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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博客》

内容概要

学诚大和尚一直在探索如何将佛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将现代高科技手段运用到佛教文化的传播
中去，让更多的信众能够更快地分享到佛法的智慧与快乐。
学诚大和尚于2006年2月开通了个人博客作为僧俗二众互动的平台。博客真实记录了大和尚及其弟子的
学修生活，传递着大和尚对世界的关怀与慈念，蕴含着大和尚弘扬佛法的愿力。博客开通仅一年多，
点击量已达100多万次。
本书结集了学诚大和尚博客自开通至2006年底的精华文章，系列文集将会陆续出版。
[学诚大和尚博客网址]
http;//www.xuechengfas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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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博客》

作者简介

学诚大和尚简介：
1966年生于福建仙游，1982年于（上）定（下）海长老座下剃度，并依止（上）圆（下）拙老和尚修
学，1991年毕业于中国佛学院并获硕士学位；2007年被泰国朱拉隆功佛教大学授予教育学荣誉博士学
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同时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法
音》主编、福建莆田广化寺方丈、陕西扶风法门寺方丈、北京龙泉寺方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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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博客》

精彩短评

1、读完以后心里很安静。
2、看似平常之事，我们都忽略了。
3、　　在图书馆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的目录，每个章节的标题都引人入胜。“你为什么不快乐”“读
书的真实目的”“我为什么活着”
　　
　　 
　　现在突然让我写出什么感受竟然无从说起。首先，这本书让我知道了有这样的一个学诚法师blog
（http://blog.sina.com.cn/xuecheng）从此以后，它加入了我的google
　　reader，这个blog中发表的都是学诚法师个人或他的徒弟们说写的文章，有对万事万物的感悟，对
佛法的参透，对寺院中生活的介绍。而这本书正是收录2006年一年的此blog中的文字与图片。
　　
　　 
　　读此书我总有一个想法，如果去出家了会怎样？丢弃一切世俗之事，全然研究佛法及各种古圣先
贤的典籍，这听起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对于我，我想放不下的还是父母，当然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想得
太深入，可不能像文中某位去当义工的人和别人随口应和就出家了。
　　
　　 
　　法师的很多观点都使我深受启发，我也正在慢慢的改变自己。比如：众生，抛弃各种烦恼，发心
，慢心。
　　
　　 
　　
　　  最后，阿弥陀佛!
　　
　　
　　
　　
　　以下摘录一些经典段落：
　　
　　
　　1.吃得好，睡得好，一个人就没有灵魂了。物质享受多了，就忘失了宗旨目标，迷失了生命的方
向。
　　
　　2.只要你认为自己一定行，那么对任何事，你就真的一定行。
　　
　　3.如果想要等到自己的能力够了再去承担，那永远没有这一天。真正的承担靠的是发心，在发心
承担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能力。
　　
　　4.我们得不到的时候，就会采取种种手段加害于人，用佛法的观点来讲，就是嗔心。
　　
　　 
　　看到别人得到财富，看到别人有进步，被第八，有好的职务等，我们自己内心就会难过不好受，
根据佛法来讲，就是嫉妒心在起作用。
　　
　　  自己比较有能力工作比较好，家庭比较好，就会觉得别人很差，这叫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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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博客》

　　在现实生活当中常常不知道自己何作何为，何去何从，怎样同别人打交道，与人相处，与人为善
，不知如何下手，这就是无明愚痴。
　　
　　5.我们还经常错误地估计一件事情所耗费的时间，这就会影响到我们对做各项事情的时间分配。
也许我们会觉得，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或那件事，但如果仔细反省会发现有很多细碎的时间都没有很
好的利用。
　　
　　6.这些都是念力，定力不强，智慧不够的表现。承办大事，头脑一定要灵活。一定要善观缘起，
而且要有一种十分精进的心力推动自己分秒不懈怠。
　　
　　7.一切痛苦都是来自于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一切快乐都是来自于代他人着想为他们谋福利
，这就是爱自即成众苦因，爱他则是万善根的深刻道理。
　　
　　8.修学大乘佛法，不是在增加一些哲学概念，主要是在培养度人的心。
　　
　　9.检验修行是否进步有三个标准。
　　
　　 A.烦恼调伏否？
　　
　　 B.业果深信否？
　　
　　 C.戒律清净否？
4、　　在图书馆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的目录，每个章节的标题都引人入胜。“你为什么不快乐”“读
书的真实目的”“我为什么活着”
　　  现在突然让我写出什么感受竟然无从说起。首先，这本书让我知道了有这样的一个学诚法师blog
（http://blog.sina.com.cn /xuecheng）从此以后，它加入了我的google reader，这个blog中发表的都是学诚
法师个人或他的徒弟们说写的文章，有对万事万物的感悟，对佛法的参透，对寺院中生活的介绍。而
这本书正是收录 2006年一年的此blog中的文字与图片。
　　  读此书我总有一个想法，如果去出家了会怎样？丢弃一切世俗之事，全然研究佛法及各种古圣
先贤的典籍，这听起来并不是一件坏事。对于我，我想放不下的还是父母，当然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想
得太深入，可不能像文中某位去当义工的人和别人随口应和就出家了。
　　  法师的很多观点都使我深受启发，我也正在慢慢的改变自己。比如：众生，抛弃各种烦恼，发
心，慢心。
　　 
　　  最后，阿弥陀佛!
　　
　　
　　
　　以下摘录一些经典段落：
　　
　　1.吃得好，睡得好，一个人就没有灵魂了。物质享受多了，就忘失了宗旨目标，迷失了生命的方
向。
　　2.只要你认为自己一定行，那么对任何事，你就真的一定行。
　　3.如果想要等到自己的能力够了再去承担，那永远没有这一天。真正的承担靠的是发心，在发心
承担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能力。
　　4.我们得不到的时候，就会采取种种手段加害于人，用佛法的观点来讲，就是嗔心。
　　  看到别人得到财富，看到别人有进步，被第八，有好的职务等，我们自己内心就会难过不好受
，根据佛法来讲，就是嫉妒心在起作用。
　　  自己比较有能力工作比较好，家庭比较好，就会觉得别人很差，这叫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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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博客》

　　  在现实生活当中常常不知道自己何作何为，何去何从，怎样同别人打交道，与人相处，与人为
善，不知如何下手，这就是无明愚痴。
　　5.我们还经常错误地估计一件事情所耗费的时间，这就会影响到我们对做各项事情的时间分配。
也许我们会觉得，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或那件事，但如果仔细反省会发现有很多细碎的时间都没有很
好的利用。
　　6.这些都是念力，定力不强，智慧不够的表现。承办大事，头脑一定要灵活。一定要善观缘起，
而且要有一种十分精进的心力推动自己分秒不懈怠。
　　7.一切痛苦都是来自于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一切快乐都是来自于代他人着想为他们谋福利
，这就是爱自即成众苦因，爱他则是万善根的深刻道理。
　　8.修学大乘佛法，不是在增加一些哲学概念，主要是在培养度人的心。
　　9.检验修行是否进步有三个标准。
　　 A.烦恼调伏否？
　　 B.业果深信否？
　　 C.戒律清净否？
5、一直对学诚法师有很大的好感。。
6、不错的书
7、　　真实、平凡，悟性是需要的。
　　
　　很多东西，我们是否在纷繁的尘世中失去了，又有多少东西在浮躁的尘世中与我们擦肩？
8、看了第四卷，通俗易懂，接近生活你我。
9、 家里有一幅学诚法师送的字。。。 ； 学诚法师是大乘佛法的真正践行者。当今华人佛教界，太缺
少学诚法师这样的大德了。
10、这套书是根据学成和尚的博客整理而成，内容以问答形式呈现，大抵是和尚对俗世纷扰的一些点
拨释疑...在西安法门寺带回了6册，今日将其与一些佛经一并送给了信佛的小学老师。
11、看的是第十三——安住当下是修行⋯⋯

Page 6



《和尚·博客》

精彩书评

1、真实、平凡，悟性是需要的。很多东西，我们是否在纷繁的尘世中失去了，又有多少东西在浮躁
的尘世中与我们擦肩？
2、在图书馆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的目录，每个章节的标题都引人入胜。“你为什么不快乐”“读书的
真实目的”“我为什么活着”现在突然让我写出什么感受竟然无从说起。首先，这本书让我知道了有
这样的一个学诚法师blog（http://blog.sina.com.cn/xuecheng）从此以后，它加入了我的googlereader，这
个blog中发表的都是学诚法师个人或他的徒弟们说写的文章，有对万事万物的感悟，对佛法的参透，
对寺院中生活的介绍。而这本书正是收录2006年一年的此blog中的文字与图片。读此书我总有一个想
法，如果去出家了会怎样？丢弃一切世俗之事，全然研究佛法及各种古圣先贤的典籍，这听起来并不
是一件坏事。对于我，我想放不下的还是父母，当然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想得太深入，可不能像文中某
位去当义工的人和别人随口应和就出家了。法师的很多观点都使我深受启发，我也正在慢慢的改变自
己。比如：众生，抛弃各种烦恼，发心，慢心。最后，阿弥陀佛!以下摘录一些经典段落：1.吃得好，
睡得好，一个人就没有灵魂了。物质享受多了，就忘失了宗旨目标，迷失了生命的方向。2.只要你认
为自己一定行，那么对任何事，你就真的一定行。3.如果想要等到自己的能力够了再去承担，那永远
没有这一天。真正的承担靠的是发心，在发心承担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能力。4.我们得不到的时候，就
会采取种种手段加害于人，用佛法的观点来讲，就是嗔心。看到别人得到财富，看到别人有进步，被
第八，有好的职务等，我们自己内心就会难过不好受，根据佛法来讲，就是嫉妒心在起作用。自己比
较有能力工作比较好，家庭比较好，就会觉得别人很差，这叫慢心。在现实生活当中常常不知道自己
何作何为，何去何从，怎样同别人打交道，与人相处，与人为善，不知如何下手，这就是无明愚痴
。5.我们还经常错误地估计一件事情所耗费的时间，这就会影响到我们对做各项事情的时间分配。也
许我们会觉得，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或那件事，但如果仔细反省会发现有很多细碎的时间都没有很好
的利用。6.这些都是念力，定力不强，智慧不够的表现。承办大事，头脑一定要灵活。一定要善观缘
起，而且要有一种十分精进的心力推动自己分秒不懈怠。7.一切痛苦都是来自于自私自利，以自我为
中心，一切快乐都是来自于代他人着想为他们谋福利，这就是爱自即成众苦因，爱他则是万善根的深
刻道理。8.修学大乘佛法，不是在增加一些哲学概念，主要是在培养度人的心。9.检验修行是否进步有
三个标准。A.烦恼调伏否？B.业果深信否？C.戒律清净否？
3、在图书馆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的目录，每个章节的标题都引人入胜。“你为什么不快乐”“读书的
真实目的”“我为什么活着”现在突然让我写出什么感受竟然无从说起。首先，这本书让我知道了有
这样的一个学诚法师blog（http://blog.sina.com.cn /xuecheng）从此以后，它加入了我的google reader，这
个blog中发表的都是学诚法师个人或他的徒弟们说写的文章，有对万事万物的感悟，对佛法的参透，
对寺院中生活的介绍。而这本书正是收录 2006年一年的此blog中的文字与图片。读此书我总有一个想
法，如果去出家了会怎样？丢弃一切世俗之事，全然研究佛法及各种古圣先贤的典籍，这听起来并不
是一件坏事。对于我，我想放不下的还是父母，当然这个问题我并没有想得太深入，可不能像文中某
位去当义工的人和别人随口应和就出家了。法师的很多观点都使我深受启发，我也正在慢慢的改变自
己。比如：众生，抛弃各种烦恼，发心，慢心。最后，阿弥陀佛!以下摘录一些经典段落：1.吃得好，
睡得好，一个人就没有灵魂了。物质享受多了，就忘失了宗旨目标，迷失了生命的方向。2.只要你认
为自己一定行，那么对任何事，你就真的一定行。3.如果想要等到自己的能力够了再去承担，那永远
没有这一天。真正的承担靠的是发心，在发心承担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能力。4.我们得不到的时候，就
会采取种种手段加害于人，用佛法的观点来讲，就是嗔心。看到别人得到财富，看到别人有进步，被
第八，有好的职务等，我们自己内心就会难过不好受，根据佛法来讲，就是嫉妒心在起作用。自己比
较有能力工作比较好，家庭比较好，就会觉得别人很差，这叫慢心。在现实生活当中常常不知道自己
何作何为，何去何从，怎样同别人打交道，与人相处，与人为善，不知如何下手，这就是无明愚痴
。5.我们还经常错误地估计一件事情所耗费的时间，这就会影响到我们对做各项事情的时间分配。也
许我们会觉得，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或那件事，但如果仔细反省会发现有很多细碎的时间都没有很好
的利用。6.这些都是念力，定力不强，智慧不够的表现。承办大事，头脑一定要灵活。一定要善观缘
起，而且要有一种十分精进的心力推动自己分秒不懈怠。7.一切痛苦都是来自于自私自利，以自我为
中心，一切快乐都是来自于代他人着想为他们谋福利，这就是爱自即成众苦因，爱他则是万善根的深
刻道理。8.修学大乘佛法，不是在增加一些哲学概念，主要是在培养度人的心。9.检验修行是否进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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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博客》

三个标准。A.烦恼调伏否？B.业果深信否？C.戒律清净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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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博客》

章节试读

1、《和尚·博客》的笔记-前言

        师父看到的缘起是不可思议的，而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看不清楚的，我们惟一能做的，最简单，也
是最难的，那就是要听师父的话。依师做到了，一切福德因缘也就随之而来。读到这段话，深有感触
，不依师就是对师父的不恭敬，就是还没有放下轻慢之心，老师常说闻思修，闻道后若不思上进，不
依道修行，就没有成就的可能，回忆老师的嘱托，习气禀性中的漏昭然若揭，不可不时刻觉知，可难
就难在觉知到了，却修正不了，就体会到了原文中所说的“难”，简单的一个字，却要经历过很多才
能明白，但文中又说依师是“简单”的，而这个简单也要经过百转千回之后才能达成吧，有的人快，
有的人慢，因人而异，而我还在“难”中踯躅不前，但是，迷茫之中已经看到了点点光明，相信自己
会证得这个“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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