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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佛 之 路》

第八集《金 刚 经》六译同宣

妙印如解 —— 第二讲

———妙印法师亲躬整理(2018 年冬季—2020 年于武夷山)

金刚般若即如是，有相非相亦如是；

如是如是波罗蜜，如是我闻佛真义。

上一次，我们讲到——‘般若波罗蜜多’是‘成佛法门’的‘名称’，

是一切众生‘成佛的唯一途径’。

如何契入般若波罗蜜多？答曰：“如是，就契入；如，就契入。”

由此可知，如是这两个字，是彻解《金刚经》的金钥匙；如是，如，

就是契入般若波罗蜜多的具体修行方法。

关于这个方法，前面已经讲过很多的‘名相’了，怎样契入般若波罗

蜜多啊？到了《金刚经》这里，只有两个字，或者说是一个字：‘如’，就

契入般若波罗蜜多。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树立起一个知见：那就是‘般若

波罗蜜多’，是成佛的法门，是成佛法门的名称；‘如是’，或‘如’，是契

入‘般若波罗蜜多’的具体方法。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如’；‘如’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如，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如，就是‘止、观’；如，就是行深般

若波罗蜜多。在耳根‘如’，就是‘反闻闻自性’。所以，如，如是，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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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一定不能理解成——‘像这样’，或者‘是这样’。

一定要看清楚——‘如是’就是我们的‘觉性’，‘如是’是‘根本’，

是‘佛性’。经文里经常出现——‘世尊如是言’，‘须菩提如是言已’等。

‘如是’言，是什么意思？‘言’是说话。是谁在说话？是‘如是’，‘如

是’在说话，或者说，是‘如’在说话。

念佛的是谁？答：“是‘如是’。”或答：“‘如’是念佛的人，或‘如’

是念佛者。”

世尊的‘如’为我们讲法，须菩提的‘如’是在提问题。所以，此处

的‘如是言’，不能理解成‘这么说的，这样说了以后’的意思，不是这

个意思。

另外，‘如汝所言’，第一个‘如’，是真如，是自性。第二个‘汝’，

是‘你’的意思。‘如汝所言’一般我们理解成：‘正如你所说’。不是这

样理解。‘如汝所言’就是，你有‘两个你’，第一个‘如’是‘真你’，

三点水那个‘汝’，那是‘假你’。第一个 ‘如’是你的‘心性’，第二个

‘汝’是你的‘肉身’。所以，‘如汝’是对你的‘全身心’的概括。人说

话，绝对不是肉身在说话，不单纯是肉身，一定是‘如’跟‘肉身’同时

起的作用，这样才能发出‘声音’。

《金刚经》前三个版本，罗什、留支、真谛法师在给《金刚经》起名

上，是有一定缺陷的：【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

当‘奉持’。】这部经的‘名字’，叫《金刚般若波罗蜜》，这里，多了一个

‘金刚’，少了一个‘多’，应该是‘般若·波罗蜜·多’，因为‘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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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就是‘到达’的意思。般若波罗蜜只是智慧彼岸，般若波罗蜜多，

是‘到达智慧彼岸’或者是‘智慧到彼岸’。多一个字，少一个字，还是

有关系的。‘以是名字，汝当奉持。’三位法师，都是这句话：【以是名字，

汝当奉持。】这儿这个‘是’，本应是：如是名字，汝当奉持。或者：如是，

汝当奉持。三位法师，把‘如是’改成了‘以是名字’。‘以是名字’就成

了什么？成了——‘以该名字，来受持，或者以这个‘名字’，来受持。’

这个意思，完全就变了。那就是说什么呢？如何受持般若波罗蜜多？答曰：

“念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名字，就叫受持。”大家想想，这是佛的本

意吗？

我们只念，或者只受持‘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名字’，我们能得到

般若波罗蜜多的真实利益吗？很显然，得不到。所以，佛让我们‘契入’

般若波罗蜜多，这是佛的本意。只受持它的名字，不行。只受持，只念‘般

若波罗蜜多’这句话，成不了佛，必须要契入，要进入‘般若波罗蜜多’

的实际状态，这个‘状态’就是——如。所以，佛让你契入‘如’，如如

不动，这才是真正受持‘般若波罗蜜多’。

佛说：“所谓般若波罗蜜，并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可见

得，般若波罗蜜，在契入‘般若波罗蜜’真实状态的时候，就连‘般若波

罗蜜’这一概念也没有，连‘般若波罗蜜’这个‘名字’也要放下。所以，

‘如是’，佛怕我们执着‘般若波罗蜜’这个‘名字’，所以，才用‘如是’

来代替，用如是来引导我们‘契入般若波罗蜜’。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看

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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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三位法师，都是什么情形呢？笈多版本说得最直截了当——

“要受持‘如是’，持此‘如是’。”

「增补语：受持‘如’，是；持此‘如’，是。意思会更明了。」笈多

法师版在提问时这样说到：“此法本何名（第一问）？云何及如我持此（第

二问）？” “这个法本，世尊今天讲的这个法本，应该叫个什么名呢？”

后面回答了，叫‘般若波罗蜜多’，他翻译的是‘智慧彼岸到’，也就是‘到

达智慧彼岸’「增补语：应该是：般若·达·彼岸。」这是第一问。

第二问：“云何及如我持此？”

及‘如’，什么是‘及如’呢？‘及如’就是‘契入如’，契入到‘如’

态，‘如’的状态。我怎样‘契入’这个‘如’，才是真正的‘受持它’呢？

这是笈多版的原经文。只有笈多版提到了：“我怎样契入如，才叫受持它？”

或“我怎样契入如，而真正地‘受持’般若波罗蜜多？”而不是其他版本

所讲的——“我怎样受持般若波罗蜜多？”答曰：“我只要叫它的‘名字’

就行，我只要念：‘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名字’，就可以了，我只要‘念

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名字，就叫受持。”这是个严重的误会。「增补语：念

‘般若波罗蜜多’这句话，只是在思维‘一个概念’，仅仅是一个‘妄念’

而已，不是真正的‘契入’。」

要想‘契入’般若波罗蜜多，一定要学会‘如是’，会了‘如是’，学

会了‘如如不动’，就能真正契入‘般若波罗蜜多’。关于《金刚经》的题

目，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以玄奘法师的版本，正式进入经文的讲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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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

前面的译本立了‘金刚’，到了玄奘这里，就要把‘金刚’拿掉、断

掉，不得已加上的四个字——“能断金刚”。《金刚经》的真名是《般若波

罗蜜多经》或者是《般若·波罗蜜·多·如是·经》，这个大家知道就行

了。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叫《金刚经》，所以我们还是依照习惯称

这个名字。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金刚经》，其全名是——《般若·波

罗蜜·多·如是·经》。

「增补语：那么，《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经》或者《大·般若·波

罗蜜·多·经》与《般若·波罗蜜·多经》，有什么区别呢？答曰：“没有

任何区别。”摩诃是‘大’的意思，是般若的形容词。般若，本身就是大

智慧的意思。般若波罗蜜多，只是省略了摩诃（大）一词而已。所以，有

‘摩诃’，或者没有‘摩诃’，三个‘经题名’，意思上没有差别。翻译成

完整的汉语——《大智·度·彼岸·经》或者《心·经》或者《如是·经》。」

契入《般若波罗蜜多经》的方法，是‘如·是’，是‘如’。

经文：【如是我闻。】关于‘如是我闻’这四个字，我们的断句，不

能把这句话简单地理解为——‘我阿难是这样听到的：……’

佛陀临涅槃前嘱咐阿难：“一切经典的开头，一切经典的第一句话，

一定要安‘如是我闻’。”如果我们把这个第一句话理解成——‘我阿难是

这样听到的’，把这个‘我’指向‘阿难’，那么，佛陀还不如直接就说：

“我阿难是这样听说的：……”或者，“我阿难闻：……”

而事实上，佛所交代的‘如是我闻’这句话，这句‘法语’，其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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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深远的，意义是重大的。

当知，‘如是我闻’是大乘佛法的‘精髓’，是大乘佛法的‘核心’。

‘如是’或者说‘如’，是成佛的方法。‘我’，是‘真我’，是‘常乐我净’

的‘我’，这个‘我’，不是‘肉身我’。凡夫迷啊，迷在哪？我是谁？我

是什么？

《楞严经》第二卷，世尊有一段话说：【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

为物，失于本心。】一切众生，一切凡夫，从无始劫以来，把‘肉身’当

作自己，迷‘己’为‘物’，把自己当作是一种‘物质’，认为四大——地

水火风或骨骼、血肉是自己。‘失于本心’，失于本心就是迷失了自己的‘真

如本心’，迷失了‘真正的自己’。本心就是‘如心’，就是‘如是’。所以，

才‘为物所转’，被这个身体（物）乃至被身体外面的境物所控制，不知

道‘如’才是‘我’，无始劫来认为：肉是我，肉身是我。这是众生迷失

的第一特征。把自己认错了，错认了自己。

后面经文，【故于是中，观大观小，若能转物，则同如来。】依‘物’，

把‘物’当成‘自己’，因为‘物’有大有小，所以，认为自己也‘有大

有小’。‘若能转物，则同如来’是什么意思？答曰：“若能转‘迷己为物’

为‘悟心为己’，或转‘把自己当成血肉，以为血肉是自己。’转这个‘观

念’，转成什么呢？转成‘本心是己’，‘如心是己’，‘如，是己’。转‘肉

身是我’为‘如是我’，‘心是我’，‘如心，才是我’。这样转过来，就叫

如来。从观念上，从感悟上，从体悟上，转过来。转过来，我们就与如来

‘同知同见’，所以叫【则同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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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从‘认物为自己’，转变成‘认如为真我’，真自己，如才是‘我’，

如才是‘真我’。这样，我们就与如来‘等同’。是什么等同呢？答曰：“知

见等同，真正地‘入佛知见’了。”

若‘如’是我，就同‘如来’；若‘物’是我，就同‘凡夫’。转过来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身心圆明，不动道场，于一毛端，遍能含受，

十方国土。】这就是转过来以后，渐进地‘行深·般若波罗蜜’，保持如如

不动，依如为己，依‘本心’为‘己’，最终，就能得到这样的功德和果

报。

所以，‘如是我’，这是什么？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得到这句话，听

到‘如是我’，你会震撼，根利的人，会震撼：“如是我？如是什么？如是

我，我是如。”那‘如’又是什么呢？如是心，如是‘本心’，是‘真如本

性’。那真如本性，真如本性又是什么呢？就是‘觉性’，就是自己的‘灵

性’，就是自己能看、能听的佛性。能听的佛性是什么？就叫‘闻性’，全

称是‘听闻性’。阎浮提众生耳根最利，阎浮提众生在耳根处开悟，开悟

‘闻性’，明心见性，最有可能，且最容易。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室罗筏’住‘逝多林’给孤独园，

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第一句话，如是我，就给了我们一个正

确的知见。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就从这里开始转，知道‘如是我’，如

才是我，如是真我，‘如’是‘我的闻性’。谁在闻啊？我在闻，我是什么，

我是‘如’。所以才说：如‘闻’，真心在‘闻’，真心在听。此处这个‘我’，

不是指‘阿难’，指谁呢？答曰：“谁在读，就是谁。谁在读‘如是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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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就是指的谁。”我读这部经，那‘如是我闻’，哦，这个我是指的

读经的本人。如是我，我是如，… …，如是我的闻性，闻性是我的如。

如… …，这可是大乘开悟的秘钥，也是咒语啊。如是我闻，是大乘佛法

的‘咒语’啊（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多咒）。

【尔时，世尊于日初分，整理常服，执持衣钵，入室罗筏大城乞食。】

这里需要解释的就是日初分。过去的印度地区，人们把时辰分成六个，

每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四个小时，日初分也叫初日分，是指从清晨六点

到上午十点叫日初分。从十点到下午两点叫日中分，也就是午时。那么过

午不食，严格起来讲，应该是下午的两点之后，叫过午。从下午两点到傍

晚的六点，这叫后日分。则一个白天有三个时辰：初日分、中日分、后日

分。从傍晚六点到晚上的十点，叫初夜分。从晚间十点到凌晨两点，这叫

中夜分。中夜，在我们这边讲叫子时，子时是从十一点到一点，子时，这

个时候是‘阴阳’转换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打坐修行，夜深人静，容易

进入状态，所以世尊午夜（或中夜）都在修行，真正修行人都是在这个时

候，午夜传法，半夜里，讲经说法。午夜开悟的人很多，午夜是凡夫一般

众生睡觉的时候，对修行人来讲，这是个好时辰。但是这与‘世间法’的

养生之道，有相违之处，这个就靠自己去调整，从凌晨的两点到清晨的六

点，这叫后夜，后夜分。关于时辰，我们就说这些。

大概在清晨六点到上午十点之间，也就八九点钟，世尊呢，就整理衣

服、袈裟，端着饭钵，到室罗筏城乞食。乞食就是托钵，世尊托钵不是为

了‘讨饭’，而是为了给众生‘种福田’。谁要是供养世尊一顿饭，一钵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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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福报是不可思议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

【时，薄伽梵于其城中，行乞食已，出还本处。】世尊呢，从室罗筏

城回到‘逝多林·给孤独·园’精舍，下面：【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

于食后时，敷如常座，结跏趺坐，端身正愿，住对面念。】这一段，我们

要详细对六个版本都要讲一下。世尊吃过饭之后，他的身仪心态，他的身

姿经常保持什么样子，他的心又是如何安住？他的念头，他的心念是如何

安住？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事情，所以，世尊吃完饭之后的‘身仪心态’，

我们要学习，我们吃饱了就睡，而佛陀是什么样子呢？

「增补语：其次，敷如常座，就是铺‘如常’座。大家想想，什么是

‘如常’座？‘如常’之座，不正是保持‘真心如如、常恒不动’之座吗？

不就是现在禅堂里的‘禅坐’吗？同样都是‘座’，可坐在上面是个什么

状态，其将来的结果，则有天壤之别。这句话，万万不可理解为：‘世尊

像往常一样铺好了禅坐。’」

罗什版本是这样的描述：【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世

尊吃完饭，衣、钵一收，洗洗脚，把座铺好，就坐下了。罗什版本对世尊

的身态心仪描述非常简练，跟平常人完全一样，没有进行特别的描述。

第二版，留支法师的版本：【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如常敷座，

结跏趺坐，端身而住，正念不动。】吃完饭，收起衣钵，洗洗脚，如常敷

座，结跏趺坐。世尊在自己的宝座上，是双盘而坐，双盘是结跏趺，端身

而住，端身，双盘，大家都看过世尊在菩提树下那张相，双盘，身直。这

个时候，世尊心，是正念不动；身，保持双盘正直。什么是‘正念’？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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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心，是正念；如，是正念；如如不动，就是正念不动；觉性，是正念；

住在自己的‘觉性’上，住在自己的‘真心’上面，这叫‘正念不动’。

「增补语：如常敷座，很多人容易理解成：‘世尊像往常一样铺好禅坐。’

留支的这个翻译，基本上，他也是这种理解。然，这与敷‘如常座’，意

思则大相径庭。当然，如常敷座，还可以理解成——是‘如常’（佛性）

在敷座。‘如常’就是‘如是’啊，后面笈多法师就是：在‘如是’座中。

显然，罗什的‘敷座而坐’与义净的‘于先设座’，于原经文的本意，意

思差得就有点远了。」

真谛法师版：【饭食事讫，于中、后时，收衣钵，洗足已，如常敷座，

跏趺安坐，端身而住，正念现前。】世尊吃完饭，于中、后时，那就是中

午和整个下午都在里面，收起衣钵，洗脚，然后铺座而坐。跏趺安坐就是

双盘，端身而住。这里，所谓‘住’，肯定是指‘心住’，特别我们看到的

‘身相’，是双盘而坐，对‘心’的描述略为省略，「增补语：其‘正念现

前’，不如‘正念不动’更贴切。正念，本来不动；正念，本来恒在，不

宜用‘现前’或‘隐藏’来表述。」这是真谛版。

我们再看笈多版，笈多法师：【坐具世尊施设，如是座中，跏趺结，

直身作，现前念近住。】什么意思呢？世尊铺好了‘座具’，然后在这个座

具中，即‘如是座’中，要记住，‘如是’座中啊（绝对不能理解成‘像

这样的座中’），世尊坐的这个‘座’，铺设的这个‘宝座’（‘如是’是‘宝’），

是有相的。此宝座之相是从哪里‘现’出来的呢？是从‘如是’中‘现’

出来的，从‘如’中现出来的。你看笈多版本：真，是‘如’；假相，是

‘座’，他同时进行描述。如是座中，并不是——‘像这样的座中’，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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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思（是‘如来常恒’座，是如来的法座）。怎么坐呢？‘跏趺结’，

就是‘结跏趺’，就是双盘。‘直身作’，就是‘作直身’，就是把身坐得很

直，很直挺。世尊的身相挺拔威严。‘现前念近住’，就是‘近住现前念’。

什么叫‘现前念’？答曰：“当下这一念，叫现前念。”世尊双盘而坐，

然后摄念在当下的‘真念’上。当下的‘真念’，就是‘正念不动’啊。

近，是接近；住，安住不动。即：慢慢把心，把‘妄想心’一收，收‘妄’

的过程就是‘近’或‘靠近’。靠近什么？靠近‘真心’，靠近‘真如’，

直至安住‘真如’，这叫‘近住当下这一念’。

佛陀的身相，在笈多版里是双盘挺拔。佛陀的心念，是‘住’在当下

这一念上，这就是真正修大乘的人所应该保持的状态。学佛、成佛必须要

跟佛一样，要学佛的身形，要有佛的心态。「增补语：‘如是’座，与‘如

常’座，意思完全一致了。一切法，都是‘如是法’，‘如’中显现之法。」

第五个版本，玄奘版：【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于食后时，敷‘如

常’座，结跏趺坐，端身正愿，住‘对面念’。】吃完饭，把衣钵收好，洗

洗脚，铺好座位（如来的‘法’座，就是‘如常’座。）然后双盘而坐，

端身正愿，这儿加了个‘正愿’，是什么愿？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诸佛出世，无非是

度众生，所以双盘而坐是为人表演，是为度众生，是为实现自己度众生的

大愿，端身而坐。住‘对面念’，什么是‘对面念’？（住‘如’，就是住

‘对面念’。）念，有真念，有妄念。妄念的对面，就是真念，是真心，就

是‘如’，就是‘觉性’。世尊‘住’在‘妄想心’的‘对面’，所以叫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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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念’，也叫住‘正念’。凡夫住‘妄想心’，妄念纷飞，东想西想。

佛，修行大乘者，住‘如如不动’，正念而住。这就是凡、圣的差别。住

‘对面念’，就是住‘妄想的对面’——真念，住在‘真心’上（住‘如’）。

下面，义净版本：【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于先设座，跏趺端坐，

正念而住。】那么，他这个描述，就简单了。世尊吃完饭，收起衣钵，洗

洗脚，在老座位上，双盘，正念而住。佛陀的心态是‘正念而住’。那么，

六个版本，在佛陀吃完饭之后，身态心仪，他们的描述，大致相同，描述

最简单的是罗什版，既没有‘身态’，也没有‘心仪’。‘身’是什么样子

的？没有交代，省略了。心是什么状态？也省略了。所以，我们读罗什版，

我们（长久以来）所受持的《金刚经》，读着很舒服，语句很顺畅，但是

有一些内涵，你却‘体会’不到了。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要死盯在一

个版本上，既然有六个版本，我们能读一千遍罗什版的《金刚经》，我们

为什么不能把‘六个版本’，每个版本都通读上一遍、三遍？多读几个版

本，你就会放下对‘文字相’的执着，你就会对佛陀的‘依义不依语’教

诲，有真正的领悟。你要懂意思，不能执着它的‘语言相’，不要着‘文

字相’，不要‘着迷’在‘文字戏论’上，这个很重要啊。

【时，诸比丘来诣佛所，到已顶礼世尊双足，右绕三匝，退坐一面。】

这个就不多讲了。

【具寿善现，亦于如是众会中坐。】须菩提到底有几个名字呢？玄奘

大师把‘须菩提’翻译成‘具寿善现’。罗什大师翻译成‘长老须菩提’。

留支法师翻译成‘慧命须菩提’。真谛法师翻译成‘净命须菩提’。笈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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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翻译成‘命者善实’。义净法师翻译成‘具寿妙生’。这我们作一个简单

了解。

【尔时众中，具寿善现，从座而起，偏袒一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

而白佛言：】须菩提跪在佛前，要提问了。这个提问，不同一般，这一问，

是《金刚经》里须菩提尊者对佛陀的‘核心’一问。问的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他问：“凡夫怎样成佛？要想成佛修什么？怎么修？心

住何处？如何伏心？”

如果用书面语，那就是：“善男子善女人，若想成佛，想修大乘佛法，

其心应住何处啊？应该怎么修行啊？应该如何降伏妄念而入无生法忍

啊？”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明心见性’啊？如何才是‘悟后起修’啊？”

所以，须菩提的这一问非常关键，是一大问，是成佛的‘核心一问’，

是末法沉沦修学‘大乘佛法’的一问。此处的提问，是《金刚经》的最关

键地方，如果我们读《金刚经》，受持《金刚经》，连‘须菩提’提的问题

都搞不清楚，须菩提究竟问了什么都是含糊不清，那么，佛陀下面的回答

又是什么？假如也是模棱两可，简而言之，如果这‘一问一答’都不能完

全清楚明了，那么，试图正解、正悟、正修《金刚经》，几乎就是‘无有

是处’了。

所以，受持《金刚经》的人很多，明白《金刚经》的人‘凤毛麟角’。

为什么？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在文字义理上随年代久远而发生的意思迁变，

令后代人，难以准确把握原经文的‘最早本来含义’，以及在‘受持’的

方法、思惟、见地等方面，所受到的局限和影响，都是不可想象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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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这一次讲解《金刚经》的机会，撇开古大德所教的讲经‘模式’，我

们直入《金刚经》，直解《金刚经》，不受‘套路’的束缚，同时不受任何

‘注解疏钞’先入为主的‘束缚’，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把‘问题’搞

清楚，把‘原经文’看明白，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下面我们就把六位法师关于须菩提发问的译文，一段一段地在这里做

个‘比对’，这样的‘比较’，有利于大家理解和明了须菩提到底提了个什

么问题。

第一，罗什版本：【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这是罗什翻译的译文。他说：“世尊，善

男子善女人，想发无上菩提心，想修大乘，应该怎么住呢？应该怎样降伏

妄心呢？”就这么简单一问。「增补语：这一问的答案很简单，降伏‘妄

想心’，住在‘真如心’上。或：止‘妄’住‘真’！或止‘心’住‘如’，

就是。这一问中，出现了两个‘心’，第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这个心是‘真心’，在因地，或称第六‘意识’、或称‘知性’、或称‘微

细识’；第二个‘云何降伏其心’的心，这个心是‘妄想心’，或称‘第七

末那识’、或称‘粗识’。」

第二个版本，留支法师，同样的问题，他是这样翻译的： 【世尊，

云何菩萨大乘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

降伏其心？】菩萨，菩萨乘，大乘中，发无上菩提心，怎么发无上菩提心？

如何住？如何修行？如何降伏妄想心？这是留支法师翻译的。

真谛法师第三版，这样翻译：【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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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三藐三菩提心，行菩萨乘，云何应住？云何修行？云何发起菩萨心？】

“世尊啊，善男子善女人，若想修无上菩提心，发无上菩提心，行菩

萨乘，怎样去住？怎样修行？怎样发起菩萨心？”

前面是‘云何降伏其心？’到他这里，变成了‘云何发起菩萨心？’。

菩萨心，真能发起‘菩萨心’，其‘妄想心’，肯定是被降伏了，所以，虽

然换了说法，意思没变，还是正确的。这是前三个版本。

第四版本，笈多法师版，我先念原经文，没有调整语序的经文，然后

我再念调整后的经文。【彼 云何 世尊 菩萨乘发行 住应？云何修行应？

云何心降伏应？】这个不好懂，调整一下：【世尊，彼发行菩萨乘，应云

何住？应云何修行？应云何降伏心？】 这是调整了语序，一个字都不差，

意思很清楚：“要想修菩萨乘，要想发菩萨乘，怎样去住呢？应该怎样住

呢？应该怎样修呢？应该怎样降伏其心呢？”意思也很明确。

玄奘版本：【“世尊，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

何摄伏其心？”】这里的发问，是直截了当的。凡是所有想修大乘的人，

他应该怎样住，他应该怎样修行，他应该怎样降伏、摄伏其心？他这个‘应’，

一个‘应’管后面‘三句’，应云何住？下面应该：应云何修行？应云何

摄伏其心？玄奘法师把后面两个‘应’省略了，但是笈多版本，每一句问

话里都带着这个‘应’，【应云何住？应云何修行，应云何降伏心？】可见

得，这个‘应’，就是‘应该怎样？如何？怎么办呢？应该怎么办？’

第六版本，义净法师版：【世尊，若有发趣菩萨乘者，云何应住？云

何修行？云何摄伏其心？】这个发问也很清楚：“想修大乘的人，怎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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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呢？怎样修行呢？怎样降伏自己的妄想心呢？”这是须菩提的发问。

关于“须菩提的‘发问’”，六个版本我们都介绍完了，最接近梵文原

文的，是笈多法师的版本。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反复去听：【世尊，彼发

行菩萨乘，应云何住？应云何修行？应云何降伏心？】“要修大乘，怎么

安住？怎么修行？怎么把心降伏住啊？”就这么简单、明了。罗什大师，

省略了‘云何修行？’，至于‘应云何修行？’这句话，其他五位法师都

没有省略。虽然说，‘住’和‘降伏心’就是‘修行’，但是，有这句话和

没这句话，分量是不一样的。如果没这句话，我们还真就不一定能知道，

‘住与降伏心’就是‘修行’。

好，下面我们就看看，佛是怎样回答须菩提这个问题的，六位法师，

六种翻译，六种回答，我们一一罗列，然后做‘对比’。我们先讲笈多版

本，为了前后连贯好懂，先念他的‘提问’，然后再念世尊的‘回答’。须

菩提的发问，实际是问了三个问题：“怎样住？怎样修？怎样降伏其心？”

佛陀对须菩提的‘三问’，总共做了三次回答。这三次是怎么回答的，

我们从六个版本里去看，咱们一个版本一个版本地看，你就会慢慢地清楚

了。很多受持罗什版本的同修，读《金刚经》很多年，受持《金刚经》很

多年，背诵了也很多年，背得滚瓜烂熟，说实在的，对于须菩提这一问，

和佛陀的这一答，永远存在着‘疑惑、困惑’。从字面上看，单从罗什大

师这个版本上读，似乎佛陀是‘答非所问’，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回答问

题。这种理解，很多人都是这种感受，那么，这种理解正确吗？

下面我们就看，先从笈多版本开始，因为笈多版本最接近梵文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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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彼发行菩萨乘，应云何住？应云何修行？应云何降伏心？】后边：

【如是语已，世尊‘命者善实’边，如是言：“善，善，善实，如是，如

是，善实，如 是，如 是。”】

‘如是语已’，先看这句。如是，‘如是’是什么？我们前面都讲过，

如是就是我们的‘觉性’，我们的‘佛性’。说话的是谁？‘如’是，‘如’

就是说话的那个真正的主体。所以【如是语已】，从相上看，是须菩提在

说话，在发问，可是从‘真相’上看，是‘如’或‘如是’，在须菩提这

个假象（身相）上‘起妄想，提问题，生妄念’，所以叫【如是语已】。同

理，你说话也叫‘如是’语，我说话也是‘如是’语，是‘如是’在这里

说话。世尊，对须菩提就这样说了：“善哉善哉。他这是‘善 ，善’，好，

好，善实，如是，如是，善实，如 是，如 是。”我再跟上一句：“如就是

啊！”

这是世尊对前面‘三个问题’的第一次概括性地回答，他用了‘如是’

二字回答了善实，凡是想修菩萨乘的人，应该怎样住？应该怎样修行？应

该怎样降伏其心？答曰：“如，是。”就完了。

这里这个‘如是’，可不能理解成：‘好啊，好啊，是这样，是这样，

是这样，是这样。’佛陀没有这么啰嗦，佛陀回答的‘如是’，正是前面提

问的‘答案’，如就是。佛回答了‘如是’，连续说了四个如是。这是笈多

版本。我们从这儿才知道，我们从这里就看出来，如是这俩字是答案。这

是佛陀的第一次概括性的总体回答，就是两个字：‘如，是。’

佛陀回答了——如 是，如 是，如就是。须菩提听懂了吗？听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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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是，须菩提没反应，须菩提没有直接反应，所以，佛没办法，他没

反应，说明他可能还没有听懂。所以佛接着就往下说：【顺摄，如来，菩

萨摩诃萨，最胜顺摄。】就是：如来恒顺众生，在‘顺应’众生中而‘摄

受’众生，佛陀的‘顺摄’能力，是最殊胜的。【付嘱，如来，菩萨摩诃

萨，最胜付嘱。】付嘱，就是‘护念’。顺摄与付嘱这两句话，是前面须菩

提对佛陀的赞叹。这里呢，又重复了须菩提的这两句话，作为一个铺垫，

然后才说正题。【彼 善实 听善 善意念作 说当 如 】善实啊，你要认真

听，你要‘极善作意’「增补语：让自己契入‘如’的状态，就是‘极善

作意’。」我要给你说‘如’这个字。‘说当如’就是‘当说如’，你要好好

听，刚才佛连着说了四个‘如是 、如是’，须菩提没反应，然后佛就接着

说，你要认真听，我要跟你说‘如’这个字，我要用如来回答你这个问题。

【菩萨乘发行住应，如修行应，如心降伏应！】这是原文，我倒过来

读：善实，你仔细听好，我要跟你说‘如’这个字，【彼发行菩萨乘，应

住‘如’；应修行‘如’；应降伏心—‘如’！】这就是原经文，就是原梵文

的直译。你要修菩萨乘，你要住在哪里？你要住在‘如’上，他这里连是

都没说，你要‘住在如上’，你要‘修行如’，你要‘降伏妄心而入如’。

降伏妄心就是‘妄尽’，应降伏心就是‘令妄尽灭’，如就是‘还源’。‘妄

尽还源’就是‘应降伏心’而‘如’。这是佛陀第二次给须菩提作出回答。

‘善意念作’，就是‘作善意念’，我当给你说‘如’。佛陀一开始，第一

次回答：“如，是；如，是，如就是。”你听不懂了，没听懂，没听懂，没

反应。于是，佛陀提醒，你仔细听好，我要给你说如，然后说：“修大乘，

应住如，应该修行如，应该以如心修行。”然后说：“降伏其心，而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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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如’上，这叫妄尽还源。降伏心，应降伏心就是‘止’，止‘妄想

心’；住‘如’，就是‘中观’。都摄六根，就是‘降伏其心’；净念相继，

就是‘如’，就是‘如如不动’。

这是佛陀第二次回答须菩提的问题，这个时候须菩提有反应了：‘如

是？世尊？’他很惊讶。‘如？如就是？世尊？’命者善实：“哦，我愿意

听闻其详，愿欲闻。”

这时候，从这个翻译上看，世尊开始说：“如是，如就是。”这个时候，

须菩提没反应。等到说：“我给你说说‘如’，你要好好听，你要注意如这

个字，”然后说：“应住如，应修行如，应降伏心——如。”这个时候须菩

提猛然听懂了，“如就是？哎呀，世尊，太好了！我想再听，继续往下听。”

所以是【“愿欲闻。”世尊于此言（这个时候世尊接着说话了，说了句什么

呢？）：“善实，此发行菩萨乘，应发生‘如是’心。”】就是发‘菩提心’，

发‘根本心’，发‘觉心’，就是要‘明心见性’。这是佛第三次回答须菩

提。这一段话：你要修菩萨乘啊，你一定要生起‘如是’这样的‘心’。

「增补语：若将‘应发生如是心’，断句为：应生发‘如’，是‘心’；

或发‘如’，（即）是‘心’；如，是心。意思会更明确。」所以，如是（即：

发‘如 · 心’）是契入般若波罗蜜多的技巧和方便。后面的经文就是，

对“如何、怎样修‘如是’或‘如’？”又进行了详细解说。

讲到这里，世尊的三次回答已经‘明明了了’了：第一次：“如，是；

如，是。”第二次：“我给你说‘如’，你要注意‘如’这个字。”第一次说

的时候没反应，没听懂，佛接着提醒：“你要注意‘如’这个字。”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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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菩萨乘，应住如，应修行如，应降伏妄心而如。”这是第二次回答，

这个时候须菩提听懂了，“哦？如就是啊？哎呀！太好了，我还想听。”佛

陀接着说：【善实，此发行菩萨乘，应发生‘如是’心。】回答完毕。

从笈多版本，我们得到了佛陀完整回答须菩提的答案。

下面我们再看玄奘本是怎么翻译的。玄奘法师版：【世尊，诸有发趣

菩萨乘者，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摄伏其心？】想修菩萨乘的人，怎

样住？怎样修？怎样降伏其心呢？【作是语已，尔时世尊告‘具寿善现’

曰：“善哉，善哉，善现！如-是！如-是！”】“好啊，好！善现，如就是，

如就是啊！”这是佛陀的第一次回答。但是，须菩提（善现）没有反应，

于是，佛陀接着说，【“如汝所说，】如汝所说，这个‘如’和‘汝’，不是

‘正像你所说’的意思，如汝所说，第一个‘如’是你的本心，第二个‘三

点水’的‘汝’是你。这就是把你的妄、把你的真，同时表示出来，真假

和合的这个身体。他说了什么呢？【乃至如来应正等觉，能以最胜摄受，

摄受诸菩萨摩诃萨；乃至如来应正等觉，能以最胜付嘱，付嘱诸菩萨摩诃

萨。是故善现，汝应谛听，极善作意，吾当为汝，分别解说。”】你要好好

听，我当为汝分别解说。此处经文，笈多版是：“我要给你说如这个字。”

这里，玄奘法师省略了‘如’这个字，省略了“你要注意如这个字”这句

话，玄奘版本没有体现这句话，而是变成了：“我当为汝，分别解说。”怎

么解说呢？刚才说‘如，是；如，是。’你听不懂，下面，我给你分别说：

【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如’，是住！‘如’，是修行！‘如’， 是摄伏

其心！】这里我们也看出来了，应该住‘如’。如，就是‘住’；如，就是

‘修行’；如，就是‘摄伏其心’。这是佛陀第二次回答，这个回答刚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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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具寿善现白佛言：“如是？世尊？——愿乐欲闻。”】如就是？这时候

须菩提反应过来了，‘如’就是修行？‘如’就是住？‘如’就是降伏其

心？【佛言：“善现，诸有发趣菩萨乘者，应当发起‘如是’之心！ ”】

这是须菩提（具寿善现）愿乐欲闻之后的，第三次回答，「增补语：佛陀

明确地回答了须菩提略带惊喜与质疑的反问。怎么样修大乘？怎么行深般

若波罗蜜多？答曰：“什么都不想，然后‘如如不动’。”“怎样做到什么都

不想呢？”就等于在问：“怎样降伏其心呢？”」要想修菩萨乘，就要“发

‘如’是‘心’”。‘如’，就是‘真心’，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见性成佛；

就是发觉心，发不生不灭的觉心。我们要找到‘闻性’，找到‘见性’，这

就是发如是心。明明了了的清净心，就是如是之心。

那么玄奘法师这个版本，他这个地方的唯一的缺陷就是：“我当为汝

分别解说”，这个地方把那个‘如’字给省略掉了。如果你前面没有这个

如字，而后面说：“应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如就是，如，就是

降伏其心！”那么，我们就会很轻易地把这句话理解成：“‘应这样’住，

‘应这样’修，‘应这样’降伏其心。”很容易把人引到这个意思上来。如

果在说这句话之前，佛特地说：“你要仔细听，你要极善作意，我要给你

说如这个字。”好，那后面‘如是住；如是修行’，就不是‘这样住，这样

修行’的意思了。而是：“如，就是‘住’，应该住‘如’，应该修行‘如’！”

这个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后发如是心。三次回答都有，都注重了如

是这两个字，佛陀回答须菩提的这个核心字，就是如和如是这两个字。所

以，如是是契入般若波罗蜜多的核心，是契入点。我们从这儿也看到了，

为什么《金刚经》又叫《如是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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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接着看真谛法师版本：【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发阿

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行菩萨乘，云何应住？云何修行？云何发起菩萨

心？】

“善男子、善女人（其中有你，也有我。）要想发‘无上菩提心’，行菩

萨乘，修菩萨乘，应该怎样‘住’呢？应该怎样‘修行’呢？应该怎样发

起菩萨心呢？”他这里，把‘降伏其心’翻译成了‘起菩萨心’。降伏其

心和菩萨心虽说是同一个‘心’字，要知道，降伏其‘心’的‘心’，是

‘妄想心’，降伏的是‘妄心’；发起菩萨心的‘心’，是‘真心’，是‘如

心’。所以，能发起菩萨心（真心），也就等于降伏了其心（妄心）。「增补

语：因为，初学佛者，妄心不伏，真心难显。」

对于佛陀的回答，真谛法师是这样翻译的：【净命须菩提，作是问已，

尔时世尊，告须菩提：“须菩提，善哉，善哉！如，是！ ”】他这里只留

了一个‘如是’。“如，是。”就完事了。真谛法师对于留支和罗什大师的

版本，他是有看法的，这个在他的译本后面有说明，他的这个回答，是一

次性回答：“如，是。”就完了。‘好，好，如是。’如果须菩提明白了：“哦，

如就是，如就是修行，如就是住，如就是降伏其心。”那么须菩提就应该

马上反应。但是须菩提没反应。没反应，那就逼着佛陀继续说话：【善男

子，如来善护念诸菩萨摩诃萨，无上利益故，善付嘱诸菩萨摩诃萨，无上

教故。】哎，又变了，这个就不细说了。【须菩提，是故汝今，一心谛听，

恭敬善思念之，我今当为汝说‘如’。】大家看看，真谛法师就把玄奘法师

的‘吾当为汝分别解说’翻译成了：【我今，当为汝说‘如’。】“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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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你说‘如’这个字，我今天要为你说说‘如’这个字，你要一心谛听，

善思念‘如’这个字，善思惟‘如’这个字。”意思表达地非常清楚。真

谛法师这个版本，在这里，把‘世尊提醒我们要注意如这个字’的这句话，

突显地淋漓尽致。

笈多版本是：“当说如。”让人还比较难理解，这里说得就清楚了，‘我

今当为汝说如’，我要为你，说‘如’这个字。下边，怎么个说法呢？【“菩

萨发菩提心，行菩萨乘，如，是应住！如，是修行！如，是发心！”】说得

清楚不？如就是住，应该住在哪？‘如’，是应‘住’的地方，‘如’是修

行的内含，‘如’就是‘发真心’。然后，须菩提说，【须菩提言：“唯然，

世尊。”】后边是：是啊，世尊。这样翻译，没有愿乐欲闻。也就是说，须

菩提已经明白了。佛陀开始说，“如是，如就是。”他没懂。当说‘如’，

我要跟你说如这个字，你要注意如这个字，如，是应住；如，是修行；如，

是发心。这个时候须菩提一下就明白了，【唯然？世尊?】哦？是这样啊。

「增补语：‘唯然’二字，‘唯’是唯一，仅此而已。‘然’是样子，是状

态。结合前后问答，“唯然？世尊？”我们可以体会到须菩提此处的发问：

唯然？——只是‘如’？仅此而已？‘如’是修行的‘唯一方法，唯一方

便，唯一状态！？’仅仅是‘如’？仅仅保持‘如’的状态就是‘住’？

仅仅‘如’，就是‘修行’？仅仅‘如’，就是‘降伏其心’？仅仅‘如’

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世尊？是这样吧？」

【佛告须菩提：“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行菩萨乘，

应‘如是’发心”！】这是第三次回答「增补语：这个回答，明确而肯定地

回答了须菩提前面的“唯然？世尊？”的最后质疑：“是这样的！修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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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蜜多的方法，就是一个方法——‘如’！‘应发如是心’！仅此而已！”

至于‘怎样如？’最简单，最直接的‘如’的方法，对于我们阎浮提

人来说，就是一个方法——反闻闻自性，耳根圆通法，即“守闻性”！守

住自己的‘闻性’，就是最高级的‘如’！」应‘如是’而发‘心’，就是发

如是心，发‘根本心’，发‘明明了了、清清净净’的心，就是发我们的

‘真如本性’。修菩萨乘，成佛道，就要发这样的心，而‘如是’或‘如

如不动’，正是‘般若到彼岸’的方法。

真谛的版本，须菩提问了三个问题，他用一个‘如是’很干练地做了

回答。佛陀第一次回答：如是，或如，是。就俩字，其他什么都没说，须

菩提没听懂，于是，佛陀就提醒：你要注意如，我给你说如，‘如，是应

住，如，是修行，如，是发心。’修行如，住在如上。发‘如’，是‘真心’，

就是你问题的答案。须菩提马上反应：“是啊，世尊，我听懂了。”佛为了

加深印象，给他以肯定，又补充了一句：【“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发

菩提心，行菩萨乘，应‘如是’发心！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砸死了、敲

定了，成佛你要会‘如’，成佛做菩萨，修菩萨乘，修大乘，你要会如，

你要修如，你要住如。「增补语：行‘如’，走‘心’，走‘真心’，是修大

乘佛法‘般若波罗蜜多’的唯一途径和方便法。」

下面，我们再看义净版本：【世尊，若有发趣菩萨乘者，云何应住？

云何修行？云何摄伏其心？】这个我就不解释了。

佛告妙生（妙生就是须菩提）：【“善哉，善哉，如 是；如 是。”】义

净这个版本，保留了两个‘如是’（真谛就一个‘如是’ ），如是，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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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玄奘版本一样，保留了两个‘如是’，这两个‘如，是。’就是第一次回

答须菩提的答案。‘如就是’，但是须菩提没有懂，后面，佛陀又说了等等

等【如汝所说，… …，妙生，汝应谛听，极善作意，吾当为汝，分别解

说。】在这里，义净法师也省略了“我当为汝说‘如’”这句话，把如这个

字又给省略了。这个省略，的确有碍于我们理解后面佛说的这三个答案。

没有前面这个如，没有佛陀的这个提醒，我们很容易就把后面的如是理解

成是：“这样修、这样住、这样降伏其心！”这是个问题啊。

下面：【若有发趣菩萨乘者，应如是住，如是修行，如是摄伏其心。】

这是第二次回答，详细地回答了。

【妙生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唯然？是这样？世尊，我想

继续听（好像没听懂）。

【佛告妙生：“若有发趣菩萨乘者，当生‘如是’心！ ”】这句话，

也翻译得没有问题，跟其他版本一样。义净这个版本除了省略了如这个字，

省略了‘应当说如，我当为汝说如。’在‘唯然？’这个地方应当是‘如

是？’他用了‘唯然’这俩字，这对于后面理解‘如是’这俩字，由于这

两处的省略，他不像真谛版，真谛版因为没有省略如，所以，后面用‘唯

然’，一下就听懂了，那个符合逻辑。这儿呢？你把前面‘我当为汝说如’

这句话给省略了，然后，又是，如是住，如是修行，后面又出来‘唯然’，

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到底你听懂了还是没听懂？不好分辨了。这是义净

版本。「增补语：唯然，这里，如果是肯定语气，就是听懂了：“是这样，

‘如’就是，仅此而已。”如果是‘疑问’语气，“唯然？”那就是还不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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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如’就是？仅此而已？”」

下面我们看留支版本，留支版本：【“世尊，云何菩萨大乘中，发阿耨

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菩萨在大

乘中，想修大乘，怎样发无上菩提心呢？应该怎样住呢？应该怎样修行？

应该怎样降伏其心？

留支这个问题，比较合乎逻辑。他第一句话就是：菩萨大乘中，怎样

发菩提心？然后接着问：应云何住？前面说‘发心’，这个‘应云何住？’

肯定是指‘心怎样住？’，这个含义比较明了。‘心’应‘如何’住啊？怎

么样才算是修行啊？怎样降伏妄想心啊？留支这个提问的翻译，有他合乎

逻辑的地方。回答：【尔时佛告须菩提：“善哉，善哉！须菩提。”】完了。

‘如是’呢？没有说，一个‘如是’也没有，也就是说，留支这个版本，

佛陀的第一次回答，他完全给忽略了，或者说给省略了。什么原因，我们

不好说。

接着就说：【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

听，当为汝说‘如’。】这儿，他给保留了——“我要给你说‘如’”这句

话 ，非常重要！【“菩萨大乘中，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

如是修行，如是降伏其心！ ”】 这段翻译的就没问题了。特别是他保留

了：“我要给你说如，你要仔细听，我要给你讲如这个字，”“如是应住的

地方，如是修行的状态，如就是降伏其心。”这个没问题。

下面：【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是？愿乐欲闻！”】在这儿，他保留

了‘如是’，他没有‘唯然’，如就是？我想继续再听。【佛告须菩提：“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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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生‘如是’心！”】 你要做菩萨，你要修菩萨乘，你要生‘如是’心，

‘如是’之心，【诸菩萨生如是心！】这是原文，佛第三次回答了这个问题。

留支版本的这一问，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把佛陀第一次的答案‘如是、

如是、如是’给省略了，完全省略了。尽管有如此缺憾，好在他下面保留

了——“我当为汝说‘如’。”这句重要的经文，这给我们后面正确理解—

—‘如，是住，如，是修行，’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依据和方便。“哦？原来

是修‘如’啊？”这是留支版本。

最后我们才看罗什版本。罗什大师翻译的《金刚经》，受持的人千千

万万，理解的人却很少，什么原因？我们进行‘比对’你就应该知道了。

问：【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

降伏其心? 】善男子善女人，有你、有我，发菩提心，就是想修大乘，怎

么住呢？怎么降伏其心呢？他省略了：“怎样修行呢？”这个省略好像是

无关大局，事实上，不完全是这样，其他五个版本都没有省略。下面我们

就看罗什大师是怎样翻译佛陀的回答的，【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

回答完毕。“好啊，好啊，须菩提。”那么‘如是’呢？一个也没有！也就

是说，他把世尊的第一次回答的答案，全部给省略了。

‘如是’这俩字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如果佛陀的第一次回答中，

没有提到‘如是’二字，就等于佛陀完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次的回

答只说：“好啊，好啊，须菩提。”就等于佛没有说话。

下面：【 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

当为汝说。】他这里省略了“当为汝说‘如’”，他省略了。所以，省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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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如’字以后，后面——【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然后，【“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

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 这就是罗什版

本，三次回答，第一次被省略，第二次回答之前，省略了如这个字，省略

了关键的这个字，没有提到‘如’，然后，他又少了一个‘应如，是修行’，

简化了世尊的答案。「增补语：通过仔细斟酌，罗什大师的翻译，意译的

成分比较多，他把‘佛陀的三次回答’，简略成了‘二次’，一次就是：“应

‘如’，是住；（应）‘如’，是降伏其心！”只有这样断句，才不至于把‘如

是住’理解成‘这样住’。

下面是须菩提的接反问：“唯然？世尊？愿乐欲闻！”这里，一定是反

问语气，不能理解成‘肯定语气’。“仅此而已吗？仅仅会‘如’就行了吗？

如，就是‘住’吗？如，就是‘降伏其心’吗？我愿闻其详！”只有这样

理解，才不至于把‘如是，如是’理解成‘是的，是的’或‘是这样，是

这样。’导致‘义理上的亏失’。为了断除须菩提的质疑，佛陀用了肯定的

语气：“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两次回答，实际上是一

次，内容完全相同。只是省略了‘应如，是住。’所不同的是，第一次回

答：“善男子、善女人，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第二次回

答：“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善男子、善女人，就是诸

菩萨摩诃萨。」

最后，‘应如，是降伏其心。’这是什么意思？‘应如，是降伏其心’

和‘应发如是之心’意思一样吗？他这句话是跟后文联系起来的。好，下

面我按平常人理解的，简单把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一问一答，用白话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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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菩提请问：“世尊，善男子善女人想修大乘，发菩提心，怎么住？

怎么降伏其心呢？”

佛言：“好啊，好啊，须菩提，你说了，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

诸菩萨，你好好听，我要给你说，善男子善女人发无上菩提心，应这样住，

应这样降伏其心。”须菩提言：“是啊，世尊，我想听具体的方法。”

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这样降伏其心。”——完了，问答完

毕。

那么，按照这种理解，你从这个一问一答当中能得到什么？什么也没

得到，六个版本这么一比对，那么，罗什大师翻译的这一问一答，就显得

非常苍白，根本看不到答案所在。让人不知佛陀所云，很难理解佛到底回

答了什么。原因出在哪里？我们通过对六个版本的比较才知道，罗什大师

在翻译上，忽略了‘如是’俩字的重要性，对如这个字没有提起足够的重

视，导致他这个译本，虽然读着很顺畅，但是其中的如来真实义，却不能

得到充分‘显发’。

希望听到《金刚经》这个‘比对’的人，不要对六位大师产生‘分别

心’，我们只是‘就事论事’，究竟你喜欢受持哪个本，你自己去选，你自

己去分别。六个版本的原经文都讲了，需要归纳吗？什么是佛？如，就是

佛！故说‘如是’。‘如’是‘心’，就是‘佛性’，故说：“生如是心，就

成佛，生如是心，就成佛。”怎样成佛？住‘如’，修‘如’，以如如不动

而降伏其心，就是。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