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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在圖書館講經還有七次，我們《無量壽經》的概要，後
面大概再三次可以講圓滿。還有我們十八號到美國去，講到十七號
大概還有四次，四次我想我們介紹《金剛經》的概要，用四次的時
間介紹出來。《無量壽經》的經文，等到下一次回國來再講，這是
一個段落。這次《金剛經》的講解，是採取江味農居士的《講義》
，我們編的講稿，也是完全依據江味農居士《講義》來節編的，他
的《講義》分量很多，現在一般人也不太容易接受。我們用精簡的
編法，把它裡頭重要的提出來，讓一般人在修學上，真正能得到幫
助。如果要深入詳細去研究，這個《講義》的本子，我們這一次也
印了三千本，可以提供給需要的人做參考。我們編的《講義》，這
個講台上用的《講義》，這幾天可以做好，一共就是四章，這四章
是第一個部分，就是《金剛經》概要，也就是江味農居士的「玄義
」，是它第一卷，它一共有五卷，分成五卷這是第一卷。第一卷我
們節錄成四章，以後再分兩個部分，第二個部分，就是《金剛經》
的上半部，上半部是《講義》的第二卷、第三卷。第三個部分，就
是《金剛經》的下半部分，在《講義》裡面就是第四卷、第五卷。
所以我們總共把它分成三個部分，概要、上半部、下半部，這樣編
一個大綱，將來在外面講就很方便，時間可長可短。
　　從前的《金剛經講義》，我們曾經在大專佛學講座講過，那是
一個星期講一次，我們講了四年。四年才講到上半部，就是講到《
講義》的第三卷，四、五卷沒有講。如果完全講出來，要一個星期
講一次，照我們那個進度需要八年。從前跟日本人打仗八年抗戰，
我們八年講一部《金剛經》，就太過分。對於修行上來說，實在講



是很有用處、很有幫助，讀《金剛經》的人很多，依照《金剛經》
修行的人不多。真正依照那個修行，這是一般人常講妄想太多、煩
惱太多，用什麼方法去斷？《金剛經》就是幫助你斷這些妄想、煩
惱的。這個妄想、煩惱要是斷掉了，那念佛得一心不亂、得功夫成
片就很容易。所以它說的也是修行的綱領原則，無論修學哪個法門
，統統都用得上。這個經本可以拿一些出來，我們自己家裡人一個
人發一本。這次經本上我標了有數目字，那個數目字是《講義》裡
面的，將來可以用經本查《講義》，對照就很方便。
　　昨天下午馬老居士來看我跟館長，這是我們早年的同修。那個
時候還沒有圖書館，他已經八十五歲看起來還不錯，他現在煩惱也
很多，業障也很重。過去的老同修，差不多一半都不在了，都過世
了，所以談起來真是感慨萬千。在這裡面我們也很明顯的體會到一
樁事情，修行知見要正。知見不正，這是佛法裡面講，功夫都唐捐
了，唐捐是古時候的術語，現在的話來講，就是白費，功夫都白費
了，知見的關係最重要正知正見。我們念佛法門，修行的總綱領是
「發菩提心，一向專念」，發菩提心就是正知正見。所以沒有正知
正見，縱然做到一向專念，也很難往生，這點很重要。而剋實而論
呢？沒有正知正見，那個一向專念也很難成就。因為一是一心，心
有雜念就不是一心，夾雜專念阿彌陀佛，把其他法門都放棄，好像
是一心專念了，其實不是的。你還夾雜著妄想、還夾雜著煩惱，所
以還是不能成就。可見這個修行知見是非常重要，這個知見要用現
在的話來說，就是認識，對佛法的認識、對世間法的認識，正確的
認識就是正知正見。
　　佛法在世間教化眾生，沒有別的，就是幫助一切眾生建立正知
正見，有了正知見修行就好辦了。所以修行在個人，個人修行不能
夠克服煩惱、不能夠克服習氣，問題還是在知見上。所以《法華經



》一開頭，世尊就把教學的宗旨說出來了，「開示悟入佛之知見」
。佛為我們開示，我們自己要有能力悟入，悟是明瞭，入就是真正
做到，也就是將正知正見融化於自己的生活成一體，那叫入，俗話
叫證果，入就是證的意思。你們大家在這個道場修學，自己也要有
個目標，要有個標準，一年一年要有進步，這個時間就沒有空過。
學佛人進步有兩點，第一個是開智慧，也就是剛才講，這個正知正
見愈來愈清楚、愈來愈明白。經典裡面所說的道理，今年比過去清
楚多了、明白多了，這是進步。第二個斷煩惱，妄想、煩惱、習氣
比過去輕了，這是進步，智慧長、煩惱輕就是進步。如果智慧沒有
長，煩惱習氣還很重，這一年空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