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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南怀瑾教授在台的数十年教化岁月中，曾经多次讲解《金刚经》。
囚时代不同，对象不同，讲解的方式和重点也各次不同。
　　现在的这一本书，是一九八O年的讲记。
当时十方书院甫自成立，《金刚经》这一门课程，是为书院的学员及研究生而开，其他院校哲学系的
同学，以及许多老修行们，常随众等，亦闻风而来，听讲者共约一百余人。
每逢上课时间，复青大厦的十二楼，挤得水泄不通。
　　由于这次的听众，对佛学都有相当基础，对《金刚经》尤不陌生，故此，怀师的讲法深入骨髓，
可说是叹未曾有!真正是：为上乘者说，为最上乘者说!　　一九七八年怀师讲了&ldquo;如何修证佛
法&rdquo;，两年后再讲《金刚经》。
因机缘特殊，对经中的疑问及似解难解之处，剖析得淋漓尽致。
读后虽不悟，亦得其门矣!　　感谢永会师及圆现师先行录音记录，再由刘雨虹女士整理并加标小题；
宏忍师及李素美小姐等多人帮忙校对，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金刚经》的超越哲学及宗教的特性，怀师定了一个平凡的书名《金刚经说什么》。
　　师曰平凡，即非平凡，是名平凡。
　　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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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刚经》是初期大乘佛教的代表性经典之一，也是般若类佛经的纲要书。
它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名中的“蜜”，一作“密”)，一卷，由姚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六年(4
阱)译出。
问世之后，即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纂要、注解、夹颂、宣演、义记、采微、集解、科释、宗通、决疑
、大意、直说等各种注疏达一百多种。
经中主要论述了“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一切现象(物理的和心理的)“性空幻有”的理论。
本书为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有关《金刚经》的讲记。
作者依据梁代昭明太子的分法，将《金刚经》分为三十二品(相当于章)，然后逐品作了讲解。
每一品均以一首偈颂作总结，以阐发自己的研究心得。
《金刚经》中的疑难之处，于中剖析得淋漓尽致。
兹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授权，将老古最新版(2001年1月第2版第3次印刷)校订出
版，以供研究。

《楞严经》是我国禅宗、净土宗依奉的一部重要经典。
自唐以来，光是它的注疏就有一百多种，至于寺院内外的诵持讲习则更为普遍，有名的“楞严法会”
就是据此建立的。
《楞严经》全称《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由唐代般剌密帝译出。
经中主要论述了“根尘同源，缚脱无二”的理论，以及“二十五圆通法门”。
明末高僧智旭评价说：“此宗教司南，性相总要，一代法门之精髓，成佛作祖之正印也。
”(《阅藏知津》卷十一)本书为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撰著的《楞严经》全本的大义今释，内容包括：
原文、注释、今译和串讲(用括号的方式标出)。
译丈力求信雅达，推陈出新，化古为今，是一部质量较高的《楞严经》白话读本。
兹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台湾老古丈化事业公司授权，将老古最新版(2001年3月初版第35次印刷)校订出
版，以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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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怀瑾，华夏智业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南怀瑾先生1917年生于浙江温州乐清。
自幼接受传统私塾的严格教育，及至少年时期，已遍读诸子百家，兼及拳术、剑道等各种功夫。
同时苦心研习文学书法，诗词曲赋，天文历法诸学，并深得其精要。
　　青年时代，正值抗战军兴。
南怀瑾先生毅然辞亲远游，曾任教于中央军校，又入华西坝金陵大学，研究社会福利学，以其服务社
会大众。
其时，每逢假日闲暇，胤以芒鞋竹杖，遍历名山大川，寻访高僧奇士。
复于青城山灵严寺，有缘结识名重一时的川北禅宗大师袁焕仙先生，遂拜门墙，竟毅然辞去中央军校
教官之职，追随袁先生左右，潜心研修佛学。
1943年入峨眉山大坪寺闭关修持,闭关三年间，遍阅《大藏经》万万卷，印证个人修持所得，遂至终身
受益无穷。
1945年，远走康藏，参访密宗各派，得到贡嘎活佛等多位著名活佛、高僧的真传，佛法修持更为精湛
，得到白教、黄教、红教、花教等各教派的印证，被承认为密宗上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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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有色无色的众生    除了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四种之外，另有一种生命为“有色”，是有形
象，有物质可以看见的。
另有一种生命是“五色”，不是我们所知，也看不见，可是它确实的存在。
譬如说鬼吧!到底有没有?当然可以告诉大家确实有的，并没有什么可怕，那是“五色”的生命，跟我
们阴阳电子不同而已。
    我们姑且讲活鬼，大家也许没有看过，如果到贵州、云南的边界，就可以听到活鬼的故事。
活鬼称为山魈，这个山魈，我们拿佛经来解释就很简单了，他是“若有色”“若五色”的众生。
他有时候给你看见，有时候不给你看见，高兴给你看见就看见，不高兴就看不见。
人走到山里，看到走路的脚印子同我们相反，脚趾头在后面，脚后跟在前面的地方，就知道有山魈。
他们非常讲礼貌，你不要说这是山鬼啊，那你就吃亏了。
你要说有山先生在这里!他会觉得你这个人知礼，就不会找你麻烦。
    这些住在山里的山魈，很有意思，他们有事的时候，要跑到别人家里借锅子和碗筷。
他们的样子很丑陋，矮矮的，就像人倒着脚走来。
讲的话我们也不懂，必须要用手去指要借的东西，那些山里头的人都知道，有些坏心眼的人，却准备
一套骗他们的。
准备什么呢?纸做的锅，纸做的碗，他就很高兴地借回去了，结果火上一烧就完了。
可是山魈非常守信用，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有钱人家的东西就到他那里去了，但是他一百英里范围
以内不偷的，他要到外地弄个锅碗来还你。
许多山里的穷人都拿这些玩意骗鬼，所以鬼不可怕，而人是真正的坏，连鬼都要骗。
    有想无想的众生    另有一类众生是“若有想”，有思想感觉。
另有一类众生是“若无想”，没有思想、感觉。
细分之下，有些生命没有思想，没有知觉，但有感觉。
    另有众生是神的境界，照佛学的分类，神的类别太多了，小则分为三十多种，大则分为六十多种，
再细分析下去，有几百种。
神也有他的等次，一类叫“非有想”，不是没有想，但是看起来没有想。
譬如有些人在打坐，你看他好像不知道，可是他又知道，真知道吗?又不知道。
其实，世界上还有更多种类的生命，不过佛法大致归纳为十二类。
    世界上的生命有这么多种类，唯有人很坏，但人也最具备一切。
我们不要认为人类是胎生，在我看来，人类具备了十二类生。
我们是胎胞里精虫卵脏的结合，所以是卵生，胎生。
在妈妈肚子里是湿生。
要青菜、萝卜、牛肉、洋葱堆起来才能长大，所以也是“化生”。
人也是“有色”，身体机能有物质可见。
但是讲到人的生命——气，又不是物质了，也看不见，所以是“五色”。
“有想”，我们当然有思想，有时候我们呆住，或者没有什么思想，笨得要死，那又人于“无想”。
还有许多人到达“非有想”“非无想”的修道境界，虽没有成功，但他已经到达了“非有想”“非无
想”。
    说到“非有想”“非无想”，想到大陆上我曾听说一两个地方。
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小庙子，有一个道士在那里打坐，据说坐了两百多年，还坐在那里。
每到过年的时候，乡下人要来替他剪一次指甲；人坐在那儿没有死，摸摸还有点体温，据说是人定了
。
有些修道的人说他不是人定，是在那个定的境界出不了神，在那个身体躯壳里头，因为修成功了，所
以出不来，离不开身体。
    另外我还看到过一个学佛的人，据说打坐定力很深，功夫很好，已经坐在那里七八十年，也没有死
，也没有出定，他也不会想什么，似乎等于死人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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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背拱起来一块，摸摸那个地方，像脉搏一样在跳动，所以有人说他人定了。
不过一般学佛修道内行的人，也晓得他出不了神。
你们年轻人怕打坐走火人魔，像这一类的样子才叫做走火人魔!大家看看，自己有没有资格走火人魔!
所以说，放心啦!还差得远呢!可是，这也不一定是走火人魔，在那一种情况下，这一个生命的存在，
就可以说是“非有想”“非无想”的境界。
所以说，在人类这个生命的小宇宙里，所有生物的生命现象，人都具备了，只是大家没有回转来分析
自己罢了。
再根据谭子《化书》的道理，人可以成仙、成佛、成鬼、成神；人也是可以变化的，一切就看你自己
的智慧了。
    须菩提白佛言。
世尊。
颇有众生。
得闻如是言说章句。
生实信不。
佛告须菩提。
莫作是说。
如来灭后。
后五百岁。
有持戒修福者。
于此章句。
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
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
已于无量千万佛所。
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
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是诸众生。
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
是诸众生。
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无法相。
亦无非法相。
何以故。
是诸众生。
若心取相、即为著我人众生寿者，若取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
即著我人众生寿者。
是故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以是义故。
如来常说。
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
何况非法。
    文喜和文殊    “须菩提白佛言。
世尊。
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
生实信不。
佛告须菩提。
莫作是说-”    这是加进来的一个问题，我们把《金刚经》放轻松一点，当作是师生问答的记录，或者
当成一个剧本，不要像念书一样死板，要把心扉打开一点去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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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佛告诉须菩提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如果你梦中看到了佛，或者佛真的站在云端上，那
你就着魔了，那不是真见佛，你尽管拿石头去丢他，拿《金刚经》打他，你可以说：是你说的，凡所
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跑来干什么?    当年有一个故事，一位非常有名的文喜禅
师，从小出家，三十几岁开始参禅，总不能开悟，于是他从南方三步一拜，拜到山西五台山文殊菩萨
的道场。
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智慧第一，释迦牟尼佛和许多佛菩萨，多生累劫都是他的弟子。
所以大家求智慧、想开悟，都是三步一拜去朝五台文殊道场。
也有人拜了三年两年才拜到，为的是要见文殊菩萨。
    话说这位文喜和尚拜到了五台山金刚窟，看见一个老头子牵一头牛，胡子白白的，头发也是白的，
请他到他的茅蓬喝茶，问他道：和尚你了不起啊!三步一拜是从哪里来的?文喜说南方来的，想求见文
殊菩萨。
老头子说：南方佛教怎么样?他回答说：南方佛教马马虎虎，所以到这里来，想求见圣人⋯⋯你们北方
五台山的佛法怎么样?老头子说：龙蛇混杂，凡圣同居啊!    其实整个世界人类社会，都是有圣也有魔
，都是龙蛇混杂，凡圣同居。
文喜问道：五台山一共有多少出家人啊?这老头子说：前三三与后三三。
这一句话，千年来也没人知道他讲什么，一般修道的人就讲，前三三与后三三，这就是要人修气脉呀!
后面有三关，尾闾关、夹脊关、玉枕关。
前面是印堂呀，守窍的灵门关，这里是什么关，那里是什么关，都是讲这个。
其实这个可以作话头参，前三三与后三三就是禅宗的话头，    那么两个人谈到这里，老头子就问文喜
佛法，这位文喜和尚却答不出来；老头子皱了一下眉头，叫声：均提，送客。
茅蓬后面出来一个童子就说：法师你请吧!就把和尚送出茅蓬外了。
这个文喜和尚正回头要道谢，就看到文殊菩萨骑一只狮子站在空中。
    可叹这位文喜，千里迢迢，三步一拜要见文殊，这时才发现原来与文殊菩萨当面对谈而不自知，真
是后悔莫及，痛哭流涕。
以后，文喜发愤努力，终于大彻大悟。
文喜悟了以后，到丛林下做苦工，就是部队里所称的伙夫，大陆上禅林中就叫作饭头。
饭头的工作很辛苦，一个庙中千人吃饭，那个大丛林的饭锅，像我这种个子啊，站在锅里头，从外面
绝对看不见人。
要煮一千多人吃的饭菜，所用的锅铲之重，如果没有练过武功的人，拿都拿不动。
所以少林寺学功夫，只要能烧三年饭，你武功就不得了啦!米要整袋倒进锅去，要搅的时候，要有武功
才能转得动那个锅铲。
文喜禅师因为自己悟了道，愿意发心为大家做苦差事，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这就是菩萨道
：    有一天文喜在做饭的时候，文殊菩萨在饭锅上现身，还是骑他那只狮子，在饭锅上跑圈。
文喜看到文殊菩萨，就是当年在五台山金刚窟看到的那个老头子，他拿起锅铲一边就打过去，一边嘴
里说：文殊是文殊，文喜是文喜，你跑来这里干什么?你是你，我是我。
文殊菩萨的那个化身飞到空中一笑，说：“苦瓜连根苦，甜瓜彻蒂甜，修行三大劫，反被老僧嫌。
”苦瓜当然连根都是苦的啦，这个甜瓜当然连那个蒂都是甜的，修行三大劫数，连释迦牟尼佛都是做
过他的学生的，倒霉了，反被老和尚讨厌，这说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反复叮咛。
也就是禅宗祖师们后来说的“佛宋斩佛，魔来斩魔”的道理，这也是修行的无上秘诀。
    难得的人  “佛告须菩提。
如是如是。
若复有人。
得闻是经。
不惊不怖不畏。
当知是人。
甚为希有。
”    佛说，是的，就是这样，你讲得很对，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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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世的众生，有人听到《金刚经》的道理，没有被吓住，那就是一个希有的人。
惊是吓住了，怖是精神恐慌，非常恐慌；譬如我们走夜路，看到一个黑影子，一下子吓住了，那个是
惊。
怖呢，非常恐慌，持久的心里恐吓，那个是怖。
畏时间更长了，不停的害怕。
像我们在座的，个个都是第一希有，听了《金刚经》不惊不怖不畏，而且没有不懂的人，个个都懂了
。
    事实上有没有又惊又怖又畏的人呢?这在修持佛法的时候就看到了。
我们很多人学佛，都想求空，等到空的境界一来，反而吓住了。
许多人说：我吓死了，吓得我的汗啊，像黄豆那么大，因为我没有了。
我说你学佛不是想求个无我吗?怎么还吓住了呢?所以说慧，这个佛学名词，用得非常好，慧是要力量
的，慧力不够，功德的功力不够，就有惊、怖、畏的现象。
    将来的时代，有人成就《金刚经》般若这个法门，不惊、不怖、不畏，佛说，这个人，真是非常难
得了。
佛说这个希有，就很重，佛给我们的这个价钱，奖金就很重了，非常希有，几乎不可能，如果可能了
，就是超凡人圣。
    “何以故。
须菩提。
如来说第一波罗密。
即非第一波罗密。
是名第一波罗密。
”    何以故?什么理由呢?《金刚经》的特点，是使我们知道无住、无相、无愿，这是大乘的心印。
此心要随时无住，随时不著相，随时随地的无愿。
你说正要我们发大愿，怎么无愿呢?大慈悲当然是愿力，慈悲过了就不住，没有叫你一天到晚坐在那里
哭啊!过了就不住，所以说愿而无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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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南怀瑾教授在台的数十年教化岁月中，曾经多次讲解《金刚经》。
囚时代不同，对象不同，讲解的方式和重点也各次不同。
    现在的这一本书，是一九八O年的讲记。
当时十方书院甫自成立，《金刚经》这一门课程，是为书院的学员及研究生而开，其他院校哲学系的
同学，以及许多老修行们，常随众等，亦闻风而来，听讲者共约一百余人。
每逢上课时间，复青大厦的十二楼，挤得水泄不通。
    由于这次的听众，对佛学都有相当基础，对《金刚经》尤不陌生，故此，怀师的讲法深入骨髓，可
说是叹未曾有!真正是：为上乘者说，为最上乘者说!    一九七八年怀师讲了“如何修证佛法”，两年后
再讲《金刚经》。
因机缘特殊，对经中的疑问及似解难解之处，剖析得淋漓尽致。
读后虽不悟，亦得其门矣!    感谢永会师及圆现师先行录音记录，再由刘雨虹女士整理并加标小题；宏
忍师及李素美小姐等多人帮忙校对，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金刚经》的超越哲学及宗教的特性，怀师定了一个平凡的书名《金刚经说什么》。
    师曰平凡，即非平凡，是名平凡。
                                                  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  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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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该书出版于2003年。
复旦大学出版社为满足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的需要，经作者和原出版单位授权，将南怀瑾先生的这些
著述汇编成十卷，精装印行。
在书中，南怀瑾用"经史合参"的方法，讲解儒释道三教名典，旁征博引，拈提古今，蕴意深邃，生动
幽默，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深受海峡两岸各层次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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