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心经的读后感 听老和尚解心经读
后感(汇总5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
一篇读后感呢？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读后感范文，希望大
家能够喜欢!

心经的读后感篇一

“男人对于女人的怜悯，也许是近于爱。一个女人决不会爱
是上一个她认为楚楚可怜的男人。女人对于男人的爱，总是
带点崇拜性。”小时候哪会想这么多呀，也算是懵懂无知吧。
直到上了大学，接触到心理学，才知道原来一个人小时候的
经历是要影响到她未来的发展的。才知道原来小时候缺少的
东西都会在长大后以另外的方式补回来的。才知道小时候哪
怕是缺失很小的东西都会在成年后让你用一辈子去寻求。

人最难弄懂的是自己。学习心理学可以让我知道自己各种心
理现象的原因，但却帮不了我到底该怎样去做。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有时候这种看透后的无能为力比懵懂无知更加让人
心酸。小说终归是小说，现实生活中的“恋父情结”，不会
这么惊天动地，也不会这么明显，而是以一种替代的方式出
现。有的人可能陷得不深，几年后就自己走出来了，可也有
人执着了一辈子……其中的心酸，想必只有自己能够体会得
到吧。

文中的这段描写，曾感动过我。感情总是在这样的平淡和小
细节中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小寒抬起头来，仰面看了峰
仪一看，又把脸伏在他身上。峰仪推她道：“去睡罢!”小寒
只是不愿。良久，峰仪笑道：“已经睡着了?”硬把她的头扶
了起来，见她泪痕未干，眼皮儿抬不起来，泪珠还是不断地
滚下来。峰仪用手替她拭了一下，又道：“去睡罢!”



小寒捧着脸站起身来，绕到沙发背后去，待要走，又弯下腰
来，两只手叩住峰仪的喉咙，下颏搁在他头上。峰仪伸出两
只手来，交叠按住她的手。又过了半晌，小寒方才去了。

我对张爱玲的了解不多，但是我想，她一定是一位知性的女
子，在凡尘中灿烂地耀眼过……

心经的读后感篇二

首先是许小寒，作为一个二十岁的妙龄少女，她渴望着美丽
的爱情会降临到她的身上，然而，现实是另一种不同寻常的
发展，她爱上的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这样一种爱情的萌发，
是对世俗爱情观的挑战，于是她讨厌自己的母亲，敌视段绫
卿。她自小跟着父亲，与母亲的关系疏远，所以可以说小寒
的恋父是有着渊源的，因而儿童婴幼儿时期的缺少母性的包
围和关注，导致她长大后才会想要依存在父亲的情爱里。那
么在小寒的主体性上可以说，她敢于追求自己的欲望之爱，
但同是也在依附于男性力量来找到自我的位置，这种女性的
觉醒是浅层的觉醒。在小说开头，她的一段话吸引了读者的
注意也暗示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比如她说自己的父亲是自己
的电话薄，但也指出了父亲对于同学段绫卿的电话记忆深刻。

而段绫卿在小说中是一种天下夫皆可夫的状态，她在择偶标
准上完全从自我出发，遵循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主体意识
与生存欲望得到充分的展现。她中止了与龚海立的爱情关系，
与峰仪发展，坦诚她爱她同学的父亲，冒传统世俗大忌，我
行我素，可以说她的女性意识和生存欲望更为坚固，因为家
里贫穷避免不了被嫁人的命运，但在男女关系上她充分地发
挥了自己的选择权，但本质上她也属于俄狄浦斯情结作祟，
因为在家庭里感受不到温暖，所以遇到一位有钱有势的中年
男性，希望托付以给自己未来生活的保障。

小寒的母亲是一个懦弱的女性，她无法解决自己的女人和丈
夫之间的情爱问题，又不愿意失去他们，所以变得充耳不闻，



这里的欲望被无限压制。在最后结尾处，她与小寒的关系因
为丈夫与段绫卿的结合而有了缓解，她们站在了同一个战线
上，互相成了彼此的慰藉，这点有点那互相取暖救赎的意味。
而在徐太太身上其实有着万般的无奈，用弗洛伊德超我的学
说可以解释。

在戏剧情节安排上，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和对话描写，不
难发现，张爱玲在设置这四个篇幅的时候，有着很清晰地时
间节点，像是西方戏剧中每一幕剧的开头。而且，她将整个
故事设置在四天之中，人物之间你来我往的对话加快了叙事
的节奏，使整篇小说的叙事显得紧凑和集中。除了时间节点
的设置，还有一个明显的戏剧特征表现在大多情节的描写都
是以人物之间的对话来呈现的。

心经的读后感篇三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是有着个人独特体验且将家国与
民族边缘化的一个孤高女子，她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以笔代
枪为民族写下可歌可泣的文字，却更多的是以人世间的沧桑
来传达她内心深处最为真挚最为动容的情愫。

知道张爱玲的人都知道，她的一生注定是孤独的一生，父亲
的守旧，母亲的新潮让这曾经辉煌过的家添上了更多萧索的
色彩。尽管如此，她忧郁的气质却总散发着冷艳孤傲的因子，
总让人想起黛玉式的专属。

了解过张爱玲的人都知道，她的作品总像是一把温柔的刀，
直入读者的心脏。我个人却总觉得这《心经》既像她却又不
是她。当然，她选择了小寒20岁这个尴尬的年纪我想定是有
所指的，至少说在她的岁月中对父亲最为亲密的部分是有一
个或隐或显的分界点的。我们不妨把文中小寒与父亲的亲密
关系暂时的移植到她的生活中来，就更能抓住她过往的影子
了。又假想文中小寒的母亲正如她母亲的原型，那给与的极
少的时间里的为数不多却必要而随意的关爱就更为鲜活了。



回归到文本中，不得不提的是这有着相当纪念价值的20岁
（我更愿意它是一个代号），这20岁是一把刀，当岁月伴着
年龄一起成长的时候，有些东西终究还是要变的，就像小寒
的父亲一样，纵使想尽办法嫁接对女儿的`那份真挚的爱情的
时候，却总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或者说，他们都变了，在爱
情这条道路上没有更多的父女可言，多的是被道德包裹下最
为真切的爱恋。就像文中描绘的“他犯了罪。她将她父母之
间的爱慢吞吞的杀死了，一块一块的割碎了——爱的凌
迟！”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能说是谁走错了？父亲爱女儿那
是天性，纵然母亲知道那爱或许是迈的太深了些，毕竟距道
德伦理还不值得一提，在这样的情境下，母亲能说什么，纵
使是一颗最苦涩的果子即使是吞不得的也要吞下，如果小寒
的母亲不是一个经历过疼到骨子里的痛的人，她不会说
出“你爸爸不爱我，又不能够爱你——留得住她的人，留不
住他的心”这样的话，这句话太沉重，却用“由他们去吧”
这样的字眼来诉说她的不在乎，在这看似云淡风清的话里，
我想更多的是在讲诉自己的可悲与无奈。纵使在万千的悲痛
过后，那卑微到尘埃里的母亲依旧是守候着她的，纵使她的
命里克母，纵使她厌恶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母亲却始终包容
着她，还有他。()似乎我对这个把自己看的那么的不要紧的
母亲生出了些许怜悯，“我一向就是不要紧的人，现在也还
是不要紧”的这样一个人，却在对女儿承诺着未知的未
来“你放心。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在这儿……”“你放
心……我……我自己会保重的……等你回来的时候……”这
看似两句嘱托的话却把对女儿的那份爱从言底传达了出来，这
“一定在这儿”“等你回来的时候”是来自母亲的笃定和坚
信，也是对她这不好的岁月还将继续的一个揭示。

再回头看看小寒对母亲这个概念的解读，似乎她不屑在朋友
们中间提到她的母亲的，至少在她的同学面前是这样的。从
同学们对她母亲不多的描述中只能得知她母亲是一个“不怎
么样，胖胖的”女人。然而从她父亲出场来看，连电梯里的
声音她都是知道，可见她对父亲的“用心良苦”了。更甚的
是对朋友们两次的介绍她的父亲“这是我爸爸”，这是她母



亲没有也不会享受的待遇的。再看，在同学的眼中她的母亲
是个爱清静的人，她却说“不要紧的。我母亲也喜欢热闹”，
在这里不免有些疑惑了，为何称父亲叫爸爸，却称母亲叫母
亲呢，她怎么又觉得母亲对他们的吵闹会觉得不要紧呢，又
从哪里知道她的母亲也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呢？由此可见，小
寒对父亲的偏爱似乎有些过于的深了，深到可以忽略掉母亲
的感触和习性。这样既简单又复杂的家庭关系为这一家三口
织了张美满幸福的网，在别人看来就应该是看到的这个样子，
但小寒对她的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是很值得推敲的，“我自
己也承认，像我这样的家庭，的确是少有的”。抽离出原有
的语言环境，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张网的不稳定了，小寒到
底“承认”的是什么，她这样的“家庭”怎么了，“少有”
的是什么东西？都是一连串的问号。我想作者或许只是想用
最简单的言辞来传达这个看似平衡却有着不平衡性的排列组
合吧。

回归到张爱玲的生活，她的父亲显然是没有向小寒的父亲那
样给与她那么多的爱的（不管这爱是父亲的关爱还是其他）。
在我们的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些人把自己越缺乏的东西越是
放大了来看，越是表现的完满的，有可能越是缺乏到了膏肓
之地的。我想，如果把张爱玲投射到《心经》里，就不难解
释她的笔下会流露出的对父亲近乎病态的依恋了。也就不会
把母爱的缺失隐藏其下了。

在张爱玲的文字里有着很多既有意思又值得琢磨的话语，虽
说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却总能让人看到人性中最为纯粹的
部分。这就像她的人生一样，纵使经历了万千，她总在寻找
最为单纯的自己，即使张爱玲最后是沉睡在了异乡的土壤里，
我想不管是对父亲还是母亲她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在总结
《心经》的时候，我想更多的人都会觉得说这是一篇表达恋
父情节的文章，我想在恋父之余母亲的那份深沉的爱是同样
的不可替代，至少在我看来，父亲和母亲都是在其左右的。



心经的读后感篇四

张爱玲是一个传奇般的女子，她的笔调，总是触及人内心深
处的隐秘世界。她很多次地写到上海，在她笔下，老上海犹
如一卷时代久远的笔墨画，隔着厚重的时光，发出氤氲的气
息。隔着遥远的时光，我们看到了老上海的旧阁楼，老上海
细细碎碎的雨，老上海韵味的情调，更重要的，看到了生活
在那里人细碎真实的心事。比如小寒。

小寒是深爱着她父亲的，这在作品开头时，稍微心细的读者
就可以发现。爱恋自己的父亲，这或许不符合道德，但是，
这归根结底，也是特殊时代形成的。

二十岁少女的爱恋的心事，就如同一支含苞待放的荷花。张
爱玲的笔触，把这荷花的花瓣一片片展开了来，使我们看到
了细碎的花蕊。

“绫卿，我爸爸没有见过你，可是他背得出你的电话号
码。”

“我爸爸年纪可不大，还不到四十呢。

文章一开头，就是小寒在说她父亲，像所有心怀爱情的少女
一样，她在心里崇拜着自己所喜欢的人，崇拜她父亲的能力
和地位。跟别人说起自己的父亲时，脸上都是满含笑意。

在说起自己的父亲时，小寒两只手撑在背后，人向后仰着。
看着天空。她的脸，是神话里的小孩的脸，圆鼓鼓的腮帮子，
尖尖下巴。极长极长的黑眼睛，眼角向上剔着。短而直的鼻
子。薄薄的红嘴唇，微微下垂，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
这是作品里对小寒的外貌描写，她是美丽的，但是却是一种
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丽。

小寒对父亲的感情，既崇拜又依恋。作品之初并没有直接写



小寒对父亲的爱情，但是，读者都可以从那些细节的动作，
话语看出这个少女的心事。在她的生日聚会上，她父亲迟到
了，她父亲一回来，她就上前挽着父亲的胳膊，嗔怪父亲来
晚了。她向同学介绍：“这是我爸爸。我要你们把他认清楚
了，免得……”她格吱一笑接下去道：“免得下次你们看见
他跟我在一起，又要发生误会，以为是我男朋友。”按常理，
这种误会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当她父亲对她说“我说，你
对我用不着时时刻刻装出孩子气的模样，怪累的。”时，小
寒突然扑簌簌落下两行眼泪，将脸埋在他肩膀上。峰仪低声
道：“你怕你长大了，我们就要生疏了，是不是?”小寒不答，
只伸过一条手臂去兜住他的颈子。掉眼泪，用手臂挽脖子，
这些动作，嗔怪，心疼，这些心理，都是属于一个拥有爱情
的少女的。后来，随着情节的发展，小寒还耍心计,逼龚海立
表明心迹.暗地里耍弄了波兰,使其感情破裂.小寒内里是想与
家世同等的波兰较量,显示出自己的高人一等。同时，告诉父
亲龚海立深深地喜欢她，想试探父亲的反应，想让父亲吃醋。
在得知父亲和自己朋友在一起以后，她又欺骗父亲自己要订
婚，想看看父亲的反应，让父亲吃醋，让父亲有挫败感。这
些心理，试探，嗔怪，占有欲，都是女人恋爱时特有的心理
特征。张爱玲对心理细节的描写，入木三分。

张爱玲用了七个场景组成了这个故事：生日派对,楼梯,毕业
典礼,家电话,电梯,汽车上，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用蒙太奇
的手法成功地刻画了小寒和她父亲的心理。生日派对上,初步
介绍了人物之间的关系。小寒的恋父情结，也初显端倪。接
着，派对完了,送绫卿到楼梯.两人的对话揭露了对方的心理。
绫卿追求名利，只要条件合适，她是“人尽可夫”的。而小
寒，对其他男人，只是玩弄一下，她想一辈子都不长大，呆
在家里，也就是说，可以一直呆在父亲身边。第三个场景，
毕业典礼，小寒耍心计。第四个场景，在家里,小寒与父亲的
对话表现了许峰仪跟龚家的特性。许峰仪,他的富贵名望是靠
趋炎附势而来的.记性不好却对电话号码过目不忘,代表他很
重视也很习惯的去跟别人暗里打交道.迷信风水,显示出他心
虚,不自信,也证明了一切富贵不是凭实干而来的。第四个场



景，电话里，波兰虽然与小寒感情破裂,可因为从小在上层家
庭耳濡目染的虚伪,跟小寒通起电话.小寒也虚伪得寒喧着.两
人扯了好远好多,才讲到了重点，第五个场景，在家里，小寒
唆使母亲阻止父亲与绫卿在一起,可许母不闻不问.小寒一再
相激都没用,使得小寒脾气暴燥。这里表现出许母的特征,是
典型的封建妇女形象。对于丈夫的婚外情,无能为力也习以为
常.依旧保持着冷静的姿态.只想维持家庭生活。最后一个场
景，是在汽车上，寒彻底疯狂了,想去段家。让段老太阻止绫
卿,中途被母亲骗回到车上。

心经的读后感篇五

《心经》是所有佛经中翻译次数最多，译成文种最丰富，并
最常被念诵的经典。有广本及略本两种本子。广本具有序分、
正宗分、流通分。略本只有正宗分。至今仍不断有新的译本
出现，下面是般若波罗密心经的详细释解。

凡人要度苦厄，了生死，成大觉，非从自心下手不可。但要
明白自心，只依这二百六十个字，已经够了。但空的道理不
明白，自心的相貌也难彻了。这个经，最主要是说性空的道
理，不是世人所说的空，那是断灭空，他们误解佛法是消极
自了的。今把此经判分七段，用白话来逐字逐句解释，使世
人明白空的真义，不至误会造业。由此断一切苦厄，并可发
大悲平等心救世，证明佛法在社会上的大用，实是开发世界
大同唯一的法宝。

【般若】这是梵文，我国名为大智慧。因为中国文字难尽其
义，所以仍用原文，并且尊重这几个字，所以不译。这个般
若，全是说心的妙用。上自佛，下至众生，无不由此而成佛
道，了生死，度苦厄。论其性体，是不生不灭的金刚;论其相
貌，却是无形无状的实相;论其妙用，乃是不可测知的圆通神
妙。这个般若，是人人有分的，佛和众生都是平等的;不过佛
是开了般若慧，众生是有而不开，被无明所蒙住了。至于般
若两个字，解释却有许多字，当云“通达世间法出世间法，



融通无碍，恰到好处，而又不执取诸法的大智慧。”才能尽
其义。因为世间法人事等等，都是佛法。佛是觉义，能觉悟
世上一切人情世故。尽了人道，才可成佛。总之，入世出世，
只是一心，颠倒烦恼，贪嗔痴迷，是六道众生的心;如能空净
自在，不固执，便是佛菩萨的心。所以离世法，便没有佛法;
离了般若，只有作孽受苦厄的分了。

【波罗】此言彼岸;因为有个度字，所以假定一条生死河，众
生在苦恼的此岸，要度过到清净的彼岸，用来比喻，不是真
有此岸彼岸。

【蜜】是到的意思，是到了果位了。果位是究竟涅盘，涅盘
就是清净。

【多】是上面的意思。到彼岸之上，才是究竟。现在假分五
步：第一步在此岸;第二步入流，是下了渡船了，是初发心的
人，亦是初果罗汉;第三步是中流，船在河中间，如声闻缘
觉;第四步到了彼岸，是十地以下的菩萨，终不是究竟;必第
五步上岸，“多”舍去了船，即是舍去了法见，扫除了执心，
斯是了无挂碍的等觉菩萨和佛。

【心】心是什么?是个影子，不能说有，不能说无：所以无形
段，不过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和六尘(色、声、
香、味、触、法)相对起了认识，叫做六识(眼识、耳识、鼻
识、舌识、身识、意识)，所以是集起的。就是心同外境集合
而缘起的幻影，即名幻心;心中起的道理，叫做幻法;执住个
幻我成个幻见，于是成熟了，就有六道生死。但造成这个生
死的是幻心，要开般若智慧了脱生死的，还是要用这幻心;成
到佛(涅盘)，也是用这幻心，你既然知道是幻的，那么就有
幻心造成幻法，一切人事等等，六道生死涅盘，还不是一样
是幻的?由此可觉本来没有生死，都是冤枉造作。既无生死，
就用不着涅盘了，所以说诸法空相，涅盘生死等空华，即是
此意。但又为什么分真心妄心呢?这是不得已而替初学的人说，
其实心，根本不有，不可得，又分什么真和妄呢?不过幻心不



能除，人事上一切的幻用不能废，所以权分真心妄心。真心
是无心之心，何以叫无心之心呢?即是不起念时，而见闻觉知
仍旧了了，却无分别，寂然不动的，此是真心;如一起了念，
分别人事，而可以心不颠倒，亦不逐境流浪，顿然归到无心
本位，此还是真心。至于念念流浪，不觉渐渐入了迷途，此
名妄心，但本体勿失的。这部心经，就教你凛觉的法子，用
智慧观照什么是心?什么是苦厄?又如何回归到清净寂灭无心
之心的本位?所以名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经】有许多意思：如“路”，指示我们回复真心之路
的;“法”，一切方法;“贯”，贯通前后的义理;“契”，契
合各人的机，各事的理，有这几种解释。现在二百六十个字，
是文字般若，指示我们观照般若的方法;照此去做，实证实相
般若的究竟，总不出众生心行中事，所以经是完全指我们自
身而说的。

此经共有七个翻译，这是唐朝三藏大师玄奘所译，文是简单
的，义是深奥的。虽有七译，意义是一样的。读经当重意义，
不可徒在文字上死执。此经是替大乘菩萨登佛位说的，表至
高无上的佛境，意境只有自己晓得，说不出的，所以叫做无
字真经。并不是真的无字，愿学人自己领会自己的境界，到
了如何地位;至于佛的境界，却不是二乘人或十地以下的菩萨
可以测知的。我们东土人，大乘根器多而厚，所以不论男的
女的，识字不识字，都喜欢读这个经;譬如人闻香，个个人知
道香味好，但多半不知道是什么香;而受薰是平等的，所以不
可思议。以上释题竟。

【观】定下了心，运想那个道理叫做观。这个观，是已证到
果地圆成的妙观，不是因地初修作观的观，是大自在观，般
若的大机大用已经启发，心无能观，亦无所观，是能所双忘
的妙观。

【自在】是无可无不可的自在，不是自由。自由是不肯受拘
束的，但环境不如你的意思，便苦了。独有自在，是到处能



安，自然地不受环境所困，一切好坏随缘;乐亦不喜，苦亦不
恼，知道他是本来空，自己有主宰的。这个自在，是指大自
在。

【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简称，能自己觉悟，再能觉悟人的谓
之菩萨;所以是人天的导师，为三界的善知识。三界是：(一)
欲界，由人的一部分下至五道;(二)色界，指天道;(三)无色
界，指禅天;总是在六道中。菩萨分在家，出家，地前，登地，
十地等觉，最高是一生补处菩萨，就是佛退位后，他来接位
的，如此土的弥勒佛，西方的观世音大士。这个菩萨，是指
十地等觉将登佛位的大自在菩萨。

【行】心行，心中起种种妙观妙行的大用，作种种自利利他
二事业。

【深】不是深浅的深，是不可测量的意思，圆遍广大，究竟
无上的妙行。

【般若波罗蜜多】上面已经解释过了，就说菩萨的功行，已
到究竟地，登彼岸之上了。

【时】这时字关系甚大，显明到了这个境界的时候，正是果
位的时候，已经断除一切烦恼，度尽苦厄，没有挂碍的了。
在下两句“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之后的意境，点明
大自在的光景，不可草草。

【照见】朗然觉照，彻见无余的意思，是无功用的功用，毫
不著意的觉照，心神会通的了。

【五蕴】指色、受、想、行、识，这五事蕴结不分，叫做五
蕴。此言心和外境相蕴合，统名曰色。一个色字，包括五个
字在内，并且包括外面一切一切有相相形形色色，内面无相
相思想方面都在内。外境原是色，而我的眼、耳、鼻、舌、
身、意也是色;外色和内色接触了，就有个受;既受了，就要



去想象他，这是想;想到了，心中一行转念，这是行;转出那
知识来，就是识;所以受想行识四个也还是色，总是幻心幻起
的作用，成就种种的幻法。这个五蕴，是众生造孽受苦成立
六道生死的资本，但也是开般若，除习气，度苦厄，了生死
的工具，也就是佛菩萨成大觉度众生的工具。同要用五蕴，
只是佛菩萨能照见本空，可以善用，不被所转，众生反被所
缚;是在觉不觉，明空不明空之别，不要指定为不好的东西，
反生了偏见。

【皆】统统包尽无余，就是一切的意思。不但人空，法亦空，
连照见亦空，因为照见亦是五蕴，所以称皆。

【空】世上的人，往往不明白空的道理，笼统说：空就是没
有了。不知“空”有空间、虚空、空相、空义种种的分别。
今分为两种：一空相，是有相的，如空屋，人满了，空相破
了，所以“有”与“空”是相对的，这就是世人说的没有就
是空了。经上另有十八空义，不必尽说。

至于佛经上所说的“空”，是空义，是性空，是本来空，是
与一切万有相和合的，不是相对的，不是没有的，是有而空
的。要明白这个空的意义，先得明白几点：所谓宇宙间一切
形形色色，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下至一切用物、植物、动
物和我的身体，都是有相相;还有我的思想、道理、人事、人
情、喜怒哀乐，都是无相相;一切包括在内，总名曰色，在因
地上总是空的。因为以上一切色，寻不出一件是有独立自性
的。第一说有相的：拿布来比，布没有独立自性，变成为布
的，须依于纱线而成;纱线不能自为纱线，必待棉花;棉花不
能自有，必由种子;种子不能自种，必赖人工天时地肥等等。
不必分析开来才空，在未成布成纱前，及正有布有纱时，他
的本身是由众缘和合而成;因为是因缘生，所以无有实体，求
其究竟相，毕竟不可得，身体亦是如此。所以一切一切，无
自性，无实体，因缘生，不可得的，所以是性空。第二说无
相的：拿心来说，心是什么?根本是不有，但只集起的是心。
譬如夏天凉爽的席上，人睡得甜美之极，这时候便没有我，



没有心;忽然蚊虫咬了一口觉得了，这觉得的便是蚊虫和我集
合而起的心。此外一切都同此理，所以心也是无自性，因缘
生，无实体，不可得的，所以是性空。因此物和心，无一不
是空。但是有而空，是幻有的，这是性空，和一切一切分不
开的;不是心物之外另有个空，也不是这个是空，那个不是空
的。所以说到色，即不能离开空;说到空，就不能离开一切色。
但要认明却是缘生幻有，又须切实知道这个空是因地本来空，
是性空，非眼耳可以见闻，其义实空。

既决定知道一切一切是本空而幻有，那又何必执取当他是实
呢!但世上一切人事，如何可废，我仍随缘应付;不是麻木无
心，只是勿住，行云流水的到处自在，这才是真心空。佛说
空是这个道理，世上盲目妄加批评，岂不可惜!世人果能明空，
自然心勿执取，那贪得心，嗔恨心，痴迷心，自不会深入，
天下没有极端的争夺了。佛法岂不是社会上最大的利益，有
什么迷信可说呢!又修行人往往有口头禅，说：“莫著了
空!”这是怕他执著空见，正因为他根本不曾明空，总在空有
二见上作道理，格外搅扰不清了。所以明空则破色，破色则
心空，这是断苦厄的第一法门!

【度】超脱的意思，就是登彼岸之上，法见都净了也。

【一切】包罗所有，净尽无余，凡有相无相，人我法我种种
苦厄，尽包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