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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的一生是由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抉择所串成的，而这些抉择总是无情地考验着我们，也影响着我
们的未来。
通过试炼会雀跃万分；受到阻碍、困难又会忧虑沮丧。
面对问题，是取，是舍？
是放弃，是坚持？
无不充满了挑战，更需要智慧与勇气的支撑。
　　我们经由父母来到世间，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故事。
故事的背后有时是风雨，有时是阳光明媚。
身边的人、事、物快速地流转着。
人由于对未来的不可预测，充满了不安全与恐惧，也由于这种不确定感引发了贪欲，希望抓住某些东
西属于自己、满足自己，但往往却迷失在欲望的漩涡之中，无法自拔地与痛苦、烦恼纠葛不清。
　　在人生每个片段的衔接中，成败与得失都不尽然能如预期，但是我们无法做一个旁观者，因为每
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色。
只要怀着坦然面对的胸襟，用欣赏的角度看每一件事，自然就会拥有快乐，走近幸福，也能找到属于
自己的精彩。
　　那么要如何寻得这种坦然的自在呢？
作为佛教信众唯有深入经藏，了解佛陀所说的“缘生缘灭”。
有了缘起观，自然能洞悉世间一切的无常，无常是恒常不变的法则。
但是无常并不可怕，因为正是无常给了我们无限的希望。
佛法是智慧的根源，讲究的是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才能改变自己，降伏自己，而得到进步与成
长。
所谓“万法唯心造”。
《华严经》觉林菩萨云：“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虚妄取异色，大种无差别。
”当能了然一切时，自有另一番“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清凉。
　　只要心中对佛法有正确的了解，自然就能祛除烦恼，产生法喜。
法喜到底要如何来的呢？
必须要听经闻法。
譬如自己觉得对因果、因缘、信心、忏悔、惭愧、发愿、供养、回向、放下，这些人生的道理不懂，
就要打开心门。
人常常因为自我观念太强，而把心门关得紧紧的，封闭的结果痛苦的是自己。
若把心打开让所有的念头自由进出，那么面对什么都不会有取舍的执著，如此就算心中有佛法了。
　　若是信仰了三宝就不会失去前进的方向，三宝导引着人生的方向。
人若有方向、有目标，就不会生活在失望、惊吓中。
相信了因果，就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有得意忘形的过失。
相信了因缘，就不会把眼前的不顺、债务、压力等痛苦，当做是永恒的。
人生在世，无论是飞黄腾达或劳碌奔波，终将化为黄土一坏，所谓“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
闻；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红尘道场不仅是最好的修行的地方，更进一步说，一位懂得受用佛法的佛弟子，是最幸福的，因为
有佛菩萨的智慧言语作为圭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智慧，每一天都是踏实又美好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活中的智慧>>

内容概要

　　净耀法师自1982年披剃以来，以荷担如来家业为己任，因此将“不忍众生苦”的大慈悲心，分为
两个方向：一者弘扬正法，续佛慧命，让众生得甘露法雨；二者积极做入世的关怀，从人间最黑暗地
方“监狱”开始。
　　法师认为社会问题的出现，都源自于人心，因此倡导净化人心，于1990年在台湾地区成立了“财
团法人净化社会文教基金会”及“普贤护法会”，一方面协助做“毒品防治倡导”，另一方面也为行
为偏差少年建立“安置机构”，积极兴建“普贤慈海家园”。
　　此外法师也关注社会大众，合乎现代人终生学习的观念，成立“小区大学”；再者，为纾解现代
人心理层面的压力成立了“观音线协谈中心”；对弱势单亲家庭的关怀亦不遗余力，成立了“单亲家
庭互助协会”。
　　法师践行“普贤行、地藏愿”的弘愿，建立了“净化公益志业网”。
法师常说：“愿将佛法普照大地、滋润众生，让世间遍地开满菩提之花。
只要有爱，这个担子并不重；只要有情，这条路并不远”。
　　本书《生活中的智慧》是净耀法师关于佛法的散文集。
　　《生活中的智慧》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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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生公说法，顽石点头修行愿心的重要学佛要有正确的知见真知灼见的智者救人先救心一切众生皆俱
如来智慧德相困境可能是未来的助缘弘法是出家人的责任见解超前，超越时代问心无愧，自能坦然面
对没有相应就没有是非活在当下，创造当下存在的价值考验的过程是成佛必经之路直下承担发挥所学
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信行人与法行人的差别现在果过去因学识不等于修行的程度宗教的素质需靠大众
一起提升十四无记——形而上的玄妙思想入空与法空智慧是从缘起看世间现象修行需有一份探索内在
的勇气处在生死，而不受生死烦恼所捆绑修行是无声的身体力行用行动实践慈悲用心与佛菩萨感应道
交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以正确的观念帮助自己消灭妄想执著佛教徒要宽阔自己的心胸三宝导引着
人生的方向自古高僧大德淡泊名利受人景仰谦下如沟可以蓄水谦冲以自牧无心自成佛，成佛亦无心菩
提愿，慈悲心，般若慧以菩萨心境关怀一切有情智慧如明镜，烦恼如尘土用空的智慧化解烦恼以清净
心修菩萨行八关斋戒是佛陀为在家人开的方便法门卖贫穷用布施累积福德资粮托钵是为了成就众生种
福田真诚恭敬的布施心能生万德种贫穷为何因梦的探索（一）人生有梦筑梦踏实坚持信念，梦想终会
成真至人无梦，凡夫执著于梦境心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生死流转随业种随时随刻精进修学梦之探索
（二）经典的功德来自于解行并重修持着重于心的专注梦的四种状态心愈沉静愈能洞察事理，如水之
折射南柯一梦总是关，确是梦幻泡影勤修六波罗蜜解脱生死大梦信愿行，修行的三资粮跳脱情执无明
烦恼出离生死大梦苦过方知水甜无常是世间自然法则从生老病死中体会人生的幸福从佛海中撷取珍宝
，生命无限美好出生和死亡不是生命的两端坚固道心就能生死自在唯有佛法是我们生与死的依靠放下
万缘专心念佛修行须以坚定的信念持之以恒改变从自己做起学佛人应身体力行于四无量心建立往生时
一心不乱的正确观念病重之时保持正念分明人生之最后我藉舍诸欲望，明心见性学佛的目的为转凡为
圣少欲知足快乐似神仙贪欲引发众生烦恼障佛教的人伦道德观幸福就在转念间生活的艺术心灵的健康
是幸福的根本活着就拥有一切希望有正确的思想才有宽广的智慧诸行无常万法无我生命有限希望无限
万般带不走唯有业随身颠倒梦想一切唯心造生命就在呼吸之间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创造自己生命的价
值善用生命让它发光发热闻思修，解行并重因果业力无法挡借刀杀人佛度有缘人，应机教化彻底忏悔
超出三界一切现象皆应从因果面思维佛法要从闻思修中精进清楚自己当下所为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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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切众生皆俱如来智慧德相]　　有关“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争议点就是“一阐提有没有佛
性”。
当时新翻译的《泥洹经》里说“一阐提人无佛性”。
在那个时代，佛教界一切都以印度传来的经说为依据，因此这句话当然被奉为圭臬。
但是竺道生大师，从经义的理趣提出了“一阐提人皆得作佛”的论述。
为什么？
佛不是早已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俱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皆可成佛。
既然一切众生皆可成佛，只因妄想被烦恼所吞噬而不能得见，因此现世的烦恼因缘，不代表不能成佛
。
　　道生大师这独到的论点，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引起了很大的舆论反弹，所谓“人不被嫉妒是庸才
”。
道生大师的睿智、超越的见解，当时的人没有办法理解，自然会引起反弹，认为他的观念有问题。
就像印顺大师对净土宗道理的阐述，也是引起了一些净土行者的批判，甚至收集那本《净土与禅》拿
去烧毁。
大师也提出他对密教的研究看法，其中讲到密教之兴和印度佛教的灭亡。
他的文章出来之后，就有一些人攻击他、批评他。
若是理性的讨论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若只知其一，而不就事论事，变成情绪性的批评，那是没有意
义的。
所以印顺大师认为可以辩论的，他愿意辩论，若只是情绪上的批评他根本就不回应。
印顺大师对佛学的研究同样也是超越了时人的理解，因此被以偏概全的人来批判，这个都是很正常的
，我们也不要把它当回事。
　　《高僧传》中这样形容：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
于时大本未传，孤明先发。
“大本”是指《大涅槃经》，在那个时候《大涅槃经》还没有传到中国，道生大师他孤明先发，他的
独到见解忤逆了大众，于是旧学（保守的观念）以为邪说，讥愤滋甚（大家讥笑他，对他很不和善）
，遂显于众，摈而遣之（大家认为他是邪知邪见，都不理他甚至要把他赶出佛门）。
　　道生大师主张“一阐提人皆得成佛”，被当时的慧义、慧观法师直斥为离经叛道，擅改佛旨，但
是道生大师毫不畏缩，站在大众中郑重地发出誓言：“假若我所说的话，违反了佛教的经义，我愿意
现生受报，立刻染疫疠而死。
如果我的见解和实相的义理不相违背，当我舍寿的时候将高踞狮子座上（讲座上）。
但是形势逼人，虽然道生大师的见解超越群伦，终归还是被驱赶出僧团。
　　有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道生大师会遭遇这种处置，其来有自。
原来道生大师对于印度传来中国的佛法，总是得意忘言，直探心要，因而对于相关的戒律、仪轨并不
认同它的一成不变。
他不认同作横的移植，也就是直接毫无修改地完全移植进来，而是需要根据国情，所谓因时因地、因
风俗民情去做适度的调整。
以现今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一个审时度势、通权达变的做法。
可是在当时西域名僧进驻的环境，这种观点显得惊世骇俗，违反圣教。
　　从一件不大不小的争论，便可看出道生大师的基本立场以及道念的坚固。
当时祗洹寺的僧众，用餐时有的沿用印度风俗的踞坐，有的改用中国式的方坐，祗洹寺的施主范泰，
热心护法，他认为踞坐跟方坐根本无关紧要，只是同个团体两种坐法，难免让人有不和的观感，便建
议当时祗洹寺的慧义住持，一律统一为中国式。
慧义住持是属于以印度规制为准的人，对于此类的意见当然就置之不理了。
然而范泰这个护法不死心，一再跟他辩论，继而向满朝公卿呼援，最后干脆向宋文帝上表，希望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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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意宰相出面来解决。
其中有两位朝臣一位叫郑道子，另一位叫做司徒王弘，倾向同情范泰，郑道子甚至向住在祗洹寺的印
度禅师“昙摩密多”质问，禅念化心而守迹不变，在理既末于用又粗。
　　这一句责备的话，一场争论就由此展开了，典型印度化的慧义住持，始终抱持着谨守经律，以信
顺为本，主张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一切行事都应该以印度为本。
范泰这个护法却认为，佛教若是要在中国落地生根，就必须要适应中国的文化和风俗，不然是要如何
推展呢？
两个人的这种坚持都是对的，都是发好心的。
道生大师本人是赞同方坐，认为佛教的教义是不着相的，不居心的，是随顺的，这是法无定法，为了
一个形式的问题，劳动皇帝和大臣实在太无意义了，足见道生大师不拘泥于印度的这种习俗。
　　另外，宋武帝在位第三年，曾大宴群僧，将住在京城的僧人全部邀请大排素筵。
依照印度的规则，众僧都是过午不食，宋武帝的筵席虽然订在午前，却一延再延超过了时间，正当宋
武帝和众僧要下著取食的时候，一位僧人高喊正午已过不能进餐。
宋武帝听到之后赶紧放下筷子，左右大臣你看我，我看你，宋武帝的表情有一些尴尬，时而望着底下
的群僧，时而抬头望望天上的太阳。
那时候的气氛真是非常的死寂。
道生大师觉得这种问题，实在是非常的无谓，道生大师抓住机会就发言了：“白日丽天，天言方中，
何得非中？
”道生大师很有智慧，天是圆的，过中午的问题应该是能解决，话讲完道生大师举筷端钵，大大方方
地吃了起来。
宋武帝看到这种情景哈哈大笑：“没错！
没错！
大家请用吧！
”道生大师不拘形式，适时化解了僵局，却也跟保守派结下梁子。
双方的矛盾最后在一阐提有无佛性的问题上爆发开来，他遭到了驱逐。
 有时候看到这一类的情景让人觉得，修行人修到这样也很奇怪，但是也无法去要求，因为一种米养百
样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根器，修行的程度也自是不同。
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真理总是会显发的。
道生大师在被逐出后的第三年，北梁昙无谶三藏法师翻译的《大般涅槃经》传到中国来，经义中就清
楚地写到“阐提之人皆有佛性”。
这个时候，道生大师顿时就被推崇为当世的先知先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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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位懂得受用佛法的佛弟子，是最幸福的，因为有佛菩萨的智慧语言作为圭臬，有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生活智慧，每一天都是塌实又美好的。
本书《生活中的智慧》由台湾著名宗教人物净耀法师所写，收录了他的佛法散文。
这些散文蕴涵了诸多生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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