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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唐 三藏法师玄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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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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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

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

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

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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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

若波罗蜜多咒。

即说咒曰: 揭蒂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

菩提萨婆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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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共二百六十个字，是六百

部般若经的中心纲要，精髓部分。是给一切众生打破

迷情妄执，启示解脱法门达到生死彼岸，处处即色明

空，层层破妄显真，阐述诸法皆空之理，从世间有情

的五蕴至空到出世间的无智无爱。因空得彻底，故不

取一切相，却能达到见性的实相。

实相，本具真如之心。迷者则是凡夫，悟者是诸

佛菩萨。迷则生死无尽，悟则生死解脱。

这部经是发掘实相，解脱生死的完善之工具和方

法。如若众生不想求证实相，了达解脱生死便罢，若

要求证实相，了达解脱生死必从此经入手。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九个段落。第一段落从

“观自在菩萨”至 “度一切苦厄”。是说明经的作用。

言出它的重要性，是果。第二段落从 “舍利子，色不

异空”至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是点出经的本体，

透出色空之间关系，言摄受想行识也是一样。是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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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二，中心修纲之记。第三段落从 “舍利子，是诸法

空相”至 “不增不减”。是空性载体，含妙有之绝。

第四段落从 “是故，空中无色”至 “无意识界”。是

修心的方法，六尘六根的所摄，通过六识的所养所拔

之境所。第五段落从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至 “无

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是修持妙空之法宝，因不

执著便是无所得之境界。第六段从 “菩提萨埵，依般

若波罗蜜多故”至 “究竟涅槃”。是点出全经的实际

效果，远离迷著得到解脱究竟清净到达生死的彼岸。

第七段从 “三世诸佛”至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是告诉众生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是以此经作修

持的根本得到证果。第八段从 “故知般若波罗蜜多”

至 “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是对般若波罗蜜多至高

境界的赞评，去除烦恼，解脱生死，破除痴暗照见无

明虚妄，达到无上涅槃，真正的彻底的除掉众生之苦

是不应该惑疑。第九段从 “即说咒曰: 揭谛揭谛”至

“菩提萨婆诃”。是表达佛菩萨救度众生的悲心深切，

无尚的重重启示，处处的指要让众生早早的得到解脱

速离苦海而登清净涅槃的彼岸。

言至终词，望众生读后细观脱离苦海，回到彼岸，

以获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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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解———般若智慧

是人生幸福的舟舰

题解分为三部分来讲。一、经题: 八个字， “般

若波罗蜜多心经”。二、译本作者。“唐三藏法师玄奘

译”。三、正文: “观自在菩萨”起至 “菩提萨婆诃”

二百六十个字。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一经的总题。“般若波罗

蜜多心”这七个字是经的别题。 ( 是这部经的专用之

名，区别其他经部) 经: 是通题。 ( 与其他诸部，通

称为经故)

1. 为什么称心经

释迦牟尼佛住世八十载，说法四十九年，集会三

百余场，宣谈佛法。其中含有经部和律仪。最吸人瞻

目是般若部，大约有 《大般若经》六百六十余部。最

重要核心便是这部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什么呢?

原因有二。第一，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六百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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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般若经的核心纲要，是佛法的重要纲领。譬如: 一

个健康的人，倘若缺乏心脏，那么这个人就无法生存。

有的人说: “《封神榜》比干丞相被纣王挖心后，还能

走一段路。”我在这里告诉人们是作者赋予艺术的幻

想。医学上解释那是根本不存在。人的心脏就是血液

“高压泵”，只有通过 “高压泵”，血液才能周流全身。

若没有高压泵，血液能够在周身流动吗? 第二，指人

们心地。学习佛法必须排除心中的污染，顿发向道之

心。用一颗纯净无染向道的心去领会，才能解悟佛法

的真正要义。佛便是觉悟，觉悟才能明心见性，明心

见性入道。道的表相即是禅，故达摩祖师语: “佛即

心，心即道，道即禅。”

禅者涅槃便是自性，自性得到回归便是解脱，解

脱达到升华才能渡过生死彼岸，只有如此才是这部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重要诣旨。

2. 般若的含义

般若的含义: 般若在梵文 ( PRANIA) 里意思是

解脱智慧，出离生死智慧。当时佛教刚进入中国时，

根本不存在解脱，出离生死这方面智慧。只有用聪明

智慧代替。后随着佛教传入加以深透的理解用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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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来代替。同时，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对

“智慧”有了新的认识。感悟到世间法的聪明智慧，

但是都不能取代佛法中的般若智慧，于是产生了 “大

善知识”。在这里，“善”的意思不仅是做好人好事帮

助他人，而是 “大吉祥”。所谓 “大吉祥”是对事物

存有正知正见，达到圆融贯通的地步，的确能对天、

地、人三才合理地布局。故出现了 “圆融智慧”。所

谓圆融智慧，便是破除一切执著，杀死烦恼之贼，得

到清净解脱，达到生死涅槃之境。由于般若名相含义

深广，当时在我国又没有合适的词语解释，又有译人

三藏法师玄奘的观点不作意译，只好直译其音的五不

翻。第一，尊重不翻。般若就是尊重不翻。第二，顺

古不翻。如心经后面的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

三，多义不翻。如梵文的薄伽梵 ( 佛的尊称) 内含六

种意义。 ( 1) 自在。 ( 2 ) 炽盛。 ( 3 ) 端庄严。 ( 4 )

名称。( 5) 吉祥。( 6) 尊贵。第四，秘密不翻。如诸

陀罗尼 ( 简称神咒或咒语) 。如心经咒语: “揭谛揭

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第五，

此方无者不翻。如庵摩罗果，波罗蜜果，阎浮提树，

在中国没有，不能直接译者故不翻。

般若智慧———圆融智慧。圆融是根据天、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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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而通融为一体。圆: 周而复始，恒一不动。融:

化为一体，注入其内。智慧: 明白真理，认识事物。

譬如，孔子曰: “举一反三曰明，得一知十曰智。”老

子曰: “知己曰明，知彼曰智”。二者却忽略了慧。只

有佛家认为智有照了的功能，慧有鉴别的作用。故智

能照了有为，慧能通达无为空理; 智能明了诸法，慧

能断惑证真; 智明外境，慧明自心。所谓能看破世间

有为法，内而自己四大色身，外而一切万有，都是缘

起幻相，无实法的实相称为智。了悟心佛众生三无差

别之妙理，证同人人本具的不生不灭之常住真心佛性

称为慧。现在人认为智是识别事物，慧是解决事物变

化的一种方法。

总之，对于世间出世间的一切诸法都能彻底明了，

于中无染、无邪、无碍称为般若智慧，即般若圆融智

慧。简明扼要地说，般若是诸佛菩萨亲证诸法实相的

一种圆明本觉智，即离一切迷情妄相的一种清净无分

别智，也是通达一切法自性本空，而无所得的一种真

空无相智。这岂是世间的凡夫之人所能梦想得到的呢?

据般若的性质来讲有四种: 第一，文字般若。第二，

观照般若。第三，实相般若。第四，方便般若。

第一，文字般若。文字是求启悟实相的一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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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都是由文字记录而成，表现正知正见。譬如: 文

字是手指，般若是月。用手指指月，众生可顺手指而

阅月。故文字般若解悟引道方便听闻圣教，启发智慧，

尤同舟筏。第二，观照般若。实相理体上所起的一种

智用。行者修观时，心光内凝，照了诸法，凡相皆是

虚相。当体即空，空中取相，而见实相，依理去体验

实修，得到其中的功行，用悟的思维出现定境，来明

了一念不生之相，宛如驾驶舟筏。第三，实相般若。

是一切事物的真实本性，不能用一种固定的外在形式

来表现。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无可表达，无可取著，

进入禅境。《法华经》说: “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

相。”故所依所证，以文字般若为依，以观照般若所

证，圆明寂照，寂照圆明，不生不灭，游刃无余达到

目的地。第四，方便般若。修得实相般若之果，通达

一切法门 ( 八万四千法门) 广修万行，圆融无量无边

普渡众生随机应化。

综上所述，四种般若次第有序，体用相承，深广

有别，在实修体现，顺机之妙用，深处沐浴，广得证

果，一体不二，普度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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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波罗蜜多的意义

波罗蜜又称波罗蜜。是印度的一种水果。其形似

舟，内甜籽密，含纤维性。是以象取义，故译音到彼

岸，引伸义为度无极、远离、究竟。譬如: 人们受江

海阻隔，要想渡过江海，到达对岸，必须借助船筏。

人们在痛苦烦恼的生死大海中挣扎，要想达到幸福的

彼岸也必须借助船筏。船筏喻般若，彼岸喻涅槃。江

海喻众生被三惑烦恼所迷以致沉沦。即用般若智慧灭

除烦恼，了脱生死的痛苦，达到涅槃的安乐。所以古

人曰: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愿沉沦在苦海里的众

生早早地乘上佛法般若的船筏，了脱生死轮回的痛苦，

到达涅槃安乐的幸福彼岸。

多: 是语气助词，没有相当含义。

4. 心经的译本

心: ( 1 ) 植物心。 ( 2 ) 肉团心。 ( 3 ) 精要心。

( 4) 善心。( 5) 缘虑心。( 6) 真如心 ( 平常心) 。

( 1) 植物心: 花、草、树木之心。为无情之物。

虽有生长，毫无作用。

( 2) 肉团心 ( 动物心) : 有形质，无情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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