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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知要经历多少的坎坷。每一次的成功，也许都要经历唐僧取经

般的九九八十一难。如果我们的生命真有无限长的话，即使把所有的路都走一遍都无所

谓，但事实是生命有限，人生苦短，人生真正能够做事的时间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 

鉴于此，我们编著了这套《不可不知丛书》，作为读者朋友面对现实生活的一面旗

帜，来感召和激励人生，共同朝着美好的未来前进。 

《不可不知的文化常识》——文化精粹，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 

《不可不知的地理常识》——快速预览地理，丰富知识，开拓视野…… 

《不可不知的心理常识》——成就心灵坐标，改变命运的行动指南…… 

《不可不知的历史常识》——文字短小精悍，娓娓道出历史的脉络…… 

《不可不知的生活常识》——繁杂生活问题，帮你轻松解决…… 

…… 

书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引导人的一生走向成功。卡耐基曾经说过：“人生的价

值，就是创造有价值的人生。正是如此，人生最值得回味的地方并不在功成名就之时。”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也是一切人生理念的思想基础。 

去粗取精，纵览世界的锦绣河山；去伪存真，了解自然的神奇画卷。一书在手，知

识全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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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心诚则灵 
 

 

认识自己一室六窗 
 

点石成金 
真正的佛法就是要求人能把握自己的心。别让自己的心那么散乱，人心一旦散乱了，

活着就会觉得辛苦。 

人们想要净心的时候。往往习惯于用理性去控制，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告诉自己：“不能动心，不能动心”，这个时候心已经正在动了。提示怕己：“心不能随

境转”，这个时候心已经转了。真正的净心不是特意去控制它。也不是刻意去把握它。

什么时候都知道自己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不动了。心不动了，人卦不会为外界的诱惑所

动从而净化自身。 

 

经典故事 
关于心动，世人所了解的多是六祖慧能的“风动、幡动、心动”的故事，下面讲一

则两个禅师之间的新鲜小故事： 

仰山禅师有一次请示洪恩禅师道： 

“为什么吾人不能很快地认识自己?” 

洪恩禅师回答道：“我给你说个譬喻，如一室有六窗，室内有一猕猴，蹦跳不停，

另有五只猕猴从东西南北窗边追逐猩猩。猩猩回应，如是六窗，俱唤俱应。六只猕猴，

六只猩猩，实在很不容易很快认出哪一个是自己。” 

仰山禅师听后，知道洪恩禅师是说吾人内在的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和

追逐外境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鼓噪繁动，彼此纠缠不息，如空中金星

蜉蝣不停，如此怎能很快认识哪一个是真的自己?因此便起而礼谢道： 

“适蒙和尚以譬喻开示，无不了知，但如果内在的猕猴睡觉，外境的猩猩欲与它相

见，且又如何?” 

洪恩禅师便下绳床，拉着仰山禅师，手舞足蹈地说道：“好比在田地里，防止鸟雀

偷吃禾苗的果实，竖一个稻草假人，所谓‘犹如木人看花鸟，何妨万物假围绕’?”仰

山终于言下契入。 

 

生活中，有很多人的心情都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更有甚者，将对自己的认识和评

价建立在他人的态度之上，更是本末倒置。如果用一句通俗易懂的格言来概括洪恩禅师

的话，那就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阿瑟刚当上军官时，心里很高兴。每当行军时，阿瑟总是喜欢走在队伍的后面。一

次在行军过程中，他的敌人取笑他说：“你们看，阿瑟哪儿像一个军官，倒像一个放牧

的。” 

阿瑟听后，便走在了队伍的中间，他的敌人又讥讽他说：“你们看，阿瑟哪儿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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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简直是一个十足的胆小鬼，躲到队伍中间去了。” 

阿瑟听后，又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他的敌人又说：“你们瞧，阿瑟带兵打仗还没

打过一个胜仗，他就高傲地走在队伍的最前边，真不害臊!” 

阿瑟听后，心想：如果什么事都得听别人的话，自己连走路都不会了。从那以后，

他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了。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谁能代替你走路吗?谁能代替你做决定吗?答案当

然是否定的。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做主，自己的命运需要自己主宰。人，要依据自己的心，

作出自己的判断，不能总被外界的境遇所左右。 

 

人生智慧 
为什么人最难认清自己?主要是因为真心蒙尘。就像一面镜子，被灰尘遮盖，就不

能清晰地映照出物体的形貌。真心不显，妄心就会成为人的主人，时时刻刻攀缘外境，

心猿意马，不肯休息。人体如一村庄，此村庄中主人已被幽囚，为另外六个强盗土匪（六

识）占有，他们在此兴风作浪，追逐六尘，让人不得安宁。 

心不动才能真正认清自己，遇到顺境不动，遇到逆境也不动，不受任何外在的影响。

现代人的状况大多相反，遇到顺境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遇到逆境的时候痛苦得不得了，

这就带来许多痛苦。 

其实，我们遇到的任何外境都一样，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点，就不会被六尘所诱

惑，也不会被六识所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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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净则佛土净 
 

点石成金 
佛经中说：“清净心植众德本。”一切功德从清净心中来。要想往生西方，心一定要

清净。 

世间法也靠清净心。众生在世间，如果心清净，一定孝：心不清净。不孝。如果心

清净，一定尊敬长上；如果心不清净，则不尊敬。 

心清净的一个含义就是“不可测、无障碍”。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人们

的心境太容易受到夕卜界的干扰。恶人受丑陋之心的牵引而做坏事．普通人也可能因为

执著心、愧疚心等而使自己陷入痛苦，无法自拔。 

 

经典故事 
如果人对于外界的事情心有挂碍，并由此生出了懊恼心、欢喜心，那么这颗心就失

去了它的本来面目。 

 

从前，在舍卫国里住着一个老人，他和儿子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后来老

人受到佛陀教义的启发，就和儿子一起出家，老人当了比丘，他的儿子当了小沙弥，两

人成为师徒。 

这天，老比丘带着小沙弥一起出去化缘，师徒俩不知不觉越走越远，等他们想到要

回去时，天已经快黑了。师父年纪大，走得很慢，徒弟就上前来搀着师父走。 

天色越来越黑，当他们来到一片树林中时，天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只能听见

师徒俩行走的脚步声和树叶的沙沙声，还有从远方传来的各种野兽凄厉的叫声。 

小沙弥知道树林中常有野兽出没，为了保护师父，就紧紧抱住师父的肩膀，连扶带

推地快步向树林边缘走去。 

师父年老力衰，又东奔西走了一整天，早就累得走不动了，加上看不清楚道路，一

个踉跄跌倒在地，头刚好磕在硬石头上，一下子就死去了。 

小沙弥看到师父倒在地上，赶忙把他拉起来，可是见他没什么反应，才发觉师父已

经死了，不禁大吃一惊，痛哭失声! 

天亮以后，小沙弥独自一人回到寺庙。 

寺里的比丘们知道事情的经过后,纷纷谴责小沙弥： 

“你看!都是你不小心，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就是说嘛!竟然把自己的父亲推去撞石头，真是个不孝子!” 

小沙弥有口难辩，心中觉得很委屈，就去找佛陀诉苦。 

佛陀让小沙弥坐下，说道：“你要说的话我全都知道了，你师父的死不是你的错。” 

话虽如此，但小沙弥还是眉头紧皱，无精打采的。 

佛陀看了，微笑着继续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吧!从前有一个父亲生了重病，儿子

很着急，到处求医问药。每天他服侍父亲吃过药后．就扶父亲上床躺下,让父亲睡个好

觉。可是他们住的是一间茅草屋，地上又潮湿，引来许多蚊蝇，整天嗡嗡地飞来飞去，

打扰父亲睡眠。儿子见父亲在床上睡不着，马上找来苍蝇拍到处追打蚊蝇。却怎么也打

不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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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又急又气，转身抄起一根大棍子挥舞着，对着空中的蚊蝇拼命追打。恰巧有

一只蚊蝇落在父亲的鼻子上，儿子一时没看清楚，慌忙一杖打去，父亲就这样被棍子重

重揍了一下，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就死去了。” 

佛陀停了一会儿说：“孝顺的儿子在无意中伤人性命，只能算是一个意外，不能因

此指责儿子是杀人犯，否则可就冤枉他了。” 

佛陀看到小沙弥听得很认真，似乎有所感悟，就进一步问：“你使劲推你的师父，

是怕师父遭到野兽的袭击，想赶快离开树林，并不是心存恶念，故意要伤害他的性命，

是吗?”小沙弥点头称是。 

佛陀说：“我讲的故事和你所经历的事有些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佛法是慈悲的，

你安心修行吧!'’ 

小沙弥听了佛陀的话，心中获得了安慰，从此更加勤奋修行了。 

 

世间最可怕的不是错事，而是错心，事情错了，可以改正，心错了，就会继续做错

事。只要自己的心没有出错，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人生智慧 
反省的精神固然可贵，但如果对于自己的某个无心的错误过于自责，就是一种执著

心的体现，这种自责也容易给人带来强大的心理压力，影响人的正常生活。 

犯错误总是难免，与其在自责的泥潭里面痛苦，不如做点更加有意义的事情来尽量

避免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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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净心的种子必会长成参天大树 
 

点石成金 
人类在任何时代都需要一颗清净的心。 

清净心。即无垢无染、无贪无嗔、无痴无恼、无怨无忧、无系无缚的空灵自在、湛

寂明澈、圆融无住的纯净妙心。也就是离烦恼之迷惘。即般若之明：争，止暗昧之沉沦。

登菩提之逍遥。有了清净心。则失意事来能治之以忍。快心事来能视之以淡，荣宠事来

能置之以让。怨恨事来能安之以忍。烦乱事来能处之以静．忧悲事来能平之以稳…… 

如能清除妄心。回归真心．则学佛之人必修成正果：世俗之人。也能除去烦恼。自

在逍遥。 

 

经典故事 
清净心能够提高人的人生境界，有一则关于佛陀的故事向我们讲述了这个道理。 

 

佛陀带领阿难及众多弟子周游列国时，一日，朝着一座城市前进。而那城主早已耳

闻佛的事迹，并担心佛到城里后，所有的人民都皈依了佛，将来自己就无法受人敬重了，

想到这里，城主心里不免担忧，于是下令：“若有人敢供养佛陀的话，就要交五百钱税

金。” 

佛陀进城后，就带着阿难去托钵，城里的居民因担心交沉重的税金而不敢出来供养

佛陀。当佛陀托着空钵要出城时，一位老佣人正端着一碗腐烂的食物出门，准备将之丢

弃，然而，当她看到佛陀庄严的姿态、大放光明的金身及眉宇间散发的慈悲与安详时，·心

里非常感动。但是，待她仔细一瞧，却发现佛陀的钵里空无一物。此时，老佣人心想：

“如此相好庄严的人，吃的一定不是一般的食物。而他现在却委身在此托钵行化，这正

是他的大慈悲啊!” 

顿时，这位老佣人生起了景仰的清净心，想要供养佛陀一些美味佳肴。但她因一贫

如洗而无法如愿，心中既难过又惭愧，只好告诉佛说：“我实在很想设斋供养您，但是，

我却什么也没有，仅有的只剩手上这碗粗糙的食物，若佛陀您不嫌弃，就请收下吧!”

佛陀看出了她的虔敬以及供养的那份清净心，就毫不犹豫地收下了她供养的食物。 

就在此刻，佛陀微笑着，并放出五色光芒，照遍天地，不久，再从眉间收回这道光

芒。佛陀是已经开悟的圣者，其一言一行皆有深刻的含义，是不会无故而笑、无故而说

的，而佛陀方才的举动令阿难不解。于是，他便恭敬地请示佛陀，是何因缘而微笑呢? 

佛陀问阿难：“你可看见刚才老佣人满怀信心布施的情形?” 

阿难回答：“看见了!” 

佛陀接着说：“这位老佣人因为刚才的布施，往后的十五劫中，她将会到天上享福，

不堕入恶道中。之后，她会投生为男子，并且出家修行，成为辟支佛，证到无上涅榘，

受大快乐。” 

这时，有个人看到这样的情形，就对佛陀说：“你虽贵为婆罗门，是净饭王的太子，

却在得到布施后，撒了一个大谎。用这样不净的食物布施，竟可得到如此的果报，怎么

可能呢?”待此人语毕，佛陀伸出他又长又宽的舌头，覆盖过脸直到发际。接着就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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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过经典的话，有这样舌头的人，你想他会说谎吗?”这个人回答：“根据经典

记载，舌头可以盖过鼻子的人，所说的话就不会有错。何况能长到发际，则此人的话，

绝对无所怀疑。但是，我仍然无法理解，就凭这么一点儿布施，为何能获得如此大的果

报?” 

佛陀接着问：“你可看过世间有什么稀有罕见的情形?”那人答：“有啊!我曾经在路

上亲眼目睹一棵大树，居然能遮蔽住五百辆车队，那树荫大得简直没有尽处。这可说是

稀有难得的吧!”佛陀说：“这棵树的种子有多大呢?”那人回答：“大概就只有一般种子

的三分之一大而已。”佛陀即说：“谁会相信你说的话呢?那样宽大的树木，竟然是由如

此微小的种子所孕育出来的。”那人紧张地反驳说：“是真的呀!我没有撒谎骗人。因为

那是我亲眼所见的。” 

佛陀告诉这个人：“刚才的情形不也是这样吗?那位充满信心布施的老佣人，最后得

到大福报，这和你遇到的情形不是一样吗?即使树的种子如此微小，却有极大的果报。

更何况，如来已证到最圆满的果位，福田是如此丰盈，这样的事不是不可能的。”这个

人听了当下豁然开朗，赶紧顶礼佛陀，忏悔自己的愚痴过失。佛陀欢喜地接受此人的忏

悔，并慈悲地为他开示法要，由于一心听法的缘故，此人即证得初果罗汉。证果的他欢

喜地举起双手，向大家呼喊道：“各位，甘露的门大开了。为何大家不赶快出来啊?” 

城里的居民纷纷缴纳了五百钱税金后，蜂拥至佛前，表示欢迎与供养，并异口同声

地说：“若能得到甘露法语，那五百钱又算得了什么!” 

当所有的居民全都出来供养佛陀后，那道命令显然也就无效了。后来，城主也忏悔

自己的过失，和大众一起皈依佛陀，同获清净的信心。 

 

清净之心就是一粒小小的种子，虽然外表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其中却蕴涵着最伟大

的力量，凭借这种力量，人能够实现非常大的提升。 

 

人生智慧 
在紧张忙碌的日子里，拿出许多小小的空闲为自己净心，片刻的净心会带来片刻的

安宁，无数个片刻积累起来，人就获得了一份悠然自得的心情，整个身心也能达到和谐

的状态，从片刻安宁到身心和谐，这又何尝不是一粒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的过程? 

读罢佛陀的故事，也许人们还不能对佛法有深刻的体会，但是当你重新走入社会时，

就会忽然发现，自己的心已清净了许多许多，周围的一切已明澈了许多许多，生活已充

窦了许多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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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心诚意敬钟如佛 
 

点石成金 
如果人的心中没有如来佛祖．那么即使学佛一万年，也无法领会其中的奥妙。所以，

学佛法，首先要正心。心正了，思想不再扭曲：身正了，行为不再偏颇；身心都正了，

语言不再苦涩，人就不会有偏离正道的危险。 

正心的人眼里只看到一种事物，看山，山是佛祖，看水时，水是佛祖。看钟时，钟

亦是佛祖。 

普通人如果也能达到这种境界，做事也会更容易成功。 

 

经典故事 
钟是佛教丛林寺院里的号令，清晨的钟声是先急后缓，警醒大众，长夜已过，勿再

沉睡。而夜晚的钟声是先缓后急，提醒大众觉昏衢，疏昏昧!故丛林的一天作息，是始

于钟声，止于钟声。 

有一天，奕尚禅师从禅定中起来时，刚好听到阵阵悠扬的钟声，禅师特别专注地竖

起心耳聆听，待钟声一停，忍不住召唤侍者，询问道：“早晨司钟的人是谁?” 

侍者回答道：“是一个新来参学的沙弥。” 

于是，奕尚禅师就让侍者将这位沙弥叫来，问道：“你今天早晨是以什么样的心情

在司钟呢?” 

沙弥不知禅师为什么要这么问他，他回答道：“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情!只为打钟而打

钟而已。” 

奕尚禅师道：“不见得吧?你在打钟时，心里一定念着些什么，因为我今天听到的钟

声，是非常高贵响亮的声音，那是真心诚意的人，才会发出的声音。” 

沙弥想了又想，然后说道：“报告禅师!其实也没有刻意念着，只是我尚未出家参学

时，家师时常告诫我，打钟的时候应该要想到钟即是佛，必须要虔诚、斋戒，敬钟如佛，

用入定的禅心和礼拜之心来司钟。” 

奕尚禅师听了非常满意，再三地提醒道：“往后处理事务时，不可以忘记，都要保

有今天早上司钟的禅心。” 

这位沙弥从童年起就养成了恭谨的习惯，不但司钟时如此，做任何事，动任何念，

一直记着剃度师和奕尚禅师的开示，保持司钟的禅心，他就是后来的森田悟由禅师。 

奕尚禅师不但识人，而且还从钟声里听出了一个人的品德，这也由于自己是有禅心

的人。谚云：“有志没志，就看烧火扫地。”森田沙弥虽小，连司钟时都晓得敬钟如佛的

禅心，可见其长大之后成为禅师是一种必然。 

 

人生智慧 
现代人都很聪明，并尤其爱玩小聪明，他们大都视虔诚为痴傻或缺心眼儿。因此，

看不起老实人，把老实人视为低能；他们更期望以最小的投入去攫取最大的利润，而不

具有倾注一切心血、集中全部精神的虔敬心。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不正不敬的，无论修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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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求成，都难以实现目标。 

而虔诚的人，却能凭借虔敬带来的韧性和智慧，创造数不清的辉煌，这对于那些崇

尚机巧的所谓“聪明人”，真是一种有力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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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身心的“无明” 
 

点石成金 
在佛的眼中，世界上并没有真实存在的痛苦和烦恼，只因为人们的愚昧遮蔽了真理

和智慧的光芒，所以才有了种种烦恼的现象。 

佛家将尘世中的种种痛苦和烦恼称为“无明”，这个无明，由人们内心中的欲望所

生发，并使人长久地处于一种不自在的状态。 

日常生活中，如果他人要我们欢喜，说几句好话，我们就感到欢喜：要我们烦恼，

说几句坏话，我们就立刻大怒。这样我们就被别人所控制、所掌握。从而失去了自主权。 

不能自主的生是非常悲哀的！ 

 

经典故事 
对于内心不够清净的人，无明具有巨大的力量。 

佛陀有一次在说法时，有一个女子就坐在佛陀身旁入定，文殊菩萨就问佛陀道： 

“佛陀!这个女子为什么能在您身旁就座，且入于三昧?而有智能第一之誉的我，为

什么却不能呢?” 

佛陀回答道：“你把她从定中引出，自己去问她。” 

于是，文殊菩萨就绕此女子三圈，并鸣指一下，但此女子都无动于衷，文殊甚至把

她托至梵天，尽其神力，都不能使这个女子出定。 

佛陀便道：“现在，就算有百千万个文殊，也没有办法使这个女子出定。如果一定

让要她出定，在下方世界过四十二恒沙国土，有位罔明菩萨可以做得到。” 

不久，罔明菩萨从地涌出，向佛陀作礼后，便至此女子前，鸣指一下。此女子马上

就出定了。 

罔明就是无明了。禅定，不为外境所动，无明烦恼的力量不可小看，当无明扰乱身

心时，“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不可不慎。 

 

人生智慧 
佛经中所讲的“定力”就是人们常说的“恒心”，要成就大事，就必须先磨炼人的

心灵，在心理上经得起周围环境及人与事的磨炼，做到不动摇、不散乱、不烦恼，便可

保护心念为成功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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