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宽念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心宽念纯>>

13位ISBN编号：9787309065268

10位ISBN编号：7309065263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出版社

作者：证严法师

页数：229

字数：115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宽念纯>>

内容概要

本书是证严法师的一部随笔集，以讲述一个个小故事的方式，阐述了人生一些最基本的道理，如：什
么是真正的富有，人生为善最美，惜福才有福报，何为最幸福的人生，等等。
证严法师说：心宽是善，念纯是美，心宽念纯就是美善，就能令人欢喜；这就是人文的根本。
 作者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期待更多的人，以真诚的爱心、纯真的宽大的心胸，共同成就美善的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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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证严法师，“普天之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普天之下，没有我不信任的人”；“普天之下，没有
我不原谅的人”。
普天三无，这一句心包太虚与气度恢弘的开示，来自证严法师美善与坚定的心灵。
一九三七年，出生于台湾台中的清水镶。
一九六三年，依印顺导师为亲教师出家。
师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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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真正的富有　　人之所以不得自在，多数是因为得失之心，一般人若是有所付出，就希望有所
回报。
所谓：“富者患失，贫者患得。
”　　家庭贫困或是有欠缺的时候，就会斤斤计较，想“得”到心中所要的。
富有的人拥有财富、地位，却也时时担心有所损“失”，这都是人生不得自在的原因。
　　当佛陀在舍卫国时，地方上有一位长者，这位长者有个独生子。
长者给儿子非常富裕的生活，但是这孩子却非常贡高傲慢、欲望很大，对父母不孝顺，对亲戚长辈没
有恭敬心，对朋友没有一点仁义，对家奴非常的刻薄。
　　年迈的长者把家业付托给儿子，他却变本加厉，对父母更加不孝，目无尊长。
事实上，他的内心也很不快乐，他贪得无餍地想：我今天有这么多财产是与生俱来的福，只要我再多
求福，天神自会赐给我更多的财产。
所以他时常对婆罗门梵志布施结缘，但这是为了求取福报，以得到更多的钱财。
　　婆罗门梵志对他说，一个月要祭祀多少次，他总是言听计从，几乎每天摆香案祭天，而祭拜的牲
礼无数，并供出许多珍宝。
如此经过了五年，他的家财却慢慢消耗掉，他的青春消逝，身体也慢慢衰弱了，但他的期待从没有实
现过。
　　不放弃的他，仍继续求财，如此又过了三年，他已经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这时他心中很疑惑：
为什么我一直求福，却从未得福？
后来他听人说，释迦牟尼佛能开解众生的迷惑。
于是他到精舍向佛陀请示，恳求佛能赐他致富之道。
　　佛陀知道他的生活情况及心态后，就告诉他，贫富之道有四种，所得也有四种：一是施多得少；
二是施少得多；三是施多得多；四是施少得少。
　　佛陀解释说：“什么样的人是施多得少呢？
就是平时不知付出爱心，只是一心求福。
这种人平时不知敬重尊长，不曾孝顺父母，连做人的基本观念都没有，却想要求福，这样的人尽管花
了很多钱祭祀，还是无所得啊！
第二种施少得多，是当众生需要你时，能及时付出而不求回报；无求的心就是无量的功德。
第三是施多得多，别人的事，他能身心投入、出钱出力，心无所求却能得到丰足的回报。
第四种是施少得少，这种人甚是悭贪，布施一点点，却认为已布施很多，并计算着自己有多少功德，
这种有所求的付出，布施出去不仅没有得到功效，相反的还会造业啊！
”　　听佛陀的开示，就知道平时做人最重要的是孝顺父母、敬重尊长、亲爱周围的人，甚至要福利
人群，这才是真正造福的根源。
假如为了“求”福而布施，甚至伤害生灵祭天，则没有福可得啊！
总之，最要紧的是：不要有得失之心。
　　3圈圈里的人问事　　求道会理的“理”究竟可否说得清楚？
用说的实在很难说得出真理，用写的也无法表达得很微细，真理只能用心去会意、去了悟。
其实，日常生活的种种脱离不了真理，举手投足也离不开佛法，佛法包涵世间法，世间人每天都生活
在方法中，而方法即是佛法。
　　有一句话说：“佛法不离世间法”，若舍离世法而要去寻找真理，难免堕入迷惑的人生。
以前有三位年轻的出家人，皆很有智慧，他们的领悟力很强。
当时有一位慧忠国师；既被称为“国师”，可见他智慧超凡。
三位年轻的出家人，经过几个月的时间，风霜跋涉，要向慧忠国师请法。
　　半路上，其中一位用竹条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告诉另外两位说：“若能体会其中之理，
才可以走过去！
"有一位出家人就坐在圆圈之中，另一人则很虔诚地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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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圈圈的人说：“既然这样就不需要去了！
”　　其中一人问道：“为什么？
”他说：“这个动作其实也含藏道理，表示万法真理离不开圆融的包涵，天地字宇宙之间，所有的道
理就是一个‘圆’字！
”的确，不论是生、老、病、死，或成、住、坏、空，都没有离开宇宙真理的大圈圈，悲哀、痛恨、
爱，也都是圈圈里的人间事。
那一位往圆圈的中间一坐，表示他了解万法无不在圆融之中。
另一位作势礼拜表示内心虔诚，不著于相，有相之中皆无著，这就已经表达了真理。
　　难怪同行者说：“那就不用去了，因为道理你们都了解。
”　　当时的慧忠国师说法时就是以圆圈来做教法，而求法的人也以圆圈为法，既然彼此都有相同的
法，何必再求呢？
　　道理了解透彻后，真的也没什么可说的。
　　人情冷暖，世事本来就很现实，平常付出多少，到时候就会还你多少；如果完全没有付出，或者
只付出一点点，这样一手出、一手进就没有了，还能要求什么？
　　生活周围无不是可以付出良能的机会，一切法应用得好，都是真理妙法，都可以使我们快乐、心
安自在。
　　真理妙法靠我们的心去“心会意悟”。
总之，佛法在周遭的生活中，不用到很远的地方求，佛法在心中，自在就是佛法，把良知良能运用得
欢喜自在就是妙法真理。
　　4现在不做，等待何时？
　　生命可贵，贵在于善加使用，一个人到人间来，若没有发挥生命的功能，真是白来人间走一趟。
从前一些修行者的领会及观念，确实可以做我们的榜样。
　　日本有两位修行者到中国求学，他们走遍全中国的丛林，想求得真理，以证悟生命的奥妙。
但是，他们走过很多丛林道场，却仍然觉得迷茫，找不到可以启开心门的方向，几十年的时间白白过
去了，后来两人商议道：“我们已经空过几十年，若是空手而回，那太不值得了，我们分头去找，也
许能早点契悟！
”于是两人分别寻找理想的道场，及最能领受的教法。
后来，其中一人身体不适，就在一座大丛林里挂单，他病得不轻，因此传出消息，要找寻另一位修行
者。
　　几年后，终于找到他的同参。
同参见到他，问道：“这丛林的大和尚，有没有传法给你？
”病僧说：“没有，还是白忙一场！
”同参也说：“我也仍未找到妙法。
”　　为了方便照顾，同参行脚僧也留下来挂单。
他看到厨房有位老修行者，又老又驼背，但是每天仍勤劳地为大众煮饭。
有一天午斋之后，大家都休息了，只有老修行者拿了一大包海苔去晒。
正午时刻，老修行者慢慢地将一张张海苔铺开来晒，虽然热得满身大汗，但是他还是专心认真地做。
　　行脚僧看了很不忍心，就靠近问道：“老和尚您几岁了？
”　　老修行者抬头说：“今年六十八了！
”　　“这工作怎么不叫别人做呢？
”　　“别人是别人。
别人做的，就不是我做的！
”　　“为何要在大太阳底下做呢？
"　　老修行者说：“现在不做，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　　就这两句话，行脚僧顿有所悟。
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六十八岁的老和尚仍长期守在厨房做粗重的工作，还那么辛苦地忍受日晒，“别
人做是别人的，不是我”，公修公得，婆修婆得；像吃饭一样，自己吃自己饱，简单的话，有心人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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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就是“法”。
老修行者做事不假手他人，亲力亲为，他不敢浪费生命，分秒发挥身体的功能，这就是“修行”！
　　“现在不做，等待何时？
”让行脚僧体会到“人生无常”，人命在呼吸间；的确，若不把握当下的时刻，要等到何时？
　　他走遍大丛林，却在一位老人平常的生活动作中得到启悟，于是决定回日本发扬佛教的真谛。
　　什么是真法？
能认清生命的真谛，发挥人生的功能价值，这就是体悟的人生。
　　5钻石与粗石　　曾有人向我诉说他心中的委屈——他的朋友如何折磨他，令他充满烦恼。
　　我就问他：“钻石从哪里来？
”　　他说：“从矿里来的。
”　　“矿也是石块吧？
这颗钻石要如何从矿石变钻石？
”　　“要磨啊！
”　　“对了！
两块石头，一块是磨人的石头，一块是被人磨的；请问你要做哪一种？
”他想了一下，恍然大悟，很高兴地说：“师父，我懂了，我应该耐心地被人磨、磨、磨，才会发光
，被人磨的钻石会发光、有价值；磨人的石头会减损，是一块粗石。
”　　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抱着感恩心，接受磨炼并且感恩对方。
智慧就像钻石，但它包覆在矿藏内，若不经过切、磋、琢、磨，怎能让本质光彩显现出来？
　　我们学佛必定要具足六度，而且必定要抱持长久心；真正有耐力，经得起磨炼，不断地精进、付
出。
“付出”是一种带动力，拜佛、打坐、念佛，这也要付出，付出体力、时间，并且调整自己的心，不
起心动念，可以常常用心地付出，修行就会一天天进步。
　　在《阿弥陀经》中提到：“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么简单几句话，其实就够我们
修三大阿僧祗劫了！
　　总要经得起磨炼，成就了福德因缘，才能渐人佛境。
　　曾有人告诉我：“娑婆世界人口愈来愈多，快要爆满了，是不是赶快修行到极乐世界去？
”假使大家以为西方极乐世界很容易到达，可能西方极乐世界人口会非常密集；那里的空气也可能变
得污染。
我想还是先做好心理环保，到了那边才可能永远清净。
　　6丑公主的因缘　　平时待人，要培养柔和的声色，声音柔和，让人听起来很顺耳；同时不要膨
胀自己，应该自我缩小，则每个人看你都觉得很顺眼。
慈济委员常用微笑当“面霜”，难怪走到哪里都得到别人的赞叹。
　　早期慈济到大陆赈灾，工作人员曾访问当地的高级干部，他们说了许多对慈济感激的话，其中有
一句话说：“慈济带了物资为灾民解决困难，但我们最大的受益不是物质，而是精神，一股爱的精神
与和善的气质，这种文化形象带给我们最大的受益。
’’因为台湾去的慈济人，每个人都很有秩序，面带笑容，人人相处得很和谐。
　　轻声细语、彼此关怀，这不只能教育自己，关心周遭的人，也能影响素不相识的人。
佛陀也说：“我们要结好人缘，最好的方法是去除怒气，不起瞋恚，还要以慈心待人，慈言爱语对治
嗔恚。
”嗔恚不只现在别人看见你会不高兴、远离你，还会遭受来生丑陋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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