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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观自在菩萨，]观自在，在梵文佛经中称为“阿缚卢枳帝湿伐逻”，在中文佛经中的译名则有好
几种，大家最熟悉也最常称的就是鸠摩罗什的旧译一一观世音，玄奘则新译为观自在。
　　前面说过，《心经》的原型，在《大般若经》里本来是佛陀向舍利子说法，可是到了公元四五世
纪《心经》成立之时，密教正流行于印度及西域各地，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广大灵感，应化无碍
的威神之力，早已成为密教信仰的中心，所以就把观世音，即观自在菩萨，奉为《心经》的说法主了
。
　　菩萨是依德立名的，依般若观慧而已得自在的菩萨，即名观自在菩萨。
这位菩萨以甚深的般若（智慧）来观照五蕴，知道五蕴本就是空的。
由于证悟了空性，一切的苦难对这位菩萨而言都超越了。
我们佛教徒有很多人会念《白衣大士神咒》，此咒的后面是这样说的：“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
化为尘。
”怎么有这样大的力量呢？
是因为咒中称念了观世音菩萨名号的缘故。
本经的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一心念《心经》也能够“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
化为尘”。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念的人未能彻底了悟空义，那么灾难只是暂时离开，以后难保不会再来。
　　观自在，观什么自在？
只要用修行的方法观照，就能够得自在。
从《楞严经》里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法门是耳根圆通，也就是因听声音而人三昧，因听声音
而解脱自在。
这个“观”，可以用耳朵、眼睛、鼻子，也可以用身体。
不过从修行的方法来讲，用耳朵来“观”，最容易让我们去烦恼证菩提。
　　我在指导禅七（做七天佛教的功课。
一一编者注）的时候，如果有人打坐着魔，不由自主地哭笑吵闹，通常我都教他躺下来，把眼睛合上
，心里什么都不要想，只用耳朵静静地听，听四周的声音，远处近处各种声音。
不需多久，他就会安静下来。
所以用耳朵听，是最容易使心安定的修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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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人追逐紧张的生活节奏，在无尽的繁忙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蒙覆了尘世中的喧嚣与浮躁，
消弥了清静自然的灵性，失却着生命的本真。
　　禅者崇尚人生的超脱，以淳朴归真的修为，闪耀光照千古的机锋，拓建着心灵的家园、生命的净
土，营造出灵动空明、深邃广袤的洒脱世界。
　　本书让我们聆听智者的声音，为自己点亮一盏心灯，以般若智慧观照自我，获得殊胜的力量，享
受真实自在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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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心经讲记（圣严法师）　　本论　　一、人类观一再蕴一五蕴皆空——人的本身即解脱自在　　
【舍利子！
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
】　　舍利子，即《阿弥陀经》里面所称的“舍利弗”。
“弗”是梵语，译成中文就是“儿子”的“子”。
“舍利”原本是印度的一种鸟，这种鸟眼睛非常明锐，舍利弗的母亲眼睛明锐得像舍利一样，所以取
名为“舍利”。
她这个儿子从母得名，所以叫“舍利子”。
　　人是由五蕴所成，我们若能如实观照五蕴本空，那么，虽有身心的现象，也能够生活得解脱自在
。
然而要把五蕴看空，必须用智慧。
用智慧看五蕴怎么看法呢？
观世音菩萨对释尊的弟子，被称为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说：“舍利子啊！
色之于空，并没有不一样；空之于色，也没有不一样。
色就是空，空也就是色。
”这里的“色”，就是五蕴中的“色蕴”，属于生理的、物质的现象。
其余受、想、行、识四种，是属于心理的、精神的活动，它们与空的关系，和色蕴完全一样。
也就是在本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下依式写成“受不异空，空不异受，
受即是空，空即是受。
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识即是空，空即是识”。
不过为免繁赘，只用“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一句概括了。
　　何谓“色不异空”呢？
“色”在这里是指我们的身体，是由“四大”互为因缘和合而成。
一般不懂佛法的人，听到“四大”就以为是指酒、色、财、气，其实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四大乃指地、水、火、风，是物质界的四种特性，因为这四种特性在世间极普遍而作用又极大，所以
称为“四大”。
地大表现的是坚硬性，如身上的骨骼、肌肉、血管、神经、皮肤、毛发、指甲等；水大表现的是湿润
性，如血液、淋巴液、唾液、汗、尿等；火大表现的是温热性，就是我们的体温了；风大表现的是流
动性，如呼吸和血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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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
　　——圣严法师　　在平常心中拥有安祥，在生活中实现法的现量，就能实现自我升华，得大智慧
，得大自在。
　　——耕云先生　　八大人生观念：春天，不是季节，而是内心；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人
生，不是岁月，而是永恒；云水，不是景色，而是襟怀，日出，不是早晨，而是朝气；风雨，不是气
象，而是锤炼；沧桑，不是自然，而是经历；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
　　——星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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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位大师讲心经：让你的心像大师一样空灵》是大乘佛法的心要，浓缩六百卷《大般若经》的
精髓，被誉为顿悟成佛的法门和弘法利生的法宝，其文字简约而含意宏丰，在佛教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
　　《心经》蕴涵睿智灵动的禅悟智慧，阐发明心见性的佛法根本。
“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
”明心才可见性，见性才可增慧。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善用智慧，可以超脱烦恼，修至空明心境。
　　《心经》自流传以来，注释不可尽数，我们金中选金，难舍能舍，精选了十篇《心经》集注，汇
集了十位高僧大德的真知灼见，引导人们领悟《心经》奧义，获得人生解脱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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