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刚经读后感 读金刚经有感(优秀8篇)
典礼是一种庄重隆重的仪式，被用来庆祝重要的事件或纪念
特殊的时刻。典礼的时长应当合理控制，既不能过于冗长，
使参与者疲倦，也不能过于简短，使参与者感到缺乏仪式感。
通过典礼总结，我们可以感受到参与者对典礼的认同和对未
来的期许。

金刚经读后感篇一

佛经里面知名度最高的无过于《金刚经》。有很多人不知道
《阿弥陀经》，但是没有人不知道《金刚经》，这是古德的
提倡。

我需要提一提我是怎样开始读金刚经的。二十年前,我母亲就
信佛,每天都读金刚经的。但我从来没有想着要去读一读金刚
经是讲什么的。今年初的时候,看到很多论坛都在说金刚经的
殊胜,我也没有动心。我一直以为那是上上根人才能读的。

在今年6月份开始我读地藏经,每到十斋日转一遍,大概读了有
二十部地藏经后,忽然听到身边很多的人都在读金刚经。我终
于从心动到行动,哇塞!一读不要紧,着实被金刚经的境界给震
撼了!有绕梁三日的感觉,有几句四句偈一直在心头围绕。读
一遍后,感觉气力充足,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这么明显的感觉。

所以,地藏经是基础,真实不虚。我目前还没有遇到合适的师
父。我打算开始持地藏菩萨的名号。每天还是会读金刚经一
遍,大悲咒五遍,日光菩萨陀罗尼、月光菩萨陀罗尼格五遍。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部经读得多的时候,可能因为内容有些
熟悉了,感觉不象开始那样专心了。请哪位高人给我指点指点,
谈谈经验。我现在就是告诉自己,不要理会心中的妄想,好好
读,争取水到渠成后能背诵金刚经。



拓展阅读：《金刚经》主要内容

1、全经纲领:

发度尽一切众生之大心。在梵文中,佛陀是觉悟者的意思。小
乘以自觉为终极,而大乘的菩萨不仅要自觉,更要“觉他”,故
其终极目标定位在和一切众生成就佛果的广大境界。根据佛
教的哲学基础缘起论,凡因条件关系而形成的事物,都不存在
绝对不变的实体(自性)。因此,要以空观的智慧,破除
在“我”、“众生”、“佛”之间的人为分别。故要尽己所
能广度众生,但不要执著于“我”在帮助众生中具有多大的功
德。唯心量大者,才有大格局,方能成就大事业。

2、观照实相: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实相,是世界的真实,事物的本来面目。
人在认识中念念不离对象,却以为心的主观构想即等同客观实
际,但其实已经背离了事物的真实。以般若观照实相,即对此
名相采取不住、不执、不取的如实态度。故《金刚经》
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一切
法相,甚至连佛的形象、佛土,都是用文字和形象对实相的近
似表达,皆非实相本身。《金刚经》卷末著名的四句偈
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堪
称一经之精髓。

3、实践宗要: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如上所述,唯有不住相、不偏执,才能把
握实相。所以,在实践中应以空灵自在的心态应对一切法。
《金刚经》中以布施为例,讨论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到“降
伏其心”。布施有三要件(三轮):能布施的`我,受布施的人,
所布施的财物。一般人心中存在这三种人为的分别,施一钱物,
即作一钱物功德想,于是施恩图报,算计冥冥中所积累的功德。
但实际上,应以“三轮”体空的精神去布施。禅宗六祖惠能的



得道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本来无一物”,就是《金刚经》离相无住、性空无所得
的道理。

4、中道方法:

性空与幻有的辩证统一。“空”,是破除一切名相执著所呈现
的真实,并非人们所误解的虚无。般若思想不外说明“性空幻
有”,也就是正确处理出世的真理与世间的真理的方法。“性
空”,是说一切法都没有实在的自性,故无相、无住,才能把握
真谛。“幻有”,是凭借条件关系而暂时存在的现象,故在空
的基础上随缘生起一切法,这就是俗谛。如何把握真俗二谛的
关系,《金刚经》是这样说的:“佛说般若,即非般若,是名般
若。”即,佛所说的般若等佛法,是出于广度众生的目的而在
文字层面的权且施设,并非实相般若本身,众生藉此文字般若
入门,到彻底觉悟佛法时,则一切名相皆可舍弃。

《金刚经》说的是彻底解放心灵奴役的大智慧,对中国的历史
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由于该经文字艰涩、思想深奥,一
般人很难全面透彻地理解其本来含义和价值指向。因此,历史
上佛教各派祖师多为此作注讲解,流传最为普及的就是禅宗惠
能的《六祖坛经》。

金刚经读后感篇二

读书报告,读《金刚经》有感。

题目：

班级：

学号：913101140122

姓名：陆继辉



指导教师：

1

读书报告,读《金刚经》有感。

古人有诗云“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可
持赠君。”金钱名利都可以赠送授予，惟有心中的宁静愉悦，
需要自己去找寻，《金刚经》正是我们寻找心灵净土的绝好
去处！

《金刚经》中说“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
见如来。”人们往往执着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有你我之分，有美丑之别。听到赞美与表扬，便心生喜悦，
受到指责与诽谤，便心生怨恨。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便生
烦恼；看到己不如人，便生嫉妒；看见别人倒霉便幸灾乐祸。
心里的欢喜和忧愁都被别人掌握，自己不能作主，怎能开心
自在。《金刚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隐藏
于字里行间的般若，告诉人们不执着于任何现象，任何感受，
任何事物，不偏向于任何一极，不拘泥于任何一种标
准，“应无所住，而生起心”。惟有如此，才能八风吹不动，
在禅定的安静喜悦中身心安住，人我如一。

而从《金刚经》来看，佛法是解决心的问题。《金刚经》提
出降伏其心，就是要降伏我们心中不安定的因素，这恐怕是
现代人最需要的一剂心灵良药。佛法广大无边，平等圆融，
它提出心灵的药方：人人要平心静虑，快乐不在外界，幸福
在自我心中，惟有透过静思熟虑，祛除妄念，发现本心，少
欲知足，舍已为人，自己才能快乐，一切苦恼才会熄灭。每
个人心中都有清净的佛性，缩小自己，放大胸襟，包容一切，
尊重万物，不以自己为中心主宰，这就是般若智慧，这就是
幸福的缘起。

一本金刚经,回答两个问题:如何住心?如何降服心?



前者的答案是:以无住为住

后者的答案是:先明无挂碍,后明无所得

何谓住心?

可以去体味:

丢垃圾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以丢垃圾的方式丢钞票,你又是什么感觉?

前者为无住心,后者为住心.

住心与不住心,差别不在于是境或相,而在于心性是否跟着境
或相动.

修心的第一义是不动.

此不动,不等于草木或完全没有生命的东西那样,一点都不动.

其宗旨,还是不住心.

用心而不操心.还是正常生活,生活中的各种事情,该处理还是
认真处理,这是用心;如果处理完后,还在牵挂着这件事情如何
如何,这是操心.

金刚经上:非法,非非法,是名法

法既是相,能借这个相找到本心,这个相就是法;如果不能借助
这个相找到本心,这个相就不是法.相无自性,只是修行者心性
的外在表现.是形式,不是本质,只是一种标志,所以说是名
法(名字叫做法).

好比你的名字只是你这个人的`代号,你的名字不是真实的你,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你的名字找到你本人.如果通过这个名字找
不到你本人或者对应不到你的人,这个名字也就是一个名词而
已.

佛说:以指标月,见指不见月.这里的指就是法,月就是人的本
心本性,大家都在学法,却常常忘了法后面要揭示的本心本性.

所有的是什么,不是什么,是名什么.

都是因为这些名词都是一种相,没有自性,所以都只是相的一
种名称.

离心不谈相,

离相莫论心;

心能驾驭相,

相能反应心.

心是相,相是心;心非相,相非心.

空不离色,色不离空;空就是色,色就是空。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从脚鱼的观点所见：万物转瞬即逝，天地间无恒有之物，人
则亦然。正如句中所述之如泡影如梦幻，如晨露如惊雷，也
正如脚鱼文“一切都是浮云。”

对于如此短瞬的人生，有所思之人不免思虑：人之所以存在，
人之所以为人，其意为何？

于是脚鱼曾作良久思考，终于《金刚经》得其一解：平淡感
受人生之意，意即人生，无解即是上解，无为琐事所累，无
为乐事所溺。



感脚鱼之思，与我有同存异，与此就我之思稍加叙述，不复
述脚鱼之原句。于我，思人生之意始于若干年前，一如脚鱼，
当人开始汲取知识之时，不免彷徨，于如此浩如烟海的丛书
之中为何没有一部可以将人生讲述得使人完全信服：或述人
生即是空幻，是无果，或是人生即是享乐，即是狂欢。但若
真如上诉二者：如前者，则人之出现与否于天地，于宇宙，
又存和意义；若如后者，不免有种天地因吾辈而存之狂妄；
他们或许与某些人心意相合，于我，不然。故我舍弃寻觅古
人之思，寻找自我之意义。

秉理性，望历史，生物出现无非一个重大的原理：万物趋于
能量最低之处。那么生物的出现只是宇宙达成此志的方法之
一，此处乃世界之趋势，无意可思。若人非选择生而生，即
为非生不可而生，于生物，生存的意义莫过于传承，基因的
传承，从单细胞，到我们自视甚高的人类无不因此而生，但
传承的意义为何？依旧脱不开宇宙趋于最低能量的规律，只
有不断产生新的生物才可以不断消耗能量。于是关于生之原
理无所可思。于是眼光落于生物之共性，而非生物之无物：
思想。

金刚经读后感篇三

《金刚经》在中国是一部很普及的佛教经典，是记录释迦牟
尼佛和他的大弟子须菩提问答对话的一部经。

一部佛光灿烂的《金刚经》,在今天这个国泰民安,佛教昌盛
的时代广为流传,在日益增多的居家学佛人的队伍中,读《金
刚经》的信众也越来越多,这真是盛世兴佛,佛兴盛世,是中华
民族的殊胜因缘。在读《金刚经》的人群中,不时听到这样一
种反映,即知道《金刚经》是一部功德无量之经,也怀着极大
的热情和向往去读这部经。但释迦牟尼佛却在这部经中反复
指出无法可说,无法可得,故而读来读去是一头雾水,不知如何
是好。到底是否有法可依,有法可学?我以为这的确是读经的
一个大问题,有必要加以深究并切实解决。



《金刚经》篇幅不长,但佛在经中却反复说到不应取法,不应
取非法,也说到如来无所说,也无法可得,即便是过去在然灯佛
所也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指出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
说法。如此说来真叫人有些难以琢磨。说了又说没有说,什么
也没有说;说没有说吧,又有一部《金刚经》摆在那里。其实
这正是《金刚经》大作之处,字里行间处处闪现着佛法的光茫,
只是我等小根小智,无明愚昧,见宝不识。因而落得一个见字
为字、见相落相,无法感悟到经中的理义。如何这样说?我们
不妨将《金刚经》剖开来看。

对于解决读者中如上疑团,经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细读:“须
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善提。
须善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
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
灭相。”佛在这里态度十分鲜明地告诉我们,发阿耨多罗三藐
三菩提心者,不要因为佛说过诸法非法,诸相非相,就以为一切
法都断灭了,就无法可学了,如此思维必定是一种偏知偏见。
由这段经文的反思,我们不妨再重读《金刚经》,难道释迦牟
尼佛就真的没有说法吗?不。经文通篇都在说法,而且说的是
大法,是金刚般若波罗蜜法,是最尊最上最第一的法。何以见
得?经文开篇佛就开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降伏
其心。接着指示一切菩萨应如何布施。继而又指出佛法如同
虚空不可思量一样,不可依思量而得,也不可以身相而见。若
是能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就是根本,是大法。难怪连须菩
提听到这里都要启问:“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信
不?”须菩提并非多余担心,我们若干人不是感到无法可信,无
法可学吗?在以后的经文中,如来一而再,再而三的.以众生之
见,以菩萨之见,以佛之见来解说这般若之法,以启迪众生智慧,
通达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既然说了法,那又为什么要反复强调无法可说,无法可取呢?这
并非如来想搅浑水,而是如来太子知众生之根性,那就是执著
贪婪。故而佛在说出法以后,又得花大气力告诫人们不要执著



于法,不要贪取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这是
何等的慈悲!我想如果没有众生执著的根习,《金刚经》有几
句话就够,佛既不需要花那么大的气力说那么多的话,也不需
要花那么大的功夫去破众生之执见。

众生执著了什么呢?佛在经中了了说明。略举几执:一是执著
于相。执著于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二是执著于法。贪
乐于小法,有为法;三是执著于福德。贪爱于有相布施之福德。
还有种种,不一一具说。执著有什么害处呢?佛在经中也一一
分别指出,执著相者那是执于虚幻,因一切相皆是不实,不过于
一合相。而且执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者,必生嗔恨,不得
解脱。执著于法者是人入邪道,不能接受大法之教,而一切有
为法,不过如梦幻泡影一般,最终不过以法束缚自己。执著于
福德也是同样,因为一切福德非福德性,故名福德,那也不过是
虚幻之物。

读《金刚经》不是无法可学,而是在学一根本大法,在学大般
若波罗蜜法。信奉这部大法,我们才能以般若之舟通达到光明
的彼岸。这是每一个读经之人必须要解决的正信。我们读这
部经不能仅仅将此作为一种功课来做,更重要的是深究经义,
知其根本,了悟佛所说,以找到自己下力之处。以《金刚经》
为师,指导自身学佛修持、信解受持。这才可算为一个真正的
读经之人。

以上所说,无非是笔者读经之见,偏知难免。《金刚经》智慧
本不可说,理义本不可说,功德也不可说。一切言语皆是不实
之词,无非是妄言妄语罢了。只是我亲闻若干同学同修读经找
不到下力处,便心生悲悯,忍不住说几句。但回头一望,想说的
无法说清楚,说清楚了的好像又不是想说的。只好无可奈何花
落去,我自重读《金刚经》。

拓展阅读：《金刚经》感应

增世寿一倍



梁武帝时,钟山开善寺的智藏和尚,聪颖过人,善于言词,在寺
中经常讲经。有位相士对他说:“师父,虽然聪明盖世,可惜寿
命不长,只能活到30岁。”

年仅29岁的智藏和尚,不再讲经,放下一切琐事,竭诚礼佛忏悔,
昼夜不断持诵《金刚经》。到30岁时,一日忽然从空中传来声
音说:“本来你的寿命已尽,因般若威力,增世寿一倍。”之后,
他去见相士。相士惊奇地说:“我看相是很准确,你做了什么
样的阴德,改变天寿之相。”智藏和尚说出持诵《金刚经》的
因缘,两人同声赞叹:“《金刚经》功德不可思议!”智藏和尚
活到六十多岁才去世。

金刚经读后感篇四

以前读金刚经，觉得比较难以理解。后读了地藏论坛里李十
方师兄的一篇帖子，提到读憨山大师注的金刚经感觉很好，
于是马上到网上找来阅读。虽说不敢说自己对金刚经理解得
多好，但的确比以前更明白一些了。今天双盘打坐阅读憨山
大师注解的金刚经，坐了50分钟，略有感悟。下面说一下末
学的读后感，只是末学的粗浅感受，不正确的地方并非自己
故造口业，实为认识的局限性，还请师兄们不吝赐教。

开始时，用数息法静心，会感到慢慢地呼气时，右腿内侧到
脚这一段有某种气血通行的感觉，从而感到十分舒适。在坐
了三四十分钟后，腿从最初的舒适状态变得越来越难受。此
时，我首先想到，这具肉体本身就有生老病死，故是空的;在
这具肉体上的这种腿痛的感觉，也是从刚开始的没有变为有，
此生也，之后如果把腿放下来，腿痛就会停止，代之以一种
短暂的舒适感觉，此灭也，故腿痛也是空的。认识到腿痛的
空性，就能比较轻松地继续盘坐。腿痛的感觉也是时有时无、
断断续续的，也是因为不断“生心”的原因吧?之后，由于腿
越来越痛，腿痛的感觉越来越密集，而容易让心里产生一种
心烦意乱的感觉。这种感觉也是本来没有，由腿痛故而生，
之后会由腿痛停止而灭，代之以一种快感。因此，这种心烦



意乱的感觉也是空的。领悟到这点，就能较容易地降服产生
出来的这种心。同时，由于这种心是有生有灭的，故并
非“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那个本心。而我之
所以没有见到这个本心，就是由于自己会因外界的各种境而
不断地生出各种心，从而把本心给遮盖住了。比如说，如果
把本心比作很低的背景白噪音的话，那么不断生起的心就好
比前景的各种各样的声音，说话声、音乐、车水马龙的噪音
等等。由于这些心都时起时灭，且不断有增减变化，故自己
的心容易被这些吸引过去，而把背后的本心直接给忽略掉。
为了求得本心，则必须把这些不断生灭的妄心都降服，让它
们都过去，而不再追逐之，并进一步抑制妄心的重新生起，
这样，在“背景里”的本心就会逐渐显露出来。

之后在公路上边骑车边持弥陀圣号时，想到持弥陀圣号，除
了可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外，这也是把妄心挤出去，并防止
更多的妄心生起的.一种手段。妄心减少后，本心就会逐渐显
露。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心里感到不再如往常那样
的执着，体会着一切皆空的感觉。路上的美女们成了提醒我
们一切皆空的菩萨。看到一位盲人拿着盲杖行走，突然也感
到他不再是那么可怜，毕竟他盲了的双目和他的肉体本身也
是空的，而且他也不会由于双目这一对贼人而引起心里的波动
(当然，我们还是要帮助残疾人的)。我们有一双能看的眼睛，
这让我们能幸运地阅读佛教经典。但是，我们也要时刻提防
着这一对贼人，神不外驰，小心地守护着内心。此时，由于
对外界的空性的这种体会，而在心里产生一种十分幸福的感
觉，不觉面带微笑。同时，看着来来往往的汽车，我思考着
空的问题。既然汽车是空的，我这具肉体也是空的，为什么
自己要躲着汽车，防止被车撞到呢?这说明，汽车和自己的肉
体虽说性空，但相还是有的。我们心不着相，不是让我们在
生活中不顾一切，而是一种抑制妄心以便寻得本心的方便手
段而已。寻得了本心后，就会更加不着相，不被外界的各种
境所动，从而守护着自己的本心，而不是让心不断地住于外
界的相上。



反观现代生活，人们不断地住心于各种各样的事物上，比如
金钱、美色、美食、影视娱乐、权力、名声、虚荣、工作等
等，而且如果真的闲下来了，反而会觉得万般的不得劲。这
样一边感觉极其的心力憔悴，一边又不断地给自己的心灵负
担加码。何其谬也!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拓展阅读：抄写金刚经的注意事项

一，认真抄写，切忌潦草，这不是糊弄的事儿，能抄写一个
字是一个字，务必一笔一划的描写。这样，心会很净。

二，抄写了一段经文，停笔后，不再继续抄写时，可以诵补
阙圆满真言：ong,嘟噜嘟噜，扎呀木克，娑哈。七遍。补阙圆
满。

三，抄写完整部经后，最好，留在家里供养，或放置在高处
净处。要比统一回收好得多。因为，整部经文，代表你的一
种愿力和念力。这种力量随着笔尖已经写在了纸上。你何必
要把自己的“心力”送走呢?因此，最好自己留下。

为自己好好的抄写一部经。一笔一划，起妄念了，就停下来，
在抄写的时候，一心一意，一笔一划，不起妄念，这样抄写
的经书是很有力量的。

抄经别图快，这一点意义都没有，跟上学时抄作业没啥区别，
是不是。

就一个字，一个字，一心一意，一笔一划的抄写，会培养定
力。

看准一个字后，看好如何下笔，如何准确的描写，不要描写
到字外面去。写一笔就是一笔，一划就是一划。这也是福德
无量。



几天就抄写一部经的，这样不好!你说我就是写字快，就是因
为你以前写字快，因此，抄经时，你要慢点写，越慢越好。
这样静下心来慢慢抄写下来的经书，自己留着，非常好的。

为什么有的寺院开光要把抄写的经书放进去，因为，抄写的
经书里面，有众生的心力，没有这种力量就没有灵气。聚集
的越多，就是所谓的灵气越强!

乃至抄写完的经书，或以前废弃的经书佛像等，有的会封存
好，放到山洞里，为什么如此?原因是这种念力，心力，对整
个山都是一种加持。山精树怪都会受益。使非善的，受到佛
法的熏染。

一些山里面的非人众生，最后就是因为护持那些残旧的经书
佛像，成就了自己。

因此，我个人建议，你抄写完成，你就自己留着吧。那些手
抄本的经书，放在山洞里，就会开启那些修行中动物如人一
般的语言和智慧。你说手抄本的经书力量大不大。过去的书
都是抄写的，纸字不能随便丢弃，除了对“字”的尊重外，
还有就是不能对人的心力心念辱蔑，是有灵气的，因此，旧
时，都要焚化了。

金刚经读后感篇五

不知道其他人读完《金刚经》之后有什么样的感觉？最近读完
《金刚经》之后，感觉到佛家的经典还是很能让人内心平静
的。很多人也许对于这样的宗教并不是特别的相信，可最起
码这些经典的书籍还是可以启发心灵的。

都说现实的生活是比较浮躁的，更多人的心灵也都是太过于
浮躁。从日常习惯方面也可以得出来，吃饭的时候喜欢吃快
餐，参加培训班的时候希望有速成班。种种浮躁的理念的人，
需要多看一些佛家经典让自己内心平静下来。特别是有的人



在追求事业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到调节自身的心理，内心
平静才能够把很多事情做好，这也许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讲
的宁静以致远。

内心平静的人在看待事情的时候能够更加客观。特别是客观
看待这样的事情，分析这些事情也可以分析的透彻。最主要
是解决这样的事情，也可以找到最为好的解决的方法。尤其
是事业当中有了这种平静的心情，处理很多事情便可以游刃
有余的处理。最怕的就是有一些内心比较浮躁的人，总是希
望很多事情可以快速的处理，可凡事一旦快起来，很难真正
有效地处理的。

《金刚经》中包含的东西还是非常实用的。能够真正阅读书
籍的人，一定可以想办法让内心平静。尽管有的人觉得内心
平静并没有多大的作用，如果想要真正成就事业，就一定要
让内心先平静下来，也只有先平静下来才能够耐心的处理很
多事情。谁不想这一生能够取得一些成绩，可并不是每个人
都能够取得不错成绩的。说到底，为什么有一些人成绩一般？
主要还不是内心太过于浮躁。

内心太过于浮躁的人，做事情的时候更加讲究所谓的效率。
原本做事情讲究效率是没有错误的，可一味的太过于专注这
样的东西，根本就不会搞清楚做这样的事情是否有意义的。
真正搞明白用什么样的方法才可以把这样的事情做好是很重
要的。用对了方法才能够保证具体的效率，否则很多人一味
地尝试一些新鲜的方法，也是很难做好事情的。

此外，一个内心浮躁的人交朋友很有可能损失是比较大的，
特别是这些人交的朋友，更多的还是想要利用朋友。一味的
只想利用别人的人，这样的人很有可能最终也会被别人利用。

金刚经读后感篇六

一、增长福德：人生的幸福是基于福德。有福德才能处处须



遂，心想事成。受持《金刚经》能增长我们的福德。经中先
后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校量，恒河沙等七宝布施校量，
恒河沙等身命布施校量，每日三时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校量，
又以佛陀曾经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承事
的功德校量，都不及受持《金刚经》四句偈功德之大。因为
财富的布施，身体的奉献，都只能给人以短暂的帮助。而受
持或为他人讲说本经，却能令正法久住，启发人们的正知正
见，引导他人向上增进以至解脱成佛，由此获得彻底的安乐。
所以，它的功德远非财施所能及。

二、消除业障：我们这个世界是业的'世界，由于过去生中所
造善恶业的不同，构成了世界的千差万别。无始以来的贪嗔
痴，使我们造下许多不善的业力。所以现实中总有许多缺陷
及困扰，诸如天灾人祸，身体病弱，诸事不顺等等。而受持
《金刚经》能够消除业障。经曰：“善男子，善女人，受持
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
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如果没有受持《金刚经》之前平安无事，可受持本经之后反
而遭到他人的轻视，不必担心，这正是重罪轻报的缘故。

三、开发智慧，通达实相：《金刚经》为般若系经典，首要
在于开发智慧。《般若经》曰：“菩萨不住法，住般若波罗
蜜。”本经处处教我们无住，而无住就是为了成就般若。经
曰：“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
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又曰：“若
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当知是人，成就
第一希有功德。”成就第一希有之法，乃是成就智慧，通达
实相。

四、消除烦恼：《金刚经》中虽然不曾出现“烦恼”二字，
但般若法门处处都在帮助我们解脱烦恼。经曰：“无我相、
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四相乃烦恼生起的根本，
消除四相，自然解脱烦恼。本经旨在成就智慧，而智慧能断
除烦恼。住相是烦恼生起的根源，本经要我们不住一切相，



烦恼自然不生。

五、成无上道：学佛是为了成佛，因为佛陀为觉者，代表着
智慧的圆满成就。《心经》曰：“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
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本经曰：“一切诸佛及诸佛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成就般若，方能成
就无上佛道。

称扬金刚经之功德

天上天下众经书,无有能比金刚经

金刚般若最殊胜,最尊最胜最第一

1.延寿:凡是希望长生延寿者,此经具足无量功德无量福德,能
增福延寿。

2.愈病:凡是希望治愈疾病者,欲得康健者,此经有大威力,能
助您治愈重病,得康健之体。

3.消灾:凡是希望得到平安者,受持此经有八大金刚,四大菩萨
保佑,大灾化小,小灾化无,修行勇猛精进之成就者,刀枪不入,
水火不侵,灾厄不临。

4.辟邪:凡遇一切妖魔鬼怪,之时立即,大声反覆念诵,金刚般
若波罗密,此七字真言,能降服一切妖魔鬼怪。

5.超渡:凡欲超渡先亡祖先父母冤亲债主者,阴间地府最重视
金刚经,此经有第一功德经之称,能渡一切先亡祖先父母冤亲
债主,脱离三恶道之苦。

6.富贵:凡欲富贵者应当,常欢喜布施贫苦,供佛斋僧,布施不
在钱多,贵在心诚,再加上常持念金刚经,此生一定富贵,唯除
不善不至诚。



7.求愿:止恶行善之人于金刚经或读或诵或书写,并广为流通
有愿必成,唯除发不善之愿及心行不真诚。

8.善终:止恶行善之人并常持金刚经,以经威神力故临终之时,
无诸苦恼正念现前,安然而逝。

9.往生:止恶行善之人并常持金刚经,此经有无上的功德与无
量福德,欲生天上者得生天上,为大威德天,欲生西方极乐净土
者,得生西方极乐净土,不受众苦但受诸乐。

文档为doc格式

金刚经读后感篇七

《金刚经》与中国佛教、中国文化的关系如此密切，故要了
解中国佛学与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一下《金刚经》是十分
必要的。怎样正确念诵《金刚经》?我们可以看看下面的资料。

念《金刚经》，是老少咸宜，小大由之的。为什么说老少皆
宜呢?年纪渐老，行动不便，外出听经闻法，不易随心所欲;
再则佛教经典太难懂，法门又多，明师难求，缺乏经常指导，
不知如何修行。《金刚经》译文流畅易读，一本在手，已够
修持，所以是老少皆宜。为什么说小大由之呢?因为《金刚经》
可以完整全部念一遍，也可以只念一段或其中几句，经中不
是常说“乃至四句偈等”，拿一段或几句经文，仔细寻释经
义，实在是意趣无穷哩!

这里介绍给各位的，金刚经内的三小段，这三小段已是《金
刚经》的精华了。

第一段是佛说“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
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在这段中，佛说的
“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这句“众生之类”就是指凡众缘和
合而生的都是众生。



各位想一想，宇宙之间那一事物不是由众缘和合而生。有情
的人类、动物固然是众缘和合而生，无情的植物、矿物等也
是众缘和合而生。有形质的物体是众缘和合而生，无形质的
思想事象也是众缘和合而生。所以一切众生之类是指宇宙间
一切的事物思想。因为众生乃缘聚则生，缘散则灭，无论是
人、是物、是思想，都是瞬刻在变化，并非永恒。如梦如幻，
但也不是没有，它们都是不生不灭的本性，在这不生不灭的
本性中，生起幻化虚妄的各种相，名为众生。“无余涅盘而
灭度之”这句话好像很难懂，其实就是要使这一切众生都回
归不生不灭的本性。所以所有一切众生之类，我皆令入无余
涅盘而灭度之，是佛陀教我们应发广大的心愿，这正和各位
常念的“众生无边誓愿度”一样是发大愿。

第二小段，佛说：“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
得灭度者。”从现代科学理论，宇宙万物最后的本质都
是“能”，然则我皆令入涅盘而灭度之，不但众生灭度，我
也灭度。换句话说，一切都是“能”。所以佛说无我相人相
众生相。既然一切都是能，还有什么人我众生之分?这就
是“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正
因为众生都是“能”，本来就是不生不灭，如此那有众生得
灭度?这就是佛所教的大智。

第三小段，佛说“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是佛
所教的大行。这几句话含义极丰富，布施有有相布施、无相
布施。有相布施所得福德是有相和有限的，也就是所谓的人
天小果。无相布施的福德，佛用虚空作比喻，是不可思量。而
《金刚经》所着重的是无相布施。通常说布施有财施、法施、
无畏施三种，其实不只是以外在为施舍对象才是布施，在自
身修行中，还可以有更深入，更广泛的布施意义。如六波罗
密中布施舍贪，持戒舍瞋、贪、放逸，忍辱舍瞋，精进舍懈
怠，禅定舍散乱，般若舍两边空、有见。舍就是布施，波罗
密多就是于法行无所住，亦即对万法的表相不起执着。各位，
要知道烦恼及贪瞋痴都因取着相而生，所以于法无所住，实
是大行的中心。



为什么劝念《金刚经》

诸位同修，从上面三小段文来看，大愿大智大行，佛法的精
华都包含在此。大愿大智大行不但修慧而且修福。在这里我
想和各位提一提：知识分子的习性，重视研读书本，因此信
佛教的读书人，大都注重修慧而忽略了修福。有的学者更是
把佛法作为一门学问，皓首穷经，常有时不我予之叹。佛在
金刚法会上一再强调，修慧求解固然重要，修福也同样重要。
须知人身难得，久远以来，我们一定做过许多好事，不然不
会生而为人;但亦难免做过恶事，恶因会有恶报，修慧不修福
者，往往会障碍丛生，多病多痛，而且临终业障出现，可以
使一生几十年的修行，毁于一旦。所以修福消业，十分要紧。

《金刚经》教人修福修慧消业，是一部各方面都顾到的完善
佛典，无怪乎佛在经中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
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又说：“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
句，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
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各位想一想，你
是不是也希望曾在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因为有这样的功
德福报感应，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劝各位亲爱的同修，将念
《金刚经》列入您们日常的课程。

拓展阅读：《金刚经》与消业障

在这里,我诚心诚意的再贡献各位一点意见,在多生多劫之中,
我们做了很多的好事,种下很多善因,今世才会投生为人,而且
能看得懂、听得懂中文的《金刚经》。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
中文《金刚经》,流畅美丽,我看过数种英文的译本,但都不及
中译本的好。换句话说,各位实在太幸运了,就如同开经偈中的
“百千万劫难遭遇”一样,有这么好的机缘在一起研究《金刚
经》,希望各位能好好珍惜,不要错失良好机缘。

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到了相当的成就之后,往往会体验出业
障的重要。无始以来,多生多世,我们做了很多的`好事,不然



是不会投生为人的,但也难免积了很多的罪业,这种往昔所造
的恶业,尤其是结怨的怨业,往往会在紧要的关头来障碍我们。

从前有一位老居士,他修净土修得很不错,在他临终时,大家在
旁为他助念,他也很欢喜,说他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看到阿弥
陀佛。此时,忽然“呯!”的一声!门应声而开,一个披头散发
的女子跑进来,这就是他的姨太太。这个女子哭啼着:“老爷
子!您怎么可以走!您走了我靠什么人过活啊!您不能走啊!”
经这么一叫,这位老居士双眼一白,脸上现出很难看,很痛苦的
样子,阿弥陀佛不见了,西方净土也不见了。这就是业障现前,
前世的业在这紧要关头现出来了。

造业要受报,往往受报的时候,就会障碍我们,不但是障碍修行,
也可以障碍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如何能消罪障,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问题。

佛教里有很多消业障的方法,如拜大悲忏、拜八十八佛等。在
《金刚经》中,有这么一段:“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
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
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说善男子善
女人受持读诵《金刚经》,如果受他人批评、侮辱、辱骂,或
者生病、破财等,这些都是先世的恶业,原本应该投生到恶道
去的,现在因为受持读诵《金刚经》,恶业取消,重报轻受,所
以念《金刚经》有这样的无边功德。上面经中这句“若为人
轻贱”中的“为人轻贱”这四个字含义很广,例如:凡是被人
侮辱、被人打骂、生病,或者有不愉快、不如意的事等等,都
可以包括在内。因此在日常生活中,若遇到这种不如意或不愉
快的事,就要记得这句话的含义。

“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恶道”就是三恶道,也就是畜
生、饿鬼、地狱。简而言之,就此人过去的罪业,本应投生在
恶道中,现在因受持读诵《金刚经》,或者为人解释《金刚经》
的不可思议功德,而将他应该投生至恶道的罪业消灭了。这是
非常重要的!有的大德解释为“重罪轻报”,重的罪可以消,轻



的业当然更可以消了。一个人,如果过去的罪障能消得愈多,
不但来生会更好,就是现世的生活情况都会改善的。所以就这
一点来研究,如果有人能精进地念《金刚经》,研究《金刚
经》,为人解说《金刚经》,不论是一句两句或是很短的一段
经文,都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是可以将他要成熟的重罪消灭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有一部份罪障往往表现在为人轻侮,或者不
如意。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各位如果遇到这种情形,要将欺
侮你的人,或是要加害于你的人,视如帮你消灭重罪的朋友或
善知识,甚至是恩人。

金刚经读后感篇八

楞严经讲得好：“虽有多闻，若不修行，与不闻等，如人说
食，终不能饱。”请仔细研读唱诵并修行，定会受益匪浅。

1、问：怎么读诵金刚经?

答：一要有心，二要根据读诵仪轨。

2、问：金刚经要每天读诵吗?

答：随喜诵读，要有心。

3、问：读诵金刚经,用读梵文还是中文?

答：不要有分别心，，二者皆可，不精通梵文者推荐用中文。
不懂的字可查阅金刚经注音。

4、问：读金刚经之前要什么准备?

答：清净心，慈悲心，菩提心。

5、问：看金刚经和读金刚经的区别?



答：金刚经不是单纯用来读的，而是要用心去“读”去领悟
的，更重要的要去在生活中修证金刚经，不要有分别心。

6、问：读金刚经有什么作用?

答：给您善缘福德，智慧力量。

7、问：读诵金刚经，普通话不准有关系吗?

答：心诚则灵。

8、问：什么时候读金刚经好?

答：不分时候，分心境。

9、问：读金刚经怎么回向?

答：回向应该先大后小先回向广大的法界众生离苦得乐，再
回向自己的事情。也可以只有大方向或小方向，随缘随分即
可。

下面举两个例文：

大方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
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小方向：愿以此功德，消除宿业障，怨债悉解脱，福慧安康
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