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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切人，从很久以来，认为骨肉、血液、能量和呼吸是自己身体的形象，把眼睛所看的影像，耳朵所
听的声音，鼻子所闻的气味，舌头所尝的味道，身体所有的感受，头脑所思维的想象当作自己的心的
形象。
由此认定身和心合二为一，便成为自我的根源。
    虚空中并没有花朵，但是有眼病的人却看见虚空中飞舞着许多花朵，并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些“空花
”的存在。
人们忽视了虚空的本体，也看不到虚空是这些空花所产生的基础，并认为这些空花是真实的。
这就是妄想的表现。
    一切人所感受到的种种，都是由我们的真心所幻化而生的，如同空花从虚空中产生。
如果空花消失了，幻想也会随着空花的消失而消失，但虚空依然如故。
虽然幻想的心消失了，但是，我们能觉悟的心却没有丝毫改变，所以这个真心是永远不动的。
    人都应当远离虚幻，但过于厌离的这个想法，本身也是虚幻的，也要远离，等到你没有什么可以远
离的时候，你才真正地除掉了虚幻。
如同钻木取火，等到火苗出来了，木头就会化为灰烬。
    佛家认为，人的身体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毛发、齿爪、皮肉、筋骨等固体的东西归于地，
血、唾、痰、涕等液体的东西归于水，暖气热量归于火，运转的机能归于风。
如果地水火风分离后，人的身体还存在吗？
应当认识到，身体是由这些因素组合而幻化的东西，由这些幻化聚合在一起的东西，形成了人的眼睛
、耳朵、鼻子、舌头、躯体、头脑。
    由肉体组合而成的那个心是虚妄心，虚妄心全靠身体中的一口氧气而活着。
这个虚妄心如果离开了能看形象的眼睛，能听声音的耳朵，能闻气味的鼻子，能尝味道的舌头，能有
所感受的身体以及能思维想象的头脑，也就会消失得连一点儿灰尘都没有。
    纯净光亮的摩尼宝珠可以映照五色，认识人生乃至世界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对于身心幻象的执著。
这些执著如同摩尼宝珠中的尘垢，尘垢越多，宝珠就越会暗淡无光。
要想得到智慧，应该澄清自己心中的浮尘。
    世界上的一切事都这样，人的生死、时间的前后、金钱的有无、情人的聚散、事物的起止形成人的
观念。
这些观念随着这些事物的变化而循环往复地流转。
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这个旋转的圈子，我们的智慧就会在流转中不能发挥作用。
这会发生云使月运、舟行岸移的颠倒。
    佛教认为，生物是多种多样的，有卵生、有胎生、有水中游、有天上飞、有陆地行等不同的形式。
人乃至所有生物之所以能够一代代地流传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爱欲”。
在这个问题上，人和动物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只是表达和行为的模式不同罢了。
欲望因为爱而发生，生命因为欲望而产生。
所以，人类总是生死相续，生生不息。
    对于事物的主观见解，往往阻碍我们认识世界的真相，如果我们能削弱意识上的见和思维上的解，
我们才能真正发挥我们感照世界能力。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常说的换个角度看问题，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站得越高，看得越远，角度越多，认识越全面。
    我们所学所写所看的文字，只是指向月亮的手指，月亮才是我们真正要表达的东西。
但愚蠢的人却把文字的东西当作真理，就如同把指月的手，当作月亮一般可笑。
梨子的味道必须亲口尝才能知道，在你实践某种理论之前，任他说得天花乱坠，也不要轻易认为得到
了真理。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一个人在身体非常健康的时候，五脏六腑非常舒畅；身体四肢非常健康的时候，往往容易忘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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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
如果一个人病了，不健康了，便会时时都关注自己的身体。
病痛时时提醒我们有个身体，手痛则手在，身痛则身在，越是病的厉害，自我意识就越强烈，如同针
扎一般痛苦，每个细胞都有个我。
当人最舒适的时候，也就是忘我的时候，反过来，如果人做到忘我，那么他还会有什么烦恼呢？
　　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蕴涵深刻的人生智慧。
浓缩了禅的思想和智慧的精髓，它不仅可以使你了解禅的文化，还能帮助你领悟生活的真谛，获得睿
智的点拨和绝妙的启示，让你走好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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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山自青来水自流1 轻松离开——沩山禅师2 哪一个是真的我3 克期取证——释迦牟尼佛4 疑惑5 
不立文字——摩诃迦叶6 微妙的禅7 禅法东渐——达摩祖师8 明心见性9 院子比较亮——师父与小和
尚10 禅修的目的11 贫穷也能布施——阿难尊者12 布施才能让你感到富裕13 自然和谐——大珠慧海禅
师14 人眼中的世界15 抱璞投师——曹山本寂禅师16 这个世界很脏吗？
17 禅定和自由——东坡居士18 开启智慧之门19 心性含万法——智隍禅师20 身体内的虚妄心21 如何用
心——莹山和尚22 禅的智慧读者感悟第二章 道莫染污岂用修1 没有东西束缚你——无住禅师2 无所不
为做事情3 洞察一切——释迦牟尼佛4 好诗功夫在诗外5 什么都不记得——善财童子6 倒满水的杯子7 该
走的和该留的——善慧大士8 善缘的力量9 用心去听去看——香严智闲禅师10 超越生死的思考11 只有
放下才能拿起——坦山禅师12 放弃是一只清醒剂13 当头棒喝——德山与临济14 见解的障碍15 循序渐
进——希运禅师16 妄想如何产生17 睹影悟道——洞山良价18 寿命19 鱼有鱼路 虾有虾路一云门和尚20 
禅是心头一盏灯21 寸丝不挂——雪峰禅师22 身体是真实的吗？
读者感悟第三章 倒驾慈行渡苍生1 大肚能容——白隐禅师2 瓜熟蒂落3 禅师也是人——六祖惠能4 命运
在谁手里？
5 倒立而化——邓隐峰6 竞争7 做个有心人——奕堂和尚8 自己的问题9 化解纷争——南泉和尚10 大恶
魔11 磨砖成镜——怀让禅师12 文字不是真理13 随流去——大梅法常14 小心说话15 参透人心——梦窗
国师16 待人待己17 春风化雨——方辩禅师18 心灵的天堂19 心贫者有福——南隐禅师20 师父与弟子21 
实事求是——仰山慧寂22 正见正人生读者感悟第四章 高山顶立海底行1 尊物重心——宗旦大师2 禅师
的兰花3 绝处逢生——雪潭和尚4 我从哪里来？
5 一切皆禅——无相禅师6 喜舍之福7 谁更危险——白居易8 精进修行9 自己的宝藏——大珠慧海10 永
远不动真心11 好雪片片——庞蕴居士12 别针等于别墅一年的居住权13 处变不惊——香严智闲禅师14 
大树15 摆渡渡人——船子德诚16 崇古17 真心真情——无名氏18 生活太简单了19 无事高僧——丹霞天
然20 格言别录21 将心比心——香严智闲禅师22 无形，未必虚假读者感悟筧五章 明灯除却千年暗1 一切
法无差——拾得禅师2 俗人看法3 要做人间大丈夫4 极平凡处找真相——庆诸和尚5 俗人佛语——一沙
发不是沙发6 自己作主——观音菩萨7 治心一处，无事不办8 谁束缚你了——道信禅师9 俗人佛语二—
—无我就是有我10 慈悲施舍的力量——残梦禅师11 俗人佛语三——没有福报12 直指人心——法达和
尚13 俗人佛语四——无佛14 色与空15 规矩在心——无尽藏尼师16 澄清心中的浮尘17 何人观心——法
融禅师18 一切都在循环往复19 智慧如灯——百丈怀海20 人人都有智慧读者感悟第六章 断臂求法难安
心1 随缘自在——禅师和小和尚2 小沙弥的命运3 左右为难——哭婆4 福禄寿5 一盏灯——一灯大师6 做
好人7 烦恼就是菩提——神会禅师8 烦恼与菩提9 大事和小事——黄檗希运10 敬鬼神11 福德与功德——
韦刺史12 生命的真意13 天堂与地狱——老僧与武士14 生老病死15 一剑倚天寒——明极和尚16 般若是
一条船17 万卷书放在哪里——归宗智常禅师18 信仰的力量19 茶壶与水杯——住持释圆20 一杯水21 一
宿觉——永嘉玄觉22 轮回读者感悟第七章 清净能止后得定1 佛法如药——文殊菩萨2 人的思想3 花开花
落——和尚与花4 如花的世界5 用心恰恰无——从谂禅师6 解脱7 灵明异动——梵琦禅师8 杂说禅9 当下
即是——智藏禅师10 千年一念11 不像人像佛——坦山禅师12 枯木逢春13 真知在于实践——唯宽禅
师14 信解行证15 佛为谁烦恼——赵州和尚16 现在、过去和未来17 我也是这个样——怀让禅师18 人之
初19 看大门的——盐官齐安20 画禅21 休养生息——二祖慧可22 忘我的时候读者感悟第八章 利刃吹毛
急须磨1 人生什么最危险——元珪禅师2 做事的戒律3 本来面目——道明和尚4 什么是我？
5 心平气和而随缘——大含和尚6 有只乌鸦嘎嘎叫——无住禅师7 学会说话8 佛即吾心——楚圆禅师9 护
身符10 是病不是禅——志诚禅师11 求真路上四种病12 做官不如做佛——天然禅师13 爱不重不生婆
娑14 一块好材料——弘忍禅师15 谁聪明？
16 什么是正道——外道和道士17 无法可说18 云散月见——药山和尚19 做事有正道20 虚空无挂碍——
布袋和尚21 不忘初心读者感悟【第一章】　山自青来水自流1　轻松离开——沩山禅师沩山禅师在禅
堂上讲法，仰山和香严智闲站在一旁侍候。
沩山禅师说：“过去、现在和未来，每一个佛的道法都相同，每个人都找到了解脱路。
”仰山问：“什么是每个人的解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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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师回头看着香严智闲说：“他的提问，你为什么不回答他？
”香严智闲说：“如果谈到过去、未来和现在 ，我倒有个答案。
”禅师问：“你怎么样回答？
”香严智闲告别一声就走了出去。
禅师又问仰山：“智闲这样回答，合你的意吗？
”仰山说：“不契合。
”禅师合：“你的意思又怎么样呢？
”仰山也告别一声走了出去。
禅师呵呵大笑说：“真是水乳交融啊！
俗人看禅人的解脱之路就在我们的脚下，对于烦恼和忧虑，亲自轻松地离开一下，这不正是走的解脱
之路吗？
哪一个是真的我。
人们大多知道两种意识：一种是意识，一种是潜意识。
这个意识形成自我的观念，也就是“我思故我在”。
但是，根据《楞伽经》的讲述，略说有三种识，即真识、现识和分别事识。
真识即白净识，又称自性、真如、法界等，超越物质和意识等一切差别。
现识即藏识，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潜意识，它贮藏业习种子，也使种子不断向外显现。
分别事识即眼、耳、鼻、舌、身、意识，它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显意识。
喜怒哀乐就是通过显意识表现出来的，但它与潜意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关于自我的概念，便形成三种不同的认定：凡夫以显意识为我，处处贪婪，遍至一切六情根中
，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是为邪定聚。
修行人以潜意识为我，受业习的左右，忽而向善，忽而向恶，总是找不到真正的自我，是为不定聚。
真悟道者以真识为我，纯善无恶，是为正定聚。
所谓修行，就是要找到真正的自我，使真识外显；要使真识外显，就要使潜意识外显；要使潜意识外
显，就要使业习种子发芽、生长，以至死亡，但不能再结新种子。
禅宗五祖云：“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
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
”这就是修道的真谛，也就是苦、集、灭、道四圣谛。
佛法修行的成法等是道谛；促使业习种子果报成熟，这就是苦谛，表现为身体的病痛、精神折磨、社
会上的遭遇等。
一切苦无常一切有相皆是虚妄，远离生灭，这就是灭谛，种子贮藏在潜意识中，随缘带来一切果报这
就是集谛。
人的一切智慧皆是真识的显现。
如果道谛的修行，那么隐藏的业习种子发作时，就会开花结果，还会结出更多的种子，人们就会变得
更加愚痴，果报会更加痛苦，这就是集谛必然带来苦谛，只是时间早晚时机的成熟。
修道谛则偿还业债，不造恶因。
因此，能够走向清净。
清净了，那些蒙蔽我们大智慧的尘埃落定，智慧的光芒就显现出来，所以只有修道人才明白世间是苦
的真谛。
这种苦来自一种无明，也就是凡夫对于真我的不自觉。
人都有一些习惯性盼行为，习惯成自然。
在修道者看来这就是含藏识所包含的习气种子，如果习气已然磨尽，潜意识的障碍消失，心无余物，
真识显露，眼、耳、鼻、舌、身、意全部转识成智。
这时不再有集谛，也不再有苦谛，也无须道谛的修习，也无灭谛常在。
这时的心才是妙明真心，人才真正地找到了自我。
所谓喜怒哀乐，只不过为随顺世俗而过眼烟云。
虽然只是一场戏，却演得比真的还真，等到散场时，大家各归其本来处，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回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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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来处，便是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了。
注解：业：俱舍光记十三曰：“造作，名业。
”业为造作之义。
是有二种：一如身之取舍屈伸等造作，名为身业，音声之屈曲造作，名．为语业，是直指身之造作，
语之造作为业也。
四谛：一苦谛，人生之苦报。
二集谛，贪嗔等烦恼，及善恶之业。
能集苦报，故名集谛。
三灭谛，涅檠也。
涅檠灭惑业而离生死之苦，真空寂灭，故名灭。
是为悟之果。
四道谛，正道也，此能通于涅檠故名道。
是为悟之因。
克期取证——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七天悟道。
释迦牟尼佛十九岁出家，先修“无想定”三年，“知非即舍”，知道这个不是道。
他又去学非想非非想定，也修炼了三年，本师释迦牟尼佛也“知非即舍”，认为这个不是道，不是生
命的究竟。
于是他又到雪山，就是现在尼泊尔的北面西藏的南面，到这个雪山上修苦行，苦行就是自己给自己苦
吃，修了六年，他都做到了，仍然“知非即舍”，他说：苦行非道也。
下山后，释迦牟尼佛已经变成背弯人瘦。
他来到中印度恒河边上的一个牧场，一位牧羊女看到他好可怜，才供养他牛奶，他重新吃营养的东西
，他恢复普通人的生活，在恒河边上一棵菩提树下面打坐，释迦牟尼佛座上盘坐，发誓不证道不起此
座，假使不大彻大悟，找出人生宇宙生命的真谛，不证菩提不起此座。
因此，七天当中，第一天，发现天眼通了，第二天，天耳通，五六天，六通具足，第七天早晨抬头一
看，睹明星而悟道，天快要亮的时候抬头一看，太空上有一颗辰星在那里亮，这个时候他悟道了。
俗人看禅人都应当远离虚幻，但过于厌离的这个想法，本身也是虚幻的，也要远离，等到你没有什么
可以远离的时候，你才真正的除掉了虚幻。
如同钻木取火，等到火苗出来了，木头就会化为灰烬。
疑惑资源是稀缺的，如果每个人都收敛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那么资源相对来说肯定宽
松一点。
然而，人活着总想生活得更好一点，除非有先见之明，否则事先很难说。
人总要活着，要消耗多少？
多和少的问题，谁都不想自绝后路，都想可持续发展自己。
而人生来就无知。
我们从社会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我们是社会化的人，社会现在就展到这个阶段。
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各种技能，都处在这个相有限的阶段，无知的东西太多了，不可能所有人
类都理性。
恰恰相“流俗众，仁者希”，佛说“不可说”。
人并非为了五欲六尘而活，但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道理不是每一个人都懂。
人的确有许多不理性疯狂的现象，有果必有因，在的东西，总有一些原因吧？
明明存在的东西，可是有些人却说不存在。
食欲，性欲，人之本性。
孔老夫子也承认。
五欲并非我们本来就追求的目的，但是把它说成是“虚”的，你相信吗？
人生太无奈，人生太复杂，哪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千年，发展到今天，大部分人还是干着他们自认为应该干的事情，然而事实上未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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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价值判断？
如何断定这个事情客观上到底对还是不对？
好还是不好？
的确，这个世间有太多不确定性，纯粹的善举和纯粹的恶行都极少的。
大部分人每天干的事情，都是好中有坏，善中有恶，利中有弊。
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少做点错事就很了不起了。
但是，毕竟世界上许多事情都在变。
固然古圣先贤有许多真理流传几千年，依然字字珠玑，然而新的时代有新的情况，有新的时代特殊性
。
就算是“相”在变，那么“心”又是什么呢？
“心”就一定不变了吗？
注解：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之六官也，根为能生之义，眼根对于色境而生眼识，乃至意根对于法境而
生意识，故名为根。
不立文字——摩诃迦叶一天大梵天王在灵鹫山，为了要令一切众生得大利益，就请佛说法，并且就把
一枝金色的波萝花贡献给佛。
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答应了他的请求，就高升法座。
可是佛升座后一句话都不讲，只是手里拿着这枝波萝花静静地给在会大众看看。
当时在座的许多弟子和护法诸天，看到这一情景，心里都在想着，佛平日一升法座，就开口说法。
今天很奇怪，为什么坐了好久，只是拿一枝鲜花给我们看看，这是什么道理呀？
大家都不理解佛拈花示众的主要意义。
正在这个时候，站在佛旁的一位老比丘，名叫摩诃迦叶尊者，看看之后，就领悟到佛拈花意旨，突然
间破颜含笑起来。
大迦叶尊者，为什么看到佛的拈花示众，会破颜含笑起来呢？
他能够深深地彻底领悟我佛拈花的微妙法门，默契了佛的心宗，所以大迦叶尊者微笑之后，佛马上开
口说“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付嘱与摩诃迦叶”。
佛就把正法眼藏，传法给摩诃迦叶尊者，同时佛又把自己所搭金缕袈裟和青色天所贡献的钵统统都给
了迦叶，这就是“衣钵真传”，成为禅宗西天第一代祖师。
俗人看禅“因果法则”是宇宙的一个法则。
因就是种子（前因），果就是果实（后果）。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因果；“种瓜想得豆，种豆想得瓜”这违反了因果法则，得不出结果，
所以不是因果。
因果可以相互转化：因变成果，果又变成因。
一件事情的结果，会变成另一件事情的起因。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
因果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循环延续不问断。
微妙的禅许多人认为禅很神秘，其实不然。
禅实际上是一个外来词，意思是“静虑”，也叫“思维修行”。
同时，释迦牟尼佛又在灵山法会上为我们传下了一种修行的方法，这种方法经达摩祖师传人中国，逐
渐形成了一个宗派叫禅宗。
达摩就是中国禅宗的初祖。
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这是无说而说，无言之道，要我们从眼睛与耳朵方面，得个消息，体会佛的
无言妙道。
古人说：“大道本无言，因言而显道，真心本无相，即相而明心”，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有一次对几位弟子说：“余欲无言。
”弟子说：“这怎么办，如果夫子你不开口讲话，那么我们这些小小的弟子们，就得不到教益了。
”孔子说：“不要紧，你们看看天，它日日夜夜也没有讲话么。
”那春夏秋冬四时的节气，不是照样走得很好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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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天到晚也没有讲话，那万物不是也生住异灭，辗转循环终而复始嘛。
你们看，天何言哉。
这就充分说明了，无言才是真正的大道。
禅法东渐——达摩祖师摩诃迦叶为了续佛慧命，使法水常流，将正法眼藏和衣钵以直指单传的形式，
再传给阿难尊者，这是西天第二代祖师。
再由阿难传法给商那尊者，法灯续焰，一直传到第二十七代般若多罗尊者，将正法眼藏和衣钵传付与
菩提达摩大师，为西天第二十八代祖师。
当时般若多罗尊者嘱咐达摩大师说：吾灭度以后六十年，希望你将此正法眼藏和衣钵传到中国去绍隆
佛种，普利众生。
达摩大师秉承遗训，就乘一只做生意的商船，航海东来中国。
因当时梁武帝不领悟达摩大师的根本法要，情投意合千言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机缘不合。
于是达摩就离开金陵到洛阳去。
后来，梁武帝心里感到懊悔，自愧有眼不识泰山，下了一道命令，派遣许多兵马，急急追赶，一定要
把达摩大师请回来，承事供养。
达摩大师刚走到江边，回头一看，后面有许多兵马追赶而来，随手就折了一支芦苇，掷在江中，脚踏
芦苇渡江，扬长而去。
到了洛阳，住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深入禅定。
后来古人写了一付对联：“一苇渡江何处去，九年面壁待人来。
”嵩山，是中国五岳之一，少林寺有一千四百五十五年的历史。
坐落在河南省郑州与洛阳之间的嵩山之麓。
唐代时期，该寺曾经住过僧众二千五百人之多。
这里的僧众除了禅宗大德之外，还有武艺拳术著称的武僧。
这就是达摩大师当年面壁过的圣地。
达摩大师从印度把佛教禅宗传到中国，被称为是中国禅宗第一代开山祖师。
再由达摩大师，把正法眼藏和衣钵传给二祖慧可大师，这叫做灯灯续焰，奕叶相承。
俗人看禅一个律师既当正方，又当反方。
法官开始判被告有罪，后又改判无罪，几个循环后，不了了之。
可见，文字本身也是个相，思想本身也是个相，没有对和错，是和非。
但我们依然会争论不已，因为我们的经历和理解和角度不同，即使同，表达也不会同。
相其实根本就是个虚妄的东西，我们自己可以完全的反抗自己刚刚说的一切，循序渐进直到空性的产
生。
其中理解和领悟非常的重要，否则完全是胡说八道的抠字眼了。
明心见性实现自我的觉醒的第一步，用禅的语言说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是见到自己的本性，人
的本性是天成的，是完美圆融的，人们也许会问，这完美圆融的本性来自何方？
禅师说：真空妙有。
这种“空”是一种超然的境界。
“空”是人类生活必须的，有了“空”才能孕育一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个“无”就
是禅宗所说的“空”。
自性是圆融的，因为人的自性是无所障碍，无需依赖，无所执著的是一种安详的自在，因为自性源于
空性，任何的执著都是一种阻碍，它阻碍着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智慧就是从真空中生出的妙有，领悟到这个道理的人不造作、不贪婪、不虚伪，所以，空性对
于我们有重大的意义，虽然空性并不是空间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用空间做一个相似的比方，借此
来理解空性的妙用。
阿难在佛的弟子中记忆超群，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性情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状态决定的，我们的性
情的贫穷与富有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之中，当我们在物质的烦恼中苦苦挣扎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痛苦
，当我们以布施的心对待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富足。
大多数人不能明心见性，因此，都是比较自私的，但是他们不知道。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禅是心中一盏灯>>

痛苦和愚昧的来源正是自私的心理。
减少自私获得智慧，禅的方法之一、是慈悲和无嗔，慈悲是真心地关心别人，达到忘我的境界，在关
心别人的时候，不应该有私利在其中，别人自然会感受到你的真诚。
院子比较亮——师父与小和尚从前有一个小和尚，在寺庙的院子里找东西，他的师父看见了就问他：
“你在找什么？
”“找库房的钥匙。
”“那可是重要的事，我也来帮你找吧！
”于是师父也蹲在院子里帮小和尚找钥匙。
“你知道库房的钥匙掉在哪个角落啊？
”师父问。
“我在屋子里掉的。
”小和尚说。
“那你在院子里找什么呀？
”师父有些责怪地问。
“因为院子比较亮啊！
”俗人看禅小的时候，妈妈说不要靠近火，于是我戒火，我们带着清新和理解靠近火，哪怕只有一次
，就足够体验到火对身体的伤害，从此，我理解性地不近火了。
戒的关键是清醒、智慧和慈爱的具备，是一个结果，是一个过程，是我们的选择和慧根。
如果没有理解和清醒，人的行为就成了放纵。
禅修的目的世界幽默大师卓别林表演过这样一个场景，两个人睡在阴冷潮湿的坑道里，一个士兵忽然
觉得自己的腿痒，便抱起腿猛挠，怎么也不管用，结果，睡在另一个方向的士兵醒了，照着腿痒的士
兵就是一拳，他被打愣了，这才明白自己挠的是别人的腿。
禅修的目的是让我们获得智慧，因为没有经过禅修的人，在禅师的眼里也是一个迷失的众生，禅修的
大事就是自我的觉醒。
“一念觉，众生是佛。
”觉醒就是既能看清自己又能看清别人，禅告诉我们，只要我们真心去听去看，我们会发现，原来我
们的智慧是现成的，只是没有被我们开发出来，禅就是开发我们智慧的一种方法。
事实上禅的精神是超越了宗教观念的，通过禅修我们才能体验到活在当下的于佛无别，也就是禅宗经
常提起的“即心即佛”。
贫穷也能布施——阿难尊者有一天，佛陀的弟子阿难在一个贫民窟中乞食，这时一个穷人对阿难说：
“我很穷，没什么可布施的。
”阿难说：“布施可以使你变得富有。
”穷人说：“我已经穷到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了，拿什么布施呢？
”阿难说：“那你就拿你的贫穷来布施吧！
”俗人看禅我们一定能做我们想做的人，这要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想做。
做好事不难，但有几人能放下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时间，去为别人付出？
即使是做了所谓的好事，不是争名就是图利，就是不能做自己。
布施才能让你感到富裕从前有三个人，觉得自己生活不快乐，便一起去拜访无德禅师，希老禅师指点
他们快乐之道。
禅师见了他们，便反问：“你们要得到什么才会使自己觉得快乐？
”一位说，如果我能享天伦之乐，有融洽的感情，就会觉得很快乐；第二位说，如果我有很多钱，富
裕会使我快乐；第三位说，我希望有权势，当了大官，别人看得起我，就会很快乐。
禅师听罢，便告诉他们说：“难怪你们都不快乐。
你们不停地向外追求，心里头就产生了匮乏的感觉。
追求情，在心理上就有了缺乏温情的感觉；追求财富，就产生财物不足的困惑；追求权势，便引起对
权力的渴求。
”禅师接下去说：“人若不懂得布施，便不会体验到自己的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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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懂得奉献感情，天伦之乐也就培养不起来。
自己如果不好好做一番事业，为社会服务，权势又有什么用呢？
人如果不能奉献，就会穷困得捉襟见肘。
切记呀：只有布施才能让你感到富裕的满足和自我实现的快乐。
”从禅修的特色来看，禅修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智慧。
世上生存的芸芸众生谁不需要智慧呢？
可是获取得到智慧的方法，是人们世代追求的目标。
其实，佛法无边，释迦牟尼佛早已经给了我们方法，那就是——禅。
有些人习惯于把拥有知识看成是智慧，这是非常错误的。
对于现代人而言，知识是越来越丰富了，人们运用广博的知识做事、赚钱，但是并不快乐，反而增加
的诸多的烦恼。
真正能使我们快乐的是智慧，所以，人们经常走人一个错误的循环：烦恼——知识——更烦恼；而不
是：烦恼——智慧——快乐，禅就是让我们走从智慧到快乐的路线。
有的人聪明，有的人平庸，有的人强壮，有的人赢弱。
总之，如同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人和人都是不同的。
禅宗把这些不同叫做人的根器不同，根的意思就是指大树有粗大根系，小树只有细小的根系。
一场大雨下来了，落下的雨水没有差别，而大树小树的受益却能分出多寡；器是指盛水的器皿，小的
器皿往里面倒再多的水也是枉然，人们要为此不平，那么就不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
也许我们总是起到坏牌，我们不必抱怨，我们只要能把我们手中的牌打得淋漓尽致，无论输赢，我们
都会成为快乐的人。
自然和谐——大珠慧海禅师源律师问大珠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吗？
”大珠说：“用功。
”源律师问：“怎样用功？
”大珠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源律师说：“一切人都是这样，岂不是同师父你一样用功？
”大珠说：“不同。
”源律师说：“有什么不同？
”大珠说：“他们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思索；睡觉时不肯睡觉，千般计较。
所以说不同。
”俗人看禅散乱的心，是失败的根，如果我们能专心做好每一件事，成功就离我们并不遥远。
禅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智慧，禅也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因为，禅意味着自然和谐。
如果你刻意追求，快乐便会如惊弓之鸟立刻离你而去；但如果你真心的投入，快乐便本来就在你的身
边。
人眼中的世界人眼中的世界和佛眼中的世界是一样的吗？
估计是不同的，就好比你叟中的世界和我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信奉佛教的人在中国人里占了多少比例，不过就日常接触来看，并不是很多，基本上十个中国
人里只能找出一个自称是信奉佛教的人，并且这一个自称信奉的人还很值得怀疑。
绝大多数人都保持着这么一种观点，他们中比较诚实的人会说：我爱钱，钱就是一切，为了钱做什么
都可以。
当然也有比较委婉不那么直露的说法，那就是：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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