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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　　《金刚经》在中国受到普遍和持久的重视，不仅佛教徒喜欢读诵，一般知识分子也都喜欢阅
读。
《金刚经》文字简练优美，并且富有超越及空灵的哲理。
虽然经义深奥，却又能让读者感到清新和亲切，故在许多佛经之中，除了简短的《心经》之外，《金
刚经》是最能深入中国文化环境的佛经了。
　　在佛经的流传史上，自从第五世纪初，鸠摩罗什将《金刚经》译成中文以来，历代均有注释，迄
于明朝即有《金刚经五十三家注》的汇集本，到《卍续藏》编成之时为止，已搜集了六十九种，比起
其所搜《心经》的注解数量六十种，还多出九种。
　　以往凡是注解经典，或是讲解经典，都是顺着经文的次第进行，逐句解释，往往使得听众在听完
一座经后，尚无法明确其主题所在。
因此我于一九九三年二月一日至四日的四个晚上，假台北市国父纪念馆大演讲厅，演讲《金刚经》时
，便以每晚一个主题的方式讲述，命名为“《金刚经》生活系列讲座”。
我从《金刚经》文中摘录出与主题相应相契的经句及段落，配以主题及子题的标示，做了四场专题演
讲：1.《金刚经》与心灵环保，2.《金刚经》与自我提升，3.《金刚经》与净化社会，4.《金刚经》与
福慧自在。
　　我一向主张“古为今用”，佛经不是仅供信仰持诵的，更当“如说修行”，应用于每一个人的日
常生活之中。
《金刚经》虽是佛法中的最高境界，如果能把修行经验的层次厘清，也不难发现其切入现实生活的着
力点了。
例如，经中的“云何降伏其心”？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便是心灵环保的指导原则；又如《金刚经》的“无相”，是以精神的“信
心”及物质的六尘为基础；自我的提升，是从有相的假我来体验无相的解脱。
《金刚经》所强调的布施及忍辱，便是净化社会、净化人心的最佳方法。
经中有六次讲到“福德”二字，并以“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成就为其经名，所以这是一部特别重视修
福修慧的经典，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唯有全心力地福慧双修，始能速证解脱自在的无上佛果。
　　因为我将《金刚经》生活化、实用化了，所以讲述之时，深受听众的欢迎，便委请青年女作家梁
寒衣将录音带整理成文，出版问世，我要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在台湾与我讲经的录音是分开发行的，现因出版社恳请，附赠我的讲经录音，期能方便读者
理解《金刚经》这一深奥的经典，我亦乐为之。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严序于法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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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刚经》是佛教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经典，旨在阐发实相无相、去除执著、解脱自在，获得大智
慧大福德的道理。
　　圣严法师结合现代人的生活，从净化心灵，提升自我；净化人心，造福社会；福慧双修，获得圆
满人生的主题对《金刚经》的思想做了申发。
　　圣严法师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的声音依然亲切圆润，极富感染力。
有如智慧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洗涤我们的灵魂，澄净我们的心灵。
听圣严法师讲经是生命的享受，将会获得心灵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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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圣严法师，1930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1943年出家修行，2009年2月3日圆寂。

　　著名佛教道场法鼓山的创办人，分支道场遍及欧、亚、美、澳等各洲，门人弟子遍天下。

　　佛教界第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1975年获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历任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美国佛教会副会长及译经院院长，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为辅仁大学、
政治大学、文化大学博士生导师。

　　举办多种杂志，在亚、美、欧各洲出版中、日、英文著作上百种。
其中《正信的佛教》发行近四百万册，《信心铭》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世界著名的佛教大师、宗教界精神领袖、教育家、慈善家、学者，长年在国内外为推动心灵环保
、种族和谐及世界和平等工作不遗余力。

　　1998年被《天下杂志》评选为四百年来对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位人物之一，被誉为稳定台湾人
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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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　介绍《金刚经》　一、《金刚经》的地位——诸经中之最高　　（一）从有我的烦恼，到无我
的解脱　　（二）从现实的生命，知究竟的存在　　（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我无相，功德无
量　二、《金刚经》的目的——广度一切众生　　（一）不住于相而行布施　　（二）应无所住而生
其心　　（三）内以智慧为基础，外以慈悲作表现，福慧圆满，同成佛道第一讲　《金刚经》与心灵
环保　一、环保的层面　　（一）保护物质的自然环境　　（二）保护人间的社会环境　　（三）保
护自我的内在环境　二、《金刚经》的心灵世界　　（一）净化人心　　（二）发菩提心　　（三）
保护初发心　　（四）降伏烦恼心　三、《金刚经》的心灵环保　　（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二）“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　　（三）“应生
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
应如是布施”　四、从有到无的心灵环保　　（一）普通人的心理活动——住于过去和未来　　（二
）大修行人的心理状况——住于现在的活动　　（三）解脱者的智慧反映——不住于过去、未来、现
在第二讲　《金刚经》与自我提升　一、《金刚经》的自我观　　（一）自我的层次　　（二）执著
的自我　　（三）假名的自我　二、《金刚经》的自我升华　　（一）认识自我　　（二）化解自我
　　（三）提升自我第三讲　《金刚经》与净化社会　一、《金刚经》的社会环境　　（一）自然环
境：中印度舍卫国的祗树给孤独园　　（二）社会环境的接触层面　二、《金刚经》的社会建设　　
（一）祗陀太子的事迹　　（二）给孤独长者的事迹　　（三）人间社会的互动关系　　（四）以布
施行与忍辱行建设人间、关怀社会　三、《金刚经》以法布施的心灵环保来净化社会第四讲　《金刚
经》与福慧自在　一、福报与智慧是一体的两面　　（一）福报的定义是：过去种福现在有福，现在
种福未来有福　　（二）智慧的定义是：当做的事要恰到好处地去做，当说的话要适如其分地说　二
、《金刚经》的福慧双修　　（一）修福当与修慧配合　　（二）修慧是从修福中表现　三、依智慧
修福德才能无碍自在　　（一）戒、定、慧三无漏学　　（二）行布施而不住相　　（三）法布施功
德最大附录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及注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注附录　金刚经书法欣
赏门　康熙御笔临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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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　言   介绍《金刚经》　　佛法认为万事万物皆是因缘所生，例如，建造一栋房子，必须有许许多
多的条件、因素配合，不是一根柱子或一根梁木就可以完成的。
我——圣严，今天不过是被佛教界或社会所衬托出来的一个人。
我就像一个箭靶或箭垛，许多的功德并非是我的，而是跟我有关的周遭的所有弟子、信徒和朋友们的
。
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和相同的认识，所以成就出相同的事来，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所以对我的美言、荣誉，应该不是我的，而是属于所有大众的。
　　诸位已经看到这四个讲题的题目：第一天是“《金刚经》与心灵环保”，第二天是“《金刚经》
与自我提升”，第三天是“《金刚经》与净化社会”，第四天是“《金刚经》与福慧自在”。
　　《金刚经》这部经非常深奥，也非常抽象，很不容易懂，也很不容易讲。
要配合着我们实际生活来讲，是非常困难的。
我这次是一项大胆的尝试，如果尝试失败，还请诸位原谅。
　　首先介绍《金刚经》，这部经在佛教中的地位相当高。
佛法分成好几个层次，基础的佛法称为“人天乘佛法”，即是以人为标准、以生天的道德律为标准，
或者是以“生为人间”的要求，以及“生为天界”的要求为基准。
　　“人天乘佛法”特别强调因果，即“如是因，而如是果”，是“有漏”、“有为”的，也是有目
的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而做什么事，必定会得到它的结果”，至于不为什么目的而做了什么事，是
不是会得到结果呢？
一样会得到结果。
很多人做好事期望有好报，做坏事希望不得坏报，没有这样的事！
所以，以人、天的标准来讲，都是“有为”的，“有为”就是有我的，以自我的利害为出发点，人间
就是如此。
　　人间如此，那么天上呢？
任何一个宗教都主张在人间修福报可升至天上，佛教也不例外。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是出世的。
很多人说佛教是“出世”的，出世是什么意思呢？
出世就是逃避现实、厌离现实。
我们的世间充满了烦恼、苦难和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生在人间是非常不幸的，即使最有福报的人降生
人间，也并不是很舒服。
所以，无论生在人间或天上都不究竟，都希望能脱离这个现实的世界，抵达佛家所谓的“涅槃”、“
解脱”。
但是光停留在这个层次，认为自己离开苦难就够了，至于其他人在苦难中怎样呢？
不管他！
这种“出世”，其实是“厌世”或“逃避现实”。
　　第三个层次是真正的入世，叫做“世出世”，在世间而不受世间的束缚困扰。
虽然也生活在我们的人间，也接受这世间的一切环境，但是心中没有烦恼、没有厌憎，这就是菩萨的
精神，也正是大乘佛教的精神。
　　大乘佛教就是要我们学习菩萨精神。
菩萨精神即是在世间而不受世间烦恼困扰，在世间没有自我的执著和自我的烦恼，就像《心经》中所
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般若波罗蜜多”即是“智慧”的意思，以无我的智慧来勘破、透视我们所处的“五蕴”世界，五
蕴世界即是我们身、心所处的环境。
从般若智慧的立场来看，五蕴世界是由因缘聚合而成的，只是暂时、临时、不断变化的，因缘聚则聚
，因缘散则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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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必把五蕴的身心或环境当做牢不可破、永恒不变的存在。
遇到好的，不会兴奋过度，遇到坏的，也不必太难过；花开，自有花谢，冬尽，自有春来。
环境、现象皆是无常的，好好坏坏皆不必太认真，这就叫看破、看透、看穿。
能够这样，就是有智慧的人。
《金刚经》的全名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是以智慧来帮助我们看清这世界是空的，既然一切
是空的，我们还要执著些什么呢？
　　但是要知道，观念上可以“空”，可是事实上我们还在生活。
而且，只有一部分的人有这样的观念，许多的人还没有这样的观念。
即使有“空”的观念的人，说得到也不一定做得到，想得到也不一定能够实践。
所以，如实修行是不容易的事。
　　众生不论听到佛法或没有听到佛法，都还在烦恼苦难之中，因此我们要在苦难中帮助所有苦难的
人，使人人皆能得自在、得解脱。
当到达那样的程度时，就是净土的显现、佛国的出现，这就是菩萨心、菩萨行，也就是《金刚经》的
要旨。
所以《金刚经》是诸佛经中最好、最高的经典。
一、《金刚经》的地位　　——诸经中之最高　　（一）从有我的烦恼，到无我的解脱　　凡是“有
我”，一定不离烦恼。
假如不把“我”考虑进去，烦恼就会离你而去，即得解脱。
“我”是什么？
很多人弄不清楚，以为有个真正存在的“我”，认为所谓的“我”，大概就是指我们的身体。
事实上，我们仔细分析、考察一下，除了身体之外，还有心理层面的我、精神层面的我，那是非常抽
象的，简单地说，就是“心理及超心理的活动”。
　　心理活动是什么？
我们的身体从出生开始，就渐渐地在增加心理活动的频率。
刚开始心里一无所有，懵懂、无知，然后自浑蒙中慢慢开始有学问、知识，有种种自己的、他人的，
我们的、他们的，个人的、大家的，对的、不对的，有利的、无利的⋯⋯想法、观念，这些都属于心
理的活动。
由于心理活动的表现，进一步就出现了超心理的精神层面。
　　精神的层面是什么呢？
是从我们身心的行为而产生的影响力。
说得更抽象一点，离开我们的身体以外，我们还有精神的生活，例如，此刻诸位在这里听讲便是一种
精神生活。
　　很多人认为精神生活就是娱乐、艺术或思想，其实，这些都不出乎我们的心理活动。
精神层面应该是高于心理层面，高层次的精神活动是非语言、文字、思想所能表达的，它只能意会，
不能言宣。
凡是能够以想象抵达的状态，还只是心理的层面，不是精神的层面。
　　所谓意会，也就是体会，只能发出：“啊，我感觉好美！
感觉好伟大！
”究竟伟大到什么程度？
美到什么程度？
无法说出，也无法形容，只知道感受如此，这就是精神层面。
　　精神层面的我、心理层面的我，以及身体、肉体生活层面的我，都叫做“有我”。
活在这个层次的我，可以说是通常的、世俗的，是高等动物的本能。
　　最近，我有一个徒弟离开了我，而且有他自己的发展。
　　好多信徒对我讲：“你的徒弟离开你，还把你另外的几个弟子也带走了。
”　　我说：“正常的。
”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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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鸡生蛋，蛋孵成小鸡。
小鸡找东西吃是母鸡教它的，吃完后，小鸡是否需要再生一个蛋给母鸡呢？
不需要。
小鸡需不需要告诉母鸡，这里有东西吃或那里有东西吃呢？
不需要。
现实的世界中“物性”就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物质的层面是这样子的。
　　小鸟孵化后，母鸟需要抓小虫喂它。
喂饱，羽毛丰满，翅膀硬了，小鸟飞走，会不会找虫来喂老鸟？
多半是不会的。
听说有“乌鸦反哺”这样的事，我没见到过，只是有人这么说。
　　我们大部分的人只活在物质的层面上，还不到心理的层面，在心理的层面即有知识、学问、道德
、伦理等观念出现，可以透过教育而完成；不过，透过教育而完成的伦理道德，在能做与不能做、应
做或不应做之间，并没有一定的标准。
　　在印度的佛陀时代不许做的，到了中国、到了我们这个社会，非要你做不可，还是得做；古代的
中国人不准许的，现代的中国人可能就没有禁忌了，也就是说，时代不同了。
物质的环境、物性的层次，大家普遍都是共通的，但是心理的层次，却没有一定的公是、公非，没有
绝对的对和错。
这是由于文化背景、风俗地域的不同，伦理、道德的标准也就不一样。
　　从一个学佛人的立场来看，这一切的现象我都能接受。
我看到人们在物质层面的活动，觉得是正常的；看到他们在心理层面的活动，也觉得是正常的。
人家说这个人不道德，没有伦理观念，我都觉得是正常的，也都能接受。
也可以说，对一个佛教徒而言，没有什么事是不能接受的。
　　即使到了精神层面，也没有一定的公是、公非，因为其实这都是“我”的问题。
哲学家讲理性、理念，以及最高的原则，但是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琳琅满目，不同的思潮和派别分庭
抗礼，各自拥有不同的大师。
每一个宗教都宣称自己的神是唯一、最高、最究竟、最好、最伟大、最根本的“神”。
所以有一次，一位西方人问我：“师父，今天世界的宗教发生这么多的问题，如何能够解决？
”　　曾经，在印度，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发生战争。
一直到现在，在中东，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也发生战争；甚至两个伊斯兰教国家，伊拉克和伊朗，也争
战不休。
更奇怪的是，原本是一个国家，后来一分为二，成为伊拉克和科威特两个国家，也打个不停，都纷纷
宣称“神——安拉站在自己这一边”，对方那边是“假的安拉”。
　　所以，从宗教的层面、精神的层面讲“我”，也都还是有问题的。
因为凡是“有我”就有烦恼，不管是最低的物质层面、心理层面，乃至于精神层面。
只要有我，就有烦恼，只有“无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金刚经》中的“无我”就是《心经》中的“五蕴皆空”，就是不把个人的存在当做永恒不变、
最重要、最可贵的；同时，也不要把环境中你、我、他的存在当成永恒不变的。
如果能有这种认识，对自己的问题就不会放在心上，对于他人带给你的烦恼，也就不会看得太严重。
　　没有一件事是实在不变的，一切的事皆如同花开、花谢。
花尚未开的时候，是不是一定开得出花来？
不一定。
许多花尚未开放就已凋谢，许多果实尚未成熟便已坏去。
任何一件事皆是因缘所生，也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是真的、是我的，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皆然。
　　但是大多数人都以为精神层面是最高的，所以许多哲学家为了他的思想、观念拼命与人争，认为
“人可以死，但是思想一定得坚持到底”，这就是“有我”，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站在佛法的立场来看，今天的思想很好，可以给人用；到了明天，当自己有更好的思想观念出现
，就用来取代昨天的；如果别人的思想观念更好，那就用来取代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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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有这样的想法，才是“无我”。
但是，许多哲学家为了争论思想上的“真”，至死方休，甚至延至徒子徒孙仍争个不休，所争的无非
我所“见”，这都是心理层面、精神层面的问题。
争，即有烦恼，如果懂得《金刚经》，就能无争，也就能解脱。
但是无争，是不是就是一个失败主义者呢？
不是！
而是不坚持己见，不认为自己一定是最好、最高明的。
　　（二）从现实的生命，知究竟的存在　　现实的生命虽然是假的，但仍是非常可贵的。
因为若没有假的现实，我们不可能知道真的究竟。
真的究竟是什么？
真的究竟就是“空”。
“空”是什么？
空是绝对的存在。
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会被破坏，只有一样东西不会被破坏，那就是“空”。
　　空的意思有二：一是空间，一是什么也没有，即“空无”。
佛法里所讲的空，不是“空无”的空，而是“空间”的空。
　　“空间”存在于什么地方？
存在于“我”与“我”之间——你我之间有空间，细胞与细胞之间有空间，原子与质子，乃至最小的
物质与物质之间都有空间。
空间本身能形成“有”的存在。
如果没有空间的活动余地，世间的现象就会变成一片死寂、暮气沉沉，因为有空间，所以有回旋的余
地。
　　因此，佛法讲的“空”，不是空无的空，而是空间的空，也才是《心经》所讲的“色不异空”。
色的意思就是“物质”，物质现象的存在皆在空间之中，世间的现象就是幻起幻灭，从现实的生命，
从你、我、他的活动，我们可以认知到究竟的存在是什么。
　　究竟的存在，就是无我的解脱。
解脱以后的无我，必须给它一个假的名字，还是叫“我”，那是一个没有执著的我，但其功德、智慧
、悲愿仍是存在的。
存在于哪里呢？
哪个地方有佛法的功能，就是佛的慈悲、佛的法身的存在。
　　（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无我无相，功德无量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前面已经做了
一些说明，现在进一步谈“有相”这个“相”是什么。
《金刚经》中提到四种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如果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就是我们的生理现象、心理现象以及环绕我们环境的社会现象。
什么叫做“社会”？
凡是人和人的关系、组织，以及彼此的互通有无，就叫“社会”。
　　我们的生理现象、心理现象，加上环绕周遭的社会现象，就形成我相、人相、众生相和寿者相。
　　寿者相是什么？
并不是胡子很长、头发很白就称为“寿者相”。
寿者相是“时间相”的意思，是生命在时间过程中所做的活动。
而生命的活动是在社会之中进行的，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是你、我以及由许多的你与许多的我，加起来形成的众生。
《金刚经》提及的“众生”，主要是指人，许多人生活在一起就叫做众生的环境。
　　然而这些有你、有我、有环境的存在，都是“虚妄相”，因为这些都是经常在变异更动的。
因此，“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的意思，是暂时的、临时的，跟演戏一样，演什么戏就扮什么
角色，这角色不是永恒不变的。
　　我现在请问诸位，今天我是主讲人，诸位是听众，然而，刚刚主持人在台上讲时，我却只是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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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的一员，我现在在台上，等一下我下台，换另一位上台，譬如司仪，那么我就变成听众，他是主
角；所以是互为宾主的，没有一定的立场，主角与配角经常在互动、在替换。
又譬如，一对夫妻，两人在家中究竟谁是主人？
不一定，有的时候太太是主人，有的时候先生是主人。
如果总是太太或先生当主人，那么，这个家庭一定有问题。
必须互为宾主，也就是为什么夫妻相处必须相敬如宾——即是“你将我当贵宾，我也将你当贵宾”，
如此，才能相处得好。
如果老是认为自己是贵宾，自己是主人，一定有问题。
　　凡是有我，便烦恼无比，付出多少，就想回收多少，甚至想连本带利地回收。
付出一块钱，则期待下个月回收一块一毛，拥有一毛的利息。
付出一块，如果下个月仍回收一块，心里便想：“啊，倒霉透了！
投资错了。
”如果投资一块钱，回收两毛钱，便觉得蚀本了，很烦恼。
　　又譬如，我收徒弟，栽培了几年，最后还是离开了。
养一条狗，狗走时还会摇摇尾巴，收了一个徒弟，走时却可能倒打一钉耙，如果我因此烦恼不已，从
此再也不收徒弟了，这是有我呢，还是无我？
　　这是有我。
　　所以，我经常这么想，人家对我如何，我是不管的，我应该对别人怎样，却很重要，我必须先尽
到自己的责任。
我常常反省，我究竟像不像一个师父？
像不像一个法师？
是不是对得起我的徒弟？
对得起我的信众？
至于，我的徒弟对我怎么样，那是他们的事，我已尽了我的心，如果徒弟、信众对我不好，我还是要
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无德无能，无法教育、感化他？
是不是自己尽的心力不够，所以没能教好他？
这是我自己的责任，不能怪他们。
如果有人批评他们，我会说：“你不要批评他们，这是我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　　我并没有得解脱，所以还是“有我”，当有人批评我的时候，我心里还是会动一下，像是“指
南针”一样。
指南针静止时原是不动的，但是，稍微将它晃动，指针就会动一下，然后再恢复为原来的状况。
所以，在动一下之后，我会马上调整自己，对自己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
动什么啊？
”　　对世间要永远付出慈悲心、关怀心，不要有怨恨心，也不要对任何人失望，这才能功德无量。
否则，做了一点点功德没得好报，便不做好事了，这还有功德吗？
如果好心不得好报，这也是正常事，不必太在意。
二、《金刚经》的目的　　——广度一切众生　　（一）不住于相而行布施　　“不住于相”，“相
”的意思在《金刚经》中讲得很清楚，即不住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而行布施。
拿什么来做布施呢？
　　有钱可以布施，没钱也可以布施，有学问可以布施，没学问也可以布施，甚至是一名乞丐也有东
西可以布施。
　　有钱可以用钱布施，有物可以用物布施，有知识、技术，则可以用知识技术布施。
如果什么都没有，也可以用欢喜心来布施，或说一句赞叹的话，用言语来布施。
譬如，人家做了一桩坏事，你原本可以骂他，但你不骂他，只是念一句“阿弥陀佛”，但愿他以后不
要再做坏事，用心的力量、口的力量，多多少少也可以影响这个人。
心有诚，物有感，顽石也能点头，何况是人？
因此，只要诚心祈求、祈祷，希望他不再做坏事，或用柔软语来劝导、感化他，那也很好，也是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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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家做了好事，我们就应该赞叹他，虽然只是一点点好事，但是，也应该加以赞叹。
人都是希望受到鼓励、赞叹的，而不希望被指责、谩骂，所以，不论是财布施或言语布施，布施如果
得当，我们的社会就会非常和谐，非常祥和、幸福。
人人布施自己而成就他人，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不理想、不满意的事呢？
　　但重要的是，要不住于相，住于相就麻烦了。
住于相的意思就是说，布施时一定要布施给某一个人，布施给某一个特定的对象，并要求获得一定的
回应。
　　譬如，过年时在农禅寺，好多人来向我拜年。
我算是什么人物，值得人家这样拜？
他们拜的时候，我念着“阿弥陀佛”，心里想，他们拜的是阿弥陀佛，不是我。
而拜年的人呢？
有的是来看看“圣严法师”是什么样子，有的是以恭敬心来送红包给我，来赞扬我，这两种都有。
　　但是，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师父，你看，那些人来了，又不送红包，只会眼睁睁地瞪着你看
，这些人真是罪过！
”　　我说：“阿弥陀佛！
不可以这么说。
他们来见我，我都以平等心祝福他们早日成佛，早日得解脱。
我平等地祝福他们，他们红包里有多少钱，我根本不管，也不管他们究竟有没有送红包。
他们能来，便是不容易！
他们没有去看电影，而来看我这和尚，就算是抱着好奇的心情，也是好的。
”这就是一种“无相”的态度，就是不要以差别心、差别态度来看待众生，而以一律平等、无差别的
态度来接待他们、祝福他们。
　　但是我们都还在凡夫的阶段，怎么可能完全“无相”呢？
至少我知道什么人给了钱，什么人没给钱。
但是，我会时时警惕自己，要“无相”，要平等地给予祝福。
既然听了《金刚经》，念了《金刚经》，何况我还在讲《金刚经》，当然更要练习着具备这样的态度
。
　　布施无相，我们受布施，也要“无相受”，心里才不会觉得有愧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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