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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经密意》

内容概要

心经与解脱道、佛菩提道、祖师公案之关系与密意。 二乘菩提所证之解脱道，实依第八识心之断除烦
恼障现行而立解脱之名；大乘菩提所证之佛菩提道，实依亲证第八识如来藏之涅盘性、清净自性、及
其中道性而立般若之名；禅宗祖师公案所证之真心，即是此第八识如来藏；是故三乘佛法所修所证之
三乘菩提，皆依此如来藏心而立名也。此第八识心，即是《心经》所说之心也。证得此如来藏已，即
能渐入大乘佛菩提道，亦可因证知此心而了知二乘无学所不能知之无余涅盘本际，是故心经之密意，
与三乘佛菩提之关系极为密切、不可分割，三乘佛法皆依此心而立名故。今者 平实居士 以其所证解
脱道之无生智、及佛菩提之般若种智，将《心经》与解脱道、佛菩提道、祖师公案之关系与密意，以
演讲之方式，用浅显之语句和盘托出，发前人所未言，呈三乘菩提之真义，令人藉此《心经密意》一
举而窥三乘菩提之堂奥，迥异诸方言不及义之说；欲求真实佛智者、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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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平实，一九四四（甲申）年生于台湾中部小镇。世代务农，父祖 皆为三宝弟子。十三岁丧母，初识
无常。少时即好打坐及方外之术，亦 习金石拳术古文针灸等。自小厌恶迷信，每斥神造世间之说，不
信神能 造人。
兵役期满后辞父离乡，于台北市觅职。五年后成立事务所，执行业 务；虽游世务，而乐于暗助弱小。
历练世间法十八年后，于一九八五年归依三宝，鼎力护法，勤种福 田。始修持名念佛，自成无相念佛
功夫。一九八九年初，转修体究念佛--参禅。十月前往印度朝圣，多有感应。返国立即结束事务所业
务，专 心护法及参禅。次年十一月于家中闭关，摒绝一切外缘，苦参十九天后 破参。
嗣即深入藏经，以三乘法义印证无讹。乃于一九九一年仲夏出而弘 法度众，于中央信托局佛学社等三
处主持佛法讲座及共修，六年不辍，同修渐众。
一九九七年二月与诸同修成立佛教正觉讲堂，六月成立台北市佛教 正觉同修会，继续演示《楞伽经、
成唯识论、真实如来藏》，八月成立 正智出版社，散播大乘宗门正法之种子。着有《无相念佛、念佛
三昧修 学次第、禅--悟前与悟后（上下册）、正法眼藏--护法集、生命实相之 辨正、真假开悟之简易
辨正法、禅净圆融、禅门摩尼宝聚--公案拈提 （第一辑）、真实如来藏、宗门法眼--公案拈提（第二
辑）、楞伽经详解第 一辑、宗门道眼--公案拈提（第三辑）⋯⋯》等书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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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愿正法永驻
2、受蕴：“受”含有“领纳、感受”的意思，人类的感受有三种：“苦受、乐受、舍受（不苦不乐
受）”，受蕴就是这三种受的积聚。

想蕴：“想”含有“想念、思考、分析、分辨、回忆、推理”的意思，“想”是人类的意识心的作用
之一，想蕴就是人们对于人、事物的“想念、思考、分析、分辨、回忆、推理”的总和。

行蕴：“行”含有“造作、行为、行动”之义，既包括身体的行为，也包括心理的活动。行蕴就是“
身行、口行、意行”的三种积聚。   在五蕴中，行蕴包含的范围是比较的广，除了“色蕴、受蕴、想
蕴、识蕴”以外的都是行蕴所包含的范围。

识蕴：“识”，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心”。识蕴的“识”之所以能称之为“心”，是因为“识”
是具有了别、思维、判断、决定的作用，能了别（分别）、认知各种境界。   佛门以外的人往往笼统
地以为能认知、思考、觉受、决定的“心”就是一个——意识，其实，人们的“心”总计有八个，佛
教称之为“八识心王”  。八个“识”（心）各有各的作用，这里先来说识蕴，识蕴包含六个“识”
：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识蕴的六识，各自了别的内容不同：   其中，眼识了别的
是物体的外形、色彩等；耳识了别外界的声音；鼻识了别气味；舌识了别饮食的滋味；身识类似触觉
，了别的是和自己的身体有所接触的人体、外物的冷热、粗滑软硬程度等；   意识则能配合前面五个
识，对外境、事理作更深入、更细致地思维、分别（此时称为五俱意识），意识也能离开前五识单独
了别法尘，比如了别梦境（此时称为独影意识）。   识蕴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的总和。识蕴的作用是了别、分别各种各样的事、理、境界。

通常人们以为了别、分别事理、境界的是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大脑及其神经系统，其实
这些器官是都是肉质（物质）的，只是起到接触外境、传递信号的作用，本身是没有分别、觉知作用
的，   真正能分别、觉知的是“心”，只有“心”才具有分别、觉知的功能。有形的物，能被无形的
“心”所分别、感知，其原理是极为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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