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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佛 之 路》

第八集《金 刚 经》六译同宣

妙印如解 —— 第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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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罗什大师翻译：‘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玄奘大师翻译：‘如是，以相非相，应观如来。’

根据笈多版本的翻译，我们可以直接把这句话理解成什么呢？——

‘若见诸相、非相’：我们睁开眼，往前面看，你所看到的‘所有相’，即

是‘诸相’。‘非相’是什么呢？答曰：“‘无相处’就是‘非相’，‘虚空’

是‘无相处’，这个时候的‘虚空’，就是‘非相’，就是‘无相处’。”

睁开眼，我们看到‘诸相与非相’，同在眼前，见到‘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增补语：」

那么，‘如来’是什么呢？答曰：“‘非相’是‘如’，诸相是‘来’。”

所以真正的如来，我们用眼睛，是可以‘看到的’，睁眼看到的一切现象

跟虚空和合的景象，就是‘如来’，这个意思相当明确。「增补语：关键是：

把这个‘熟视无睹’的‘虚空景象’，当做是‘如来’，几乎是没有多少人

能信的。非相 + 诸相 = 如 + 来；见‘诸相非相’= 见‘如来’。」

前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诸相’就是‘虚妄’，‘虚妄’

不是‘真如来’，所以，我们不可以把‘诸相’指认成‘真佛’，指认成‘真

的如来’。真正的如来，就是‘清净法身’，这是从‘眼根’的角度理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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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这句话。所以，我们每个人只要睁眼

看，看到的一切，就是如来的‘整个现相’，能够‘相信’这个事实的人，

都是‘希有之人’。

‘以相非相，观于如来’——‘相’是‘虚妄’，‘非相’是‘真实’，

如来的‘真实’，是‘如’。

下面的经文主要说什么呢？主要说：善男子善女人，拿出装满‘三千

大千世界’的七宝，用来‘布施、供养’。布施给谁呢？六个版本，只有

笈多版本说‘布施给如来’。也就是说，用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

施和供养‘如来’，由此，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他（她）所得的福报多不

多呢？这是佛问须菩提。那么，须菩提的回答，这是个重点。为什么说这

是个重点？我们单单从罗什版本看须菩提的回答，很多人在这里会生疑惑，

生了什么疑惑？不知道须菩提为什么会这样说。

佛说，【“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

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这是罗什版，问题很清楚，回答【须菩

提言：“甚多，世尊。（这是第一句，接着就说）何以故？是‘福德‘即非’

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很多人在这里，不理解，须菩提这个

回答，他的第一句：‘甚多，甚多。’言‘很多，很多’，他这是按照一个

什么原则或依据回答的呢？他是按照‘俗谛’的原则来回答的。依照‘俗

谛’而言，拿出这么多的七宝，金银琉璃、砗磲玛瑙来‘供养诸佛’，这

个福报的确是‘很大很大’的，这是从俗谛而言。

跟下来的这句话：‘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增

补语：或言——“此福德，不是福德，所以如来说‘福德多’。”此处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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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和‘福德’，是一个概念。这个‘福德性’的‘性’字，是指‘福

德自体’之性，不是指‘佛性’之‘性’。」这是从‘真谛’的角度来回答

这个问题，福报再大，也是‘空’，福报是‘法’，是‘缘起的、有为生灭

法’，是修‘善法’而得的‘善报’。‘福德性’就是‘福德’的意思，福

德与福德性是同一个意思。比如说，菩提树，菩提树性；高山，高山性，

高山和高山性都是指高山。万法‘自性’，这个万法‘自性’，一切法‘无

自性’，就是指的这个‘性’「增补语：这个‘性’，就是一切缘起之法的

‘法自性’」，不是它的‘本性’，一切法的‘本性’是‘空性’。

因为，万法‘无自性’，所以‘福德’或‘福德性’也没有‘自性’，

也就是说，一切福德，无自性，无自相，空，无所有，是梦幻泡影，这是

真相。所以，须菩提的这句回答，实际上，佛陀问他的本意，完全是从‘俗

谛’的角度来问须菩提，佛陀的用意就是，用财宝布施如来，福报很大，

功德很大，再大，也赶不上受持《般若波罗蜜多经》乃至受持‘四句偈’，

‘究竟通利’之后，‘为他人正说’的这个福报大。佛陀是想‘用这一问

一答’，鼓励我们这些修行大乘的人，一定要有‘信心’，受持大乘、护持

大乘、修行大乘，福报‘无量无边’。佛陀的用意是在这里，这是从俗谛

来讲。

佛陀为什么侧重于‘俗谛’说‘福报’之事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我

们还都是‘凡夫地修行的人’，我们的‘梦’还没有‘醒’，所以，五蕴没

有破尽，一切都在‘具足’中。这个梦没醒的时候，梦里的一切，还都是

‘真实’的，给你说‘假的’你也不信。梦醒之后，才知道，原来是一场

梦，原来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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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真谛’来回答，是站在‘梦醒之后’的角度来回答，依‘俗谛’

来回答，是站在‘梦还没有醒’的角度来回答。所以这里，大家不要‘丧

失信心’，因为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就有点泄气了，‘因为没有福德，

所以佛说福德多’，世间人很难接受这样的回答：“因为没福报，所以才说

福报多。”福报尚且没有，哪有多哪有少啊？这才是正理。梦没有醒，说

梦里的事，在梦里的时候‘有多有少’，醒了之后，‘有多有少、多多少少’，

都没有了‘实际意义’，这才是‘真相’。

所以，须菩提回答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只回答：‘甚多，世尊，甚多，

善逝’，就已经回答了佛陀的问题。实际上，从后面的佛陀所言中，我们

发现佛陀并没有理会须菩提后面的这句话——‘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

故如来说，福德多。’佛陀没有理会这句话，因为这个话，在此时说，说

得有点早。佛陀依‘俗谛’，明确地阐述了：以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

‘布施供养如来’的功德福报，不如受持《般若波罗蜜多经》，乃至受持

‘四句偈’， 及‘自己受益’、‘广为人说’的功德和福报大。

佛陀依‘俗谛’来鼓励我们，鼓励我们这些‘因地修大乘的人’，一

定要受持‘般若波罗蜜多’，一定要体悟‘般若波罗蜜多’，护持‘般若波

罗蜜多’。佛陀的用意在这儿。

须菩提回答这个问题，以‘俗谛’说，有大有小，护持般若波罗蜜多

的功德福报，远远大于用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供养诸佛如来的

功德‘无量无数倍’。从‘真谛’的角度讲，多大的福报，都‘无所有、

不可得’，福报、福德聚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生而无生，都是虚幻，修行

大乘的人——菩萨摩诃萨，一定不要‘当真’，因为‘万法皆空、无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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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聚亦复如是。从俗谛讲，布施得大富，这是因果，捨一得万，这是因

果。在没有破五蕴之前，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这一点，要想得大富，一

定要修布施‘钱财’，一定要修‘四事供养’。从理上讲，从真谛上讲，我

们要有智慧，什么智慧？捨的这个‘一’，是空，得的那个‘万’也是空，

有名无实，根本没有‘实际的存在’，如黄粱美梦，如过眼烟云，皆是梦

幻泡影。为什么？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一切有为法，皆缘起性空。’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相信’，佛是‘真语者、实语者、无妄语者、如语

者’。所以，一切有缘遇到《般若波罗蜜多经》的人，遇到‘大乘佛法’

的人，都是具足无量‘善根、福德、因缘’的人，都是有‘大福报’的人。

你现在很‘穷’，你将来会很‘富有’，因为你遇到了大乘佛法。以‘不诽

谤大乘’的功德，都‘不得了’，何况你还能‘相信、受持’，还能‘护持、

流通’？这个福报，或福德，或功德，绝对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

为什么说‘受持、流通、弘扬’般若波罗蜜多这一法，它的功德福报，

要超过‘布施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的功德和福报呢？什么原因呢？

原因有两条：

第一，一切如来之‘无上菩提心’，皆从此‘法门’生。一切如来，

就是一切诸佛，一切诸佛的无上菩提心，都是从《般若波罗蜜多》这个‘法

门’而生；一切如来，在因地时，皆依‘般若’而‘明心见性’！般若波

罗蜜多‘法门’，是成佛的‘法门’，‘般若’是成佛的‘金钥匙’，‘般若’

是成佛‘正因’，‘般若’是‘真佛母’，‘般若’是佛母真三昧。

第二，一切‘诸佛世尊’，皆从此‘法门’而诞生，‘三世诸佛，依般

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增补语 ：一切诸佛，皆是‘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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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所生！」所以，《般若波罗蜜多经》，里面的任何‘四句偈’，如果你能

开悟，如果你能为人‘演说’，为人‘正说’，你的福报和功德，都将超过

用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供养诸佛如来的功德和福报。

有一点必须要知道，受持《般若波罗蜜多经》，在‘究竟通利、为人

演说’之时，一定是‘为人正说’，一定要通达，要有正解和正悟，不能

错解，不能曲解，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增补语：任何《佛经》，绝对

不是说“只要你讲，就有功德！”特别是，讲别人的‘注解、疏钞’，也绝

对不是说，讲错了，由‘写注解疏钞的人’承担因果，而‘讲解’的人，

没有责任。这个‘认知’，必须放弃！这个‘理’，世间法里尚且‘说不过

去’，何况在佛法里？这就好比说：“投毒的人没罪，去抓‘造毒’的人！”

佛门里，讲解‘错误知见’，这是‘投毒’。‘投毒’的人，‘责任和罪过’

更大！怎么能把‘罪过’，仅仅归罪于‘造毒’的呢？

所以，‘讲经说法’是一把双刃剑。讲‘正’了，说‘对’了，至少，

‘如来真实义’没有遭到‘毁灭性’曲解，这是功德！反之，则是‘罪业’

——‘功德’无量，‘罪业’亦是无穷！故说是‘双刃剑’。」

说得‘正’，说得‘对’，能够把‘如来真实义’说出来，这个时候，

才会有‘真正的功德和福报’可言。如果说‘偏’了，讲‘错’了，恐怕

就不是这样的结果，这是‘理之常情’。所以，‘讲经说法’，尤其是‘讲

大乘佛法’，一定要慎之又慎，但求‘无过’，不求‘功德’。

下面经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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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用布施，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

聚，宁为多不？”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是善男子或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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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由此因缘所生‘福聚’，其量甚多。何以故？世尊，福德聚、福德

聚者，如来说为‘非福德聚’，是故如来说，名‘福德聚、福德聚。”】这

是分两次回答问题，中间的‘何以故？’，在这里用‘何以故’，前后文所

产生的‘逻辑关联’：“福德多，福德多，为什么‘多’？因为‘没有福德’，

才说‘福德多’。”

这种逻辑关系，让人很难理解，应该怎么说呢？‘尽管如此’，‘虽然’

福德多福德多，但是要知道‘福德聚、福德聚’，如来说‘非福德聚’，如

来只是说名叫‘福德聚福德聚’，有名无实。首先，告诉你，福德‘的确

很多’，很多很多，多到‘无量无边’，但是无论再多，要知道，这都是空

的，它的本质是‘万法皆空’。这一点，这是‘理性的认识’，前面是从‘事

项’上看，从‘生灭有为法’这个角度看，是‘很多很多’。依我们现代

人思维方式，这个‘何以故？’若换成‘尽管如此，虽然如此’，然后，

“世尊，福德聚、福德聚者，如来说非福德聚，是故如来说名‘福德聚、

福德聚’。”有名无实，这样的回答，我们就能容易接受。

【佛复告善现言：“善现，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盛

满七宝持用布施；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于此法门乃至四句伽陀，受持、读

诵、究竟通利，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如理作意，由是‘因缘’所生福

聚，甚多于前‘无量无数’。”】条件我们一定要听清楚了：于此‘法门’，

于此‘般若波罗蜜多’法门，乃至‘四句伽陀’，‘四句偈’，伽陀是偈，

我们于此‘法门’当中，受持其中的‘一个四句偈’，把它搞明白、悟进

去，然后‘为人广说’，不但能‘为人说’，还会教人‘如理作意’，「增补

语：如理作意，就是‘实修’般若，或入‘般若实相’。自己‘如理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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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修；教他‘如理作意’，是教他人‘实修’。」如，就是契入‘如’了，

契入到‘理’上来了，要会这种‘作意’。

什么叫‘作意’呢？作意，就是用心使劲，举个例子，你用眼睛看着

苹果树上的苹果，你想用眼睛，把它摘下来。这个时候，你使劲看它，使

着劲，想用‘眼神’把它摘下来，这个时候的‘身心状态’就叫‘作意’，

你那种‘使劲’就叫‘作意’。

那么，‘如理作意’，我们要把劲使在哪？答曰：“要使在‘如如不动’

上。要使劲地——不生‘妄想’，不生‘妄相’，关注自己‘了了分明’的

心性。无生法忍的‘忍’字，就是‘作意’。”我们修这种‘作意’，或‘忍’，

这叫如理作意。修‘如如不动’的这种状态，这种‘作意’，需要‘实练’，

需要功夫，练‘忍’。功夫深的，很容易就‘如·理’了，很容易就能保

持在‘如’上；作意功夫浅的，就容易‘跑’，容易‘生妄念’。

这里所讲的条件，既要‘自利’，又能‘利人’，由这个‘因缘’，所

产生的‘福聚’，要比盛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拿来布施如来，所获的功

德福报，要大很多很多。不但自己能‘如理作意’，也要教人‘如理作意’，

只有这样的因缘，所产生的福聚，才会超过前面七宝布施的功德和福聚。

【“何以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从此

‘经’出，诸佛世尊，皆从此‘经’生。”】这是玄奘版。一切如来的‘无

上菩提’从哪儿出？从此《经》出。这个《经》指的什么？有一点我们应

该关注，“皆从此‘法门’出”，要比“皆从此‘经’出”，说法上更合理，

皆从此「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出。这才是‘最恰当’的表述。

讲《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经典可是很多，《乾隆大藏经》里，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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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很多部，都是大乘部，凡是说‘般若波罗蜜多’这一‘法门’的《经》，

都是大乘经，都是‘出佛、生佛’的《经》。假如，我们把此处的这个《经》

很狭隘地理解成：此《经》就是指《金刚经》，而不包含其他任何一部经。

这个理解，就偏了。

有一点，我们要提醒，那就是，《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一

会，是六百卷《大般若经》当中的其中一卷，第 577 卷，所以，玄奘法师

在这里说，‘皆从此经出’的这个‘经’，绝对不能只理解成‘仅这一会’

的《金刚经》，一定是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一定指的是《大般若经》，

一定是指《乾隆大藏经》里所有的‘大部头和小部头的《般若波罗蜜多经》，

不是单单指我们后人所命名的《金刚经》，希望能正确理解。为了更深入

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把六个版本都讲一遍，看看六位法师，从不同的角度，

从个人理解的角度，他们是怎么说的。

罗什版：【“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

施，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

‘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

佛问：“须菩提，你意下如何？如果有人，把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

宝拿来布施，这个人所获得的福德，多不多啊？”须菩提回答：“多，太

多了，世尊。”这是第一句，接下来就是：“是福德即非福德性”，福德性，

就是福德的自性，就是说福德‘无自性’，也就是说，福德都是假的，都

是空的。‘是故如来说，福德多。’

这里这个翻译，它‘前因后果’的逻辑上不合适，‘甚多，世尊’，首

先要肯定，这个布施七宝的福报是很大的，为什么大呢？并不是因为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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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因，世尊之所以说‘福德多’，并不是因为说‘没有福德’，是‘空’

的，是‘假’的，才说‘福德多’。试想，福德尚且没有，哪有多？哪有

少啊？这才是正解。

正确的逻辑关系是：先依‘俗谛’，说‘有’而且是‘很多’；后依‘真

谛’，说‘空’，‘不存在’。“福德多不多啊？”“多！”但是因为福德是‘有

为法’，所以，佛只是给它起个名，叫‘福德多、福德多’，要这么说，就

合适了。对于一般尚没有‘破尽五蕴’的‘因地修行’人来讲，你前面说

‘多’，后面又说“因为‘没有’，才说‘多’。”依照这个逻辑关系一定会

让人产生误会：“没有福德，我还修什么？”他就‘干别的’去了。

关键是，这是须菩提，他的回答，佛对须菩提的这个回答，尤其是对

后面，‘是福德即非福德性’，对这句话，佛陀并没有给予‘理会’，佛完

全依照‘俗谛’来说，实打实地问：“用七宝布施诸佛，这个福德多不多？”

“很多。”这就完了，佛陀没有问‘福德有没有？福德空不空？’，那就不

要多说。

佛接着说，【“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

其福胜彼。”】佛从‘俗谛’的角度，来印证这个因缘所生‘福德的真实性’。

“受持《般若波罗蜜多经》，乃至受持其中的一个‘四句偈’，为他人说，

这个福报功德，超过你用‘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拿来布施的功德。”

这是佛作的肯定回答。

【“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

皆从此‘经’出。”】此‘般若波罗蜜多’法门，是一切众生成佛的法门，

一切诸佛，皆依这个法门修行而成就，或皆因《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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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就的。所以，受持般若波罗蜜多，护持般若波罗蜜多，为他人演说般

若波罗蜜多，他的功德福报，超过你用七宝布施的功德和福报。这是它的

原因所在，这个‘此经’一定是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而《金刚经》

这一会，仅仅是六百卷《大般若经》里面的其中一会。

留支版：【“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

须菩提，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须菩提

言：“甚多，婆伽婆，甚多，修伽陀。”】‘婆伽婆’是佛、世尊，‘修伽陀’

是善逝。这是佛陀的两尊名号，十号之其中的两个。【“彼善男子，善女人

得福甚多！何以故？世尊，是福德聚，即非福德聚，是故如来说‘福德聚、

福德聚’。”】这里，依然是用了‘何以故？’。须菩提回答：“太多了，太

多了。此善男子善女人，以这么多的七宝布施，所得到的福报很多很多。”

下面应该，‘尽管如此’，当知，这个‘福德聚’是假的，是生灭的，

是‘无自性、无自相’的，有名无实。这是从‘理’上讲，理上‘空’，

‘无所有’。佛陀，没有理会须菩提后面的这段回答，继续说：【“须菩提，

若善男子善女人，以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持用布施，】佛要做比较了，

首先说，以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拿来布施，【若复于此经中，受持乃至

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无量不可数。】如果这个善男子善女人，

能够以此《般若波罗蜜多经》受持全部，或者受持哪怕其中的‘一个四句

偈’，且能‘为他人说’，他的福报和功德，就胜过前面‘用七宝布施’的

福报和功德‘无量无边’。

【何以故？须菩提，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

出；一切诸佛如来，皆从此《经》生。”】成佛的方法，就是‘般若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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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法。留支法师依然是——皆从此经‘生’，皆从此经‘出’。我们现代

人理解，很容易被引导并局限在《金刚经》这一部经上，以为只有‘这一

部经’能出‘佛世尊’，能出‘一切法’，然后，就忽略其他《三藏十二部》

的一切经典。这里容易发生误会。

真谛法师：【“须菩提，汝意云何？以三千大千世界遍满七宝，若人持

用布施，是善男子善女人，因此布施，生福多不？”】完全讲福报。【须菩

提言：“甚多，世尊，甚多，修伽陀（甚多善逝）。是善男子善女人，因此

布施，得福甚多。何以故？世尊，此福德聚，即非福德聚，是故如来说‘福

德聚’。”】他依然用了‘何以故？’虽然，实际，用‘虽然’这个词才合

适，虽然如此，虽然福德很多很多，但是要明白，要知道，福德聚是假的，

有名无实。不要贪着，不要‘执着’当真，这就对了。

【佛言：“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遍满七宝持用

布施，若复有人，从此经中，受四句偈，为他正说！显示其义，此人以是

因缘，所生福德，最多于彼，无量无数。】这里，他翻译的是‘从此经中’

受持四句偈，为他人正说。这个‘正说’太重要了。《金刚经》，若说到‘为

他人说’，谁不会说？认字的都会说。关键是，能不能‘正说’呢？能不

能正显‘如来真实义’呢？这个可就不敢保证了。所以，‘此人以是因缘，

所生福德，最多于彼，无量无数。’

【何以故？须菩提，如来无上菩提，从此福成；】从此‘福’成，如

来‘无上菩提’，从这个‘福报’成就。他不是‘从此经生，此经出’了，

他是‘从福报而成就’。这里直接把‘此经’改成了‘此福’。什么福？正

说大乘所得的福报。般若波罗蜜多，有这么大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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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佛世尊，从此‘福’生。”】从这个‘福报’里‘生’，诸佛世尊，

从‘这个福报’里‘生’，‘无上菩提’从‘这个福报’里‘成就’，这是

真谛法师这样翻译的。

下面，笈多版：【世尊言：“彼何意念？善实，若有善家子，若善家

女，若此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满作已，如来等应，等正遍知，等施与，彼

何意念？善实，虽然，彼善家子、若善家女，若彼缘，多福聚生？”】这

里，善男子善女人，他是‘善家子、善家女’，以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

宝，布施给谁呢？布施给‘如来’，布施供养‘如来’。其他五个版本，都

没有说‘布施供养佛’，都是说‘拿这个七宝用来布施，所得的福报’。这

里是说‘拿这个七宝用来布施供养如来’，所得的福报大不大？这里，供

养佛和供养普通人的福报，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善实言：“多，世尊，多，善逝。彼善家子，若善家女，若彼缘，

多福聚生。”】这个善家子，这个善男子、善女人用‘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

七宝’拿来‘布施供养如来、佛陀’，所生的福报，很多很多，聚，就是

因缘和合。福德聚，福报现前，叫‘福德聚’。

【“彼何所因？若彼，世尊，福聚，如来说非福聚。彼，世尊，如来

说‘福聚、福聚’者。”】世尊，如来说福聚，即非福聚，如来说名福聚。

这是‘有名无实’，为了‘说话’上的方便，才有这么个名字——福报福

报，福聚福聚。彼何所因？【世尊言：“若复，善实，善家子，若善家女，

若此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满作已，如来等应，等正遍知，等施与，若此‘法

本’，乃至四句等偈，受已，为他等分别广说，此彼缘多过福聚生，无量

不可数。”】这都是原经文，我没有‘倒语序’。世尊接着说：“善男子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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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充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拿来供养如来。如果这个善家子、善家

女，于此‘法本’，这里讲‘法本’了。就是，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经》

这个‘法本’，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经》‘法门’，干什么呢？受持四句等

偈，受持‘全经文’或者受持其中的‘四句偈’。受已，为他等‘分别广

说’。这个‘受已’，包含着前面所说的，要‘究竟通利’啊。一定要‘究

竟通利’之后，然后‘为他分别广说’，要‘广说’还要‘正说’。这样，

依照这个因缘，依‘广说、正说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因缘’，它所生

的‘福聚’，超过用七宝布施供养如来的功德。

【“彼何所因？此出，善实，如来应正遍知，无上正遍知，此生‘佛、

世尊’。”】

“如来应正遍知，无上正遍知，从这个‘法本’出”；“一切诸佛，

世尊，皆从这个‘法本’生。”这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为人正说、

如理作意‘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功德‘为什么这么大’的道理所在。

下面，义净版本：【“妙生，于汝意云何？若善男子善女人，以满三

千大千世界七宝，持用布施，得福多不？” 妙生言：“甚多，世尊，何

以故？此福聚者，则非是‘聚’，是故如来说为‘福聚、福聚’。”

“妙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持用布施’，

若复有人，能于此经，乃至一四句颂，若自受持，为他演说，以是因缘，

所生福聚，极多于彼，无量无数。”】

能于此经，乃至一四句颂，自己‘受持’，然后‘为他演说’，依这

个‘因缘’，所修的福报、福德聚，超过以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拿来布

施所得的福德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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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妙生，由诸如来，无上等觉，从此经出。诸佛世尊，从

此经生。”】他这个翻译，跟玄奘大师最后的那个翻译一致。这段经文我们

要注意的就是，此《经》一定指《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此《法门》一定

是指《般若波罗蜜多法门》、或《如是法门》。我们只要不把此‘经’局限

到一部《金刚经》上，这样就对了。

下面，我们接着看经文，玄奘版：【“所以者何？善现，诸佛法、诸

佛法者，如来说为‘非诸佛法’，是故如来说，名‘诸佛法、诸佛法’。”】

所谓‘佛法’，也是‘有名无实’，我们不要执着，为什么呢？万法

皆空，无有自性，无有自相，佛所说的这些法，这些文字、声音，所有的

‘有为现象’，统统是‘生灭法’，了不可得，不但‘世间万法皆空’、‘一

切万物皆空’，‘佛法’也空！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诸预流者，颇作是念‘我能证得预流果’

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诸预流者不作是念‘我能证得预流之果’。

何以故？世尊，诸预流者，无少所预，故名‘预流’；不预‘色、声、香、

味、触、法’，故名‘预流’。”】

预流是‘小乘’佛法，是‘小乘四果罗汉’之一的名称，初果叫预

流，或须陀洹，这里是讲，修行小乘四果罗汉的具体方法。

什么叫‘预’？这个‘预’就是‘入’的意思。什么叫‘流’呢？

‘空性’是流，小乘入‘空’，大乘入‘性’。同样是‘入流’，本质不同。

或者说，小乘人入‘顽空’，大乘人入‘空性’。‘空’流，什么是‘空流’？

‘空’状态的持续，叫空流。‘流’，就是‘连续的延续’，不间断的延续，

就叫‘流’。‘性’流，即是‘如来常恒’，就是‘净念相继’，佛性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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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延续，延续如如，这叫‘性’流。入‘性流’是修大乘，入‘空流’

是住小乘。修‘预流’这一法门的人，他有没有这样的念头——‘我能证

得预流果’？善现回答：“不能，世尊。”

修‘预流’的这些人，他不会生‘我能证预流果。’这样的念头，为

什么？修‘预流’的人，无少所‘预’，也就是说无少所‘入’，他什么都

不‘入’，什么都不‘预’，什么都不‘着’「增补语：一念不生了，哪里

还有‘我能证预流果’的这一念头？」，所以，他叫‘预流’。

不‘预’、不‘入’什么呢？不预‘色声香味触法’，他不入‘色相’、

不入‘声相’、不入‘香相’、不入‘味相’、不入‘触相’、不入‘法相’，

他不入‘六尘境界’，不入‘任何境界’，就是入‘空’，就是‘入空流’，

所以，他叫‘预流’。

不入‘虚妄’，不入‘诸相’，就入‘真实’。所谓的‘预流’，就是

预‘空流’，须陀洹人，入‘空流’，没有见‘性’。见‘性’以后就是菩

萨，就不叫须陀洹了。这是修初果须陀洹的方法，也就是‘什么都不住，

无所住行于布施，这叫预流。’

怎样修‘须陀洹’？答曰：“放下‘妄想’、放下‘妄相’，一念不生，

入空，一法不‘住’，一法不‘立’，这个时候，就是修须陀洹的状态。”

【“世尊，若预流者作如是念：‘我能证得预流之果’，即为执‘我、

有情、命者、士夫、補特伽罗等’。”】如果他还有这样的认知‘我能证预

流之果’，他是不是有‘我相’呢？有了‘我的这个相’，就有了‘对我的

执着’，有我就有‘有情’，就有‘命者’，就有‘士夫’、就有‘補特伽罗’

这样的执着。要知道，预流之后，一旦入到‘无所住’里，住‘空’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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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空里面哪有‘我’？‘色身’已经不是‘我’了，所以这个时候是‘空’。

小乘人，‘我’空，‘法’也空，他这个法，是‘有为法’，什么都没有。

他住‘空’，当然不能有‘我执’了，这是他亲证的境界，入‘空’就知

道‘无我’，没有我的存在，没有这个‘假我’的存在，所以他不生‘我

执’，不生‘众生执’，不生一切执着。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诸一来者，颇作是念‘我能证得一来果’

不？’】一来，是二果罗汉，叫斯陀含。【善现答言：“不也，世尊。诸一

来者，不作是念：‘我能证得一来之果’。何以故？世尊，以‘无少法’，

证‘一来性’，故名‘一来’。”】玄奘大师翻译的非常‘明了’，非常‘清

楚’。怎么修二果呢？‘无少法’可依，依什么呢？依‘无少法’证‘一

来果’，‘一来性’就是‘一来果’。无少法就是‘不预’，不预‘色声香味

触法’，但是要‘预’什么？要预‘空’。入到空里，就什么法也没有，这

叫‘无少法’「增补语：无少法，即是无任何法，无法，空。」实际上，四

果的修行，完全是同一个方法，是同一个方法的持续和累积，证得‘不同

的果位’，也就是说，‘神通道力’的不同，显示了他的‘果位’差距，而

方法就是一个：预流，不预‘色声香味触法’，无少法，空，一法不立。

方法是一样的，这是‘一来果’。同样，他也是入‘空’，既然‘入空’，

哪有‘我’？所以，没有‘我’，也没有‘我能证得一来果’这样的‘知

见’。不是‘想法’，是‘知见’，他没有‘我’见。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诸‘不还者’颇作是念‘我能证得不还

果’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诸不还者，不作是念：‘我能证得不

还之果’。何以故？世尊，以‘无少法’证‘不还性’，故名‘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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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果‘阿那含’，方法一样，以‘无少法’证‘不还果’。跟前面的

修行方法完全相同，一法不立，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入‘无所有’，入

‘毕竟空’。

【佛告善现：“于汝意云何？诸阿罗汉颇作是念：‘我能证得阿罗汉’

不？”善现答言：“不也，世尊。诸阿罗汉不作是念：‘我能证得阿罗汉性’。

何以故？世尊，以‘无少法’，名‘阿罗汉’，由是因缘名‘阿罗汉’。”】

以‘无少法’证‘阿罗汉’。可见，从修行‘预流’开始，就是一个方法，

一直沿用一个方法——‘无少法，无念、无相、无愿、空。’随着这种‘空’

状态的持续，就证初果、证二果、证三果、证四果。

那么，见‘性’的菩萨，所守的也是‘空性’，他也能‘证’阿罗汉

的四果，守住‘佛性’，就能证‘四果’位。但是，菩萨能证小乘人的果

位，而不住、不入、不贪恋他这个果位，这一点一定要知道。

很多修大乘的人，因为忍受不了众生的‘刚强难化’，而‘退堕二乘

地或小乘地’，他有二乘人的能力和神通道力，这叫退堕，退堕二乘，这

是菩萨退堕。

佛不赞成，不允许菩萨退堕二乘地，你可以证二乘的果位，但是不

得住、不能住在其中‘不出来’。

小乘初果已经证‘无我’了，何况阿罗汉呢？所以阿罗汉更不能有

这样的知见：‘我能证得阿罗汉’，不能。有人说，什么时候证‘我空’啊？

是不是‘色蕴空’了就证‘我空’啊？只要你回归自性，悟到自己的真面

目，你就知道这个‘假我’是‘空的’，假我不是‘我’，这个时候，我执、

我见，自然就突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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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若阿罗汉作如是念‘我能证得阿罗汉性’，即为执‘我、

有情、命者、士夫、補特伽罗’等。所以者何？世尊，如来、应、正等觉，

说我得‘无诤住’最为第一。世尊，我虽是阿罗汉，永离贪欲，而我未曾

作如是念：‘我得阿罗汉永离贪欲’。世尊，我若作如是念‘我得阿罗汉，

永离贪欲’者，如来不应记说我言：‘善现，善男子得‘无诤住’最为第

一’。以‘都无所住’，是故如来说，名‘无诤住’、‘无诤住’。”】

阿罗汉肯定没有‘我执’，而且，他是住‘无所住’。无所住，就是

‘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行于‘布施’，行于‘放下’。什么都‘空’了，哪

来的争论？所以他就‘无诤住’，或‘住无诤’。什么都没有，哪有是与非？

哪有人与我？哪有善与恶？统统没有，当然‘无诤’。

小乘，空，证‘无我’，证无‘假我’，因为他不见‘性’，所以，他

没有‘真我’。大乘‘空性’，解‘有为法空’，证‘无假我’，因见‘佛性’，

故证‘有真我’。

无‘我’，有‘我’，怎么理解？答曰：“‘假我’没有，这是‘无我’；

真我‘真有’，常乐我净，佛性，如，这是‘真我’。”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不要乱。不要一会儿世尊说‘无我’，后来又说‘有我’，到底是有？还是

无？答案就一个：无‘假我’，有‘真我’。「增补语：如‘形之于影不离’，

若‘形’比作‘真我’，那么，‘影’就是假我。‘无我’是无假我，‘有我’

是有真我。」

小乘人没有见‘性’，没有证到‘有真我’，所以，他堕‘顽空’，既

没有‘假我’，也没有‘真我’，这是小乘人。

大乘人，证‘无假我’，既证‘万法皆空’，同时他证了‘有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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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乐我净、涅槃寂静。’大乘、小乘，只是一念之差，一墙之隔。一个见

‘性’，一个不见‘性’。

下面讲罗什版。【“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

洹果’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

‘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那么，怎么修须

陀洹呢？就是‘入流’。怎么入流？‘无所入’叫‘入流’。无所入，什么

是‘无所入’呢？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界’，就叫‘无所入’。

只要‘住无所入’，就是‘入流’。这是他这里解释的。这个‘入流’，

大乘、小乘同是‘入流’。小乘入‘空流’，大乘入空‘性流’，这就是大

小乘的本质区别。一个是回归‘佛之真性’；一个是归‘空’，而未见‘性’。

【“须菩提，于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须

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来’，而 ‘实无往来’，

是名‘斯陀含’。”】

斯陀含叫‘一往来’，而‘实无往来’。那么‘无往来’，就是修‘斯

陀含’，怎么个修法呢？这里，这样的翻译，用‘实无往来’描述斯陀含

的修行方法，让人感到很‘茫然’，不知怎么做才叫‘无往来’「增补语：

无往来，就是‘不去不来’，住在‘当下’，住‘空’就是。也可以理解为：

凝住无动，不出不入，无来无去，即无所住。」

【“须菩提，于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须

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

是故名‘阿那含’。”】那么，修‘实无不来’，也是茫然。

【“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不？”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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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实‘无

有法’，名‘阿罗汉’，这也是，修、证‘阿罗汉’的方法，是修什么呢？

修‘无有法’，一法不立，也就是修前面的‘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

法’，不立‘色声香味触法’，‘空’，这样来证‘阿罗汉’。而前面的从二

果到三果，说得就不那么清楚了。「增补语：事实上，一路修来，皆住空。」

【“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著‘我、人、众

生、寿者’。世尊，佛说我得‘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

阿罗汉’，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

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以须菩提‘实无

所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罗什版的关于四果罗汉的修行方

法，第一个说得比较清楚，阿罗汉这个方法也说得比较清楚，而斯陀含和

阿那含的修行方法，措辞上，不好理解。

再看留支版：【“须菩提，所谓‘佛法、佛法’者，即‘非佛法’，是

名‘佛法’。”】这个就不讲了。

【“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须

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须陀洹’，不入‘色声

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他没有翻译‘入流’这个概念，他直接说

‘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一法不立，一法不着，‘没有法’可修，住在‘无

有法’上，就是‘须陀洹’。

【佛言：“须菩提，于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

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斯陀含’，是名‘斯

陀含’。”】二果斯陀含，依然是修‘无有法’，也就是‘不入色声香味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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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证‘斯陀含’。说得很清楚，证二果的方法与证初果的方法完全一样。

【“须菩提，于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须

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那含’，是名‘阿

那含’。”】依然是修‘无有法’，证三果‘阿那含’。

【“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果’不？”须

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

依然是修‘无有法’，‘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名‘阿罗汉’。所以，小

乘‘四果’，从须陀洹到阿罗汉，方法完全一致，自始至终，都是修‘入

流’，‘入空流’，入‘无有法’，修‘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修这个，

修这个，就能证四果罗汉。

【“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即为著‘我、人、众生、

寿者’。”】从初果到四果，都入空法，当然‘无我’。肯定是‘无我’之见，

他是‘人、法两空’的知见。

【“世尊，佛说我得‘无诤三昧’，最为第一。世尊说我，是离欲阿罗

汉。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

阿罗汉’，世尊则不说我‘无诤行第一’。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

菩提无诤、无诤行’。”】‘无所行’，不行‘色声香味触法’，无所入，入空

流，也叫‘无所行’。什么都‘空’了，哪有‘争论’啊？跟谁争论？谁

跟谁争论啊？

真谛版：【“何以故？须菩提，所言‘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

法。’”】‘佛法’的‘言说’相，‘文字’相等等，也是‘有为法、生灭法’。

所言之佛法，也是‘生灭法’，‘有名无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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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菩提？汝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须

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世尊，实‘无所有’，能‘至于流’，故

说‘须陀洹’，乃至‘色声香味触法’，亦复如是，故名‘须陀洹’。”】

他这个描述，实‘无所有’能‘至于流’，「增补语：以住‘无所有’

或住‘空’，而入‘空流’。能至于流的‘流’，是‘空流’。」什么‘无所

有’？一法不立。无什么？无‘色声香味触法’，不入‘色声香味触法’，

就能‘入流’，就能到达‘流’，这个流是‘空性流’。

「增补语：虚空，由两部分构成：不含佛性的纯‘空’和佛‘性’，

或真如‘本性’。这个‘纯空’，可以直接称‘空’，或‘空性’。若称‘空

性’，此时的这个‘性’，就是指‘空’本身之‘自体性’，如同，福德，

也称‘福德性’。纯空与佛性圆融一体，称‘虚空’或者‘本性空’，这个

时候，最全面的名称，应该称——‘空性·性’。

空性·性，第一个‘性’，是纯空‘自体’之性；第二个‘性’，就是

不生不灭的佛‘性’。当我们遇到‘空’，‘空性’，这两个‘名相’的时候，

究竟是指纯‘空’，还是指包含着佛性的‘虚空’，自己要善于‘辨别’。

空流，空性流，特别是‘空性’流，这个‘空性’，可以做两种理解，既

可以指‘纯空’，也可以指含着‘佛性或本性空’的‘虚空’。要看前后文。」

须陀洹人‘入空流’，入‘无所有’，这叫须陀洹；修‘无所有’法，

就能证‘须陀洹’。

【“斯陀含名‘一往来’，实‘无所有’，能至‘往来’，是名‘斯陀含’。”】

修证‘斯陀含’，是修‘无所有’，修‘无所有’，就能到‘一往来’。这比

前面的‘实无往来’好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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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那含名为‘不来’，实‘无所有’，能至‘不来’，是名‘阿那含’。”】

还是修‘无所有’，就能证到‘不来’。

【佛言：“须菩提，汝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果’不？”

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所有’，名‘阿罗汉’。”】

依然是‘无所有’，以‘无所有’证‘阿罗汉’。

【“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果’，此‘念’即是‘我

执、众生执、寿者执、受者执’。”】第一个是‘寿命’执，第二个是感受

的‘受’「增补语：受者执，就是人执。人都有‘受’，也可以理解称‘五

蕴’的简称。」

【“世尊，如来阿罗诃三藐三佛陀，赞我，住‘无诤三昧’，人中最为

第一，世尊，我今已成阿罗汉，离‘三有’欲。”】三有就是‘三界’：欲

界、色界、无色界。阿罗汉证‘四果罗汉’之后，三界的一切欲望，统统

都断掉了。

【“世尊，我亦不作是念：‘我是阿罗汉’。世尊，我若有是念：‘我已

得阿罗汉果’，如来则应不授我记：住‘无诤三昧’人中，须菩提，善男

子，最为第一。实‘无所住’，住于‘无诤’、住于‘无诤’。”】无所住，

不住‘色声香味触法’，住在‘空’里，当然，也就住在‘无诤’里了。

那么，真谛版，小乘四果的‘修行方法’，是“住‘无所有’”，就能证‘四

果罗汉’。

笈多版本：【“彼何所因？佛法、佛法者，善实，非佛法。如是彼（彼

如是），彼故说（故说彼）名‘佛法’者。”】

“善实，佛法、佛法者，不是‘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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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是什么？佛法是‘如是’，‘如是’是‘佛法’，所以起名叫

‘佛法’。这个‘如是’——‘如，就是’。‘如’没有名字，起名叫‘佛

法’。这里说的，就比较清楚了，比其他版本说得全面。其他就是：‘佛法、

佛法者，非佛法，是名佛法。’为什么有‘名’？真正的佛法是‘如是’，

如，是‘一真法界’，是‘真如本性’。这个‘法’，本无‘名字’，没办法，

起了个名字叫‘佛法’。事实上，‘如是’也还是个‘名字’，不可说，没

办法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世尊言：“彼何意念？善实，虽然，流入，如是念‘我流入，果得

到’？”】这里的‘流入’，就是‘入流’。能起这样的念头吗？能如是念：

‘我入流，得到果？’「增补语：或，“我得到‘入流果’？”」

【善实言：“不如此，世尊，彼何所因？不彼，世尊，一人，彼故说

名‘流入’。”】

「增补语：此处原经文，是‘不彼世尊一人’。根据前后文的逻辑关

系，和其他五个版本的佐证，此处的‘一人’，很可能是刻板笔误，‘人’，

应该是‘入’，若是‘不入’或‘不入一’，就可以理解成，六尘‘一尘也

不入’！这就跟其他版本在意思上接近了。而‘不人’，‘不一人’，意思就

太狭窄了。或有人说“此处就是‘人’字”，那么，若是‘人’，那就是‘彼

不一人’就是‘入流’，不一人，未必没有‘彼不它物’。换句话说，不执

着一人，若他执着其它物呢？还能叫‘入流’吗？故知，若说‘彼不一人’，

就是‘彼不执着一切’，有点勉强。」

世尊，‘彼不一人，故说彼名入流。’这是我倒过来说，什么叫‘入流’？

‘彼不一人’，离了‘人相’了，不着人的相，叫‘彼不一人’。他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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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相，更没有‘多人’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什么相都

没立，他没有执着自己的‘色身相’。所以，‘彼不一人’，就是他没有人

的相，他没有执着人相，没有执着任何人的相，没有‘四相’，包括自己，

叫‘彼不一人’。什么叫入流呢？‘不色入’，就是‘不入色’。

【“不色入(就是不入色)，‘不声，不香，不味，不触，不法’入。”】

就是：不入声，不入香，不入味，不入触，不入法。‘色声香味触法’都

‘不入’，叫‘入流’。

【“彼故说名‘流入’者。彼若世尊流入，如是念：‘我流入果得到。’，

彼如是，‘彼所我取’有，‘众生取、寿取、人取’有。”】

世尊，彼‘入流’者，如果起这样的念头‘我得到入流果。’彼如是，

彼有‘我所取’，彼有‘众生取、寿取、人取’。这就是着了‘人、我、众

生、寿者相’。如果他起了这样的念头，‘我入流，就能证果’，他就有了

‘我执、众生执、寿者执、人执。’

【世尊言：“彼何意念？善实，虽然，一来，如是念：‘我一来，果得

到？’善实言：“不如此，世尊，彼何所因？不一来如是念：‘我一来，果

得到。’彼何所因？不彼有法若一来人，彼故说名一来者。”】彼‘不有法’，

若‘一来人’，‘没有法’就叫‘一来人’，‘住无有法’就是‘一来人’，

给它起名叫‘一来者’。可见，修二果的时候，修‘无有法’；住‘无有法’，

就是修‘不入流’——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流，也就是修‘无所入’；

修‘入流’，就是入‘空’流。

【世尊言：“彼何意念？善实，虽然，不来如是念：‘我不来，果得到’？”

善实言：“不如此，世尊。彼何所因？不彼有法，若不来入（彼不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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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入不来，他只要不立‘法’，不住‘法’，他就入‘不来’，他就证‘不

来’）， 彼故说名‘不来者’。”】给他起名叫‘不来’者。那么，‘三果’

依然是修‘不有法’、‘无有法’。

【世尊言：“彼何意念？善实，虽然，应如是念‘我应得到’？”】这

个‘应’，是阿罗汉的‘名称’，称‘应’者。

【善实言：“不如此，世尊，彼何所因？不彼世尊有法，若 ‘应’ 名，

彼故说名‘应’者。（此句经文应倒序为：世尊，彼不有法，若名‘应’，

故说彼名‘应者’。）】‘无有’法，修‘无所有法’，就叫阿罗汉，就叫‘应’，

给他起名叫‘应者’。

【彼若世尊应，如是念：‘我应得到’，如是，彼所‘我取’有，‘众

生取、寿取、人取’有。】如果阿罗汉起了这样的念头：“我是阿罗汉，我

已得到阿罗汉，或我已得到‘应’，就是我已证‘阿罗汉’。”这样，他就

有了‘我执、我取、众生取、寿取、人取’。有了‘四相执’，我执、人执、

众生执、寿者执。

【彼何所因？我此世尊如来应正遍知，无诤行最胜说我此，世尊，应

离欲，不我世尊如是念“我此‘应’者”。若我世尊如是念“我‘应’得

到”，不我如来记说‘无诤行最胜’，善实，善家子，无所行，彼故说名‘无

诤行、无诤行’者。”】这些话都是‘原经文’，他的意思只要把字一倒，

就跟其他版本意思完全一样。那么，笈多版本从初果到四果，他的修行方

法，也翻译得非常清楚，就是修‘无所有法’，‘无所有’就是修‘入流’。

不入‘色声香味触法’，就叫‘入流’。

下面，义净版：【妙生，佛法者，如来说‘非佛法’，是名‘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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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很简单，有名无实，不要执着佛法。实际上呢，应该把‘如’，‘如是’，

翻译进去，不应该省略掉。而‘如是’——这个‘佛性’，可以说，有名

又有实，这一点一定要知道。

一切‘有为法’，有名‘无实’；无为‘真如法’，‘有名·有实’，‘实’

在言外。

【“妙生，于汝意云何？诸预流者，颇作是念：‘我得预流果’不？”

妙生言：“不尔，世尊，何以故？诸预流者，无法可预，故名预流。不预

‘色声香味触法’，故名‘预流’。”】不预，就是‘不入’，不入‘色声香

味触法’，入什么呢？入‘流’，入‘空性流’。入‘空流’，‘入空流’就

能证‘初果须陀洹’。

【“世尊，若预流者作是念：‘我得预流果’者，则有‘我执，有情、

寿者、更求趣执。’”】修‘入流’的人，如果他还有‘我得预流果’这样

的知见，他就有了‘我执、众生执、寿者执、六道执。’‘更求趣执’就是

‘六道执’，有了‘各种执着’。

【“妙生，于汝意云何？诸一来者，颇作是念：‘我得一来果’不？”

妙生言：“不尔，世尊，何以故？由彼‘无有少法’证‘一来性’，故名‘一

来。’”】这里，义净法师翻译的直截了当，‘一法不立，无有少法’，一丝

毫的法都没有，就证一来果。

【“妙生，于汝意云何？诸不还者，颇作是念：‘我得不还果’不？”

妙生言：“不尔，世尊，何以故？由彼‘无有少法’，证‘不还性’，故名

‘不还’。”】依然是用‘无有少法’证第三果‘不还’，就是‘阿那含’。

【“妙生，于汝意云何？诸阿罗汉颇作是念：‘我得阿罗汉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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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生言：“不尔，世尊，由彼‘无有少法’，名‘阿罗汉’。”】依然是使用：

‘住无有少法’证‘阿罗汉’。

【“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果’者，则有‘我执、有情、

寿者、更求趣执’。”】这就是说，‘四果’都离‘我执、众生执、寿者执’，

‘我、法’二空，这个‘法’是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和‘我’，

‘我’也是‘有为法’，统统是‘空无所有’，不可得！‘我’用在一切法

上，就是‘自性’的意思。

【“世尊，如来说，我得‘无诤住’中，最为第一，世尊，我是阿罗

汉，离于欲染，而实未曾作如是念：‘我是阿罗汉。’世尊，若作是念，‘我

得阿罗汉’者，如来即不说我妙生‘得无诤住’最为第一。以‘都无所住’，

是故说我‘得无诤住’。”】无所住，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行于‘布施’，

入‘空流’，这就是小乘‘四果罗汉’的修证方法。

好，今天《金刚经》就介绍到这里。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