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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上地下的蜷飞蠕动，花鸟鱼虫都有它们自己的成长、生存、活动的规律。就像竹子树木，它们总是
向天上长；春天到了就要采茶叶，以春天的芽头为最好，过了春天到夏天就不太好了。这就是自然规
律。没有了规律、规则，世间的一切都无从谈起。    社会的人群也是这样，有法律法规、有规定规范
，大家的生活才有了秩序与和谐，各司其职，各尽其力，秩序井然，健康和乐。如果没有这些规则，
世界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过去在古代，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人和人之间也不复杂，不像现在社会
问题如此多。那时候，无论是母系氏族还是父系氏族，大家只要听长辈的，吩咐一声照办即可，每个
人都知道自己该如何做，简单得多。    现在社会发展飞快，火车、飞机、火箭、军舰，不同的组织、
不同的团体、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追求、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目的，真是繁花似锦，江南草长。如果
这里不守规矩，大家没有共同的章法，世界岂不是乱套。佛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如果说世
界是个大圈子，那么每个集体、每个单位就是小圈子。虽然大圈子和小圈子的规则不太一样，但基本
道理是相通的。一花一叶和一个世界、一个佛土都需要规则和规范，就这一点来说是相通的。    出家
人修行要规矩，这就是戒律，有戒律开始才有缘分。世人的戒律是什么，是心。心虽然很小，戒律却
很博大，这就是胸怀，怀的是什么，是大智大慧。世人的心要怎么守戒呢，和尚总结如下：    第一，
要有承担。什么都能接纳，智慧就会慢慢地生出来，到了外面无论遭遇什么、得到什么，都能为自己
所有。    第二，以戒为师。没有规矩就没有方圆，要会克制自己，灭除过分的妄想，思想行动都能自
我遏制，你就不会被外界所遏制，便能游刃有余。    第三，平等慈悲。你待世人平等，世人必待你不
薄，你的胸怀就是这样被炼成的。    第四，经常忏悔。犯了错误，无论是糟蹋自己还是不利别人，如
果你放不下，就回家多多忏悔，心中的正能量就会不断攀升，减少自己再犯错的几率。    第五，心中
清净。你不动如来，别人如何都不能动摇你，你的智慧于当下这刻打开，能看透一切事物，就不生诸
般烦恼，心宽体胖。    第六，放得下，提得起。这个所有的修行的人都讲，和尚讲也是一样。凡有所
相，皆是虚妄。知道太多心里搞不定，知道太多就变成知障，放不下。要放得下，还要提得起。心胸
就是从这里来的。    世上杂相万千，要是人人的心都能守着如上所言，便没有那些烦恼、痛苦，没有
贪嗔痴，没有身三业、口四业、意三业。既无杂相，心自轻安。    一诚法师    20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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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宽怀:一诚法师谈人生》中，一诚法师用利落精到的语言为迷航的人开示智慧，结合人们在工作、事
业、生活、感情、为人处世等方面遇到的困惑，为这个浮躁多变的世界里内心动荡不安的人们，开出
一剂安顿身心的良药，引导我们修出一颗好心，修出一份宽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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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一诚法师：
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前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27年生，湖南望城人，1949年6月出家，1956年得
近代高僧虚云老和尚受具足戒，得沩仰、临济法脉。1985年，任真如禅寺方丈。后历任中国佛教协会
副会长、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2002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有《以戒为师》、《云居山新志
》等书。一诚法师以戒为师，以和为尚，一生苦修，致力于建设佛学院、寺庙，育才兴教，坚持“人
间佛教”的精神慈悲济世，弘法足迹踏遍四海，在佛教界有相当高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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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序天上地下的蜷飞蠕动，花鸟鱼虫都有它们自己的成长、生存、活动的规律。就像竹子树木，它们
总是向天上长；春天到了就要采茶叶，以春天的芽头为最好，过了春天到夏天就不太好了。这就是自
然规律。没有了规律、规则，世间的一切都无从谈起。社会的人群也是这样，有法律法规、有规定规
范，大家的生活才有了秩序与和谐，各司其职，各尽其力，秩序井然，健康和乐。如果没有这些规则
，世界不知道要变成什么样子。过去在古代，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人和人之间也不复杂，不像现在社
会问题如此多。那时候，无论是母系氏族还是父系氏族，大家只要听长辈的，吩咐一声照办即可，每
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如何做，简单得多。现在社会发展飞快，火车、飞机、火箭、军舰，不同的组织、
不同的团体、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追求、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目的，真是繁花似锦，江南草长。如果
这里不守规矩，大家没有共同的章法，世界岂不是乱套。佛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如果说世
界是个大圈子，那么每个集体、每个单位就是小圈子。虽然大圈子和小圈子的规则不太一样，但基本
道理是相通的。一花一叶和一个世界、一个佛土都需要规则和规范，就这一点来说是相通的。出家人
修行要规矩，这就是戒律，有戒律开始才有缘分。世人的戒律是什么，是心。心虽然很小，戒律却很
博大，这就是胸怀，怀的是什么，是大智大慧。世人的心要怎么守戒呢，和尚总结如下：第一，要有
承担。什么都能接纳，智慧就会慢慢地生出来，到了外面无论遭遇什么、得到什么，都能为自己所有
。第二，以戒为师。没有规矩就没有方圆，要会克制自己，灭除过分的妄想，思想行动都能自我遏制
，你就不会被外界所遏制，便能游刃有余。第三，平等慈悲。你待世人平等，世人必待你不薄，你的
胸怀就是这样被炼成的。第四，经常忏悔。犯了错误，无论是糟蹋自己还是不利别人，如果你放不下
，就回家多多忏悔，心中的正能量就会不断攀升，减少自己再犯错的几率。第五，心中清净。你不动
如来，别人如何都不能动摇你，你的智慧于当下这刻打开，能看透一切事物，就不生诸般烦恼，心宽
体胖。第六，放得下，提得起。这个所有的修行的人都讲，和尚讲也是一样。凡有所相，皆是虚妄。
知道太多心里搞不定，知道太多就变成知障，放不下。要放得下，还要提得起。心胸就是从这里来的
。世上杂相万千，要是人人的心都能守着如上所言，便没有那些烦恼、痛苦，没有贪嗔痴，没有身三
业、口四业、意三业。既无杂相，心自轻安。一诚法师2013.2.3做一个明白人22岁时去乌山寺顶礼拜佛
，看到殿内尊尊佛像，依稀觉得似曾相识，仿佛以前曾以此为家，有种归家的很亲切的感觉，心中无
比欢喜，不觉托出“今来乌山寺，皈依故佛前⋯⋯”一偈。自此辞别双亲，剃度出家，一系列过程，
好比水到渠成。后来，有过一位居士和我谈起出家的经历，问道：“为什么是皈依‘故佛’？”我说
，其实“故佛”就是“自我”。打个比方来说，出家以来，虽经历无数艰辛磨难，却从未改变初衷，
信心不曾有丝毫动摇，这是因为乌山寺礼佛一事正是发现“自我”、找到“自我”的机缘。可以说，
一旦认清了自己该走的路，就能在这条路上直直地行去，百折也不曾回头。《华严经》里讲过，一切
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谁的心呢？这里说的其实是自己的心。谁的识？就是自己的识。人一
生只和两种人相处，一是自己，一是他人。无论自处，还是与人相处，都好像在画一个圆。这个圈以
自觉、自度为圆心，以慈悲、利他为半径，圆圈越大，世界越宽广。佛祖常说“自度而后才能度他”
，可见人生的圆要画得圆满，圆心的位置很重要，把自己度好了，认清了自己该干什么，该怎么做，
才有余力和能力去度别人。这圆圈画得自然也就圆满了。说得更明白些，“自度”就是找到自己，认
识自己，把自己找到了，才活得明白，才知道这一辈子要做什么。就像神会禅师在拜见六祖时，六祖
问他：“你从哪里来？”这是一个充满机锋的提问，意在询问神会是否找到了生命的本原。每个人都
会对自己的存在追根溯源：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有些人可能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知道自己在
社会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但这不是真正的对“自我”的认识。不如做个比喻，莲花尚未出水时，埋
在淤泥里的是一粒种子；出水后就长成了荷叶，接着还会开出莲花，结出莲蓬。那么莲花的本原是什
么？不是种子、荷叶，也不是花朵、莲蓬，莲花就是莲花。“自我”也不是身份、地位、职务，“自
我”是去除一切外在的东西之后，最根本的那个“我”。人常常能认识诸世间，不能认识自己。大家
的目光总是向外攀援，追求身外的东西，却很少关注自己。现在讲个故事，可能大家才明白。唐代有
一位智闲禅师，有一次他的禅院里，来了一个小和尚，年纪轻轻，但是人很聪明勤快。他希望能够尽
快有所觉悟，于是去请教智闲禅师。智闲禅师就对他说啦：“既然你刚刚来这里，一定还不熟悉禅院
里的师父和师兄们，你先去认识一下他们吧。”小和尚听了禅师的话，接下来的几天除了日常的劳作
和参禅，都积极地去结识其他的僧人。几天之后他又找到智闲禅师，说：“师父啊，禅院里的其他禅
师和师兄们我都已经认识过了，接下来呢？”智闲禅师看了他一眼，说：“全部都认识了？”小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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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头。智闲禅师说：“不对，还有一个人你没有认识，这个人对你来说，很重要啊。”小和尚很疑惑
，于是一个人一个人地去询问，一间房一间房地去找那个对自己很重要的人，可是始终没有找到。甚
至在深夜里，他也一个人躺在床上思考：到底这个人是谁呢？有一天，他打坐完后，正准备烧水做饭
。去井边打水的时候，他无意间在水面上看见了自己的倒影，这时候他才顿悟：原来，智闲禅师让他
寻找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出家人不论身在何处、做什么事，都会一刻不停地修行自心。这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慢慢地把心修炼得清净、坚韧、安静，就能够在心如明镜的状态下，始终做到认清自
己、把握自己。有居士就问和尚：“如何修心？”修心就是将心上堆积的垃圾清除干净，做一个明白
人，做到心中洞明，没有迷惑，也没有染污。具体讲，就是以智慧明鉴自心，以禅定安住自心，以精
进坚固自心，以忍辱涤荡自心，以持戒清净自心，以布施解脱自心。这六种方式在佛法中称为“六度
”，“度”，就是转变。修心其实就是改心，把浑浊的心变得清净，把混乱的心变得安定，把软弱的
心变得坚强。这不是出家人的专利，为名利、事业忙得团团转的世人，更需要修心的智慧。没有智慧
的人，心中盘踞着贪欲、嗔怒、愚痴这三条毒蛇，眼中只看见名利欲望，求到了就欢喜，求不到就嗔
怨。他们不知道名利欲望追求不尽，也没办法永恒，所以活得自私、焦躁，充满痛苦。这样的人，即
使掉转目光向内看，心上也有重重的迷障，看不见真正的“自我”。人如果有智慧，会活得很明白、
很自在，心就像一面镜子，一尘不染，清楚照见周围的环境，照见自身的能力、学识、因缘；对身外
的名利宠辱看得透、看得淡，既不妄自菲薄，也不故意看低自己，只是不动不摇，坦然平和地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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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宽怀:一诚法师谈人生》编辑推荐：人来世上走一遭，不是为了享乐，也不是为了承受痛苦，而是为
了完成自我和人生。在一诚法师眼中，人生好比一场修行，修行中的苦，需要安然接纳；修行中的乐
，则需要淡然品尝。重要的是去行，去做，无论过程如何、结果如何，都能心无挂碍。

Page 9



《宽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