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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诫修学般若法门）： 

    （法成法师译）：舍利子，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这是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答案的结语，完整将利根和钝根弟子的修行方式，全面性的做

了一个总结。 

     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宣说完密咒之后，继续告诉舍利子尊者：舍利子，大菩萨应该这样

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此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总结整个《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内容，然后教诫、交付

于舍利子尊者（实际上也是教诫后人）：凡是发了菩提心的大乘菩萨行者，一定要尽己之

力好好修学以《心经》为主的般若空性。 

     这是很重要的，弥勒菩萨也说过：获得见道的根本因有三种：第一是给别人宣讲般若；

第二是让别人现证般若空性的意义；第三是自己入定修习般若，这三种因的功德是不可思

议的。 

    《大般若经》中也讲：这三种因可以产生见道的功德和境界，其中的每一种因都有无量

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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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喀巴大师的《现观庄严论疏——金鬘论》中也说：如果能让声闻种性的人受持般若

空性，使其于此境界中安住哪怕只有一天，这个功德比令整个三界众生都获得声闻果位的

功德还要大。 

    《大圆满心性休息大车疏》在密宗部分也讲到：安住一刹那空性的功德，也大于为三界

众生赐予慧眼的功德等等。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集修福慧二资粮。 

     龙树大士在《教王宝鬘论——积菩提资品》中说： 

不可思福中，出生佛妙相，大乘圣教说，大王如实听。 

能生诸缘觉，有学及无学，无余世间福，如世无有量。 

以此十倍福，成就一毛孔，佛陀诸毛孔，皆与彼同成。 

能生诸毛孔，所有之福德，以彼之百倍，许成一随好。 

尽彼福德数，感得一随好，究竟即如是，直至八十间。 

成就八十好，所有福资粮，以此百倍成，大士一妙相。 

成卅二相因，乃是大福德，此等千倍成，满月白毫相。 

白毫相之福，十万合为一，能生无见顶，怙主之肉髻， 

成顶髻相福，广大千万倍，当知能生一，十力者法螺。 

此福虽无量，然如说十方，世界皆十倍，略言具限量。 

佛陀色身因，亦如世无量，尔时法身因，如何有所量？ 

一切因微小，尚生广大果，佛因无有量，难思果有量。 

诸佛之色身，由福资所成，法身若摄略，由慧资所生。 

是故此二资，获得正觉因，如此总言之，恒依此福智。 

由正理教说，令得安慰因，成就菩提福，于此勿懈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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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佛认可而遣除怀疑）： 

佛亲口宣说的经文 

    （法成法师译）：尔时世尊从彼定起，告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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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佛从禅定中出定，并开始赞叹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好的好的（善哉善哉），好

（善）男子，是这样，是这样的（如是如是），不管是词句还是内容，你说的一点都没有

错。正像你所说的一样，大家应该修学般若波罗蜜多，不仅是我释迦牟尼佛，包括所有如

来，都会对此随喜嘉勉。 

    “尔时世尊从彼定起”以前的内容，全部是佛陀意加持的佛经，而这一段才是佛陀亲口

所说的佛经，后面‘随喜赞叹’的那部分则是佛陀开许的佛经。可以说《心经》就统摄了

加持经、亲口宣说经及开许经三种经。 

     为什么此经要由佛陀最后认可呢？有些藏传佛教的讲义认为，这牵涉到几个理由： 

     其一，如果佛没有赞叹的话，舍利子尊者会这样想：我提出的问题是不是错了？他心

里会有一种疑惑。 

     其二，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也会有疑惑：佛陀在场时，我虽然宣讲了般若波罗蜜多空性，

但到底我讲得对还是不对？ 

     其三，其他的天人、罗刹、夜叉、乾达婆等众生也会这样想：刚才舍利子尊者已经提

出问题，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也给我们宣说了般若，但观世音菩萨摩诃萨说得对还是不对呢？

如果得到佛陀的认可，舍利子尊者会想：我今天提出的问题这么殊胜，连佛都认可了；观

世音菩萨摩诃萨心里也想：太好了，我今天的回答让佛陀都高兴了，依靠佛陀的加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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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完全说对了；其他众生也想：今天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所说的这些话，实际上是佛陀所

认可的，佛刚才也说“善哉善哉”，那就跟佛陀亲口宣说的经没有任何差别了。 

     这里也有大德注释说有两点： 

     一，佛陀认可观音菩萨摩诃萨所说：‘尔时，世尊从彼定起，告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

萨曰：善哉，善哉！’这一段，是说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支持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的说法，

并且告诉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说：‘如是！如是！’你这样说是对的！菩萨修学五道的方式，

就是像善男子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你所说的一样，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你说的很正确！菩萨们

也应该像你所说的一样去修学。这里就是对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所说《般若法》的认可，也

就是释迦牟尼佛支持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的说法。 

     二，一切如来随喜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所说：‘一切如来亦当随喜’，意思是，不仅是

释迦牟尼佛，其他的一切如来，如过去的燃灯佛、迦叶佛；现在的本师释迦文尼佛及未来

的弥勒佛等十方三世诸佛也都会支持认同观音菩萨摩诃萨的说法。 

三、（随喜赞叹）： 

佛陀开许的佛经 

    （法成法师译）：时薄伽梵说是语已，具寿舍利子，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一切世间

天人阿苏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佛陀认可之后，负责提问的舍利子尊者，回答问题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以及在场的

世间人、天人、阿修罗、乾闼婆等无量无边的众生（每次佛陀说法的时候，都有无量无边

的各种不同形象、不同颜色、不同语言、不同种类的众生聚集在一起）都生起欢喜心，并

发愿依教奉行。（虽然这段文字非常短，但加上这段才是一部完整的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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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次传讲《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可能也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众生在听闻，

愿他们也能早日获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果位！ 

     诚如《大宝积经》所云： 

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各随类解。 

     当年世尊宣说一句佛法，各种有情都能以自己的语言了解：天人能以天人的语言来了

解，饿鬼能以饿鬼的语言了解，不同的人类也能以各自的语言了解。而凡夫人说法的时候，

要让不同的众生以各自的语言了解是很困难的。但佛语谛实力的加持是不会缺少的。 

    《普贤行愿品》云： 

天龙夜叉鸠槃荼，乃至人与非人等， 

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音而说法。 

     藏传佛教的很多高僧大德在宣说佛法之前，首先念诵顶礼偈，然后就念一遍《普贤行

愿品》的这个偈颂，以此缘起，很多肉眼看不见的众生都会来到说法现场，并且能以各自

的语言了解所说之法。我们经常在念诵这一偈颂词其所为也是如此，希望所有的有情众生

皆能听闻此无上般若空性妙法达真解义。 

    《心经》是文字般若，为我们指示了一条永断无明、了脱生死的门路。在这五浊恶世，

唯有凭借佛法的大智慧，才能让我们顺利地出离三界。其他任何的世间学问或宗教，都不

可能像佛法一样，能使众生沉积已久的迷痴、妄想、无明、执著荡然无存，获得无上的解

脱果位。 

     般若波罗蜜多是无比弥足珍贵的，值得用全副精力去学习与修持，我们一定要珍惜今

生的学佛因缘。唯有放下一切对三界的留恋，才能打开解脱之门；唯有不计较一切风风雨

雨、得得失失、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才能迅速回到永远不需要流浪的避风港——涅槃之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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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如果只是烧香拜佛，求佛赐予世间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就没有领略到般若的甚深

内涵，只是形象上的学佛，而不是真正的学佛。 

总结《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我们现在讲的这部《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被称为所有广、中、略《般若经》的心

髓，这有很多原因，现在我们回光返照一下本经的中心意趣。从架构上来看，首先是抉择

经名即【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然后总体上交代了一般谈经说法的缘起即【如是我闻，一

时薄伽梵住王舍城鹫峰山中，与大比丘众，及诸菩萨摩诃萨俱。】交代了法圆满、结集者

圆满、时间圆满、本师圆满、处所圆满、眷属圆满等一切谈经论法的顺缘悉皆圆满具足。 

     在顺缘具足的当下，大慈大悲的世尊为了开启开演本经的缘起而等性安住于甚深明了

三摩地法之异门来加持在场的所有大小乘法器，诸如舍利子尊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等所

有闻法听众。承蒙佛力的加持，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也行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并观察照见

了五蕴的体性悉皆是空性。因行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缘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这时也就

具备了开演般若波罗蜜多深法的必要条件。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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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世尊声闻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子尊者承佛威力，也起来对大智大悲的观自在菩

萨摩诃萨就一个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善男信女而言，该当如何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

法提出疑问即【时具寿舍利子，承佛威力，白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若善男子，欲修

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复当云何修学？】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听到舍利子尊者所提出的问

题以后，就做出了相应如理的回答。回答时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首先略说了行持般若的

方法也就是谁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都得通过中观自续派及中观应成派共同使用的

中观五大因即（观因的金刚屑因 1、观果的有无生因 2、因果俱观的破六句生因 3、观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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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离一多因 4、观一切万法的大缘起因 5）与中观应成派不共的四大因即（回举相违应成因

1、是非相同应成因 2、能立等同所立应成因 3、他许比量应成因 4）来细致入微地观察破析

色、受、想、行、识五蕴的体性悉皆为空性即【作是语已，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答具寿舍利

子言：若善男子及善女人，欲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彼应如是观察，五蕴体性皆空。】 

     然后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就深入广说了般若之本体；般若的本体分别从了知基般若；了

知道般若；了知果般若的角度深入修学。在了知基般若的时候分别又是从宣说五蕴空性及

宣说八种甚深法的方法入手渐进，在分析宣说五蕴空性时又从广说色蕴空性与以此类推其

他蕴而作了破析，广说色蕴空性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介绍了著名的‘空性四门’即【舍利

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来抉择五蕴中的色蕴为空性，我们在

此处引用了《中论——观五阴品》来辅助分析色空无别，乃至受、想、行、识悉皆如是。

然后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就以此破斥色蕴的方法类推其他诸蕴如受蕴、想蕴、行蕴、识蕴亦

复皆空即【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在宣说八种甚深法时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是透过三解脱门的解析法，拓展开演了深邃难

证的般若空性法门。 

     初为：因无相解脱门即【一切法空性，无相，】在这里我们引证了《中论——观因缘

品》与《中论——观因果品》来解析说明因法无生无相的真实际。 

     中为：本体空性解脱门即【无生无灭，无垢离垢，】在解说有为无为等一切万法的本

体为无生无灭的空性时我们引用了《中论——观三相品》来说明这个无生无灭的真如实际，

在开演无垢离垢时我们引用了《中论——观缚解品》来抉择万法本体在实相中，并没有染

垢离垢的系缚与解脱等般若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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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为：果无愿解脱门即【无减无增。】在这里我们引证了龙树菩萨撰造的整部《法界

赞》来说明果——法身无减无增的般若实义。其中还曾引用整部《随念三宝经》随念了佛、

法、僧三宝的不共加持及其殊特的功德。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就是这样开示了甚深难测的基

般若。 

     然后，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就引导我们进入了了知道般若的空性世界。虽然前面在了知

基般若的时候已经细致入微地抉择过五蕴的实相本体为空性，但众生因为对自己进取五蕴

身的深深实执而反复堕入三有轮回之中妄受苦厄，所以怜愍众生的大悲观自在菩萨摩诃萨

又将五蕴从道般若的角度再次抉择五蕴皆为空性离戏相即【舍利子，是故尔时空性之中，

无色，无受，无想，无行，亦无有识。】之后大悲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就着手抉择十二门处

为空性即【无眼，无耳，无鼻，无舌，无身，无意。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触，无

法。】此处我等引用了《中论——观六情品》来观察照见内六根、外六境等十二门处亦是

空性离戏。其次就开始抉择十八界为空性即【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这里我们引用了

《中论——观六种品》与《入行论——智慧品》观心念住的窍诀来抉择六根界、六境界、

六识界悉皆为空性离戏。当认识了十八界为空性之后就进而开始抉择十二缘起为空性即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在此处我们引证了《中论——观十

二因缘品》来抉择三道之轮回如梦如幻并引证了整部《佛说大乘稻秆经》、《缘起经》、

《因缘心论》等诸经论对佛家不共的缘起深法作了深入解析。之后就开始抉择四圣谛为空

性即【无苦集灭道，】此处我们引用了《中论——观四谛品》对苦、集、灭、道四圣谛也

无非是般若空性的义理作出了了义的抉择。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就这样深入浅出地把道般若

空性法门拓展给了具相法器的般若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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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就把闻受般若空性法门的弟子带入了了知果般若的离戏世界即

【无智无得，亦无不得。】这里我们引用了《中论——观如来品》来说明究竟圆满的如来

报化二身亦为空性离戏相，先前在讲述基般若的果无愿解脱门时曾用《法界赞》抉择了法

身无减无增的离戏空性之理。此处则解析了报化二色身亦是空性离戏的般若实相。这样大

悲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就把基般若、道般若、果般若都抉择为远离四边八戏的空性寂灭相。 

     之后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就开始宣说证悟空性之功德即【以无所得故，诸菩萨众，依止

般若波罗蜜多。心无障碍，无有恐怖，超过颠倒，究竟涅槃。】在解析心无障碍时我们引

证了《中论——观染染者品》来说明空性之中一切众生的心性皆为光明离戏，无有任何染

者的人我及染者的心王，更不可能成立染法的贪、嗔、痴、慢、疑、见等诸烦恼。在分析

无有恐怖时我们引用了《中论——观苦品》来说明空性之中没有苦苦、坏苦、行苦等三苦

来损恼逼迫众生，因为苦法在实相中并无自生、他生、共生等任何生法，所以也没有任何

众生，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处所被三苦所逼的恐怖。在分解超过颠倒时我们引证了《中论

——观颠倒品》与《中论——观邪见品》。《观颠倒品》抉择了在空性之中常、乐、我、

净四颠倒见不成立并且深入了知到无常、苦、无我、不净四非颠倒见也是超然离戏无法成

立的道理。在《观邪见品》中进而说明了所谓的人我依靠前际的有生、无生、二俱、二非；

世间有情依靠前际的常、无常、二俱、二非等八种邪见；人我依靠后际的有生、无生、二

俱、二非；世间有情依靠后际的有边、无边、二俱、二非等八种邪见。共计十六种邪见亦

都是无明妄心施然所致。在实相空性之中并没有所述十六种邪见的存在，而令闻者超然离

戏悟达真如实相。在陈述究竟涅槃时我们引述了《中论——观涅槃品》来最后抉择能依涅

槃的本体为“无弃亦无得，不断亦不常，不生亦不灭，是说名涅槃。”的妙理而得出涅槃

是寂灭一切诸相的般若空性。如同能依涅槃的本体为空性，所依者补特伽罗的如来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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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世的如来还是灭度后的如来亦是超离有、无、有无二俱还是二者皆非等的离戏相。达到

轮回于涅槃无二无别的空性境界。连同外道所提出的十四种无记见即：如来灭度以后是有、

无、有无二俱还是二者皆非；世间是有边、无边、有无二俱还是二者皆非；世间是常、无

常、常无常二俱还是二者皆非；身体和生命是一体还是异体等的无稽之谈一一予理加以遮

破而令达真如。 

     过后观自在菩萨摩诃萨给般若法器的弟子陈述了证悟般若空性之果位即【三世一切诸

佛，亦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也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十方

三世诸佛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方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果位。 

     然后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对那些利根的具相弟子宣说具有功德之密咒即【舍利子，是故

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大密咒者，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诸苦之咒，真

实无倒，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秘密咒。即说般若波罗蜜多咒曰：峨帝峨帝，波罗峨帝，

波罗僧峨帝，菩提萨诃。】这个照明烦恼障及所知障的大明般若咒、无以与之比拟的无上

般若咒、能与无等离戏空性实相等同的无等般若咒、能除治一切有情众生身心诸苦惑的般

若咒是真实无倒，非般若法器则不能洞察了悟。此般若波罗蜜多秘密心咒既是三世一切诸

佛智慧的结晶体。 

     其后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对那些大乘根器的善男信女们教诫修学般若法门即【舍利子，

菩萨摩诃萨，应如是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后为了遣除后学弟子们对本经真伪的争

议经佛认可而遣除怀疑即【尔时世尊从彼定起，告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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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尊佛陀从甚深明了三摩地法之异门中出定，随许嘉勉了大智大悲的观自在菩萨摩诃萨所说

之般若波罗蜜多心要妙法。 



1228 
 

     最终，经世尊佛陀认可了这部经典的绝对权威之后，所有与会的有情众生亦悉皆随喜

赞叹所闻之无上妙法甘露即【时薄伽梵说是语已，具寿舍利子，圣者观自在菩萨摩诃萨，

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乾闼婆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这样一部经典，虽然很短，但是却完整的贯穿了大乘佛教的基、道、果。更将菩萨修

行的五道次第，连接得清清楚楚，并且还有完整圆满的前行发心殊胜为先导、出世离俗的

正行无缘殊胜为正营、优美隽丽的后行回向殊胜为后卫等丰富的内容去庄严这部无上绝妙

的般若法门。真可谓统摄千经万论，芥子纳须，斐亹如云、亘经亘论、非常难得的一部经

典旷世名作。 

     学完了这部《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后大家要看淡世事，不要在去对那些梦幻泡影

般的红尘俗世斤斤计较，看淡尘世，洒脱自在的去行持菩萨的四摄六度万行，以自己的真

心诚意去珍惜善待每一位在自己修学菩提大道上相依为伴的唯母众生，去感恩报德，以大

悲菩提心去滋润感化这些遍满浩瀚法界的母众有情！！！ 

     悲天愍世的大阿阇黎寂天菩萨在《入行论——智慧品》的最后亦云： 

故于诸空法，何有得与失？ 

谁人恭敬我？谁复轻蔑我？ 

苦乐由何生？何足忧与喜？ 

若于性中觅，孰为爱所爱？ 

细究此世人，谁将辞此世？ 

孰生孰当生？谁为亲与友？ 

如我当受持，一切如虚空？ 

     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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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三世佛，佛子声闻众， 

及余辟支佛，悉从般若生。 

般若日明曜，尽除无边暗， 

等与诸有情，无漏最胜乐。 

勤勉作诠释，般若佛母智， 

所得无余善，咸供诸父母。 

愿彼不逢难，相续得暇满， 

次第常修学，五道十圣地。 

毕竟愿成就，无上正等觉， 

并以佛三身，圆满自他利。 

善哉！善哉！善哉！ 

愿一切吉祥！！！ 

          这样我们就将《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广略版广释的正行无缘殊胜终止于此！ 

2020 年 3 月 30 日于浪漫宁静的花都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