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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说，学佛就是学做人。
学做一个好人。
学做一个明白人。
　　可能有的人会问。
不学佛不是照样可以做人吗7做人为什么要学佛呢？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
做人就贯穿了我们的一生。
可以说。
做人是我们终生的职业，而且这职业的特殊性还在于。
我们无法请假。
无法辞职。
无法将属于自己的工作移交给别人。
所以。
如何将人生过得更好。
过得更有意义。
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也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
在世间几十年的生存时间。
看起来似乎很长。
但如果和人类的历史、宇宙的历史相比。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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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说做人的道理》学佛就是学做人，学做一个好人，学做一个明白人。
做自己的心灵治疗师，健康心态，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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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下的地势不同，眼界就会不一样如果不持守道德戒律，就会逐渐放纵自己所谓修行，实际上就是做
好无数的小事情永远要宽恕众生，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快乐和痛苦都不是永恒的永远不去看众生的过
错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快乐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心中装满自己的看
法与想法，就会听不见别人的心声毁灭人只要一句话，培植一个人却要千句话当你劝告别人时，若不
顾及别人的自尊心，那么再好的言语都没有用不要在你的智慧中夹杂傲慢，不要使你的谦虚心缺乏智
慧嫉妒别人，不会给自己增加任何好处如果想减少痛苦，重要的是改变态度用坚定和温和的态度表现
不满，你就不会招致憎恨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得不到的东西，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那是
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这个世间只有圆滑，没有圆满保持内心世界的宁静，是一种修养多一分心力去注
意别人，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如不懂控制必将带来无穷烦恼得失从缘，心
无增减智者改过迁善，愚者文过饰非善恶之间取决一心在你贫穷的时候，就用身体去布施以幽默的态
度处事，日子会好过一点拥有一颗慈悲仁爱的心，可以使你变得更加美丽我能为你煮东西，但不能为
你吃东西不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那样会很痛苦人不是坏的，只是习气罢了说一句谎话，何必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被批评和毁谤凡事尽己所能认真去做，才能问心无愧广结
众缘，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人当你的心趋向恶时，地狱之门便打开了；当你的心趋向善时天堂之门则
打开了对人恭敬，就是在庄严你自己仇恨永远不能化解仇恨，只有慈悲才能化解仇恨安忍一事，能带
来大福大乐只有面对现实，才能超越现实金钱要布施于穷人，才有快乐学佛不是对死亡的一种寄托，
而是当下就活得自在和超越善恶要自己去选择，生命要自己去掌握要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必须要接受
世上所有的人都会死去的观念．人生的第一件事，应是追求智慧无事莫把闲话聊，是非皆因闲话生大
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活在别人的掌声中，是禁不起考验的矫正他人的
行为，而不应舍弃他财富并不是因为拥有很多，而是要求的很少幸福来自无限的容忍与互相尊重每天
平安地活在世上，已是一种幸福不要让恶污染你的心争辩中获得的胜利，没有任何意义不要陷入言辞
的境地，使自己迷惘不做任何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就不容易给予他人同情欲为诸佛龙象
，先做众生马牛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一个人在内心怎样看待自己，在
外界就能感受到怎样的眼光安详愉快的心境，每个人都会受到感染和滋润看事物，眼光要大如空中的
飞鸟，也要小如地上的爬虫调伏我们的心，使自己不生气、不恼怒心境若不清扫，思想就会蒙上尘埃
以外物为重，行为也因此显得笨拙犹豫忘我使时光永恒，品行升华佛法无处不在，不必非在完美中求
索如果有了明确的目标，人生之路将不会走得那么沉重良好的习惯，是良好行为的种子应迟缓而做之
事，则迟缓做之；应急速做成之事，则急速做成之我们的心受到污染，要以忏悔的法水洗涤，心地才
能清明要训练自己有更大的担当力和责任感要成为快乐的人，就要做真实的自己，在做真实自我的同
时也要为别人着想事有难易，心无难易世间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闭上眼睛，眼下自有更宽广的世界展
现持平常心处于世，永立于不败之地如果心中没有快乐，即使走遍天涯海角，也永远不会找到乐土不
要不断自觉，自觉才会进步人生有四字秘诀：前半生“无畏”，后半生“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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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脚下的地势不同，眼界就会不一样　　宋代苏东坡到金山寺和佛印禅师打坐参禅。
过了一会儿，苏东坡觉得身心通畅，觉得自己的“禅功”已经入门了，于是问禅师：“禅师！
你看我坐的样子怎么样？
”　　“好庄严，像一尊佛！
”　　苏东坡听了非常高兴。
佛印禅师接着问苏东坡：“学士！
你看我坐的姿势苏东坡从来不放过嘲弄禅师的机会，马上回答说：“像一堆牛粪！
”佛印禅帅听了，没有动怒，只是坦然一笑。
　　禅师被喻为牛粪，竟无以为答，苏东坡自以为赢了佛印禅师，于是逢人便说：“我今天赢了！
”　　消息传到他妹妹苏小妹的耳中，苏小妹就问苏东坡：“哥哥，你是怎么赢了禅师的？
”苏东坡眉飞色舞、神采飞扬地如实叙述了一遍。
　　苏小妹天资超人，才华出众，她听了苏东坡得意的叙述之后，正色道：“哥哥，你输了！
禅师的心中如佛，所以他看你如佛，而你心中如牛粪，所以　　苏东坡哑然，这才恍悟自己的禅功不
及佛印禅师。
　　苏东坡修习“禅功”，稍有进步，便以为自己已达高等境界，以为别人都不如自己。
生活中有许多像他这样的人，他们总看到自己的优点，自己稍有讲步，尾巴就翘到天上，开始自我膨
胀，拿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如井底之蛙，以为自己看到了天，却不知自己看到的只是井口。
　　有一句俗话，叫做“一碗不满半碗荡”，说的正是这种人。
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眼界限制了他们。
　　孔子说过：“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脚下的地势不同，眼界便会不同。
　　就个人表现而言，有的人了解局部情况，有一技之长，便开始沾沾自喜，自以为了不起；但是如
果知道天下的事情、人间的大道理，才会明白：强中自有强中手，山外还有高山在。
　　古人有言：“学然后知不足。
”人要进步，关键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尤其要知不足。
古人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还说：“学海无涯。
”连苏格拉底那样知识渊博的人都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
”　　肚子里有货的人，恰如佛印禅师那样，不会去四处夸耀，因为他们反而更加能认识到自己的不
足。
也正是这样的态度，使他们不断提高自己，达到了比其他人更高的境界。
　　相反，那些只看到别人缺点，看不到自己缺点的人，却以为自己已达到了顶峰，往前再没有路了
，也就觉得进步没有必要。
因此他们除了自我欣赏之外，也不会再有什么出息了。
　　如果不持守道德戒律，就会逐渐放纵自己　　如果人不持守道德戒律，就会逐渐放纵自己，好像
藤草滋长蔓延，以至于不可收拾。
欲望多了，藤草也就爬满了自己的心灵，精神便被压榨了出去，痛苦与烦恼会与日俱增。
无限度地要求满足自己的欲望，自然会违背社会的公德，做出越来越多的恶劣行为。
　　人类的根本欲望是食与色。
肉体所表现出来的是追逐情欲的满足，精神所追求的是安静与祥和的境界。
精神控制情欲的过程，就是持戒，就是升华，就是修行。
做到了这一点，就是真正的道德君子。
　　从前，有一位师父和小和尚一起下山化缘。
　　当他们走到一处小溪流的时候，看见一位美丽少女在那里踯躅不前，小溪水不深，但踩脚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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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全，少女显出恐惧的样子。
　　“来吧！
小姑娘。
”师父说。
然后蹲下背，就把少女背过了小溪。
　　小和尚跟在后面，心里感到非常不悦，一直都沉默不语。
到了晚上他实在忍不住，就对师父说：“我们出家人受了戒律，不应该近女色的，你今天为什么要背
那个姑娘过河呢？
”　　“你说那个姑娘呀！
我早就把她放下了，你还抱着吗？
”　　师父心怀坦荡，未觉得姑娘不可怀抱，而小和尚心有欲望，不抱却似抱，这就是欲生邪。
　　那些守持戒律的人、遵守道德的人，在心理上是自在自得的，烦恼也就无从得入。
他们晚上睡下来，会睡得安稳，不会因为良心的不安而做噩梦。
　　佛告诉我们：学佛是对自己的良心交代，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官，你骗得了别人，却永远骗不了自己的良心。
　　良心是一位菩萨，自私是一位恶魔。
每当菩萨与恶魔交战时，便是人类最痛苦的时候，利与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一念之间。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恶魔无所不在，许多人为了名利，昧着良心做事。
那么，良心到底是什么？
它在我们的社会中，占有多重要的地位呢？
　　良心是心中本来就有的是非心。
如果每个人都本着良心做事，不贩卖烟毒，不走私抢劫⋯⋯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清明干净多了。
　　有一对姐妹在超市购物时，顺手拿了不该拿的东西，由于人潮拥挤，她们做了漏网之鱼。
走出店门，妹妹不安地打算回头付账，姐姐却说：“都已经走出来了，何必付账？
”　　妹妹说：“不付账，我的良心会不安。
”说完，还是回头付了账。
过后看到找回的钱，忽然高兴地对姐姐说：“你看，老板多找了我30元！
”　　这对姐妹，拿了人家的东西没有付账，已经错了，走出店门，能马上回头弥补，是难能可贵，
可见妹妹还有一点儿良心。
可是妹妹在老板失误多找钱的情况下，不但不坦白退钱，反而占为己有，沾沾自喜，可见妹妹最后也
起了贪念，真是可惜！
　　我们常用“道貌岸然”批评一个人，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反省一下，是不是在本着良心做事？
我们要从行小善和戒小恶做起，凡是违背良心的事，绝不可为。
心中要有切切实实的觉悟，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所谓修行，实际上就是做好无数的小事情　　钟，是寺院里的号令。
清晨的钟声是先急后缓，警醒大家，长夜已过，不要再放逸沉睡；而夜晚的钟声则是先缓后急，提醒
人及早休息。
所以，寺院一天的作息，是始于钟声，止于钟声。
　　有一位老和尚在一天清晨，听到阵阵悠扬的撞钟声音，不由得特别专注地竖耳聆听。
待钟声一停，他就忍不住召唤，问道：“早晨是谁敲的钟？
”侍者回答：“是个新来的沙弥。
”于是老和尚问新来的沙弥：“今天早晨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敲的钟？
”沙弥不知道老和尚为什么问他，便回答：“没有什么心情。
”老和尚问道：“不会吧？
你在敲钟时，心里一定想着什么。
因为我听到今天的钟声，是非常高贵响亮的声音，那是真心诚意的人才能敲出的声音。
”　　小沙弥想了想说：“其实没有想别的，只是我尚未出家时，家师时常告诫我，敲钟的时候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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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钟就是佛，必须虔诚斋戒，敬钟如佛，要用人定的禅心和礼拜之心来司钟。
”老和尚听了非常满意，再三提醒道：“以后处理其他事物时，千万不要忘记保持今天的敲钟的心态
。
”　　敲钟，对于修行来说，似乎是一件小事，但是却不可以因为它小而将它轻视。
生活中的许多小事也是如此，小，并不意味着不重要。
　　最伟大的生命，往往是由最细小的事物点点滴滴汇集而成，生活的溪流往往是由琐屑的事情、无
足轻重的事件，以及不留一丝痕迹的细微经验汇集而成，正是它们构成了生命的全部内涵。
　　在一般人心中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只要大事做得好，小事是否做得好，并没有什么大关
系。
他们又认为只要不做大恶，有些小事虽然做得不很合理，也没有什么大害处。
这种错误的观念其实对我们是很有害的。
　　小事是构成大事的材料，没有小事就没有大事。
一座金碧辉煌的大建筑物，是由千万块微小的木材、石块、砖瓦建成的。
没有那些微小的材料，就不会有那座雄壮伟大的建筑物。
同样，一件大事的成功也是由许多琐碎的小事集合而成。
如果一个人在那些小事上都做，不好，如何能希望他成大事？
　　成大事的种种资格都是由小事上学习锻炼出来的。
一个人必须在小事上学会忠心、殷勤、精细认真、坚忍、有恒，不因循敷衍、不有始无终、不见异思
迁、不遇难而退，到了大事当前的时候，他才有能力去应付它们。
　　从不好的一方面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如果一个人在小事上习惯了说谎、欺骗，你怎能指望他在大事上诚实正直？
如果一个人在小事上苟且贪污，你怎能指望他在大事上清白廉洁？
在同学当中总喜欢打别人一拳、踢别人一脚的学生，一旦成人，往往会横行乡里，鱼肉四邻；在家庭
中对父亲不孝的人，到社会里往往对朋友不义；在小事上虚伪、自私、贪婪、强暴、淫乱、放浪的人
，在大事上往往不会诚实、慈爱、清廉、温和。
　　因此，我们修行的工夫，就是要从小处着眼。
所谓修行，实际上，就是做好无数的小事情。
　　永远要宽恕众生，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白隐禅师是一位修行有道的高僧。
曾经有一位妇人带着女儿，在白隐禅师住处附近开了一家杂货铺，这个妇人的女儿非常漂亮，引得无
数人对她垂涎。
无意间，妇人发现女儿的肚子大了起来。
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使母亲非常震怒！
在母亲的～再逼问下，女儿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白隐”两字。
　　这对母亲的打击很大，她怒不可遏地去找白隐理论。
白隐听完了对方的辱骂，只淡淡地应道：“善哉。
”妇人气急败坏地离开了。
可事情并没有完，姑娘的母亲等那孩子降生后，竞毫不犹豫地将婴儿送给了白隐。
这着实是件让白隐禅师难堪的事。
“一位出家的和尚，竟与民女通奸，还生了孩子，真是造孽啊！
”这样的街谈巷议不绝于耳。
　　这位白隐禅师尽管名誉扫地，但并不介意。
他没有做任何辩解，只是认真、细心地照顾着孩子。
他向邻居乞求婴儿所需的奶水，买来其他婴儿用品，虽不免横遭白眼，或是冷嘲热讽，他却总是处之
泰然，仿佛受人之托抚养别人的孩子一般——他只想让那个孩子一天天健康、快乐地成长。
　　一年后，那位姑娘终于不忍心再欺瞒下去了，老老实实地向母亲吐露了真情：孩子的生父是一位
市井青年。
于是，母亲羞愧万分地去向白隐禅师赔礼道歉，并抱回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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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隐仍然是淡然如水，在交回孩子时轻轻说道：“善哉。
”　　受到如此大的委屈，却能淡然处之，甚至以德报怨，帮助抚养那个给他带来恶名的孩子。
像白隐禅师这样宽阔的胸怀、仁慈的心肠，在生活中是罕见的。
白隐禅师不愧是得道高僧，拥有一副巨大的包容和宽恕别人的胸怀。
　　宽容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是一种高尚的人生境界。
大肚弥勒佛永远笑眯眯、乐呵呵，他旁边有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世上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
天下可笑之人。
”在生活中，如果能拥有忍让的美德，遇事多一分冷静，多一点理智，宽宏大量，豁达大度，和气待
人，放得下、想得开，化干戈为玉帛，就能减少许多人际冲突，并可能感化做出坏事的人，而且对自
己的身心健康也有好处。
　　但宽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即使你想放下它，不再提它，愤懑的记忆仍会出现，继续折磨你。
要真正做到宽恕，必须从以下几个步骤着手。
　　首先，要看清我们生活在凡人的社会，有些人品德好，有些人容易犯错。
跟一群普通人相处，受到伤痛是难免的。
看清生活的本质，就有心理准备。
你会发现，受伤害就像走路不小心踢到障碍物跌跤一样，痛是有的，但不必产生怨恨情绪。
　　其次，不要老想着“别人应该考虑到我”。
事情已经发生，如果这么想就会加深怨恨，心情无法平复。
实际上，该想的是怎么补救，或者怎么采取行动保护自己。
　　了解对方，是宽恕的第三个途径。
你一旦了解了对方的困境，就不会那么痛恨。
有一个人因为同事对他态度不好而生气，后来知道对方正在闹离婚，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就释然了许
多。
有时候，当我们了解一个人精神贫乏，目光如豆，也会油然生起原谅的慈悲心。
　　宽恕最直接的方法，是放下它。
事情已过，放在心中只会徒增痛苦，那就提醒自己“放下它”！
禅宗有一则公案，那是琅琊禅师教一位多愁善感的女弟子，经常在心中念着“随他去！
”。
碰到任何不如意事，就提醒自己“随他去！
”，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洗涤了弟子心中的烦恼，露出欢喜自在的个性。
　　快乐和痛苦都不是永恒的　　禅师问三个徒弟：“我们来到人问是为了什么呢？
”　　第一个回答：“我来这个世界是为了享受快乐。
”　　第二个回答：“我来这个世界是为了承受痛苦。
”　　第三个回答：“我既要承担生活给我的磨难，又要享受生活赐予我的幸福。
”　　禅师给前两个徒弟打了50分，给第三个徒弟打了100分。
　　因为前两个人只答对了问题的一半，而第三个人才答对了全部。
　　一个人来到人世问，如果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只是为了享受而不去承受痛苦，他不仅享受不到
生活赐予他的真正意义上的幸福，还有可能变成好逸恶劳的寄生虫。
人要承受痛苦，还要享受生活，才会实现生命的完美和有价值的人生。
　　一个人有了理想，有了追求，生命就有了价值。
生命有了价值，就能在承受痛苦的同时享受生活赐予自己的幸福。
痛苦与幸福永远相伴相随，我们既然无从躲避，就要勇敢接受现实，并努力创造幸福。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
所以，我们有幸活在这个世上，就要勇敢地承担起生活带来的磨难，也要好好地享受生活赐予的幸福
。
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一个真正懂得人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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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有苦乐两面，太苦了，当然要提起内心的快乐；太乐了，也应该明白人生苦的真相。
热烘烘的快乐，会乐极生悲，冷冰冰的痛苦，会苦得无味。
人生最好在苦与乐中调出滋味，过不苦不乐的生活。
　　苦乐变幻不定，这的确是无常。
人们害怕无常，不喜欢无常带来的负面改变。
但是，任何现象都是一体两面的，有白天就有黑夜，有好就有坏，有对就有错，有生就有死，有天堂
就有地狱。
因此不必害怕无常，反而要勇敢地接受无常：迎接它令人欢喜的一面，也接受它使人痛苦的另一面。
　　生活中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如意，要看我们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它。
普希金在一首诗中写道：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烦恼，不要心焦/阴郁的日子里要心平气和/想
念吧，那快乐的时光就要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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