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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飞速发展和复杂多变的时代。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政治、经济也日趋复杂，产生了许多造福于全人类的新事物。
总之，这是一个物质文明空前发达的社会。
　　而相比之下，我们的精神世界却显得有些贫瘠，尽管新的思想观念层出不穷，但现代人不变的普
遍信仰依然是物质崇拜和金钱至上，是“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这样的欲望理论。
　　让许多人困惑的是，无论从物质追逐中获取多少财富和多高的地位，他们仍时常会感到空虚，不
能真正获得身心的平和与安宁。
　　此时，浮躁无聊的人，寂寞难耐的人，都来静下心读一遍或听一曲《般若心经》吧，你或许会从
中找到答案。
比如“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句我们耳熟能详的玄妙经句，即出自《般若
心经》。
即使不考虑宗教的因素，你还是能从中找到普世的精神价值。
　　《般若心经》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又略称《心经》，经文只有260个字，在佛教中的地位
却举足轻重。
它和《金刚经》一样，在佛界广为流传，是大乘般若类经典汇编《大般若经》的一部分，并被认为
是600卷((大般若经》的心髓。
((般若心经》的汊译本最早由鸠摩罗什于公元5世纪译出，自那时起，就逐渐受到人们的喜爱。
如今，因其安抚人心、治疗心灵隐疾的巨大作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尊崇。
　　260字的《般若心经》不但涵盖洋洋600卷《大般若经》的微言奥义，并且还将佛教思想的核心概
念完整呈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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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解读懂般若心经》中，我们将从思想、宗教、哲学、历史和文学等多方面来解读这部伟大的
《般若心经》，把您带回到当年菩萨讲经的现场，从中您不仅能体味到每句经文背后的深意，更可以
了解到《般若心经》的由来和诸多译经故事。
《图解读懂般若心经》采用“左文右图”的图解形式，运用图表、表格和插图等多种元素。
让您阅读佛经的过程变得生动有趣。
　　有一本特别的佛经，它仅有260字，却浓缩了佛教般若经典的精要，能为您破解人生真相，养疗迷
妄的心病，堪称为成佛的指南和利生的法宝。
这就是《般若心经》。
　　《图解读懂般若心经》将告诉你：　　读懂《般若心经》的关键点在哪里？
　　你知道流传最广的《般若心经》汉译本是谁译的？
　　玄奘法师与《般若心经》有怎样的因缘？
　　《般若心经》中连用21个“无”字的用意何在？
　　《般若心经》前半部分为经，后半部分为咒？
　　《般若心经》全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经文只有260个字，其地位却举足轻重。
它和《金刚经》一样广为流传，是大乘般若经典汇编《大般若经》的一部分，并被认为是600卷《大般
若经》的心髓。
寺庙的早晚课诵本中都有编录，将它作为早晚必诵和常诵的一部经典。
　　《般若心经》自公元402年被译介到汉地，就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喜爱，但其文约义深，很少有人能
将其中的经义领略透彻。
《图解读懂般若心经》中，我们从思想、宗教、哲学、历史和文学等多方面来解读这部伟大的《般若
心经》，既从整体上介绍《般若心经》的由来和诸多译经故事，还对每句经文逐字逐句地进行解读，
让您读懂其中深刻而丰富的义理。
同时，采用”左文右图“的图解形式，运用图表、表格和插图等多种元素，让您阅读佛经的过程变得
生动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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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素：解读《般若心经》的关键词1. 说法盛会：释迦牟尼在《般若心经》中的角色2. 王舍城灵鹫
山：说法的地点3. 参加者：盛会中有谁4. 三种对象：《般若心经》的听众5. 教理的经典：《般若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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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经》的佛（2）：般若波罗蜜多菩萨9. 《般若心经》的佛（3）：守护般若的十六善神10. “佛说”是
什么：佛说，还是菩萨说11. “大的”、“伟大的”东西：“摩诃”的含义12. 成佛的大智慧：“般若
”的意义13. 到彼岸，另一个世界：解析“波罗蜜多”14. 《般若心经》的精髓：“心”是真正的关键
词15. 纵线与横线的交汇：何谓“经”16. 《般若心经》的流通分：与一般佛经的区别17. 揭谛揭谛，波
罗揭谛：《般若心经》咒语的出处第3章 微言大义：《般若心经》经文详解1. 人生皆苦，破除执著：
《般若心经》的真意2．大慈大悲，济世救难，世人最爱：观自在菩萨3．修习“般若波罗蜜多”的状
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4．世界五要素皆为空无：照见五蕴皆空5．利益众生，救赎一切苦难：度一
切苦厄6．智慧第一的释迦牟尼弟子：舍利子7．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色不异空8．空的存在生成事物
：空不异色9．所有物质存在为空：色即是空10．摆脱束缚，空是世界：空即是色11．四种精神作用：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12．没有不变的事物：是诸法空相13．存在的会灭亡，灭亡的会重生：不生不灭14
．超越肮脏与干净的价值观：不垢不净15．增减只是相对的：不增不减16．“无”字是对小乘佛教的
反驳：是故空中无色17．“五蕴”是心的作用而非存在：无受想行识18．“六根”为空：无眼耳鼻舌
身意19．抛弃“六尘”：无色声香味触法20．眼睛能看到的世界为空：无眼界21．从意识世界中解脱
：乃至无意识界22．了解无知的自己：无无明23．没有迷惑，也就无法成佛：亦无无明尽24．没有了
“十二因缘”中最后的痛苦：乃至无老死25．衰老和死亡都没有尽头：亦无老死尽26．超越“四谛”
：无苦集灭道27．去掉执著，真正解脱：无智亦无得28．一种无拘无束的境界：以无所得故29．为谋
求得道而修行的人：菩提萨堙30．菩萨修行的十个项目：依般若波罗蜜多故31．心无牵挂，一切顺其
自然：心无挂碍32．治愈受伤的心：无挂碍故33．无牵挂则无恐惧：无有恐怖34．远离所有错误的见
解：远离颠倒梦想35．当所有烦恼都已止息：究竟涅架36．过去、现在和未来出现的佛：三世诸佛37
．无法超越的完全正觉菩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38．《般若心经》真言有极大的效力：故知般若
波罗蜜多是大神咒39．真言是有威力，能带来某种结果的圣言：是大明咒40．真言拥有天下无敌的力
量：是无上咒41．最上的伟大真言：是无等等咒42．专心祈祷，得到解脱：能除一切苦43．接近真实
，看得更精彩：真实不虚44．经文与咒语的分界：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45．以下是圣语：即说咒日46
．神圣的语言：揭谛47．度向成佛的彼岸：波罗揭谛48．完全度到彼岸：波罗僧揭谛49．成就圆满的
智慧：菩提萨婆诃附录一：鸠摩罗什《大品般若》与玄奘《般若心经》比较分析表附录二：玄奘《大
般若经》与玄奘《般若心经》比较分析表附录三：《般若心经》的各种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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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追根溯源：《般若心经》的由来与主旨 1. 佛教是世界宗教：佛陀及佛教的产生 “佛”的意
思是觉悟者。
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大彻大悟，都可以成佛 佛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在全球广为流布，拥有众
多的信徒。
 关于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故事，也为很多人所熟知。
 ◇佛陀的一生 距今约两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原名乔达摩·悉达多，出生在古 印度北部迦毗罗
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其父是该国国王净饭王。
 释迦牟尼这个名号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意思是“能仁”、“能儒 ”、“能忍”、“能寂”等。
因其父为释迦族，故成道后被尊称为释迦牟 尼，也就是“释迦族的圣人”的意思。
 身为王子的释迦牟尼生活幸福美满。
但在29岁时，他有感于人世生、 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并作好了随时离世的心理准
备， 出家修行。
但当时，无论他奉行哪一宗教，如何修行，都无法得到解脱。
 于是，他放弃了苦修，一个人在菩提树下冥思。
最终在35岁那年，释迦牟 尼得到了前人从未得到过的终极宗教的体验，即成佛。
 从此，释迦牟尼开始了传教布道的生活，他在印度北部及中部恒河流 域一带传教，直至80岁在拘尸那
城示现涅槃。
简单说来，这就是历史上佛 陀的一生。
 ◇佛教是世界宗教 世界上的宗教可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世界宗教，即普遍的宗教， 是指全人类
的宗教，其不仅仅适用于某一特定民族，而是被全人类所普遍 接受；另一类是民族宗教，它是一种原
始宗教和自然宗教。
 佛教即是一种世界宗教。
因为佛教是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遍的宗教。
不 同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中的神是一种超越人类的存在，佛教中的“佛”是 指大彻大悟的人，释迦
牟尼就是在大彻大悟后，最终成为佛陀。
 2.结集与传承：经、律、论三藏的完成 释迦牟尼涅檠后，他的弟子们为了将其教义传给后世，举行了
数次编 纂会议，将释迦牟尼的言语和解释用佛典的形式整理记录下来。
 ◇释迦涅粱后的第一次结集 从35岁成佛到80岁涅檗的45年间，释迦牟尼一直在传教布道。
释迦回 答其弟子和信徒们的问题，并为他们讲解经义。
但是由于弟子们的根器各 不相同，因此，关于释迦教义的理解也有一些分歧，被后人称为“八万四 
千法门”。
 释迦涅檠后，率领佛教教团的摩诃迦叶为了防止释迦教义的失传，巩 固教团统一，和其他的阿罗汉
一起举行了释迦教义的编纂会议(即结集)。
 据佛教资料记载，500名阿罗汉在王舍城附近的七叶洞窟举行了结集。
这次 结集称为五百人结集。
因为这是释迦涅檠后的第一次结集，因此又被称为 第一次结集。
 ◇经、律、论三藏的完成 在这次结集中，由多闻第一的阿难陀诵读释迦教义(经)，由持戒第一 、熟识
戒律的优婆离诵读释迦所定的佛教教团的规则(律)。
同时，参加结 集的阿罗汉们确认教义是否有错误。
至此，释迦的教义结集成经藏，佛教 教团的规则结集成律藏。
根据印度自古以来的风俗，宗教、哲学等神圣的 语言不能用文字记录。
所以，尽管当时已存在文字，释迦牟尼的教义也依 然遵从了这一风俗，在其涅檗后的数百年间一直靠
口述记忆来传诵。
 约在公元前1世纪，经典开始用文字记载。
最初的经典统称为“传来” ，在中国汉译为《阿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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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间，对经(释迦教义)的种种解释结集成论藏。
至此，佛教的经、 律、论三藏完成。
 3.佛教的发展史：教派的分裂与佛教的传播 在释迦涅檠约一百年后，即在公元前3世纪举行的第二次
结集时，围绕 释迦教义的解释，佛教教团分勾两大部派。
 ◇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唯识学派 释迦涅檠约一百年后，佛教教团发生了根本分裂。
佛教教团分为两大 部派，后来进一步分裂为20个部派，这个时期的佛教称为部派佛教。
在这 些部派中，活跃在西北印度的说一切有部部派最为著名。
部派佛教致力于 佛教教义的分类，将其分为5大类75小类，编纂出被称为五位七十五法的范 畴论。
范畴论又称为小乘，部派佛教也称为小乘佛教。
小乘佛教认为没有 永恒，宣扬瞬间的事物是实际存在的实在论。
 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部派佛教中又诞生了一派与小乘佛教相对的大乘 佛教。
大乘佛教在最初阶段所宣扬的教义就是般若经典中的“空”的思想 。
《般若心经》是从庞大的《般若经》中提取精华而成的经典。
 “空”的思想认为，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有固有的本质，永恒不变的事 物是不存在的。
“空”的思想由中观派所完成。
中观派经常和小乘佛教， 特别是说一切有部展开论战。
 公元4世纪，和中观派共同作为大乘佛教双璧学派的另一学派瑜伽行派 (唯识学派)出现了。
瑜伽行派认为，所有的事物都不过是心的外在表现而 已，因此要对“识”加以反复的研究。
在中国奠定唯识学基础的学僧就是 《般若心经》的翻译者玄奘。
 大乘佛教确立后，部派佛教并没有因此而衰退，小乘、中观、唯识各 学派长期并存。
虽然各学派随着印度佛教晚期的衰退而有所衰退，但是佛 教的教义逐渐传播到东南亚、中国等亚洲各
地。
 4.《般若心经》与《大般若经》：260字由600卷文字浓缩而成 《般若心经》本来并不是一部独立的经
典，而是出自玄奘大师翻译的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Maha—Prajna—paramita—sutra，简称《大般若 
经》)。
 ◇《大般若经》 《大般若经》为宣说诸法皆空之义的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汇编，唐玄奘 译，600卷，内
容是佛陀在4个地方进行16次集会所记载的经文，即所谓的 “四处十六会”。
它是汉译经典中最为庞大的经典，在《大般若经》的梵 文原典中，有20万颂(640万字)。
 《大般若经》大概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一般认为最早出现于南印 度。
 由于《大般若经》多达600卷，部帙庞大，为了受持方便，所以古时的 大德才将这里面最精要、最核
心的部分摘录出来，单独流通，因此被称为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1：10000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般若心经》或《心经》，是佛教中一 部举足轻重的经典。
其全文仅260个字，在数量上只是《大般若经》的万分 之一，但却包含了《大般若经》的全部精义，
可谓是《大般若经》的心髓 。
它所包含的意义，也非常广阔，可说是如来破除执著的旨要，是三藏的 中枢，是众经的关键。
 ◇“转读”代替了“真读” 把经典从头到尾全部诵读的方式是“真读”，而在读大部头经时跳着 读
被称为“转读”。
因为《大般若经》的内容太多，不可能一次将其全部 诵读完，所以在大般若会时就产生了转读这一诵
读方法，即采取略读，只 读开头、中间和末尾几行。
转读代替了双手捧着经卷，逐行阅读，从经卷 的一面到另一面这种传统的阅读方式。
因此，《般若心经》就作为从600卷 庞大的《大般若经》概括出来的经典而流传至今。
 P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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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6字点透人生大智慧。
260字浓缩佛教般若经典之精要，为您破解人生真相。
从思想、宗教、哲学、历史和文学等多角度立体解读经文，让您体味到每句经文背后的深意。
　　400多幅手绘精美插图，“左文右图”的图解形式，让您的读经过程变得生动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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