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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佛 之 路》

第八集《金 刚 经》六译同宣

妙印如解 —— 第 十五 讲

———妙印法师亲躬整理(2018 年冬季—2020 年于武夷山)

上一次，我们讲到‘0 和 1’这两个数，与‘空和色’的关系。‘色即

是空，空即是色。’也就是 1 = 0, 0 = 1，色空不二，这只是‘宇宙起源’

的第一个真相。进一步的真相又是什么呢？我们从佛经里知道，‘空’也

没有。整个宇宙，只有‘佛性’这一法的真实存在，只有‘觉性’，只有

我们的‘灵性’是真实的存在，‘虚空’与‘大千世界’都是‘一念无明’

‘幻化’而来，这才是‘彻底究竟’的‘宇宙真相’。

《楞严经》里，佛把‘宇宙起源’的‘次第’，讲得非常清楚：

【空‘生’大‘觉’中，(因何而生？)… …迷妄有虚空（因‘迷’

而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知觉’（乃）成众生，‘想’澄成国

土。】「增补语：先有‘有情众生’，才会有‘想’，有‘想’，才有‘国土’。

这一点很好验证，参究一下自己的‘梦境与现实境界’——当知道：梦中

何曾有‘现实’，醒来瞬间有‘国土’。思想意识‘清醒’了，‘清澈’了，

‘国土’现前了，‘现实境界’现前了。」

‘虚空’源于‘大觉·佛性’，‘世界’源于‘虚空’，‘众生’依附于

‘世界’，这就是宇宙起源的次第。

觉性（真如）—— 虚空 —— 世界（国土、众生）。

说到这个数，我们数学里面，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0，它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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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有这样一个疑问。那么，0 这个符号，在没有人类之前，有没有这个

符号呢？这个‘符号’，是因人而发明，所以，你说 0 是数也对，说不是

数也对。是数，不是数，都是‘人为规定’的。

那么，它是不是自然数呢？认为它是‘自然数’，是正确的，认为它

不是‘自然数’，也是正确的。没有‘对与不对’，都是人为下的定义，这

都统统是‘缘生法’，因缘而起，0 也好，1 也好，2 也好，都是因人的妄

想而起。说它是自然，其实它也不是自然，它是缘生法，因缘而起。什么

叫自然？没有人类的时候它就存在着，那才叫自然。0、1、2、3、4、5… …

这些数字，如果没有人类，它就在那里一直存在着，或‘已经存在’着，

那叫‘自然数’，所以这些东西，数理上的这些学说，世间法，归到佛法

上，统统都叫‘戏论’。

所以说，研究 2 以上数的‘变化规律’，都叫‘世智辩聪’，它不是佛

法里讲的‘真实智慧’，真实智慧，要突破：0 = 1, 1 = 0，这是高智慧。

能够证明 1+1=2，已经是世间‘最高的智慧’了。

0 表示‘空’，所以，0 能生‘万法’，能生万有，说是‘生’，其实它

不是‘生’，它是‘幻化、变化、变现’，一切法从‘0’生，我们用数学

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一大堆 0，居然‘聚合’出 1 来，怎么来的呢？凭

什么这样来呢？什么原因呢？这里只有佛法，才能彻底了解这个‘真相’，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

般若如是成佛因，众生难解亦难信；

四句伽陀三法印，受持功德数不尽。

请听经文，玄奘版：【“何以故？善现，若作是言：‘如来宣说，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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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见、命者见、士夫见、補特伽罗见、意生见、摩纳婆见、作者见、受

者见。’于汝意云何？如是所说，为‘正语’不？”】

前面佛说了，极微聚‘空’，无所有；三千大千世界‘空’，无所有。

现在，话题一转，又问须菩提：“如果有人说，如来宣说‘我见、有情等

一切诸见’，你认为这个人，是不是‘正言正语’？”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不也，善逝。如是所说，非为‘正语’。”】

须菩提回答：“不是，世尊，不是，善逝，这样的‘说法’，不是正语。”

【“所以者何？如来所说‘我见、有情见、命者见、士夫见、補特伽

罗见、意生见、摩纳婆见、作者见、受者见’即为‘非见’，故名‘我见、

乃至受者见’。”】

前面我们说了，‘若法实有，佛则不说’，‘此法没有，所以我才说’。

如来说‘我见、人见、众生见，等等见’，说这些‘知见’，既然‘说出来’

了，那么，这些‘知见’，就都是‘空无所有、有名无实’，你要认为佛说

的这些知见是‘真实的存在’，这是‘错误’的，这叫‘不正语’。

我们引用《佛藏经》的一句话：【如来所说，诸法无性，空无所有，

一切世间，所难信解。】

一切法‘无自性’，‘空无所有’，这个‘真理’，这个‘事实’，一切

世间‘难解难信’。那么，佛说的‘我见、人见、众生见’等等见，也是

‘没有自性’，也是‘空无所有’，你不能执着佛说‘有这个知见’，不能

执着这个‘知见’，说什么，什么‘空’，说‘诸见’，‘诸见’空，有名无

实。所以，修学大乘，要捨弃一切‘诸见’，这些‘见’就是‘所知障’。

这些‘见解’，都是自己入‘如’、契入‘般若’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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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佛接着说：【佛告善现：“诸有‘发趣菩萨乘’者，于一切法，

应‘如是’知，应‘如是’见，应‘如是’信解，如，不住‘法想’。”】

一切想‘修行菩萨乘’的人，想‘成佛’的人，于一切法，这个‘法’，

包括‘色声香味触法’，这叫‘一切法’，在一切法里，你应‘如是’知。

这个话，这是过去的时候，它的表达方式，‘应如是知’，就是‘应知如是’，

这句话如果换一种说法：【“诸有发趣菩萨乘者，于一切法中，应知‘如

是’，应见‘如是’，应信‘如是’，应解‘如是’，（最后，如，这个

地方应该是：）应住‘如’，不住‘法想’。”】那么，这个意思，我们

听着就完全明白了。

成佛的方法，修行的方法，佛陀完全交代给我们了，我们应该会修了。

于‘一切法’中，即：当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这个时候，你

要知道‘如是’这个东西，要知道这个‘本性’，要知道一切法，它的‘本

性’的存在，这个本性就是‘如是’，就是‘般若本体’，就是自己的‘灵

性’，就是自己的‘觉性’。当我们面对境界的时候，我们要住在‘非相’

上，我们要知‘如’，要明了这个‘如’，应见‘如是’，见了之后，要相

信它，相信‘如是’是‘成佛正因’，是成佛的唯一途径、或唯一方法。

很多人不能解‘如是’这一法，不能‘明心见性’，在‘佛门’外徘

徊了很久很久，十年、二十年乃至于一生，都不能契入‘佛性’。‘明心见

性’就这么难吗？对于业障重的人来讲，的确就这么难。可是，有的人，

他刚刚接触佛法不久，他居然能解‘如是’这一法，他能‘体悟’，然而，

虽然他‘体悟’了这一法，之后，他又出了‘业障’，什么业障？‘不相

信’了。自疑或疑他：“就这么简单？佛法就这么简单？明心见性就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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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这就是？‘如’就是？一‘如’就是？”他不信了。

所以，大乘法‘难信难解’，未解之前‘难解’；解了以后‘难信’。

大乘法，给你讲清楚了，你觉着：“是这么简单吗？你怎么就能给我讲明

白呢？”若‘讲不清楚’，或给你讲了个稀里糊涂、似是而非，你反倒认

为‘我’是高手，为什么？没明白。‘没明白’反而是‘高手’，是‘高僧’

是‘大德’。‘明白’了，反而又去‘质疑’。这是‘自生知见、自生业障’，

这是一点办法没有啊。

成佛的方法，从‘行门’上讲，或从‘实修’上讲，应该说，是‘最

简单、最直接’的方法，而且是‘不用求人’的方法。但是，这个理论和

道理，如果没有‘诸佛出世’给我们讲清楚，的的确确，我们会‘难解难

信’。那么，不信不解怎么办？答曰：“读《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受持《般

若波罗蜜多经》，求佛加持，忏悔业障，让自己‘回归清净’，让自己的‘信

根’显发力量。”

“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法。”你根性‘很利’，你能解，解

了你又不信，业障啊，福报不够啊。所以，这个‘信和解’，都非常重要，

‘五根、五力’里面，第一个就是‘信根、信力’，信佛法的这个根，厚

不厚、深不深，信根厚的人，不用多解释，一说他就信，你问他‘为什么

信’，他说不清，反正‘我就是信了’。信根不足的呢？他即使听明白了，

也不信，听懂了‘也不信’。

所以，这些‘现象’，不管怎么说‘都正常’，佛度有缘人，早信的，

早解脱，晚信的，晚解脱，都无所谓。

“应住‘如’，不住‘法想’”，住‘如’就是保任，守真，守住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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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地‘守住自性’，不要住‘法想’上，不要住‘妄想、分别、执着’，

不要住‘色声香味触’乃至‘一切诸法’。离一切法，如如不动；离一切

相，如如不动；离一切想，如如不动。

下面：【“何以故？善现，法想、法想者，如来说为‘非想’，是故

如来说，名‘法想、法想’。”】

说‘法想’，法想‘空’，法想‘无所有、毕竟空’。所以，你起‘法

想’，叫‘不正想’，起任何‘想’，对于‘行门’都是‘障碍’。法尚应捨，

何况非法？一旦起‘行’，一旦进入‘实修’，要捨离‘一切想’，佛法都

‘不能想’，何况‘非佛法’？一定要这样。

这段经文，是佛陀在这一会的最后，再一次告诉我们，如何‘妄尽还

源’，如何‘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何‘住如’而‘不住法想’。

这段经文非常重要，我们听了不是一遍了，听到这里，如果还是不信，

或乍信乍不信，还是‘似解非解’，怎么办呢？一定要持《楞严咒》、《大

悲咒》、《十小咒》，通过‘持咒’、通过‘念佛名号’，消除自己的业障，

然后，再来听闻大乘经典，听闻《般若波罗蜜多经》录音，用这种辅助的

方法，消除自己的业障，让自己早日契入‘般若波罗蜜多’，早日登上成

佛的‘般若’大船。

我们再看罗什版：【“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

寿者见’。须菩提，于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说义不？”】

若有人说，佛说了，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须菩提，

你认为这个人，理解了我所说的‘意思’了吗？解不解我所说之‘真义’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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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义。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

见、众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

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

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个‘语言相’，空、无所有，有名

无实；这个‘音声相’，空、无所有；这个‘文字相’，空、无所有。统统

是‘无所有’。罗什版这里，他翻译的是：“是人解我所说义不？”玄奘版

用的是：“为正语不？”因为这些‘见解’统统‘无所有’，‘有名无实’，

所以要捨弃。菩萨不能有这些‘见’，不能有这些‘见解’，这些‘知见’

要统统放下。

【“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

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发‘无上菩提心’

者，也就是说，想‘成就佛道’的人，要在一切法中，于一切法中，应知

‘如是’，见‘如是’，信解‘如是’，不生‘法相’。罗什版这里，他只是

说，信解‘如是’，见了‘如是’，要信，要解，要不生‘法相’，只是这

样劝导，而没有明确地指出—— 一定要契入‘如是’，守住‘如是’，住

‘如’，要‘悟后起修’，说得不太明确。明心见性之后，要悟后起修，见

了‘性’之后，要‘住’，要住‘性’，要住‘如’，要‘保任’，要修‘忍

无生法’，这才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关于这一点，罗什版没有作明确交代。如是信解，就是信‘如是’，

解‘如是’；如是‘见’，就是见‘如是’；如是知，就是知‘如是’；不生

法相，我们一定要理解成：入‘如’，住‘如’，而‘不生法相’。如果没

有入‘如’、住‘如’，单讲‘不生法相’，不一定是行深‘般若’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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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那就是，说什么，什么‘空’，什么‘无所有’。所以，有名无实。

留支版：【“何以故？须菩提！若人如是言：‘佛说我见、人见、众

生见、寿者见。’须菩提！于意云何？是人所说，为正语不？”

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世尊！如来说‘我见、人见、众

生见、寿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我见、

人见、众生见、寿者见’。”】

若‘众生见、我见、人见、寿者见’实‘有’，我就不说‘我见、人

见、众生见、寿者见’。我们套用佛说话的那个‘思维逻辑’，我们就知道，

如来说‘这个见’，‘这个见’就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如果有人说：

“如来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个人就不是‘正言正语’

者。

【“须菩提！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

知，‘如是’见，‘如是’信，‘如是’不住法相。”】这里，留支版最

后特别加了“‘如’是，不住‘法相’”。那么，这句的翻译，要比罗什版

的那个单说一句‘不住法相’，意思要全面，要正确。‘如是’而不住‘法

相’，就是一定要入‘如’，契入‘如’，住‘如’而不住‘法相’，这个意

思就完全表达出来了。如果没有‘如是’，不提‘如是’，单说‘如是信’、

‘如是见’，‘不住法相’，因为，‘不住法相’，在没有契入‘如是’之前，

也完全可以做到‘不住法相’。所以，同样是‘不住法相’，一个契入了‘如’，

一个是没有契入‘如’，这两个人，可是有‘本质上’的区别，契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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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走在‘成佛之路’上；没有契入‘如’者，他只是‘六道凡夫，乃

至小乘’，他是‘佛门’外之人，没有进‘佛门’。所以，留支法师这儿：

“如是不住法相。”翻译得非常好。

【“何以故？须菩提！所言法相、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

名‘法相’。”】‘法相’这个‘文字’，‘法相’这个‘声音’，‘法相’的

这个‘说法’，统统‘无所有、不可得’，不要‘住’其上、不要‘念’其

文。

真谛版：【“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说我见，众生见，寿者见，受

者见’（寿命的‘寿’，感受的‘受’，两个同音字。），须菩提，汝意云何？

是人言说，为正语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不也，修伽陀。何以

故？如来所说‘我见，众生见，寿者见，受者见’，即是‘非见’。是故

说‘我见，众生见，寿者见，受者见’。”】凡是说‘如来有四见’的人，

都不是‘正说’之人，都不是‘正语’之人，因为无论有什么见，都是‘非

见’，而且‘无所有、不可得’。

【“须菩提，若人行‘菩萨乘’，如是，应知、应见、应信：一切诸

法，‘如’是应‘修’，为令‘法想’不得生起。”】真谛法师在这里的

翻译，跟前面几位法师的不一样了。他这段话，我们应该归纳一下：应知、

应见、应信“一切诸法·如是”，应该这样理解。应知“一切诸法·如是”，

是什么意思呢？要知道，要了解，一切诸法，皆是‘如是’幻化而来，皆

依‘如是’而幻化，这是个真相，要知道。应见‘如是’，应见‘一切诸

法如是’，要见到‘如是’，要‘明心见性’啊，不能只住在‘诸法相’上，

不见‘非法相’，不见‘非相具足’，不见‘如’，这样你就不能入‘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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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见了’之后，应信，应信‘一切诸法——如是’，你要相信，你要百分

之百地相信，万法皆是‘如是’中‘物’。

如是，就是我们的‘本心’，我们的‘觉性’。一切万法皆是你心中之

物。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很多人没有去思维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万法

在我心中，我明明看到万法‘在虚空里’，被这个‘太空’包裹着，怎么

就说，万法在我心中呢？如果说‘万法在虚空里’，和‘万法在我心中’

是一句话，那不就等于说，‘心’不就是‘虚空’吗？敢不敢这样想呢？

敢不敢这样‘认知’呢？

虚空‘不是心’，这就是凡夫。虚空‘是心’，这就是圣人。认虚空是

心或不是心，这就是‘凡、圣’的‘分水岭’。

“应修‘如是’，为令‘法想’，不得‘生’起。”这个‘如是’不是

应‘修’，而是应‘住’，这个‘住’也算是一种‘修行’，勉强可以说是

‘修’如是。‘修’如，修‘心’，心需要修吗？心，永远在那里‘常恒不

变、如如不动’，你需要的‘不是去修证它’，而是‘契入’它，‘守住’

它，最后和它‘化为一体’，‘融归一体’，超凡入圣。住在‘如’上，不

令‘法想’而‘生起’，这就是‘妄尽还源’。住‘如’，修‘如’，就是‘还

源’。不生‘法想’，就是‘妄尽’。

【“何以故？须菩提，是‘法想、法想’者，如来说即‘非想’，故

说‘法想’。”】说法想，法想‘空’，法想‘无’，有名无实。

请看笈多版：【“彼何所因？善实，若有此如是说：如来说‘我见，

众生见，寿见，人见。’虽然，如来说，善实，彼说正语？”善实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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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世尊。不如此，善逝。彼何所因？世尊，若彼‘我见’，如来说‘非

见’，如来说彼，故说彼名：‘我见’者。”】这个意思，跟前面几个版

本的意思一样，虽然他这个汉语的措辞和表达，比较生硬，但是意思还是

很明确的。

【世尊言：“善实，此发行菩萨乘，应知‘一切法·如是’，应见、

应信解。”】这里应该加一个‘如是’，为什么呢？它一个‘如是’贯穿

至后的所有字，它这一个‘如是’贯穿‘应知、应见、应信解’，所以，

它这里应该是应见‘如是’、应信‘如是’、应解‘如是’。

【“信解‘如’，亦住‘如’，无‘法想’。”】信解‘如’，亦住

‘如’，无‘法想’。这就是‘成佛的修行方法’。你要相信那个‘如’，你

要理解这个‘如’，你要住在这个‘如’上，你不能有任何‘法想’，想里

面‘有相、有思念、有念头’。不住‘法想’，包括不住‘相、想’，不住

‘念想’，不住‘任何想’。一切法‘如是’，应知一切法‘如是’，就是说

要知道‘一切有为法’皆由‘如是’幻化而来，要信解‘如’法，契入‘如’。

说得很清楚。

【“彼何所因？善实，法想、法想者，非想，此如来说，故说彼名：

法想者。”】我虽然说‘法想’，你只要起‘任何法想’，都是‘非想’，

都是‘不正想’。如来，说‘法想’，法想‘空’，我们套用前面的规则：

若‘法想’实有，我则不说‘法想’，既然说出来了，‘法想’就不是‘真

实的存在’，有名无实。所以，你不能‘执着’，不能执着‘法想’这俩字，

甚至‘这句话’，这个‘音声’，乃至于与‘法想’一切有关联的‘联想’，

统统都要‘捨弃’，一念不生，一念不生，除‘法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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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净版：【“妙生，如有说云‘佛说我见、众生见、寿者见、更求趣

见’者，是为‘正说’？为‘不正’耶？”】

如果有人说，佛说‘我见、众生见、寿者见、求生下一道见。’这是

正说？还是不正说？

【妙生言：“不尔，世尊。何以故？若有‘我见’如来说者，即是‘非

见’，故名‘我见’。”“妙生，诸有发趣菩萨乘者，于一切法，应如是

知、如是见、如是解，如是解者，乃至‘法想’亦‘无所住’。”】

‘如是’解者，其实就是，解了‘如是’的人，乃至‘法想’亦‘无

所住’，就是不住‘法想’，于一切法中，应知‘如是’，应见‘如是’，应

解‘如是’，解了‘如是’的人，要‘住’在‘如是’上，住在‘如’上，

不住‘法想’上。

【“何以故？妙生，法想、法想者，如来说为‘非想’（不是正想），

故名‘法想、法想’。”】

请看玄奘版：【“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以‘无量无数’世界

盛满七宝，奉施如来、应、正等觉（若有菩萨，以盛满无量无数世界的七

宝，来供养‘诸佛如来’，这个福报一定是‘很大很大’。），若善男子，

或善女人，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乃至‘四句伽陀’，受持读诵，

究竟通利，如理作意，及广为他，宣说开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甚多

于前，无量无数，云何为他，宣说开示？如！‘不为他宣说开示’，故名

‘为他宣说开示’。”】佛最后一次为我们作‘功德较量’，受持《般若波

罗蜜多经》，乃至受持一个‘四句偈’，你能够通达、自利利人，不但自己

会‘修’，还能‘教人修行’，广为人说，那么，由此‘因缘’所产生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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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福德聚，要超过你用充满无量无数世界的七宝，供养诸佛如来的功德，

超过‘无量无数’倍。

怎样为人宣说开示呢？这句话，也就是你怎样给人家‘讲经说法’？

前面佛说了‘若法实有，我则不说’。那么，‘真如’这一法，‘成佛’这

一法，‘如’，这可是个‘真法’，这可是个‘成佛的真正方法’，‘如’这

一法，是‘真实的存在’，真有！‘若法实有，我则不说’，现在，若要让

你说‘般若波罗蜜多’真实法，你怎么说？怎么开示？

——‘如’，‘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如如不动，‘一字不吐、一念不

生’，就是为他‘宣说开示’。这里，我提示两点：第一，《达摩祖师》那

部电影，大家要看一看，达摩祖师登台讲法，他就是这样‘说法’的，一

个字也没说，双腿一盘，两眼一闭——‘如’，这就是‘不为他开口’，就

是为他‘宣说开示’。

然后，他就下座了，一言未发，佛法‘说完’了。可是，这种方式，

以我们现代人的‘根性’，根本不可能‘接受’，你必须要说话，你要引导，

要把他‘引导到’这个‘如’上来，为了引导他到‘如’上来，你要说很

多话，你不说话，他‘过不来’。这就是我们‘末法时期’众生的‘根器’

所致，没办法。这就是于‘无语言’法，用‘语言’来说；于‘无名相法’，

用‘名相来说’，导人‘契入’，导人‘开悟’，这是世间‘最希有难见’

的‘事情’。说一个‘看不见摸不着而又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难哪！

说的人‘难说’，听的人‘难解难信’。

另外，我们看大雄宝殿里的释迦牟尼佛像，乃至一切佛像、菩萨像，

我们观察他们的形态，‘两眼微闭，面带微笑，一个字都不说，如如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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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像那种‘形态’，就是‘说大乘’，就是‘说如’，‘说真实法’的

形态，你好好观察。所以，我们学佛，要学佛的这个‘样子’，外表上学

得要像，然关键是‘用心作意’，要‘正确’，要‘到位’，不能只有‘外

相’，“外表平静，内心杂乱”，且不见‘如’、不知‘如’、不解‘如’，只

修‘外相’是‘没有用’的，这里要特别注意。

怎样宣说开示？… …，这就是给你‘开示’了。懂不懂，随缘。

【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诸和合所为，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

应作如是观。”】「增补语：应作如是观：应作意‘如’，简称‘作如’。

“作‘如’，是观”。作意‘如’，就是‘观’，就是‘观如来’。」

诸‘和合’所为，就是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什么样子呢？

如‘星翳灯幻’，如‘露泡梦电云’，露是‘露水’，泡是‘气泡’、水泡，

梦、电、云，露泡梦电云，是说一切‘有为法’，都像早晨的露水或者像

一个气泡，或者像一场梦，或者像闪电，或者像天上的浮云，是‘生灭变

化’而‘无常’的，而且变化的速度‘有快有慢’，这就是一切‘有为法’，

念念‘生灭无常’。

诸‘和合’所为，就是指‘一切有为法’，露泡梦电云，就是‘念念

生灭无常’，如星翳灯幻，‘星翳’就是‘病眼’冒出的‘金星’，他看到

虚空里‘冒出的金星’，那些‘金星’，看着‘有’，实际‘没有’，空，无

所有。

灯焰，灯苗，眼睛有毛病的时候，看到围绕灯焰的‘光环’特别多，

五颜六色，这个‘光环，光晕’，就叫‘灯幻’。灯幻，金星，看着‘有’，

实际‘没有’，这叫什么？这叫‘诸法无我’，一切诸法‘无自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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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有。最后一句，‘应作如是观’，‘应作如如观’。应作，就是‘应修行’，

应观‘如’，应观‘如是’，‘如’就是‘涅槃寂静’。

简言之，“诸和合所为，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四

句偈，佛的‘三法印’，一偈具足。一切有为法，刹那刹那‘生灭无常’，

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此‘四句偈’就是佛陀‘三法印’的‘完整表达’。

我们看罗什版：【“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

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萨心者（发菩萨心者，就是‘明心见性’

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

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何以故？（为什么呢？）一切有为

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受持《般若波罗蜜多经》

乃至其中一个‘四句偈’，受持读诵，为人‘正说’的‘功德’，超过你用

‘无量·阿僧祇·世界’的七宝，拿来‘布施供养’的功德。这里他没有

说供养诸佛。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怎样为人演说呢？罗什大师是这样翻

译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就是离一切相，离一切‘法相’，离一切‘法

想’，然后怎么样？如如不动，那‘如如不动’你得首先契入‘如’，保持

在‘如’的状态，入了‘无生法忍’，才能‘如如不动’。

所以，罗什大师，‘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跟前面玄奘法师：‘如，

不为他宣说开示，故名为他宣说开示 。’这里呢，罗什大师就是让你，怎

样为人‘演说’？就是‘如如不动’，坐那儿不说话，就像‘佛像’那样，

坐在那里——如，这就叫‘为人演说’。）「作‘如’，就是‘观’。」

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怎么来的？‘如’中幻化而来，所以，

如梦，如幻，如泡，如影，是‘如’中现的‘梦’，‘如’中现的‘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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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生的‘泡’，‘如’中生的‘影’，‘如’中出的‘露’，‘如’中闪

的‘电’。

一切‘有为法’，皆是‘真如本性’所现，而且统统是‘有生有灭’，

如露如电，统统是‘梦幻泡影’。

诸法‘无自性’，‘无我’，空，无所有，不可得。既然如此，修行‘大

乘’的人，一定要应作‘如是观’。应作‘观如是’，一定要修——观‘如’，

观‘如是’，观‘佛性’，观‘自如’，观‘真如本性’。所以，罗什大师翻

译的最后这个四句偈，用了‘四个’如，其中，三个‘如’，一个‘如是’，

这个‘如’，绝对不是‘像什么’‘像什么’，千万不能理解成是‘像什么’，

像露水，像电，像梦，然后，要作‘这样的观想’，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

麻烦大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做这样的理解，所以，不‘开悟’。

留支版：【“须菩提！若有菩萨摩诃萨，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

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萨心’者，于此‘般若波罗

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其福胜彼无量阿僧祇。

（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般若波罗蜜多经》乃至‘四句偈’等，福报超过

用无量无边世界的七宝，布施供养所修的功德和福报。）云何为人演说而

不名‘说’，是名‘为说’？”（为人演说了而不叫‘演说’，起了个名

叫‘为人说’。他把这个‘四句偈’跟‘云何为人演说’联系起来了，连

到了一起，怎样为人演说而不名‘说’，是名‘为说’。给人说了，还不能

叫‘说’，起个名叫‘说’，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尔时世尊，而说偈言：

“一切有为法，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

这句话，一切有为法，玄奘法师变成了‘诸和合所为’，就是‘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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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缘起性空’的一切法。那么，留支法师，他翻译的这段，他想说

什么呢？云何为人演说而不名‘说’，是名‘为说’呢？最后，‘应作如是

观’，应‘作观如是’，观‘如是’，就是‘为人演说而不名说’，是名为‘说’。

或者“应‘作如’，是‘观’。”他是这个意思。

真谛版：【“须菩提，若有菩萨摩诃萨，以满无数无量世界七宝，持

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从此‘般若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

等，受持读诵，教他修行，为他广说。”】

教他修行，首先得自己会‘修行’，自己不会，怎么教人呢？所以，

真谛法师，他这个‘教他修行’，实际上，就相当于玄奘版里面的要‘究

竟通利’，要‘如理作意’，你不‘通利’，你不会‘如理作意’，你怎么教

他修行？所以，教他修行这句话，翻译得也非常到位。

【“是善男子，善女人，以是因缘，所生福德，最多于彼，无量无数。”】

所以，福德、功德、福聚、福报统统指的是一个意思。我们不能把‘功

德、福德’再做一些‘名相’上的分别，比如：这是福德，这不是‘功德’；

这是福报，这不是功德，等等。不能再作这样的‘分别’戏论。凡所说者，

皆不是‘实有’，故知，所有的‘分别执着’，统统是‘徒劳无益’。

【“云何显说此经？”】

怎样‘显说’此经？你怎么显发此经的如来真实义呢？这里说得更清

楚：【“如，无所‘显说’，故言‘显说’。”】这就是‘若法实有，我则

不说’。

不说怎么办？‘如’，无所‘显说’，这就是‘显说’！显说了什么？

显说了一个真实法的存在，佛性的存在，真如的存在，本性的存在，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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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法’，只能用这种方式‘显说’给你。如果你‘不解’，逼着佛说话，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于‘无名相’法，依‘名相说’，于‘无言语法’，

用‘言语说’，这就叫‘不可思议，希有难逢’。

下面，这个‘四句偈’，翻译得有点特点，它不是四句偈，前面有两

句：【“如如不动，恒有正说。”】

如如不动，恒有正说。这个‘如如不动’，不就是‘净念相继’吗？

‘六根都摄，净念相继’的这个时候，就是‘恒是正说’的时候。什么

叫真正的‘正说’？不说话——‘如’，这才是‘真正的正说’，你一时‘如’，

你一时是‘正说’，你时时‘如’，时时是‘正说’。

【“应观有为法，如暗翳灯幻，露泡梦电云。”】那么，应观‘有为

法’，如暗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就是说，应观‘有为法’，虚幻‘无自性’、

空、无所有，念念生灭无常。如果不把‘如如不动、恒有正说’纳入后面

这三句话，那单凭‘应观有为法，如暗翳灯幻，露泡梦电云’这后三句，

那么，他就缺少了‘三法印’的‘涅槃寂静’印。所以，我们把‘如如不

动、恒有正说’算作这个‘四句偈’的第一句，如果没有第一句‘如如不

动、恒有正说’那就少了‘涅槃寂静’印，意思就不完整了。这是真谛版。

再看笈多版：【“复时，善实，若菩萨摩诃萨，无量无数世界，满中

七宝，作已，等施与‘如来应等、正遍知等’（就是用充满无量无数世

界的七宝等施十方如来诸佛。）；若善家子、若善家女，若受持读诵—

—如是·智慧到彼岸，乃至四句等偈，分别为他等及，分别广说 ‘如是’，

此生福聚，多过彼缘‘无量、不可数’（用充满无量无数世界的七宝供养

诸佛如来，这个功德，赶不上受持‘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乃至‘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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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的功德，赶不上为他人分别广说‘如是’法门的功德，要说‘如是’，

要把‘如是’讲出去，说出去，此生福聚，多过‘彼缘’无量无数。）

云何及广说？（怎么样为人广说呢？怎样为人广说‘如是’呢？）

如，不广说，故说彼名：广说。”】‘如如不动’就是‘广说’，这点

太重要了，我们以为，为他人说法，说得‘越多越好’，要‘永远地说下

去’，活一天，说一天，那是‘真说’吗？是‘如来真实义’吗？答曰：

“不是！”佛让我们‘如’，要‘实修’，你入‘实修’，你就是‘为人广说’。

你会给人表演‘如’，这就是‘真正地’为他人‘说真法’，说‘成佛的法’。

当然，目前末法时期的‘根性’，你只‘如’，‘一个字’不说，他不

解。逼着你说话，但是，话‘越少越好’，话要到位，言简意赅，少言多

中，少做‘联想’，明心见性，直指人心，修‘如’。这样才符合‘如来真

实义’，我们这样做，才是称‘诸佛如来’之‘本怀’。我们要让一切有缘，

有大乘根性的人，遇到‘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入‘如是’法门，回归‘自

性’，见‘性’成佛。‘如，不广说，故说彼名：广说。’

【“星翳灯幻，露泡梦电，如是见‘云’，此有为者。”】

这是笈多法师翻译的四句偈，四字一句，总共翻译了十六个字。星翳

灯幻，这就是‘诸法无我’；露泡梦电，这就是‘生灭无常’；如是见‘云’，

如是，‘如是’什么？‘如是’是我们的‘见性’啊。‘如是’见‘云’，

云就是‘此有为者’，‘云’是指‘一切有为法’，‘如是’是我们的‘见性’，

是我们的‘闻性’，是我们的‘嗅性’，是我们的‘味性、触性、知性’，

六根所探知的一切，都是‘有为法’，都是‘星翳灯幻，露泡梦电。’那么，

这四句偈，‘如是’就是‘涅槃寂静’印，‘云’者，乃‘有为者’，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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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法，念念生灭，露泡梦电皆无常，这就是‘生灭无常’印；星翳灯幻，

诸法‘无我’，‘无我’印，‘三法印’圆满。

再看义净版：【“妙生，若有人以满无量无数世界七宝，持用布施；

若复有人，能于此经，乃至受持读诵‘四句伽陀’，令其通利，广为他人，

正说其义（正说其义，教他修行，如理作意，这个意思都非常明确，为人

演说，一定是‘正说’；教人修行，一定是‘如理作意’，一定要作‘如’

之意，不能‘乱作意’。），以是因缘，所生福聚，极多于彼，无量无数。

云何正说？‘无法可说’是名‘正说’。”】

义净法师在这里，‘无法可说，是名正说’。没有把‘如’，‘为人演说’

的这一点，明确地提出来。倘若给现代人说：“无法可说。”他扭头就走了，

继续搞‘世间法’，继续‘打妄想’，继续分别执着，怎么度他？所以，依

‘无法可说’，是名‘正说’，那么，什么都不说，哑巴，永远是正说，对

吗？所以，一定要‘正确理解’。佛所说的‘无法可说’，无法可说，这是

个‘理’。‘理’上，无法可说，‘事’上，你得说啊，你不说话，你怎么

度他？所谓：以幻治幻。你不起‘幻’，怎么治他这个‘幻’？众生的幻，

是‘妄想，分别、执着、疑惑’，佛陀起的‘幻’，是‘降伏其心’的法药，

就是众生的‘消幻剂’，如同，二木相因，两个木头碰到一起，着了，烧

成灰了，都没了。众生的‘烦恼’，与佛陀的‘知见’一碰，化为乌有，

烦恼‘放下了’，妄想‘放下了’，众生就得度了。所谓‘度众生’，就是

‘度妄想’，摄伏其心，摄伏其‘妄想心’，这就是‘度众生’。

【尔时，世尊说伽陀曰：“一切有为法，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

应作如是观。”】他这里的‘四句偈’，跟留支法师的‘四句偈’完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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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切有为法，露泡梦电云，就是：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无常’，此

即‘无常印’；一切有为法，如‘星翳灯幻’，就是‘诸法无我’，无自性，

空，无所有，这是诸法‘无我印’；应作‘如是’观，这叫‘涅槃寂静印’。

三法印圆满。

「增补语：一、真性：不生不灭，涅槃寂静。

二、一切‘有为法’：1、生灭变化，即‘无常’。2、无‘自性’，即

无‘我’。

三、真性与一切有为法的关系：一切有为法，皆依‘真性’幻化而起

——先起‘虚空’，后有‘一’生。‘地、水、风’火：始于‘一’或‘邻

虚尘’，终于‘无量无边大千世界’。

四大，地、水、风、火，也是‘一切有为法’的三种状态：‘地’属

‘固态’，‘水’属‘液态’，‘风’属‘气态’。而‘火’是兼融隐存于‘地、

水、风’中的‘热能’。火，离开‘地水风’不能‘独立’存在，比如，

化学里，就没有‘火分子结构’之说。‘三态’的变化‘转换’，能生‘火’，

或能灭‘火’。就像‘六尘——色·声香味触法，离开‘色尘’，‘声香味

触法’尘，不能‘独立存在’！声，是色之声；香，是色之香；味，是色

之味；触，是色之触；法，是色之法。当知：‘声香味触法’五尘，是‘色

尘’的‘五种特征’而已。色尘的‘三种’形态，就是‘地、水、风’。」

请看经文，玄奘版：【时，薄伽梵说是经已，尊者善现，及诸苾刍、

苾刍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并诸世间天、人、阿素洛、健达缚等，闻

薄伽梵所说经已，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般若·波罗蜜·多·如是·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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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多·经》，《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六个版本到此圆满结束，即说偈曰：

上联： 明万法，生灭无常无所有。

下联： 观如是，本性清净不可得。

横批： 如是我闻。

下面，我们做功德‘随喜及回向’：

首先，我们以崇高的‘恭敬真诚’之心，至诚随喜——历代祖师：鸠

摩罗什大师，留支大师，真谛大师，笈多大师，玄奘大师，义净大师，正

说和善巧翻译大乘《般若·波罗蜜·多·经》的一切功德。乃至‘至心随

喜’，诸位祖师‘正言正说’《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句一颂的功德！

其次，愿将‘讲解、录制’此六版本《般若·波罗密·多·如是·经》

的功德，或《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或《金刚·般若·波

罗蜜·多·经》的功德，至诚回向：

一者、回向一切有缘听闻、阅读此《金刚经》六译同宣‘讲解录音’

的‘有缘人’，乃至一切‘有形和无形’众生！

二者、回向所有发心护持、流通此《般若·波罗蜜·多经》六译同

宣‘讲法录音’的大智、高德，以及他们的历代累劫、现世一切‘冤、亲、

债主’，并籍此功德回向，化解彼此一切‘恩、仇’业缘。

三者、回向十方一切‘龙天护法’乃至法界一切诸天、人及魔王鬼

神！

四者、回向世间十方一切‘孤魂野鬼’，‘水、陆、空’界一切被杀

害之众生，乃至十方法界一切有情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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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者、回向世间，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破迷开悟；遇佛闻法，成

就佛道！’

六者、回向世间，一切世界，一切国土，国泰民安！远离灾难；风

调雨顺！五谷丰登；日月清明！雾霾消散；四季平安，饥、疫不临！五福

临门，瘟疫退散！兵戈消融，无有战乱！世界和平，人民康安！

七者、回向众生成就‘无上菩提’，乃至‘一切智智’。

愿消我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重罪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

道！

好，今天《金刚经》六译同宣‘圆满’。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