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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講解第二十九 
                                           講授：雪歌仁波切  029-20171103 第三座 

這裏我把重點抓一下。佛問須菩提，以三千大千世界滿滿的七寶來供養，會

有多少福德，問了這方面的問題。問這方面實際上是爲了表達什麼呢？是爲

了表達讀誦、受持四句般若經等等有多少功德。為了講這個功德就以三千大

千世界盛滿七寶供養來比喻，是吧？不然沒有必要講“善男子或善女人，以

三千大千世界盛滿七寶供養”這一塊。講這個的原因是讓我們知道受持、讀

誦四句般若的功德有多少，就用“三千大千世界盛滿七寶供養”的比喻來描

述功德有多少。 

為什麼打這個比喻？前面已經講了四句般若的功德有多少，我們已經知道

了，但現在這裏還要講。他表達的意思是為了讓我們知道：連讀誦四句般若

等等的功德就有多少，從這裏推到：般若是誰講的？是佛！那佛的身上福德

有多少？更是無法想像。 

復習 丙三“福自在具足” 

佛的福自在具足的意思就是佛的福報方面圓滿的意思。我們不要停留在字面

的意思上，字面好像表達的是，“善男子善女人把三千大千世界盛滿了七寶

供養的話有多少福德”，但實際上要表達的是：推理到佛陀身上的福德是完

全不可思議的！ 

下面，比如佛陀丟出問題後，須菩提回答，“甚多甚多”，佛陀也說，“如

是如是”，佛陀說的也是福聚資量“甚多”。當講“甚多”的理由時，“福

聚資量”是施設義找不到，所以它就有這麼多。意思是，“甚多”的時候，

我們腦子裏面不要停留在善男子善女人的福報方面，我們要把它推到佛陀身

上圓滿的福報方面，推到那裏就是“甚多”。這個理由是：如果這個福德存

在的話、有自性的話，就沒有辦法安立福德，所以：“若有福聚，如來不說

福聚福聚”。這裏是講“如果有自性，就無法安立福聚”。這個道理《金剛

經》從頭到尾都是這樣闡述的，這個大家知道了是吧？ 

我們昨晚的問答裏面，七義裏的甲五“不退失”，我想起來我好像沒有講到

“不失”的意思，“不失”是沒有落斷邊、沒有落常邊。落常邊、落斷邊就

叫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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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的每一個段落，都是糾正菩薩的想法，直到不讓菩薩落到斷邊、

不讓菩薩落到常邊的狀態，每個階段都一直這樣做，所以是“不失”。“失”

的意思就是退失的意思，是吧？落常邊，是退失；落斷邊，也是退失。 

這裏“福聚其量甚多”，就是解決落斷邊的問題。後面講“若有福聚，如來

不說福聚福聚”，這是解決落常邊的問題。 

我們要觀想面前有非常殊勝的場面，然後須菩提向佛請教，佛陀就給我們大

家開示，開示的內容現在到了“上求佛地”的第三個。第一是“淨土”，然

後“無上的見跟智”，第三福德方面的上求。 

我們要好好觀想對這方面的開示。大家有時候會覺得“又重復想、又重復想”，

會有這樣的感覺。我們要瞭解，《攝類學》裏面一直強調 “凡是有為法，一

切都是因”。我們想一個就是一個因，想兩個有為法就是兩個因，想三個就

是三個因。所以凡是我們所想的都種下了新的因，不是我們認為的重復，是

種下了新的因，這個要瞭解。 

特別對我們修行人來說，修行人主要是練習自己的心，所以要一直觀想：把

心裏面好的成長、不好的去除。 

培養心裏面的功夫就是修行，所謂的修行就是這個。這是我們基本要有的概

念，修行人要培養心，心是生生世世跟我們一起走的。現在來說，剎那剎那

永遠離不開我們的就是我們自己的心，自己會不會幸福主要靠這個心，跟物

質沒有什麼很大的關係。別人、旁邊的人會不會舒服，也是靠自己的心，你

的心好，他們會舒服；你的心不好他們會不舒服。所以自己也好、周圍也好，

都是這個心恒時來影響的、今生、來世、生生世世。所以心是這麼重要的一

個能量，不管我們好的能量還是不好的能量，都是依靠心的力量發揮出來的。

心好的時候，家庭雖然很窮，但還是很幸福。心不好，家庭有多少錢也會苦，

會越來越不舒服。所以心是一切，不管自己和旁邊的人，會不會快樂、舒服，

都是靠心這個磁場的能量、力量來影響的。 

我們修行人認識這個、瞭解這個，所以我們修心，就是這個意思。 

修行人好像一直坐著，外表沒有做什麼事。佛菩薩和那些佛像大家都坐著，

這是什麼意思呢？好好地調心，把心修起來，就是這個意思。你要在外面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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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就在外面忙。佛菩薩都是坐著的。這個意思是，我們是要在裏面幹活，不

是在外面幹活。 

心的培養是最重要的。有人問我：“仁波切，我坐著坐著沒什麼可想的。”

可以想的有很多呀，所有學的都是要想的。自己這麼多煩惱還沒有解決，有

做不完的事情，面對這個那個有太多的煩惱要解決了。我們來這裏幹嗎？不

是沒有什麼可做的樣子，太多的事情要做了，修行就是修心，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不要認爲都是重復或者沒什麼可想的。要想的太多了，要做的事情

也太多了。 

現在看剛剛講的《金剛經》這個段落，佛跟須菩提的談話中，開示了什麼內

容，字面上是這樣，實際上它的意義是那樣，然後把剛才講的，心裏面好好

想，佛慢慢慢慢一直提升菩薩的修行，這個階段叫“不失”，不讓他落斷邊、

落常邊，好好把他帶起來。心裏這樣觀想，大概五分鐘。 

後面我們怎麼辦？我們現在是什麼階段？我們不是菩薩，菩薩好像解決了執

著心。而我們什麼執著心都沒有解決，一個執著心也沒有解決，所以我們想：

我們從無始以來什麼執著心都有，不管面對什麼境，腦子裏面的念頭一出來

馬上就變成執著了。 

我們也把前幾天開示的《入行論》第三十四偈想一想。“諸法都是空，空也

是空”在這樣的一個理智當中，一直保持，這個也觀想五分鐘。總共十分鐘。

我們開始。 

如此祈求，光跟甘露降下來，去除我們的執著。後面一邊觀想空性，一邊入

定一下，好像更堅固起來的樣子，然後甘露又降下來，這樣輪流觀想。入定

的時候，要注意剛才講的理智。理智的意思不是強迫自己要理智。理智是什

麼樣子呢？理智是不會出現任一個世俗的法，不會出現不等於破世俗。不出

現是不是一個理智的界線呢？如果你有出現世俗的法，等於不對的。但是不

出現世俗的法的作用不是破世俗諦的法，不出現是指理智觀察的時候找不到

的意思，尋找的時候找不到，它是名言量有，但是連“名言量有”也不會出

現，因為我們不是在名言量當中，所以不會出現，如果出現就不對的。也不

可以說腦子是空白。腦子是非常明銳的看到法的實相，追的時候沒有了，是

看到了“沒有”這塊，所以不是空白，是看到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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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或“明銳”的意思是：明白“施設義追它的時候沒有”。不是看到

有一個東西出來。我們自己理解“明白”的意思好像一定要有一個成立法，

《攝類學》裏面用“遮法”跟“成立法”，好像出現一個成立法的樣子，事

實上不是這樣子。因為法本身有遮法、有成立法，遮法裏面有非遮、無遮。

這裏無遮也是一個法，明白這樣的東西。所以腦子裏面如果出現聽到鳥的聲

音，耳朵聽到但是心裏馬上想不要跟著它，心裏面追、抓不到、沒有了。所

以這個“沒有了”施設義找不到，什麼都不出現，要這樣子想。我們再繼續

觀修五分鐘。 

下面這個已經解釋了，是不是打坐時間長一點點，你們覺得可以嗎？已經懂

了嘛，是吧？已經了悟空性了（仁波切笑）。 

當然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用真正的有奢摩他的定力，如果按次序來說，先緣世

俗的一個物品，比如緣佛像來培養定。因為“空”這個道理好像抓不住，抓

不住的時候，心去緣它不是這麼容易的。它是一個概念、一個道理，而且它

是無遮的，所以是很難緣的一個東西。你看宗大師的“奢摩他”裏面，完全

沒講修的時候所緣要空性。當然後面有了定的功夫之後，可以生起緣空性的

奢摩他。如果根本就沒有定力的話，緣空性是相當難的。為了生起奢摩他，

緣空性是沒有辦法的。有了定之後，那緣空性的奢摩他不僅可以生起，而且

緣的時候還會有幫助，定會更好。 

應該這麼理解，比如我們緣佛像修奢摩他，跟緣空性修奢摩他，如果這兩個

相比，當然緣空性的奢摩他比較難生起。從一個你們容易知道的道理看，緣

空性的奢摩他與緣佛像或其他的奢摩他，這兩個比較的話，緣空性的奢摩他

很難，或也可以說這個奢摩他品質高。品質高的意思是從定的穩定度來說的。

緣佛像的奢摩他的穩定度完全不如緣空性的奢摩他的穩定度高。所以緣空性

的奢摩他穩定度更高，就是這個意思。 

緣空性的奢摩他的品質高的原因就是定的穩定度相當高。 

為什麼定的穩定度相當高呢？因為空性是法究竟的實相，所以如果真的緣到

法的究竟實相的話，比如說房子的地基挖很深的話，那就穩的不得了。如果

地基淺的話，雖然沒有搖，但是搖的可能性很高。和這個道理一樣，你緣法

的究竟實相，那動不了的，這個穩定度相當高。緣世俗諦的法的表相這些，

穩定度就沒有那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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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智慧也是這樣，緣空性的毗缽舍那的智慧，跟緣無常等其他方面的毗

缽舍那，這兩個比較哪一個高呢？緣空性的毗鉢舍那比較高。為什麼呢？因

為緣空性的毗缽舍那看得更深。雖然兩個都是智慧，一個看到法的實相，看

得很深；而緣無常、四諦等的毗缽舍那，還是從法的表相上觀察的，所以不

一樣。 

我們這麼理解，資量道下中上品，然後到加行道。加行道的界線是緣空性的

毗缽舍那能不能生起，這個是界線。 

緣無常等其他的毗缽舍那是資量道，甚至還沒進入資量道之前，在我們完全

沒有入道之前都可以生起緣無常等的毗缽舍那。 

對緣空性的毗缽舍那不容易生起，這是進入加行道的界線，緣別的毗缽舍那

就容易生起。 

所以，如果真的生起緣空性的毗缽舍那的話，那這個奢摩他很穩。這個緣好

像會幫助奢摩他的樣子，所以這和密乘的道理接近，密乘裏面說，緣中脈、

心輪或臍輪或密根輪，然後明點，觀想明點裏面，明點本身是白芥子一樣的

大小，在這麼小的裏面就要觀想整個壇城，所以緣很細、很小的話容易生起

奢摩他，對生起奢摩他有幫助，因為所緣境本身比較細，它會幫助聚焦於一

個地方，緣到這個地方，就容易生起定力，對生起定力有幫助。 

所以相對來說，有一點點“法的究竟實相是空性”，對究竟實相聚焦很深的

法、很深的對境的時候，反過來對定上面會有幫助。沒有緣到，我們就東跑

西跑的抓不到。如果緣到的話，它會相當有幫助。 

我相信雖然我們沒有緣到，但是起碼還是往那個方向走。往那個方向走的時

候一樣，整個世俗都會容易消失，煩惱也容易消失，所有的散亂都容易消失。

因為我們所有的煩惱、散亂都是在名言的法上面，現在我們離開名言的量，

在理智裏面的狀態時，就會容易遠離散亂，應該對這方面有幫助。 

原來大家急我也急，好像感覺《金剛經》講不講得完？現在講完了，我們有

時間可以慢慢打坐，心裏也不擔心沒有學完、沒有講完，現在心有點定下來

了可以好好打坐。現在繼續打坐半個小時。 

復習 丙四、相身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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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看“丙四、相身具足”這塊。看一下佛的八十隨行好和三十二相，我

們思惟佛身體的功德有多麼圓滿，思惟的同時要注意不要執著，要瞭解這裏

講的不要執著的意思。須菩提回答：“不也，世尊”，A33 這裏，“不可以

色身圓實觀於如來”。A34 也是，“不也，世尊。不可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 

這裏跟後面講的那一段不一樣，丁五安立“攝取法身”的時候，佛完全在法

身裏面，除了法身以外沒有一個佛，所以不可以從三十二相來認佛。講那裏

的時候，有一個可以認的佛，就是以法身來認、以法身來觀如來。不可以以

色身來認，但是可以以法身來認。 

有時候這麼理解，比如“不可以三十二相、八十隨行好來認如來”，這是講

哪一個如來呢？是總的如來還是別的如來？ 

學生回答：總的。 

仁波切：錯！（仁波切笑）這個不是總的，這個是別。因為這裏是講佛的色

身，不是總的佛，是指佛外面的這個色身。所以“佛外面的色身怎麼觀？”

是這個意思。 

觀的時候，不可以三十二相八十隨行好來觀，意思是“不可以施設義找得到

的三十二相”來觀，“不可以施設義找得到的八十隨行好”來觀佛的身體的

意思。 

要觀佛，而且要觀佛的身體，這是什麼意思呢？佛的身體就是三十二相、八

十隨行好，為什麼又說不可以三十二相、八十隨行好來來觀？到底是什麼意

思？意思是，前面要加“不可以施設義找得到”的三十二相這樣來觀，“不

可以施設義找得到的”八十隨行好來觀，就是這個意思。 

前面乙三欲得佛的色身跟這個一模一樣，也是這個意思，欲得佛的色身，也

是別，不是總的。欲得佛的色身時，也不可以三十二相來觀，所以那個不可

以觀的如來，不是總，是別。 

後面丁五“攝取法身”講的就是總的佛、總的如來。可以以三十二相來觀嗎？

不可以。從什麼來觀呢？從法身來觀。從法身來觀的意思是，這裏不可以加

“以施設義找得到的法身來觀”。這個法身來觀的意思就是以法身來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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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是叫“攝取法身”。所謂的佛就是法身。我們要瞭解，有時候好像句子

是一樣的，但它的意義不一樣。 

現在這裏講的是，對別的佛的外在身體，我們要想他具足，但想的時候不可

以執著。A33 這裏，“不也，世尊”，A34 那裏也是“不也，世尊”。一直

講“不可以”的意思。 

三十二相找不到的意思是施設義找不到，不可以說名言中沒有。名言中有。

下面講，“故如來說名諸相具足諸相具足”，前面也是，“如來說名色身圓

實色身圓實”。所以是施設義找不到，但名言還是有的。 

“名言有”這塊，剛開始修的時候不可以同時修的。打坐的時候，不可以說

“是故如來說名言有”，那你已經有名言量出來了，不可以這麼想。“如來

說非……”找不到的這個階段，然後出定，面對名言量時，以根本定的力量

來顯現，“故如幻化、故名言有”。 

以打坐力量的結果，後面出定的時候，看任何一個事情，就是名言有。以這

樣方式面對。所以這裏講的“故名言有”，不是打坐的時候想的。打坐根本

定的階段，是想“非圓實”或“非諸相具足”。 

佛對菩薩這麼開示。我們自己想一想，雖然我們自己都沒有三十二相、八十

隨行好，但還是對身體執著。如果自己有三十二相八十隨好的話，那值得執

著是可以理解的。可我們對這麼不值得執著的還是如此執著。 

我們對身體的執著也是蠻厲害的，不用說空性要破的執著，連常法的執著，

我們也強得不得了。自己不能接受自己老是吧？所以連常法的執著心都這麼

強，無常更不能接受。 

當然對我們這些常法的執著心來說，裏面還是有中觀講的執著心，它還是在

的，而且施設義也找得到，在這個基礎上，才可以說常法。如果沒有這個基

礎，就無法安住常法的執著心。所以我們雖然有各種各樣對“常、樂、我、

淨”的執著，現在把執著都挖出來的話，施設義是可以找得到的。 

現在是以施設義找不到的力量去除平常的常、樂、我、淨。對自己身上的常、

樂、我、淨的執著，或對別人身上的常、樂、我、淨的執著都去除。以這種

方式來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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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和剛才一樣，觀想十分鐘。先用五分鐘把經典的內容好好瞭解一下，然

後腦子裏面清楚的時候，再把佛跟須菩提討論的內容、開示的內容，對菩薩

怎麼樣開示，我們好好觀想。我們這些聽眾也祈求，祈求以後也要像佛對菩

薩開示一樣，佛也來給我們開示，帶著我們把這條道路修圓滿，讓我們非常

順利的成就。把這個道理觀想五分鐘。 

然後再看看自己，佛對菩薩是這麼開示的，我們自己是什麼樣子呢？我們是

很差的。我們對自己、對他人身上面，完全沒有什麼可以執著的地方，我們

執著它的常樂我淨等等，這些常樂我淨裏面確實是施設義找不到的。如果施

設義找得到的執著心——沒有，其他的都沒辦法存在。所以我們觀想，所有

的這些執著心怎麼打破呢？從根打破。追的時候，抓不到，完全不是我們平

常想像的那樣，我們平常的想像基本都不對的。所以修這個“找不到”修五

分鐘。總共十分鐘觀想一下。 

回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