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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序

世尊把般若門的心法及實修法門，全部在大般若經中宣說無遺，例如般若正念

的真實境界，以及各種修行般若的實證方法，都鉅細靡遺的於經中宣說，是想深

入經藏的佛子，相當需要研讀的經典。

因為，「大悲為上首，方便為究竟」，如果沒有智慧，是不可能究竟度眾的，

於此虛幻的世間，人們早已習於以假為真的顛倒世界，如果要說明完全背道而馳

的真實法界，確實是十分困難的一件事，而說明，更是需要有真實的證量，作為

辯才無礙的度眾基石。大般若經，正是一個有志以大智慧及辯才度眾的菩薩道行

者，於難行難忍的菩薩道上，不論自度或度人，都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寶典。

而由於大般若經以現代的人眼光來看，實在太長—總共600卷，每天讀通1

卷，也要花上二年的歲月。所以在講解此經時，更要有長期奮鬥的勇氣與毅力，

其實，不論講者或聽者，皆需具備這樣不畏路遙的磅礡氣勢，方能克竟全功。

不過，我們實在應該想回來，如果能有幸講完或聽完這樣智慧如海的經典，實

在是過去生功德福報的累積啊！

願釋迦牟尼佛賜予我們智慧的開展！

願十方三世諸佛菩薩賜予加持！

～郭韻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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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品  難信解品

復次善現。色清淨故受清淨。

受清淨故色清淨。何以故。是色

清淨與受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

無斷故。

受清淨故想清淨。想清淨故受

清淨。何以故。是受清淨與想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想清淨故行清淨。行清淨故想

清淨。何以故。是想清淨與行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行清淨故識清淨。識清淨故行

清淨。何以故。是行清淨與識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識清淨故眼處清淨。眼處清淨

故識清淨。何以故。是識清淨與

眼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眼處清淨故耳處清淨。耳處清

淨故眼處清淨。何以故。是眼處

清淨與耳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耳處清淨故鼻處清淨。鼻處清

淨故耳處清淨。何以故。是耳處

清淨與鼻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鼻處清淨故舌處清淨。舌處清

淨故鼻處清淨。何以故。是鼻處

清淨與舌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舌處清淨故身處清淨。身處清

淨故舌處清淨。何以故。是舌處

清淨與身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身處清淨故意處清淨。意處清淨

故身處清淨。何以故。是身處清淨

與意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意處清淨故色處清淨。色處清淨

故意處清淨。何以故。是意處清淨

與色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色處清淨故聲處清淨。聲處清淨

故色處清淨。何以故。是色處清淨

與聲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聲處清淨故香處清淨。香處清淨

故聲處清淨。何以故。是聲處清淨

與香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香處清淨故味處清淨。味處清淨

故香處清淨。何以故。是香處清淨

與味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味處清淨故觸處清淨。觸處清淨

故味處清淨。何以故。是味處清淨

與觸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觸處清淨故法處清淨。法處清淨

故觸處清淨。何以故。是觸處清淨

與法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法處清淨故眼界清淨。眼界清淨

故法處清淨。何以故。是法處清淨

與眼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眼界清淨故色界清淨。色界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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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眼界清淨。何以故。是眼界清淨

與色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色界清淨故眼識界清淨。眼識界

清淨故色界清淨。何以故。是色界

清淨與眼識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眼識界清淨故眼觸清淨。眼觸清

淨故眼識界清淨。何以故。是眼識

界清淨與眼觸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眼觸清淨故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清

淨。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故眼觸

清淨。何以故。是眼觸清淨與眼觸

為緣所生諸受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故耳界清

淨。耳界清淨故眼觸為緣所生諸受

清淨。何以故。是眼觸為緣所生諸

受清淨與耳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耳界清淨故聲界清淨。聲界清淨

故耳界清淨。何以故。是耳界清淨

與聲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聲界清淨故耳識界清淨。耳識界

清淨故聲界清淨。何以故。是聲界

清淨與耳識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耳識界清淨故耳觸清淨。耳觸清

淨故耳識界清淨。何以故。是耳識

界清淨與耳觸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耳觸清淨故耳觸為緣所生諸受清

淨。耳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故耳

觸清淨。何以故。是耳觸清淨與

耳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耳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故鼻界

清淨。鼻界清淨故耳觸為緣所生

諸受清淨。何以故。是耳觸為緣

所生諸受清淨與鼻界清淨。無二

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鼻界清淨故香界清淨。香界清

淨故鼻界清淨。何以故。是鼻界

清淨與香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香界清淨故鼻識界清淨。鼻識

界清淨故香界清淨。何以故。是

香界清淨與鼻識界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鼻識界清淨故鼻觸清淨。鼻觸

清淨故鼻識界清淨。何以故。是

鼻識界清淨與鼻觸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鼻觸清淨故鼻觸為緣所生諸受

清淨。鼻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故

鼻觸清淨。何以故。是鼻觸清淨

與鼻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無二

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鼻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故舌界

清淨。舌界清淨故鼻觸為緣所生

諸受清淨。何以故。是鼻觸為緣

所生諸受清淨與舌界清淨。無二

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舌界清淨故味界清淨。味界清

淨故舌界清淨。何以故。是舌界

清淨與味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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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無斷故。

味界清淨故舌識界清淨。舌識

界清淨故味界清淨。何以故。是

味界清淨與舌識界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舌識界清淨故舌觸清淨。舌觸

清淨故舌識界清淨。何以故。是

舌識界清淨與舌觸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舌觸清淨故舌觸為緣所生諸受

清淨。舌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故

舌觸清淨。何以故。是舌觸清淨

與舌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無二

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舌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故身界

清淨。身界清淨故舌觸為緣所生

諸受清淨。何以故。是舌觸為緣

所生諸受清淨與身界清淨。無二

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身界清淨故觸界清淨。觸界清

淨故身界清淨。何以故。是身界

清淨與觸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觸界清淨故身識界清淨。身識

界清淨故觸界清淨。何以故。是

觸界清淨與身識界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身識界清淨故身觸清淨。身觸

清淨故身識界清淨。何以故。是

身識界清淨與身觸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身觸清淨故身觸為緣所生諸受

清淨。身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故

身觸清淨。何以故。是身觸清淨

與身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身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故意界清

淨。意界清淨故身觸為緣所生諸受

清淨。何以故。是身觸為緣所生諸

受清淨與意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意界清淨故法界清淨。法界清淨

故意界清淨。何以故。是意界清淨

與法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法界清淨故意識界清淨。意識界

清淨故法界清淨。何以故。是法界

清淨與意識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意識界清淨故意觸清淨。意觸清

淨故意識界清淨。何以故。是意識

界清淨與意觸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意觸清淨故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清

淨。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故意觸

清淨。何以故。是意觸清淨與意觸

為緣所生諸受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故地界清

淨。地界清淨故意觸為緣所生諸受

清淨。何以故。是意觸為緣所生諸

受清淨與地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地界清淨故水界清淨。水界清淨

故地界清淨。何以故。是地界清淨

與水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水界清淨故火界清淨。火界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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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水界清淨。何以故。是水界清淨

與火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火界清淨故風界清淨。風界清淨

故火界清淨。何以故。是火界清淨

與風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風界清淨故空界清淨。空界清淨

故風界清淨。何以故。是風界清淨

與空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空界清淨故識界清淨。識界清淨

故空界清淨。何以故。是空界清淨

與識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識界清淨故無明清淨。無明清淨

故識界清淨。何以故。是識界清淨

與無明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無明清淨故行清淨。行清淨故無

明清淨。何以故。是無明清淨與行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行清淨故識清淨。識清淨故行清

淨。何以故。是行清淨與識清淨。

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識清淨故名色清淨。名色清淨故

識清淨。何以故。是識清淨與名色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名色清淨故六處清淨。六處清淨

故名色清淨。何以故。是名色清淨

與六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六處清淨故觸清淨。觸清淨故六

處清淨。何以故。是六處清淨與觸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觸清淨故受清淨。受清淨故觸

清淨。何以故。是觸清淨與受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受清淨故愛清淨。愛清淨故受

清淨。何以故。是受清淨與愛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愛清淨故取清淨。取清淨故愛

清淨。何以故。是愛清淨與取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取清淨故有清淨。有清淨故取

清淨。何以故。是取清淨與有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有清淨故生清淨。生清淨故有

清淨。何以故。是有清淨與生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生清淨故老死愁歎苦憂惱清

淨。老死愁歎苦憂惱清淨故生清

淨。何以故。是生清淨與老死愁

歎苦憂惱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

無斷故。

老死愁歎苦憂惱清淨故布施

波羅蜜多清淨。布施波羅蜜多清

淨故老死愁歎苦憂惱清淨。何以

故。是老死愁歎苦憂惱清淨與布

施波羅蜜多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布施波羅蜜多清淨故淨戒波

羅蜜多清淨。淨戒波羅蜜多清淨

故布施波羅蜜多清淨。何以故。

是布施波羅蜜多清淨與淨戒波羅

蜜多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淨戒波羅蜜多清淨故安忍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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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蜜多清淨。安忍波羅蜜多清淨

故淨戒波羅蜜多清淨。何以故。

是淨戒波羅蜜多清淨與安忍波羅

蜜多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安忍波羅蜜多清淨故精進波

羅蜜多清淨。精進波羅蜜多清淨

故安忍波羅蜜多清淨。何以故。

是安忍波羅蜜多清淨與精進波羅

蜜多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精進波羅蜜多清淨故靜慮波

羅蜜多清淨。靜慮波羅蜜多清淨

故精進波羅蜜多清淨。何以故。

是精進波羅蜜多清淨與靜慮波羅

蜜多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靜慮波羅蜜多清淨故般若波

羅蜜多清淨。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故靜慮波羅蜜多清淨。何以故。

是靜慮波羅蜜多清淨與般若波羅

蜜多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般若波羅蜜多清淨故內空清

淨。內空清淨故般若波羅蜜多清

淨。何以故。是般若波羅蜜多清

淨與內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

無斷故。

內空清淨故外空清淨。外空清

淨故內空清淨。何以故。是內空

清淨與外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外空清淨故內外空清淨。內外

空清淨故外空清淨。何以故。是

外空清淨與內外空清淨。無二無二

分無別無斷故。

內外空清淨故空空清淨。空空清

淨故內外空清淨。何以故。是內外

空清淨與空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空空清淨故大空清淨。大空清淨

故空空清淨。何以故。是空空清淨

與大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大空清淨故勝義空清淨。勝義空

清淨故大空清淨。何以故。是大空

清淨與勝義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勝義空清淨故有為空清淨。有為

空清淨故勝義空清淨。何以故。是

勝義空清淨與有為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有為空清淨故無為空清淨。無為

空清淨故有為空清淨。何以故。是

有為空清淨與無為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無為空清淨故畢竟空清淨。畢竟

空清淨故無為空清淨。何以故。是

無為空清淨與畢竟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畢竟空清淨故無際空清淨。無際

空清淨故畢竟空清淨。何以故。是

畢竟空清淨與無際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無際空清淨故散空清淨。散空清

淨故無際空清淨。何以故。是無際

空清淨與散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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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空清淨故無變異空清淨。無變

異空清淨故散空清淨。何以故。是

散空清淨與無變異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無變異空清淨故本性空清淨。

本性空清淨故無變異空清淨。何以

故。是無變異空清淨與本性空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本性空清淨故自相空清淨。自相

空清淨故本性空清淨。何以故。是

本性空清淨與自相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自相空清淨故共相空清淨。共相

空清淨故自相空清淨。何以故。是

自相空清淨與共相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共相空清淨故一切法空清淨。

一切法空清淨故共相空清淨。何以

故。是共相空清淨與一切法空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一切法空清淨故不可得空清淨。

不可得空清淨故一切法空清淨。何

以故。是一切法空清淨與不可得空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不可得空清淨故無性空清淨。

無性空清淨故不可得空清淨。何以

故。是不可得空清淨與無性空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無性空清淨故自性空清淨。自性

空清淨故無性空清淨。何以故。是

無性空清淨與自性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自性空清淨故無性自性空清淨。

無性自性空清淨故自性空清淨。何

以故。是自性空清淨與無性自性

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無性自性空清淨故真如清淨。

真如清淨故無性自性空清淨。何

以故。是無性自性空清淨與真如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真如清淨故法界清淨。法界清

淨故真如清淨。何以故。是真如

清淨與法界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法界清淨故法性清淨。法性清

淨故法界清淨。何以故。是法界

清淨與法性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法性清淨故不虛妄性清淨。

不虛妄性清淨故法性清淨。何以

故。是法性清淨與不虛妄性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不虛妄性清淨故不變異性清

淨。不變異性清淨故不虛妄性清

淨。何以故。是不虛妄性清淨與

不變異性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

無斷故。

不變異性清淨故平等性清淨。

平等性清淨故不變異性清淨。何

以故。是不變異性清淨與平等性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平等性清淨故離生性清淨。

離生性清淨故平等性清淨。何以

故。是平等性清淨與離生性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離生性清淨故法定清淨。法定

清淨故離生性清淨。何以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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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生性清淨與法定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法定清淨故法住清淨。法住清

淨故法定清淨。何以故。是法定

清淨與法住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法住清淨故實際清淨。實際清

淨故法住清淨。何以故。是法住

清淨與實際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實際清淨故虛空界清淨。虛空

界清淨故實際清淨。何以故。是

實際清淨與虛空界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虛空界清淨故不思議界清淨。

不思議界清淨故虛空界清淨。何

以故。是虛空界清淨與不思議界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不思議界清淨故苦聖諦清淨。

苦聖諦清淨故不思議界清淨。何

以故。是不思議界清淨與苦聖諦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苦聖諦清淨故集聖諦清淨。

集聖諦清淨故苦聖諦清淨。何以

故。是苦聖諦清淨與集聖諦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集聖諦清淨故滅聖諦清淨。

滅聖諦清淨故集聖諦清淨。何以

故。是集聖諦清淨與滅聖諦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滅聖諦清淨故道聖諦清淨。

道聖諦清淨故滅聖諦清淨。何以

故。是滅聖諦清淨與道聖諦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道聖諦清淨故四靜慮清淨。四靜

慮清淨故道聖諦清淨。何以故。是

道聖諦清淨與四靜慮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四靜慮清淨故四無量清淨。四無

量清淨故四靜慮清淨。何以故。是

四靜慮清淨與四無量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四無量清淨故四無色定清淨。

四無色定清淨故四無量清淨。何以

故。是四無量清淨與四無色定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四無色定清淨故八解脫清淨。

八解脫清淨故四無色定清淨。何以

故。是四無色定清淨與八解脫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八解脫清淨故八勝處清淨。八勝

處清淨故八解脫清淨。何以故。是

八解脫清淨與八勝處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八勝處清淨故九次第定清淨。

九次第定清淨故八勝處清淨。何以

故。是八勝處清淨與九次第定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九次第定清淨故十遍處清淨。

十遍處清淨故九次第定清淨。何以

故。是九次第定清淨與十遍處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十遍處清淨故四念住清淨。四念

住清淨故十遍處清淨。何以故。是

十遍處清淨與四念住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四念住清淨故四正斷清淨。四正

斷清淨故四念住清淨。何以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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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念住清淨與四正斷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四正斷清淨故四神足清淨。四神

足清淨故四正斷清淨。何以故。是

四正斷清淨與四神足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四神足清淨故五根清淨。五根清

淨故四神足清淨。何以故。是四神

足清淨與五根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五根清淨故五力清淨。五力清淨

故五根清淨。何以故。是五根清淨

與五力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

故。

五力清淨故七等覺支清淨。七等

覺支清淨故五力清淨。何以故。是

五力清淨與七等覺支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七等覺支清淨故八聖道支清淨。

八聖道支清淨故七等覺支清淨。何

以故。是七等覺支清淨與八聖道支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八聖道支清淨故空解脫門清淨。

空解脫門清淨故八聖道支清淨。何

以故。是八聖道支清淨與空解脫門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空解脫門清淨故無相解脫門清

淨。無相解脫門清淨故空解脫門清

淨。何以故。是空解脫門清淨與無

相解脫門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

斷故。

無相解脫門清淨故無願解脫門清

淨。無願解脫門清淨故無相解脫門

清淨。何以故。是無相解脫門清淨

與無願解脫門清淨。無二無二分

無別無斷故。

無願解脫門清淨故菩薩十地清

淨。菩薩十地清淨故無願解脫門

清淨。何以故。是無願解脫門清

淨與菩薩十地清淨。無二無二分

無別無斷故。

菩薩十地清淨故五眼清淨。

五眼清淨故菩薩十地清淨。何以

故。是菩薩十地清淨與五眼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五眼清淨故六神通清淨。六神

通清淨故五眼清淨。何以故。是

五眼清淨與六神通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六神通清淨故佛十力清淨。

佛十力清淨故六神通清淨。何以

故。是六神通清淨與佛十力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佛十力清淨故四無所畏清淨。

四無所畏清淨故佛十力清淨。何

以故。是佛十力清淨與四無所畏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四無所畏清淨故四無礙解清

淨。四無礙解清淨故四無所畏清

淨。何以故。是四無所畏清淨與

四無礙解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

無斷故。

四無礙解清淨故大慈清淨。

大慈清淨故四無礙解清淨。何以

故。是四無礙解清淨與大慈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大慈清淨故大悲清淨。大悲清

淨故大慈清淨。何以故。是大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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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與大悲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大悲清淨故大喜清淨。大喜清

淨故大悲清淨。何以故。是大悲

清淨與大喜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大喜清淨故大捨清淨。大捨清

淨故大喜清淨。何以故。是大喜

清淨與大捨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大捨清淨故十八佛不共法清

淨。十八佛不共法清淨故大捨清

淨。何以故。是大捨清淨與十八

佛不共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

無斷故。

十八佛不共法清淨故無忘失法

清淨。無忘失法清淨故十八佛不

共法清淨。何以故。是十八佛不

共法清淨與無忘失法清淨。無二

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無忘失法清淨故恒住捨性清

淨。恒住捨性清淨故無忘失法清

淨。何以故。是無忘失法清淨與

恒住捨性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

無斷故。

恒住捨性清淨故一切智清淨。

一切智清淨故恒住捨性清淨。何

以故。是恒住捨性清淨與一切智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一切智清淨故道相智清淨。

道相智清淨故一切智清淨。何以

故。是一切智清淨與道相智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道相智清淨故一切相智清淨。

一切相智清淨故道相智清淨。何以

故。是道相智清淨與一切相智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一切相智清淨故一切陀羅尼門清

淨。一切陀羅尼門清淨故一切相智

清淨。何以故。是一切相智清淨與

一切陀羅尼門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

一切陀羅尼門清淨故一切三摩地

門清淨。一切三摩地門清淨故一切

陀羅尼門清淨。何以故。是一切陀

羅尼門清淨與一切三摩地門清淨。

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一切三摩地門清淨故預流果清

淨。預流果清淨故一切三摩地門清

淨。何以故。是一切三摩地門清淨

與預流果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

斷故。

預流果清淨故一來果清淨。一來

果清淨故預流果清淨。何以故。是

預流果清淨與一來果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一來果清淨故不還果清淨。不還

果清淨故一來果清淨。何以故。是

一來果清淨與不還果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不還果清淨故阿羅漢果清淨。

阿羅漢果清淨故不還果清淨。何以

故。是不還果清淨與阿羅漢果清

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阿羅漢果清淨故獨覺菩提清淨。

獨覺菩提清淨故阿羅漢果清淨。何

以故。是阿羅漢果清淨與獨覺菩提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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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覺菩提清淨故一切菩薩摩訶薩

行清淨。一切菩薩摩訶薩行清淨故

獨覺菩提清淨。何以故。是獨覺菩

提清淨與一切菩薩摩訶薩行清淨。

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

一切菩薩摩訶薩行清淨故諸佛無

上正等菩提清淨。諸佛無上正等菩

提清淨故一切菩薩摩訶薩行清淨。

何以故。是一切菩薩摩訶薩行清淨

與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

P16Ⅱ欄9行～P21Ⅰ欄倒數6行

佛開示：色清淨所以受清淨，受清

淨所以色清淨；為什麼呢？因為色與

受的本質，無二、無二分、無別、無

斷的緣故。受清淨所以想清淨，想清

淨所以受清淨；為什麼呢？因為受與

想的本質，無二、無二分、無別、無

斷的緣故。想清淨所以行清淨，行清

淨所以想清淨；為什麼呢？因為想與

行的本質，無二、無二分、無別、無

斷的緣故……獨覺菩提清淨所以一切

菩薩行清淨，一切菩薩行清淨所以獨

覺菩提清淨；為什麼呢？因為獨覺菩

提與一切菩薩行的本質，無二、無二

分、無別、無斷的緣故。一切菩薩行

清淨所以無上菩提清淨，無上菩提清

淨所以一切菩薩行清淨；為什麼呢？

因為一切菩薩行與無上菩提的本質，

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的緣故。

此大段經文的結構可以整理為：A

清淨→B清淨，B清淨→A清淨；B清淨

→C清淨，C清淨→B清淨；C清淨→D

清淨，D清淨→C清淨……這是一種

迴互重複的結構，也可以簡化為A

清淨↔ B清淨。前者〝→〞是代表

所以的意思，是一種演繹的邏輯關

係；因為A清淨成立，所以B清淨

成立；相反的，因為B清淨成立，

所以A清淨也成立。表面看起來是

一樣的句型，只是前後秩序不同，

也就是先後扮演成立以及接著成立

的不同角色；但就是這點細微的不

同，也就有所不同；因為這樣A B

易位的前後二句一完整，就說明了

〝清淨〞遍一切處的後面無限發

展；所以二句可以濃縮成〝↔〞，

也就是互相等於的意思，即A的本

質是清淨，B的本質也是清淨，那

麼以本質而言，A與B是互相等於

的，那麼為何不直接用〝＝〞等於

的符號來簡化呢？所謂佛法的深奧

與精微其實也就可以從這裡稍見端

倪，〝↔〞代表了前後互換的完整

思惟過程，〝＝〞是直接了當宣示

了答案，省去了思惟的過程；而佛

法中，正確而精密的思惟，是一個

大修行人宜勤加訓練的。

所以，我們不要不耐於大般若經

經文的大量重複與之間僅有細微差

異就話說從頭；因為就在這細微的

差異上，能夠明察秋毫，才是真正

正知見鞏固的修行人；例如此段的

A清淨→B清淨，B清淨→A清淨；這

樣細微差異的思惟過程，到底要傳

達什麼重要訊息給我們呢？其實這

樣的句型，也就是這樣的思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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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陌生的，例如心經說：「色

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句型即A＝空、空＝

A，B＝空、空＝B，C＝空、空＝

C，D＝空、空＝D，E＝空、空＝

E；其實〝空〞也就是本段經文所

說的〝清淨〞，所以句型也可以

整理成：A＝清淨、清淨＝A，B＝

清淨、清淨＝B，C＝清淨、清淨

＝C，D＝清淨、清淨＝D，E＝清

淨、清淨＝E。接著可以簡化成A

清淨→B清淨→C清淨→D清淨→E

清淨。最後亦可簡化成：A清淨

↔B清淨。

由這樣的公式比對中，我們清

晰的看到了佛經內在的嚴謹結構

與細緻紋理，這確實是需要一顆

非 常 專 注 與 精 密 的 心 才 能 漸 漸

明白的；所以佛法是三界中最究

竟、最浩瀚、最深奧、最完整、

最完美……的真理；我們除了虛

心受教之外，實在沒有更聰明的

抉擇。

那麼，A清淨↔ B清淨，到底揭

示了什麼真理呢？清淨即一切的

本質，那麼，其實不論A推論到

B，或從B推論回到A，甚至無限

開展的推論下去：A↔B、B↔C、

C ↔ D 、 D ↔ E 、 E ↔ F 、 F ↔ G 、

G↔ H …… 意 思 就 是 一 切 的 法 是

千變萬化的，有可能是A、有可

能是X、有可能是Y Z、有可能是

1+2+3+4、有可能是……那麼，不

論一切以怎麼樣的變貌出現，其

本質都是永遠不變的─清淨。

〝難信解品〞的本段經文，以非常

細微的思惟過程幫助我們對於般若，

亦即清淨，重頭又作了一次精密而細

緻的了解；從這樣的過程中，我們確

實明白了為何佛要說般若〝難信解〞

了；因為從這樣的完整思惟觀察中，

畢竟還是有許多人不明白到底什麼是

〝清淨〞？可見要了解一切的本質，

真的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因為我們

已經太習慣、太習慣生活於、運作

於、思惟於一切〝相〞中；而非一切

〝本質〞中，既習慣，就不察；既不

察，就難以了解；既難以了解，就難

以相信；於是無明依舊黑沉沉的障蔽

著眾生，包括許多〝不識本心〞的修

行人。

到底什麼是〝本質〞？修行人要如

何識取？其實，不用太好高騖遠，一

切實修的佛法事實上都是幫助我們朝

向最終的目的─本質，亦即清淨。

無論是唸經、拜佛、禮懺、靜坐、

觀想……只要我們全心全意的去實

踐，那麼我們的八識田就會越來越清

淨，我們也就會越來越醒覺，當完全

醒覺了，也就是我們識取本質的神聖

莊嚴時刻！

〝莫以善小而不為〞，大的醒覺，

來自於點點滴滴的行善，也就是點點

滴滴的紮實努力，而且是永不懈怠的

努力，只要如是作下去，清淨的法界

實相，就會親自為我們而開！

願眾生早日成就！願佛法弘揚全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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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之部

【清淨】

梵語 śuddha, viśuddha, pariśuddha，巴利語 

suddha, visuddha, parisuddha。音譯毘輸陀、

輸陀、尾戍馱、戍馱。略稱淨。或作梵摩

（梵 brahma，巴同）。指遠離因惡行所致

之過失煩惱。一般常用身語意三種清淨。 

有關清淨之種類，於諸經論中，均有詳

載，如下：(一)無性之攝大乘論釋卷二就

煩惱之伏斷述及二種清淨：(1)世間清淨，

由有漏道之修行能暫時壓抑現行之煩惱，

稱為世間清淨。(2)出世間清淨，由無漏

道之修行能完全滅盡煩惱，稱為出世間

清淨。  世親淨土論則分為：(1)器世間清

淨，令環境變成清淨。(2)眾生世間清淨，

住於其地眾生變為聖眾。二者係顯依、正

二報皆清淨。(三)大智度論卷七十三列舉

三種清淨，即：(1)心清淨，修學般若不起

染心、瞋心等。(2)身清淨，心既清淨常得

化生，故身清淨。(3)相清淨，得具足相好

莊嚴身。(四)梁譯攝大乘論卷中謂四種清

淨，即：本來自性清淨、無垢清淨、至得

道清淨與道生境界清淨。(五)究竟一乘寶

性論卷四說二種清淨，謂本來自性清淨分

為二，即：(1)自性清淨，萬法皆空，本來

即清淨。(2)離垢清淨，離煩惱而成為清

淨。(六)顯揚聖教論卷三列舉尸羅、心、

見、度疑、道非道智見、行智見、行斷智

見、無緣寂滅、國土等九種清淨。(七)大

乘本生心地觀經卷七列舉三昧、智慧、神

通、現身、多聞等各有八種清淨。

【清淨覺海】

比喻清淨之本覺，深廣如海。圓覺經：

「求善知識不墮邪見，若於所求別生憎

愛，則不能入清淨覺海。」又「清淨覺

相」一詞，係指本覺之真相（正體），

遠離染垢。

【清眾】

指出家教團或於叢林修行之大眾。又稱

清淨大海眾、清淨眾。如印度四大河流

入於大海，即捨原名，皆成海水；比丘

出家，亦捨以前之種姓族名，不分貴賤

上下，皆成志求解脫之清淨大眾。

【三智】

<一>指大智度論卷八十四釋三慧品所

說之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一)

一切智，即了知一切諸法總相之智。總

相即空相。此智乃聲聞、緣覺之智。

(二)道種智，又作道種慧、道相智。即

了知一切諸法別相之智。別相即種種差

別之道法。此智乃菩薩之智。(三)一切

種智，又作一切相智。即通達總相與別

相之智，即佛智。天台家認為，此三智

為空、假、中三觀所成，即一切智為空

觀所成，道種智為假觀所成，一切種

智為中觀所成。又依空、假、中三觀

之義，別立二種三智，即：(一)別相三

智，別教菩薩次第修習別相三觀，成就

一切智、道種智，乃至修習中道觀，了

見佛性，成就一切種智，常住涅槃。

(二)一心三智，不依別相之次第，融三

諦於一境，即於一心而作三觀，故所發

之三智亦於一心中證得，無前後之別。

又華嚴經疏卷四亦舉出俗智、真智、中

道智三智，其中真智即觀照真諦空理之

智，相當於一切智；俗智即觀照俗諦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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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差別之智，相當於道種智；中道智不

偏真俗二邊，雙遮雙照，相當於一切種

智。  <二>指菩薩地持經卷三方便處無

上菩提品所說之清淨智、一切智、無礙

智。(一)清淨智，即觀第一義，斷除一

切煩惱習，而離障無染之智；此乃如來

之第一義智。(二)一切智，即了知一切

時、一切界、一切事、一切種等一切法

相之智；此乃如來世諦之智。(三)無礙

智，又作無滯智。即於上記四種一切法

相，發心即知，不假方便，不假思量，

了達無礙之智；此乃如來世諦之智。此

三智為三種般若中之觀照般若所攝，亦

為一切種智所攝。  <三>指楞伽經卷三

所說之世間智、出世間智、出世間上上

智。(一)世間智，即凡夫外道之智。凡

夫、外道於一切法種種分別，執著有

無，而不能出離世間。(二)出世間智，

即聲聞、緣覺之智。聲聞、緣覺修四諦

十二因緣，能出離世間。然猶墮自共之

相，以為有生死可厭，有涅槃可求。

(三)出世間上上智，即諸佛菩薩之智。

諸佛菩薩觀一切法寂靜，不生不滅，得

如來地，超出聲聞、緣覺之智。  <四>

指外智、內智、真智。(一)外智，善能

分別明了六根六塵之境、博覽古今、通

曉俗事之智。(二)內智，善能滅除無明

煩惱、心意寂靜之智。(三)真智，善能

通達淨穢同體無別、萬物本自寂靜之

智。

【桶底脫】

禪林用語。原謂桶之底脫落；禪林中，

轉指達到大悟而絲毫無惑無疑之境地，

猶如桶底脫落，桶中之物隨而洩地，

不再留有任何殘物。碧巖錄第二十二則：

「後到德山，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

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道什麼？我

當時如桶底脫相似。』」又與「脫底桶」

一詞同義。

【妙高】

<一>為須彌山（梵 Sumeru）之意譯。須彌

山乃佛教宇宙觀中，聳立於一小世界中央

金輪上之高山。

<二>宋代僧。因居妙高臺而得名。師出家

後，為求悟旨，勇猛精進，雖日久功深，

然昏沈依然。以求悟心切，遂至寧波府

（浙江鄞縣）東之妙高臺靜坐。臺上僅容

一人，位於峭壁上，稍一不慎即有墜毀之

虞。師經長久精進，終於悟道，並感得韋

馱天護法。得悟之後，端坐於臺上誦經，

其聲深遠，達於數千里外。宋太后於深宮

中聞其梵音，並於睡夢中見其僧相，乃請

畫師繪其形像，按圖尋人，終於妙高臺上

尋得，即敕令為師修寺，即今浙江奉化雪

竇寺。其餘事蹟與生卒年均不詳。

<三>（1219～1293）元代臨濟宗大慧派

僧。福州長樂人。號雲峰。曾參謁癡絕

道沖（1169～1250）、無準師範（1178～

1249），後投杭州徑山淨慈寺之偃溪廣聞

門下，並嗣其法。後於大蘆寺宏揚禪旨。

師曾因感嘆時人之排斥禪道，故於元世祖

面前，廣集諸宗之徒宣說禪旨。至元三十

年六月示寂，世壽七十五。

 

        【以上註釋之部名相出自佛光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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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經各品綱要

第一品 緣起品(卷1～2)

主要就是說明整個法界如何欣喜的迎接這個宇宙大事─釋迦牟尼佛要宣講大般若波羅蜜多。

第二品 學觀品(卷3～4)

充份說明一個大乘菩薩道行者該如何修行大般若波羅蜜多。

第三品 相應品(卷4～7)

主要是說明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的種種現象以及成就。

第四品 轉生品(卷7～9)

主要是說明各種修行因緣以及感召的轉生處所果報的差別。

第五品 讚勝德品(卷10)

主要是說明參加法會者對於般若波羅蜜多的讚頌。

第六品 現舌相品(卷10)

主要是說明世尊現廣長舌相，以及十方佛土睹此瑞相而紛紛前來聽經的盛況。

第七品 教誡教授品(卷11～36)

主要是佛陀藉著要善現大菩薩為諸菩薩摩訶薩講授般若波羅蜜多，宣講名相不可得的般若波羅

蜜多真實義。

第八品 勸學品(卷36)

是敘述善現菩薩與舍利子藉由巧妙的一問一答，凸顯學習般若波羅蜜多的利益及重要。

第九品 無住品(卷36～37)

主要是說明般若波羅蜜多的主旨〝無住〞，即對一切都不執著之意。

第十品 般若行相品(卷38～41)

主要是說明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的重要性，是修行般若不可或缺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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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品 譬喻品(卷42～45)

主要是說明有方便善巧及善友所攝，聞般若波羅蜜多，不會驚、恐、怖，反之則會。

第十二品 菩薩品(卷45～46)

主要是說明菩薩句義就是沒有句義，因為一切句義皆空無所得。無所得故，句義亦無所得，

故無句義可言。

第十三品 摩訶薩品(卷47～49)

主要是說明摩訶薩的定義以及菩薩摩訶薩的種種檢定方法。

第十四品 大乘鎧品(卷49～51)

主要是說明六度波羅蜜如六輛大車，能載修行者到達菩提大道。

第十五品 辯大乘品(卷51～56)

主要是說明什麼是大乘相以及發趣大乘的種種。

第十六品 讚大乘品(卷56～61)

主要是說明大乘的功德無量無邊。

第十七品 隨順品(卷61)

主要是說明大乘與般若，悉皆隨順，無所違越。

第十八品 無所得品(卷61～70)

主要是說明一切法無所得。

第十九品 觀行品(卷70～74)

主要是說明菩薩修行般若觀諸法時，於一切皆不受、不執、不著。

第二十品 無生品(卷74～75)

主要是說明菩薩修行般若觀諸法時，見一切無生，因為畢竟淨的緣故。

第二十一品 淨道品(卷75～76)

主要是說明當菩薩明白般若時，必安住於常不捨離一切有情大悲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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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品 天帝品(卷77～81)

主要是說明什麼是菩薩般若以及為什麼菩薩應住、應學般若。

第二十三品 諸天子品(卷81～82)

主要是說明諸天子聽不懂般若，善現菩薩再為之深入宣說的經過。

第二十四品 受教品(卷82～84)

主要是說明有那些人能夠信受甚深、難見、難覺的般若，包括了住不退轉地的菩薩，已見聖

諦及漏盡的阿羅漢以及種過深厚善根的善男子、善女人。

第二十五品 散花品(卷84)

主要是說明諸天人散花供養釋迦牟尼佛、善現菩薩及諸菩薩、僧眾等的莊嚴殊妙，以此緣起

探討花不生及一切法不生的般若智慧。

第二十六品 學般若品(卷85～89)

說明善現菩薩智慧甚深，不壞假名，而說法性。

第二十七品 求般若品(卷89～98)

說明修行般若當於大菩薩的開示中求，並以佛陀為依歸。

第二十八品 歎眾德品(卷98)

說明菩薩所行般若是大、無量、無邊波羅蜜多，能夠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第二十九品 攝受品(卷98～103)

說明菩薩應於般若如說而行且不遠離。

第三十品 校量功德品(卷103～168)

說明般若的功德無量無邊，甚至供養般若經典的功德，比供養佛陀舍利還要殊勝廣大。

第三十一品 隨喜回向品(卷168～172)

說明一個菩薩應如何以無所得為方便，善巧修好隨喜回向法門。

第三十二品 讚般若品(卷172～181)

廣為讚歎般若是一切世出世間成就的根源，菩薩應以般若為導的修習六度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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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品 謗般若品(卷181)

說明毀謗及不敬般若的惡業果報，以及為何會謗般若的原因。

第三十四品 難信解品(卷182～284)

說明甚深般若難信難解的原因，以及正確與清淨的信解與相應之道。

第三十五品 讚清淨品(卷285～287)

說明什麼是畢竟清淨的意義，以及一切法清淨的真正涵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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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小語

無論這個人多麼令人討厭　

當瞋恨他時　

就失去了自己生命中

最美善的一部份

慧觀練習─

心念止息

全身放鬆

心念止息

在這樣的狀態下

沒有任何的干擾

沒有任何的負擔

一切的念頭

都停止了

一切的分別

都停止了

觀空練習─

直接觀空

《知見》

所謂的觀空，就是觀想空性，也就

是以己心直接悟入本體，證入一切

萬事萬物萬象背後的本質，這是成

就的必經之路，亦是成就證果的唯

一抉擇。

《實修》

直接觀空

《說明》

什麼也不想

只是看著

這樣的狀態

不是全部都沒有

觀空

直接觀察空

觀察空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態

用直覺

不要用任何的思考

只是用直覺

去觀察

一個妄念止息的狀態

然後

盡量保持在這樣的狀態

愈久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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