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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经的修法与感应 

 

             在三慧讲堂佛学讲座讲 

 

    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简云金刚经。这三个字的经名过去在大陆，现在在港澳星马一带，几乎是妇孺皆

知，其流盛之广，颇为惊人。 

    金刚经由梵文译成华文，有六种译本。其中以奘公的译本为精确；而通俗的流行本，当以鸠摩罗什法师

的译本为通畅流行，最合读者的兴趣与口味。 

    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使金刚经普遍的流行，那就是在唐代禅宗的惠能六祖；因听金刚经而明心见性，

大彻大悟，才开始在大江南北，大大的流行起来。 

    禅宗五祖弘忍大师，一夕为六祖讲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忽然大悟道：「何其自性，

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从

此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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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者，就把本经视作传佛心印的宝典。 

    本来自达摩东来，在梁朝弘扬禅法，经过慧可、僧灿、道信、弘忍的 四代，都以楞伽经的「佛语心为

宗」，为宗下唯一的宝典，递相传授。所 谓「楞伽四卷，可以印心」。到了惠能闻金刚经悟道，明心见

性，後人就 将金刚经替代了楞伽经，做为传法的心印。直至宋朝，弘盛尤甚。宋代设 有考僧制度，考僧皆

把金刚经列作主要的考科。因此本经在中国南北，就 一纸风行，不径而走。 

    本经的不径而走，虽与六祖的明心见性有大关系，但本经对学佛的 人，所提出修行的方法甚为扼要，

切於实用，亦是一大原因。它在正宗分 开始，就提出：「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

应住？ 云何降伏其心」的问题，这对於学佛的行者，怎样理解本经的经义，怎样 依据经义而修行，怎样修

行才能与佛法相应，从正见而走正路，获得佛法 的实益，达到学佛的目标。其关系是非常亲切而有意义

的，因其中包括三 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学佛的人应该怎样发菩提心？经中的答覆，是需要发四种心才能圆 成菩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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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要发广大的道心，普及一切众生，不是偏狭自度而不度人的。如 经文云：「所有一切众生之类，

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 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要把这十

类众 生，都摄在普度的范围。 

    二、要发最胜心；普度众生都入大乘最高的境界，不使堕於二乘的偏 真之地步。如经云?「我皆令入无

余涅盘而灭度之」。这无余涅盘，非小 乘涅盘，乃大乘最高的无住涅盘。 

    三、是要发无对待心；即於度人之际不起有分别的相对心，我为能度你 的人，你是我所度的人。应以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20/zhumo-b20-66.htm?rr=1470&db=zhumo�


无分别的绝对心，了知众生本性平等，度人 即是度己；同时知众生性空，如幻如化。我虽度众生，实在没

有众生为我 所度。故经云：「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 样度尽无量众生，而

没有感到我在度生，才是大量的度生，真正的度生。  

    四、要发无颠倒心；诸法性空，本无人我是非之相，如果你在说法度 生，觉得有众生可度，而起执实

之心，从功利权位上计较，起施恩图报的 思想，那即是心不清净，不与实相相应，未得佛法的真实受用。

须知「信 心清净，即生实相」。故经云?「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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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寿者相，即非菩萨」。 

    （二）云何应住；即怎样住於菩提心？凡学菩萨的行者，能如经中所说发 普度众生的广大心」。发证

入无余涅乐的最胜心，发不分别亲疏的平等绝对 心，发四相皆空的无颠倒心，便是契悟菩提，住於菩提的

无相境界了。能 保住这四种心境，则虽住菩提，而无菩提可住；虽度众生而无众生可度。 这才是无住而无

不住的所在。故经云：「菩萨於法，应无所住，行於布 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这

便是「应无所住而生其 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非住即非无住，便落於有住的妄心而非真心 了。从前

达摩祖师西来，有人问他为甚 要西来东土！他答：「要觅一个 不受惑的人」。不受惑即不受色声香等六

尘境所诱惑而有所住著的人。在 东土千千万万人中，他只要觅一个不受惑的人，这是何等大的口气。可见 

东土那时个个人都是受惑的，都是有住生心而不是无住生心的。但研究他 究竟有没有觅到那不受惑的人？

也许没有，所以他失意的只身西归。也许 有觅到那个不受惑的慧可，所以当他尽了肩膀上所负的责任，便

得意地只履西 归。把另一只履留给慧可了。足见学佛的人，老是有住有相是要不得的。 那是有相的邪住而

非无相的无住了。故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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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才是无住而无不住的境界，也是答覆了「云 何应住」的问题。  

    或「云何应住」，即应住於般若。般若性空，住而无住，无住而住， 无所不住，是为真住，而非妄

住。所以文殊般若经云：「佛告文殊，当云 何住於般若波罗密？文殊言：以不住於法，为住般若波罗密。

复云何不住 法名住般若波罗密？文殊言：以无住相即住般若波罗密」。三昧经云：「 如来所说法，悉从於

无住，我从无住处，是处礼如来」。这是要我们「欲 住其心，皆住无住，无住之住，乃为真住，其住无

住，其福乃大」。所以 要我们求大福，乃至求大寿，应修般若，其所得福如空普偏，无边无际， 如海广

大，其深无量。 

    （三）云何降伏其心？即如何把心调驯下来，安住於道。学佛的行者，如 果心有所住，住於有限量的

狭窄心，住於有余涅盘的下劣心，住於有相对 境界，觉有众生可度的我慢心，那就是妄心做事，乱想猖

狂，不能降伏心 猿意马，反之能住广大、最胜、平等、无颠倒的四种清净的心境，那末所 有妄心，都可降

伏了。如经说：「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於相」。「若菩 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就可降伏其

心，乃至如是持戒，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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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定等，亦可以降伏其心。为善种福，莫过於此。所以说或有未明理的 人，误会布施为求福报，若不住

相，岂非落空。殊不知布施有住相、有不 住相，不住相则福无边，若是住相，虽有福报，亦属人天有漏的

小福而 已。决不如无住相布施，其福犹如虚空那样广大，故永嘉证道歌云：「住 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

射虚空，势力尽，箭还堕，招得来生不如意」 

    在金刚经灵感录中说：「江陵李元宗，有女年方十三而多病，或恐不 寿。一夕梦一梵僧告诉她说：

「你有大善根，为何不持诵金刚经呢？世间 的人如每天念金刚经一卷，阳间可以增寿，命终可以生天。若



进一步，深 达般若三昧，并可直登涅盘彼岸；退一步即使未能深达般若，阴府亦难以 拘录」。女惊醒而觉

悟，开始发心诵经，初不太熟，每天只诵一二卷。日 久诵熟，每天诵念到三十卷。至廿四岁时，忽得伤寒

症，百药罔效，命归 阴府。冥王一见，对差人说：「此女有持诵金刚经，积有般若功德，可即 放还」。当

她欲回时，冥王并对她说：「汝父造多杀业，已减寿二纪，因 他平日好取生鱼作 ，今有七千多条鱼向他

索命。你回去告诉他，如果他 夜里梦困网中，白天必定头痛，那就是取鱼作 的冤孽」。她还阳具告其 

父。父闻其言大惊，因他确有夜梦困在网中，白天必感头痛之事。於是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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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向善，戒荤长素，与女儿同念金刚经，至老不懈。并发愿写金刚经四十 九卷，当其写满之日，梦一群青

年童子，向他拜谢说：「承你诵经写经功 德，使我们脱离苦境，往生善道，已解脱久积的冤仇，又增加你

的高寿 了」。李元宗自此诵经不辍！而且更加虔诚，後来活到一百二十岁，无疾 坐化。所谓「久诵金刚不

坏身」，不坏身、即是增加寿命。本人由於诵地 藏金刚二经得增福寿，具有坚固不坏的信念。希望在座诸

位听了，都能善 诵金刚，增长福慧，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