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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说此经之缘起： 

     （法成法师译）： 

     尔时，世尊等入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异门。复于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

波罗蜜多时，观察照见五蕴体性，悉皆是空。 

     （唐玄奘大师译）：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尔时：  指的是佛陀进入三摩地、开始说法的那个当下。一般佛陀是不会主观地讲说自

己的想法的。那么，为什么现在佛陀进入禅定、开始说法了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与会大

众们，善根都圆满成熟了，佛陀观察到这样的一个因缘，知道这就是说法的正确时机，所

以佛陀平等地进入三摩地。 

     在所处、时间、本师、眷属、佛法等所有条件圆满之时，世尊入于一种甚深禅定，也

即趣入甚深明了之等持当中。 

     世尊：佛陀之异名如‘如来’、‘吾等本师’、‘出有坏’、‘正等觉’、‘遍知’、

‘人天导师’、‘释迦狮子’、‘瞿昙大圣主’、‘释迦牟尼佛’‘无二语’、‘普贤

王’、‘三身者’、‘众生师’、‘妙法王’、‘法圣主’、‘能仁王’、‘善逝’、

‘善说尊’‘无等尊’‘十力者’等等。 

     等入：平等圆融地深入，平等地安住于三摩地当中。 

     甚深：首先，甚深明了三摩地的‘甚深’，指的是胜义谛空性。无垢友阿闍黎认为：

这里将空性称为‘甚深’的理由，是因为‘空性’超越了一切经验与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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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小品般若经》中也说：‘甚深相者，即是空义。’接著又说道：‘般若波罗

蜜甚深难见难解，毕竟离故。’从这里可以知道，‘甚深’的意思，是说它超越了念头和

言语。 

     龙树大士在《中观根本慧论——观我法品》中说： 

一切实非实， 亦实亦非实， 

非实非非实， 是名诸佛法。 

自知不随他， 寂灭无戏论， 

无异无分别， 是则名实相。 

若法从缘生， 不即不异因。 

是故名实相， 不断亦不常。 

不一亦不异， 不常亦不断。 

是名诸世尊， 教化甘露味。 

     而在世亲菩萨的《十地经论》当中，透过‘寂静甚深’、‘寂灭甚深’、‘空甚深’、

‘无相甚深’等等九种理由，来说明何谓‘甚深’。因为一般的阿罗汉、凡夫、外道等根

本没有办法明了远离一切戏论、远离一切勤作思维的一切诸法的法性，这种法性是极为深

奥的，所以叫‘甚深’。 

     明了：这样甚深的境界，在佛陀的各别自证前能明明了了地完全照见，所以这种等持

既是甚深的，又是光明的。“三摩地”，也即等持或禅定的意思。 

     三摩地: 一般来说，佛陀一直都平等安住在三摩地当中，在法界中不会动摇，一直安住

在空性中，因此他自己并不需要重新安住于三摩地。但是，在‘所化众’所要度化的众生

眼中来看，佛陀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三摩地，他们（所化众）觉得佛陀进入一个新的三摩地，

其实佛陀一直在三摩地当中。 

     佛陀为什么要示现进入这样一个三摩地呢？因为佛陀藉由这样的三摩地，能够让当时

以观世音菩萨为主的眷众们，理解甚深的空性。或者说，藉由这样的三摩地，佛陀让眷众

们，了解到他的心意和他的世界，或他的境界。 

     本来，在佛陀的境界中，入定和出定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里之所以说佛陀入定，主

要是为了在具有分别念的所化凡夫众生面前，显现色身的入定与出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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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佛陀的心意，除了他自己和其他诸佛之外，是无法被其他任何众生所理解、

了解的，连声闻、缘觉，甚至大菩萨都无法知道。但是，佛陀拥有一种特殊的加持力，能

够加持一般众生，或者说他的所化众，能够了解他到底在想什么。就像是《根本说一切有

部毗奈耶药事》当中提到：“尔时世尊起世俗心，作此心时，乃至虫蚁皆知佛意。”佛陀

有一种力量，当他起世俗心，能让一些昆虫蚂蚁都能了解佛陀在想什么。 

     总之，这里的‘甚深明了三摩地’，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三摩地，接著谈谈‘三摩地’

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指‘内心专注于对境上的一种状态。’或是一种集中精神的状

态。 

     从字面上来看，‘三摩地’有‘令心寂静安住’的意思。这是透过专注力和觉知力，

帮助行者的内心不被外境所牵引，让自心的‘清晰’和‘稳定’这两个部分，平衡地安住

在对境之上。 

     三摩地很重要，《解深密经》中提到：‘三摩地，是大乘和小乘一切功德的根本。’

由此可知，它是非常重要的。世亲菩萨也在《俱舍论》当中提到：“戒修胜如次，感生天

解脱。”这句话的意思是，‘持戒’能够帮助我们升天、往生善道，‘禅修’能够帮助我

们解脱。你想要解脱，要禅修、打坐。意思是说，没有三摩地，无法出离欲界，更不用说

解脱了。因此这是很重要。 

     法：‘法’这个字，梵文意思是‘达摩’，它本身具有多种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个含

义是‘秉持或维持’，是指一切的事物维持自性，因为每一个事物，都有一种‘自我持守’

的特性，因此一切事物都被称为‘秉持’、‘持守’、或‘法’。 

     然而这里‘法之异门’的‘法’，指的是‘佛陀的正法’正法又分证教二法，一般来

说梵文的‘法’字有多种含意，此处指的是佛陀的法。 

     ‘法’具有一种殊胜的维持能力。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依照阿底峡尊者的‘三

士道’体系，说明如下： 

     （一）下士道的法：能帮助众生维持在人天善道上，而不落恶道； 

     （二）中士道的法：能帮助众生维持在一边寂灭涅槃的果位，而不落入轮回； 

     （三）上士道的法：能帮助众生维持在佛果，而不落入轮回与一边寂灭的涅槃二边。 

     佛法就具有这样特殊的维持能力。维持一般来说是指诸法维持自己的本体或自性，此

处指的是佛法，因为佛法有以上所述‘殊胜的维持能力’。 

     之：‘  的’是一种连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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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讲义中认为，“法之异门”指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所有不同的法在胜义中远

离一切戏论，在世俗中如梦如幻地显现。 

     异门：的意思，就是‘不同的类型’。所以‘法之异门’的意思，就是‘法的不同类

型’，例如：二谛、四圣谛、三学等等不同的佛法类型。 

     由于这里的‘法’，特别指的是正法当中的‘三摩地’。一般的‘法’是指一切事物，

这里的‘法’是指‘正法’，‘异门’特别指的是‘三摩地’。 

     因此‘法之异门’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指‘三摩地的不同类型’。因此‘甚深明了三

摩地法之异门’的意思，就是说某一种名为‘甚深明了’的特殊三摩地。 

     复于：这边的‘复于’的意思是，不仅只有佛陀专注于甚深的空性中，观自在菩萨也

进入了甚深的见地。 

     尔时：当所有的眷属都在场，佛陀已经入于甚深禅定中时。佛陀进入甚深明了三摩地

的下一刹那，紧接著就是观音菩萨安住在甚深空性的开始。因此称为‘尔时’。 

     观自在菩萨： 观自在菩萨，是我们很熟悉的名称，在一些经典里面称为‘观世音’，

两者都是指同一位菩萨，但名称的意义上有些不同： 

     一， 观世音菩萨：这是从他救护苦难、利益他人的角度来取的名字。 

     二， 观自在菩萨：这则是从这位菩萨证悟‘人无我’和‘法无我’，能够不刻意、自

然自在观察空性的角度，也就是‘自利’的角度，而取的名字。 

     ‘观世音’是从利他角度所取的名称，‘观自在’是从自身功德圆满的角度所取的名

称。 

     观自在菩萨实际上是一位仍然在修行，下一辈子就会成佛的菩萨。但是在某些经典中

认为，其实观自在菩萨过去就已经成佛了，名字叫做‘正法明如来’。 

     根据圆测大师的说法，‘已经成佛’的观自在菩萨，和‘将会成佛’的观自在菩萨，

是不同的菩萨，但是名字一样，有此说法，他是唐朝玄奘大师的一位弟子，是韩国人。 

     摩诃萨：的意思是大菩萨，指的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才称为大菩萨。 

     如《入中论》中所讲：得一地以上才能称作菩萨；摩诃萨：指大菩萨，一般而言，处

于三清净地（八、九、十地），才能说是大菩萨。为什么说是“大”呢？因为这三个地以

上的菩萨，有广大的布施、智慧、能力，能入于广大的大乘法门，能降伏各种魔众等等。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观察照见五蕴体性，悉皆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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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跟佛陀很相像，他也透过了修行，安住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

中，并且以智慧观察、照见、看到了五蕴的体性都是空性。这也是在暗示说，后世的修行

者们，如果能够照见到五蕴空性的本质，就能够开显出般若的智慧。 

     圣天论师在《中观四百颂——破见品》中说： 

空无我妙理，诸佛真境界， 

能坏众恶见，涅槃不二门。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指在所有的眷属中，观世音大菩萨也在行持般若波罗蜜多。

“行”有几种意思：从广义来讲，阅读、听闻般若波罗蜜多等等，都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也就是说，以般若为对境，以十种法行的方式来行持，叫行持般若波罗蜜多。此处观世音

大菩萨的行，是指安住。当佛陀入于甚深禅定中时，观音菩萨也随着佛陀而入于智慧的境

界中，观修（行持）并安住于般若波罗蜜多空性之中。 

     十法行：在《般若经》中佛告阿难言：“受持此修多罗，有十种法，何等为十？一者

书写，二者供养，三者流传，四者谛听，五者自读，六者意持，七者广说，八者口诵，九

者思惟，十者修行。阿难此十种法能受持此修多罗。” 

     弥勒菩萨在《辨中边论》中讲到十种法行曰： 

此助伴应知，即十种法行。 

               谓书写 1 供养 2，施他 3 听 4 披读 5， 

                 受持 6 正开演 7，讽诵 8 及思 9 修 10。 

行十法行者，获福聚无量。 

     于此大乘有十法行，一书写，二供养，三施他，四若他诵读专心谛听，五自披读，

六受持，七正为他开演文义，八讽诵，九思惟，十修习行。修行如是十种法行，所获

福聚其量无边。 

     般若：按印度讲义的解释方法，般若分三种：般若剑（断除五蕴自性）、般若金刚

（摧伏苦蕴）、般若灯（破除无明暗昧）。总而言之，以一切相无分别智慧，证一切法空，

就是般若。 

     波罗蜜多：由般若即能到达彼岸，故名波罗蜜多。波罗蜜多分三种：世间波罗蜜多

（能遮止三恶道苦）、出世间波罗蜜多（永断生死轮回后，获得寂灭之涅槃）、出世间的

胜义波罗蜜多（观三界如梦，不乐欲于涅槃；观一切有情如幻，也不希求佛果，这是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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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诸佛菩萨之境界）。因为一切法皆自性涅槃，如果获得无住涅槃，即名获得胜义波

罗蜜多。 

     观察照见五蕴体性，悉皆是空：这时，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一切有为法（器世

间与有情世间的所有法），都可归纳为五蕴。所谓“五蕴”，汉传佛教又称五阴或五聚，

表示积聚的意思，也即众多的色、受、想、行、识堆积在一起，覆盖了真如法性。五蕴当

中的第一个，就是色蕴，然后依次是受蕴、想蕴、行蕴、识蕴。这句话的意思表明，观自

在菩萨已经现量地洞彻一切有为法都是空性。 

     照见也分几种： 

     凡夫的照见，是以总相与自相的方式见到，比如五蕴皆空，我们可能是以理论方式进

行推测观察，以寻思分别念来照见五蕴是空性而已，实际上根本没有真正见到五蕴的空性；

声闻缘觉的照见，是通达一切五蕴皆是痛苦的因缘，五蕴为苦为集，以人无我的方式照见

五蕴皆空；佛陀和菩萨的照见，是以法无我与人无我的方式完全照见五蕴皆空，其所照见

的五蕴皆空境界是最圆满的。 

     这一段的整个意思是说：当所有的眷属都在场，佛陀入于甚深禅定中时，观世音菩萨

也随着佛陀入于智慧的境界中，观修安住般若波罗蜜多的空性，并通达五蕴体性都是空性。

此处“观察照见五蕴体性悉皆是空”一句，可以直接说成“照见五蕴皆空”，这样就能和

唐玄奘译本保持一致，因为意义上是相同的。 

     虽然“度一切苦厄（离诸苦厄）”这句话，在藏文版中没有，但据我所知，包括玄奘

译本在内的好几种汉文版的《心经》当中，都有“度一切苦厄”这句话，究竟是何原因，

现已无从考证。不过我想，无论是西藏前译派的译师们，还是汉地的诸大译师，很多都是

佛菩萨的化身，他们在翻译经论的时候，都是很慎重的，这句话应该有一定的来历，所以

我还是稍加解释。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即：超越、远离了一切苦厄。所谓“苦厄”，也即苦难、痛苦之意。

依照《俱舍论》的说法，痛苦分为三种：苦苦、变苦和行苦。在《大智度论》当中，又将

痛苦分为两种，即内苦和外苦： 

     1、内苦：内苦又分两种，即身苦和心苦。身苦：是指饥饿、疼痛、疲劳等肉体上的痛

苦；心苦：也就是精神上的苦，像瞋怒、憎恨、嫉妒、忧虑、悲痛、哀悼、恐惧、苦闷等

七情六欲； 

     2、外苦：外苦是生存环境上的苦，包括虎、狼、蛇、蝎的毒害，风、霜、雨、雪的侵

袭，以及交通事故，飞机失事、空气污染、食物中毒、台风、海啸等天灾人祸。以上讲了

此经的缘起部分，也即《心经》是依靠什么样的因缘才出现。其中最主要的因缘，是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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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定。因为，如果佛陀当时不入定，观世音菩萨就可能得不到佛的加持而入于智慧定中，

舍利子也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印度以前很多的大讲义中都认为，《心经》出现的主要因

缘，一个是佛陀入定的加持力；还有一个，是观世音菩萨透过佛的加持力，也行持般若波

罗蜜多，并照见五蕴皆空。 

     可能有人会问，在佛的众多眷属中，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是最主要的人物呢？依有些论

师的说法：观世音菩萨当时是贵族，是法会最主要的负责人，因此舍利子向他提问。表面

看来，诸佛菩萨集会，也像我们现在开法会时一样，有主要、次要的参与者，比如说法的

上师、主持人、高僧大德、与会信众等等。在佛陀当时的所有眷属中，目犍连、舍利子、

观音菩萨、文殊菩萨等是在佛陀身边经常出现分别能代表大小二乘的几位大弟子，所以在

众多的弟子中，的确也有这样的差别。 

     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这部经宣说的是大悲空性，佛陀以神通力照见，如果由观世音

菩萨来宣讲，会有无量众生得到利益，故特意加持观世音菩萨行持般若波罗蜜多，并照见

五蕴空性，蒙受佛的加持力，舍利子也特意向观世音菩萨提出这个问题。 

     由此可看出，《心经》的主要人物只有三个，其中佛陀是最重要的。虽然整个过程中，

佛只在最后说了一句“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彼当如是修学般若波罗

蜜多，一切如来，亦当随喜。”，其他所涉及的整个基、道、果的全部内容，都是由舍利

子提出问题，观世音菩萨回答宣说的，但不管怎样，所有问题都是佛加持舍利子提出，并

入定加持观世音菩萨回答宣说的。 

月称菩萨在《入中论——菩提心现前地品》中说： 

无我为度生，由人法分二， 

佛复依所化，分别说多种。 

如是广宣说，十六空性已， 

复略说为四，亦许是大乘。 

     龙树大士在《教王宝鬘论——轮番说因果品》中说： 

欲自世间众，得无上菩提， 

菩提心为本，坚固如山王， 

悲心遍十方，不依二边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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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寂天大阿阇黎在《入行论——智慧品》中说： 

为度愚苦众，菩萨离贪惧， 

悲智住轮回，此即悟空果。 

空性能对治，烦恼所知障， 

欲速成佛者，何不修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