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觉悟人生，奉献人生 
——2005年 1月 16日讲于古佛禅林 

  

各位居士：下午好！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个老题目：“觉悟人生，奉献人

生”。这两句话从释迦牟尼佛成道的那一天开始就讲这个内容，所有古圣先

贤讲说的道理也不外乎这两句话。所谓的觉悟，佛教叫智慧，有智慧才能

觉悟人生;奉献，佛教的原话是慈悲，有慈悲才能奉献人生。觉悟人生的意

义，就是以觉悟的心态勤修戒、定、慧来直面人生;奉献人生的意义，就是

要息灭贪、嗔、痴，贪心大的人，嗔心大的人，愚痴的人，叫他来奉献人

生，他做不了。觉悟人生，就是要以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的精神来奉

献人生。这两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要落实觉悟人生，就要不断地优化自身的素质，不断地来改造自己。

这句话讲了几十年了，实际上改造自己是一句非常好的话，非常有意义的

话，每一个人不管承认还是不承认，来到世间就是在改造自己。对于每天

所面对的万事万物，所面对的各种繁杂的社会关系、人事关系，我们要不

断调整心态，想种种办法去适应它。那就是在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主观

心态去适应外在的人和事。  

我们所改造的对象是什么呢？佛教把它归纳成三件事，用三个方法去

改造三件事。三个方法就是戒、定、慧。所改造的对象是什么呢？贪、嗔、

痴。我们不能适应外在的环境，不能适应外在的人和事，那是因为内心有

障碍，使得智慧得不到开发，慈悲的精神得不到发扬，不能觉悟人生，不

能奉献人生。改造就是要把我们内在的障碍排除、洗刷、改变，每时每刻



以一种新的精神面貌、新的心态来直面人生，改造就是这个意思。佛教的

精神，从释迦牟尼佛觉悟的那一刻开始，就是要我们要“破”。破什么东西？

破除无明。叫我们要“断”，断什么呢？断除烦恼。佛教讲两件事，一个是

“断”，一个是“证”，加在一起就是“断惑证真”。整个修行的道路就是不

断地断惑，不断地接触、接近真理。真就是真理，就是真实，就是原本的

东西。整个学佛的过程就是一个断惑证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改变自我

的过程。  

如果我们学佛的人不想着这件事，只想到拿十块钱供养菩萨，希望我

儿子考上研究生;拿十块钱供养菩萨，希望我什么病都不生;拿一盘水果供养

菩萨，希望我多子多孙发大财。这还是没有改变我们的心态，还是受贪心

的指使，贪心叫我们烧一根香，希望能得到多大的福报。那么供养布施有

没有功德呢？肯定有功德，但是不能以索取的心态来供养，不能以少少的

东西来索取多多的回报，以这样的心态来布施供养，不符合因果。因为种

瓜得瓜、种豆得豆，虽说春种一粒子，秋收万颗粮，比如说种一粒小米下

去，收一穗小米确实很多，但是那一粒小米种下去到收获这一穗小米，这

个中间有什么过程？这个过程很复杂很辛苦，从播种的那一刻开始就要精

心地去管理它，要施肥，要松土，要浇水，管理得不好，颗粒无收，管理

得好，确实种一收万。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呢？首先种子很重要。一

定要选择有生长能力的种子，不能是发了霉的种子。选择种子的意思是什

么呢？就是我们种福田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种子种在什么地方才能

得到收获呢？一定是要种在能生长作物的土壤上，放在石板上，放在水泥

路上，这颗种子放上一百年，它也不会发芽生根成长，一定要种在适宜于



农作物生长的土壤上。有了种子，有了好的土壤，不等于就有了好的收获，

还要进行辛勤的管理。在座很多人是从事过农事生产的，知道一粒种子种

下去到收获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学习佛法同样如此。我们归依三宝，发起对佛法的信心，这是开始播

种的过程；我们修布施，对三宝供养也是善因的培植。佛教讲修行的六度

法门，布施是第一条，布施能淡化我们的贪心，因为贪心大的人要行布施

很难。佛教讲修行的第一法就是要破除贪心，破除贪心从布施开始。但同

时又强调，不要以求回报的心行布施，以求回报的心行布施，那只不过是

把你的贪心改变一个形式。不求回报的布施还有没有功德呢？求回报功德

小，不求回报功德大。为什么呢？你所求的回报不就是那么一点事吗？希

望供点水果马上不发烧，如果你心态稍微调整一下，发烧的问题马上就解

决了。供水果什么都不求，那是个什么心态？那种心态像大海、像宇宙一

样，那种心态本身就有无穷无尽的能量，就能克服各种障碍，消除各种业

障，消除各种疾病。我们在社会生活当中也有许多类似的事情，有的人想

做一点好事，有的老人在马路上过街的时候不敢走，这时也有人去扶一下，

特别殷勤，希望别人留意他，最好是新闻记者能看到，采访报道一下。不

过更多的人不是这样，做了好事不留名，那才是真正做好事。做好事不留

名，说明这个人心态好，做好事就是做好事，没有别的用心，这种人很高

尚，很了不起。人人尽管不知名，做多了总有人知道，还是有人表扬他，“这

个人是好人，做好事从来不留名” 。这个表扬是另一个性质，而且会真正

得到社会舆论的重视。  

佛教讲布施要三轮体空。三轮就是三个方面：能施的人，受施的人和



中间的所施的物。比如张三给李四送一个苹果，张三是能施，李四是所施，

苹果就是中间物。张三给李四送这个苹果的时候，张三如果有很多要求：

儿子能升学，我身上的病能好，这个苹果送给你，要能保证我这么多的问

题都能得到解决，那李四一定说，我不要你这个苹果，我也没有能力帮助

你解决这些困难。三轮体空是什么呢？就说这个苹果送给你，我没有任何

要求，不需要任何回报。这样就叫三轮体空。这种三轮体空的布施，它会

形成一种良性的人际关系，你今天给李四送一个苹果，李四也许不会放在

心里，过了若干岁月，也许李四会送你一筐苹果，他也不会有任何要求，

这是一种良性互动的人际关系，互助的关系。这也应该是一种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一种无形中的回报，虽然你不要求，但果报是必然的。所以我

们在行布施的时候，不求回报，就能消除我们的贪心。我们不以求回报的

心来行布施，就叫无相布施，能够做到无相的布施，我们自然就有一种良

好的人际关系，有良好的心态结缘有缘。缘有顺、逆之分，因有好、坏之

别。种好因结顺缘，良性循环;种坏因结逆缘，恶性也循环。人生种种际遇，

有好有坏，无非顺逆因缘造成。积德行善，人之本分，不可须臾忘怀。  

佛教讲的改造，讲的断惑证真，都是要在破除执著的基础上，来实现

这些理念，没有执著的布施，那就是真正的觉悟，没有执著、没有追求、

不求回报的奉献，那就是真正的奉献。觉悟人生也好，奉献人生也好，都

要在不求回报，破除执著的前提下去落实。执著就是无明，执著就是烦恼，

无明烦恼的表现就是贪、嗔、痴，我们真正能够不断地勤修戒、定、慧，

就能不断地优化自身素质，落实觉悟人生的理念;我们能够不断地息灭贪、

嗔、痴，就能不断地和谐自他关系，也就能落实奉献人生的理念。所以这



两句话，包括着整个佛法的内涵，也包括世间法。要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都要以这种觉悟人生、

奉献人生的宗旨来立身处事，待人接物，直面人生。  

觉悟人生，要求不断地优化自身素质，有哪些具体要求呢？我在三年

前讲过做人的六条标准，那是在柏林寺禅七期间讲的，也就是说要优化自

身素质，要做到六个方面才能够使自身素质得到优化。  

第一、要明因果。正信要信因果，优化自身素质必需明白因果。明白

了因果，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知道做一切事情要考虑后果，这样的

人绝对不会胡作非为，必定会安分守己地做一个好公民，做一个好的家庭

成员，做一个好的佛弟子。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负面的东西，究其原因，都

是在不明世间、出世间因果的前提下，走了弯路，走了错路，走了犯罪犯

法的路。我们有许多小朋友，在街上捡了五毛钱，他会觉得这五毛钱不能

揣到自己口袋里，应该给家长或者给老师，这是天性的体现，是人的至善

的天性的体现。如果我们大人或者父母、老师能够很好地培养孩子这种善

的天性，那么这个孩子一定会得到非常好的成长。可能有个别家长或者老

师，他不从善的天性方面来理解孩子的举动，他会说你怎么这么傻，捡了

五毛钱不买个冰棍吃还给老师。经过这种熏陶，就有可能把这种善的天性

泯灭掉，就会助长他的贪心，原来捡到钱还给人家或交给老师是一种傻，

一下子就把人间的善恶是非颠倒了。从这种小事，慢慢地把孩子的心态转

变了。很可怕！每位家长都要为孩子的正常成长多做正面的教育。要树立

社会的淳风美德必须从关心孩子的正常成长做起。  

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社会新闻，说父子两个坐公共汽车，父亲疼



儿子，有座位要让儿子坐，如果说三十多岁的父亲和十来岁的小孩，父亲

可以让给儿子坐。可这小孩很有意思，看见有老人上车了，就马上站起来

要把座位让给老人坐。但他父亲把他往下一按，“你就坐在这儿不要让”。

报纸报道这个新闻当然是鼓励孩子们尊敬老人，也是对这个父亲的批判。

这当中反映了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做父母的对自己的子女过分溺爱，十来

岁的孩子在车上不坐也没关系，给老人让座是一件好事，父亲的这种举动

不但扭曲了孩子的心理，也在公众之前把他自己负面的心态暴露无遗。我

想类似的事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生，也不是有意的，只是出自本能，

总是怕自己的孩子傻，吃了亏。我总是劝那些年轻的父母，不要过分溺爱

孩子，一定要让孩子多吃点苦，让孩子养成克服困难的毅力，养成应付各

种困难环境的能力，父母也不能陪孩子过一辈子，孩子长到三十岁、六十

岁了，父母到哪儿去了？一定要让小孩子把那种纯真的心性保持发扬。“人

之初、性本善”，要让他发扬那些善的方面；“性相近、习相远”，只有时时

培养善性，恶习才会远离；“苟不教、性乃迁”，做父母的不能从正面引导

孩子，孩子的善性就慢慢泯灭了。所以要明白因果，要让孩子懂得种善因、

结善缘，懂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懂得起心动念做一切事情都要考虑后

果，都要考虑有责任。  

第二、要讲良心。良心二字在今天提得很少。一个人要有素质，良心

是保证。这良心二字，在今天是哪些人在讲呢？今天在座的中老年人占多

数，年轻人占少数，只有那些受到子女虐待的老人会讲，“我养的那个畜生

不讲良心”。我也经常听到老人这样埋怨自己的子女，尽管那些虐待老人的

人很少，但这是个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还存在。我也听到老人讲自己儿子



媳妇好，媳妇就象自己的女儿一样，也听到老人讲子女不讲良心，而且为

数不少。我希望信佛的人，首先对做父母的来说，要从自己开始做一个好

榜样，知道爱护自己的子女，在孩子身上尽职尽责，对待媳妇和对待儿子、

女儿一样的心，孩子们没有挑剔，这样就会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孩子们要严

格要求自己，孝敬父母，尊敬老人，还要教育好下一代来尊敬老人。社会

上有许多好笑的例子。一家祖孙三代，往往是孙子和爷爷、奶奶的关系好，

和父母的关系不好，孙子要亲近爷爷奶奶，往往会受到父母的阻碍。我听

到好几个人讲，孙子跑到爷爷奶奶那儿去了，吃了、喝了，拿几个钱回去

买糖吃，孩子父母知道了，脱掉衣服，露出屁股打一顿。这样做不应该，

因为年轻的父母也会变成年老的父母，如果儿女长大了以同样的方式对待

你自己又会怎么样？我们要知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乡下讲“堂屋椅子轮流坐，媳妇也会做婆婆”，你那样来教育孩子，将来孩

子长大了娶了媳妇怎么样对你呢？不要伤害幼小的心灵，应该好好地培养，

培养人的良知良能。良心是什么呢？就是人类本能的善的一面，没有受到

污染的一面，天性善良的一面，那就是良心。良心是不需要人教的，是本

来具足的，就像我们具足佛性一样，每个人都具足良心，不需要培养。人

之所为人，是因为具有良心，良心不是学习，不是培养，是发现，是把本

能的东西显露出来。有良心就有素质。  

第三、要守道德。道德就是人类交流、沟通、生活的准则，道德就是

和谐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能和谐，是因为遵守了一些基本的准则。道，

是内在的，德，从道表现出来。所谓德行，是以道为基础，表现出来的行

为就是德行。功德，是做好事，能形之于言行的美好的行为，就是德。所



谓有德政，有仁政，也有苛政，从老百姓来说，总是希望政府施德政，施

仁政。现在共产党的主张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人”，那就是德政，就是

仁政，现在讲的惠农政策，权为民所用，这就是德政和仁政的表现。  

道德的范畴很广泛，我们国家有一个公民道德实施纲要，讲了职业道

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三个方面的道德。还有最重要一条就是个人品德，

这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没有个人品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都是空谈。儒家讲道德是四个方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家讲

道德从每个人自己做起，守五戒、行十善，那都是道德的准则。道德要从

每个人自己做起，自身完善了，自然就能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团体生

活当中体现出来。所以要守道德，遵守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道德是可以

培养的，在良心的基础上培养道德。上面明因果、讲良心、守道德这三条，

都是个人内在的修养，是修养的基础，是高素质的基础。  

第四、要立志向。有崇高的道德修养，也要有远大的志向。佛教讲志

向就是发愿，要有大愿大力。佛教的愿有很多种，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

药师佛有十二大愿，普贤菩萨有十大愿王。愿就是志向，我们平常念诵的

四弘誓愿，这是总愿，包括了世出世间的一切愿力，一切的志向，一切美

好的愿望，都可以在“四弘誓愿”当中去落实。“四弘誓愿”在座的各位都

会念，每天至少要念一遍。“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要救度一切的众生，

可以说志存远大。这是利他方面，在自利方面“烦恼无尽誓愿断”，你要度

一切众生，如果烦恼深重，心胸不开阔，智慧不具足，你怎么去度众生？

所以要断烦恼，要把自己的烦恼逐步地断掉，才能够度化一切众生。“法门

无量誓愿学”，要断烦恼、度众生就要懂得方法，不懂方法，没有法门怎么



度众生断烦恼？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用正法来要充实自己、武装自己，

才有力量有能力来度众生断烦恼。最后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度众生、断

烦恼、学法门，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成佛果。佛果无上，为什么是无上呢，

众生无边也要度，烦恼无尽也要断，法门无量也要学，有这三件大事就够

千生万劫去实践，前面的道路无尽、无边、无量，所以佛道是无上的。不

管路途有多遥远，我要去践履；不管成佛这座珠穆朗玛峰有多高，我也要

攀登，所以说“佛道无上誓愿成”。珠穆朗玛峰很多凡人登上去了，但是成

佛比攀登珠穆朗玛峰要难千万倍。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我们的烦恼断不

了。如果你要顿断烦恼，你就一步到达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六祖在五祖

那儿只有八个月的时间，最后他大彻大悟，一下子从一个砍柴人登上了成

佛的顶峰，那就是有决心、有毅力、不怕困难。要立志向，就是要发大愿，

以这四弘誓愿作为我们学佛的目标，求道成道的目标，我们就一定会有无

穷无尽的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勇攀高峰。  

第五、要养识见。一个高素质的人，一定是见多识广，博学多才，一

定是心胸宽广，立志高远，不斤斤计较于一时一事，看大方向、大目标，

不会计较于生活中的琐事，那就是有识有见。识者识鉴，见者见解，一个

人知识渊博，见解明彻，他办一切事情会稳当，不会轻易地说一句话，不

会轻易地有所许诺，承诺一件事一定是有把握，能够兑现，说一句话、做

一件事都经得起推敲，经得住公众的评论。识见尽管很抽象，但是它对一

个人素质的高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说，一个做大事的人，他会临

危不惧，临阵不慌，胸有成竹，那就是一种有识见的表现。  

我们看到许多的高僧大德，许多的高级知识份子，在面临许多尴尬局



面的情况之下，都巍巍不动。在五十年代有一个“肃反”运动，如果谁是

反革命份子，那简直就是判了死刑。当时有一位在北京某佛学研究机构学

习同参，解放前他曾经做过“三青团”的团员，“肃反”的时候查出他的这

个问题，公安机关开车来抓他。面对那种场面，他不惊不慌，从容不迫。

给他带手铐，他说：“不慌！”走到佛前礼佛三拜，然后面无惧色地说：“我

们现在可以走了。”那可不是演电影，那是真实场面，电影是假的，可那是

一场真戏。那就是有修养、有识见，有胆有识，尽管他参加过那个组织，

但他觉得问心无愧，没有做对不起人民的事，这是他对自己的信任，也是

对政府信任，他相信他的问题总会水落石出，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所以他

不惊不慌。逮捕以后经过两年劳动改造，不但查出他没有问题，安全部门

又选中他做佛教“内线”。当然做佛教的内线，他也不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和

信仰，做出对佛教界不利的事。这位老同参具有的那种应变能力，绝对不

是故作镇静装得出来的。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全国右派的头头叫章伯钧，是“民盟”的主

席。“文革”中红卫兵经常拉他来“斗”，章老站在台上总是眼观鼻、鼻观

心，巍巍不动，好像深入禅定一样。斗完以后，那些陪斗的人偷偷地问他，

你在台上不惊不慌，稳如泰山，你在想什么？他说：“什么也没想，我在背

《心经》，照见五蕴皆空嘛。”他学的佛法在那个时候用得上。“行深般若般

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一般的人用不上，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就

是有识见的表现。我们如果每时每刻都有觉照，你在任何时候都会不惊不

慌。老头找你吵，找你闹，对你有误会，家里日子不好过，又拿了多少钱

到佛堂去了？你都不惊不慌。这两个例子，一个从僧人身上表现出来，一



个从民主党派大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出来，这说明他们学佛法有受用，佛法

的受用在这些方面就能体现出来，我们平常一般的人，有没有这种定力呢？

我想很难做到。  

第六、要充才干。才就是才华，干就是本领。一个有素质的人就是要

不断地来充实自己的才干。你没有才干，不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又怎么

能够为社会服务？怎么样来落实奉献人生的宗旨？你要奉献人生，一定要

有才干，没有才干，那就尽是在说空话。才干是什么呢？就是才华和本领，

要不断地来养成自己的才干，充实自己的才干，使自己能够独挡一面，完

成一定的工作或者事业，或者说要能够担当一定的使命，进一步地说要担

当大任，那才是有真正的才华和本领。优化自身素质，就要在这六个方面

下功夫。明因果，讲良心，守道德，立志向，养识见，充才干。  

讲到和谐自他关系，也有它的具体内容。就是要感恩、分享、结缘，

以感恩、分享、结缘的心态来和谐自他关系，落实奉献人生的宗旨。  

感恩的心有什么具体要求呢？要感恩就要懂得报四恩，我们要有一个

感恩的心来面对世界，每个人都对我有恩，每一件事都对我有恩，这个世

界上的每一棵草、每一棵树、每一滴水、每一寸土地都对我们有恩。是不

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我们这个地球突然缺了一块土地，从这边到那边穿透

了，那么这个地球还会存在吗？那一定是火山爆发。大家也知道这次印度

洋发生的大海啸，对全世界都造成了直接、间接的影响。世界上的每一寸

土地的稳定，不发生变异，才是我们生存的有利条件;有一个地方发生了变

异，就会影响全人类。如果说有一棵树无缘无故地死掉，我们就要警惕，

大自然将会发生什么不可预测的事情。每一个物体都能稳定有序地存在生



长，每一个植物、每一个动物都能在一种和谐的环境中生存，才会有我们

人类的生存，我们要以感恩的心面对世界。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恩德广大，归类起来有四个方面，第一就是父

母的恩，第二就是众生的恩，第三就是国家的恩，第四就是三宝的恩，我

们要知道从这四个方面来回报所有对我们有恩德的人和事。  

第一要报父母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父母，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

人都是做了母亲或父亲的人，知道养活一个孩子不容易，那真是千辛万苦，

都有切身的体会。虽然人们小时候的事情都忘掉，但是作为父母回忆养活

孩子的艰难，那是历历在目，从怀胎十月到出生，特别是母亲，要养活一

个孩子，不知费尽多少的心血，付出了多少的辛苦。我要感恩在座的所有

的母亲，因为我就是一个没有能够回报父母恩德的人，在一岁半就离开了

父母，父母的养老送终我都不在场，是一个对父母欠恩的人，不能说是负

恩，至少是欠恩。为什么没有负恩？因为我总是在怀念父母的恩德，只是

当了和尚不能回报，是欠恩。不管父母怎么样的贫穷，不管父母在我幼小

的时候怎样对待我，没有父母就没有我自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实。我是

这样，我们在座的不管哪一位都是这样。所以父母的恩是“恩重山丘”，比

山高比海深，恩大于天，做皇帝的也好，做乞丐的也好，都是父母所生，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感恩父母。  

第二要报众生恩。众生包括一切的生命在内，不仅仅是人类，所有的

生命都是众生，众生的生命共存共融，才有人类世界，如果众生的生命不

能共存共融，人类就不可能生存。报纸电台天天在呼吁，要保持生态平衡，

要维护生态平衡，生态不平衡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威胁。生态不平衡是怎



么造成的呢？是人类的自私造成的。人类很自私，什么好吃的都拿来吃，

什么东西好挣钱就无限度地索取，只顾今天，不管明天。天地万物的生存

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无尽的宝藏，使人类的生存有序地延续下来。但是我

们今天的人很短视，看不到这个问题，一切满足于我们现在的享受，满足

我们当下的发财，满足我们当下的快乐，所以就过分地开发大自然，向大

自然索取得太多，整个地球不管是矿物、生物，还是植物，都一天一天地

在枯竭。过去我们爱说一句笑话，说一个人懒，只有吃空气喝水！那个时

候说空气总是有的，不需要劳动就能呼吸空气，就有水喝。我们今天就可

以感受到，想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再过若干年都是不可能的，你想饮用到

清洁的水已是不可能。我们北方绝大部分的河流不是枯竭就是污染，哪里

有蓝天？哪里有白云？哪里有青山？哪里有绿水？我听到一个小学生和老

师辩论，老师讲：天是青的，云是白的。那个小学生说：不对，天是灰的，

云是黑的。这是个笑话，但是反映了某些地区的现实，比如有些城市一天

到晚，一年到头天是灰的，水是臭的，这是因为人类太不珍惜大自然对我

们的恩赐。  

我们要知道报众生恩，一切的有情、无情都是众生，众缘和合而生，

都是我们的大恩人，没有一切有情、无情的成就，我们个体的生命是绝对

不可能生存的。大家想想看不是有票子、有房子就能生活？一定是有这个

任丘市、有河北、有中国、有地球你才能生存，没有了这些，有再多的票

子、再好的房子也没有用。佛教讲“一切万法众缘所生”，我们要以感恩的

心去面对万事万物，不要破坏它，要珍惜，要感恩，一棵草、一块砖、一

粒沙、一寸土，我们都要感恩，因为有了这些，我们才能生存。当然展开



来讲十天半月也讲不完，你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海阔天空地想下去，怎么想

怎么有道理，怎么想都会感到自己不对，想到自己不懂得报恩。  

第三要报国家恩。没有国家就没有公民，就没有我们自己。所谓国家，

包括很多方面的具体内容，它不是空洞的。国家包括我们的领土、人民、

政府、军队、警察、法院⋯⋯没有这一切就没有我们老百姓的安居乐业。

老百姓有时会有意无意地对国家和政府埋怨，什么物价涨了工资不涨等等

许多事。当然我们国家十三亿人口，国家领导人也很不好做，每个人都满

意不大可能，不可能面面俱到对每一个人都照顾到，我们要感恩国家。我

是一个七十三岁的人，在座的也还有八十多岁的老人，我们都是从旧社会

走过来的。旧社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那些年轻人会说：你们

讲来讲去就讲这个，今天是什么时代？不能这样说。新中国五十多年走过

来不容易，要担多大的风险，担子有多重，有多少的艰险！过去谁家要是

有一双胶鞋，有一个热水瓶，那简直是不得了。七、八十岁的人回忆起来，

好像还在昨天一样。年轻人会说哪有这样的事？确实有这样的事。所以我

们要感国家恩，国家对我们每个人的恩惠说不完、道不尽。  

第四要报三宝恩。三宝就是佛宝、法宝、僧宝。为什么要报三宝恩？

世间的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成就了我们世间的生命、世间的事业，三

宝成就了我们出世间的法身慧命。三宝告诉我们，除了生存在这个世间，

人生还有更高的目标，还要觉悟这个世间，还要了解更高层次的生命需求，

那就是生命的解脱。生命不仅仅是要生存，还要解脱，生命不解脱，永远

在轮回，永远在痛苦中煎熬。三宝给我们指出了解脱的方向，生命的终极

关怀，指明了我们人生最高尚的追求，要返本还源，回到精神的家园。明



天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纪念日，释迦牟尼出家前身为王太子，感觉到生命

的危脆，生命的痛苦，放弃王位要求解脱，自己解脱了以后，指明一切众

生都在迷惑当中，大家本有的佛性不能显现出来，一旦把覆盖在佛性上面

的无明、烦恼扫除干净，我们就能显现出生命本有的光辉，本有的觉悟，

本有的功德。所以我们要感恩三宝，指明了生命解脱的方向。  

和谐自他关系首先要知道感恩，感恩就要报四恩，和谐自他关系还要

有分享的心。我们往往知道独享而不愿分享，怎么来分享？就要修四摄法，

这是四种搞好人际关系的方法，四种营造人生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方

法。四摄法是学菩萨道、修菩萨行的人摄受众生，令其生起亲爱心而入佛

道，令其开悟成佛的四种方法，又称四种把握法。实际上就是四种增强亲

和力与凝聚力的方法。  

第一布施摄。一提到布施大家就以为是要从口袋里掏钱，其实掏钱的

布施最容易，不掏钱的布施最难。布施分四种：财施、法施、无畏施、同

喜施。你们看看这四种布施，是掏钱的布施更容易，还是不掏钱的布施更

容易？我觉得不掏钱的布施更难。让你拿五元钱出来你很容易做到，但是

叫你把安全布施给人家就为难了。把安全布施给人家，在危急的关头使别

人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就是无畏布施。叫你拿一百元钱，对于每个月收

入一千多元的人来说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叫你把喜悦让大家分享就有点困

难。往往有喜悦要独享，不能分享。拥有的知识无偿地把布施出来，你觉

得那不行。十年寒窗多辛苦，那一定要有报酬。现在布施知识要论小时，

课时费少则八十元，多则几百元、上千元都有。知识的布施就是法施。  

除了财施、法施、无畏施，第四种是同喜施。同喜的布施是落实分享



理念的最好办法。同喜施一分钱不要花，但是最不容易做到。为什么这样

说呢？比如李四和张三原来就有些意见，听说张三要涨工资、得奖金、中

了六合彩，要得几十上百万，李四听了这个消息就不高兴，就会忌妒。可

见同喜的布施往往是最难的。因为每个人给自己做了一堵墙与外界隔开。

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女儿，这是我的媳妇，这是我的孙子，这是我的

老伴⋯⋯以什么心态对儿子，以什么心态对女儿，以什么心态对媳妇，以

什么心态对老伴，又以什么心态对孙子，都是分别对待，这就是壁垒。对

待女儿的心肯定比对媳妇的心好，为什么？是自己生的，是自己养的。实

际上我们一切众生生生世世互为父母、互为子女，我们一定要把当下个体

的生命放在无限的时空当中来观察。将生命局限在有限的时空环境里面，

就会有种种的障碍。只有把生命要放在无限的时空当中去思考，我们才会

生起分享的心，我们才会认真地修四摄法，同所有的生命结缘，实现生命

共融。  

结缘要结四种缘。缘是无尽的，可以把它归类为四个方面。四恩、四

摄佛经上都有根据，这四缘是我总结的。结哪四缘呢？就是要结人缘、结

善缘、结法缘、结佛缘。有人缘就能有善缘，有善缘就有法缘，有法缘就

有佛缘，这四缘虽有层次的高低，但是一个缘字包括了一切，相逢都是有

缘人。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人，有的是来结人缘的，有的是来结善缘的，

有的是来结法缘、结佛缘的，不管是结哪个层次的缘，都是有缘。  

我们能够以结缘的心，面对所有的人，以分享的心面对所有的人，以

感恩的心面对所有的人，自他关系就一定能够和谐。这种和谐，不仅仅包

括家庭、社会、国家、种族、人类，还包括山河大地、情与无情，我们都



要和谐相处，有一个方面不和谐，都是我们人类的悲哀，都是我们人类的

灾难。  

觉悟人生，就是要不断优化自身素质，要优化自身素质，就要做到六

条，明因果、讲良心、守道德、立志向、养识见、充才干;奉献人生，就要

落实在和谐自他关系上。要和谐自他关系就要做到感恩、分享、结缘三条。

这三条六个字可以单独地用。用在一切方面，用在家庭，用在单位，用在

社会。用在家庭可以使家庭和睦，用在单位可以搞好人际关系，用在社会

就能真正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总的来说，觉悟人生就是要不断优化自身素质，要在做人、做事中，

贯彻明因果、讲良心、守道德、立志向、养识见、充才干的精神;奉献人生

就是要不断和谐自他关系，要在处事接物中，落实感恩、分享、结缘的理

念。“觉悟人生、奉献人生”是我提倡的生活禅的根本宗旨。生活禅要求我

们在生活中修行，在修行中生活。在生活中修行就是要求我们时时刻刻以

觉悟的心态面对人生，勤修戒、定、慧三学，以落实觉悟人生的宗旨;在修

行中生活，就是要求我们在待人接物过程中，落实感恩、分享、结缘的理

念，息灭贪嗔痴，来落实奉献人生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