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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大嶼山小徑拾級而上，一路上巨大木柱參天而立，相形之下更顯旅人的渺

小。木柱上盡是「不生不滅」、「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等《心經》經文，路盡頭的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彷彿昭告行人，再往上前進，就是解脫生死的彼岸。這裡

是香港大嶼山的「心經簡林」，提供旅人用汗水走讀《心經》的經驗。回首來時

路，在烈日高照下，山腳下的繁華如夢幻泡影，更令人體會經文的真實不虛。 

《心經》是流傳民間最普遍深入的經典，不論是不是佛教徒，對《心經》都耳熟

能詳，不但曾看過、聽過、念過，甚至無意中擁有過，因為《心經》早就跨越宗

教的藩籬，舉凡與佛教修行相關的鈔經本、梵唄；或者是帶有庇佑功能的御守、

佛卡；裝飾用的壁畫、書法等，都看得到《心經》的影子。進入 21 世紀，傳統

《心經》更是數位化，只要連上網路輕輕一點，就能透過手機等 3C 產品下載，

提供淨化心靈的處方，也引來網友熱烈的討論。  

不只一般大眾喜愛，歷代高僧大德也愛講解《心經》。此外，《心經》也是翻譯次

數最多，被轉譯成最多種語文的佛教經典，光是玄奘大師所漢譯的版本，就在漢

地大量流傳，並弘傳到日本、韓國等地，是目前最普遍流通的漢譯版本。 

對此，馬來西亞佛學院院長繼程法師認為，觀音菩薩扮演了重要推手。「經文第

一句話就是觀自在菩薩，宣告這部經典是觀音菩薩所說的法。」《心經》與觀音

信仰的結合，使得《心經》如同〈大悲咒〉、〈普門品〉一樣廣為流傳。不只如此，

只要有供奉觀音菩薩的宗教，例如道教、一貫道以及其他民間信仰，也都把《心

經》視為重要經典。 

除了觀音信仰，著有《般若心經思想史》的東初老人曾深入考究，發現玄奘的譯

本因為文字簡明、適合口誦、含意深遠，可得現前利益，所以能夠普遍流通民間，

成為人見人愛的普世經典。 

《心經》總共才 260 字，不像其他般若經典字數繁多，與超過五千字的《金剛經》

相比，《心經》非常適合初學者背誦。 

其次是文字直接清晰，容易誦讀，例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人人皆能朗朗

上口。知名歌手王菲、齊豫都曾演唱譜過曲的《心經》，他們唱的都是玄奘大師

的漢譯本。 

玄奘大師的譯本，最大的特色就是文辭簡潔優美，充分展現中國文學所注重的修

辭與聲韻。事實上在玄奘大師之後，還有很多人重新漢譯《心經》，例如法月、

智慧輪等，但現今普遍使用的還是玄奘譯本，由此可見其受喜愛的程度。 



 

《心經》的文字魅力也表現在佛法義理上。《心經》具有井然有序的組織，聖嚴

法師曾在《心的經典》一書指出，《心經》是通攝大小三乘法的總綱，「是諸法空

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短短幾字，卻開顯大乘佛教的「空」義，

可當作一部深廣而妙微的佛法概論。如此「簡短而不簡單」的特性，經由玄奘大

師的妙筆生花，更增添奧妙神祕，在文字意境的觸動下，自然就引起閱讀的好奇

心，而深入探究。 

不少密教信徒，將《心經》當成是咒語，是以消災避魔做為主要用途的經典。專

研咒語的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光明，從完整的咒語結構，包括：歸敬

文、即說咒曰、中心內容……等來看，也同意可以把整部《心經》當做咒語來持。 

聖嚴法師也曾說過，一心念《心經》就能夠「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

但法師站在顯教的立場，還是廣義地認為《心經》能除一切苦，是以修持般若智

慧為前提，如果念的人未能徹底了悟空義，那麼災難也只是暫時離開，難保以後

不會再來。 

東初老人在《般若心經思想史》指出，《心經》後段「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

無上咒，是無等等咒……」為禮讚文，禮讚般若思想廣大無量的功德。最後的咒

語則是護持文，透過「揭諦，揭諦……」真言神咒的唱誦不絕，能增進念誦者對

般若至上的信念。接二連三的使用「揭諦」，語氣的加強重複，使得念誦者提起

精進的熱忱，全心沉浸在正信相續念念不斷的氣氛。 

同樣的看法也出現在印順長老的〈般若經講記〉，長老指出人的思想是散亂的，

而般若慧是要從靜定中長養起來，他說：「一心持誦，即能使精神集中而達心專

一境的定境，也可為引發智慧的方便。」兩位大師都肯定《心經》咒文的不可思

議，強調至心虔誦，將能生起信心安住不退轉。 

在漢地裡，一般佛教徒多用理論去理解《心經》，談到生活實踐，也多以誦持經

文為修行方法，要從簡短字句中找到其他修行方法，並不容易。不過佛法修行本

來就不是靠一部經典就能融會貫通全部，做為大般若系統的心要，《心經》是許

多經典、修行法門的指導依據，反過來說，借用其他經典，必然也能落實《心經》

的空性智慧。 

就像大乘佛教的菩薩道修行法，以六波羅蜜為主，分別是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般若等六種修行方法。這都是《心經》的修行方式，但無論是利益他

人的布施，或是淨化自己的持戒，每一種都需要靠最後一項的般若智慧來做正確

指導，有了超越世間一切的空的智慧，徹底清除內心中的各種障礙，在修行的道

路上也才能有所成就。 



繼程法師從般若的種類，整理出一套《心經》修行次第。法師表示，般若一般分

成三種，那就是文字、觀照、實相三種般若，其中文字般若是透過文字閱讀、念

誦和思惟方式去領會經文的義理。法師回憶自己剛學佛時，師長就曾鼓勵他多念

誦《心經》來幫大腦開智慧，現在他也會藉此鼓勵小朋友多念誦、背誦《心經》。 

《心經》最方便的修行方式就是背誦，經文很短，念久了就會背，不斷地背誦，

就像是念佛、持咒一樣。如果要再精簡一點，還可以摘錄幾句相應的句子，例如

「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當作恆常背誦的功課。 

當然光是念是無法開智慧，誠如聖嚴法師在《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一書中所強

調，要「多念！多念！以信心而念、而持」，念是為了增加信心，當遇到障礙，

那一兩句相應的句子就會自動跑出來幫助自己。法鼓大學籌備處副教授楊蓓，過

去在從事諮商輔導，聆聽案主陳述痛苦記憶時，也總會以「顛倒夢想」來提醒自

己，世間一切本是顛倒不實，藉此生起同理心，慈悲感受每個案主的悲苦回憶。 

能夠將外在的文字般若，轉化成內心所能體會的思惟邏輯，而真正去運用在生活

裡面，並提昇精神的境界，就是一種觀照的智慧。 

繼程法師在指導禪七時，當禪眾遇到身心上的問題，例如腦海裡產生各式各樣的

妄念、幻想，他就鼓勵他們念誦《心經》來調心。「禪修需要保持正念，念佛、

念法、念僧，念《心經》就等於是念法，從念誦中去提起正念，體悟空性。」法

師指出禪修的目的就是用方法來證空，而證空首先要了解何為空，因此《心經》

在禪修中具有相當重要的指導功能，理論上的依據，能為修行帶來更明確的方向。 

正念相續，最後就有如古人所說的：「三業表佛印，端坐三昧。」即身口意，都

以平常的心，行佛心佛行，那就達到實相般若的境界。 

《心經》不只有停留在閱讀與了解的層次，《心經》中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這個「深」是真正地去實踐，是非常深地去修行。甚至整個身心投入，從生活各

方面去體會、在生命力上的用功。能做到此，就能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那就是觀自在菩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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