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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粘添壽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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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大家來讀誦

1. 是部神奇的書，任何人讀它二、三十年，每階段都有不同的收穫

。它像空中的彩雲，隨時有不同的領受、觀感。

2. 更有人讀誦它 30 年，不解其意，也不願解其意。

3. 讀誦金剛經功德很高，人人都喜歡讀，我們要時常讀它。

4. 如何讀誦它呢？稍微認識後再讀誦可能較好！

5. 《金剛經》大家來讀誦：

1) 儘量導入佛陀師徒對話情境，也儘量簡化經意內容。

2) 在讀誦《金剛經》時，可感覺到自己與佛陀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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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大家來讀誦

分為兩部分：

《金剛經上篇》大家來讀誦

•《金剛經》上半部第 1~16 分。

•針對『初發心菩薩』，俗稱『世俗諦』。

《金剛經下篇》大家來讀誦

•《金剛經》下半部第 17~32 分。

•針對『久發心菩薩』，俗稱『勝義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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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下篇》讀誦

一. 《金剛經》法會因緣

二. 《金剛經》云何應住？菩提心

三. 《金剛經》修持後如何？

四. 《金剛經》如來說法？

五. 《金剛經》佛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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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剛經》法會因緣 (1)

(1) 經名：『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金剛：表堅定不移，珍貴的意思。

 般若：梵語。智慧之意，般若智慧 (轉換思維、轉念的智慧)。

 波羅蜜：梵語。超渡之意，由此岸到佛清淨彼岸的意思。

 般若波羅蜜：能轉換到清淨無暇彼岸的智慧。

 經：指引經典

 經名意思：非常珍貴的能脫離苦海到達極樂彼岸的智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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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剛經》法會因緣 (2)

(2) 《金剛經》演講者

 演講者：釋迦牟尼佛

 發問者：須菩提尊者

 演講時代：佛陀說法 40 多年，分為五時：華嚴時(21 天)、

阿含時(12年)、方等時(8 年)、般若時(22 年)、法華涅槃時

(8 年)，中的般若時裡的『大般若經第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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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剛經》法會因緣 (3)

(3) 《金剛經》漢譯本

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姚秦鳩摩羅什大師譯 (西元344 ~ 413年)

2.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唐玄奘大師譯(西元602 ~ 664年)

3. 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

4.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

5. 隋大業年中三藏笈多譯

6. 唐三藏沙門義淨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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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剛經》法會因緣 (4)

(4) 《金剛經》結構

 梁昭明太子(梁武帝兒子)分為三十二分。

 僧肇法師(羅什法師弟子)之說：前半部(1 ~ 16分)

為眾生說，後稱為『世俗諦』；後半部(17 ~ 32分

)為法無我說，後稱為『勝義諦』 。

 天台宗創始人智者大師與嘉祥大師說：前後兩部為

重複再說一次。

 印順長老說：前後兩部為般若道與方便道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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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剛經》法會因緣 (5)

(5) 法會處所

【經】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

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

訖。收衣缽。洗足已。敷座而坐。(第 1 分)

 阿難尊者憑記憶唸出。

 法會：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

 參加者：12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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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下篇》讀誦

一. 《金剛經》法會因緣

二. 《金剛經》云何應住？菩提心

三. 《金剛經》修持後如何？

四. 《金剛經》如來說法？

五. 《金剛經》佛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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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剛經》云何應住？菩提心 (1)

(1) 主題：須菩提詢問 云何應住菩提心

【經】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第十七分)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簡稱：發菩提心

 無上正等正覺果位，僅次於佛。

 使其不退轉。(以戒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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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剛經》云何應住？菩提心 (1)

(2) 無有法發菩提心

【經】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

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

。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

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第 17 分)

 我相：執著於自我立場、人相：執著於對方。

 眾生相：執著於社會大眾人士、壽者相：執著於過去、現在、未來。

 心中沒有一位眾生是我度的。

 兩種說法：(1) 佛度眾生、(2) 眾生自度。

 結論：實在沒有一個具體的方法，可發菩提心，怎能安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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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云何應住？菩提心 (2)

(3) 無法可得

【經】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

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第 17 

分)

 沒有一個真正的東西、現象、語意，稱之為無上菩提。

 它是一種抽象的意境。

 授記：認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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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云何應住？菩提心 (4)

(4) 此法無實無虛

【經】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

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

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第

17 分)

 所有法門(六塵)皆回歸本性。(順其自然得到的)

 說他存在又沒有一個真實現象，說它不存在又確實感覺到它的境

界。

 說一切法可證得，但又很難找到一個法，但僅能說是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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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云何應住？菩提心 (5)

(5) 無有法名為菩薩

【經】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

大。即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

滅度無量眾生。即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

。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第 17 分)

 即為非大身。是名大身：是指心智成長的意思、

 證得無上菩提，就如同身體自然成長一樣。

 如果說菩薩需滅度一切眾生，但也沒有一個標準稱為菩薩。

 即是，佛所說得一切法的菩薩，不執著於四相束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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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云何應住？菩提心 (6)

(6) 無我者即是菩薩

【經】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

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

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第 17 分)

 『我當莊嚴佛土』，則不能稱之菩薩。

 如來所的莊嚴佛土，並不是實際的東西，而是清淨無暇的心

、沒有妄念的心、沒有自我的心，才是莊嚴佛土。

 是菩薩心中應保持清淨無垢。

 如果菩薩能理解通達無我的法理，如來說他是真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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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下篇》讀誦

一. 《金剛經》法會因緣

二. 《金剛經》云何應住？菩提心

三. 《金剛經》修持後如何？

四. 《金剛經》如來說法？

五. 《金剛經》佛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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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剛經》修持後如何？ (1)

(1) 感觸相同

【經】須菩提。.. 如來有肉眼不。如是。… 如來有天眼不。…. 

如來有慧眼不。… 如來有法眼不。… 如來有佛眼不。如是。…。如

恆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

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

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多。世尊。(第 18 分)

 修持後具有五眼神通。

 所看到與常人感受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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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金剛經》修持後如何？ (2)

(2) 感受相同

【經】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

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第 18 分)

 所有眾生心的轉換，如來的感受也相同。

 心的感受也是隨因緣無常變化，這才真正的心。

 過去的因緣已不在，心無法追回。

 現在的因緣隨之離開，心無法讓它停下來。

 未來的因緣未到，心更無法掌控它。

19



Google：翻轉工作室

粘添壽 撰

三、《金剛經》修持後如何？ (3)

(3) 離色離相

【經】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

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

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

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

相具足。(第 20 分)

 修持具足的色身(形象、形狀)，說它沒有改變，確實有改變，但

看起來還是一樣的色身模樣。

 修持具足的形相(行為、舉動)，說它沒有改變，確實有改變，但

看起來形相還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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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下篇》讀誦

一. 《金剛經》法會因緣

二. 《金剛經》云何應住？菩提心

三. 《金剛經》修持後如何？

四. 《金剛經》如來說法？

五. 《金剛經》佛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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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剛經》如來說法？ (1)

(1) 無法可說

【經】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

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

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第 21 分)

 法需要自行領悟，比如：日月潭風光。

 說法者僅能引導方向，讓你自己去領悟。

22



Google：翻轉工作室

粘添壽 撰

四、《金剛經》如來說法？ (2)

(2) 眾生非眾生

【經】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

說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故。須

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第 21 分)

 未來眾生相信嗎？

 不是眾生，也不能說不是眾生，為什麼呢？眾生眾生並非是永遠

的眾生，只不過當時顯相是眾生。

 渡盡一切眾生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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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剛經》如來說法？ (2)

(3) 無法可得

【經】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

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

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第 22 分)

 心中無所得，才真正有所得。如果心中有所得，這表示還離不開

我、人、眾生、壽者等四相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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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剛經》如來說法？ (3)

(4)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經】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第 23 分)

 只要能符合眾生所需的法，皆可，無有高下。

 偋除四相的執著，修一切善法，就可得無上正等正覺。

 所說的善法，在心中沒有實施善法的念頭，才是真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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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下篇》讀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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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剛經》佛陀結論 (1)

(1) 福智無比

【經】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

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密經。乃至四句偈等

。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

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第 24 分)

 修持本經，福智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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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剛經》佛陀結論 (2)

(2) 無眾生，如來渡者

【經】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

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

者。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即非有我。而

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即非凡夫。是名凡夫

。(第 25 分)

 眾生需靠自己領悟、自己度自己。

 如來說我可以度眾生，而我僅能提供修行方向而已，需自行修

行，凡夫以為我可以度眾生。

 凡夫，我只取一個比喻而已，所有未究竟涅槃的眾生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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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剛經》佛陀結論 (3)

(3) 如來在你心中

【經】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

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

。即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

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第 26 分)

 如來就在你心中，無法以外貌來判斷是不是如來。

 如果說你看到如來了，聽到如來講話了，是外道所為，不能見到真

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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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剛經》佛陀結論 (4)

(4) 無所得還是要修

【經】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

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

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第 27 分)

 不要這樣想，如來沒有修足，就得無上菩提。

 這樣想，不用修行，憑其它方法就可得無上菩提了。

 我們說沒有一定的法可修，但還是要修行才可得無上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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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剛經》佛陀結論 (5)

(5) 不貪不受福得

【經】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

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何

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

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

德。(第 28 分)

 理解一切法能沒有自我執著、能忍受層層困厄修行而成。

 諸位菩薩不是為了貪念福德而修行，因此說不受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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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剛經》佛陀結論 (6)

(6) 如來在你身邊

【經】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

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第 29 分)

 你相信如來，如來就在你身邊；你不相信如來，如來就遠

你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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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剛經》佛陀結論 (7)

(7) 消除妄念

【經】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

。是微塵眾。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

。佛即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世

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

即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

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第 30 分)

 眾生的妄念就如同微塵，很多。

 妄念也是一種假象，不會永遠存在，可經過修持可消除。

 沒有妄念的世界，才是真世界。

 真世界也是假象結合，並非真世界，凡夫之人，認為有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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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剛經》佛陀結論 (8)

(8) 知見不見

【經】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

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

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

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第

31 分)

 為因緣所需的執著(知見)，用完即丟，不留掛念(不見)。

 所說的法相，如來說沒有一個固定的法門，才是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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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剛經》佛陀結論 (9)

(9) 一切有為法

【經】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

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第 32 分)

 有為法因人而異，沒有固定的方法。

(不可用教哥哥的方法，來教弟弟)

 大多是讓人『轉念』、『轉換思維』的智慧(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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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剛經》信受奉行 (9)

(9) 信受奉行

【經】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第 32 分)

 優婆塞、優婆夷：梵音譯。男信徒、女信徒之意。

 阿修羅：梵音譯，六道輪迴中介於天道與人道之間的眾生。

 三善道眾生才有機會修行。畜生、惡鬼、地獄道沒福分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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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下篇》讀誦37

一. 《金剛經》法會因緣

二. 《金剛經》云何應住？菩提心

三. 《金剛經》修持後如何？

四. 《金剛經》如來說法？

五. 《金剛經》佛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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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著作
 翻轉工作室

 Google：翻轉工作室

 資訊科技相關教學網站

 《凡人筆記》彙集

 Google：凡人筆記彙集

 人生哲學心得報告

 YouTube 粘添壽頻道

 YouTube：粘添壽

 教學、演講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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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服務時間

翻轉工作室 &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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