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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海之所以大，是因为清水可以流进来，浊水也可以流进来；鱼虾鳖有，泥沙草石也有。
它没有选择谁、拒绝谁。
人最可贵的是有一种开放、宽容的襟怀。
开放是一种智慧，宽容也是一种智慧。
　　佛家不相信命运，也不讨论命运。
佛家讲“缘起”，讲“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
命运是什么？
命运是自己的思维方式，命运是自己的人格状态。
战胜自我，才能战胜命运，“突围无捷径，唯有改变自己”　　西方有句谚语：“把过去交给垃圾，
把未来交给上帝，把现在交给自己。
”佛教叫“活在当下”。
当下不是过去，过去的已经一去不复返；当下不是未来，未来还没有来；当下就是此时、此处、此刻
、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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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觉真法师原任香港佛学院副院长，现任香港佛教联合会宗教事务监督。
近十年来，在国内著名高校如长江商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讲授佛学与企业家
精神、禅与心灵世界等管理哲学课程，广受欢迎。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管理遇到佛学>>

书籍目录

序卷一　核心都在于“人”　佛教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　管理核心在于“人”　《心无挂碍》中的三
个故事　语摘：心、内在动力、爱和慈善卷二　大利有道　企业伦理与企业凝聚力的思考　保护环境
是造福　星云大师以“天”之喻，妙说因果　生活与生存　语摘：社会与金钱、命运与因缘卷三　找
回迷失的“我”　只知其一，一无所知　人，最不知道的是什么？
　人，很容易被自己欺骗　学会与人相处　人的体质是什么　语摘：自知、自觉、自律、自悟卷四　
唤醒和谐自觉　人的成功离不开和谐　和谐是生存的智慧　信仰是内心的光　语摘：苦乐，祸福、宽
容、智慧附录一：佛教与管理的共通点就是人附录二：我是品牌和双赢之手附录三：从一位科学家到
一位佛学家——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教授访谈录出版说明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管理遇到佛学>>

章节摘录

　　人的成功离不开和谐　　香港人口头常说：“最紧要是开心。
”北京人口头常说：“活着就要找乐。
"这两句话看起来大同小异，但仔细领会，却可能各有含意。
开心，是精神层面的，是内心的活动。
找乐，向何处去找？
似乎更多在于外求。
不管内求，外求，开心与找乐都是一种人的存在。
人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也就是说，人不可能脱离了社会，孤独存在。
人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所知所感，乃至人的一切美德（甚或缺德）都只能是通过社会、通过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联系而体现出来。
一个人的快乐和幸福，恐怕也只能来源于同他人的联系和交往，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中
才能感受幸福，感受快乐。
人类的善与恶，实际上也是对人、对社会、对众生而言的。
只有对人的善、对社会的善、对众生的善，才是善；对人的恶、对社会的恶、对众生的恶，才是恶。
所以，人的存在的意义，决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为了群体、为了社会、为了民族和国
家。
有没有只为自己而不顾及他人，甚至危害他人的人呢？
当然也有，那就是极端的自私者，那是缺乏道德自觉、道德自律、道德反省的人，才会唯利是图，自
私自利，以过分的自私而危害了社会与他人，那么，这样的人就有可能受到公众的非议、道德的谴责
或法律的处罚了。
　　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存关系，就有了两种：一种是进步的相互关怀相互扶助的善的关系，一种
是倒退的不懂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的破坏性的恶的关系。
前者活得高尚，有尊严，受人尊敬；后者则活得卑下、猥琐，甚至为人所不齿。
两者的区别，就在人的人格状态，就在是否具有理性。
当然，人格是个人独立存在的表征，人格的多样性也决定了人的存在的多样性，上述两分法是我行文
的一种方便。
事实上，人，不能简单地分成善恶两类，还有一些人只凭他的情绪、个性、主观意欲在生活。
对他而言，说不上善，也说不上恶。
这种人用流行的语言，叫“跟着感觉走”。
可是，感觉可靠吗？
我提出这些，无非是想说明：一个人，不可能全凭激动、激愤、激情去生活。
人在生活中，还必须具有理性、具有自控力，亦即自律的能力。
人，如果失去了理性和自律，他就只能是狂热的、迷乱的。
人的激情，有可能把人引向正义的、高尚无私的行为；但也有可能把人引向极端的可怕的造成伤害他
人，伤害社会的后果。
所以只凭激情，有时能做出好事，有时也会做出坏事。
狂热、迷乱的人，根本缺陷就是缺乏了理性，缺失了思考，缺失了反省、自省。
今天，人们慨叹，物质丰富，精神空虚，信仰缺失，理性消沉，人的需求层次越来越低，恐怕正是缺
少理性（而又太多盲目性）所带来的后果，也是社会隐伏着道德危机、伦理危机的不幸之源。
　　伟大佛陀于二千六百年前创立了佛教。
两千年前，佛教传人中国。
在传人中国的第一个千年，中国佛教又传人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地，传人中国的第二个千年，佛教又
从亚洲传播到欧洲、美洲、大洋洲等全球广大地区了。
佛教讲中道，是理性的宗教，佛教讲慈悲，是和平的宗教；佛教讲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是智慧的宗
教；佛教讲律仪，讲行持，是践行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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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利于人心的净化，道德的增上，社会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和谐，所以，佛教越来越受到东西方人
士的欢迎。
　　七佛通戒偈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这是诸佛的教化，也是我们佛教徒的宗旨。
这一宗旨的全部内容，都是在规范我们的行为。
诸恶莫作，是行为，行为不作恶；众善奉行，是行为，行为行众善。
自净其意，也是行为，在思想中，意念中，心中，去除污秽，摒弃杂念，破斥虚妄，清净无染，这就
是从自心做起，从内心做起，这不是行为吗？
可见，佛教决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形态，而是一种独特的极其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形态，一种和谐、和
合的生活方式。
我想，通过佛教来唤醒人们的和谐自觉，提升人们的心灵素质，这正是今天人间佛教最重要的实践课
题。
　　什么人才能和谐？
行为端正的人才能和谐，行为健康的人才能和谐，行为持善拒恶的人才能和谐。
行为端正来自心灵素质的端正；行为健康，来自心灵素质的健康；行为持善拒恶来自心灵素质的清净
无染。
一切源自于心，一切又落实于行动。
一个人的健康，就是身心和谐。
身心不和谐，身心交瘁，这个人还能健康吗？
同样，一个社会的健康，就是社会的和谐，这个社会不和谐，处处厮杀、争夺、你死我活，这个社会
能健康吗？
可见，和谐不仅是理念，是信仰状态，而且是普世伦理的准则和做人的道德规范。
和谐不在说，而在行，用佛家的语言，就是重在修证，重在行持。
　　和谐在哪里？
西方有句谚语：“把过去交给垃圾，把未来交给上帝，把现在交给自己。
”佛教叫“活在当下”。
怎么活？
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坐言起行，就是活。
当下不是过去，过去的已经一去不再回。
当下不是未来，未来还没有来。
当下就是此时、此处、此刻、此在。
那天，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参加为庆贺明生大和尚升座而举办的“梵音颂和谐”音乐晚会，听歌唱家
蒋大为唱《天堂在哪里》，他说，天堂就在你心里。
我说，天堂在和谐者的心里，天堂在和谐者的行为之中。
和谐不在说，不在呼吁，不在祈求。
和谐就在当下，直下，直下是直下自觉，直下肯定，直下呈现。
这才是觉悟者的和谐，这才是真真实实的和谐，这才是鲜活的和谐的生命。
　　成功靠什么？
西谚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肯定有一个坚强的默默无闻的女人。
”这可能是部分真理。
佛教讲“众缘和合”，众缘成就，也就是众缘和谐。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有了万事俱备的前提，若是只欠东风一个条件，依旧不能成功。
有的人，尽管他很努力、很卖力、很勤力，可是这努力、卖力、勤力与结果之间往往存在着一条巨大
的鸿沟，既不快乐，又不成功，这就是因为缺少了和谐。
我认为，一个人真正的成功，就在于个人、家庭、集体或社会与事业之间的和谐。
　　人类的共同利益是什么？
禽流感（H5N1）、非典（SARS）、疯牛症，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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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是怎么来的？
海啸、矿难、干旱、洪水，以及水污染、空气污染等种种灾难是怎么来的？
你摧残植物的生机，它就会给你一片荒芜。
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一个“环境保护局”的国家机构？
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失去了和谐，我们还能生活得太平吗？
我们的古人，常讲“天下太平”。
什么叫太平？
太者，大也。
太平，就是大宇宙、大平衡、大合作、大和谐。
可见，和谐、和平、和合，才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目标。
一切国家、一切宗教、一切人，都应该为社会和谐、为世界和平、为人际关系的和合，作出应有的贡
献。
可是，在这个利益冲突、分崩离析、危机四伏的现实世界上，为什么总是有一些人竟会违背自己的直
接利益，甚至破坏自身的利益去做出不和谐，甚至伤害和谐、拒绝和谐的事来呢？
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深刻反思自己了。
　　人为什么必须反思自己？
在20世纪，科学技术确实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这种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的结果，也把自然环境跟人
类自身的关系给模糊了，甚至颠倒了。
一方面人类要征服自然，另一方面人类也增长了狂妄、傲慢、自满，增强了放纵欲望的暴力。
最新的科学成就，固然解决了不少历史上的老问题，却也带来了不少新的条件下的新的问题。
新的问题有时可能比老的问题更严重、更可怕。
一千多年的历史古迹巴米扬石佛被炸毁，美国“9·11”事件震惊全球，由此而后一再出现的各种社会
危机，反映了什么？
物质丰富了，精神萎缩了，心灵荒漠化了，环境遭受了巨大的污染，心灵也同样遭受了可怕的污染。
社会财富分配引发的诸多社会抗争，“我不想活了你也别想活”的种种伦常悲剧，可能让我们付出了
更可怕的代价而不自知。
现代人无法控制的非典（SARS）、禽流感（H5N1），以至海啸、地震、干旱、洪水、沙尘暴、水污
染、空气污染，其原因归根到底，是人类不能控制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贪嗔痴，不能控制自己无
限膨胀的欲望：侵凌、占有、强取、豪夺、赶尽杀绝、报复、泄愤，甚至连“同归于尽”也成了不择
手段的欲望。
对待上述种种社会不和谐一一恶斗虐杀，害人害己、内耗内伤，我们能不反省自身、反思自己吗？
人类必须作出心智的反思、道德的反思、文　　明的反思。
我们都说“地球村”，既然成了“村”，一村之内，岂有不和谐之理？
面对现代社会的现代问题，我们佛教徒的责任是什么？
佛法不是神学，佛教徒不是产生神迹的灵媒。
佛法是生命关怀与关怀生命的真理和方法。
西塞罗说：“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拉了回来，引入城邦甚至家庭之中，使之考虑生活和道德
、善和恶的问题。
”那么，我要说：“释迦牟尼第一个把智慧、把宇宙人生的真理从天上拉了回来，引人人间，使我们
懂得缘起性空，懂得慈悲和谐，懂得关怀生命和生命关怀。
”自心的和谐，人与众生的和谐，正是佛教文化与佛教文明最丰富的精神资源。
佛教与其他宗教的不同处，就在于佛教致力于心的自省、心的自悟、心的忏悔、心的清净、心的深入
与完善。
它是用智慧去启发人、感化人、引导人。
不仅佛教徒，即使非佛教徒，或不信仰佛教的人，也能接受佛教的影响，就因为佛教不是从功利的立
场，而是从心灵彻悟的立场去帮助人、开导人。
不论你是否信仰佛教，你都有可能唤醒自己的和谐自觉，都有可能提升自己心灵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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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自身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自律精神和学习佛陀的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奉献精神，无
疑是有益于人类，有益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法句经·心意品》中说得好：“轻躁难持，唯欲是从；制意为善，自调则宁。
”轻率、浮躁、欲望无度，这是社会的通病。
只要把握好从善的方向，自我调整、调顺、调伏、调柔，一句话：调心。
妙哉，自调则宁。
“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妙德，总在心源”（四祖道信语）。
只要心调整好了，心安、心定、心净、心宁，不受外境的干扰和影响，“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
，那就是智慧，福德。
安心就是吉祥和谐，好事皆可圆满。
据说西方哲学史上有一句名言，叫“认识你自己”。
而“认识自己的无知”则为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
那么，联系我们自身，认识自己的无知，我想首先就应该认识自己对和谐，对“自调则宁”的无知吧
。
自调则宁就是自己内心的和谐，就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就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决定自己，自己照顾
好自己。
　　人的成功，离不开和谐，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也离不开和谐。
和谐是人品识见，和谐是高风亮节，和谐是人格风范，和谐是清净无染，和谐是生命境界。
让我们把佛陀的教化带给人间，带给法界众生，愿人人唤醒和谐自觉，愿人人提升心灵素质，这是今
天人间佛教的新的实践课题，也是我们佛教徒义不容辞的责任。
　　和谐是生存的智慧　　作为香港佛教界的代表，我首先向今天与会的大善知识、诸上善人致以崇
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我非常感谢本年度六宗教思想交流会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宏大的主题——宗教信仰与和谐家
庭。
　　说它非常重要，因为，这很现实，是生活中的现实，是具有社会普遍性的现实。
　　说它十分宏大，因为，家庭问题的探讨，涉及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不可能没有“家”的人。
既涉及“家”，又涉及“人”，就不简单了。
这不仅会涉及到道德、伦理、法律、人生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诸学科，而且还不能脱离了
历史的、时代的考验。
　　比如，在中国文化中，我们的古人强调修身齐家。
首先是修身齐家，而后才是治国平天下。
那时，讲五伦，守五常，重孝道。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富贵人家，克绳祖武，兰桂齐芳；贫寒之家，菽水承欢，不弃糟糠。
嫁过去，白头偕老；娶回来，终身不二。
所以，古时候，数代同堂，儿孙绕膝，瓜瓞绵绵，天伦共享。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你死我活，城头变幻，历史早已旧貌换新颜。
《红楼梦》里贾母、贾政的那个家庭，《雷雨》里周朴园的那个家庭，《家·春·秋》中觉新、觉民
的那个家庭，甚至黄世仁的家庭、杨白劳的家庭，电视剧《大宅门》的那个家庭，都已成为历史烟云
，随风而去。
要说，也只是作为艺术作品和历史回顾而留在舞台和荧屏上吧。
　　在今天的现实中，人们还是不能不面对市场经济、面对商品社会、面对竞争压力、面对当代的价
值观。
我们的古人。
可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的单亲家庭、丁克家庭、混合家庭（离了婚的男女双方，再婚了，太太带了与前
夫所生的子女过来，先生也有与前妻所生的儿女，同父异母的姊妹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又合成一个混
合的家），还有什么同居、分居的家庭，种种形态，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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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哲学家、社会学家要惊呼：严格意义上的家庭正在解体。
还有人担心，家庭在现代社会中所占地位极低，甚至有人忧虑家庭是否会崩溃。
　　今天强调社会的多元，也尊重社会的多元。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形态的多元，不是今天的现实吗？
娜拉出走后，就不会再婚吗？
无论怎么变，家庭的基本成员，离不开夫妇。
有夫妇就会有儿女。
有儿女必然有父母。
夫妇（父母）儿女，这就是最基本的家庭。
一个人的成长，犹如一棵小草、一株树苗，家庭就是他赖以生存的最早的土壤。
除了孤儿院的儿童，父母总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第一位启蒙者。
人的教养，人的人格教育也是从家庭开始的。
父母的生养之恩，劬劳之苦，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也不应忘记的。
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具有历史悠久传统的家庭，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才有了国与家的坚强的感
情纽带。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君父情结，几乎就是建立在“家”的基础之上。
　　可是，历史无情。
所谓现代物质文明，市场价值，功利主义，把传统的家庭观念雨打风吹去，让我们不能不付出沉重的
痛苦的代价。
今天的家庭危机，正是社会危机的一个缩影。
家庭中的人，也是社会的人。
家庭中人与人的关系（夫妇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也是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一部分。
而且是最有血缘、情缘、亲缘的关系。
难道这不应该是最具亲和力、最具凝聚力、最能成为一个整体的一种人际关系吗？
血浓于水。
自古夫妻叫结发同心，夫妇和而家道成。
父子（父母子女）叫情逾骨肉，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兄弟叫情同手足，世界最难得者兄弟。
诗歌绰绰，圣训怡怡。
一家之桐木称荣，千里之龙驹谁匹？
所以自古名言：家和万事兴。
夫妇如琴瑟和谐，父子谓麟趾呈祥，兄弟则棠棣竞秀。
不管世事如何变迁，社会如何跌宕，家庭的形成与成员结构如何不同，亲情都应该得到认知。
　　可是，不对了，今天的现实并非如此。
一首流行歌曲唱得人心怕怕：“说的话可以不算，爱过的可以重换。
你的信，一撕两半，你的情，一刀两断。
”相爱容易相处难，夫妇不稳定，琴瑟不和谐，家庭走向破碎，冰炭不能同炉，骨肉成仇，亲情疏离
，社会的核心——家庭出了问题，社会这个大家庭的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冷漠，就可想而知了。
今天六宗教思想交流的主题，说它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在这里。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最讲财富了。
那个“福布斯”排行榜，几乎每天都在拨算盘。
不过，那是有形的财富，是身外的财富。
有形的财富，何如无形的财富？
身外的财富，何如生命之内的财富？
物质的财富，何如心灵的财富？
　　宗教信仰，正是心灵的财富。
心灵的财富，才是人生真正的财富，人生最为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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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常讲“法治”，即依法行政，以法治国。
立法，司法，不错，法律可以规范人的行为，可以制止人作恶犯罪、作奸犯科。
可是，法律不能规范人的思想，不能规范人的心灵。
我们的古人强调以德治天下，今天也叫以德治国。
不错，五讲四美，上海市的七不规范，还有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我们许多人都耳熟能详
，能倒背如流。
可是，理论与现实画不上等号，并不因为有了道德标准，有了道德知识，有了道德要求，人就道德化
了。
现实的人，既不完善，也很吊诡。
你看，言不由衷，口是心非，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言行不一，口蜜腹剑，思想出轨，失去理性。
那理论的美好、道德的高大、伦理的规范时时被情绪的失控、无明的冲动、一念的迷误而践踏得体无
完肤。
这时候，家不成家，人不像人，世界好像颠倒了。
这不是理论不好，道德无力，法律有漏洞，伦理有缺憾，不是，不是，而是人的心，出了问题。
荀子愤而说：人性本恶。
我们的兄弟宗教说，这是人的原罪。
从我们佛教来说，无明覆盖，业障所据，贪嗔痴三毒所害。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宗教的课题了。
净化人心，自净其意，出迷入悟，断惑证真，心净则国土净，这就是我们佛陀的教化，三宝的庄严殊
胜，亦即我们佛教徒的人生使命了。
　　《法句经》第十四品第七条说：　　圣者极难得，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出生圣者，但圣者出生的家
庭必和乐兴旺。
　　注释这条经文的有一个故事：阿难尊者有一天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我们的导师佛陀告诉我们：纯
种的大象只生长在参达塔和优萨陀种中；纯种马只生长在信度种中；纯种牛只生长在优莎帕种中。
这，他只告诉了我们有关纯种象、马、牛的事，但他未提及最尊贵的人到底生长在何处。
经过一阵思考后，阿难尊者就前去向佛陀请教这个问题。
佛陀回答说：“阿难，最尊贵的人并不生长在某一个特定的家庭中。
但，最尊贵的人生长的家庭，必定和乐兴盛。
”说得多好！
并不是每个家庭都生出道德高尚充满智慧的人，而是道德高尚最具智慧的人只能出生在和乐兴盛的家
庭。
　　《法句经》第十四品第七条说：　　诸佛出生世间，令人喜悦；佛法在世间弘扬，令人喜悦；僧
伽和合，令人喜悦。
比丘持戒，令人喜悦。
　　注释这条经文的也有一个故事：一群比丘在讨论“幸福是什么”，他们明白，不同的人对幸福的
理解并不相同。
所以他们说：“有人认为拥有国王般的财富和荣耀，就是幸福。
但有人则认为感官的享受才是幸福。
还有人认为得尝美食才是幸福。
”正当他们热烈讨论时，佛陀来了。
佛陀在明白他们讨论的话题后，说：“比丘们，你们所说的那些喜乐无法使人解脱苦，在这个世界，
幸福的来源是：佛陀出现世间，有听闻奥妙佛法的机会和比丘们和谐相处。
”　　太好了。
前一段经文前一个故事，提出的是最尊贵的人出生在什么家庭，答案是和乐兴盛的家庭。
这一段经文这一个故事，提出的是什么才是幸福，答案是三宝俱足。
这两者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一个尊贵的人，也肯定是最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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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幸福的人也肯定是有宗教信仰的人。
两个故事的共同点，恰恰就是佛陀都提到了“和”。
一说和乐，一说和谐。
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佛陀提示给我们的生命的智慧。
　　家庭的和谐，是全家的幸福。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人的幸福。
社会的和谐，是全社会的幸福。
一个幸福的家庭，失去了和谐，还有什么幸福可言？
一个不幸的家庭，很可能就因为失去了和谐。
　　和谐在哪里？
和谐不是商品，你有钱买不到。
和谐不在别人那里，你去找也找不着。
和谐只能在你自心，和谐是你内心的创造。
这个内心的创造，只能源于你对和谐的觉醒。
你有和谐的觉悟，你才有和谐的认知，才有和谐的坐言起行，才有和谐的人格健康。
所以，我说和谐是佛陀教化我们的生命智慧。
　　和谐不是没有矛盾，不是没有冲突，不是没有烦恼。
有矛盾，能自我平衡；有冲突，能自我化解；有烦恼，能自我解脱。
佛教讲慈悲喜舍，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因此，人只有舍弃自己，让自己融人整体，确切地说，人
应该学习佛教的包容性、宽容性，能互谅互让，慈悲待人。
不能包容，不能自我平衡，就永远无法和谐。
包容就是尊重别人。
尊重别人就是尊重别人的不同点。
宽容就是宽待别人与你的分歧。
只有包容、宽容，才是文明，才是礼貌。
礼貌与文明就是一个人的道德习惯。
　　我们养成了道德习惯，构建了内心的和谐心态，那么，舍弃自己，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依靠自
身内在的能量，自我平衡，自我修养，超越自我。
自我内心创造了和谐，才能实现家庭和谐，继而实现与社会的和谐，与自然的和谐，这才是真正的解
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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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觉真法师以简单的故事，演绎复杂而抽象的概念，发人深省，又借着简洁的比喻和精妙的解释，
以佛法深入浅出，润泽心灵⋯⋯　　潘宗光教授，全球著名科学家，香港理工大学校长，两次获得诺
贝尔化学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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