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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间财富知多少一个出家人讲财富，好像太社会化，太世俗化。
我想，佛教的名相不容易懂，我还是用通俗一点的方式来说，人需要财富，财富与般若有着重要的关
系。
父母生养我们之后，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财富。
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世间万事万物，也都是财富，都与我们有点关系。
天气寒冷，我们可以晒太阳；心里烦闷，可以游山玩水；花红柳绿，哪一样东西不能增加我们的希望
？
所以我觉得，有了眼睛，人就有了财富。
耳朵也是我们的财富，听老师讲话，听朋友诉说，听父母教诲，听世界上美好的声音，这一切也是我
们的财富。
嘴巴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说好话，会有功德；我们赞美人，人家欢喜；我们可以讲出很多道理，与
大家分享，所以嘴巴也是财富。
双手也是我们的财富，双手万能，可以做很多研究、劳动、服务，也可以替我们赚不少财富。
甚至我们的头脑，也是我们的财富。
最大的财富在哪里？
不是在银行里，也不是在世间的任何一个地方。
财富最多的地方是在我们的心里。
心好像一个工厂，只要我们的“工厂”不坏、“工人”不罢工，它就是一个有财富的银行，就是一个
清净的净土世界，就是我们的宝藏。
我们开山、采矿，获取金银财宝，那些都是有形、有限的财富。
在我们内心的财富，是慈悲、欢喜、思想，是无形、无限的。
心宽大，心中有世界，心有多大，就能包容多少财富。
因此，财富处处求，不一定只向钱看。
钱，只是财富中的一种。
金钱也不一定是绝对好的东西，好像拳头，假如我用拳头打人，他可以到派出所告我，我就犯罪了；
假如我用拳头替你捶背，你觉得很舒服，还会连声道谢。
因此，同样是财富，我们可以把有罪过的、不清净的财富变成善财、净财。
其实，把财富扩大开来看，在金钱之外，对我们来说，平安、安全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一个婴儿，从母亲怀胎十月到呱呱坠地，他第一需要的就是安全。
冷了会哭，肚子饿了会哭，这都是在告诉我们，他需要安全。
所以我们各位年轻的朋友，你们要保重自己，健康应该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人格、道德也是我们的
财富。
我们有了这许多财富，我们的亲人、父母、老师，都会为我们欢喜。
我们有智慧、学问，这就是财富；我们勤劳，勤能致富，黄金随着流水流下来，也要起早把它捞起来
。
葡萄架下面埋了黄金，你也要去开垦才能拥有财富。
所以我觉得财富到处都有，就看我们是用智慧、慈悲，还是劳动去寻找自己需要的财富。
财富不一定就指钱。
很多财富，我想最好是享有比拥有更好。
比方说，你有钱，你建大楼。
我穷，我没有钱，我建不起大楼，但下雨的时候，我可以到你建的大楼下躲雨；你有钱，你建百货公
司，你开商店，我建不起百货公司，不过我可以来买东西；有人捐钱建学校，我可以来听讲演；你建
公园，我可以到公园散步；你有钱买电视，我可以站在旁边看一看。
虽然公园不是我的，大楼不是我的，电视机不是我的，但是我不一定要占有，我可以享有。
桌上的这盆花，多么美丽，是我们种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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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栽的吗？
不是，是别人种的，别人栽的，是别人的花，但是我们可以欣赏它的美。
“青青翠竹无非般若，郁郁黄花皆是妙谛”，世间的一切，都是属于人世间的财富。
说到财富，我们把它扩大开来说，有前世的财富、今生的财富，还有来世的财富。
有许多青年朋友、学生，很会读书，那是天才，不需要怎么努力学就会了。
什么叫天才？
意味着他在过去一生中，就有这种基因，就有这种成分，他把过去余下的财富带来了，所以今生有智
慧，有好的因缘。
前世的财富到今生，今生的财富到未来，意思是说，我们的财富用不尽。
我们的财富，等于银行的存款，要慢慢地用。
有人说，一个好人，他非常善良，但是很贫穷，为什么老天爷不保护这种好人呢？
或者说一个坏人，无恶不作，欺世盗名，但是他发大财，老天爷怎么不惩罚他呢？
或者说，怎么没有因果呢？
怎么没有报应呢？
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
这明明就不太公平。
要知道，这就是因果报应。
你的银行里没有存款，不能说你很善良，银行的经理就要支钱给你用，这个不可以。
你无恶不作，你是坏人，不过你在银行里的存款很多，法令也没有办法说不允许你用自己的钱。
所以，这就是因果，如是因才招感如是果。
你要想有钱，你必须勤劳，你必须会经营，你必须讲究情义，你必须具备很多能力、学问，才能慢慢
赚到财富。
如果你没有这许多能力，光是说我有好心，我有道德，这是不够的，一切都是因缘所生。
一朵花之所以盛开，不能只有土壤，也不能只有种子，必须把种子种到土壤里，加上水分、阳光、空
气、肥料等很多因缘，花才会慢慢地成长。
因果中的“缘分”很重要，所以你光是有好心，没有缘也不行。
因此要结很多的好缘，才会有好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广结善缘”。
因果是人生的法则，是管理自己良心道德的一个标准，一个警觉，我们不要错乱了因果。
什么是错乱因果？
比方说这个人死了，你说：“看他修身养性，对宗教那么虔诚，可是他的命运不好，佛祖都不保护他
。
”不能这么说的，你不能要求宗教做保险业务。
你要想身体好，就必须要营养均衡，注意保健，多做运动，这才是身体好的因果。
你不能说我念佛、拜佛，身体就会好，这是错乱因果。
你要发财，也不能说求神、拜神，神明就会帮助你发财，这也是错乱因果。
神明又不是你的经纪人，他怎么能帮助你发财？
这是不当的祈求。
人生在世，许多事情都需要管理，好像学校有学校的管理，图书馆有图书馆的管理，财富也要有财富
的管理。
有财富是福报，会用财富才是智慧。
管理财富比较容易，因为财富不会讲话，随你所用，不管用得对不对，结果好不好，钱财都不会讲话
。
管理事情也容易，桌子、椅子、图书也很好管理，因为它们也不会讲话。
管人就比较麻烦，因为人有意见、有看法，你要合乎他的需要。
其实只要你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服务、给人利益，他会比较容易接受你的管理。
管理当中，最不容易管理的是自己的心。
有时候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唉，你不听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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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自己有听自己的话吗？
最不听话的，其实就是自己。
学会管理自己就是财富，这也是一套观念。
我们从过去世到今生、来世，未来是有财富的。
有财富的人生是保持正确的观念，保持生活的基本水平，太多的财富、暴利，用不了，你也不需要。
孔子有一个弟子叫颜回，他很贫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可见贫穷也不一定能打倒一个人。
印度有一位特蕾莎修女，她有一句名言：“我一生以贫穷为荣耀。
”可见有人还以贫穷为享受。
过去说人为财死，财富也不一定就那么可怕，财富要会应用，应用才是有智能的。
财富怎么来？
有因缘，财富自然会来，你不要特意去找它，它自然会来找你的。
怎样储蓄未来的财富？
你说一句好话，你做一件善事，一个好的念头，这些都会储存起来，未来你可以把它拿出来使用。
问题是现阶段的财富是什么？
我觉得享受不一定是财富，银行的存款很多，穿得好、吃得好、有多少架势，也不一定是财富。
我想很多时候，没有架势，很淡泊，很正派，那就是人生的财富。
讲到人生的财富，今生应该拥有多少钱才是富足的？
陈光标先生高调行善，网络上有很多人批评他，说他不对，说他高调行善是为了好名才去做好事。
不过这个也不值得批评，大家想想，我们要批评他，我们自己呢？
我们没有行善，他好名行善，他还比我们好一点，我们不够资格批评他，所以批评他就是不公平。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福报>>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教大家如何修得福报的心灵励志书。
在书中，星云大师通过一个个富有哲理的小故事，告诉大家应该怎样通过结善缘，修福田来实现财富
人生。
在星云大师看来，财富并不只限于金钱，还包括好的人缘、生活的智慧、勤劳、慈悲等，大师结合自
己多年的人生经历，启发大家，怎样才会与福报、财富结缘，让自己的人生圆满、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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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星云大师，1927年出生于江苏江都，12岁剃度出家，21岁时出任南京华藏寺住持，授记为临济宗第48
代传人。
1949年赴台湾，1967年创建佛光山，广设道场和佛教学院，培育佛教人才，主张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
的事业，“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著有《觉悟的生活》《宽心》《舍得》《厚道》《包容的智慧》《迷悟之间》《人间万事》《当代人
心思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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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生活的品味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
只要比尺宽的鱼，他都丢回河里。
旁观人见了不解地问：“别人都希望钓到大鱼，你为什么将大鱼都丢回河里呢？
”这人不慌不忙地说：“因为我家的锅只有尺这么宽，太大的鱼装不下。
”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己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
摘引自《哲理故事三百篇》人，每天都要生活，生活最起码的需求就是衣食住行等资生日用。
但是，同样的物质生活，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有的人吃要吃山珍海味，住要住高楼大厦，穿要穿绫罗
绸缎，出门非进口轿车不坐。
有的人则是粗茶淡饭、布衣粗服，生活却过得欢喜自在，所以一个人的物质生活应该享有多少才能快
乐，并没有一定的标准。
佛教对于日常生活的资用之道，并没有要求每一个信徒一定要苦修，当吃，要吃得饱；当穿，要穿得
暖。
只是除了生活所需，在饮食、服饰、日用等各方面，不应该过分奢侈浪费。
因为物质容易引起人的欲望，让我们生起贪恋的心。
物质是有穷尽的，欲望是无穷尽的，一旦被物质引诱，则苦海越陷越深。
所以，佛教的学道者一向生活朴素淡泊，平时所拥有的衣物合计不过二斤半重，游方僧侣随身携带杨
柳枝、澡豆、水瓶、坐具、锡杖、香炉、滤水囊等“头陀十八物”及“三衣钵具”，就可云游天下。
钵是出家人的食器，又名“应量器”，也就是饮食要知节量，勿生过分贪欲之心。
如《释氏要览》中说：“《梵摩难国王经》云：‘夫欲食，譬如人身病服药，趣令其愈，不得贪着。
’”《杂阿含经》说：“人当自系念，每食知节量，是则诸受薄，安消而保寿。
”《佛遗教经》说：“受诸饮食，当如服药。
于好于恶，勿生增减，趣得支身，以除饥渴。
”此外，进食时，心存五观，更是一种健康饮食的方法。
即：一、计功多少，量彼来处；二、忖己德行，全缺应供；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四、正事良药
，为疗形枯；五、为成道业，应受此食（摘自《敕修百丈清规》）。
在物质上不贪心执著，精神生活自能升华扩大。
佛陀日食麻麦充饥、大迦叶尊者居住冢间、鸟窠禅师巢居树上、大梅法常荷衣松食、六祖大师吃肉边
菜、游方僧方便吃三净肉等。
他们山崖水边，日中一食，衣钵以外别无长物，而其解脱自在的心胸，你能说他是一个穷者吗？
佛教虽然不太重视资用生活，但世间还是要借物质来呈现庄严。
一座寺庙里，大雄宝殿如果不是巍峨堂皇，怎么会有人来参拜？
佛像如果不庄严宏伟，怎么会有人尊敬？
西方极乐世界，因为黄金铺地，七宝楼阁，富丽堂皇，所以才能接引众生，欣然往生其国。
淡泊物质，是自我要求，但不能用此标准来要求别人。
佛门虽然讲究个人的生活要简单朴素，但对大众则建广单，接纳十方大众挂单。
正如杜甫所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佛教虽然呵斥物欲，反对过分沉迷于物质享受，但在普通社会里，适度地拥有物质文明的享受是合
乎道德的。
不过对于一些实践苦行的人，希望借着淡泊物欲来磨炼自己的意志，也是为人所称道的。
例如，丛林里的生活，师父往生了，衣单用物又再传给弟子，一件衣服即可传递数代，就是我自己几
年的丛林生活也莫不如此。
假如我们对物质有远离的看法，就能不受物役，就能不为形累。
所以《金刚经》叫人不可住于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境界上。
因为五欲六尘中缺陷很多、苦恼很多，一旦身陷其中，则不容易超脱，所以《大宝积经》云：“财宝
色欲及王位，无常迅速须臾顷；智者于斯不欣乐，勤求上妙佛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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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严经》也说：“常乐柔和忍辱法，安住慈悲喜舍中。
”如果我们能淡泊物欲、勤求法乐，能够欢喜柔和忍辱、拥有慈悲喜舍，这才是吾人生活之道。
社会上一般人的生活，物质占去了主要的部分。
试想生活里的衣食住行、行住坐卧，哪一项能少得了物质？
哪一项能不与物质发生关联？
因为生活缺少不了物质，所以人类就甘愿做物质的奴隶。
其实，人生不必只追求享乐、富有。
我们也不要做金钱的奴隶，应该增加生活的情趣、提高生活的品味。
例如住家环境的整洁美化，有助于生活质量的提升，因此，每日勤于打扫庭院，把家里整理得窗明几
净、舒适，院中亦可莳花植草，以增进生活意趣。
乃至偶尔与三五好友到郊外游山玩水，也会提升生活的品位。
尤其能把自我融入工作或大自然之中，如花朵般给人欢喜，如山水般给人欣赏，如桥梁般供人沟通，
如树荫般让人乘凉，如甘泉般解人饥渴。
能够自我创造生命的价值，这才是吾人所应该追求的生活品位。
总之，人要生活，猪、马、牛、羊也要生活，即使昆虫、动物，都需要生活。
但是，生活的品味，各有不同。
现代人追求时尚的品牌服饰、流行的妆容，甚至时兴瘦身、美容等“改造”的功夫。
其实真正的美丽是一种从内在自然流露出来的威仪、庄严、安详、自在，所以《法句譬喻经》说：“
慧而无恚，是谓端正。
”能够用心改造一下自己的个性、习惯、观念、人际关系，把不好的改好，把不善的改善，把不正的
改正，把不美的改美，这才是人生最基本的生活质量。
因此，人间佛教的生活观，主张生活必须佛法化，也就是除了金钱、爱情以外，在生活里还要增加一
些慈悲、结缘、惜福、感恩的观念，甚至于明理、忍辱的佛法，生活里有了佛法，比拥有金钱、爱情
更为充实。
人大都是为钱而生活，但钱是无限的，所以够用就好。
人生要有计划，不要一味为钱而赚钱。
印度人将人的一生安排为——二十岁以前是读书充实期。
四十岁以前是事业服务期。
六十岁以前是游学传道期。
八十岁以前是修行法乐期。
为了教育子女而没有时间学佛。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身为主妇要以教育子女为先，学佛要在不影响家庭的前提下为之，甚至
学佛要增加家庭的和乐与幸福！
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还有很多，如快乐、技能、学问、智慧、般若、寂静⋯⋯人生要追求的东西太多
了。
命运应该不是定型的，只要自己努力向上，命运会为你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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