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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断》

前言

家有《金刚经》，喜乐日增、诸苦远离每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起伏不定、喜怒哀乐，这一切看似实
实在在，但你若学了《金刚经》，就会明白：它并不是人生的真相。只有断除了对万法的执著，通达
本来无“我”，才会懂得人生到底是什么。要知道，我们痛苦的根源，唯一就是执著。哪怕它只有针
尖那么小，也会引来绵绵不断的苦楚。每个人对于执著的东西，得到了，会患得患失；失去了，就伤
心欲绝。假如没有执著，任何痛苦皆与你无缘。现在有些人不管信不信佛，口头上都会说不要执著，
认为“一切皆空，不执著恶，也不执著善”，进而不辨取舍，做很多事情肆无忌惮。但实际上，他们
津津乐道的“不执著”，也是一种极大的执著，而且是更为可怕的空执。佛陀曾谆谆告诫：宁可执著
“有”如须弥山那么大，也不能执著“无”如芥子那么小。那么，应当如何正确地断除执著，才不至
于误入歧途呢？《金刚经》中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答案——在胜义谛中，什么都不存在，善恶也是一
种执著；但在世俗谛中，万法会如梦如幻地显现，因果规律毫不错谬，故一定要断恶行善。所以，在
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我们必须要执著善的、对的，这就相当于渡河的舟船，未到彼岸不能将它舍弃，
否则，在河中就把船给扔了，结果会怎么样？你我都很清楚。当然，假如你不太懂《金刚经》的经义
，它也并非对你没有加持和利益。当自己遭逢磨难、疾病、不顺时，单单是抄写或念诵一遍此经，就
有利于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甚至只是把它放在家里，或带在身边，此处也相当于有了佛塔，能够化
解诸般灾祸，增添无边吉祥。总之，《金刚经》的功德不可思议，有缘见到它、听到它、接触它的人
，皆能迅速斩断痛苦之根，到达永恒安乐的彼岸。这一点，不管你是否信仰佛教，都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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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索达吉堪布，生于1962年，依止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为根本上师，驻锡于喇荣五明佛学院。多年来，
堪布不仅将大量藏文经论译成了汉语，而且还将汉文典籍译成藏文，使更多的人不会因语言障碍，而
错失珍贵的人类文化精髓。1990至1999年，堪布曾前往欧美及东南亚等多国弘法。近年来，又应邀前
往清华、北大、人大、复旦、港大等高校，与众多知识分子进行交流，深入浅出地展示佛教奥秘，引
导大家正确面对学业、情感、工作、人生等问题。并与诸多海内外科学家，对宏观、微观的生命科学
，以及环保、和平、道德等方面理念，一直以来深入探索，希望提升一切生命的福祉。堪布常说：“
我不知道自己能活多长时间，但只要有一口气，哪怕只有一个人听法，我也会尽心尽力用佛法饶益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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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能断金刚的智慧 4《金刚经》原文 15能断：《金刚经》给你强大 35引言篇 37依靠《金刚经》，能
够消灾免难 37《金刚经》的译本，是大成就者加持过的 38初善题目篇 41《金刚经》为什么以“金刚”
为喻 41中善经义篇 43第一品：法会因由 43佛陀讲经有五种圆满 44为什么在佛陀口中，低劣的饮食也
能变成无上美味 48修行时，身体端直非常重要 50第二品：善现启请 52敬佛菩萨要这样敬 53谁能让我
们今生来世都快乐 55敢问佛陀心安何处 56佛经的每个字都有极深意义 57第三品：大乘正宗 60如何发
菩提心 61什么是“世俗菩提心” 62什么是“胜义菩提心” 64何为真正的菩萨 65第四品：妙行无住 69
向菩萨学布施 70这样布施，福德无法衡量 71“布施”本是如梦如幻 72第五品：如理实见 74真正的如
来是什么样子 75第六品：正信希有 77对《金刚经》有信心，也是一种福德 78有了空性见，就能迅速解
脱 81万法的显现不是障碍，对万法的执著才是 82执著万法，是生死轮回之根 82执著空性，谁也救不了
83渡河离不开船，但到了对岸，就必须舍去 84第七品：无得无说 87佛陀、佛法真的存在吗 88佛言不可
说 89万法不是有，也不是无 90佛与菩萨的区别在哪儿 90第八品：依法出生 93什么是财布施 94什么是
法布施 95《金刚经》是诸佛、佛法的出生处 97佛法是智慧的境界 98第九品：一相无相 100什么是沙门
四果 102没有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执著，才是真正的预流果 102没有来去的执著，才是真正的一来果 104
什么是不来果 104阿罗汉为什么叫“战胜敌人” 105阿罗汉若认为“我已得到阿罗汉果”，会有什么过
失 108真正的阿罗汉不可能觉得“我是人中第一，我很了不起” 108“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110第十
品：庄严净土 112获得法是一种分别念，理应舍弃 113除了心清净，世上没净土 115“应无所住而生其
心” 117有智慧的人，绝不贪恋梦中的身体 119第十一品：无为福胜121持诵《金刚经》，能行难做之
事，能获广大福德 122第十二品：尊重正教 125念诵《金刚经》的人同佛塔寺庙一样值得恭敬 126《金
刚经》在哪儿，佛就在哪儿 130第十三品：如法受持 131《金刚经》里处处是宝，可随意取 132空性，
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135什么时候相违之法能共存 136这个世界也是如梦如幻 137心清净之人，见什么都
是佛；心不清净者，只见各种丑相 138一心念诵《金刚经》，就能破我执、断妄想 140第十四品：离相
寂灭 142具有空性智慧，才能生起大悲 144《金刚经》为什么如此希有 145有信心，就能证悟空性 146不
执著有，更不执著无 147一处黑暗时，另一处必定有光明 147人为何始终摆脱不了烦恼 149见相非相，
即证悟了实相 151真正的佛是自己的心 152有缘接触空性法门，非常有福报 153佛经的内容就像我们平
时聊天一样 155什么是“忍”的最高境界 156佛曾经怎样修忍 157有大智慧，才不生嗔恨心 160安忍不要
“口惠而实不至” 160遇到违缘时，还是尽量修一点安忍 163通达甚深空性，既是安忍，也是布施 165
佛陀的说话之道 166“有”“无”是一种矛盾吗 169在有生之年，请每天念一遍《金刚经》 171第十五
品：持经功德 173对《金刚经》生信，比布施身体的功德还大 174唯有发了大乘菩提心的人，才是本经
所化对象 175哪些人享受不了《金刚经》 177《金刚经》也是佛塔 179第十六品：能净业障 181每一种违
缘实际上是顺缘 183生生世世永不离佛 184“我不懂的甚深之法，并不代表佛陀不知道” 186以小因得
大果 187第十七品：究竟无我 189整部《金刚经》讲的是如何调伏自心 191菩提心也分世俗、胜义 192一
切相都是虚妄的 193连佛也没有得过法 194万法皆由因缘生 195释迦牟尼佛是这样成佛的 197“如来”是
什么意思 198梦里为实，梦外为虚 200杀人放火是不是佛法 201小中可现大，大中可现小 202“无相”才
是菩萨的名字 203连“庄严佛土”也不要执著 204我执是生死轮回的根本 205第十八品：一体同观 206什
么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 207世间没有什么佛不知道的 211心性即光明 213过去、现在、未
来是一种错觉 214第十九品：法界通化 217布施只要著相，功德几乎没有 218第二十品：离色离相 221色
身即法身，法身即色身 222如来的真正身体是无为法 223第二十一品：非说所说 225默时说，说时默 226
佛至涅槃，未曾说过一字佛法 227第二十二品：无法可得 229不生亦不灭，无舍亦无得 230第二十三品
：净心行善 231什么是“无上正等正觉” 232智慧离不开大悲，大悲离不开智慧 232不执著就是什么都
不要了吗 233第二十四品：福智无比 235七宝虽多，用尽还归生灭。经文虽少，悟之直至菩提 237第二
十五品：化无所化 239世上没有众生可度 240凡夫与圣者的差别 241不要执著于自己是凡夫 242第二十六
品：法身非相 243佛陀的每一种相，都是以无量福德而成就 244三十二相也有胜劣之别 244烧香拜佛有
用吗 245第二十七品：无断无灭 248相只是一种因缘 249真相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250第二十八品：不受不
贪 251学佛只是为了遣除烦恼吗 252修福积德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253第二十九品：威仪寂静 255无来也无
去，所以叫如来256第三十品：一合相理 258一尘中有尘数刹 259这个世界不常有，也不断灭 260世上没
有一样东西会实实在在 260世人喜把“没有”执为“有” 261第三十一品：知见不生 263取“我”是垢
，不取“我”是净 264先听，再思，后修 266无相之相，方为实相 267第三十二品：应化非真 268世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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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功德最大 269“入定”是不执著任何一种相 270“出定”是观一切如梦如幻 271后善结尾篇 274因为
皆大欢喜，所以信受奉行 274后记愿你从中得到一点真实的受益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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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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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希望更多人对《金刚经》有深入的了解    在学习的时候，有个别的佛教名词，比如“二谛”“了义”
，可能你不太熟悉。但其内容比较甚深，用三言两语表达不清，所以你若想进一步了解，不妨多学一
下其他的中观经论，如《中论》《入中论》《中观四百论》等。    其实，若想证悟般若空性，还是要
下一番功夫，它离不开长期的学习、实修，不是看了一本书就能轻易得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讲
《金刚经》的过程中，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我引用了很多佛菩萨及前辈圣者的教言，以印证其中诠
释的道理。或许有人对此不理解，觉得这似乎多此一举。但这样做其实极有必要，否则，只凭自己的
分别念，想怎么讲就怎么讲，那到底讲的是对是错？对众生是药是毒？这都很难说。    当然，我本人
智慧有限，讲得不一定非常圆满，在此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更多人对《金刚经》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你若从中得到一点真实的受益，哪怕只有一句，我也深感欣慰了！    索达吉    2013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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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抗战八年，出门在外，跟家里父母分离，生死不可知，那时我只有一个愿力，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一
定要给我父母念《金刚经》《心经》。这是我的秘密，我心中自己的愿力，外面不知道，可是我的经
验上知道，感应力量非常大，非常大，我只能向诸位报告到这里。    ——南怀瑾大师    我第一次读《
金刚经》的时候哭了，虽然并不理解里面的意思，但是内心感到来自佛陀无限广博的慈悲心，就忍不
住流泪，似乎不得不这样，很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    ——默晓文    修学佛法要有感性的智慧，对于
不可思议的超胜境界，就会心向往之，进而去争取。    ——菩提树下过意

Page 8



《能断》

编辑推荐

《能断:金刚经给你强大》编辑推荐：一、即使你从来没读过，没听过《金刚经》，那人生的很多违缘
可能较难化解，而如果把《金刚经》请回家，或带在身边，就相当于与佛在一起，时时、事事皆受佛
法甘露的润泽。二、《西藏生死书》作者索甲仁波切，著名演员陈坤、孙俪由衷推荐的藏地上师。三
、备受清华、北大、复旦、港大等高校师生欢迎的心灵导师。四、经文宣讲中，结合了藏地、汉地众
多译本所长，并广泛引用佛菩萨及前辈圣者的教证，次第传承出“《金刚经》能断一切苦，能带给人
无尽强大”的丝丝密意，圆满显现藏传佛教讲经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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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抗战八年，出门在外，跟家里父母分离，生死不可知，那时我只有一个愿力，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一
定要给我父母念《金刚经》《心经》。这是我的秘密，我心中自己的愿力，外面不知道，可是我的经
验上知道，感应力量非常大，非常大，我只能向诸位报告到这里。——南怀瑾大师我第一次读《金刚
经》的时候哭了，虽然并不理解里面的意思，但是内心感到来自佛陀无限广博的慈悲心，就忍不住流
泪，似乎不得不这样，很自然而然的一种流露。——默晓文修学佛法要有感性的智慧，对于不可思议
的超胜境界，就会心向往之，进而去争取。——菩提树下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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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够通俗，不管是原文还是解释，还是觉得《六祖坛经》比较对我的口味。
2、在前段時間非常失意的時候不知道怎麼辦才能靜下來，想起之前室友有本鎮宅金剛經，就像一棵
救命稻草。其實度過了就好啦，因緣際會就是那麼奇妙。
3、只要谈及空性就会彻底晕菜，真的看不懂。不适合初识佛法的人读，或者可以一读权当扫盲，绝
对需要未来反复深入地读才行。
4、人生从此有了信仰，感恩大恩上师
5、愿上师长久住世，普渡广大劳苦众生
6、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堪布，以密宗讲经方式对大乘经典的开示。鸠摩罗什译本为主，同时对比藏文
译本、汉地玄奘、义净译本间的差异。世俗谛之无虚，胜义谛之无实。断除执著，调伏自心。“应无
所住而生其心”。“摩诃般若波罗蜜”。
7、我们痛苦的根源，唯一就是执著。没有执著也就没有痛苦，那就得做到无我。
8、世俗谛和胜义谛按索绪尔的理论理解就好明白了～
9、般若智慧难知难解，路漫漫。
10、金刚经能断一切苦
11、看这本书要摒弃一切浮念杂想，去用心体会佛的智慧
12、2016-12-28
13、有信仰内心就有一份淡定
14、《能断:金刚经给你强大》是一本能断人生各种执著，给身心带来强大正能量的生命开示录。只要
你掌握了哪怕其中短短一句的智慧，苦不苦什么的都会无所畏。当然，假如你不太懂其中的意思，它
也并非对你没有利益。当自己遭逢磨难、疾病、不顺时，单单是抄写或念诵一遍此经，就有助于逢凶
化吉、遇难成祥。甚至只是把它放在家里，或带在身边，此处也相当于有了佛塔，能化解诸般灾祸，
增添无边吉祥。这一点，不管你是否信仰佛教，都会如此！
15、读这种类型的书籍，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精心。
16、四相皆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金刚经给我开示。
17、无论是修行人 还是普通人都应该多多少少懂的道理
18、阿弥陀佛 
19、还不错，需要细细读一读，认真领会其含义
20、对于我来说可能有点枯燥，不过，希望看完有所帮助
21、和尚們在解釋佛教的胜義諦和世俗諦的時候，就跟科學家們解釋弦理論和牛頓經典力學的狀態一
樣~前者總是更真的，後者總是更實用的～
22、看个句读和译注
23、盐放入一杯水中，会咸得发苦，而撒进一个湖里，会没有什么味道。同样，我们生命中的痛苦是
盐，它的咸淡，也取决于盛它的容器。
24、这是我接触《金刚经》以来读过的最好的开示版本。以前毎每读此经，总有不通达的感觉，这次
阅读完索达吉堪布的讲解，真的明白很多，堪布对照了玄奘法师和义净法师及藏文的翻译，又引证了
祖师的论来开示，非常清楚，读完此书我对金刚经的信心大增，也要开始诵读了。感恩善知识索达吉
堪布。顶礼慈悲的佛陀，历代善知识们，我还想诵读玄奘法师的翻译版本。会的，我会的。欢喜中。
也可以说，法喜充满！
25、把世俗谛和胜义谛混一起讲了。作者或许分得很清，不过书的结构就容易把人弄糊涂了。不建议
看。
26、佛学入门丛书，解释金刚经的内容和作者对金刚经的认识
27、《金刚经》博大精深，粗看一遍，并无法领会。但是多少也有些感悟：1.看完就觉得，当代心理
咨询师功德无量啊，比慈善家的功德还要大的多。2.过去一有什么事情，我常做的是在心中反复默念
，试图时时提醒自己，结果往往忘记大半，现在才懂得要肯放下，也就是不要总在心中执念，因为世
界不由自己意志转移，然后才会得到的道理。
28、很多年前看过金刚经的讲解，完全看不懂。也许是机缘不到，再次看上师讲解的金刚经，有些许
明白，对于佛学初学者，这本书很适合，很殊胜，其他也不做分别念的枉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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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很诚心的注释，值得反复诵读。
30、读不完，感觉是平白的翻译其中句意。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
31、开始是打算当闲书看的，读了以后爱不释手，浅显易懂，收益良多。
32、1. s = r的p次方除以e。长久以来活在所谓满意度的追求中。最近止不住的反思，这何其没有意义
。明知一件事物，随着视角时间位置的改变，对其看法就会不同，却仍然深陷其中，甚至反而进一步
追求此中技巧，并为其执着。而此时，且不知自己的视角，却也是被牢牢控制住。 
2. 既然改变视角去看待它，就会不同，那又何必执着于看待它的一时一处一人呢。所以的一切都捉摸
不定，先是想到是否就有一个视角/位置/人/神，能清晰地洞察一切，继而想到，或者压根就不必在乎
如何看清认识它，没有一处是它的实质，包括它自己也看不清它自己不了解自己，也包括佛的视角，
压根就没有佛的视角，
3. 在读。
33、许是慧根太浅罢，感觉艰深，读不太懂。还是南师的《金刚经说什么》更适合我看。
34、大概是没到达思考佛法的年纪，读起来还是觉得缺了点心性。
无欲无求，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那所生活是为何呢。
去成都游玩在凌云寺见到精致佛像，心中还是颇为感慨，宗教出世入世在这个社会难有答案。
有缘再参悟吧。
35、质量和内容都很好，推荐
36、这书我写不出书评。
37、我觉得这本书从字面上解释了金刚经，但是还不够深入和触及心灵。流于表面了。类似的书，正
见要深入得多。
38、读一本金刚，离一切戏论。
39、大恩上师的书，不论您信不信仰，对于浮躁的灵魂而言，都值得用心品读！推荐！给您一个不一
样的佛教佛法见解！
40、读了一遍 不懂 空门不好进 一生甚至几世的修行 也难逃脱生死轮回 哎 路漫漫 路漫漫啊
41、从藏传的角度阅读金刚经，藏传的很多观点开启了我认识的新角度。
42、非常殊胜，希望更多的有缘人可以看到~
43、顶礼索达吉堪布！不仅有宽厚慈祥弘法的心，也有学者般严谨的态度。
44、书的质量好啊,不过就是由于自己还不是看的很懂
45、对金刚经有了初步的了解，来自这本书。受益匪浅，智慧的大师吉祥！
46、可能是我业障所致，看不透。
47、于意云何
48、请了一本之后，再请了两本，和好友结缘，非常喜欢，值得深深品味
49、金刚经，金刚心
50、读过金刚经，抄过金刚经，也读过其他的一些金刚经的读物。感觉索达吉堪布这一部写作的手法
略枯燥了一些，未达到预期。
51、白衣不可妄议出家僧侣 不写短论
52、为什么大家会喜欢《老子》多过读经文呢？两者都是在讲虚无的世界里怎样更好的心生欢喜，快
乐的渡过每一天啊。而且感觉《金刚经》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存在惺惺相惜的不谋而合啊。
53、凡事太过便是执念。
54、极好的金刚经入门书，通俗易懂。若机缘到，推荐一读。于我，得闻是经，如甘霖，如醍醐，生
一清净念，不甚欢欣。经之所度，实是自度。魔是心魔，佛亦是心佛，不顺意在执念贪念。日日诵读
，取读百遍其义自见之意。见其义，仍需日日课，不住于相，不住声香味触法。佛经灭度之功在日三
省吾身后的参悟和自我解脱。放下事事件件的实执，方是真悟，若非如此只是纸上空谈。若以经为法
而有所求，非修行本意，亦不会得其法。些些心得，不要拍砖，会晕的。[呲牙][呲牙][呲牙]
55、不执著就是不执著，既不执有，也不执无，无所住。
56、至少我知道了胜义谛和世俗谛。
57、索达吉堪布大师的惊人智慧
58、如果想读金刚经，这本应该是很不错的注解。
59、佛教理念普及书，这样也好，成为时尚，吸引大家学习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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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二谛不可分
61、开卷有益，学海无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5分！
62、值得好好读！节省自己很多钻研的时间
63、空性智慧
64、很喜欢，每次读的时候内心平静欢喜，应该多读几遍
65、从世俗谛和胜义谛两个方面，辩证的、系统阐述《金刚经》的妙意义。断除无明，修行般若空性
，走向人生圆满！
66、又是一劫。
67、读了你都未必看明白金刚经，不读就更不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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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已经读完很久了，才写的这篇读后感，主要是想将《金刚经说什么》看完之后，互相印证
总结下，写一篇更有深度，更为全面的读后感。最近断断续续的在看《金刚经说什么》，总感觉看的
不是那么的投入，仿佛可以抓取其中的逻辑，但是又什么也没有得到，并且零零碎碎，难以把握全貌
，索性不再等待《金刚经说什么》读完之后再总结了。《手持金刚经能断一切苦》此书，主要的内容
还是对《金刚经》进行解释分析，以帮助理解经义。佛讲了很多经，并且都具有一定的联系，《金刚
经》只是其中的一部，所以像我这种以前从未接触过佛经的人，是不太懂《金刚经》里面的内容的，
但是又不知道如何进行系统的学习，也没有时间进行系统的学习，故而就买了这种帮助理解《金刚经
》的书，进行学习了解了。但是即使此书是帮助理解《金刚经》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没有自己理
解《金刚经》，就是说，此书中的《金刚经》的奥义我没有掌握。但是我依然从这两本书中，领悟到
一些道理。首先，读了这两本书，对于佛的一些东西，有了直观的认识，知道了一些宗教的东西，和
电视上的、人们口传的真的有很大的不同。不得不说，能够传播几百年、上千年的东西，还是有一些
道理的。里面一些观点确实很吻合现在的一些科学认识，像三千大千世界，虚空中什么包括等，原话
我是不会重复了，我理解的意思是这样，我觉得很有道理，也有很多的观点，很多的注解让我觉得甚
是牵强，不能理解，但是抱着“证有易证无难”的想法，我还是保留我的不解吧。武则天写了一首诗
，非常不错，貌似和《金刚经》有一些联系，我特意背下来了。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复以何因
缘，得大坚固力，云何以此经，究竟到彼岸，愿佛开微密，广为众生说。看了这些书，心胸确实大了
一些，看问题的角度也更加深刻了些。其中说到做好事要心无所住，真是很好，否则就是有我相人相
众生相寿者相了。我、人、众生、寿者仿佛是四个不同的境界层次，我、人、众生我比较容易理解，
寿者我貌似理解不了。有我相，则是做好事老是为了自己，有人相则是做好事为了他人、有众生相则
是做好事为了大众，但是这些都没有什么都不为的做好事的福报大。什么都不为则什么都为了，有人
、我、众生、寿者其一，则有其他。但是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人的不同境界。有些人做些事情，我以
前不能理解，不知道他们为了什么那么做，现在我能理解一些了。说白了，以前看不懂，是因为层次
境界胸襟不够。通过这些人对《金刚经》的注解，知道了修佛的最终样子是什么---“无实亦无虚”。
对佛学不懂，其中的很多词汇不准确，甚至是错的，也没办法，主要是表达自己的理解，确实水平有
限。什么都不为，但是什么都为了，什么都为了，什么都没有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多做好事，
善事，心中无所住，就行了，就等自己顿悟的那一刻吧。心静了，到处都是庄严佛土，心不静，则无
一处庄严佛土，这种心态甚是重要，强过一百种技能。我觉得有这种心态，则没有事情是不能做成的
。最后，看点佛经，确实很能提高点逼格。我同事看到我没事的时候读这书，感觉惊呆了，一般的人
确实很少看这类书。其实，还有好多的好处，但一时想不起来，总结不到，就这样吧！
2、非系统学佛只学到半调子未证得什么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越来越远的人，就忍不住想解构它。
先说明我是索达吉堪布的死忠，连着2年上师出了3本书，我都第一时间买来拜读了。当初在色达佛学
院的大经堂也连跪了3个晚上听上师讲课，其中有一天还急着上厕所，旁边的师兄拉着我说，正讲到
观音菩萨，万万不可退场，我就憋了3个小时。啊~~多么痛的领悟。直到有一天在机场的书店里看到
了上师的书，围绕在赢在商场、女人四十之类的书籍中，觉得也可以不用太严肃的看待佛学这事。正
所谓，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开始读金刚经是7年前一个同学推荐的，后来他去了基金公司做机构
销售赚钱很多了，而我在各种思想纠结性格冷淡中看淡了钱财进了个赚不到什么钱的行业，厄，厄，
注意只是性格冷淡。印证了，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德胜彼。7
年来时不时的拿出来读读，谈不上理解，也谈不上从此以后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这一次读了上师
的讲解，才明白了些，金刚经是在讲什么的。金刚经在讲大家要来读金刚经啊，并且要给他人说金刚
经啊，那么金刚经在哪呢，果然空空玄妙。金刚经想说的是都是空的，过去现在未来是空的，我人寿
者是空的，五蕴是空的，三十二相是空的，法是空的，佛也是空的。本来活着就不少体会到空虚了，
我们创造、梦想、爱情、摇滚、诗意，种种努力，不就是为了对抗活着的空虚吗。一个出世，一个入
世，还是入世一些好。留人间多少爱，迎浮世千重变。不执著是件好事，一念心清净。但不是说了不
要执着就能不执著的，事情都要振荡一阵子才能也最后都能回到均衡状态的，和经济危机的作用一样
。活着才是真正的修行。特别是找了一个极品前男友之后。他对你不好了，就当是前世欠他的；他乱
发脾气了，就当是修宽容戒嗔；他走了，就当是修放下不执著。书里有一段讲，阿难问释迦牟尼，两
个人在一起做什么最有福德。释迦牟尼回答到，一个人说法一个人听法，最有福德。看到此处时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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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艾特前男友。我是怎么放下的呢，一年的时间差不多了。周云蓬还说，有个人失恋后一年来走到东
走到西还是想不通，直到有一天听到了他的《不会说话的爱情》。他，特别花心特别会泡妞的男人我
都不喜欢。我喜欢我家特别专一特别深情的陈升叔。升叔有篇文章写了个故事。两个青春难耐的年轻
人去山上的庙里工作，梦里醒来下身总是一片湿热。一天有个人去问老和尚，是不是也会有梦遗。气
氛尴尬紧张，两个年轻人低头不敢直视，老和尚清了清嗓门留下了一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就
有，没有就没有，这句话，多念几遍，就开了。
3、人的一生无外乎两个字执着。通过索达吉堪布的几本书，带给我的几个词语就是“无常”“执着
”。其实人的一辈子很短暂，如何能够在这短暂的人生里面，活得有意义、活得开心、活得无愧，这
几本书可以带给自己很多的答案。纵观这几本书，里面有些内容还是有些重复。这本书讲了的，在另
外一本中会有所涉猎。自己最喜欢的一本是《苦才是人生》，这也是读的第一本书，或许是自己的心
理在作怪。
4、&quot;人死之后，若能在七七四十九天内，为亡人念满100遍《金刚经》和1000遍《解脱经》，此
人便可得到解脱&quot;&quot;《摧魔仪轨》中说，金刚有不摧、不坏、不变等七种特征；佛教的公案
中也说，帝释天持的金刚有能力摧毁一座大山，但任何东西也无法毁坏它&quot;&quot;　　般若波罗
蜜的梵语为“巴热玛达”，意思是智慧到彼岸，或者智慧度&quot;&quot;佛经分为三种：佛陀亲口宣
说的、佛陀加持宣说的、佛陀开许宣说的。“如是我闻”虽然不是佛陀亲口宣说，但属于佛陀开许宣
说的部分&quot;&quot;《金刚经》的听众有小乘比丘，也有大乘菩萨，因此，本经属于大乘的范
畴&quot;&quot;身不正则气脉不正，气脉不正，记忆力和修行就会受到很大影响。藏传佛教历来重视
身体的姿势，不管是念经也好、修行也好，都要求身体必须端直，跏趺而坐&quot;&quot;【顶礼】　
　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者是证悟顶礼，中等者是修行顶礼，下等者是五体投地、以三门恭敬顶
礼&quot;&quot;古印度的宫廷，眷属大臣为了表示对国王的尊敬，就请国王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自己
用头顶接触王足。同样，为了表达内心的恭敬，佛弟子也用这种方式顶礼世尊&quot;&quot;左绕（逆
时针）有毁坏的过失，右绕（顺时针）有兴建的功德。在藏地，通常藏族人一看到左绕就害怕，担心
功德会毁坏&quot;&quot;弟子在上师面前祈请时，都是左脚掌着地，右膝盖着地，这样的姿势比较如
法&quot;&quot;因功德示现的角度不同，佛可称为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
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每一种名号的详细功德&quot;&quot;欲界众生贪著五种妙欲，执
著非常粗大，有实质性的身体；而色界众生断除了欲界的贪心，没有实质性的身体，但仍有比较细微
的贪心，所以有一个光身。这两界的众生皆有色相，故称之为“有色”&quot;&quot;无色界的众生。
他们没有接触性的色相，只有一个意识的色相，这种色相极其微细，所以称为“无色”&quot;&quot;
没有欲界和色界的分别念，故称“非想”；但仍有微乎其微、极不明显的心识，称为“非非想”。《
俱舍论》说，此处不是没有心识，而是有一种贪执禅定的分别念，由于特别细微之故，以低劣加否定
而称为“非想”&quot;&quot;菩萨在行持布施时，并不耽著于六尘——色、声、香、味、触、
法&quot;&quot;通常而言，“法”与“非法”有两种解释：1.“法”指佛陀的教法，“非法”指外道的
邪法；2.“法”指名言中显现的法，“非法”指单空方面的法。此处的“非法”是指单空&quot;&quot;
“阿”是无妄念，“耨多罗”是无傲慢，“三”是心常住于禅定，“藐”是心常住于智慧，“三菩提
”是断除凡心、现见佛性&quot;&quot;依靠分别念承认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的戏论者，由于尚
未通达诸法实相，难免会遭受种种痛苦，而佛陀所说的缘起生，才是一切万法的真相，是宇宙唯一的
真理&quot;&quot;心的本性是清净道场，除了心清净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净土&quot;&quot;盐放入一杯
水中，会咸得发苦，而撒进一个湖里，会没有什么味道。同样，我们生命中的痛苦是盐，它的咸淡，
也取决于盛它的容器&quot;&quot;在世间，我们凡夫说话大多肆无忌惮；小乘阿罗汉在出定时，偶尔
也有不如法的言语，甚至还会哈哈大笑。而佛陀不是这样，他的字字句句皆有密意，完全相合于听者
的根基&quot;&quot;　　“受”是完全领悟经的意义，“持”是经常忆念其中内容。光是口头上念念
，功德不是很大，我们必须要究竟通达经义&quot;&quot;不离世俗菩提心的基础上，应发起胜义菩提
心。这种胜义菩提心是无上正等觉之心，它远离一切相，既不住于色，也不住于声、香、味、触、法
。若有一点所住，则不是真正的发心&quot;&quot;　　如来，是佛的十种名号之一，“如”是真如之
意，指法界的胜义本性；“来”是已经到达了这种境界。按照藏传佛教的解释，如来就是究竟达到了
真如本地&quot;
5、读完这本书，让我对《金刚经》有了更深一点的了解，尤其是胜义谛和世俗谛，以前是不太懂的
。另外就是知道了鸠摩罗什法师的译本与其他两个译本的区别，尤其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经文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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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无灭分中多”加“了一个”不“字，法身非相分中”漏“了”应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
识，故彼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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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能断》的笔记-第1页

        《金刚经》主要宣说了如何断除执著，获得调伏自心的境界。整部经的内容，按印度大德莲花戒
论师的观点，可以归纳在三个问题中：
最初如何发菩提心？
中间如何修持六波罗蜜多（又名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是六种可度脱生死
、获得涅槃的大乘法门）？
最后如何调伏自心，获得色身、法身无别的果位？
为什么念诵《金刚经》的人同佛塔寺庙一样值得恭敬
一、《金刚经》诠释的是般若空性，它是一切诸佛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出生处。
二、释迦牟尼佛在《耳饰经》中说：“末法五百世，我现文字相，观想彼为吾，尔时当恭敬。”末法
时代，佛陀以文字的形象应世，既然如此，《金刚经》肯定是释迦牟尼佛，如果对其恭敬，必定会获
得加持。
三、持诵《金刚经》的人，与佛身无别。
四、持诵般若经的人，是佛所派来的使者，在做如来的事业。
因此，噶当派的一位尊者说：“一个人的家里若有般若经、佛塔、佛像，这就成了真正的佛堂。”
有《金刚经》之处，诸天护法也会竭力护持。唐朝末年有个人，见一处非常广阔清净，遂以欢喜心在
地上抄写《金刚经》。年深日久，字迹已消失不现，但天人日夜守护该地，每当下雨雪冰雹，其他地
方皆被淋湿，唯有此地是干干的一片，乡民经常到这里避雨。
后来，一位得道的和尚入定观察，得知曾有人在此写过《金刚经》，故有天人保护不为雨淋，若无知
践踏经文有极大过失，于是劝乡民不可到此躲雨。
当然，这些功德光是口头上讲，有些人不一定相信，只有通过各种教证来说明，才会知道《金刚经》
跟佛陀没有任何差别。
《金刚经》里处处是宝，可随意取
学经典不同于学论典，论典一次只讲一个问题，但经典有自己的特点，它的内容就像珍宝仓库一样没
有次第，有时候看到金子，有时候看到银子，有时候看到珊瑚⋯⋯各种各样的珍宝全部堆在一起，可
以随意选取。（后来大德们在造论时，必须将其归纳总结。）同样，佛陀在讲《金刚经》时，有时候
讲听闻此经的功德，有时候讲恭敬此经的功德，有时候开始抉择空性。后来弟子在结集时，完全忠于
现场记录，将佛陀和须菩提的一问一答汇录成文，并没有考虑顺序排列。
当然，每个问题都有甚深的密意，譬如对执著身体的人，佛就问“须弥山般的身体大不大”，进而将
身体抉择为空性；对世界有实执的人，佛陀问“世界是不是很广大”，打破其实有执著。所以，这些
并不是无的放矢。
受持、读诵并为他人广说《金刚经》，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功德
原因是佛陀的加持力不可思议，佛法的殊胜性不可思议。《随念三宝经仪轨》云：“如来功德不可思
，佛法功德不可思，僧伽功德不可思，若信不可思对境，则生不可思果报。”
以前世亲菩萨念《般若经》时，屋顶常有一只鸽子在听。以此闻法功德，鸽子死后转生为人，后出家
成为大法师，即安慧论师。
另据《五台山志》记载，唐朝有个僧人叫慧潜，他为了山上能流出泉水，念了整整一万天的《金刚经
》。后来果真出现了一口泉，只要谁饮用泉水或在此沐浴，就能开启智慧。这口泉即现在五台山的“
般若泉”。
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种错觉
无垢光尊者在《三休息》中经常讲：“过去心”跟昨天的梦没有差别。前一刹那的心，现在一丝一毫
的痕迹也没有，留下来的只是忆念，而不是过去心的本体。如果过去心的本体现在仍在，则成常有的
过失。
“现在心”也不可得。现在这颗明明清清的心，如果观察它的颜色、住处、形状，是根本找不到的。
“未来心”是未生之法，根本没有本体。如果未生之法现在可以得到，那完全不存在的法也能得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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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密宗窍诀来讲：过去心不可得，应该找心的来源；现在心不可得，应该找心的住处；未来心不可得
，应该找心的去处。
总而言之，这里是以“不可得”的理由来抉择心性。不仅心性如此，一切万法莫不如是，因为万法皆
由心造，心不可得，万法本性也不可得。
以前我看到《金刚经》的这句话时，总觉得其涵义特别殊胜，跟大圆满没有两样。因此，大家也应该
经常观心，这里面有很甚深的窍诀！
历史上有些人依靠这种观察，就能认识心的本性：汉传佛教中有一位宣鉴禅师，他从小出家，年轻时
即能为人讲法，尤其是对《金刚经》颇有心得，因他俗家姓周，世人称之为“周金刚”。
后来他自认为修有所成，精通一切法，听说南方禅宗极其兴盛，提倡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便起念想
：“我的智慧首屈一指，南方一带有魔众传法很厉害，还是去看一看，降妖伏魔。”于是，他挑着自
己撰著的《金刚经?青龙疏钞》南下。
有一天，他在途中买点心，卖点心的阿婆问：“你的包袱看起来很重，里面是些什么？”
“《金刚经》的疏钞。”
“你懂吗？”
“不仅懂，而且讲过多年。”
“我有一问题，若师父答得上来，点心免费供养，分文不取；若答不上来，请到别家去买吧。经云：
‘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不知您点的是哪个心？”
禅师一时为之语塞，只好背起行李继续赶路，但心里始终不忘这个疑团。
晚上他来到龙潭禅师的寺院，拜访了禅师之后，临走时他看到外面太黑，就返回来要灯火。龙潭禅师
点了一根蜡烛，递给他，他伸手接时，仍在思维白天那事。正在此时，禅师“扑”地把蜡烛吹灭，当
下宣鉴禅师恍然大悟。

2、《能断》的笔记-第70页

        藏地寺院经常会念弥勒菩萨的一个愿文，其中有句是：“不住一切法，无吝而行施。”《入中论
》也说：“施者受者施物空，施名出世波罗蜜。”施者、受者、所施物都是大空性，若能安住在这样
的境界中行持布施，才是真正的、最究竟的布施波罗蜜多。

3、《能断》的笔记-第18页

        第一品法会因由
如是我闻，一时，佛再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
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4、《能断》的笔记-第112页

        只要心清净，一切的显现必清净

5、《能断》的笔记-第41页

        金刚，能坏一切，却不为一切所坏。般若空性，能摧毁各种各样的邪见执著，却不为任何一种邪
见所毁

6、《能断》的笔记-第112页

        心的本性是清净道场，除了心清净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净土

7、《能断》的笔记-第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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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死之后，若能在七七四十九天内，为亡人念满100遍&lt;&lt;金刚经＞＞和1000遍＜＜解脱经＞＞
，此人便可得到解脱

8、《能断》的笔记-右绕三匝

        造佛塔是一种功德，绕塔也是一种功德。但是必须顺时针绕塔，如果逆时针方向绕，不但没有功
德，反而有非常大的过失。在藏地，通常藏族人一看到左绕就害怕，担心功德会毁坏。

9、《能断》的笔记-第65页

        开始读索吉达堪布的《能断》，解读《金刚经》，“金刚经给你强大”。

才开始看，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的痛苦都是来源自自己的执着。
如果我不那么看中老板对我的想法、看法；
如果我不那么看中同事对我的认知、评价；
如果我不那么计较项目进行中的得失；
如果我不纠结领导允诺给我未来的发展空间；
如果我不那么在乎爱人是否对我是百分之一百的忠诚、爱慕；
如果我不那么在乎在朋友眼中，心中我是不是那么的值得；
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我所得到的幸福感会有多少。

当下，尝试不那么在乎老板对我的看法、想法。瞬间我觉得轻松很多，因为我觉得老板近两个星期以
来，由于种种原因，对我的态度非常的不好，让我危机感很重很重。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是业
力使然。这两个星期，不断的以吐槽、口业来缓解自己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其实，我已经很久都没
有这样的感觉了，因为在过去三、四年间，我从未让老板失望过。所以，我在吐槽、口业的同时，也
在努力的工作，希望能够挽回自己在老板心目总的形象与地位。但是，貌似都是徒然。只有昨天，状
况好像缓解了一些，但是也不足以让我缓过这口气来。
今天，我看了《能断》，觉得要放下自己以上对老板的一些执着，放下，瞬间放下这一点点，好像我
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激励自己继续读下去，能够改善自己生活的质量。
忏悔所造口业等恶业，嗡班咂尔萨埵吽。

10、《能断》的笔记-为什么叫金刚

        佛教的公案中说，帝释天持的金刚有能力摧毁一座大山，但任何东西也无法毁坏它。所以，金刚
有个不共的特点：能坏一切，却不为一切所坏。
同样，般若空性也是如此，它能摧毁各种各样的邪见执著，却不为任何一种邪见所毁，从这个角度来
讲，二者具有相同之处。

11、《能断》的笔记-比丘-名词解释

        比丘， 佛教指和尚。梵bhiksu。比丘，梵语bhiksu的音译，一般意译为“乞士”，俗称“和尚”。
佛家指年满二十岁，受过具足戒的男性出家人。
现在的泰国也是如此，早上七八点钟天还没亮，比丘们就托着钵，在马路上赤足而行。此时施主们早
已在十字路口拿着食物等候，看到比丘来了，高兴地排在路边，对他们一一献供。供养物除了食品以
外，有时还有洗脸用具、衣服等。比丘的钵非常大，每次回来都满满的，早饭用完后，还剩下足够的
食物留待中午享用。在印度，化缘的时间一般是上午。而在佛经中，有时候也会看到比丘中午出去化
缘，但这种现象在泰国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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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能断》的笔记-第60页

        佛经分为三种：佛陀亲口宣说的、佛陀加持宣说的、佛陀开许宣说的。“如是我闻”虽然不是佛
陀亲口宣说，但属于佛陀开许宣说的部分。

13、《能断》的笔记-第1页

        我们痛苦的根源，唯一就是执著。

在胜义谛中，什么都不存在，善恶也是一种执著；但在世俗谛中，万法会如梦如幻地显现，因果规律
毫不错谬，故一定要断恶行善。
有些人听几句佛经，就认为佛教只是什么都不执著，于是千篇一律地排斥一切。却不知道什么都不执
著，是佛教中的胜义谛，要想达到这种悟境，前提必须要积资净障；而且就算已经达到了，世俗中也
不能轻视断恶行善。

14、《能断》的笔记-第92页

        今日方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之释义~~

15、《能断》的笔记-第60页

        对初学者来说，这本书是非常好的入门书籍。对佛法对金刚经都是如此。上师深入浅出的解释能
对解读金刚经，特别是通过对几个版本的对比解释，扩充了很多内容，非常喜欢。

16、《能断》的笔记-第1页

        很多地方有这样一种传统：人死之后，若能在七七四十九天内，为亡人念满100遍《金刚经》
和1000遍《解脱经》，此人便可得到解脱。而且，在一些长寿祈福的仪式上，人们也经常念诵此经。
有关此经的缮写，拉萨大昭寺及内蒙古的古代文库中，收藏了大量用黄金、白银抄写的版本。

17、《能断》的笔记-第112页

        “心的本性是清净道场，除了心清净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净土。”有时，“想开”“想通”只有
自己能做到，外力无法渗透。

18、《能断》的笔记-第37页

        很多地方有这样一种传统：人死之后，若能在七七四十九天内，为亡人念满100遍《金刚经》
和1000遍《解脱经》，此人便可得到解脱。而且，在一些长寿祈福的仪式上，人们也经常念诵此经。
以前有一种现象：有些人学了藏传佛教后，回到汉地就开始诽谤《金刚经》，说这部经如何如何不好
，这种情况非常可怕。

19、《能断》的笔记-第65页

        “智不住三有，悲不住涅槃。”
世俗菩提心，菩萨以大悲心而不舍众生，不离世间；胜义菩提心，菩萨以般若空性智慧而不堕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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