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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学佛的人都知道《金刚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金刚经在佛教中影响极大。千百年来不少人因
究金刚经而悟道成道，也因金刚经找到了解决困难的方法。金刚经的最伟大之处是超越了一切宗教性
但也包含了一切宗教性。

在所有的佛经中，金刚经在学术上归入般若部，所以也叫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而什么叫般若？大智慧
叫般若。金刚经中的般若智慧包含五种，今日我们便来探讨一下。

实相般若
我们常说谁谁谁很聪明，但聪明是什么？实际上聪明只是意识的部分，它局限于我们现有的知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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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比他多学了一点知识，你就聪明了，又或者在同等的知识范围内，你的想象力更加丰富，提出
新的问题，那你也是聪明的。

但是我们来谈真正的道体，它是不可思议的，是我们五福用普通的知识去思考、研究的。当然不可思
并不代表不能思议。是要学佛的人修持去求证的境界，不是说凭构想就能猜出来的东西。

而后世因为总是先入为主，一说到佛，满脑子都是发着光的天神，有违真正的道体。所以便不再具体
定一个名词，反而找了很多代号，代表实相般若道体，而它也是般若中最根本的智慧。

境界般若
我们常说到“境界”这个词，甚至很多小学生从小被老师灌以“写文章要有境界”但是“境界”是什
？没人能给个准话。唐朝诗人言：“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光是读起来在脑海里就似
有了这样的画面：虽然月亮只有一个，但是映衬在千万条河流中就好像有了千万个月亮。同样如果万
晴空没有一点云彩的话，那么便是无边无际的晴天。这便是境界，具体怎么说，很难解释得了。

很多禅师们因境界而悟道，就像是释迦牟尼佛仰望星空而悟出了“缘起性空”的道理。我们每行一步
有一步的境界，就像是很多的出乎意料都有着与原定计划不同的境界。人修道修到了某一种境界，其
生的境界就开朗到了某种程度，因此真正悟道的人，其般若智慧的开发是无穷无尽的。

文字般若
其实文字本就是一种智慧，就像我国的文字经过了千百年的演化一样，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现在的
们都读过书认的字，但是字不是我们造的，文章也不是我们写的。有的人说句话都逻辑不清，但有的
却可以出口成章，随便写几句话都很优美，那这是因为他有着别人没有或者少有的文字般若。

修道和读书也是一样的，同样修道，为什么能出释迦牟尼佛那样的人，但为什么像他那样的得到高人
仅仅是少数，这与文字般若是绝对相关的。

文字般若也并不是凭聪明而得来的，真正悟道的人，不论是记忆力还是思想境界都很高。就好像为什
有些人读书能一目十行，读一遍就能理清逻辑，但是有些人不仅要一个字一个字抠，读完了大脑一片
乱，什么也没记住。这就是不同的般若智慧，也是文字般若。

前文我们谈到了金刚经中的般若智慧，所谓般若智慧并不是普通的智慧，是指能够了解道、悟道、修
、了脱生死、超凡入圣的智慧。它不是我们常谈到的普通的聪明，而是属于道体上的根本的智慧。

我们讲述了实相般若、境界般若和文字般若，本次我们谈谈剩下的两种般若智慧。

方便般若
“方便”这个词在我们的生活中一般还是很讨喜的，比如工作任务简单方便这样，人人都喜欢方便的
不喜欢复杂和困难，喜欢通过某些事某些人做了什么达到让自己的方便，因而喜欢“方便”。但是这
不是佛学的方便。

相传东汉时期有个大将军，也是宰相，是战场上的英雄国家的战士。但是他却被批“不学无术”原因
他只会打仗不读书，在处理国家大事的问题上没有合适的方法，引得群臣激愤。那么这里的“不学无
”是什么呢？这位大将军因为自己知识储备过少，给别人给国家的治理带来了“不方便”，那还不就
不学无术了。

所以，一个有学问有思想的人，他有着自己无师自通的方法，善于把难懂的东西用自己的方式简单地
化出来传达给他人，给他人行方便。研究佛道也一样，我们今天实际上都是踩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
参悟的，这就叫方便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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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属般若
日常来说眷属就是指亲戚朋友，但般若的眷属是什么呢？眷属般若是跟着悟道的智慧而来的，佛学名
叫“行愿”。佛学所讲的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对每一个修禅的人来说都
不断地询问自己的，要如何做到布施，如何才能持戒，又要如何忍辱，如何禅定修证佛法呢？

而我们也能看到的是前五度都非常好理解，那么般若是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般若排在最后的原因，
五度就是般若的眷属，也就是五个行愿。一步一步一个一个把这五个眷属做到做好了，才能大彻大悟
后在修道的路上更进一步，开启般若智慧。

五种内涵汇集金刚般若
以上我们讲述了在金刚经中般若所包含的内容。般若的内容，包含了悟道之愿，当然也并不是绝对的
每个人尤其是大家对佛道的参悟都有不同。但是为什么这五种般若智慧要汇集于金刚经呢？为何在般
前加上了“金刚”二字？

其实，金刚在金属中是非常坚固的，金刚钻、金刚石都是坚硬无比的金属，而且无坚不摧。而金刚金
今以来也有了五六种不同的翻译。其中有一种所言“能断时间一切痛苦、一切烦恼，而成圣成佛”认
金刚经便是有这样的价值，能成就佛道的般若大智慧，让世人脱离苦海而到达幸福的彼岸。所谓“云
以此经，究竟到彼岸”研究金刚经并真正能参悟到其中的真理后，便能理解如何脱离三界苦海，达到
乐我净的极乐世界。

（完）

摘自： 《金刚经说什么》，南怀瑾，东方出版社 · 【音频，蜻蜓FM，菩提雅舍】

原文链接：超越宗教的大智慧——《金刚经》之五般若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875253/
https://m.qingting.fm/share/vchannels/354619?platform=wx_friend
https://ld246.com/article/1614405129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