净法身’，… …。这是什么呢？这是‘成

佛之道’啊。

那么，怎么个‘观’法呢？实际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佛陀为了加

深印象，再一次提起这个话题，再一次把‘观如来的要领’进行重申。什

么叫‘色身圆实’？‘色身圆实’就是‘圆满色身’，就是‘三十二相’。

我们能不能指认‘色身圆实’是‘如来’呢？回答是明确的：“不能。”

我们‘因地’修行的人，绝对不能把‘带相或有相’的东西，当作‘非

相的清净法身’，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到了如来‘果地’，‘相’就是‘非

相’，‘非相’就是‘诸相’，那是‘果地上的境界’，那是‘成佛后的境界’。

我们现在，还没有‘成佛’，我们还在‘因地修行’，我们看‘相’，不是

‘非相’；看‘非相’，不是‘相’。所以，我们要捨‘相’，去专注‘非相’。

这里我举个例子，问：“可不可，以‘灯泡发亮’，观于‘电流’否？”

这个大家都熟悉啊。灯亮了，我们知道有电，有电流通过。但是‘灯泡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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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个‘相’，是不是电流的‘真实相’呢？当然不是，‘灯亮了’是‘光

明’之相，不是‘电流’本身之相。你说‘这个灯亮了’，就说‘这就是

电流。’学过物理的都知道，电流是‘自由电子的定向流动’，是电子的‘同

向流动’，电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看到。我们

肉眼根本看不到，但是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到‘灯泡’发光，能够看到‘光’，

通过‘灯泡发光’判断知道，有‘电流’。但是这个‘灯泡发光’的本身，

绝不是‘电流’。

同理，这个‘色身圆实’，或‘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绝对不是如来的

‘真实身相’，绝对不是‘真如来’。

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电风扇在吹风。问：“‘电风扇吹风’，这个

‘相’，是电流的‘真实相’吗？这是电流吗？”答：“这肯定不是。”

所以，不可以‘以灯泡发亮’，也不可以‘以风扇吹风’得见‘电流’。

我想这样大家就容易理解一些。色身圆实就是色身圆满，佛的‘色身圆满

三十二相’不是佛的‘真实相’，‘色身圆满、三十二相’不是‘实相的如

来’，不是‘清净法身’，这一点，我们在‘因地’一定要这样理解，这样

去‘认知’。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契入‘如’、契入‘般若·波罗蜜’，

没有办法走向‘究竟解脱’。

一切住‘相’的修行，肯定是‘不究竟’的方法，肯定不是‘成佛’

的方法，不管你住什么‘相’。只有住‘无相’，只有住‘非相’，住‘无

所住’，住‘无所有’，住‘无所得’，才是真正成佛的方法。故知，‘色身

圆实’不能观‘如来’，不能见‘性’。

下面：【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可以‘诸相具足’观如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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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刚才说的是，‘三十二相’观如来，‘色身圆实’观如来，现在用‘诸

相具足’可不可以‘观如来’呢？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可以‘诸相具足’观于‘如来’。何以

故？世尊，‘诸相具足、诸相具足’者，如来说为非‘（诸）相具足’，是

故如来说名‘诸相具足、诸相具足’。”】‘诸相具足’是个‘名’，你不能

观这个‘文字相’，不能把观这个‘名字’当作是观‘如来’。‘诸相具足’

的这个‘文字相、言说相’不是如来，不是如来的‘清净法身’。这点要

注意。

罗什版，两次‘观如来’是这样翻译的：【“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

以‘具足色身’见不？”】他说的这个‘佛’，很显然，这个‘佛’应该是

指‘清净法身’，意思才对。所以，‘佛、如来、清净法身’，他们经常是

互换的，通用。这种‘通用’，会导致误解，不好理解，他是指的‘相’？

还是指的‘非相’？如果说这个‘佛’有‘相’，那就是指‘三十二相’，

如果说‘无相’，那就是指‘清净法身’。一个‘佛’字，或 ‘如来’俩

字，究竟是指‘三十二相的佛、或如来’？还是指‘实相的佛、或如来’？

或指‘清净法身’？这要看‘前后文’。

佛可以‘具足色身’见否？玄奘翻译的是‘色身圆实’，罗什大师翻

译的是‘具足色身’。

【“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

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事实上，它不是‘名’的问题，它是一个‘方法’问题。不应以‘具

足色身’观‘如来’，或见‘佛’，不单单是因为‘具足色身’这句话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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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有’，关键是我们不能‘着相’，着‘相’就不能见‘非相或实相’。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具足诸相’

和‘诸相具足’是一个意思。

【“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

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这里，就是不让我们执着

‘诸相具足、具足诸相’这句话的‘文字相’、‘心缘相’、‘言说相’。不

单单指‘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切相，都不能‘执着’。

留支版：【“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须菩

提言：“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色身’见。”】前面问的是‘佛’，后

面答的时候就改成‘如来’了，‘不应以色身见’，直接就是‘色身’，不

要把如来的‘色身’指认成‘如来’，即‘清净法身’。意思更明确。

【“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这就是‘凡所

有相，皆是虚妄’。）是故如来说名‘具足色身’。”

佛言：“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

须菩提言：“不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

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故如来说名‘诸相具足’。”】

还是，不要住在‘任何相’上，任何相都是‘非相’，都‘不是相’，

都不是‘正住’之相，任何相，‘但有名字、无有真实’。

真谛版：【“须菩提，汝意云何？可以‘具足色身’观‘如来’不？”

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不可以‘具足色身’观于‘如来’。”】具足色身，

那么，具足色身，肯定指的是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何以故？此具足色身，如来说‘非具足色身’。是故如来说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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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色身’。”佛言：“须菩提，汝意云何？可以‘具足诸相’观如来不？”

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不可以‘具足诸相’观于如来。何以故？此‘具

足相’，如来说，非‘具足相’。是故如来说‘具足相’。”】

但有‘名字’而无其‘实’。这是真谛版。

笈多版：【“彼何意念？善实，色身成就，应见如来？”】笈多翻译的

是‘色身成就’，成就什么‘色身’？很明显，应指佛的‘三十二相八十

种好’的‘成就身’。

【善实言：“不如此，世尊，非‘色身成就’，应见如来。彼何所因？

‘色身成就、色身成就’者，世尊，非成就，（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

妄，凡所有‘相成就’，皆是‘虚妄’。）此如来说，故说彼名‘色身成就’

者。”世尊言：“彼何意念？善实，相具足，应见如来？”

善实言：“不如此，世尊，‘非相具足，应见如来’。彼何所因？世尊，

此‘相具足’，如来说非‘相具足’，如来说，故说彼名‘相具足’者。”】

他这个措辞 ‘非相具足’，要仔细斟酌。第一个‘非相具足’，应理解为

‘实相’，或‘清净法身’；第二个“非‘相具足’”，应理解为‘不是相具

足’，不能理解成‘非相具足’。前后两个‘非相具足’，意思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断句和划分一定要特别小心。

义净版：【“妙生，于汝意云何？可以‘色身圆满’观如来不？”】

【“不尔，世尊。不应以‘色身圆满’观于如来。何以故？色身圆满、

色身圆满者，如来说‘非圆满’，是故名为‘色身圆满’。”】

【“妙生，可以‘具相’观‘如来’不？”】这里，具足诸相，诸相具

足，义净法师简略成了——‘具相’，观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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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尔，世尊。不应以‘具相’观于如来。何以故？诸‘具相’者，

如来说‘非具相’，是故如来说名‘具相’。”】这两段经文，世尊明确地

告诉我们，不要‘住相’修行，要‘离一切相’，要入‘非相’，入‘无相’，

入‘实相’，入‘如’。

玄奘版：【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如来颇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

耶？善现，汝今勿当作如是观。何以故？善现，若言‘如来有所说法’，

即为‘谤我’，为‘非善取’。何以故？善现，说法、说法者，‘无法可得’，

故名‘说法’。”】

讲到这个地方，大乘佛法，‘无法可得’，‘无法可说’！如，如如不动，

这叫‘说法’。大乘佛法，若有说‘有法可说’，‘有法可用’，统统是‘谤

佛’，这一点一定要清楚。所以，“如来有法可说否？”对于‘成佛’来讲，

这一法，根本‘不可说、无所得’，‘无所得’里边，哪有法呢？哪有法可

说呢？所以，凡是说‘佛有所说法’，统统为‘谤佛’。记住，这里是，‘有

所说’。大乘佛法，无法可说，如……「增补语：真法，不可说，如，即

是说；不说，即是说。凡是‘可说的法’，都不是‘真法’。或问：“真法

不可说，而佛说了，这叫什么？”答曰：“佛所说的是‘真法不可说！’，

这就是佛说的法。”佛被逼‘说法’，是众生‘根器差异’所致，是不得已

而为之，亦‘实无所说！’。」

我们很多人看过电视剧《达摩祖师》，达摩祖师第一次登台‘讲法’，

那个‘表演’，就是‘大乘佛法讲法’的最佳‘弘法表演’，那就是讲‘大

乘佛法’。他上去之后，把佛经往那一放，双腿一盘，两眼一闭，他就‘如’

了。‘如’了，不到半分钟，底下人都在看，正等他开口‘说法’，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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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却‘起来了’，收拾东西，下座了。为什么呀？已经‘讲完’了。这不

是开玩笑，这段‘情节’，绝对是‘佛力加持’拍摄出来的。达摩祖师的

这次讲演，这次的‘讲法’，就是一次真实的大乘佛法的讲演，从‘相’

上看，就是真正的‘讲法’，就是那个‘样子’，不要以为那是个电视剧。

那么，如来说《三藏十二部》说了这么多话，什么目的？什么意思？

目的完全是为了‘消除一切听法者的疑虑。’什么疑虑？‘对一切法产生

的疑虑。’让听法者，最终回归到‘无法可说’上来，回归到‘无法可得’

上来，对‘无所有、无所得’法，能够‘直下承当’，然后，契入‘如’，

如如不动，归‘无上道’，仅此而已。

什么叫‘根性利’的人？‘妄念’越少，‘疑问’越少的人，‘业障’

越轻的人，根性的显发‘越利’，是这个意思。疑惑多，问题多，杂念多，

知见多，即是业障太重——‘所知障、业障、报障’太重。这是‘根器不

足’的表现。不要以为自己‘能说、能写’就是‘根性利’的人，能说、

能写不一定是‘上根利智’。六祖慧能大师‘不识字’，闻法即‘悟’，这

是‘上根利智’，没有一句废话。

关于这段经文，罗什版：【“须菩提，汝勿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

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

解‘我所说’故。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什么叫

说法？“说：‘无法可说。’”这就是‘讲经说法’。‘没有法可说’，这是‘大

乘佛法’。大乘佛法，绝对是‘无法可说’；‘般若波罗蜜多’法，就是‘无

法可说’。那么，‘无法可说’而说了这么多，这就叫‘甚奇希有’，于‘无

法可说’里边而‘说法’，这是方便权益度化，没办法的办法。不要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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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能说越好’，不是这样的。

留支版：【佛言：“须菩提！于意云何？汝谓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

说法。’耶？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

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法’，说‘法’

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个大家只听原经文，意思已经很明确

了。意思是很清楚的。

真谛版：【佛言：“须菩提，汝意云何？如来有如是意——‘我今实说

法’耶？’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实能说法’，汝应当知，是人，由非

实有，及以邪执，起‘诽谤’我。何以故？须菩提，说法说法，‘实无有

法’，名为‘说法’。”】真谛这里，他使用了不同的措辞——是人，由‘非

实有’，及以‘邪执’，‘执着邪见’，没有真实的这么一法的存在，他执着

‘有法可说’，执着‘如来能说法’，这就是‘对佛起诽谤’，不解佛所说

‘本义’。

佛所说法，就是‘没有法可说’，‘没有法可说’就是‘没有法的真实

存在’。真实的那一‘真如法’，不可说；可说的‘法’，又都‘不是真实’。

那，我们到底该怎样成佛？答曰：“什么都不说，如如不动。没有‘文字

相’，没有‘言说相’，没有‘心缘相’，离‘妄想分别执着’，就成佛。”

笈多版：【世尊言：“彼何意念？善实，虽然，如来如是念‘我说法’？”

善实言：“不如此，世尊，如来不如是念‘我说法’。”

世尊言：“善实，若如是语‘我如来说法’，诽谤‘我’，善实，彼取

‘不实’。（谁要是说‘我如来说法’，谁就是‘诽谤佛’，为什么？他的‘知

见’不真实。）彼何所因？说法、说法者，善实，‘无有法可得’，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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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有为法’不可得而且‘不存在’；‘无为法’不可得，是‘真

实的存在’。对于凡夫和圣人，统统都‘了不可得’。

义净版：【“妙生，于汝意云何？如来作是念‘我说法’耶？汝勿作是

见，若言‘如来有所说法’者，则为‘谤我’。何以故？言‘说法、说法’

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

归结到‘无法可说’才是‘真说法’。这句话，看上去‘简单’，但是

‘道理深邃’，‘难解难信’。有人问你：“我想成佛，我应该怎么办？你给

我个方法，教我成佛。”你若说：“无法可给，无法可说。”对方就‘难解、

难信’了。

我们看《西游记》，玄奘法师，唐三藏第一次取到的经是‘无字真经’。

上根利智的人，打开经卷，一个字都没有，这叫什么？这就叫‘无法可说’！

这就是‘无法可说’，‘无法可得’，上根利智的人立马‘开悟’，归‘如’。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末法’了，已经是‘相法、末法’时期了，根性

下劣，一定要‘执着文字相’，没有文字的《经》，‘无字经’，白纸一张能

叫《经》吗？所以，一定要有‘文字’。然后，让你通过‘文字’而契入

‘无文字’——即：离文字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最终‘离一切相’。

这是没办法、不得已的事情，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我们的根性就是这

样。究竟怎么说，才算是不谤佛？这个问题我们有非常的必要，作一个澄

清。说，“世尊究竟说过、没说过‘法’？”与说“世尊‘有没有法可说’？”

这是两个问题，必须要分清楚。

说‘世尊有法可说’——这是‘谤佛’；说‘世尊无法可说’——不

是谤佛。说‘世尊说没说过法’——这‘不是谤佛’。说‘世尊说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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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谤佛。问：“世尊说过什么法？”答：“世尊说过‘无法可说’这句法。”

说‘世尊没说过法’也‘不是谤佛’。这两点要分清楚。

世尊‘无法可说’，跟世尊‘说没说过法’是两个问题。我们一定要

把它分清楚：说‘世尊无法可说’，这‘不是谤佛’，说‘世尊有法可说’，

这是‘谤佛’；说‘世尊讲过法’，这‘不是谤佛’。

世尊讲过什么法呢？世尊讲的法就是——“无法可说，无法可讲。整

个宇宙除了‘真如佛性’这一法，没有一法的存在。”这就是世尊说的法。

这里，我们自己要分辨清楚，不要‘误会’。

玄奘版：【尔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于当来世，后时、后分、

后五百岁、正法将灭时、分转时，颇有有情，闻说《如是》色类法已，能

深信不？”】问题又提出来了，在这个时代，听到这样的法，读到这样的

经，能起‘信’吗？前面说，起不起‘真实想’？能起‘实信’吗？能起

真‘实想’吗？

关于这个‘真实想’，古时候，人们把这个‘想’，也理解成是‘心’，

这个‘想’，它既是‘妄想心’，又是‘真心’。但是现代人‘不这么理解’，

同一个字，不可能同时具足‘两个’意思。

比如说：‘无想’亦‘非无想’。现代人就不能理解，‘没有想’，不起

念，然后又说，‘不能没有想’，那这是个什么状态呢？‘即没有想，也不

能没有想’——让人疑惑了，疑惑就疑惑在这里。事实上，第一个‘想’，

无想的‘想’，第一个想是‘妄想心’，就是分别、执着、思虑，这是第一

个‘想’。‘亦非无想’，这是第二个‘想’，这个‘想’是‘心’，而且是

‘真心’的意思。这样，这句经文意思，就能‘豁然开朗’了。所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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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叫‘妄想’；‘没有思念’叫‘真实想’，‘真实想’就是心，是真心。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那个‘心’，就是‘应无所住而生真实想’。

这个‘真实想’，除了起‘真实的信心’，除了起 ‘这部经是真实的’这

种‘想法’，另外，这个‘真实想’的‘真实义’，佛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讲

出来了——不要起‘真实想’这个‘念头’，要入‘真实想’这个‘状态’，

即：入‘无念’，入‘如’，入到‘如’里，如如不动，净念相继，这就是

‘真实想’，这就是‘起真实想’的‘真实状态’。

什么是‘起真实想’？答曰：“明心见性，就是起真实想。”

所以，这个‘真实想’，我们要做两个方面的理解。都无有想亦非无

想：‘都无有想’就是‘没有妄想’；‘亦非无想’就是‘有真实想’。有‘真

实想’，就是‘觉性’，有‘觉性’，有‘佛性’，有‘明明了了’。

【佛言：“善现，彼非有情，非‘不有情’。何以故？善现，一切有情

者，如来说‘非有情’，故名‘一切有情’。”】佛在这里，没有直接回答这

个‘颇有有情，能信还是不信？’为什么没有回答，佛直接在源头上回答，

先不说‘有情’起不起‘信’，有没有‘信念’，先说“有没有‘有情’”。

‘彼非有情’，就是他们‘不是有情’，或说‘没有有情’；‘非不有情’

又有‘有情’。怎么理解这句话？因为‘没有众生’，所以，事实上是‘没

有有情’的。因为‘没有有情’，所以谈不上‘起信不起信’。事实是个什

么状态呢？若有‘有情’深信了‘如’这一法，契入了‘如’这一法，一

旦他归‘如’，他马上就入了‘无有情相’，入了‘无假我’的这个相。入

了‘如’就知道‘没有我’了。契入到‘如’，只要你‘明心见性’，你就

不是‘有情’，你只要住在‘明心见性’的状态，你就不是‘有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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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状态，也只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见‘性’的人知道，‘无我无人无众生’，有情不信‘如’，不能契入

‘如’，不相信这个‘如’，不相信‘般若’这一法，没有‘明心见性’，

他天天‘着相’，这个相是‘有情’，所以，有情‘恒在’。虽然，这个‘有

情相’是‘虚妄’，这个虚妄‘恒在’，‘恒在虚妄’，不能‘解脱’，故说

‘非不有情’。

不能‘明心见性’，他就是‘有情’；他能够‘明心见性’，他就‘不

是有情’，故‘彼非有情’。‘彼非有情’，是契入了‘如’以后，‘如’里

面没有‘有情’。‘彼非不有情’，他是‘有情’，那是因为他‘着在相上’，

没有契入到‘非相’的‘如’中。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颇有少法，如来、应正等觉，现证‘无

上正等菩提’耶？”】

佛继续向须菩提发问：“你认为如何？确有那么一法，是如来用于证

无上菩提的方法？”

【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无有少法，如来、

应、正等觉，‘现证’无上正等菩提。”】没有任何一个法，没有任何‘有

为法’，可见的法，可闻的法，乃至‘可嗅、可觉、可触、可思、可念’

的法，如来用它来现证‘无上菩提’。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那么这个法是什么？‘如’就是。）

于中少法，无有无得，故名无上正等菩提。”】‘如’里面‘什么法’都没

有，无有无得。所以，这个‘如’就叫‘无上正等菩提’。无有少法，不

得少法，一法不立，一法没有，一法不得，故名‘无上菩提’，故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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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得’。

这个时候的状态，可以勉强称是‘无上菩提’的状态，为什么？为什

么说是‘勉强’而称呢？因为，第一，无念、空，亦于少法，也是‘无有、

无得’，住在‘无念’上，住在‘空’里，也是‘没有少法’可得，‘没有

少法’可有。而只有契入‘如’，不但‘于少法无有无得’，同时他超越了

‘无念和顽空’这个状态。单纯住在‘无念’里，那是‘四禅八定’；住

在‘空’里，那叫小乘；住在‘如’里，才是‘大乘’。无念，空，空性

或如，这三种状态，都是‘于中少法，无有无得’，但只有‘如’才叫‘无

上正等菩提’，单纯‘无念、空’不行，不能叫‘无上菩提’。

【“复次，善现，是法平等（是法，该‘法’，这个‘法’，平等，这

个法是什么，这个法，就是‘无上菩提’这一法，就是‘真如本性’这一

法，就是‘佛性’这一法，就是‘般若波罗蜜多’这一法。

为什么叫平等呢？‘真如本性’，遍一切处，等现一切处，无二无别，

整个宇宙就是一个‘佛性’。佛性‘遍一切处’，处处‘无二无别’，就像

大海水，海水平等，处处海水，无二无别。我们抛开大海水的人为污染现

象，单就讲海水，纯海水，哪儿的海水不一样？佛性亦复如是，哪儿的佛

性，都是佛性，无二无别，北京的‘空性’和南京的‘空性’是一不是二，

无二无别。）于其中间，无不平等，故名‘无上正等菩提’。（佛性平等，

佛性的状态‘平’等，永远是‘无相’的状态，‘不生不灭’的状态，所

以它‘平等’，它能现肉眼，能现天眼，能现慧眼，能现法眼，能现佛眼，

能现地水火风四大，能现山河大地，能现三途六道，能现十法界，能现清

净佛土，能现地狱、饿鬼，这就是‘无上正等菩提’。）以无我性（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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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是‘无假我’，或‘假我’无自性。）、无有情性、无命者性、无士

夫性、无補特伽罗等性，平等，故名‘无上正等菩提’。”】佛性里面，真

‘我’里面，常乐我净，没有一相，没有我相，没有众生相，没有一切‘有

情、无情’相，所以，这叫‘无上正等菩提’。

【“一切善法，无不现证，一切善法，无不妙觉。善现，善法、善法

者，如来一切说为‘非法’，是故如来说名‘善法、善法’。”】 一切善法，

无不现证。如来是什么？证知了一切善法的佛陀。一切善法，无不妙觉。

众生的一切善法，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佛陀无所不知，无所不了。虽然

有善法，有恶法，如来说都是‘非法’，都‘不是法’，只是名‘善法、善

法’，乃至于名‘恶法、恶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皆是‘生

灭、无常、无我、无相、空、不可得’，有名无实。

再看罗什版：【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

世闻说是法，生信心不？”】将来世有没有这样的众生，听了‘般若波罗

蜜’这一法，会生信心呢？

【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须菩提，众生、

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刚才说了，为什么说‘彼非

众生’？‘信’了的，‘入’进去的，他就不是众生；不信、不入的，都

是众生，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如来果地上看，众生根本‘不是众生’，

‘有名无实’，犹如梦中人完全一样，这是‘彼非众生’。

那么，从‘凡夫地’上看，梦中‘没有醒’的人看众生，众生是‘坚

固的真实’，故说‘非不众生’。梦里就是‘众生’，‘五蕴破尽’就‘不是

众生’，五蕴具足，‘非不众生’。圣言量：“众生‘无’，真实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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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

佛‘得’了 ‘无上菩提’叫‘无所得’？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

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一切有为法’无所

得，这一点一定要清楚。这里的‘无有少法’，是在‘一切有为法’中，

无有一丝一毫的法可得！‘如’是‘无所得’，于一切有为法‘无所得’。

‘如’是‘无所得’—— 无所得‘假法’，有所得‘真法’。有所得‘真

法’，虽是‘真法’，却呈现出‘无所得状态’，虽‘无所得’，却是‘真实

的存在’，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是‘法’就是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真法’，就是‘如’

这一法，就是‘般若波罗蜜’这一法，就是‘佛性’，就是‘觉性’。此‘法’

平等，没有高下。千万不能把‘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理解成‘一切有为

法平等，无有高下，或一切修行的方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是错误的

理解。这里的‘是法’不是指‘一切有为法’，不是指‘一切修行的方法’。

这里特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觉性这一法，‘佛性’这一法。‘阿

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法，没有高下，它遍一切处。‘如来常恒、无有

变易，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悉‘有’就是悉‘住’，无一众生，离佛性

而得生存，没有。

【“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

罗三藐三菩提’。”】修‘无’法，就是‘修一切善法’。修‘无所得’就是

‘修一切善法’，这一点一定要知道。不要说，前面告诉你：‘无我、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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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众生、无寿者。’既然‘什么都没有’，然后又去‘什么都做’，这就叫

‘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这是错解。

要离一切众生相，‘住’如，这才是一切善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就叫‘修一切善法’。不要错解。

【“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这就是‘有名无实’，‘善法’这个‘名词’，也没有，放下。

留支版：【尔时，慧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

闻说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故？

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那信不信呢？没说，先说‘有、没有众生’。

【佛言：“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须

菩提言：“不也！世尊！世尊，无有少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这里，‘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这个翻译上有问题。回答呢？

‘无有少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没有使用任何‘有为法’得

了‘无上正等菩提’，而他的问，却是‘如来得没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他的回答是‘否也，世尊。’这个一问一答，有点小问题。否也，是没得

啊，他否定的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不是否定‘没有少法，没

有使用少法’。

【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

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话就对了，如是，如是，

我以‘如’这一法，怎么得来的？是以‘没有少法可得’而得‘无上菩提’。

我在‘因地’时，不住‘任何一法’，‘无所住’，‘无所取’，‘无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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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自然就证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证的这一法，名字就叫‘阿

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这个法就是‘无上菩提’这一法，这个法是个‘平等法’，它是

佛性，它的名字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无众生、无人、无寿者’

得平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增补语：以‘无四相’，或以不得‘四

相’而得了‘无上菩提’。无四相，还要契入‘如’，才能得‘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这就是‘妄尽还源’。无众生、无人、无寿者，这叫无妄，

这叫‘捨妄’，‘得平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契入‘如’，得‘般若’，

以‘般若’到‘彼岸’。）一切善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善法得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单就这句话讲，我们所修的一切人天善法，乃至小

乘法，都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前方便’，而不是修证‘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的‘根本方法’。他这个翻译上，跟前面意思‘不一致’。）

须菩提！所言‘善法、善法’者，如来说‘非善法’，是名‘善法’。”】

真谛版：【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须（颇）有众生，于未来世，

听闻正说，如是等相，此经章句，生实信不？”

佛告须菩提：“彼非众生，非非众生。何以故？须菩提，彼众生者，

如来说‘非众生’，‘非非众生’，故说众生。”

“须菩提，汝意云何？颇有一法如来所得，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不？”】这儿又出了问题了，名，要是‘证’呢？‘颇有一法如来所得，

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

然后：【须菩提言：“不也，世尊。无有一法如来所得，名（证）阿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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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他把‘证’改成了‘名’，改成‘名’以后，

意思就变了。颇有一法如来所得，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肯定有这一

法，名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一法，如来肯定得了。虽然他名相

上‘不可得’，事实上他是‘得了’。你回答就不能说‘否也，世尊。’那

肯定是“是的，世尊，如是，世尊。如来‘有一法’所得，叫‘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应该这样说才合乎逻辑。在这儿这个，‘证’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或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改成了‘名’，改得不合适，

把意思全给‘变’了，关键是‘变错’了。

【佛言：“如是，须菩提。如是，乃至无有如微尘法，如来所捨，如

来所得，是故说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平等平等。”】刚才说了，

没有‘如微尘这么一法’，如来所捨，如来所得，不捨不得，没有用啊。

是故说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无念、空’，仅仅是‘无念、空’的

状态，不能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入‘如’啊，‘平等平等’，这

儿不多解释了。

【“复次，须菩提，诸佛‘觉知’，无有差别，是故说名‘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诸佛觉知，无有差别。’诸佛觉知了什么？如果‘觉知’

当‘名词’讲，就是诸佛的‘觉性’，肯定没有差别。那要当‘动词’讲

呢？那就‘觉知’了‘有为法和无为法’「增补语：即觉知了：一切‘有

为法’，生灭虚幻，缘起性空，空无所有；真如‘无为法’，如来常恒，无

有变易，不生不灭，涅槃寂静，常乐我净。」从‘果地’上看，的确，一

切有为法，梦幻泡影、无有差别，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嘛，也就无

所谓‘差别’，天上人间，极乐娑婆，都可以说‘无差别’。那么，佛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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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没有差别，平等平等。

【“复次须菩提，此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复次，须菩提，由‘无我，无众生，无寿者，无受者’等，此法平等，故

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个是寿命的‘寿’，一个是感受的‘受’。

【“复次，须菩提，由‘实善法具足圆满’，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须菩提，所言‘善法、善法’者，如来说‘非善法’，故名‘善法’。”】

这里，真谛法师把这个‘实善法具足圆满’，翻译得就‘含糊不清’

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法不立’，你这儿又出来一个‘由

实善法具足圆满’那不就是用‘善法’了吗？‘有法所用’啊，若尔，就

‘有法所住’了，就出了这个问题，由，就是‘用’或者‘依’啊，由此

‘实善法具足圆满’，得了‘无上菩提’。前面，‘无有少法’得‘阿耨多

罗三藐三菩提’，你这个‘实善法’是什么法呢？那只能理解成‘放弃一

切有为，无所住。’就是‘实善法’，这里这个‘实’是实际的‘实’，不

是十善业道的‘十’，完全‘无所住’，彻头彻尾地‘无所住’，就叫‘实

善法具足圆满’，只能这么理解。或者理解成‘实相’，就到位了。

笈多版：【尔时，命者善实世尊边，如是言：“虽然，世尊，未来，颇

有众生，后时、后长时、后分五百、正法破坏时中、转时中，当有若闻说

‘此如是色类法’已，当有信？”

世尊言：“善实，彼不众生，非不众生。彼何所因？众生、众生者，

善实，彼一切‘非众生’，如来说彼，故说彼名‘众生者’。彼何意念？虽

然，善实，若有法，如来证觉‘无上正遍知’？”

命者善实言：“世尊，彼‘无有法’，若有如来（证觉）无上正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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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他省略了一个‘证觉’。）世尊言：“如是，如是，善实。如是，

如是，彼中无有‘微小法’，不可得，故说彼名‘无上正遍知’者。虽然，

复次，时，善实，正法‘平等’，彼中不有‘不平等’，故说彼名‘无上正

遍知者’。”】正法平等，正法是什么呀？佛性是‘正法’，觉性是‘正法’，

‘如’是正法，般若波罗蜜是‘正法’，无论叫什么，都是那一个东西，

如如不动。

【“无我故，无寿故，无众生故，无人故，无上正遍知‘平等’，证觉

一切善法。”】一切善法，因为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离

了这‘四相’，得了个‘无上正遍知平等’，证觉了‘一切善法’。

【“善实，善法、善法者，如来如是，说彼非法，故说彼名‘善法者’。”】

一切法皆是虚妄，有名无实。这段经文，大家只听原经文，多听几遍，

就能知道，他跟玄奘法师翻译的意思，基本一致。

义净版：【妙生白佛言：“世尊，于当来世，颇有众生，闻说是经，生

信心不？”佛告妙生：“有生信者，彼‘非众生’，‘非非众生’。”】这意思

变了，生了信的这个众生，他不是众生，也不是‘不众生’。

【“何以故？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

他要‘真信’了，他‘契入’了，他不是众生。那么，非非众生是什

么意思？他不是时时刻刻契入，他还要生活，还要面对众生，所以他转入

到‘如’，入‘如’态，就不是众生，他出了‘如’态，又是众生。这里

应该这么理解。

【“妙生，于汝意云何？佛得‘无上正等觉’时，颇有少法所证不？”

妙生言：“实无有法是佛所证。”】佛证了‘无所有法’，而不是说‘没有法’



《成佛之路》第八集 :《金刚经》六译同宣—12 （妙印法师文字版）

32

如来所证。‘没法如来证’，这个话就不大合适，若没有法证，他为什么证

了无上菩提呢？

【佛告妙生：“如是，如是，此中无有少法可得，故名无上正等菩提。”】

没有‘使用’一切‘有为法’，没有使用‘有为法’的任何一法，得

了‘无上正等菩提’。《般若波罗蜜多经》自始至终要贯穿这一个主题，不

能换‘说法’，换了‘说法’人家就乱了，思维乱了还修什么？

【“妙生，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故名无上正等菩提。”】什么

法平等？‘无上正等菩提’这一法平等、遍一切处，常恒不变，所以，它

没有高下，它就是‘自己’，就‘这一法’，跟谁比高下？

【“以无我、无众生、无寿者、无更求趣性，其‘性’平等，故名‘无

上正等菩提’。一切善法，皆正觉了，故名‘无上正等正觉’。妙生，善法

者，如来说为‘非法’，故名‘善法’。”】我想，意思大家都明白了，六个

版本各有特点，谁的说法更能接近如来真实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好，今天《金刚经》就介绍到这里。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