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清照雪里已知春信至梅的形象 李清照
心得体会(精选9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李清照雪里已知春信至梅的形象篇一

李清照，北宋著名女词人，被誉为“浊骨英灵”。作为一位
女性词人，她的作品充满了矛盾和痛苦的情感。通过研读李
清照的作品，我们能够感受到她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和对情感
痛苦的独特表达方式。在我个人的体会中，李清照的作品不
仅仅是表达自己的情感，更是蕴含着一种对于生活和人性的
洞察力，这让我深受启迪。

首先，李清照的作品展示了她对于生活的真实观察力和感知
能力。她像一个独立而敏锐的观察者，通过细腻的描绘和感
受，将生活中的点滴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比如《武陵
春·春晚》这首词，她用鲜明的对比描绘了春天的盛景和自
己凄凉的心情。这种对于生活的观察力，不仅让我们感受到
她对细节的把握，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反思我们自己对于生活
的观察是否粗浅，是否有意识地去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和痛苦。

其次，李清照的作品表达了她对于人性的思考和探索。她深
刻地揭示了人们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无尽的情感矛盾。在《如
梦令·常记溪亭日暮》这首词中，她描述了自己的心情如同
溪水般汹涌，又如同晚霞般忧伤。她通过诗意的语言，传递
出对于人性的痛苦和对于真实感情的渴望。这让我想到了自
己在生活中的种种情感矛盾，以及人们在追求真实与虚幻之
间的挣扎。李清照的作品，让我更加深入地思考了人性的复
杂和纷繁。



此外，李清照的作品还展示了她对于自然和宇宙的敬畏和赞
美。她善于利用自然景物的描绘，将自己的情感和内心与外
部世界相融合。在《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这首词中，
她形容了薄雾浓云下万物的凄凉和悲伤。她让我不禁想到了
自然界的广阔和神秘，让我意识到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
小和脆弱。通过她对自然的描绘，我体会到了对于宇宙和生
命的赞美和敬畏。

最后，李清照的作品给我带来了对于人生的思考和启示。她
的词作揭示了生活中的种种伤痛和矛盾，帮助我更加深入地
认识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在读她的作品过程中，我收获了对
于生活的深层体验和对于人性的感悟。我意识到人生并不是
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痛苦和矛盾。通过修炼内心和拥抱
自己的情感，我们才能够真正体验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总之，李清照的作品并不只是一个女性词人个人情感的宣泄，
更蕴含着对于生活和人性的深刻思考和洞察。她的作品在情
感表达的同时，让我们反思自己对于生活的观察和对于人性
的理解。通过研读她的作品，我们能够获得对于生活的深刻
体验，对于人性的思考和对于人生的启示。李清照的作品真
正地触动了我，让我更加珍惜生活，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李清照雪里已知春信至梅的形象篇二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数人心目中的女词人楷模，她
的词作善于抒发女性的感情和哀怨之情。读完李清照的作品，
我深深感受到了她作品所蕴含的情感震撼力。她的词作通常
在字里行间蕴藏着深沉的思念之情，让人不禁沉浸其中，引
发无尽思考。这种情感震撼力正是李清照作品独特的魅力所
在。

第二段：李清照作品的文学才华之突出

李清照作品之所以能给人带来感动，离不开她卓越的文学才



华。她的作品中，不仅情感深沉，而且语言优美，形象真切。
例如《如梦令》这首词，字字句句都像是千百年来凝固的泪
水，折射出了作者内心极为纯粹的思念之情。通过李清照作
品的阅读，我深刻体会到，李清照不仅是情感丰富的女子，
更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文学家。

第三段：李清照作品中的女性情感

李清照作品中的女性情感，是我认为她作品魅力的重要方面
之一。她作品中的女性情感表达了一个普通女性内心深处的
柔情和苦闷。这种女性情感不仅有宛如水做的柔韧和温柔，
还有隐含的深沉和哀愁。李清照的作品神秘而真实地展示了
女性思绪的多样性，让人感受到女性在古代社会中所承受的
压力和束缚。

第四段：李清照的抒情之道

李清照的作品以抒情见长，她善于通过字句表达出内心的感
伤和愁苦，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她的心情。这种抒情之道自然
流露，情感真实，使人们产生共鸣。例如《如梦令》中“问
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句句打动人心，将
作者内心的矛盾情感展露无疑。李清照以自己独特的抒情之
道，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

第五段：李清照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启示

尽管李清照的作品多以抒发情感为主，但其中也融入了许多
对现实生活的看法和思考。她对女性境遇的关注，对生活的
细腻观察和感悟，都透露出她对当时社会问题的深思。通过
阅读李清照的作品，我深深感受到她对女性地位的关注，以
及对人性和人生的思考。这使我意识到，李清照作品并非仅
仅是情感的宣泄，更是对时代和生活的回应。

总结：



李清照作品所蕴含的情感震撼力、她独特的文学才华、女性
情感的表达和抒情方式以及对生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都让
李清照的作品在我心中燃起了阅读的热情。通过阅读她的作
品，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她的内心世界，也更加敬佩她作为
一位杰出女词人的才华和气质。李清照的作品不仅在古代文
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在现代文学中绽放出光芒。

李清照雪里已知春信至梅的形象篇三

2、秋已绝，日犹长，仲宣怀遥更凄凉。不如随分尊前醉，莫
负东篱菊蕊黄。——李清照

3、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李清
照

4、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
来。——李清照

5、瑞脑香消魂梦中断，辟冷金小髻鬟松，醒时空对烛花
红。——李清照

6、遥岫出山催薄暮，细风吹雨弄轻阴，梨花欲谢恐难
禁。——李清照

7、寻寻觅觅，寒寒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

8、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沈水卧时烧，香消酒未
消。——李清照

9、绣幕芙蓉一笑开，斜偎宝鸭亲香腮，眼波才动被人
猜。——李清照

10、今年天涯海角，萧萧两鬓生华。望取晚来风势，故应丢
脸梅花。——李清照



12、玉鸭薰炉闲瑞脑，朱樱斗帐掩流苏，通犀还解辟冷
无。——李清照

14、梅定妒，菊应羞，画栏开处冠中秋。骚人可煞无情思，
何事当年不见收。——李清照

15、何堪长夜，明月空床。闻砧声捣，蛩声细，漏声
长。——李清照

16、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
惯起来听！——李清照

17、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李清照

20、倚遍栏干，只是无情绪！人何处？连天衰草，看中断回
来路。——李清照

21、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

22、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往，几点催花
雨。——李清照

23、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

24、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李清照

25、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簟泪痕滋，起解罗衣
聊问、夜何其？——李清照

26、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李清照

28、中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
色，又还寂寞。——李清照

29、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



30、莫恨香消玉减，须信道、扫迹难留。难言处，良窗淡月，
疏影尚风骚。——李清照

32、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
啼鴂。——李清照

33、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李清照

34、倚门回顾回头，却把青梅嗅。——李清照

35、海燕未来人斗草，江梅已过柳生绵，黄昏疏雨湿秋
千。——李清照

36、酒栏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魂梦不堪幽怨，更一声
啼鴂。——李清照

37、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

39、梅蕊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结苦粗生。熏透愁人千里梦，
却无情。——李清照

40、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李清照

41、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

42、道人憔悴春窗底，闷损阑干愁不倚。要来小望便来休，
未必明朝风不起。——李清照

43、莫许杯深琥珀浓，未成沈醉意先融，疏钟己应晚来
风。——李清照

李清照雪里已知春信至梅的形象篇四

《夏日绝句》作者是宋代文学家李清照。其古诗全文如下：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译文】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应该做人中的豪杰!即使是已经死了，
也应该成为鬼中的英雄!我至今还在怀念楚汉争雄时的项羽，
即便是自刎于乌江，也不逃离江东的场景。

《如梦令》作者是宋代文学家李清照。其古诗全文如下：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翻译】

依旧记得经常出游溪亭，一玩就到傍晚，但是喝醉而忘记回
去的路。乘舟返回时，迷路进入藕花池的深处。怎样才能划
出去，拼命地划着找路，却惊起了一滩的鸥鹭。

《武陵春》作者是宋代文学家李清照。其古诗全文如下：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译文】



春风停息，百花落尽，花朵化作了香尘，天色已晚还懒于梳
头。风物依旧是原样，但人已经不同，一切事情都完了，想
要诉说苦衷，眼泪早已先落下。听说双溪春光还好，也打算
坐只轻舟去观赏。只是恐怕漂浮在双溪上的小船，载不动许
多忧愁。

《一剪梅》作者是宋代文学家李清照。其古诗全文如下：

红耦香残玉蕈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译文】

红藕香残，鲜艳的荷花凋谢了，从竹席上感到深深的凉意，
轻轻提起薄纱罗裙，独自泛一叶兰舟。天空中燕群排成队形
飞回来(有没有)传回谁的家书?鸿雁飞回的时候，(转眼间)已
是夜晚，如洗的月光倾泻在西楼，(我在这盼望着)花，自在
地飘零，水，自在地飘流，一种离别的相思，你与我，牵动
起两处的闲愁。啊，无法排除的是这相思，这离愁，刚从微
蹙的眉间消失，又隐隐缠绕上了心头。

《声声慢》作者是宋代文学家李清照。其古诗全文如下：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
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
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



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
得!

【译文】

苦苦地寻寻觅觅，却只见冷冷清清，怎不让人凄惨悲戚。乍
暖还寒的时节，最难保养休息。喝三杯两杯淡酒，怎么能抵
得住早晨的寒风急袭?一行大雁从眼前飞过，更让人伤心，因
为都是旧日的相识。

园中菊花堆积满地，都已经憔悴不堪，如今还有谁来采摘?冷
清清地守着窗子，独自一个人怎么熬到天黑?梧桐叶上细雨淋
漓，到黄昏时分，还是点点滴滴。这般情景，怎么能用一
个“愁”字了结。

《醉花阴》作者是宋代文学家李清照。其古诗全文如下：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
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
比黄花瘦。

【译文】

稀薄的雾气浓密的云层掠起烦愁直到白昼，雕着兽形的铜香
炉里，龙脑香已渐渐烧完了。美好的重阳节又到来了，洁白
的瓷枕和轻纱笼罩的床厨，才刚刚被凉气浸透。

在东篱饮酒直饮到黄昏以后，淡淡的黄菊清香飘满双袖。别
说不会消损神魂，珠帘卷起是由于被受西风，闺中少妇比黄
花更加消瘦。



《玉楼春·红梅》作者是宋代文学家李清照。其古诗全文如
下：

红酥肯放琼苞碎，探著南枝开遍末?

不知酝藉几多时，但见包藏无限意。

道人憔悴春窗底，闷损阑干愁不倚。

要来小看便来休，未必明朝风不起。

【译文】

这是一首著名的咏梅词。傲立霜雪，一枝独秀的梅花是历来
文人墨客的吟诵对象，特别是宋代咏梅词更多，其中能尽得
梅花神韵的上乘之作却并不多见。清照的这首《玉楼春》当
属其中的佼佼者者，不仅写活了梅花，而且活画出赏梅者虽
愁闷却仍禁不住要赏梅的矛盾心态。

《渔家傲》作者是宋代文学家李清照。其古诗全文如下：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彷佛梦魂归帝所，闻天
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
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译文】

我告诉天帝，自己的前途茫茫，人又老了，空有一肚子才学，
却毫无用处。九万里长空大鹏鸟正展翅高飞。风啊!千万别停
息，快快将这一叶轻舟直接送往蓬莱三岛去。

《鹧鸪天·寒日萧萧上琐窗》作者为唐朝文学家李清照。其
古诗全文如下：



寒日萧萧上琐窗，梧桐应恨夜来霜。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
偏宜瑞脑香。

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
东篱菊蕊黄。

【译文】

深秋惨淡的阳光渐渐地照到镂刻着花纹的窗子上，梧桐树也
应该怨恨夜晚来袭的寒霜。酒后更喜欢品尝团茶的浓酽苦味，
梦中醒来特别适宜嗅闻瑞脑那沁人心脾的余香。秋天快要过
去了，依然觉得白昼非常漫长。比起王粲《登楼赋》所抒发
的怀乡情，我觉得更加凄凉。不如学学陶渊明，沉醉酒中以
摆脱忧愁，不要辜负东篱盛开的菊花。

《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作者为唐朝文学家李清照。
其古诗全文如下：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
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
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
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
添，一段新愁。

【译文】

铸有狻猊提钮的铜炉里，熏香已经冷透，红色的锦被乱堆床
头，如同波浪一般，我也无心去收。早晨起来，懒洋洋不想
梳头。任凭华贵的梳妆匣落满灰尘，任凭朝阳的日光照上帘
钩。我生怕想起离别的痛苦，有多少话要向他倾诉，可刚要
说又不忍开口。新近渐渐消瘦起来，不是因为喝多了酒，也
不是因为秋天的影响。算了罢，算了罢，这次他必须要走，



即使唱上一万遍《阳关》离别曲，也无法将他挽留。想到心
上人就要远去，剩下我独守空楼了，只有那楼前的流水，应
顾念着我，映照着我整天注目凝眸。就在凝眸远眺的时候，
从今而后，又平添一段日日盼归的新愁。

《清平乐·年年雪里》作者为唐朝文学家李清照。其古诗全
文如下：

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

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
花。

【译文】

小时候每年下雪，我常常会沉醉在插梅花的兴致中。后来虽
然梅枝在手，却无好心情去赏玩，只是漫不经心地揉搓着，
却使得泪水沾满了衣裳。

今年梅花又开放的时候，我却一个人住在很偏远的地方，而
我耳际短而稀的头发也已斑白。看着那晚来的风吹着开放的
梅花，大概也难见它的绚烂了。

《忆秦娥·临高阁》作者为唐朝文学家李清照。其古诗全文
如下：

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薄。烟光薄，栖鸦归后，暮天闻角。

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
还寂寞。

【译文】

起伏相叠的群山，平坦广阔的原野，笼罩着一层薄薄的烟雾，
烟雾之中又渗透着落日的最后一缕余辉。的叫声总使人感



到“凄凄惨惨”，尤其在萧条荒凉的秋日黄昏，那叫声会显
得更加阴森、凄苦。鸦声消逝，远处又隐隐传来了军营中的
阵阵角声。那阵阵秋风，无情地吹落了梧桐枯黄而硕大的叶
子，风声、落叶声使人的心情更加沉重，更加忧伤了。

《菩萨蛮·归鸿声断残云碧》作者为唐朝文学家李清照。其
古诗全文如下：

归鸿声断残云碧，背窗雪落炉烟直。烛底凤钗明，钗头人胜
轻。

角声催晓漏，曙色回牛斗。春意看花难，西风留旧寒。

【译文】

大雁南归，声声鸣叫，使人断肠的鸣声消失在布着丝丝残云
的碧空中。窗外飘下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室内垂直地升起了
一缕炉烟。在微微烛光的映照下她头上插戴着明亮的凤钗，
凤钗上所装饰的人胜首饰那么轻巧。

一夜凄凄角声把晓色催来，看晓漏已是黎明时分，斗转星横，
天将破晓。转眼天光大亮，报春的花儿想是开放了吧。但是
时在早春，西风还余威阵阵，花儿仍然受到料峭春寒的威胁，
那有心思出来争春。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作者为宋代诗人、文学家李清照。
其古诗全文如下：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翻译】



昨夜雨虽然下得稀疏，风却刮得急猛，沉沉的酣睡却不能把
残存的酒力全部消尽。问那正在卷帘的侍女：庭园里海棠花
现在怎么样了?她说海棠花依然和之前一样。你可知道，你可
知道，这个时节应该是绿叶繁茂，红花凋零了。

《渔家傲·雪里已知春信至》作者为宋代诗人、文学家李清
照。其古诗全文如下：

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香脸半开娇旖旎，当庭
际，玉人浴出新妆洗。

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珑地。共赏金尊沈绿蚁，莫辞
醉，此花不与群花比。

【翻译】

白雪皑皑，满眼银色世界。就在这银色的世界里，一树寒梅
点缀其间。那覆雪悬冰的梅枝，晶莹剔透，别在枝头的梅花，
丰润姣洁。就是从这傲雪而放的梅花，人们才知道了春天就
要到来的消息。梅花含苞初绽，娇美可怜，芳气袭人，就像
庭院里刚刚出浴，换了新妆的美人。

大自然可能也有偏爱，她怜爱这娇艳的梅花，作为陪衬，才
让月光这样皎洁清澈，玲珑剔透，洒满大地。让我们举杯开
怀畅饮吧，值此花好月圆雪白的`良宵，品酒赏梅，一醉方休。
要知道，群花竞艳，谁也逊色于梅花呀。

《偶成二首其一》作者为宋朝文学家李清照。其古诗全文如
下：

十五年前花月底，相从曾赋赏花诗。

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往时。



【翻译】

十五年前的花前月下，我们相伴游园，并作赏花的诗。如今
的花还是与往年的一样，怎么我的心情却与往年不一样了。

《念奴娇·萧条庭院》出自宋词三百首，作者为宋朝诗人李
清照，其古诗全文如下：

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
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
万千心事难寄。

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
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
敛，更看今日晴未。

【翻译】

萧条冷落的庭院，吹来了斜风细雨，一层层的院门紧紧关闭。
春天的娇花即将开放，嫩柳也渐渐染绿。寒食节即将临近，
又到了令人烦恼的时日，推敲险仄的韵律写成诗篇，从沉醉
的酒意中清醒，还是闲散无聊的情绪，别有一番闲愁在心头。
远飞的大雁尽行飞过，可心中的千言万语却难以托寄。

连日来楼上春寒泠冽，帘幕垂得低低。玉栏杆我也懒得凭倚。
锦被清冷，香火已消，我从短梦中醒来。这情景，使本来已
经愁绪万千的我不能安卧。清晨的新露涓涓，新发出的桐叶
一片湛绿，不知增添了多少游春的意绪。太阳已高，晨烟初
放，再看看今天是不是又一个放晴的好天气。

《永遇乐·落日熔金》出自《宋词三百首》，其诗人为宋朝
诗人李清照。其古诗全文如下：

怎知他、春归何处?相逢且尽尊酒。少年袅袅天涯恨，长结西



湖烟柳。休回首，但细雨断桥，憔悴人归后。东风似旧。问
前度桃花，刘郎能记，花复认郎否。

君且住，草草留君翦韭。前宵更恁时候。深杯欲共歌声滑，
翻湿春衫半袖。空眉皱，看白发尊前，已似人人有。临分把
手。叹一笑论文，清狂顾曲，此会几时又。

【翻译】

落日金光灿灿，像熔化的金水一般，暮云色彩波蓝，仿佛碧
玉一样晶莹鲜艳。景致如此美好，可我如今又置身于何地哪
边?新生的柳叶如绿烟点染，《梅花落》的笛曲中传出声声幽
怨。春天的气息已露倪端。但在这元宵佳节融和的天气，又
怎能知道不会有风雨出现?那些酒朋诗友驾着华丽的车马前来
相召，我只能报以婉言，因为我心中愁闷焦烦。

记得汴京繁盛的岁月，闺中有许多闲暇，特别看重这正月十
五。帽子镶嵌着翡翠宝珠，身上带着金捻成的雪柳，个个打
扮得俊丽翘楚。如今容颜憔悴，头发蓬松也无心梳理，更怕
在夜间出去。不如从帘儿的底下，听一听别人的欢声笑语。

《多丽咏白菊》

小楼寒，夜长帘幕低垂。

恨潇潇、无情风雨，夜来揉损琼肌。

也不似、贵妃醉脸，也不似、孙寿愁眉。

韩令偷香，徐娘傅粉，莫将比拟未新奇，细看取、屈平陶令，
风韵正相宜。

微风起，清芬酝藉，不减酴醿。

渐秋阑，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



似愁凝、汉阜解佩，似泪洒、纨扇题诗。

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教憔悴瘦芳姿。

纵爱惜、不知从此，留得几多时。人情好，何须更忆，泽畔
东篱。

浪花泪，心儿醉。隔转空头花容悴。思君如流水，长空细细
马蹄碎。君若见，梦中定相会。滚滚长江水，浪淘英雄泪。

《永遇乐》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
意知几许？

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
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拈金雪柳，
簇带争济楚。

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
听人笑语。

李清照雪里已知春信至梅的形象篇五

昨天是元宵节，是春节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一吃完晚饭，
就迫不及待地拿着魔棒花灯，和妈妈一起到楼下玩。

到楼下广场，我向四周一看，已经有许多小朋友跟着大人出
来玩。他们也像我一样，个个挑着花灯。那些花灯形态各异，
有汽车花灯，有纸兔花灯，有啦啦棒花灯……其中有个小女
孩可有趣：头上戴着一对“牛角”，她只要一按按钮，那
对“牛角”就亮起来，还不停地唱着歌，十分引人注目。



我们走出大门，看到一群人正围着什么东西，我们十分好奇，
便凑过去，一看，原来他们在买花炮。那些五颜六色的花炮
令人眼花缭乱。我买一盒响炮和一捆手摇烟花，又到超市买
个打火机。我和妈妈来到花坛旁，点燃一根手摇烟花。我拿
着手摇烟花甩来甩去。它一会儿变成红色，一会儿变成黄色，
一会儿变成紫色，一会儿变成绿色，美丽极。我想，这烟花
应该叫变色烟花才对。放会儿手摇烟花，我又去放响炮，妈
妈接着继续放手摇烟花。我把响炮在擦纸上擦一下，然后把
它扔出去。只听“砰”的一声，响炮炸开，我和妈妈都吓一
跳。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回家的时间到，我恋恋
不舍地跟妈妈回家。

李清照雪里已知春信至梅的形象篇六

《金刚经》中虽然不曾出现‘烦恼’二字，但般若法门处处
都在解脱烦恼。下面是《金刚经》细说，一起看看吧。

《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是一本学佛必读、妇孺皆知的大经。
大般若经在四处，讲了十六会，共有六百卷，这经是第九会
所说，译成中文共有5837个字。念诵的很多，但知义的较少。
世亲菩萨著《金刚经论》用二十七疑来破除疑惑，阐明经旨。
现在按照昭明太子的三十二分大略讲解其要义。在三十二分
中，第一分是序分，第二至三十一分半是正宗分，半分是流
通分。学习般若法门，先须了解三种般若，即由文字般若下
手，引起观照般若，而达到实相般若。“般若”是梵语，是
五种不翻之一(1、秘密不翻;2、含多义不翻，如薄伽梵;3、
我国所无，如阎浮树;4、顺古不翻，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
提”;5、生善不翻。)“般若”是生善不翻，因不学佛法，不
能领悟“般若境界”。

古人说：“依文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即同魔说。”
所以要即文字离文字，“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方与般若



相应。金刚是坚固、透明、锐利，用来比喻般若的体、相、
用，所以此经是以“法”、“喻”为名。(佛经取名有七种：
即单的三种，单“人”，如《佛说阿弥陀经》;单“法”，如
《涅槃经》;单“喻”，如《梵网经》。复的三种，“人、
法”，如《文殊问般若经》;“法、喻”，如《妙法莲华
经》;“人、喻”，如《如来狮子吼品》。还有一种人、法、
喻都具足的，如《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菩萨万行
首楞严经》。)波罗密译汉语为“彼岸到”，意即“到彼岸”。
实际上，此岸、彼岸都是比喻。具足烦恼即名此岸;解脱自在，
即名彼岸。“金刚般若波罗密”是别名，“经”是通名，也叫
“契经”，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经名的含义是：
以金刚般的智慧，转化烦恼妄想，到达解脱的彼岸。另外，
此经以实相为体，以无住为宗，以破我灭罪为用，以至极圆
顿为教相。这是此经“五重玄义”的提要。

现在简略地讲一下译经的法师。鸠摩罗什大师，译为“童
寿”，是一位有名的译经大师，《妙法莲华经》、《维摩诘
所说经》、《佛说阿弥陀经》等，都是他翻译的。七岁便随
母出家，精通大小乘经论。在姚秦也即后秦时代，由姚兴在
长安集中八百多人，译出经论98部。临终火化，舌根不坏，
证实所译经典没有错误。

法会因由分第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祗树给孤独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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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如是我闻”到“千二百五十人俱”，其中有六种根据，
也即六种成就。“如是我闻”意思说：这些内容是我亲自闻
到的，这是一般的解释。真“如”之理，决定“是”而不错，
这是较深的解释。这里包括“信”和“闻”两个成就。“一
时”即在说法的一个时间里，因各国历数有所差别，所以不



用具体年、月、日，以“一时”说明之。这是“时”成
就。“佛在舍卫国”，舍卫国是波斯匿王的京都，译为丰
德——物产“丰”富，道“德”高尚，名闻全国。“祗树给
孤独园”是太子祗陀的树，给孤独长者的园，这园是给孤独
长者向祗陀太子用“黄金铺地“买下的。这就是说法“主”
成就和“处”成就。“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这
是六种成就中最后一种“众”成就。他们是常常随佛听法的。
“比丘”是梵语，译为“怖魔”、“乞士”和“破恶”三
义;“大比丘”即是回小向大的比丘。“众”即僧众，也
即“和合众”，在事相上要有六种和合，——身和同住、口
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总之，
身、口、意、戒、见、利六种都要和合。“千二百五十人
俱”，佛常随弟子有1255人，举大数，叫1250人。其中佛成
道后，在鹿野苑先度五比丘;次度了三迦叶，即优楼频螺、迦
耶、那提三位迦叶。三人学外道，名气很大，弟子也很多。
佛就用火光三昧和慈心三昧，制服了口吐毒气的毒龙，这就
折服了优楼频螺的骄傲，师徒共500人，皈依了佛陀;其他二
人师徒亦有500人也同时皈依。舍利弗和目犍连本来也是外道，
佛的威德感召，也弃邪归正。另有耶舍长者及同学50人，受
度归佛。这样，实际上是1255人常在一起。以上是通序，也
叫证信序。以下再讲别序，各经有所不同，故叫“别”。当
中午、即日不过中，吃饭的时候，世尊依照规定，穿了僧伽
黎大衣，即25条的袈裟，手持应量器——钵，入舍卫城中去
次第乞食。“次第乞”也是一条戒规。过去迦叶尊者乞贫不
乞富，为了让贫穷的人多培些福报;而须菩提却是专化富人，
恐怕他们福报享完，要他们继续行布施。佛知道后就定
下“次第乞”的规矩，平等利人。现在东南亚的泰国，还实
行托钵乞食。“还至本处”以后，佛在吃好饭，收好衣钵，
洗了足之后，展开座具，结跏趺而坐。上面这些动作，正是
般若放光，全理成事，全事即理，体现了世尊不开口的说法。

善现启请分第二

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



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
嘱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
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
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
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愿乐欲闻。

这以下是正宗分，正式开始讲这部《金刚经》。

“善现”是须菩提的译语。在佛的弟子中，他是解空第一。
原是青龙陀如来再来。他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
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这都是印度的礼节，表示恭敬，也
就是“三业虔诚”。

然后须菩提赞叹世尊。“希有世尊”是说佛陀大慈大悲，一
举一动无不加护怀念诸菩萨，无不付与、叮嘱诸菩萨。一切
从有利于菩萨出发。须菩提随即请问如来：善男子、善女人
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应怎样使心安住，应怎样
降伏其心。这里必须注意，所谓善男子、善女人，不是指一
般的善良之人，而是指已发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之心的
大乘根性的菩萨。佛当时允许了须菩提的请求，“汝今谛听，
当为汝说”。须菩提也欣然应诺，“愿乐欲闻”。

这里所谓“如来”，是佛的名号之一。十号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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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如来”即是乘如实道，来成正觉，这
是指应身如来。经上说：“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
来”。这是指法身如来。

大乘正宗分第三

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
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
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



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
非菩萨。

以下开始谈降伏妄心、安住真心的修行方法。古德把经分为
信、解、行、证四方面，第二至第八分，是开示无住以生信;
第九至第十六分是推广无住以开解;第十七至二十四分，深观
无住以进修;第二十五分至三十一分半是圆满无住以成证。脉
络分明，层次井然，经中都有语句可作证。所谓“菩萨摩诃
萨”，翻为大菩萨，也即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发大乘心的
觉有情的人。佛教导说，一切大菩萨应当这样降伏其心，所
有一切众生，包括卵、胎、湿、化。其中依水湿而生的叫湿
生，有些小虫，也是依湿而生。诸天与地狱是无而忽有是化
生。蚊子由小虫脱皮而生，也属化生。此外，也包括“若有
色”，指欲界和色界的众生。“若无色”，指无色界的众生，
也指灭色归空的空无边处天众生。“若有想”，指以识想为
命的识无边处天众生。“若无想”，指伏住六、七两识的无
所有处天众生。“若非有想非无想”，指八识似转未转的非
想、非非想处天众生。佛告须菩提，所有这十大类众生，我
都叫他们入于无明已断，迷惑已尽，二种生死(分段和变易生
死)已了的“无余涅槃”。但虽然灭度了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实际上我没有灭度他们，因为离相度生，并不执著于能度所
度;而且众生本具佛性，实际上是自性自度。这是为什麽呢?
因为菩萨如果有能度的“我相”，有所度的“人相”，有很
多差别的“众生相”，有执著不舍的“寿者相”，就不成为
菩萨了。

妙行无住分第四

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
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
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
思量。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
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



须菩提，菩萨无住相布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
菩萨但应如所教住。

还有，须菩提，菩萨修行布施时，对于六尘诸法，应无所住
著;也就是说不住著于色、声、香、味、触、法上去行布施。
须菩提，菩萨应这样不住相布施。为什麽呢?菩萨能不住于相
而行布施，其福德是不可思量的。须菩提，你以为怎样，东
方虚空可思量吗?须菩提说：不可思量的.呀!佛又说，那麽南、
西、北方及思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吗?须菩提亦说，不可思量
的呀!佛说，菩萨布施而不住于相，福德广大亦象这样不可思
量!佛告诫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此离相布施，无住生心，如我
所教，把真心安住下来。经中“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不
正是四维空间的描述吗?现在科学家，叫虚空的长、宽、高，
叫三维空间，在三维空间的坐标上，加上时间，时空互相联
系，就构成“四维空间连续区”，空间维数愈高，境界愈不
可思议。《金刚经》到这里，已把离相度生、无住行施的道
理讲清楚，故佛说：“如所教住”，就可以了。以下是详细
发挥离相、无住的妙旨。

如理实见分第五

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不也，世尊，不可以
身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
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佛又对须菩提说，你的意思怎样，是否可以把众生身相就认
为是法身如来呢?须菩提说，那是不可以的，为什麽呢?如来
所说的是众生身相，并非法身、实相。佛便告诉须菩
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为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
条件具备就产生了“缘起”现象;既是“缘起”，还是生灭的。
但在缘起事物上，知其“非相”、本空，就能见到法身如来。
这样迷时性相不同，悟时性相不二。如镜显人影时，镜即是
影，影即是镜。所以《楞严经》说：色身、虚空、山河、大地
“皆是妙明真心中物。”



正信希有分第六

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实
信不?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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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
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故?是诸众生，无复我相、
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故?是诸
众生，若心取相，即为著我、人、众生、寿者。若取法相，
即著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
众生、寿者。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
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
法!

须菩提对佛说，可曾有众生，听到这样言说、章句，生起真
实信心吗?佛就告诉须菩提：不要这样说。如来涅槃以
后，“后五百岁”(即末法一万年中的最初五百年)，还有持
戒修福的人，对于所说离相度生、无住行施、非相见佛的章
句能生深信，以此为实。我们知道，戒是定慧基础，福是修
行资粮，持戒修福都是大乘佛法的根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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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听到这些章句，乃至能生一念清净心的，如来能以五
眼六通，尽知尽见，能得如十方虚空不可思量的福德。为什
麽呢?因为这些众生，已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
相”，没有“法相”，也没有“非法相”。慧彻三空，功圆
诸行。如果这些众生，取执“我相”，就著“我执四相”;如
果取执“法相”，就著“法执四相”;如果取著“非法相”，
就著“空执四相”。所谓举心即错，动念即乖。因此不应取著
“我、法二相”，到了我、法两空以后，也不应取著“非法
相”。正因为远离“四相”，自心才能清净。所以我常说，
比丘们知我说法，比如借筏渡河，到岸即舍，惑业若
尽，“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之空。这里“法”即是有
为法，“非法”是无为法，两边不著，正是朗然大觉呀!



无得无说分第七

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如来有所
说法耶?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
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
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
为法而有差别。

上面讲到一切皆不应取，为什麽如来还得要说法呢?为了防止
这个疑问，佛就设问，如来是否得无上菩提，是否有所说法?
须菩提说：根据我的理解，所谓“无上正等正觉”，实际上，
是个对待的假名，是无有定法的;而且是对机说法，应病与药，
也无有一定的法则可说.为什麽呢?如来所说的法，本来不可
取著，也不可言说，非有非空。为什麽这样说呢?因为一切圣
贤都依止“无为法”修心，究竟无智亦无所得，但境界却有
高低的差别。如按别教说：有的入于十信、十行、十回向的
三贤位，有的证入十地的十圣位;从圆教说，一修等于一切修，
一证等于一切证，是初后不二，解行俱顿的。但从破惑来说，
圆教是初信断见惑，七信断思惑，八、九、十信断尘沙惑，
经历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共破四十二品无明而
成妙觉。

依法出生分第八

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
是人所得福德，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
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若复有人，于此经
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何以故?须菩
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
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这是第一次较量持经的功德。所谓三千大千世界，是以须弥
山为中心;周围有四大部洲，有一个太阳和月亮，合起来成为
一个“小世界”，大略相当于一个太阳系。一千个小世界，



名为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名为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
界，名为大千世界，小千、中千、大千，故称“三千大千世
界”。据现代天文学说明，我们所看到的银河系，有各种类
型的恒星1，000亿颗以上，宇宙中还有许多超级银河系。真
是世界无尽，众生无尽。佛对须菩提说，用充满三千世界的
七宝来布施，福德可否算多呢?须菩提回答：那是很多啊!为
什麽呢?我是按照福德事相说的，不是依照福德的理性说的。
但福德相有限，而福德性无量，按福德事相说，所以如来说
福德多。佛说，如果有人乃至受持实践经中“四句偈”，且
能为他人讲说，其福德能胜过七宝布施。为什麽呢?须菩提，
一切诸佛及诸佛无上正等正觉之法，皆从此经所出。所谓此
经，不仅是指的文字般若，因为可由文字起观照，而达实相，
更主要的是领悟“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的妙理!这里所谓
“四句偈”并不限定指哪四句，只要出自《金刚经》，能正
确解释它，都可算是“四句偈”。

佛说《金刚经》处处随立随扫，所以说：“所谓佛法者，即
非佛法”。“所谓佛法”是俗谛，“即非佛法”是指真谛，
真俗不二，二谛融通，就是中道第一义谛。

一相无相分第九

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不?须菩
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
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须菩提，于意云
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
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含。须菩
提，于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须菩提言，
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是故名
阿那含。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
道不?须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
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著我、人、众
生、寿者。世尊，佛说我得无诤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
一离欲阿罗汉。世尊，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世尊，



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
行者。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

佛又对须菩提说，你以为怎样?能否作我得须陀洹果之念呢?
须菩提说，不可以的。这是因为须陀洹虽断三界见惑尽，入
小乘见道位，名为“入”??圣人之“流”，但实际上，对色、
声、香、味、触、法六尘境界并无所入，不起分别和贪著之
念，假名叫须陀洹。佛又问，那末已断欲界前六品思惑的斯
陀含，能否作我得斯陀含果之念呢?须菩提也说，不可以的。
因为斯陀含虽一来天上，一来人间，在欲界再受一番生死，
而实无往来，不执著于往来之相，假名为“一来”。佛又问，
那末阿那含能否作我得阿那含果之念呢?须菩提说，也是不可
以的。因为阿那含虽已断欲界后三品思惑，称为“不来”，
而不执著于不来欲界之相，假名为“不来”。佛又问，那末
阿罗汉能否作我得阿罗汉道之念呢?须菩提也说，不可以的。
因为阿罗汉虽已断三界见思烦恼，所以译为杀贼、应供和无
生。既是无生，还有什麽实在之法可得。若阿罗汉作我得阿
罗汉道之念，便著了我执四相。怎麽能得阿罗汉道呢?世尊
呀!你说我得无诤三昧，是得无诤三昧人中的第一人。还赞叹
我是第一离欲阿罗汉。但我不作“我是离欲阿罗汉”之念。
因为我若作我得阿罗汉道的念头，世尊便不说须菩提是乐于
寂静的行者。由于实无所得，才叫须菩提是乐于寂静行的。

以上三种果位，都是小乘分位之果，到了四果才算得究竟道
法，所以称四果为“阿罗汉道”，也就是近于佛的觉
道。“无诤三昧”就是不生诤论，不说是非长短的无诤正定。
“离欲”即断除财、色、名、食、睡的五欲，没有一切欲念，
不仅是指淫欲的。

庄严净土分第十

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不?
不也，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须菩提，于
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庄严佛土者，



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
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
意云何，是身为大不?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
非身，是名大身。

佛告须菩提，你以为怎样，如来昔在燃灯佛处，是否获得了
授记成佛之菩提法呢?须菩提明确地回答：“如来在燃灯佛所，
于法实无所得”。若有所得，“四相”未空，怎能成佛呢?妄
心不住著，就能安住真心。这是授记成佛亦无所住。佛再问：
你以为怎样，菩萨是否广修六度万行，来庄严自性佛土呢?不
是这样，世尊，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须菩提以三谛道理
来回答：“庄严佛土”是俗谛，因有假相，还须任运庄
严;“即非庄严”是真谛，不住于庄严之相;“是名庄严”即
是非空非假、即空即假，会归于中道第一义谛。所以这三句
话，可以用真俗中三谛来融通。这是庄严佛土无所住。一切
事物都可以作如是观。佛告诉须菩提，所以大菩萨们应生这
样的清净心，不应住著在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界
上生出妄心，应该无所住著，而生清净之心。“应无所住而
生其心”，是《金刚经》的经眼、核心，十分重要，包括了
佛法主要修证内容。应无所住，就是“真空”，而生其心就是
“妙有”;终日无住，终日生心;终日生心，终日无住。当年
惠能在五祖处，三更入室，听五祖说《金刚经》，听到
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时，惠能言下大悟，说了五
个“何期”——何期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
本无动摇、能生万法。五祖便传顿教及衣钵，成为禅宗第六
代祖师。所以此语我们必须精心体会。如果不出生清净之心，
便断灭了佛性，而且既无“妙有”，“真空”也成为顽空。
清净之心，是既不偏“空”，也不偏“有”;既不落“常”，
也不落“断”。如果执常，就成为“常见”外道邪见;如果执
断，就成为“断见”外道邪见。外道的六十二种邪见，就是以
“断”、“常”二见为根本的。须菩提，你以为怎样?譬如有
人，报身的大小，象须弥山王，你认为这身大不大呢?须菩提
说，很大，世尊。为什麽呢?有相之身可以大小来衡量，但佛



所说的是非有身相的法身，假名叫大身而已。

无为福胜分第十一

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
是诸恒河沙，宁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
尚多无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以七宝满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
得福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
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而此福
德，胜前福德。

这是第二次较量福德。佛又问须菩提，如果以一粒沙比作一
条恒河，这许多恒河的沙数多不多呢?须菩提回答，很多，世
尊，恒河尚无数之多，何况所有恒河中的沙数。佛说，我今
实言告你，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充满恒河沙数的三千
大千世界来作布施，得福多吗?须菩提说，很多，世尊。佛告
须菩提，若有人，在此经中，乃至受持实践四句偈等，且能
为他人说，那末所得的无相福德性，胜过有漏的福德相。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
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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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经
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佛又说，须菩提呀，
如果你能随缘解说《金刚经》，乃至只说四句偈等，当知此
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如法供养，象供养佛塔、佛
庙，更何况有人能全部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这个人成
就了最上(法身)第一(报身)希有(化身)的法、报、化三身之
法，凡经典所在的地方，即是有佛及佛的可尊可重的贤圣弟
子，三宝具足，十分殊胜。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
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
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
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不?须菩提白
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
界，所有微尘，是为多不?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
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
是名世界。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不?不也，
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何以故?如来说三十二相，
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
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
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

这时须菩提对佛说，此经应称什麽名字，我们又当怎样去奉
行受持呢?佛告诉说，这经名叫“金刚般若波罗密”，你当奉
持这个经名。我们必须知道，经名是全经的总持，忆持经名，
就是修行的一个妙法;又因为“经”是文字般若，依文字起观
照般若，而达实相般若，由经名就可具足“三般若”。
但“般若波罗密”，是假谛，“即非般若波罗密”是空
谛;“是名般若波罗密”是中谛，即假即空即中，三谛圆融，
不可思议。

下面为了说明般若离相之用，指出说法离相和依报、正报离
相。佛问须菩提，你以为如来有所说法吗?须菩提回答：“如
来无所说”。为什麽呢?说法也是因缘和合，缘生性空，徒有
假名;虽佛说法四十九年，并非无所说，但三轮体空，不粘不
着，虽有说法之相，而是说即无说，无说而说。这段是说法
离相。

佛又问，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多吗?须菩提说：甚多。佛就告
诉须菩提，所谓微尘和世界的依报，分散即成微尘，合之即
成世界，微尘非微尘，世界非世界，所谓微尘和世界，缘起
性空，只是假名，并无实法。这段是依报离相。



佛又问：那末可以三十二相正报来见如来法身吗?须菩提回答：
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为什麽呢?三十二相乃是应身，缘
生如幻，非是法身清净之相，不过假名为三十二相而已。这
是正报离相。

至此佛又第三次较量功德，告诉须菩提，若以恒河沙等身命
布施，与受持经中乃至四句偈，并为他人说相比较，其福甚
多于前者。

离相寂灭分第十四

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义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
希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
得闻如是之经。世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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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是实相者，
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名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
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五百岁，其有众生得闻
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
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
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离一切诸相，则名诸
佛。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
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希有。何以故?须菩提，如来说第一
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忍辱
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
菩提，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
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节节支解时，若
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须菩提，又念
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世，无我相，无人相，
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
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
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是故佛
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
应如是布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
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



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须
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若
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
须菩提，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
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
边功德。

从第九到十六分是推广无住以开解——深解义趣，但到十三
分本意已定，这里是作个总结。

这时，须菩提闻到佛说此经之后，深深了解义趣，涕泪悲泣
对佛说，我昔来已得解空慧眼，但不曾听到这样的微妙经典。
如果有听到此经，得清净信心，而生实相，当知这人成就第
一、稀有功德。世尊，所谓实相，乃是真实之相，不是虚妄
之相，所以说“即是非相”，假名为“实相”而已。世尊，
我现在听到这样经典，信解它、受持它，不算很难。可是到
佛涅槃后第五个五百岁，也即“后五百岁”，有众生能听到
是经，并信、解、受持，这人就是第一希有啊!为什麽呢?这
个人已经没有四相。什麽原因呢?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
相本来是空，何以故呢?“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今世人
处处著相求佛，真是离道弥远。佛印可须菩提所说，“如是
如是”。若有人闻到此经而能不惊、不怖、不畏，此人很是
希有。为什麽呢?如来所说般若是第一波罗密，但不可执著第
一波罗密，只不过假名为第一波罗密。如来以离相妙行来降
伏其心，的确是十分希有。佛又进一步引证忍辱度的修法，
要三轮体空，内无能忍之心，外无所忍之境，中无打骂毁辱
之相，即空、即假、即中，圆满成就忍辱度。佛并以事实来
证明，我昔日被歌利王割截身体，节节支解时，如果心
有“四相”便会生嗔恨。又过去曾五百世作忍辱仙人，那时
我也没有我、人、众生、寿者四相。所以菩萨应离一切相，
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著于色而生妄心，亦不
应住著于声、香、味、触、法上生起妄心。应该心无所住，
但灵知不昧，出生清净心，不同于木石，也不同于断灭。如
果心住于六尘，便不能安住真心，所以佛说：“菩萨心不应



住色布施”。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应这样行于布施。如来说
一切诸相，本来是空。按二谛说，“一切众生”是俗
谛，“即非众生”是真谛。因为众生也是众缘和合，其性本
空。佛告诉须菩提，如来是真语不假的，是实语不虚的，是
如实而说的，不欺骗，所说也不自相矛盾。如来所得的真如
之法，既无实，也无虚。佛又告须菩提，若菩萨心住著于法
而行布施，则智慧障塞，如人入暗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
行布施，则智慧明朗，如人有目，了了彻见。须菩提，未来
世中若有人受持读诵此经，佛有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就能
佛智悉知佛眼悉见，都能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

持经功德分第十五

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
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
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
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须菩提，
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
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
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
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须菩提，若乐小法者，著我见、人见、
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须
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
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
其处。

以下佛又作第四次较量。须菩提，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上
中下午，以恒河沙等身进行布施，经过了百千万亿劫，如果
有人听到此经，深心不疑，其福胜过上述布施，何况书写、
受持、读诵、为人解说、身口意三业恭敬?须菩提，主要说来，
此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权教大乘
心及发实教最上乘心者而说，也是对三贤位及十圣位者而说。
如果有人能受持、读诵，广泛宣说，自利利人，如来悉知悉



见，皆能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这
些人就是荷担如来家业，弘法利生，肩负无上正等正觉的重
任。为什麽呢?乐小法的人，由于着了我等“四见”，就对此
经不能听受、读诵，也不能为他人解说。在在处处，若有此
经，一切世间，主要是天、人、阿修罗，应即供养，当知此
处即舍利宝塔，都应恭恭敬敬作礼、围绕，并以华香散布其
处。

能净业障分第十六

复次，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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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菩提，我念过去无
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
悉皆供养承事，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
诵此经，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
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
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具说者，
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
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

这是作第五次较量。佛又对须菩提说，若善男子、善女人能
受持、读诵此经，却为他人所轻贱，要知道这人先世所作罪
业，按理应堕恶道，由于今世受到别人轻贱，那末先世的罪
业，就能消灭，重罪轻报，当来还能得无上正等正觉。须菩
提，我回忆在然灯佛以前的过去无量大劫中，得遇到八百四
千万亿那由他(亿)的诸佛，我都供养、承侍，没有空过的。
如果后世有人能受持实践、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与我所供
养诸佛功德相比，供养一百分，抵不过受持一分;供养千万亿
分甚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若有受持、读诵此经，具体说其
功德，听到之人，心便狂乱，疑而不信。当知离相、无住的
经义，不可思议，所得果报，亦是不可思议啊!

究竟无我分第十七



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须菩提：善男
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
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
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则
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
提心者。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
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义，佛于燃灯
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须
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
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授记，
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
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授记，作是言：汝于来世，
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义。若有
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
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
菩提，于是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
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须菩提，
譬如人身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则为非
大身，是名大身。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
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何以故?须菩提，实无有法，名为
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须
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名菩萨。何以故?
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
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

李清照雪里已知春信至梅的形象篇七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

她在寻觅什么？

她在寻觅安定的国家，昌盛的社稷。她不愿看到那“山河破



碎,风飘絮”，不愿看到“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
山河”。这就是李清照，她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对破碎国家
的惋惜，书写着自己的一份豪情！岳飞可以驰骋疆场，浴血
奋战；辛弃疾可以上朝参议，话国家政事。而他却只能一个
人愁！

她在寻觅什么？

她在寻觅自己的广阔天地，寻觅文学的道路。寻觅“常记溪
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的惬意；寻觅“小院闲窗春色深”
的静谧。寻觅着人生价值，寻觅着昔时恋人。

她的词脍炙人口，流传千古，是白纸遇上墨色所迸发的文学
火花！

一人愁，愁在“熏透愁人千里梦，却无情”。

李清照雪里已知春信至梅的形象篇八

月光如水，悄然浸满窗楣。捧起一本诗词，映入眼帘的是一
处人影渐渐踏来。

繁华落尽，一个落寞无情，浅伤数心，花的无奈，她的落寞，
以及那漫漫长夜等来的却只是借酒消愁愁更愁的凄凉悲景。

伊人盈盈于香凋露冷山径，漫步在菊花凋零散落的心境中。
想起因国破从北方流寓江南，而丈夫又已亡故，她便生怀旧
悼亡之情，又怎得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的
心愿与有旧时相识之感。

如果说时间是盏灯，那我可以用那悲愁来形容时日的难熬，
她无所事事，内心空虚的想法还是无法沉淀于人海之间。她
忍着独自孤苦冷清，而却换回来的是生活之空寂无聊与那愁



外愁的牵挂。

她就是李清照。

李清照雪里已知春信至梅的形象篇九

李清照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词人，她的词作以其独特的风
格和情感而闻名于世。李清照的作品不仅展示了她对世事的
深刻洞察和过人的才华，还透露出她内心深处的忧伤和苦痛。
通过读李清照的词作，我深深感受到了她的才情和境界，同
时也从中汲取了一些心得和体会。

第一段：李清照的才情与境界

李清照的词作以其婉约柔美的风格和细腻的情感而著称。她
能用简练的文字表达复杂的情感，文字中透露出的忧伤和痛
苦深深触动了读者的心灵。同时，李清照对于自然景物的描
写也显得独具一格。她常常将自然景观和人的情感相结合，
赋予了词作更加深远的意境。

第二段：李清照对世事的深刻洞察

李清照在她的词作中展示了对世事的深刻洞察。她生活在一
个动荡不安的时期，社会风云变幻，战乱频仍。在这样的背
景下，李清照以她独特的视角和思考方式看待世界，传达了
她的观察和思考。她对于人情冷暖的描绘让人深思，她对于
江山如画的感慨让人感叹，她对于生活的热爱和渴望也让人
为之动容。

第三段：李清照内心深处的忧伤与苦痛

李清照的词作中流露出她内心深处的忧伤和苦痛。她曾经历
过家族的沉浮和个人的挫折，失去了亲人和爱人。这些经历



使得她的词作充满了对生活的痛苦和对命运的追问。她常常
以流泪、断肠等词汇表达自己内心的痛楚，将自己的感受深
深烙印在读者的心里。

第四段：从李清照的词作中汲取的心得

在阅读李清照的词作过程中，我从中汲取了一些心得。首先，
李清照的才情和境界需要长时间的积淀和磨炼。她在词作中
展现出的优雅和细腻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成，而是长时间的
研习和琢磨的结果。其次，李清照的词作通过对自然的观察
和思考，让人们重新审视了自然界的美和人与自然的关系。
最后，李清照的忧伤和苦痛让人深思，她的坚韧和执着也值
得我们学习。她通过词作表达了自己对命运的反抗和对生活
的热爱，这种精神是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借鉴的。

第五段：结尾总结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她的词作以其独特的风格和
情感深深触动了读者的心灵。通过阅读李清照的词作，我体
会到了她的才情和境界，并从中汲取了一些心得和体会。李
清照的词作不仅展示了她对世事的深刻洞察和过人的才华，
还透露出她内心深处的忧伤和苦痛。她的词作将人们带入了
一个艺术之境，让我们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