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願代眾生受無量苦，令諸眾生畢竟大樂」，菩薩的本願即是度化一切眾生，

悲心徹骨的菩薩，眼看眾生無量劫來始終在虛幻的夢境之中自取輪轉，自然不忍

自求解脫，甚而發起大悲心，往還於生死之中，普度一切眾生的願行時，對於度

化眾生的無量法門未通達，金剛經究竟無我分第十七：究竟無我究竟覺，竟畢住

降人法空，無有四相菩薩宗，我當修持無我法。事理之至理，完全圓滿了曰究

竟。無我者：人身本是五蘊及四大假合，一氣存在是我，一氣不來究竟無我。佛

在金剛法會上演講法要，無眾生可度，無四相可見，無佛法可得，無淨土可莊

嚴，究竟到底總是一個「無我」。佛告須菩提照本分九次無我法意，而成就全真之

究竟覺者，以達菩薩及佛境界。

須菩提在聽到「是經義不可思義！果報不可思議之結言後，自感當有若干細

惑未盡明瞭，故當機，恭敬的向佛請示。

曰：佛啊，弟子們都知道佛是最善於愛護我們的，但是對於善男信女已發無

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學佛渡生的真心），「云何應住」，如何使菩提心不退轉，

常住道場，為道場努力打拼，在修持過程中遇到考魔紛擾的妄心起時，如何離相

來降伏妄心呢？懇求佛慈悲，為大眾宣說。

對須菩提的發問，佛很歡喜，（善契佛意），稱讚他了解與會大眾（與後末

世眾生）的根機而發問。

佛告須菩提曰：菩提心，本來眾生皆具有，不過眾生為無明塵染所障蔽，善

男信女，既發了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者（想明心見性悟道成佛的心），須先了解

度自身中的眾生，（第一次表露無我）。當生「如是心」，「如是心」是什麼心：

就是發大願，立大志，我應「滅度眾生已」，滅度一切眾生，救度世上的眾生，

「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認為是應該做的事，這就是菩薩道是菩提心，直到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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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無，哪裡還有我呢？六祖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

性，即名大丈夫，天人師。

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須菩提啊！你們天天想悟道，想明心見性，大徹大悟的

話，我告訴你們「實無有法發⋯⋯」，實在沒有一個法，沒有一個東西叫做

「道」，你覺得有一個法可學，一個菩提心可發，一個「道」可得，你就錯了，無

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你本來就有的，只是你們沒開悟而已。（真佛無形，佛相

雕刻，真經無字，口傳心印，真性無體，四大假合，真法無相，眼藏正法）。

佛又說：須菩提，你認為怎麼樣呢？「如來於燃燈佛所，有⋯⋯」，如來是

指佛性，我這個佛性在燃燈佛所的時候，是不是有一個方法（無上正等正覺的法）

添加上去呢？

須菩提懇切的回答：沒有，沒有，世尊，「如我解佛所說意」，就我瞭解你

佛，釋迦佛所告訴我佛法的意義，為什麼這裡要用佛，釋迦佛：因為以佛性來講

的時候，沒有「所說義」，佛性是一切具足的，是不言說的，一切理一說出來就便

成「法」，所以這裡用佛，而不用如來，不用「如我解如來所說義」，是以須菩提

說，如我瞭解你釋迦佛告訴我的，你在燃燈佛所的時候，並沒有另外一個法得到

無上正等正覺，釋迦佛就印可稱讚須菩提說：沒有錯，沒有錯，你所說甚合我心

意，須菩提參通了。

佛又曰：「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法可以在

佛性裡面添加的，因為佛性萬法具足，故實無有法如來（佛性）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老子曰「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度眾生名曰得道」。道（佛性）你本來就

有的。

佛又曰「須菩提啊，若有法如來得⋯⋯號釋迦牟尼」，假使佛法不是最最高

的法，那另外有法可得菩提之法的話（當我悟道未開悟之前，還有一個法需要的

時候），你在修行上面就不夠，燃燈佛當下就應該給我授記，傳授成佛之法了。還

說個預言，你將來在什麼世界成佛，佛號叫釋迦牟尼。

「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為什麼呢？你知如來之意義否，因為如來者

就是本性光明，不染著，如其本來，所以曰「如來」。講到這裡把「如來」與「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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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分出來給你看了，「如來」就是佛性，「諸法如義」就是講佛性的意思，因

為萬法都是佛性延伸出來的。

「若有人言如來得⋯⋯於是中無實無虛」，假使有人說：「如來」這個佛性還

有得到任何一個法，最高的法，成佛的法，才能成佛的話，須菩提：我告訴你，

這是大錯特錯的，事實上沒有任一個法，包括我成佛的時候，乃至所有一切佛成

佛的時候，有一個法，叫作「無上正等正覺」的，你在佛性裡面所謂「無上正等

正覺」，他到底有「無虛」沒有「無實」存在，佛性是空中妙有，它沒有存在是因

為你不明瞭－未得「道」。佛性每一個眾生都有。有存在－已得道明瞭，而「得道」

的人知道他本來就有「道」，沒得道的人根沒有相信，「於是中無實」，那麼「實」

與「虛」差別在哪裡？差別在－明瞭與不明瞭（得道與未得道）。

「是故如來說，一切法即非一切法」，佛又曰：「須菩提，因為這緣故，如來

所說一切的妙法皆是佛法。」

如來所說的一切法是包含一切無量的善法與不善法，乃至於一切種種世間，

世出法。「一切法」，它的存在並不是佛性，一個方便的運用而已，一個應眾生種

種根器而顯現的法「即非一切法」，這一切的法，乃至於你把所有的法都集合起

來，你還是找不到「佛性」的，所有的法只是讓你瞭解以後知道有這個「佛性」

而已，不要以為實有一切法。「佛性」這個東西，你瞭解這個以後再把這法放下

來，這些法都會變法執，都要把它丟掉，一直到沒有了，只留下你的「佛性」的

實證，你對佛性百分之百的信任，到最後只剩下佛性的顯現，佛性取代了一切

法，就是「一切法了」。

佛說至此處，又舉列來問，須菩提：譬如有人的身體長又大，你的看法如

何？此人之身體是真長真大乎，須菩提回答：人身乃是色身，是有生滅的、有限

量的、不是最長最大之身，不過是假名而已。在「如來」佛性來講，「人身長大」

就是「法性」的意思，「即為非身，是名大身」無形大身並不是任何一個可以來

形容的，「是名大身」：「法性」才是真正的大身，因為「法性」可變萬相，含

蓋虛空一切的無量相。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即不名菩薩」，佛又對須菩提說：須菩提啊！你既

然明白一切法皆是佛法，和大身非身的道理，那麼成就菩薩之道也是如此（須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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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菩薩亦如是），達到佛性清靜，名為菩薩，度眾生離苦得樂是本菩薩分內事，

如果這樣說，我是菩薩，當滅度一切無量眾生，那就是有執著，如有我度的菩薩

和有所度的眾生，如有這個念頭就不配作菩薩了。

「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佛說：為什麼呢？須菩提，「菩薩」

這個境界的存在只是一個過程，眾生都是未來佛。「實無有法名為菩薩」，實在是

沒有任何法可以名叫菩薩的，是告訴所有的眾生，所有的修行人，都是要作到

「誓證佛果」，中間你都不要休息，菩薩只是一個過程，不要以此為滿足，所以沒

有別的法名叫菩薩。真正的菩薩是無我、人、眾生、壽者的。

「是故佛說一切法⋯⋯無壽者」，所以佛所說的一切法，有為的、無為的、世

間的、出世間的，無非是為眾生除去「我、人、眾生、壽者」這四相，使佛性清

淨，不但無眾生，也無所謂的滅度，更無所謂的菩薩（佛要破除眾生滿足於目前

的修行成就）。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是不名菩薩」，佛又說：須菩提啊！如果修到菩

薩境界有這樣的說我成菩薩了，我要把那個佛國天堂佈置莊嚴的比阿彌陀佛的佛

國還要莊嚴漂亮，就有莊嚴的法，是著我法兩相，不夠資格名為菩薩。

「何以故，如來說是名莊嚴」，為什麼呢？如來我所說的莊嚴佛土者非凡夫所

說物質世界的莊嚴，乃我心自性佛之莊嚴也，真正的莊嚴，是了不得，是功德圓

滿的莊嚴，才是真正莊嚴，不過為度眾生假名之莊嚴而已。

「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是菩薩」，佛作最後結論：你一個

修菩薩道的人，若以般若智直下大徹大悟到「無我」跟「沒有一切法」的存在的

話，那才是真正的修菩薩道，才是真能夠證道，為什麼？因為「通達無我法者」，

就是你已在自性佛位，你已在法性如來裡面了，你已無眾生可度，已無四相，無

佛法可得，無實有一切法可得，無著色身相，無滅度一切無量眾生，無菩薩名

相，無莊嚴的法，無莊嚴佛土，⋯⋯跟眾生一合相到了這種境界，才是達到真正

菩薩境界。

在數萬聽眾的金剛般若法會上，佛和須菩提的一問一答，為修菩薩道、修行

人說教。「無上甚深微妙法，願解如來真實義」⋯⋯這是佛法的高深博大⋯⋯佛

法如大海，點滴學佛眾生心。 （續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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