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说明

　　经一诚法师授权，我社将陆续编辑出版一诚法师的作品系列，这一作

品系列的主题涉及修心修身、为人处世、身心的静定安稳，以及对幸福的

追求，囊括了人生由内而外的各个方面。书中，一诚法师以返璞归真的智

慧，结合人们在工作、事业、生活、为人处世等方面遇到的诸多困惑，用

温存朴实的语言将人生的道理娓娓道来，为世人开出了一剂安顿身心的良

药。生活在喧嚣之中的现代人，不妨放慢脚步，静心聆听一诚法师毕生的

修行心得，从法师清净从容、简单深沉的智慧中，体味烦恼不生、身心轻

安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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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子曰：“言而无文，流之不远。”夫古人立言之目的，无非文以载道。可

见，弘扬大道，须要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禅宗一花五叶，于中土为

盛。其内容者，诸佛印是；其形式者，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甚至有提三

尺棒，杀佛灭祖者。原因无他，皆因为文饰之非而堕言说妄想，以形式而

侵内容也。

经云：“凡有所相，皆是虚妄。”余本无意留存诗稿。如今弟子携文稿请

予为序，余见之，知其关心文化，遂默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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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因缘】

我跟弟子说过四句话：“以上要敬，以下要慈，以人

要和，以事要真。”这四句话能概括应对社会一切人

事的方法，核心是对人和气，对事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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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要和，对事要真

2003年7月去参加佛协会，听闻消息有人要分佛协的庙产，当时满心觉得不

妙。我们礼佛的这些人都去搞分裂，就失了学佛本意，也就不会有一份儿

安稳的心去诚意侍奉佛祖，佛学界又怎么会有发展。这就跟人在相处的时

候一样，本来好好地在一起生活，整天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吵闹，最后还

要分家，那么家也就不成家了。

我跟弟子说过四句话：“以上要敬，以下要慈，以人要和，以事要真。”

这四句话能概括应对社会一切人事的方法，核心是对人和气，对事认真。

无论哪个佛友，恐怕都对人讲过：老实做人，踏实做事。《金刚经》讲修

行第一品是穿衣、吃饭、洗脚、睡觉；佛陀也是如此，他自己穿衣、化

缘、吃饭，吃完了饭后洗了泥脚，敷座而坐，他没有让学生把他的位置铺

好，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置物品，把位置拍平，自己坐上去。

这些看上去都很平常，却充满了和气和认真。

有一次，有两个小和尚在后院吵架，一个比另一个位份高些，倒有些颐指气

使的意思。回想佛陀的话：若你会发现造成伤害，就不要依此伤害别人。我

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就先要怎样对待别人。倘若今天说话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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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伤了别人的感情，回过头来也会被人伤害。这显出和气多么重要。

和尚，和尚，“和”为“尚”，与人和气是莫大的智慧，也是莫大的勇

气。有书上写道：幸福并不取决于你拥有财富、权利和容貌，而是取决于

你和周围的人的相处。我们越是心生和气，不但学佛能水到渠成，做人、

生活、工作也会水到渠成。

从和气到认真，是修心到处事的一个过程，有和气陪伴，做事情就不怠

慢。假设满心燥郁，成日没个安稳，脚跟没有清净，做事情肯定没办法认

真对待。要是以这种状态去待人待事，得罪人不说，自己也不痛快。

有位德高望重的悟缘禅师，他的朋友是位知名画师。一天，这位画师朋友

来到寺里找悟缘禅师，聊天中，悟缘禅师听闻画师刚收了个徒弟，却不喜

欢这个弟子，指导作画也是漫不经心。终有一日，徒弟被画师惹怒，与画

师产生了冲突。画师心生郁闷，所以来找禅师解闷。悟缘禅师并没有开解

他，而是问画师：“你是学画之人，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你站在山上画

一个山下的人，和你站在山下画一个山上的人，哪个大，哪个小？”画师

想了想说：“自然是一样大小。”禅师点头说：“这便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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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上看山下的人与在山下看山上的人，都是一样大小。人和人都是平等

众生，我们大可不必因为自己的意愿去排斥别人。正如我们对别人和气，

别人对我们也客客气气，对事情认真对待，事情就更容易解决。

社会是因为合作而存在的，人是因为有情而快乐幸福的，和气是合作、感

情的桥梁，有了它处处都能有好事发生，这世上恐怕没人不欢迎好事。

平日里我们有太多不可预期的烦恼和争执，但百十来年走过来，不是为了记

住以往的不快，而是告别过去，继续行走。如果用烦恼和不屑去填充以往的

日子，便成了无生趣。和尚活了九十年，若是终日了无生趣，便早已离开。

【偈语一辑】

美玉藏石头，莲花出淤泥。

须知烦恼处，悟得即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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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错误之后的两种误区

错误是人人都会犯的，今天砸坏了东西，明天错怪了他人，后天办事不成

功，再后来是感情出现问题。若不直下承担，正像学习佛法，只知高深不

易明了，却不知其深意，就形而理解，立刻就会进入误区。这种误区有两

个：第一，深责自己，陷入自责圈中不能自拔，耽误了其他人事；第二，

把错误推到别人身上，看不清本身存在的问题，自己耽误自己。

这怎么说呢？

先讲第一个误区。自责本身是负面的情绪，在禅宗里面讲，可以视为不能

“歇”。“歇”就是“大休歇、大解脱”的境界，简单地讲，就是把一切

都放下，什么烦恼心垢都被剥离，什么欲念贪婪都可以抛诸脑后，人就能

恬淡闲适了。“歇”还有另外一重意思，便是“自尊自贵，自成自立”，

做到这四点，也没有什么烦恼不能解脱。

回过头来说，自责是对强大负面情绪的拾起，是自己否定自己、轻贱自己

的行为，这完全违背了休歇之意，人还怎么高兴得起来。有些人通过做善

事、好事，或者盲目帮助别人来抵御自责情绪，试图转移注意力。但这是

本末倒置的做法，因为它忽视了情绪产生的原因，企图用其他情绪来挤兑

自责心。然而，布施的行为并非追逐娱乐、逃避痛苦的方式，心中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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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快乐是不能通过它来重新捕获。

人最先应该做的是面对。身为平常百姓，我们不可能万事做到，不能避免

苦痛，所以要意识到凡事总有不可为是可以面对的。一旦你意识到错误必

然会发生，对别人说出来，坦然以对，泰然处之，遭遇便也不是遭遇，而

是生活中某件不足挂齿的小事，自责便找不见你。

第二种误区即是嗔。佛法里讲嗔的公案不只一则，江苏姑苏的南濠街有一

个人常到阴曹地府去作差役，每隔几天就要去值班。有一天，一个邻居满

怀好奇，请求他带自己去阴曹地府游玩一圈。差役欣然答应，让他回家乖

乖躺在床上，交代家人千万不可以开门。差役就会拘了他的魂魄，带他去

地府，之后再送他回来。

邻人照做一番，果然魂魄和阴差一起同行。二鬼来到县府城隍庙前，阴差

嘱咐邻人在庙前石牌楼下等着，自己就拿着文书进入中庭拿取通关文牒。

邻人等得太久，便开始不耐烦。恰在此时，他见到一辆马车迎面而来，里

面有四个女子和两个男人，其中有一女子与邻人相识，便招呼他上车，邻

人就这么跟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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