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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經是一部非常迷人的佛教經典，它被讚喻為整部大藏經

的濃縮，甚為佛教修行者所喜歡。 

    在一偶然機會與一友人談話中，我想通了金剛經中的一個問

題，沒想到對此一問題的見解竟導致我無服藥也無動手術卻安然

渡過生平中一次最重大疾病的衝擊。 

    1998 年７月 18 日我被送進加州柑縣的芳泉谷醫院急診，經

過一系列的檢驗，醫師說我腦中有塊兩公分直徑的血塊，它壓到

視神經以致我喪失掉視覺到整個左半邊視線範圍的能力，這是典

型的中風現象，應儘快進行腦部手術，否則有非常嚴重的後果。

聽完後，我一陣悵然，心直往下沈，我才 42 歲，家有幼兒，而

視力對我的工作而言是最為重要的，沒有它,我近十年的研究成

果將無以為繼，一切努力將成泡影。老天這次對我的考驗可大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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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我很喜愛金剛經，也常常研讀之。金剛經出現於娑婆世界之

因緣起於釋迦牟尼佛應其大弟子希菩提的問題：“菩薩發大心

願，應該將之安住在那裏﹙應云何住﹚﹖應如何降伏其紛亂的心

﹙云何降伏其心﹚﹖”而演說出整部金剛經來。釋迦牟尼佛對上

述問題的回答總歸為一句話：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就是說菩薩

發心應該不要執著任何事物﹙相﹚，而且更應發展出普渡眾生的

心。如此就能降伏其紛亂執著的心，成就無量的功德。離相生心

是整部金剛經的精神所在。 

怎樣才能達到這種境界呢﹖就是對每一件事物要做到掃三

心、破四相。掃三心是指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

不可得；破四相則指不執著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為什麼這樣說呢﹖在經文中，釋迦牟尼佛重複地使用“如來

說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之語法共計十九次，冠以不同的

名相於上述語法中的“某某”來解說離相生心的道理，故此語法

的含意的重要性可見一般。 

如來說某某，即非某某，是名某某 

這種語法是什麼意思呢﹖舉例來說：如來說世界，即非世界，

是名世界。這句話傳統解說為：當如來說到“世界”時，因世界

是因緣假合而成的，故它是沒有自性的，是空性的，也是一直變

化不定的，此時的世界一定不同於下一刻的世界，所以說“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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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雖然世界之本質是空性的，我們暫且以世界這個假名稱

呼它，或則將它安住於世界這個假名上，此即“是名世界”。 

為什麼如此麻煩呢﹖對於一件事物之了解與運用，須要經過

肯定、否定、再肯定這樣迂迴的程序嗎﹖ 

表面看來一個人如果對一件事物，經過這樣的學習過程，他一定

會對該事物有全盤及深刻的認識，但釋迦牟尼佛為何要重複地使

用這種語法高達十九次呢？其中是否有深一層的含意嗎？ 

仔細探討，我們不難發現金剛經中這種肯定、否定、再肯定

的語法直接呼應著一個人修行境界的三個主要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學習事物，例如小孩子是不知道世界為何物，

他必須透過學習，才會瞭解什麼叫做世界，一切知識的學習都屬

此範疇，這個階段的成就是靠文字智慧﹙般若﹚達成的，它的特

點在學習事物之色與相，對事物的態度是持“有”及肯定的。 

第二階段則是觀察事物的本質，以緣起法來觀照事物，進而 

了知事物之自性本空，於人有生老病死、於物有成住壞空、於事

則有生住異滅之現象，這些皆依因緣法則運轉，緣生則聚，緣滅

則散，一切開悟前之修行皆屬此範圍，此階段的成就是靠觀照般

若達成的，它的特點在了知事物之空性，對事物的態度是持

“空”及否定的。 

第三階段則是本著事物之空性而生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

菩提心來待人處事，此時理事圓融，事事無礙，一切開悟後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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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皆屬此範圍，這個階段的成就是靠實相般若達成的，它的特點

在於了知事物之妙有，對事物的態度是持“有”及肯定的。 

古時唯信和尚之名言“修行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修行中

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修行後見山又是山，見水又是水”，

正是這三階段之最佳寫照。 

金剛人生 

上述這種見解是蠻“唯心”的，我一直有如下的疑問：修行為何

會有這樣的順序呢？它一定如此嗎？ 

釋迦牟尼佛在金剛經用的語法還有其他含意嗎？這些問題一直

在我腦中盤旋很久，直到去年初，在一個偶然機會與一友人一席

話後，才突然想通，而後對金剛經這種語法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吾友高亮星博士，現任加州橘郡台灣同鄉會會長，專長藥理

並任職於藥廠。有次他對我提到：近代科學家對很多所謂奇蹟式

的治癒絕症案例進行研究，發現其實是由病人自己腦下腺分泌一

種名叫β–Ｅndorphin 的荷爾蒙或分泌酵素所治癒的。 

科學家已投入大量精力去研究該物質的結構及合成配方而不

得，蓋因該物質之複雜實遠非現今科學所能理解，更惶論人工合

成，科學家至今只知該物質與治癒絕症有極大關連，而且知道只

有在心裡感到非常平靜、非常快樂且非常滿足時腦下腺自然會分

泌該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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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席話啟發我靈感，上述的修行三階段是有順序的，如用

現代的觀點視之，它們與我們身體之成長有莫大的契合。我們不

但可以用釋迦牟尼佛教導的三種般若智慧來達到了脫生死，悟道

成佛之目的，而且更可由這種方法導出我們人類成長之最佳法

門。 

在第一階段中我們依靠著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去學習事物，身體也因六根受到事物之相的刺激而成長。仔細觀

察，甚至連六根與八識亦有其順序的。想想看，一個嬰兒的成長，

首先是靠著眼、耳、鼻、舌、身的刺激感應而成長，此階段著重

眼、耳、鼻、舌、身等五識﹙前五識﹚，然後﹙約七歲後﹚才開

始學習數字計算﹙第六意識﹚，到了十三歲以後開始有叛逆及在

意異性之傾向，也才開始有煩惱，這是因第七末那耶識﹙潛意識﹚

抬頭的原因，二十一歲長大成人之後則依因緣業力﹙第八阿賴耶

識或種子意識﹚而造業輪迴。 

我們可以發現違反這個順序將有害於身體的成長，例如有很

多天才兒童皆為英年早逝，亦即身體提早老化，因此對於幼兒實

不宜太早教導數字之類的計算，而應儘量採用動態諸如接近大自

然之類的活動來幫助他成長。此亦可以解釋為什麼兒童不知煩惱

而修行大都在成年之後，蓋因這些都是身體成長所必經之過程。

第一階段很重要，因它不但關係到學習，而且也直接影響到身體

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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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果一直停留在第一個階段會如何呢﹖一般人大多如

此，進入學校、成家、立業而走完一生。 

     因第一階段著重以六根及八識去學習事物，因此很容易著

相，對事物之處理也習慣地以自己的貪瞋癡為原則，一切煩惱與

苦厄也就因此而生，腦下腺不但不會分泌前述的β–Ｅ

ndprphin，反而會分泌與此相對的有害物質，進而產生疾病，甚

而導致死亡。所以為了去除這些問題，一定要進入第二階段，也

唯有經過第二階段才可了悟空性而永脫生死輪迴。試想前述產生

β–Ｅndorphin 的境界豈不與第二階段之目標相吻合嗎﹖ 

金剛經不是提到不著四相則不會生瞋恨心嗎﹖不住色聲香味

觸法布施則有無量的功德嗎﹖前面科學家描述的境界對一個了

知空相的修行者是很容易做到的。是故第二階段從修行及身體之

健康來看皆有其必要性。 

既然第二階段能度一切苦厄，那麼為何還需要第三階段呢？

這主要是第二階段沒有菩薩的力量，不會產生般若智慧，所得之

功德還是有限的，其成就頂多使人安住在個人快樂中，命終結束

後，識神因平靜安祥不致進入中陰身階段而免除輪迴。因此，要

有菩薩般若智慧、成就無上功德，則必須進入第三階段，也只有

在此階段我們才可了悟宇宙萬物之妙有，並因此能渡化眾生，這

是非常積極的人生觀，更是大乘佛教最殊勝之所在。 

以上這種以我們肉身的成長來解說釋迦牟尼佛在金剛經屢用

的語法是蠻“唯物”的，不過也正因“唯物”所以才能較易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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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法來檢驗之。我不禁要讚嘆釋迦牟尼佛慈悲，金剛經中這種

屢用的語法，用之於日常修行生活中，不但可以衍生出高深的修

行法門外，亦可推出能使吾人身體健全成長之觀念，深入了解這

種語法的內涵，將有助於金剛經之修持及人生之成長。 

渡過苦厄 

當醫師宣佈我的症狀時，著實令我震驚不已。雖然我家族中

有多人因中風而過世，但我茹素多年，血壓一向正常，中風似乎

不應出現在我身上。此一疾病使我反省到修行有盲點，佛法的教

義中，因要去除前述第一階段對“有”的執著，及以自己的貪瞋

癡來處理事物的習性，而採取觀人生是苦、觀身不淨、觀心無常

等法門，這些法門有效但不究竟，如果再加上一些外在不如意的

事物，很容易使自己的心情低落，長期下來可能造成 Depression

而不自知，身體免疫能力就大為減弱，只要機緣成熟,疾病就暴

發出來了。君不見有多少的修行人愁眉不展，身有宿疾啊！ 

我意識到可用前述的金剛人生觀來渡過這一疾病，因此住院

期間一直保持非常“快樂與平靜”，對一些怨天尤人的念頭，皆

以默唸心經來克服之。我要求醫師不可輕易動腦部手術，三天後

醫師對我進行 MRI 與 Angiography 檢驗,發現血塊有明顯的縮

小，醫師對此大感意外，還向實習的學生直說是奇蹟。 

出院後，我還是一直保持著“愉快與平靜”的生活，一個月

後我回醫院作ＭRI 與全身健康檢查，結果視力不但幾已全部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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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連兩年來患的遠視﹙老花眼﹚竟然也消失了，更奇怪的是我

本來是 B 與 C型肝炎帶原者,但檢驗結果下來卻皆呈陰性反應

(Negative)，且有抗體產生，也就是說長久的肝炎病好了，醫師

直呼這是不可能的事。 

後來我看到一本名叫“腦內革命”的書，書內主題就是β–

endorphin,該書作者將之譯成β–內啡汰，並稱之為「腦內嗎

啡」，因其麻醉力比嗎啡強四、五倍，但無負作用。可能因為我

腦內分泌了β–endorphin 所以當我在醫院作 Angiography 時,

並不覺得預期中的痛，我還一直將之歸功於醫師的醫術高明，護

士們為此還到處稱讚我是他們見過的最快樂的病人。 

 

我曾將此種金剛人生觀告訴一些生病的親友，結果並沒有奇蹟發

生在他們身上。我知道對於一般人來說，在瞭解這三階段之功能

及特質後，還是需要重複應用這三個階段於各種事物上，從多方

面去觀察、去體認一切法無自性無自相。並不是說從此就開悟，

執著色相的習慣就能一下子去除掉。雖然此金剛人生觀有待更嚴

謹的科學檢驗，但可以確信的是要保持“快樂與平靜”並不容

易，尤其是處在逆境時，唯有平常的努力，才會有奇蹟發生在自

己身上。 

(8/17/1999 於加州爾灣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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