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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金剛經講經文〉至《銷釋金剛科儀》 
─談《金剛經》信仰世俗化之轉變 

蕭文真∗ 

一、前言 

《金剛經》在中國的流傳，大約分成兩條路線：一以對經典義理作深入的解

析、闡釋與發揮為主。傳播者通常為高僧大德或知識程度較高的佛教居士，他們

透過注疏的方式，闡發《金剛經》深奧的義理，接受者多為知識份子。歷代所傳

大量的《金剛經》注疏，可說是這一發展下的產物。另一支以持誦《金剛經》求

得消災解厄為主。傳播者通常是寺院法師，他們透過講經或法會形式，勸化大眾

持誦《金剛經》以消災增福，《金剛經》信仰因此在廣大群眾中發展。這也促使

《金剛經》信仰得以世俗化，講經文與科儀就是這種發展路線下產生的文本。 

俗講是僧人向世俗大眾傳教的主要管道，講經文則是法師通俗講經記錄的文

本。宋以後雖然變文消歇，俗講活動也不復見，然而佛教僧眾從事悟俗化眾的活

動仍然持續流行，俗講經文則轉變為宣卷，依然存在於各類法會道場與佛教活動

之中。 

俗講是寶卷的源頭，科儀結合了講經與禮懺的活動，是寶卷最初的形式，可

說是講經文與寶卷間的過渡文體，與講經文的關係相較於後來的寶卷來得更為密

切。本文嘗試透過《銷釋金剛科儀》（以下省稱作《科儀》）與敦煌寫本 P.2133

〈金剛經講經文〉（以下省稱作〈講經文〉）二文本，來檢視此一現象。分別就思

想內容、體例、釋經方式及講唱形態等進行比較，以探討講經文與科儀之間的關

係，希望能將俗講與宣卷活動作一繫聯，並且進一步深入瞭解其傳衍與轉化的情

形，作為觀察《金剛經》信仰世俗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面向。  

 

                                                 
∗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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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金剛經講經文〉與《銷釋金剛科儀》            

思想內容之比較 

〈講經文〉與《科儀》的文本都屬講唱形式，其宣演的主題同樣是《金剛經》。

然而二者成立的年代不同1，受眾與使用場合也有差異，換言之，〈講經文〉與《科

儀》二文本既有關聯，又有變異。以下謹先從思想內容探究二者的異同。 

（一）〈金剛經講經文〉 

佛教向世俗化發展的途徑之一是透過俗講的手段，講經文是俗講的記錄文

本。而講經活動因受限於時間與對象，往往只選取經典的局部進行闡釋、解說，

因受眾為一般世俗信眾，因此內容多選擇淺顯易懂為主，大抵都是依經解說，且

講經法師講釋經文通常有注疏以為參考依據。 

P.2133〈金剛經講經文〉講唱依據的經本為姚秦‧鳩摩羅什譯的《金剛般若

波羅蜜多經》。今所保存的文本演繹的經文是從：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等恒河，是諸恒河所有沙

數，佛世界如是，寧為多不？2 

這一段開始，到「皆大歡喜，信受奉行」全文完，大約是經文最後的三分之一部

分，並未完整講完整部《金剛經》。但從〈講經文〉開頭「上來總是第十八上求

佛地住處門中……」可知作者將該經某部份經文作為「十八住處」；再將「第十

八上求佛地住處」分為「第一國土莊嚴具足、第二無上見智淨具足、第三色身具

足、第四相身具足、第五語具足、第六心具足」等「六具足」；第六「心具足」

再析分為「第一念處心、第二政覺心、第三施設大利法心、第四攝取法身心、第

五不住生死涅槃心、第六住淨心」等「六種心」。這「十八住處」、「六具足」、「六

種心」是〈講經文〉的思想主軸，最早見於無著的《金剛經般若論》（以下省稱

作《論》）；本講經文則主要參考曇曠的《金剛經旨贊》（以下省稱作《旨贊》）。 

由於〈講經文〉的寫成主要參照了曇曠《旨贊》，故其對經文的解釋大多依

                                                 
1 〈金剛經講經文〉據學者考訂，最晚成立於晚唐五代；《銷釋金剛科儀》則為宋代。 
2 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北京：中華書局 1997 年，頁 635。以下〈金剛經講經文〉

原文皆引自同書，不另出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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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旨贊》來進行。至於曇曠《旨贊》對於「十八住處」、「六具足」、「六種心」

的主張，是透過窺基《金剛般若經贊述》，間接取自無著《論》，其內容主要在於

以唯識立場來闡釋般若空觀。而〈講經文〉只是改以淺顯易懂的語言，講述曇曠

《旨贊》對《金剛經》的判釋，其演述般若空觀的旨趣，並未有所改變。 

（二）《科儀》 

《科儀》是《金剛經》法會進行的依據本或底本，內容包含了完整的儀軌活

動與整部《金剛經》的經文講述。其所依據的經本也是鳩摩羅什的譯本，除了經

文依據外，並非依據其他佛經註疏，也無解經的參照本，對經文的講釋，主要來

自作者自身對《金剛經》教理的理解與發揮。根據《科儀》文本考察，其思想、

內容包含頗廣，約而言之，大要有四： 

1. 般若空觀： 

《科儀》採梁昭明太子蕭統三十二分的科判來演述《金剛經》般若空觀。所

以書中四句偈：「一切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露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反覆闡

述，次數多達三十八處之多，可知般若空觀是《科儀》的主要思想。  

2. 禪宗思想： 

《科儀》作者為宗鏡，係宋代的禪師，因此《科儀》文本大量蘊含著禪法與

禪行。如第十三分云： 

大覺尊，本來不立一字，而直指人心。須菩提，無端特請標名，而強生枝

節。3 

「不立文字」與「直指人心」乃禪宗語言，顯示標榜禪宗特有的宗風。第二十分

云： 

有相有身，如來莊嚴具足。分賓分主，空生解辯親疎。直得賓主兩忘，色

相俱離。問：如何是主中主？答：君臣道合無回互，認得分明不是渠。 

其中，「四賓主」、「五位君臣」是臨濟宗、曹洞宗教示學人的施設，宗鏡援用以

為解經，不難看出宋代禪學的特色。又如第二十五分云： 

                                                 
3 《金剛科儀寶卷》，台中：瑞成書局，1997 年，頁 411-412。以下《銷釋金剛科儀》原文皆引

自同書，不另作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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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有僧問翠巖云：還丹一粒，點鐵成金。至理一言，轉凡成聖。問：學人

上來請師一點。答：師云不點。問：僧云，為什麼不點。答：師云，恐汝

落凡聖。問：且道不落凡聖底人，具什麼眼。答：直饒聖解凡情盡，開服

依前在夢中。 

其採用宋代著名高僧翠巖可真禪師的公案，借以說明只要解了般若空觀，悟入無

相實相，眾生自成正覺，再無凡聖之別。 

除了禪法之外，《科儀》內容中也充滿著禪行。旨在主張應專志修行，以脫

離輪迴求得解脫。例如第十六分云： 

百歲光陰似水流，無窮無盡幾時休。不如先證菩提路，悉免輪迴得自由。 

同時還提供具體的方法，為參證四句偈，洞明真如本性。如第八分云： 

真性洞明依般若，不勞彈指證菩提。徒將七寶施三千，四句親聞了上根。 

第三十一分云： 

演說四句偈，六度已為初。縱橫無罣礙，般若自如如。 

「參證四句偈」類似於參話頭；「參證四句偈」以「明心見性」，與禪宗之修行觀

相近。《科儀》全文有二十多處類似的說法，可見《科儀》大量含融了禪宗思想。   

3. 淨土思想：  

《科儀》中也有大量鼓勵信眾稱念彌陀聖號的詞調與偈頌，例如卷首請佛： 

由是輪迴六趣幾時休，遷轉四生何日盡。若不念佛求出離，畢竟無由得解

脫。 

指念佛求出離六道輪迴，可以得畢竟解脫；第十二分： 

念佛臨終見寶臺，寶旛寶蓋滿空排，彌陀勢至觀音等，合掌相隨歸去來。 

則說勤念佛號，臨終可得彌陀勢至觀音等接引。 

除了稱名念佛外，也表現出對彌陀淨土的嚮往，例如普供養真言之後有： 

國名極樂，佛號彌陀。四十八願弘深，百萬行門廣大。雙明真化，應接高

低。地前地上皆生，是聖是凡俱往。彌陀緣願，於是彰為。淨土真詮，由

斯顯矣。 

此外，《科儀》也有多處展現將靠著自力修持，返回清淨自性，達到自性淨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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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如釋經題云： 

西方淨土人人有，不假修持已現前。諸上善人如見性，阿彌陀佛便同肩。

無始無明幻色迷，夢魂生死幾千迴。一條直路超三界，但念彌陀歸去來。 

大體看來，《科儀》中的淨土思想，包含了專志念佛，求得接引往生西方的

他力淨土；與回歸本自具有的清淨自性之自力淨土兩部分。事實上，《科儀》三

十二分的講經中，大約僅有五分未提及彌陀淨土，足見淨土思想在《科儀》書中

佔的比例之重。而這些淨土思想主要都集中在法師說白之後，採用「歸去來」的

曲調來歌唱，正是唐五代淨土歌讚《歸去來》風行的繼承4。 

4. 禪淨合一 

《科儀》還有多處表現出禪淨雙修的修行觀，與禪淨合一的思想。例如：發

願文前有詩云： 

在家菩薩智非常，閙市叢中作道場。心地若能無罣礙，高山平地總西方。 

以無罣礙的清淨心等同於西方淨土，這「無罣礙的清淨心」頗具禪宗意味。釋經

題又云： 

西方淨土人人有，不假修持已現前。諸上善人如見性，阿彌陀佛便同

肩。……一條直路超三界，但念彌陀歸去來。 

指明淨土在於清淨自性，人人本具，不假外求。上根者以「無修之修」得明心見

性，與勤念彌陀聖號，得西方淨土一般。將禪宗「無修之修」「明心見性」的修

行觀，等同於淨土「勤念佛號」、「西方淨土」，是《科儀》書中，已明顯可見禪

淨的合流。  

此外，《科儀》也有會歸三教思想的呈現。例如序云： 

未明人，妄分三教；了得底，同悟一心。若能返照迴光，皆得見性成佛。 

第二十七分： 

一點靈光塞太虛，也非禪教也非儒。打成一片誰人會，具眼還他大丈夫。 

強調要人同悟一心，勿妄分三教，這一心指的是人人本具的自性清淨心。了悟這

自性清淨心，返照一切，正如靈光充塞太虛，本來沒有儒道釋三教的差別。 

                                                 
4 參鄭阿財：〈敦煌淨土歌讚《歸去來》析論〉，《敦煌學輯刊》2007 年第 4 期，2007 年 12 月，頁 6-24。

後收錄於《鄭阿財：敦煌佛教文獻與文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年 10 月，頁 337-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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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僅將〈講經文〉與《科儀》內容的異同，表列如下，以資討論： 

 〈金剛經講經文〉 《銷釋金剛科儀》 

同 根據鳩摩羅什譯本 

主要闡述般若空觀思想 

只講述了後 1/3 部《金剛經》 是整個《金剛經》法會進行的記錄本，包含

了完整的儀軌活動與整部《金剛經》的講述。

參照注疏作為講述依據 無 

異 

以唯識立場解說《金剛經》，未離開般若空

觀範圍。 

除了般若空觀外，還包含了禪宗、淨土、禪

淨合一、三教會歸等思想。 

〈講經文〉與《科儀》都是依據流傳最廣的鳩摩羅什譯《金剛經》，內容也

都在闡述般若空觀思想，並且都是為了宗教推廣而作。 

〈講經文〉為俗講底稿，俗講的目的在於傳教、邀布施。〈講經文〉作者主

要為化俗法師，為講經的需要，選取當時流傳於敦煌地區的《金剛經》注疏，曇

曠的《旨贊》作為寫作的參考本。故〈講經文〉呈現出的思想特質，是唯識學家

曇曠對《金剛經》的判釋5。講經法師透過講經，向大眾宣揚《金剛經》般若空

觀的思想，至於是以何種角度去解經，可能並非〈講經文〉作者著重的部分。而

本〈講經文〉只講述了後三分之一部《金剛經》，應是受限於聽眾與時間的關係。

俗講針對在家俗眾而講，目的在於吸引群眾信仰佛教，或者對信徒廣邀布施。可

能於齋會之後或特定節日實施，是結合了娛樂的權宜說法，無法長篇大論作高深

義理闡述，故每次只講述經文的某一部分，以適用於一次講經的需要。 

《科儀》結合了懺儀和講經，為法會或道場需要而作，故不受限於時間，可

以講完整部《金剛經》。況且《科儀》通常於金剛法會中實施，完整講完整部《金

剛經》有其必要性。既然《科儀》是為了法會而作，法會著重於禮懺進行的儀軌，

是一種形式化的宗教儀式，講經已非主要活動，故只簡單扼要的說明經文大要，

而不作逐字逐句的闡釋。且為法會之圓滿舉行，《科儀》包含了講經前之請佛、

舉香儀式；開經偈、發願文之唱誦；講經後之迴向、結經發願文等軌則，是一部

體系完整，以懺儀為主的法會程序記錄本。 

由《科儀》表現出的華美文采，歌贊、曲調、駢文並用的文體駕馭能力，及

豐富的佛學常識看來，作者宗鏡應是一學問僧。他對宋代佛教現況了解很深，《科

儀》也呈現了當代佛教之風貌。 
                                                 
5 參上山大俊：〈曇曠と敦煌の佛教學〉，《東方學報》35 冊，京都，1964 年 3 月，頁 14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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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經歷魏晉隋唐，中國化已深。唐宋時期，禪與淨土勃興；宗密、法眼文

益、永明延壽等人大力提倡禪淨合一與三教合一思想，到了宋代，經歷了與理學

之競爭與融合，宋元佛教已呈現禪與淨土合流、儒道釋三教會歸的局面。《科儀》

中禪與淨土的思想以及禪淨合一、三教會歸等主張都是當時佛教現況的反應。 

三、〈金剛經講經文〉與《銷釋金剛科儀》體例之比較 

〈講經文〉與《科儀》都屬講唱形態之文學載體，況且由俗講至宣卷，《科

儀》為其間之中繼，《科儀》與俗講經文之間，的確有某種程度的關連。以下簡

要分析比較這兩個文本體例的關聯與差異。 

（一）〈金剛經講經文〉 

講經文屬講唱文學，一般為韻散夾雜。通常依道安三分科判，將全經分作「序

分、正宗分、流通分」三部分；講唱次第為 A 先引一段經文、B 以散文釋經、C

韻文唱詞吟詠前文、或提起下文。〈金剛經講經文〉的體例符合以上通例，屬於

典型的俗講經文。概述如下： 

1. 依道安三分科判 

〈講經文〉末段有云： 

上來有三：一、序分、二政宗、三流通。初從『如是我聞』至『敷坐而座』

為序分；二從『長老須菩提在大眾中』至『應作如是觀』以來，為政宗分

也。三從『佛說是經已』至『信受奉信』名流通分。 

講唱者明顯敘明〈講經文〉之講釋援用道安三分科判之常例。 

2. 講唱次第為：A「唱經」、B 散文「說解」、C 韻文「吟唱」  

〈講經文〉講唱次第與一般講經文相當。以首段為例： 

A 都講先唱經「須菩提，於意云何」至「若干種心」。 

B 接著講經法師以散文逐一講釋經文：「此唱經文，明用一恆河沙數諸恆河，

緣用諸恆河中沙數諸佛世界……即是爾所世界中，各有眾生，各有若干心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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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再接以十二句韻文：「將沙數世世難窮，盡是諸佛國土中。……佛有他心盡

見伊，若干心數總皆知。筭料不應取次說，都公案上復如何？」。唱詞「將

沙數世世難窮」到「若干心數總皆知」為針對前文講釋內容的重複吟唱，而

「筭料不應取次說，都公案上復如何」則是下段經文的催唱。以下每一段皆

依照此次第進行，直到講完全經。 

3. 韻散夾雜 

    〈講經文〉全文都以散文說解、韻文吟唱，反覆進行，呈現出韻散夾雜的風

貌。兹列舉兩段經文為例：  

（經）  經言道：「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見不？」問也。「不也，

世尊，如來不應以具足色身」乃至「即非是名，」答也。 

（散文）「此文有四：一、問，二、答，三、徵，四、釋。此明色身與法身有異，

故云不可以色身見法身也。……言是名具足色身者，此明：色法雖無本

是一。」 

（韻文）法身無相本無形，現相權宜化有情。身色端嚴長丈六，八十種好自然明。

慈悲處處垂方便，喜捨頭頭願早成。但得眾生登果位，便是天成與地

平。……  

（經）  經：「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諸相見不？」色身具足是名諸相

具足。言「不應以具足色身見諸相」者，乃至「是名諸相具足」。 

（散文）言「不」，此名相好與法身異故，故不可以相好見身也。言「如來說諸

相具足」者，此名相好本從法身上起也。言「是名諸相具足」者，此名

雖異不乖一，成第二句也。此是六段文中第四相身具足也。 

（韻文）如來若不現金身，爭化得閻浮世上人。百億垂刑由不悟，參差上自卻沉

淪。四宏誓願深如海，六度無邊布法雲。蠢動含令皆利益，不論胎卵盡

沾恩。…… 

〈講經文〉大體上通篇都以此種韻散相間的模式講唱。 

（二）《科儀》 

《科儀》亦將經文先作科分，再依次講唱。其大略如下： 

1. 依照昭明太子三十二分，依次講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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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講唱次第為：A 唱經、B 賦體韻文解經、C 問答、D 十二句「歸去來」曲詞、

E 韻文詞調催唱下一段經文、F 四句五言偈。以同樣「須菩提，於意云何」至

「若干種心」此段經文為例： 

A 表白法師先唱經：「須菩提，於意云何」至「若干種心」。 

B 主法法師以賦體韻文解經：「五眼悉圓明，如揭日曜恒沙之世界。三心不可

得，似撥火覓滄海之浮漚。縱使窮諸玄辯，竭世樞機，到此總須茫然。」 

C 接著一問一答。表白法師問：「且道是何標格？」主法法師答：「直饒講得

千經論，也落禪家第二籌。」 

D 十二句有韻的「歸去來」唱詞：「心眼俱通法界周，恒沙玅用沒蹤由。……

刀兵疫病遭饑饉，厭離閻浮歸去來。」  

E 再接以句型「四、四、五、四、四、四、四、四、五」的詞調催唱下一段

經文：「法界通化，似有還無，箇箇本無殊。圓明一點，無來無去。搬柴運

水，好用工夫。松梢月朗，衣穿露寶珠。」 

F 最後以一首四句五言偈結束此段講唱：「珍寶滿盈剎，福德等難量。若到無

福地，方知滋味。」 

3. 幾乎通篇以詞調或賦體韻文呈現，無韻散文出現極少。 

以下表列〈講經文〉與《科儀》體例的異同，以資進一步討論： 

 〈金剛經講經文〉 《銷釋金剛科儀》 

同 皆為講唱文學 

依道安三分科判 依照昭明太子三十二分 

講唱次第為：A「唱經」、B 散文「說解」、

C 韻文「吟唱」。 

講唱次第為：A 唱經、B 賦體韻文解經、C

問答、D「歸去來」曲詞、E 韻文詞調催唱

下一段經文、F 四句五言偈。 

異 

韻散夾雜 幾乎通篇以詞調或賦體韻文呈現，無韻散文

出現極少。 

佛教慣於對經文作科判，一則表現作者對此經的判釋，一則為經文分段，以

易於閱讀或應用。〈講經文〉採用曇曠《旨贊》作參考本，而唯識一系《金剛經》

注疏都以三分科判為主，並未有三十二分之說法。且〈講經文〉所講述的經文篇

幅並不長，故有無作三十二科分並不重要。況且三十二科分乃由三科分再加細

判，二者並無矛盾之處。《科儀》講述了通篇的《金剛經》，故而三十二科分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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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不論三科分或三十二科分，一則都是〈講經文〉與《科儀》所處時代普遍

通行的科分法，二則都是為了講經的實際需要而採用。 

〈講經文〉與《科儀》皆為講唱文學。前者為傳教而產生，後者兼有傳教與

懺儀功能，然而因使用於法會中，故運用時以懺儀功能為主。〈講經文〉目的既

然在講經，對經文的解說是必要的，故採韻散夾雜的文體，韻文與散文約各佔一

半。散文在於說解經義，以達到傳教佈道目的；韻文演唱在於加強聽講效果，並

透過優美的曲調發揮音聲的娛樂功能。至於《科儀》是懺儀法會之紀錄本，法會

依據它而進行，因此《科儀》強調的是法會儀軌的功能性，而非經文講授。一般

懺儀法會的主體活動在於法師引領信眾拜佛禮懺，此時的講經是儀軌進行的一部

分，講經時大量的詩偈曲調的唱誦，被採取作為伴隨禮懺進行時的節奏音樂，故

法會中的講經著重的是唱誦功能，而非法義的解說。《科儀》採用駢韻夾雜之文

體，幾乎通篇皆用賦體駢文來解經，這是因為賦體駢文與詩偈曲調一樣便於唱誦

可發揮音聲美感之聽覺效果的緣故。故而我們所見的《科儀》，說白部分很少，

韻文演唱部分超過全文三分之二，這正是符合其禮懺功能而產生的體制。  

四、〈金剛經講經文〉與《銷釋金剛科儀》            

釋經特色之比較 

〈講經文〉與《科儀》都具有講經的功能，既然是講經，必然有其對經典的

詮釋與見解。以下嘗試比較分析〈講經文〉與《科儀》二文本的釋經方式與特色，

並論其成因。 

（一）〈金剛經講經文〉 

〈講經文〉釋經有三步驟：一先分段落，二為所分段落下標題，三以小注作

結構分析。此釋經模式淵源於窺基疏，應是透過參照本曇曠《旨贊》的影響。其

結構大致如下： 

1. 分段 

〈講經文〉將全經文分成「六段」。解經時先引原經，為求解說方便，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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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拆解為幾個更小段落。 

2. 標題 

按照每段的內容予以立下標題，再依序進行解釋。例如將「須菩提，於意云

何」至「未來心不可得」這段經文分為三個段落，再予擬訂標題，如：「第一智

所緣境」、「第二明佛能知」、「第三徵釋所已」。 

3. 小注 

經文下常有「問、答、徵、釋」等小注，為經文作結構分析，以提醒聽者、

講者，經文的結構變化。例如： 

經：爾時惠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來世，聞說是法，生

信心不？問也。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不眾生。答也。何以故？徵也。

須菩提，眾生者，如來說非眾生，是名眾生。釋也。 

再者，〈講經文〉對經文的解說，基本上採逐段逐句，甚至逐字解釋的方式，

接近於傳統佛經注疏。  

（二）《科儀》 

《科儀》依照三十二科分次序釋經，但並未再將經文作更細微的分段解說，

也未逐句逐段解釋，只針對整分作一概說，遠離傳統佛經注疏形式。其對經文的

解說具有以下特色：  

1. 問答形式顯明 

《科儀》在每分解經中都加入至少一對問答，藉著表白法師的提問，以提起

下文，或者對本分旨趣再作更深入的闡發。例如：第一分表白法師唱經「如是我

聞，一時，佛在舍衛國……洗足已，敷座而坐」後，主法法師解經：「調御師親

臨舍衛，威動乾坤。……急為提撕，早遲八刻。」表白法師提問：「何故？」主

法法師答以：「良馬已隨鞭影去，阿難依舊世尊前。」就是藉表白法師提問，提

起下文，繼續對經文作說明。第四分表白法師唱經「復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

無所住，行於布施……菩薩但應如所教住。」主法法師解經：「住相布施，猶日

月之有窮。……靈通廓爾，縱橫自在。」表白法師提問：「且道還有住著處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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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法法師答以：「玅體本來無處所，通身何更有縱由。」再接以一首「歸去來」

對經文「無所住」的旨趣作更進一步的發微。 

2. 著重韻文演唱 

《科儀》說解經文前的開經儀式中，包含有唱詞與贊偈；開經時的開經偈、

發願文與講畢經文後的迴向偈、道場圓滿等都以演唱形式進行，且大都為韻文。

此外，對經的解說，除了唱經文外，主法法師說白解經用的是賦體韻文；表白法

師與主法法師問答後引起一首「歸去來」，是十二句七言韻文；接著又一首四、

四、五、四、四、四、四、四、五句型的唱詞催唱下一段經文；最後用一首五言

四句偈作結，整個講經過程幾乎都以韻文進行。綜觀全文，吟唱部分約占了四分

之三。除去經文與問答未有韻之外，幾乎三分之二都屬韻文。 

3. 格式化 

《科儀》依照三十二科分，已先對經文大意作了科判。講經從開釋經題後，

即按照這三十二分依次宣演；其中每一分的經文說解，都循著固定的模式：唱經

→說白→問答→十二句唱詞→九句唱詞催唱下段經文→四句偈。它的解經形式完

全的格式化。 

茲將〈講經文〉與《科儀》釋經結構及特色表列如下，以便討論： 

 〈金剛經講經文〉 《銷釋金剛科儀》 

同 逐段釋經 

分段、標題、小注的釋經模式，以及逐

句逐字注釋的方法接近於傳統佛經注

疏。 

依照三十二科分釋經，但並未再將經文作

更細微的分段解說，也未逐句逐段解釋，

只針對整分作一概說，遠離佛經注疏模式。

無問答形式 問答形式顯明 

講唱並重，韻文、散文比例約各佔一半 韻文約佔三分之二、演唱約佔四分之三，

說白比例頗低 

異 

 較具彈性  格式化情形嚴重 

〈講經文〉參照曇曠《旨贊》講述《金剛經》，解說經文的方式與一般注疏

頗為相近，採用逐段、逐句甚至逐字的解釋方式。《科儀》也具有講經功能，故

也有義理之解說，但其主要功能在作為禮懺儀式之用，講經非主要活動，故只扼

要說明各分意旨，並未作逐句、逐字釋義。因如太過注重經義的闡釋，則無法吸

引信眾，不適用於懺儀的場合。故《科儀》著重於其文學性與音樂性，以韻文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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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為主，並加入民間流行之歸去來等曲調，吸引信眾之參與。其問答與和佛是讓

講經更加生動的表演方法，可使冗長的法會多一些變化。講經過程的格式化，則

是《科儀》將講經活動儀式化的一種現象，由此可見佛教在社會上的發展，正由

佛理的講授轉向於儀軌的進行，代表著《金剛經》信仰以義理闡釋作為傳播路線

的一系，正傾向於以消災解厄路線發展這一系，這是佛教世俗化的表徵。 

五、〈金剛經講經文〉與《銷釋金剛科儀》               

講唱型態之比較 

〈講經文〉與《科儀》都作為佛經講唱之用，然而功能不同，受眾與使用場

合也殊異，故二者雖然都是講唱型態的文本，使用上卻有其迥異之處。下文將針

對此點進行討論。 

（一）〈金剛經講經文〉 

根據敦煌寫卷 P.3849 與 S.4417『俗講儀式』寫本的紀錄，俗講進行的儀式

順序為：(1)作梵 (2)念佛號 (3)說押座 (4)開讚 (5)說莊嚴 (6)經文講說 (7)念佛

讚 (8)迴向發願 (9)取散。P.2133〈金剛經講經文〉所保存的文本，大致為經文

講說部分，亦即講經內容與講經完畢後的勸散文。依照文本看來，其中有「都

公案上唱將羅」句，可見〈金剛經講經文〉講經的職司應該有講釋經文的法師

與唱經的都講。也就是由化俗法師與都講配合演出，採一人解說、一人吟唱的

形態。而法師與都講均為僧人，其講唱場所當是寺院。  

(二)《科儀》 

《科儀》的講唱形式與儀式則包含有：(1)請佛，持誦佛號 (2)講解經題 (3)

講唱法會緣由，舉香，唱香讚 (4)請經：唱誦淨口業、安土地、譜供養真言；奉

請八金剛、四菩薩護壇；唱誦發願文、云何梵 (5)開經：先唱開經偈、再唱提綱 

(6)講唱經文(依序講完三十二分經文) (7)講唱道場圓滿 (8)誦心經 (9)迴向、誦結

經發願文 (10)迴向偈，是一完整的法會形式。依照《金瓶梅詞話》第 51 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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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聽演金剛經科儀，桂姊躲在西門宅第」，紀敘王姑子和薛姑子演頌《金剛經科

儀》的情形。《科儀》講唱的進行是一人說、一人唱；一人問、一人答的模式。

負責說唱問答的王姑子、薛姑子則是世俗化的僧人。此外，講唱者與聽講者之間

還有「和佛」等互動關係，令整個活動進行生動活潑化。至於演出的地點，可在

寺院、道場、法會或宅第。 

茲將〈講經文〉與《科儀》講唱形態、演出情形及地點之異同，表列如下： 

 〈金剛經講經文〉 《銷釋金剛科儀》 

同 採說唱分工的模式。 

演出者都為僧人 

儀式簡單化，只有經文講說，及勸散文。 包含禮懺儀式和講經，是一完整的法會形

式。 

地點應該在寺院。 地點應該在寺院或有法會進行的場合 

異 

說者與聽眾間無互動關係 有「和佛」等講唱者與聽講者間的互動 

〈講經文〉與《科儀》的演出形態，大概都維持法師解說、都講吟唱的模式。

講唱者大都為僧人，後世佛教世俗化，因此也有如《金瓶梅》中的「王姑子」、「薛

姑子」一類的出現。至於講唱的形態，也隨著場合與規模的不同而改變。不過，

基本上俗講都在寺院舉行，法師講經、都講唱經是固定模式，但隨著規模大小的

不同，有時法師會同時擔任講唱之工作；或者會增加維那等司執。講經法師扮演

著宗教宣導者的角色，透過通俗講經教化聽眾，化俗法師與聽眾間是講與受的關

係，受眾靜靜聽講，不似《科儀》以信眾為法會主要禮懺者。 

《科儀》的演出形態大抵相同。但一般而言，《科儀》因為於法會場合使用，

其人員編制通常較俗講為大，除了主法法師與表白法師外，維那、悅眾、梵唄的

編配，端視法會規模大小而定。主法法師與表白法師除了講經，也領導信眾禮佛

拜懺；維那、悅眾、梵唄等則協助法會行禮如儀地進行著。又因為法會以法事活

動為主，禮懺者主要為信眾，法師與其他司執，只屬於引導與協助的角色，因此

除了禮佛拜懺外，率眾唱誦，與信眾和佛都是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法會著

重於儀式之進行，而非經文教義的說解，於是《科儀》的講經形態也形式化，成

為了儀軌的一部分，《科儀》的性質便傾向於儀式軌則的範本，這正是《科儀》

與〈講經文〉最大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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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語 

隋唐宗派紛立，佛教逐漸中國化。唐代禪宗興起，《金剛經》隨六祖慧能地

位的提升，與其自身的條件，成為最受崇奉的佛教經典。尤其在得到執政者的尊

崇與護持之後，《金剛經》在佛典中的重要性更為確定，普遍流傳於社會各個階

層。〈金剛經講經文〉就產生在《金剛經》信仰普傳的唐五代。 

佛教的傳播由僧而凡，由雅而俗，佛教世俗化的過程中，宗教活動必定與世

俗需要相結合，《金剛經》信仰的傳播也不例外。唐五代的《金剛經》信仰，藉

著俗講向市民階級傳播，〈金剛經講經文〉是佛教走向世俗化的工具之一。隋唐

宗派崢嶸，產生大量的佛經注疏。宋代之後，教門趨歇，各宗在教理闡發上的競

爭漸息；禪宗與淨土宗的興盛，帶動著佛教更往世俗化發展。 

佛教向世俗化發展的結果，會產生由深奧教理的發微，轉向於儀式活動的流

行。《銷釋金剛科儀》是講經與懺儀的結合，正是《金剛經》信仰世俗化的產物。

由《科儀》文本來看，它有作者對佛教義理的闡釋，保留了過去法會上的講經說

法的部分，也有因應禮懺進行的儀軌與表演活動的記錄，由此可以推知《科儀》

此類的文體，最初應具有多元性的功能。但隨著世俗化的加深，法會中的講經逐

漸形式化，整個法會活動走向儀式化，禮懺的進行也就成為一種表演儀式。既是

儀式，深奧的佛經義理就不宜於此宣說。佛教儀式的進行，主要吸引廣大信眾來

參與，於是文學性、音樂性的增加就必然重要了。這正是《科儀》以駢體韻文解

經，且全篇充滿歌贊、詞調的原因了。《科儀》之後有宗教寶卷產生，宗教寶卷

與娛樂結合更深，是佛教徹底世俗化的結果。 

唐五代《金剛經》信仰世俗化的現象已經形成。從敦煌講經文的出現，石窟

圖像的建造，以及以讀誦抄寫《金剛經》作為消災解厄的方式可以看出。《金剛

經》的宣講系統，由講經文、《科儀》、《寶卷》至《寶懺》，發展到了明清的《大

乘金剛寶卷》、《金剛寶懺》，幾乎已經沒有義理闡釋的功能，完全呈現信仰俗化

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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