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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5 月 1 2 日 ，
新加坡佛教总

会在博览中心举办卫塞庆祝
大典，今年的主题定为“同
体互持，人和世平”，呼吁
人们应该慈悲宽容，让生活
的环境变成一片和谐怡悦的
乐土。

庆典的主宾是我国总统
尚达曼，他在致辞中清楚解
释了今次卫塞主题的意义。
他 说 ， 佛 教 信 仰 与 众 生 与
周围环境的福祉都有着密切
的关系，当大家无私地表现
出慈悲，就会创造出和平和
谐的涟漪效应，惠及他人。
还有，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爱
护，在生命的网络中，大家
的行为是互为因果。

每年的卫塞节，他乐见
许多佛教徒都会遵从佛制发
扬慈悲精神，慷慨向慈善机
构捐献，或到各宗教和其他
非盈利组织提供帮助。

他指出，慈悲、无私、

宽容和尊重别人的价值观是

佛教徒的生活方式，这些价

值 观 亦 跟 新 加 坡 的 多 元 种

族 ， 多 元 宗 教 也 有 密 切 关

系，因为在这里，每个社区

的福祉都与其他社区的福祉

息息相关。所以无论是在思

想还是行动上，对其他人无

私的关爱和接受别人，会帮

助新加坡保持和平和谐的氛

围，成为生活中的绿洲。

他也指出，尽管我国文

化缤纷多元，各文化有明显

的差异，但可以存异求同，

从 中 发 现 它 们 之 间 的 共 同

点。

举个例子，学者们展示

了佛教和印度教文化在印度

数世纪以来如何相互借鉴。

随着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

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它与

其他地方信仰和文化进行了

互动。因此，我们应该珍惜

我们所有的多元化，以及我

们的各式文化可以长时间互

动，融合，成为大家共有的

一部分。

另外，总统也赞扬了新

加坡佛教总会、以及其他的

宗教和社区组织，包括伊斯

兰教理事会(MUIS)、新加坡

回教协会(Jamiyah)与印度教

基金会(Hindu Endowments 
Board)等，通过互动而加

深对彼此的理解，特别是对
新加坡年轻人之间作出的努
力。

总 统 也 提 醒 说 ， 有
关 各 自 的 信 仰 问 题 ， 可
以通过“Ask Me Anything”、
“ C o m m o n  S e n s e s  f o r 
Common Spaces” 等项目
和活动。另外，社区“和谐
圈”(Harmony Circles)也发
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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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也重申一句，这不仅

是宗教领袖所要做的事，也是我们

每一个新加坡人所要做的事，确保

我们生活在一个稳定和平的绿洲上

的同时，也强化我们的多元文化主

义。

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的零星

琐事上做到这一点。尊重彼此，并

将对方纳入对话中，不论是在学校

还是工作中。例如邻居可以照顾对

方的孩子，鼓励他们一起玩耍。一

个简单的行为有助于大家增进彼此

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强

化我们的社会结构。

他也顺便祝愿所有的佛教徒幸

福安宁，也祝愿新加坡人在面对不

同宗教和文化时表现出智慧，欣赏

本土的多样性和共同之处，在日常

中让友谊增长。

新加坡佛教总会会长广品大

和尚表示，从佛教的观点，一切众

生都是在一个共同的实体上相依相

存，这也是发扬慈悲与共建和平世

界的基础。

佛陀教导我们，我们并不是

分开的独立个体，大家在生命网

中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个体

的幸福其实也与其他众生、周围

的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当我们伤害他人时，我们也伤

害了自己。当我们损害到环境时，

也可能无形中损害了自己的幸福。

相反地，当我们表现出同情与善意

时，我们则制造和平和谐的连锁效

应，使到所有人都受益。

这样的一种理解启发了我们

互相关怀，互相尊重。当我们意识

到一个个体的苦难就是所有人的苦

难，我们就会对众生产生同理心的

同时，释放慈悲、体恤谅解。

在生活的共同体上，人与人之

间是分不开的，人与大自然之间也是

分不开的，我们的思想言行都有因缘

果报，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们大家共同编织一幅互

相关爱的画卷，创建一个和平世界，

让所有众生发挥潜能，茁壮成长。愿

世界和平，一切众生安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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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既往，现场有素食摊位、
佛具、纪念品与游戏摊位等。尚达
曼总统与他的夫人珍一藤木一起与
会长广品大和尚浏览了现场和浴
佛。

除了浴佛、活动现场也设有供
灯、供花的区域。今年还多设了心
理健康话室、许愿区、寻踪活动、
以及佛教乐器的区域，与会宾客一
起互动。宾客除了可从展示的平板
电脑上获得有关的乐器知识，还可
以亲手一试。

卫塞活动移师博览中心，多了
冷气设备，舒适多了，今年吸引了
约1万5000人到现场一起庆祝。

03

佛总资讯  



Congratulatory Message 

Seck Kwang Phing
President, Singapore Buddhist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Vesak Day
“ Today, Buddhists across 

the globe celebrate Vesak 
Day, which marks the birth, 
enlightenment and passing of the 
Buddha.

 Last October, I had the privilege 
of travelling to the Buddha's 
birthplace of Lumbini, Nepal. 
This deeply inspiring visit re-
affirmed my conviction that the 
Buddha's timeless teachings of 
peace, compassion and service 
to others are the pathway to a 
better, more understanding and 
harmonious world for all.

 Today and every day, let us be 
guided by the spirit of Vesak 
and by a renewed faith in what 
we can accomplish as a united 
human family.

 Let's work as one to build a 
more peaceful and sustainable 
future.

 Happy Vesak Day”  

Video Message by António Guterres,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Day of Vesak, the Day of the Full Moon. 
(May 23, 2024)

Dear Most Ven. Prof. Dr. Phra Brahmapundit,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Day of Vesak, 

On behalf of the Singapore Buddhist Communities, I congratulate you and 
your ICDV committee for once again organise this auspicious Buddhist 
event celebrating the Birth, Enlightenment and Parinibbana of Gotama 
Buddha. We appreciate the amount of effort, time and energy the ICDV 
committee expended into organising this event and wish greater success 
in this endeavour. Sadhu! Sadhu! Sadhu l to all of you. 

In this present geo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climate changes, many human 
lives were lost, and large amount of additional suffering was inflicted. 
Human life takes at least more than twenty years to mature from birth and 
yet these lives are lost in wars. These wars are created by human beings. 
Money for wars can be re-earned and war machinery can be reproduced, 
much faster than the time for the maturity of human life. Likewise, 
earthquakes causing tsunamis, landslides and building collapses also take 
its toll of human life. Flood due to unprecedented large volume of rainfall 
has its fair share on this toll too. All in all, this global situation is chaotic and 
additional suffering to all earth-bound beings. Expounding together with the 
Four Noble Truth and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the four Brahma Viharas 
can contain this suffering. Buddhists around the world can do this in both 
practical approaches and teaching. 

May all suffering beings Be suffering free.
The fear struck one Fearless be.
And the grieved Shed all grieves.
May there be peace, harmony and happiness Here on earth and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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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tudents 
to Stars!
Written by: Mrs Chua - Lee Kai 
Ling, HOD (AES)

Every yea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rganizes SYF to 

celebrate youth vitality through 
the showcasing of diverse 
artistic talents and creativity. 
It serves as a platfor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and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through the arts. The SYF AP is a 
performance and benchmarking 
platform that offers opportunities 
for continuous learning and 
improvement through feedback 
from industry professionals. 

This year, our students once 
again illuminated the stage with 
their stellar performances and 
demonstrated their commitment 
to excellence. Despite feeling 
a mix of anxiety, nervousness 
and excitement, the students 
bravely persevered and exhibited 
remarkable resilience. Their 
performance was a testament 
to their enduring dedication, 
resilience, collaborative spirit, and 
hard work. 

The journey towards the SYF 
2024 AP began long before 
they stepped into the spotlight, 
marked by countless hours of 

Indian Dance: Certificate of Accomplishment 

Guzheng: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Symphonic Band: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Chinese Orchestra: Certificate of Accomplishment Chinese Dance: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MBS students shining at 
Singapore Youth Festival (SYF) 
2024 Arts Presentation (AP)

dedicated trainings, rehearsals, 
and masterclasses. Guided by 
our instructors, this intensive 
preparation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ir remarkable achievement. The 
support from parents and family 
members added to the excitement 
of the event.

Through this journey, the students 
not only honed their skills, but they 
had also forged bonds of friendship 
and camaraderie, enriching their 
experience beyond the stage, 

and further fueling their passion 
for the arts. These memories will 
undoubtedly be cherished a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ir primary 
school years.

The school could not be prouder 
of their outstanding efforts, which 
earned them three Certificates of 
Distinction and three Certificates of 
Accomplishment in this SYF 2024 
AP. Their talent and dedication 
continue to inspire us all.

Choir: Certificate of 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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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15th Harmony 
Games
On 2 March, about twenty 

students from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s (MJR) 
Buddhist Interact Club (BIC) 
and our National Education 
ambassadors participated in the 
15th Harmony Games held at 
Assumption English School.  This 
annual event to promot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youth of various ethnic 
and religious background is 
supporte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MCCY).  It is organized every 
year by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and this year was planned by 
the Roman Catholic Archdiocese 
with the theme “Getting to Know 
You More”.  

During the Harmony Games, MJR 
students were randomly grouped to 
participate in various competitions 
- Captain’s Ball, esports of Mobile 
Legends & Puyo Puyo - with 

Friendships and teamwork through Captain’s Ball

Viewing exhibits to gain insight into different races, religions and their festivals

MJR participants 
together with Minister 
Edwin Tong (light red 
shirt)

people from different ethnicities, 
religions and ages. There were also 
many fringe activities such as Virtual 
Reality games, darts, and a Harmony 
e-quiz testing their knowledge of the 
different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Our students Aceton Low and Lian 
Lingzhi were part of the winning 
teams in Mobile Legends and Puyo 
Puyo respectively.  Moreover, Dylan 

“ Through interacting with my teammates, I learnt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festivals such as Diwali and Holi,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values, the practice of vegetarian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karma. These conversations broadened my understanding of 
Hindu traditions and fostered a deeper appreciation for diversity.”  

–  William Butler Yeats

Tan and Tay Qi Yuan were among 
two of the top 5 winners of the 
Harmony e-quiz.

Mr Edwin Tong, Minister for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MCCY) 
graced the occasion to give out the 
prizes, and MJR students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a wefie 
photograph with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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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Arts Fiesta II
Manjusri Secondary’s Arts Fiesta II was staged at the 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 on 7 April 2024 as an extension of the school’s 
42nd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This biennial public concert served 
to showcase of the performing arts talents of Manjusrians, build their 
teamwork and self-confidence, as well as strengthen the pride in our 
students by the school community.  Members of the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 current and former staff, alumni and family were in the 
audience to support the performers. 

Student Views:
The Arts Fiesta is one of Manjusri 
Secondary’s more extravagant 
and riveting events in the school 
calendar. I was filled with 
excitement when told that I was to 
be one of the emcees for the event. 

Together with performers from 
our school’s Performing Arts, the 
Concert Band, Choir, Chinese 
Dance and Chinese Orchestra, 
and Wushu, as well as soloists and 
my fellow emcees, we spent many 
hours rehearsing and perfecting 
our performances, with only one 
objective in mind, to be on our best 
to dazzle the audience. 

The concert was a huge success.  
As the audience rose for the school 
song, I felt honoured to be one of 
those standing on stage singing 
with pride. It was a wonderful to 
see everyone enjoying themselves 
during the event. The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to be part of 
such an endeavour left a lasting 
impression on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Royston Cheng (4D)

The Arts Fiesta II experience 
was a memorable one for me. 
As one of the soloists, I had the 
invaluable opportunity to perform 
the Chopin's Etude Op. 10 No. 3 
on the piano, in front of a large 
crowd at the Singapore Conference 
Hall in a formal setting.  Such an 
experience is hard to come by, and 
I am extremely thankful to have 
been given the privilege to do so. 
At the same time. as a performer 
in the Concert Band, I definitely 
enjoyed the experience with my 
fellow band and section mates. We 
developed closer bonds, and forged 
unforgettable memories as a school.
Rachel Lian (4D)

Student Masters of Ceremony

Chinese Orchestra

07

佛总资讯  



我非常荣幸能以司仪的身份参与这
次的文艺演出。这个身份与别不
同，因为我既是舞台的一份子，也
是一名观众。在串场的过程中，我
们深切地感受到舞台的魅力与观众
的热情；在观赏演出的时候，我
们见证了每一位表演者的以心血所
造就的成果。演出的尾声，我们起
立合唱校歌，那一刻我感到热血沸
腾。我校师生再次合力打造一场完
美的演出，赢得满堂喝彩。

这次的经历让每一位表演者都收获
到丰富的体验和自我的提升。感谢
文殊中学给予我们这个难得的机
会，畅享视听盛宴之旅。
林靖杰 (3E)

我很荣幸能参与这次在新加坡大会
堂举办的文艺演出。这次的演出不
仅能为老师和同学们展示我们辛苦
排练多时的舞蹈，还能将这支舞蹈
呈现给我们的家人和购票入场的观
众。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华族舞蹈团为了筹备这次的演出
花了无数个下午在舞蹈室挥洒着汗
水辛勤排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建立起合作
无间的默契。

演出当天，我们很早就来到了学
校，化妆、热身、彩排，为正式演
出做好准备。为了不留下任何遗
憾，身为学生领导之一的我，在教
练的带领下与队员们进行最后几次
的排练。

终于轮到我们上台了！随着司仪介
绍完毕，舞台的灯光亮起，我们将
几个月的心血倾情呈现给台下的观
众们。一眨眼的功夫，演出结束
了。我们向观众鞠躬致谢时，我的
内心骄傲无比。

我非常感恩有机会参与这次的演
出。今后我会借鉴这次的经历，履
行学生领导的职责，在未来给观众
们呈现更多精彩的舞蹈演出。
胡绮珈 (3F) 

Concert Band

Manjusri Choir

Chinese Dancers ‘The Dance of Youth’

Wushu Performers ‘Martial Uni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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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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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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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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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一对本地夫妇因为善念，为帮助一对贫
穷不丹夫妇而购买一尊佛像。后来，他们发

现当时以少于1000美元购得的佛像原来有400年的历史，
估计有300万美元，于是他们决定将佛像归还给不丹王
国。

佛像归还仪式于2024年5月8日，在新加坡佛教总会
三楼礼堂进行。

在正式移交之前，众人在会长广品大和尚的带领下，
连同南传法师，一起进行供佛祈福。

之后，收藏家王盅尧博士在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
的见证下，将佛像移交给不丹驻新加坡和泰国大使清藏多
吉，最终归还给不丹王国。

现场展示了不同的鉴证文件，以及有关佛像的细节：

这一尊泥塑的彩色佛像，约高34厘米，宽27厘米，
彩绘佛像的颜料是从土壤提取的，呈现出纯天然的色
泽；佛像是以Bhumisparsha手印的姿势呈现，此佛手印

又称“右手触地印“或“降魔印”，这
个手印的特点是，佛陀的右手垂下放在
膝盖上，指向大地，而左手则放在膝盖
上，面朝上。

据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禅
修，屡遭魔王的破坏，于是佛陀施展
了“降魔”手印，以静制动抵御前来骚
扰的魔王，最终取得胜利，并得道成
佛。所以，这个手印象征着佛陀成道的
时刻，并指出欲想通往涅槃的道路，毅
力是获得启蒙的条件之一。

捐还佛像的收藏家王盅尧与夫人
黄酥颐也是虔诚的佛教徒，平日喜欢收
藏一些古物珍品。当年，他们同游不丹
时，遇上了一对贫穷老夫妇，为帮忙他
们解决生活上一时的拮据，他们购下了
这尊已经传了六、七代人的家传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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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Geylang Bahru, #01-2724, Singapore 339696
www. a n gc h i n mo h . c o m. s g

礼仪厅

礼仪厅

纪念钻⽯

纪念钻⽯

6 2 2 6  3 3 3 3

殡葬服务

殡葬服务

扫

描

⼆

维

码

了

解

详

情

（ 2 4⼩时）

王博士坦言，他刚开始并不完全相信，而且他们是
以一个善心去请购，并不在意佛像的实则价值。不过，
有一次，当他重游不丹时，他在该地的博物馆看到类似
的雕像时，才突然意识到这尊佛像的价值。

他一方面交给德国著名的实验室对佛像进行鉴定，
确实佛像是400年前的文物。另方面，他请教一位具有几
十年经验的佛像研究专家，有关佛像的时代渊源。专家
指出，泥质佛像非常罕见，能够保存多年，而且还保存
得这么好，就更为珍贵。根据估价，这一尊佛像的市值
应该约有300万至400万美金。

王博士表示，他原本想把佛像捐赠给新加坡文明博
物馆，但后来还是决定让佛像回返故乡——不丹。

王盅尧解释：“我们去年失去了一个孩子，所以希
望多做善事与祈福，为往生的孩儿积功德。”为此，他
决定将佛像交还给不丹。他表示，适逢卫塞节，这亦是
献给佛陀的一份心意。

最后，会长广品大和尚与贵宾互相交换了礼品，佛
像交接仪式终于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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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会
捐
赠
物
资
予
年
长
者

佛教会于2024年5月12日，在新加坡博览中
心的卫塞节庆祝活动中，发挥慈善之心，

超越宗教之限，捐赠大米、米粉和猪肠粉，以筹
集善款。

然后，将善心人士所捐赠的善款代为转购上
述物资，发放给以下四家慈善机构，发扬“慈悲
无分别，能超越一切宗教”的精神。

(1)  Sree Narayana Mission
(2)  Apex Harmony Lodge
(3)  新加坡回教协会

(4)  万佛堂疗养院

由于反应热烈，赞助商们还追加了类似物品
的订单。卫塞节之后，佛教会将额外的订单和猪
肠粉特别送到Sree Narayana Mission和万佛堂护
养院。

佛教会希望通过这次的捐赠行动，表达对疗
养院里的弱势群体和年长者的关怀。

During the Vesak Day Celebration on 12 May 
2024 at Singapore Expo, The Buddhist 

Union embraced the opportunity to extend its 
compassionate heart to help others, transcending 
religious boundaries by donating rice, rice 
vermicelli, canned mushrooms, and chee cheong 
fun to raise funds for charitable causes.

With the generous donations from the kind-
hearted public, the Buddhist Union purchased 
these items and distributed them to the follow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1) Sree Narayana Mission
(2) Apex Harmony Lodge
(3) Jamiyah Singapore
(4) Man Fut Tong Nursing Home

The response was overwhelming, and our 
sponsors placed additional orders for similar 
items. After Vesak Day, The Buddhist Union 
delivered the extra orders and “chee cheong fun” 
specifically to Sree Narayana Mission and Man 
Fut Tong Nursing Home.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Donation-in-Kind 
initiative is to express the Buddhist Union’s deep 
concern and care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and 
elderly residents in nursing h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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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a skillful doctor, the Buddha 
gave us the Dharma as wholesome 

medicine. There are 84,000 
di�erent kinds of dharma-formulas 

to heal the discomforts we 
experience in our daily lives: 

issues with relationships, problems 
in the workplace, and frustration 

with the diseased state of our 
world, post-pandemic.

Conducted by  Venerable Dr Heng Sure, 
City of Ten Thousand Buddhas, USA

Medicine Buddha 
Dharma Assembly
For World Peace and Unity of all Sentient Beings

药师吉祥法会
同为世界太平，众生和乐祈福

28 Sep 2024
8.30am - 5pm
虔诵《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Recitation of Medicine Buddha Sutra

恒实法师开示佛教咒语之功德
Dharma Lecture by Venerable Dr Heng Sure: E�cacy of Mantras

和谐共融音乐会
Musical Performance: Harmony As One
法中有乐，乐中有法
Dharma in The Music, Music in The Dharma
恒实法师、佛教青年团以及新加坡佛音团体呈献佛曲
Songs by Venerable Dr Heng Sure, Buddhist Youths & 
SG Buddhist Music Hub

29 Sep 2024
8.30am - 5pm
虔诚礼拜《慈悲药师宝忏》
Medicine Buddha Repentance Puja

佛法释疑 - 恒实法师主持
Questions & Answers with Venerable Dr Heng Sure

Venue
Fairmont Singapore, Stamford Ballroom, Level 4  
80 Bras Basah Road, Singapore 189560

Ticket
S$150 (for 2 days' Dharma Assembly inclusive of 
Lunches and Light Refreshments)

Register Online
https://tinyurl.com/
MedicineBuddha
DharmaAssembly24

Closing Date  
14 Sep 2024

Payment via PayNow
(UEN: S61SS0023C)
In your PayNow transaction, please indicate 
your Name and “MBD” in the Reference section

28 Jalan Senyum Singapore 418152 
Tel: 62419419

buddhistunion.sg@gmail.com        
www.thebuddhistun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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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福节俭是佛教的优良传
统。惜福不仅是为了尊重

信徒的供养，也是培植福报的
最好方法。因此，历代祖师大
德都将惜福作为修行和培养德
行的最好方法。他们都会在日
常生活中珍惜每一点资源，做
到处处节俭惜福。

唐 代 天 龙 寺 的 滴 水 和 尚
19岁时从受业寺出来，四处游
学，参访善知识，以求明心悟
道。他在京城没有遇到得道的
高僧，可是听人说曹源寺的仪
山和尚佛教学识渊博，德行高
尚，就不远千里前往曹源寺亲
近仪山和尚。仪山和尚接纳他
在其门下修行，命他担任给寺
僧烧洗澡水的杂务。有一次，
仪山和尚洗澡，因为水太热，
就叫滴水和尚提桶冷水来冲凉
一些。滴水奉命提了水来，把
热水冲凉之后，便把剩下的水
泼到地上。

仪山和尚不悦地说道：“
你怎么如此浪费？世间不管任
何事物都有它的用处，只是大
小价值不同而已。你那么轻易
的将剩下的水倒掉，就是一滴
水 ， 如 果 把 它 浇 到 花 草 树 木
上，不仅花草树木喜欢，水本
身也不失去它的价值，为什么
要白白的浪费呢？虽然是一滴
水，但是价值无限的大。”

弟子听后若有所悟，于是
将自己的法名改为“滴水”，
这就是后来非常受人尊重的“
滴水和尚”。

滴水和尚后来弘法传道，
有人问他：“请问世上什么功
德最大？”

“ 滴 水 ！ ” 滴 水 和 尚 回
答。

又问:“虚空包容万物，
什么可包容虚空？”

答:“滴水！”

高
僧
的
惜
福
※董良

滴水和尚从此把心和滴水
融在一起，心包太虚，一滴水
中也有无尽的时空了。

近 代 高 僧 印 光 大 师 是 以
惜福节俭而著称的高僧之一。
弘一大师曾亲近过印光大师，
并 随 侍 七 天 ， 亲 自 感 受 到 印
光 大 师 的 惜 福 品 格 。 他 曾 在
《 印 光 大 师 的 盛 德 》 一 文 中
赞 誉 印 光 大 师 的 惜 福 品 格 ：
大 师 一 生 ， 于 惜 福 一 事 最 为
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
劣，力斥精美。民国十三年，
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
晨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师一
切行为。师每日晨食仅粥一大
碗，无菜。师自云：“初至普
陀时，晨食有咸菜，因北方人
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
三十余年矣。”食毕，以舌舐
碗，至极净为止。复以开水注
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即以之
漱口，旋即咽下，唯恐轻弃残
余之饭粒也。至午食时，饭一
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
菜皆尽。先以舌舐碗，又注入
开 水 涤 荡 以 漱 口 ， 与 晨 食 无
异。师自行如是，而劝人亦极
严厉。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
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
么大的福气，竟如此糟蹋！”
此 事 常 常 有 ， 余 屡 闻 友 人 言
之。又有客人以冷茶泼弃痰桶
中者，师亦呵诫之。以上且举
饮食而言。其他惜福之事，亦
均类此也。

以 上 是 弘 一 大 师 所 记 载

的印光大师在饮食方面节俭的

品格。其实，在穿着和用品方

面，印光大师也极为惜福。他

常常是一件僧衣一穿数十年也

不肯丢弃，一件蚊帐用地破了

许多洞，他也是缝缝补补接着

用。作为一代高僧，他并不是

没有供养来改善生活，而是他

认为生活不能奢侈浪费，要为

自己积聚福德资粮。至今，在

灵岩山印光塔院展览室中，仍

留存有印光大师住世时所用过

的各种物品。这是大师惜福品

格的最好见证。

弘一大师出家后，由于深

受印光大师的影响，也养成了

极为惜福节俭的品行。大师惜

福表现之一是日常生活起居，

事必躬亲，从不麻烦人代劳。

即使是在他晚年生病期间，也

从不愿多麻烦别人。作为一代

有影响的高僧，他的惜福是常

人难以想象的。他平时的穿着

都是破旧的。1937年他到青

岛湛山寺讲律时，只带一破麻

袋包，上面用麻绳扎著口，里

面一件破海青，破裤褂，两双

鞋。一双是半旧不堪的软帮黄

鞋，一双是补了又补的草鞋。

一 把 破 雨 伞 ， 上 面 缠 好 些 铁

条，已用很多年了。

弘一大师平时饮食最为简

单。一般是白开水煮熟菜吃，

并且每次用斋不超过两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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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倓虚法师在他的著作《影尘回忆
录》中记录了弘一大师1937年夏
天在青岛湛山寺讲律时的一些生活
片断——“屋中都是他自己收拾，
不找另外人收拾，窗子地板都弄得
很干净。因他持戒，寺院也没有给
另备好菜饭，头一次给弄四个菜送
寮房里，一点没动，第二次又预备
一点，还是没动，第三次预备两个
菜，还是不吃，末了盛去一碗大众
菜，他问端饭的人，是不是大众也
吃这个，如果是的话他吃，不是他
还是不吃。因此，庙庙里也无法厚
待他，只好满愿！”他还有个习
惯，就是每次吃过粥之后，他都会
用开水倒入碗中，然后将碗晃几
晃，再喝下。生怕浪费一点粮食。

在生活中，弘一大师的惜福
精神甚至有点令人不可思议。据夏

丏尊对弘一大师的回忆，在法师的
眼中什么都是好的。比如说宁波七
塔寺的通床睡觉塌实；破烂不堪的
小旅馆安逸，因为没有闲人打搅；
莱菜好吃，菔菜也好吃；饭菜淡也
好，咸也好，因为咸有咸的滋味，
淡有淡的滋味，他都能欢喜平等受
食，品法喜、禅悦之味。在别人眼
中的垃圾、废料，一但到了法师眼
中就成了无上珍品。这就是法师为
人与众不同处，是一种超乎寻常的
惜福节俭。

弘 一 大 师 一 直 坚 持 惜 福 苦
行。弘一大师的学生刘质平在《先
师的生活情况》一文中写道：“先
师入山初期，学头陀苦行，僧衲简
朴，赤脚草履，不识者不知其为高
僧也。中期身体较弱，衣服稍稍留
意。晚年身体更弱，乃命余代制骆

驼毛袄裤，以御寒冷。先师所用僧
服，大都由余供奉。尺寸函开示，
照单裁制。回忆先师五十诞辰时，
余细数其蚊帐破洞，有用布补，有
用纸糊，坚请更换不许。入闽后，
以破旧不堪再用，始函命在沪三友
实业社，另购透风纱帐替代。为僧
二十五载，所穿僧服，寥寥数套而
已。作为一代弘律大师，弘一大师
生活竟是如此简单清苦。”

一个人的福报是有限的，如
果不懂得惜福，肆意浪费糟蹋，
福报很快就会享尽，那时你就会
一无所有。有的甚至还会为自己
的浪费行为付出代价。如果我们
都能像上文所说的高僧那样惜福
节俭，不仅能养成高僧的德操，
而且还能增长自己的福慧，成为
一个受人爱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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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天
通常被比喻为人们赖以生

存时最重要的东西，而这句俗
话中，百姓认为食物如同天一
样重要，由此可见食的重要。
佛在《楞严经》中亦云：“一
切 众 生 皆 依 食 住 ” ， 住 有 安
住、生存之意，即是说世间有
情众生必须依靠食物来资养色
身，以维持其生命。《大智度
论》卷三中说：“比丘以乞食
资养色身，清净延命。”古印
度的出家僧众，由于不从事生
产，需要靠乞食来生活。

在 《 阿 毗 达 磨 大 毗 婆 沙
论 》 中 ， 那 先 尊 者 认 为 食 有
五 德 ： 一 、 维 持 一 切 有 情 之
寿命，二、增大其力，三、令
生容色，四、寂灭忧恼，五、
除去饥饿、衰弱。当然，我们
这里所谈的食，仅是针对一日
三餐所需的饮食而言，即佛教
中的段食。欲界以香、味、触
三尘为体，分段而饮啖，故称
段食。其实质就是从吃入口腹
之内的物质中获取营养，让身
体能够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
以维持生命个体的生理性的需
要。

释 迦 牟 尼 佛 最 初 出 家 修
道 时 ， 曾 经 跟 随 外 道 修 习 苦
行 ， “ 日 食 一 麻 一 麦 ” ， 以
致于形销骨立，举步维艰，最
后，释迦牟尼佛认识到如果连
最 基 本 的 生 存 都 不 能 得 以 保
障，那么在道业上就更加难以
成就了，于是他“悟知苦行非
菩提因，亦非知苦断集证灭修
道”，其后便接受牧女乳糜供
养，让身体恢复到正常的健康
状态，然后安心修道，最终在
菩提树下领悟解脱之道，证无
上菩提。

而释迦牟尼悟道成佛后，
依然需要世间的饮食以资养其
色 身 ， 尔 后 才 能 长 养 慧 命 。
《金刚经》中云：“尔时，世
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
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
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
洗足已，敷座而坐。”世尊即

略
谈
佛
教
饮
食

※张阿莲

是 对 释 迦 牟 尼 的 尊 称 ， 其 意
同佛。虽然成佛，但是释迦牟
尼亲自托钵，进入舍卫城中挨
家挨户乞食，以此来解决自己
的饮食问题。可以说“法轮未
转，食轮先转”，只有身体健
康 了 ， 心 才 能 安 稳 ， 心 安 稳
了，修行者才能精进道业。

佛 教 虽 然 素 食 ， 但 这 并
不意味着在饮食方面就可以马
虎乃至粗劣。相反，佛教很重
视饮食，提倡上妙饮食，要具
足“三德六味”。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紫柏大师曾撰《示厨
文 》 ， 其 中 详 细 地 解 释 了 “
三德六味”之理：何谓三德？
清净、柔软、如法是。何谓六
味？淡、咸、辛、酸、甘、苦
是。盖奉佛供僧之食，若不精
洁，荤秽不拣，便失清净德；
若不精细甘和，稍有粗涩，便
失柔软德；若不随时措办，制
造得宜，忽略纵情，兼未供流
涎，便失如法德。又三德若无
六味调和，亦不成就。盖淡味
为诸味之体；咸味其性润，能
滋于肌肤，故味之调者，必以
盐为首；辛味其性热，能暖脏
腑之寒，故味之辣者为辛；酸
味其性凉，能解诸味之毒，故
味之酢者为酸；甘味其性和，
能和脾胃，故味甜者为甘；苦
味其性冷，能解腑脏之热，故
味啬者为苦。

出 家 人 虽 然 素 食 ， 但 要
吃得六味调和，香甜可口，如
此才能令诸佛菩萨及僧众生起
欢喜心，令道业增长。相反，
如果饮食不当，不如法，则有
害身心，更对道业有所损害。

正如紫柏大师所云：“三德无
阙 ， 六 味 无 失 ， 此 等 饮 食 ，
若触佛鼻，若入僧口，如嗅旃
檀，如饮甘露，五内调和，百
毛 畅 悦 ， 身 适 心 安 ， 显 资 色
力，冥资心力。色力得资，则
身 康 健 ； 心 力 得 资 ， 则 神 无
扰。身康健，则进道有资；神
无扰，则观智易成。凡饮食不
如法，则身多病，心多扰。身
心 既 病 且 扰 ， 而 能 精 进 开 悟
者，无有是处。”

当 然 ， 饮 食 调 和 ， 有 利
于身心，助益于道业，但这并
不意味着可以在饮食上面精益
求精，贪求不止。我们要认识
到，饮食的可口只是为了保证
身 体 的 健 康 ， 心 情 的 愉 悦 ，
从而有利于我们安住于道中，
速证菩提，切不可由此而生贪
欲。如果将追求美味放于修习
道 业 之 前 ， 则 有 舍 本 逐 末 之
嫌。

对 于 饮 食 ， 佛 也 告 诫 弟
子，不要妄加评论或好或坏，
因为有评论便有分别，由分别
而生计较，计较就有喜怒，正
确的态度应当是，对美味的饮
食 不 起 贪 求 之 心 ， 对 于 不 合
口的粗劣食物也不要生嗔忿之
心。要以平等心，随遇而安，
将 一 切 好 坏 都 视 为 寻 常 。 正
如 佛 在 《 佛 遗 教 经 》 中 所
言 ： “ 汝等比丘，受诸饮食，
当如服药，于好于恶，勿生增
减。趣得支身，以除饥渴。如
蜂 采 花 ， 但 取 其 味 ， 不 损 色
香。比丘亦尔，受人供养，趣
自 除 恼 ， 无 得 多 求 ， 坏 其 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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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还要求弟子在取用食物之
时，要食存五观，即吃饭之前要作
五种观想：一、计功多少，量彼来
处。二、忖己德行，全缺应供。
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四、
正事良药，为疗形枯。五、为成道
业，应受此食。大意是说，第一要
思量食物来之不易，饮食时要懂得
惜福感恩；第二要借着受食来反省
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德行来接受这
份食物；第三要对美味的食物不起
贪心，不好的食物也不起嗔心，不
要因对饮食生贪心产生过失。第四
要将食物作为药物对待，饮食只是
为疗养身体，使之不会形容枯槁；
第五要想到接受食物只是为了有个
健康的身体，以便有健康的身体专
注修道。

在饮食的多少问题上，佛教
认为不可过饱也不可过少，而是要
适当，有节制地摄取食物。《释氏
要览》中谓：若过分饱食，则气急
身满，百脉不调，令心壅塞，坐卧
不安。若限少食，则身羸心悬，意
虑无固。……多食人有五苦：一、
大便数，二、小便数，三、多睡，
四、身重不堪修业，五、多患不消
化。

在佛陀时代，有个国王叫波
斯匿王，他笃信佛教，是佛陀时代
的大护法。波斯匿王曾经因为身体
肥大而苦恼不已，于是佛陀便教他
坚持节食，最后，波斯匿王减肥成
功，身轻心安。《杂阿含经》卷第
四十二中记载：时，波斯匿王其体
肥大，举体流汗，来诣佛所，稽
首佛足，退坐一面，气息长喘。尔
时，世尊告波斯匿王：“大王身体
极肥盛！”大王白佛言：“如是，
世尊！患身肥大，常以此身极肥大
故，惭耻厌苦。”尔时，世尊即说
偈言：“人当自系念，每食知节
量；是则诸受薄，安消而保寿。”
时，有一年少，名郁多罗，于会中
坐。时，波斯匿王告郁多罗：“汝
能从世尊受向所说偈，每至食时，
为我诵不？若能尔者，赐金钱十
万，亦常与食。”郁多罗白王：“
奉教当诵！”时，波斯匿王闻佛所
说，欢喜随喜，作礼而去。时，郁
多罗知王去已，至世尊前，受所说
偈，于王食时，食食为诵，白言大

王：“如佛、世尊、如来、应、等
正觉所知所见，而说斯偈：“人当
自系念，每食知节量；是则诸受
薄，安消而保寿。”如是，波斯匿
王渐至后时，身体佣细，容貌端
正，处楼阁上，向佛住处合掌恭
敬，右膝着地，三说是言：“南无
敬礼世尊、如来、应、等正觉，南
无敬礼世尊、如来、应、等正觉，
与我现法利益、后世利益、现法后
世利益，以其饭食知节量故。”

在《法句譬喻经·广衍品》第
二十九中，佛还告诉波斯匿王：“
人有五事令人常肥：一者数食，二
者喜眠，三者憍乐，四者无愁，五
者无事。是为五事喜令人肥。若欲
不肥，减食麤燥，然后乃瘦。”其
中的数食，即是贪吃，不断地进
食，没有节制。佛认为如果要想有
个健康的身体，就要节食，减少睡
眠，减少玩乐，勤于思考，经常运
动。

在佛教的八关斋戒中，“不
非时食”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斋法。“不非时食”也就是“过午
不食”，即过了中午午时之后就不
能再进食食物，通俗一点说就是不
在不该吃饭的时候吃饭。佛制此斋
法的确有益：一者，不非时食，可
使人能身心轻安，断除一切妄想
杂念，专心于正念，利于修持。二
者，不非时食可以让人的肠胃得到
适当的休息，如果经常吃得太饱，
会加重人体消化器官的负担。现代
的医学证明，适当的节食有助于身
体健康。根据有关研究报告可知，
在保证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
必要营养的前提下，采用低热量饮
食，能够预防多种疾病，保障健
康，促成长寿。美国免疫学家奥福
尔指出，限食可使机体免疫力在老
龄时仍保持旺盛，使免疫中枢器
官——胸腺的定时紊乱得以推迟。
日本九洲大学的大村裕教授，在其
老年医学研究报告中指出，在一顿
饱餐之后，大脑中一种叫做“纤维
芽细胞生长因子”的物质比进食前
增加数万倍。这种物质能使毛细血
管内皮细胞和脂肪细胞增殖，促进
脑动脉硬化，造成大脑早衰，使记
忆力减退，甚至与老年性痴呆的发
病也有一定关系。大村裕教授指

出，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控制
饱腹时“纤维芽细胞生长因子”的
增加。然而，通过限制饮食量，减
少这种因子在大脑中的生成，推迟
脑动脉硬化和大脑衰老，则是完全
可能的。

现代高僧太虚大师亦提出自己
对饮食的见解：盖衣食住行，为人
类生存之要素，而尤以饮食为最，
无饮食即不能生存，故佛言：“一
切有情，皆依食住。”无食则饥，
无饮则渴，饥渴故烦恼，烦恼故心
愤，心愤发故，欲觅饮食，造诸
恶业。……是以药师发愿，若诸
众生闻其名者，先令饮食饱满，解
除苦恼，安住有漏善道；进以无
漏法味，使之成贤成圣，乃至佛
果。亦古人所谓“富而后教”之意
也。……此亦言先使衣食丰足，方
能安心修德，再进而以佛法法味为
食，禅悦为食，皆得毕竟安乐而建
立之。毕竟安乐者，即发大心，修
大行，不退转，于大般涅槃者也。

正如《坛经》中所说：“身
安则道隆，饮食知节量，常乐在空
闲，心静乐精进，是名诸佛教。”
学佛的人一定要认识到色身是我
们修行的根本，只有以饮食巧作
佛事，具足三德六味调和且有所节
制，才能令身心轻安，于善法中堪
任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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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门中，无论是举行各种
法会，还是僧尼日常做早

晚功课，都要在佛菩萨圣像前
燃香供佛。香作为佛教的六种
供具之一，在修行实践中会经
常用到。燃香供佛要遵循一定
的插香方法和礼仪，才能达到
理想的供佛效果。佛子对诸佛
菩萨的恭敬虔诚之心，需要通
过燃香供佛的外在形式加以传
达。因此，佛门中常有香为信
使，心香达信之说，说明香在
传递信徒信心和恭敬心中的作
用。

佛 子 在 燃 香 供 佛 时 应 当
依照上香的基本方法和仪轨来
做 。 在 供 香 之 前 ， 首 先 要 洗
手、漱口，端正衣冠，身心寂
静安定。也就是要清净身口意
三业。在燃香供养诸佛菩萨圣
像之前，应当恭敬合掌，双眼
专注观察法相庄严的佛菩萨圣
像，思惟佛陀及一切圣众的功
德巍巍，一心诚敬燃香供养，
就如同佛菩萨现在眼前一般。
如 此 燃 香 供 养 ， 方 为 真 实 供
养。

接 着 ， 将 所 要 供 佛 之 香
拈起至胸前，面对所要供养的
佛菩萨圣像，口中默念所供养
佛菩萨的名号。比如燃香供养
释 迦 牟 尼 佛 ， 就 应 当 一 心 默
念：“一心奉请，南无本师释
迦牟尼佛”。同时，观想自己
的一瓣心香，藉由点燃的香传
达至诸佛菩萨，诸佛菩萨放大
光明，来至燃香者跟前，接受
佛子供养，并欢喜接受。

如 果 燃 单 支 的 香 供 佛 ，
在上香时，用大拇指、食指将
香夹住，余三指合拢，双手将
香平举至眉齐，观想佛菩萨显
现 在 我 们 的 眼 前 ， 接 受 心 香
供养。如果人很多时，将香竖
直 向 上 ， 以 免 烧 到 他 人 ， 然
后走到距佛像三步远的距离，
举香观想拜佛。上香时以一支
为宜，若要上三支香，则将第

燃
香
供
佛
的
方
法
与
表
法
意
义

※王家富

一支香插中间，默念供养佛；
第 二 支 香 插 右 边 ， 默 念 供 养
法；第三支插左边，默念供养
僧。然后合掌默念：“愿此香
华云，遍满十方界，供养一切
佛，尊法诸贤圣。”

如果是在诸佛菩萨前燃檀
香片供佛，应当从香盘中拈起
一支檀香片，面向佛菩萨圣像
闻讯，然后右手持香插入燃有
檀香粉的香炉中；接着拈起第
二支檀香片，面向佛菩萨圣像
问讯后，左手持檀香片插入香
炉中；再拈起第三支檀香片，
向佛菩萨圣像问讯后，右手持
香插入香炉中。然后一心恭敬
礼佛三拜。

在 供 香 之 后 ， 接 著 应 当
默念《供香偈》，观想祈愿以
此香供养十方一切诸佛贤圣，
在无边的世界中，都能普薰一
切众生，共同成证无上圆满菩
提。供香偈云：

愿此香花云，遍满十方界。

供养一切佛，尊法诸贤圣。

无边佛土中，受用作佛事。

普薰诸众生，皆共证菩提。

以上的供香方法，可以作
为礼佛上香时的仪轨来修持，
透过每天供香时真诚的祈愿，
不但可以圆满祈求的心愿，另
一方面也能以此来体悟香的深
层意涵，到达解脱的境界。此
时我们祈愿所供之香，化为无
量广大香云，普薰法界，上令
十方诸佛欢喜，下能觉悟一切
有情。

在 佛 教 诸 多 经 典 中 ， 都
有 关 于 燃 香 供 佛 的 记 载 。 据
《长阿含经·游行经》载，为
如来起大堂舍，整治处所，并
洒扫、烧香。《法华经·法师
功德品》亦载，受持、读诵，
或解 说 、 书 写 法 华 经 者 ， 当
受 种 种 供 养 ， 如 供 养 花 、
香 、 璎 珞 、 末 香 、 涂 香 、 烧

香 、 缯 盖 、 幢 幡 、 衣 服 、 伎

乐 等 。 《 无 量 寿 经 》 卷 下 记

载，行者当悬缯、燃灯，及散

华、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

国。《贤愚经·富那奇缘品》

载，富那奇与兄办足供养，持

香炉共登高楼，遥向祇洹精舍

烧香，祈愿归命佛及圣僧，唯

愿佛明日临顾该国，开悟愚盲

之众生。香烟即如其意，乘虚

空往至世尊之顶，相结聚合成

一烟盖。《大日经》中说，烧

香乃遍至法界之义，如天之树

王开敷时，香气随逆风、顺风

而 自 然 遍 布 。 《 苏 悉 地 羯 罗

经》中以涂香、华鬘、烧香、

饭食、灯明为供养本尊的五种

供物，香在本经中被列为五种

供养之一。烧香也是佛教六种

供养之一，与阏伽、涂香、华

鬘、灯明、饮食等合为六种供

养。禅林中称燃香为拈香，或

炷香。在法会中持香盒者，称

为烧香侍者。

由 于 香 的 芳 香 远 闻 ， 经

典中也常用来比喻修行者的持

戒之德。如《楞严经·大势至

菩萨念佛圆通章》中以“香光

庄严”来比喻念佛的人染上如

来功德庄严，就如同制香的人

染上香气一般。经云：“若众

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

便 ， 自 得 心 开 。 如 染 香 人 ，

身 有 香 气 ， 此 则 名 曰 香 光 庄

严。”除此之外，经典中也记

载有关于香的修持法门。其中

最著名的是《楞严经》中的香

严童子，以闻沉水香，观香气

出入无常而悟入本心。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烧香

礼佛是佛门的早晚常课，是平

时积德修行的具体表现之一。 

佛门中之所以在举行法会或共

修活动时都要燃香供佛，是因

为对于修行者来说，燃香供佛

是佛子对诸佛菩萨恭敬虔诚心

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如《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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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事苑》卷八“拈香”曰：“释氏
之作佛事，未尝不以拈香为先者，
是所以记香而表信。经曰：‘信是
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
此其意也。今开堂长老必亲拈香
者，以所得之法，必有所自，所行
之道，其外卫者必藉乎王臣，俾
福慧双资，必图报于此日，岂偶然
乎？”佛门之所以拈香燃香供佛，
是藉由有形的香来表达上香者对佛
法的真诚信仰，表达对佛菩萨的恭
敬虔诚。

《水陆仪轨·上圆满供法事》
有“香赞”云：“心香达信，云篆
腾空。六尘周遍互重重，法界悉含
融。圣境冥通，应念现金容。”赞
文意思为，恭敬点燃净香，将诚敬
之心遍法界而上达，香烟袅袅如篆
文妙形，缭绕腾空蔚为云海。六尘
妙供庄严周遍而重重无尽，十方法
界悉皆含融。诸佛无上庄严圣境，
咸冥应而感通。应此殷诚一念，悉

现尊贵殊妙之金容。“心香达信”
是赞文的核心思想，说明佛子对佛
法的正信，以及对诸佛菩萨的恭敬
虔诚之心，需要借助外在有形的烧
香来传达。从而让诸佛海会大众都
能闻知。《修设瑜伽集要施食坛
仪》云：“是知欲达诸圣，先具正
信。信无形相，藉香表之。香烟遍
处，信心必通。以心感佛，何佛而
不应。‘此一瓣香’，乃指法体而
言也。夫吾人法性，量充沙界，体
含万有。湛若澄清之海，香腾薝卜
之林。明逾日月，德等太虚。舒之
能遍于法界，卷之可纳于微尘。”

与此相类，《炉香赞》中也有
与“心香达信”一样的说法：“炉
香乍爇，法界蒙薰。诸佛海会悉遥
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
现全身。”香炉中的香点燃之后，
香味能够熏染法界，香烟能够随处
结集成祥云。十方诸佛菩萨都能闻
到这种香味。佛子的殷切的恭敬虔

诚之心通过熏香传递给十方诸佛之
后，能够感得诸佛示现金色之身护
佑佛子。

对于修行者来说，燃香供佛只
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最主
要是要对诸佛菩萨存有恭敬虔诚之
心和对佛法具足正信。佛教认为，
内心的清净、慈悲和虔诚，是“真
供养”，比形式上的敬香要重要得
多，故称“心香”。后极言心中虔
诚致敬为“一瓣心香”或“心香一
瓣”。对于虔诚修道者来说，心若
恭敬虔诚，即使不烧香，也同样能
得到诸佛菩萨的慈悲护佑。学佛者
心中精诚，自能感格于佛，与焚香
供佛无异，故称心香。世俗本此，
对于心所崇拜者，多用“一瓣心
香”之语，以示其崇拜之意。

香代表清净之义，能清净一切
染垢污秽，及燥热烦恼。而以香供
佛，则代表灭除一切生死烦恼，得
到清净自在。香，代表“信”，代
表“信仰”，同时代表“戒定”，
《香赞》中的戒定真香，就是这种
意思。当我们看到或闻到香的香
味，就应当思维：我应当严持戒
律，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

燃香供佛不仅能表达自己的
正信和虔诚，而且还能获得不可思
议的功德。隋朝时期，在山西五台
山有一位名叫解脱的和尚，他出家
后精进修持佛法。一次，他在修习
禅定时于定中见到文殊菩萨而豁然
大悟。有一天，解脱和尚到代州传
戒，回来的路上经过一处旷野，他
忽然想焚香供养诸佛菩萨，但当时
身上没有带任何供品。正在他不知
如何是好时，空中传来声音：“合
掌以为华，身为供养具，善心真实
香，赞叹香烟布。”解脱和尚知道
这是佛菩萨对自己的开示，就依照
所说作了供养。在他供养之后，空
中又传出声音：“诸佛闻此香，寻
声求救度。众等勤精进，终不相疑
误。”此后，解脱和尚盛名远播，
弘法事业日渐兴盛。许多佛子不远
千里慕名向他求法。在他门下悟道
之人不可胜数。

19

般若文稿 



佛教从东汉末年传入中国以
来，由于中国地理环境、

思想观念、风土人情、传统文

化等方面与印度不同，中国古

代僧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也发

生了很多明显的变化，形成了

适合中国僧人修行的衣食住行

模式。

一、衣

佛陀在世时，由于印度天

气比较炎热，又加之当时很多

修行者崇尚苦行，因而大多数

修行者都穿着粪扫衣。所谓粪

扫衣，就是修行者将别人丢弃

在垃圾堆中的烂布条捡起来缝

制成的法衣。比丘少欲知足，

远 离 世 间 之 荣 显 ， 故 穿 着 此

衣。比丘除了穿粪扫衣之外，

还 要 依 照 穿 粪 扫 衣 、 常 行 乞

食、依树下坐、用陈腐药等四

依住规定，只能拥有三种衣，

即：(一) 僧伽梨，即大衣、重

衣、杂碎衣，又称九条。此衣

为正装衣，上街托钵，或奉召

古
代
僧
人
的
衣
食
住
行
※张瑞

入王宫时所穿之衣，由九至二
十五条布片缝制而成。(二)郁
多罗僧，即上衣、中价衣，又
称入众衣，为礼拜、听讲、布
萨 时 所 穿 用 ， 由 七 条 布 片 缝
制而成，故又称七条衣。(三)
安陀会，即中衣、中宿衣、内
衣、五条衣，为日常工作时或
就寝时所穿着之贴身衣。戒律
中 规 定 以 上 三 衣 皆 以 坏 色 制
成，故又称为袈裟。

佛制比丘的衣不得超过三
件，是因为衣多了怕起贪念，
就得分给同伴，这叫“衣不过
三”。

“ 衣 不 过 三 ” 在 四 季 炎
热的印度虽然可行，但到了中
国，三衣在寒冷的冬季却无法
御寒，因此，中国佛教根据佛
制百一物的原则，在三衣之外
增加了常服的样式，而三衣则
专 门 作 为 法 服 的 形 式 了 。 这
样，三衣由原来的御寒、蔽体
的实用功能，转变成只有在佛
事、法会等隆重仪式中才穿着

的功能。这种灵活的做法，既

不违佛经旨意，又符合现实需

要，不失为两全其美之计。而

常服却在中国俗服的影响下逐

渐转变，在唐朝时，甚至与俗

服相混，以至义净在《南海寄

归传》卷二中批评道“东夏诸

尼，衣皆涉俗，所有着用，多

并乖仪……”。

在印度，衣着偏袒右肩露

出臂膀是一种表尊敬的礼仪，

但这种穿着与中国礼仪相悖。

在当时的汉朝，甚至把袒露出

左或右的胳臂，作为一种有罪

的刑罚，由此僧服在款式上也

不能不改变。庐山慧远大师曾

就沙门袒服问题与当地官员发

生激烈的辩论。慧远认为沙门

袒服是出家的标志，放弃它就

会失去沙门特色。虽然慧远辩

论中取得胜利，但袒服最终还

是消失了，后来改为偏衫的形

式。另外在僧服的颜色上，佛

制规定不能用正色，只能用坏

色、不均色。中国的僧服一开

始规定为缁衣，即黑色，以区

别 于 世 俗 服 饰 。 但 到 后 来 因

周武帝禁止僧人穿缁衣，颜色

便多起来，混同俗服，很难统

一了。再加上后来唐宋皇帝开

始赐赠袈裟以表彰高僧之德，

颜色是按照政府官位质量来确

定 ， 以 紫 色 与 绯 色 袈 裟 为 最

高荣誉，由此僧人一度又以紫

色、绯色为风尚。在中国寒冷

的气候及大社会文化、风俗使

然下，僧人衣着的转变是必然

的趋势，也是僧人立足社会弘

法的开端。

二、食

佛陀住世时，比丘弟子以

乞食为生。若饭食时，佛陀会

带领众弟子着衣持钵，进入城

邑、聚落次第乞食。如《金刚

经》云：“尔时，世尊食时，

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

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

处 。 饭 食 讫 ， 收 衣 钵 ， 洗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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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敷座而坐。”乞食是印度僧人

为滋养色身而乞食于人之一种修行

方式。乞食的原始意义有二，即：(

一 ) 自 利 ， 为 杜 绝 俗 事 ， 方 便 修

道。(二)利他，为福利世人，予众

生种福机会。因而乞食就是僧人清

净自活的修行方式。

佛教戒律还规定出家人要遵循

过午不食戒规。过午不食的时间就

是从早晨到正午之前的这段时间。

凡超过正午之时限而进食者，称为

非时食，为戒律所不许。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印度佛

教的乞食与不得耕种的制度，由于

风俗习惯不同，在中国无法实行。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立国，政府

与社会，都很重视农耕。即使是逸

世的高人隐士，也是以躬耕于山野

之间为其谋生的方式。由于自耕自

食，若非灾荒，或贫而无告，或懈

怠懒散之徒，就绝不会沦为乞丐。

所以，中国僧众奉行乞食生活，便

会被视作懒汉或无用之人而遭致

歧视。为了避世俗讥嫌，中国僧人

不得不改变沿门乞食为生的生活方

式，所以，隋唐以前的中国僧众，

大多是依赖政府的供给与施主们的

供养，才得以维持其生活。还有一

部僧众，须靠自己募化或做法事活

动等其他方式来维持。中国僧人并

没完全杜绝农耕，在《僧祗戒心》

译出之前的早期形成的僧制中，就
规定沙弥耕种寺田。《高僧传》卷
五中记载道安为沙弥时耕种寺田的
情况：道安初出家学道之时，曾在
农地里毫无怨言地工作了三年以
上，后来才向其师求学经典，其师
给他《辩意经》一卷，他利用耕田
后休息片刻之余，诵持经典而后终
有所成就。

唐代以后的禅林中，开始改
变传统的一味坐禅，不理杂事的修
行模式，改为坐作并重。也就是将
坐禅修行与日常劳动结合起来的修
行方式。此后，坐作并重进而发展
成为农禅并作的修行和生活方式。
农禅并作不仅解决了僧众的吃饭问
题，还不耽搁日常修行，做到农作
与修行两不误。

唐代高僧百丈禅师不仅订立
了清规，还躬耕自食。他不仅亲自
带头参加田间劳动，还提出了“一
日不做，一日不食”的禅林生活理
念。由于农耕生活要耗费很大的体
力，吃素又容易饥饿，为了保持体
力，更好的修行和劳动，大多数僧
人也改变了印度佛教过午不食的制
度，变为一日三餐了。

三、住

佛世的比丘僧通常过着随遇
而安的修行生活，除了一部分经
常随侍佛陀的比丘常住在灵鹫山、

竹林精舍、祇树给孤独园等道场
听经闻法之外，大多数比丘都过着
岩居穴处的苦行生活。由于中国气
候环境与印度不同，印度那种阿兰
若的修行方式难以实行。在住的方
面，印度僧人随遇而居的阿兰若修
行方式，在中国的气候环境中很难
实行，所以，佛教传入之初，中国
僧众大多是集体居住于寺院中的。
当然也有少数专志修持，一心求道
遵守佛制的僧人，单独栖息于山林
岩洞之间，过着住阿兰若处的隐居
生活。中国的佛寺，本为古代掌管
某项事务的官署的通称，如太常
寺、大理寺、鸿胪寺之类。寺为僧
众居住处所，最初始于汉明帝，当
时从从印度来的两位高僧摄摩腾与
竺法兰到洛阳后，由掌管宾客朝会
礼仪的鸿胪卿负责接待。不久，又
单独修建白马寺，作为安置外国僧
人的馆舍，白马寺即成为中国佛寺
之始。以后的佛寺，大都是按照古
代官署的布局建造。此外，还有一
些官员和富人施舍现成的住宅为
寺，因此，佛寺也具有古代住宅院
落的建筑特色，并且逐渐形成以塔
为中心，以殿为附属的汉化寺院模
式。而寺院的装饰，有的一改印度
简略朴素的风格，而变为崇尚华丽
的风气。如《高僧传·慧受传》中
记载：释慧受到京师（今南京）
时，一次曾路过一个名叫王坦之
的宅院，当夜则梦见在此院中建立
一寺，慧受于是向王坦之乞化一屋
之所，王坦之欢喜而舍院建寺，取
名为安乐寺。后来有沙门叫道靖、
道敬的僧人，把安乐寺修饰一番，
而变为极为富丽。《续高僧传·释
慧达传》中也说：释慧达喜欢修缮
佛寺，并以之为务。在金陵有陈朝
遗留下来的佛寺超过七百座，基本
都年久失修。慧达修缮的寺院达到
三百多所，而且每座寺院修饰的都
很华丽。类似这样努力建设恢宏华
美寺院的例子还有很多，以至唐道
宣律师对此颇有微词。但他在《续
高僧传》卷二十九中又有一番解
释：他认为崇高壮丽的寺宇使俗世
之人对佛门产生敬意，有助于吸引
善信归依，也可作为大乘佛教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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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利益教化有情的一种权便。
当然也有少数专志修持，一心求道
遵守佛制的僧人，单独栖息于山林
岩洞之间，过着阿兰若式的修道生
活。以上是中国僧人为了适应中国
固有的风土民情，以佛制的“随方
毗尼”作为教导原则，对僧伽的生
活方式作出的调整与变通。

四、行

佛陀成道之后，为了度化众
生，经常不顾疲倦，带领弟子游走
于恒河两岸。佛陀和弟子无论弘
法或乞食，通常是步行。如果要去
远方，偶尔也会乘坐动物驾驶的车
辆。佛陀规定“无病不得乘乘行”
。因为关爱一切生命，不忍心将自
己的方便建立在其他众生的辛苦付
出上。我国古代的僧人为了弘法利
生，或是参访善知识，增广见闻，
常常需要离开居所，游行各地。佛
门中将比丘为了寻访名师，增进自
我修持，到名寺古刹恳请善知识指
教的修学方式，称为行脚。

云游行脚的僧人，称为行脚
僧、云水僧。之所以称为云水僧，
是因为他们居无定所，悠游自在，
如行云流水一样，因而以云水为
喻。《从容录》第九则云：“两堂
云水尽纷拏，王老师能验正邪。”
《永平清规》卷下亦云：“慈育云
水，众心为自心，道念为自念”“
十方云衲专惜光阴而精进，须如救
头然，努力莫闲谈而空过时节”“
然则十方之云众水众，丛林之是凡
是圣等，供养理合精丰”等，皆为
其例。又以云水之性柔顺自如、无
所不克，具有解脱、自然、谦卑、
韧性等性质，故用以喻指有德之行
脚僧。

行脚僧通常为寻师访友及求
证佛法而步行求法。在诸多禅宗典
籍中，对行脚的意义都有论述。如
《村寺清规》中有云：“从上出家
参学之士，未有不发足超方，千里
求师者。故永嘉云：‘游江海，涉
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大慧师
喜离得业偈曰：‘古佛放光留不

住，铁牛无脚也须行，虽然未踏曹

溪路，且喜今朝离火坑。’古人既

如是，今可不然耶？”可见，古人

为寻求佛法真谛，历经千辛万苦，

多方行脚云游，亲近善知识。如今

的出家弟子更应当效仿古代高僧大

德，参访诸方高僧大德，早日明心

见性。

禅宗典籍中收录有很多古代行

脚僧的行脚公案，通过这些公案介

绍，激励后世禅子行脚参访。如《

祖庭事苑》卷八曰：“行脚者，谓

远离乡曲，脚行天下，脱情捐累，

寻访师友，求法证悟也。所以学无

常师，遍历为尚。善财南求，常

啼东请，盖先圣之求法也。永嘉所

谓‘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

参禅’，岂不然邪？”可见，僧人

行脚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脱对世情

的牵挂和负累，寻访诸方名师，求

得不同善知识的指点，以便早日趣

证菩提。文中还列举了善财童子五

十三参、常啼菩萨萨东请的故事，

以及《永嘉大师证道歌》中云游

僧“寻师访道为参禅”的论述，以

此说明云游行脚是成就菩提的基本

途径之一。

行脚参访，广学博闻，是古

代高僧大德所推崇和践行的修道方

法之一。赵州从谂禅师，在八十岁

高龄时，为弄明佛法真谛，不顾年

老体弱，云游行脚。如《赵州谂禅

师录》云：“师初随本师行脚，

到南泉，乃至其后自携瓶锡，遍

历诸方，常自谓曰：‘七岁童儿胜

我者，我即问伊；百岁老翁不及我

者，我即教他。’年至八十，方住

赵州城东观音院。”

明代律宗高僧见月律师，自

崇祯六年（1623）起，从云南出

发行脚到江苏宝华山参访律宗高僧

三昧和尚，途中历尽千辛万苦，受

尽各种冷眼和磨难，都没有使他

退失参访善知识的大愿。经过长达

数年的行脚，他先后经过贵州、湖

南、江西、浙江、江苏等省。当见

月律师来到南京报恩寺时，听说三

昧和尚并不在宝华山，而是在五台
山传戒，他又一路从南京行脚至五
台山参谒三昧和尚。直到崇祯十年
（1636）四月，终于有机缘于镇江
海潮庵跟从三昧和尚受具足戒。从
此以后，随侍三昧和尚传戒诸方，
开始阅读律藏，为各方所推重。三
昧和尚年老之后，将宝华山隆昌律
寺交由见月律师住持，见月律师严
格以戒律管理道场，使宝华山成为
国际知名的律宗道场。

云游行脚是磨练行脚僧意志
和毅力的修学方式。行脚僧在行脚
过程中不仅要能降伏我慢，学会忍
辱，又可以锻炼身心，放下执着，
明心悟道。从而为以后弘传妙法，
度化有情众生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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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严经》，又称《首楞
严经》《大佛顶经》

《大佛顶首楞严经》，是大乘
佛教的重要经典，有“开悟的
楞严”之称。本经讲述了阿难
至外地托钵乞食，遭受摩登伽
女的诱惑，将要毁坏戒体。佛
陀知道阿难被淫术所困，于是
派 遣 文 殊 菩 萨 用 神 咒 来 守 护
他。待阿难返回住所之后，摩
登伽女也尾随而至。此时佛陀
就 为 摩 登 伽 女 开 示 圆 解 、 圆
行、圆位，使之出家学道。本
经是开示修禅、耳根圆通、五
蕴魔境、三摩提之法、根尘同
源与缚脱无二之理及等禅法要
义的经典。经中讲述了佛法最
高最根本的道理，并指明了具
体的修证道路。《楞严经》不
但义理精深，其语言修辞也极
为精美，常常让人赞叹不已，
尤 其 是 运 用 的 譬 喻 ， 形 象 生
动 ， 妥 帖 恰 当 ， 让 人 回 味 无
穷。

《楞严经》以引导修学者
开悟为宗旨，在论及开悟的方
法时，阐释了解悟、行悟和证
悟三大主旨。

  一 、解悟

解 悟 ， 即 由 知 解 而 悟
道。“解”，即知解、智解、
认知，即从各种见闻学习而领
解教理，进而实践躬行所知解
之教理。在修学实践中，读诵
经典，听闻善知识讲说佛法是
解 门 。 如 果 没 有 对 经 教 的 悟
解，修行就会因没有正确的思
想指导走上歧路。

解 悟 ， 也 就 是 是 始 觉 。
于 此 觉 中 ， 了 妄 达 真 。 “ 了
妄”者，如了七处皆妄，一切
世间幻化虚妄。“达真”者，
如十番显见，通达本有“真见
之性”。此“始觉智”即见道
位，于是悟中，行者之观念（
知见）改变、行为转变，且此
等转变皆是决定，非如突然心

血来潮，昙花一现，此即如《
圆觉经》所云：“即已成金，
不复为矿”。是故非如一般之
文字知解，乍现即逝；即如小
乘之见道位，一切邪见、恶知
见悉断；亦如大乘见道位，决
定一佛乘，不再履于凡外权小
之 径 ， 并 于 一 切 法 ， 闻 即 信
受、谛解。

佛 说 八 万 四 千 法 门 ， 每
一种法门都针对众生的根性应
病与药，方便施设。众生在修
学过程中，首先要理解佛教教
理，因为教理是指导佛子修学
的理论指南。如果没有教理的
指导，就会无所适从，乃至盲
修瞎炼，走火入魔。只有在了
悟教理的基础上精进修行，才
能使修行保持正确的方向，不
断取得进步。

阅 读 三 藏 教 典 是 理 解 佛
教教理教义的基本途径。在阅
读经典时，首先应当将一部经
典全面通读一遍，以做到总览
全局。在全面了解一部经典的
基础上，再深入探究，就能对
经典有更加准确深入的把握。
学佛者在阅读经典时，要养成
阅读佛经原典的习惯。在通读
原典的基础上，再分章节加以
分析领会，从而把握每一章节

的思想内涵。经过逐章学习领
悟 ， 最 终 将 各 章 节 内 容 融 会
贯通，达到对一部经典的全面
把握。在探究经典过程中，如
果遇到有难以理解的佛教术语
与典故，应当查阅佛学大辞典
等工具书来加以解决。经过查
阅佛学大辞典，对佛教名词术
语的领悟就会更深入。天长日
久，掌握的佛教词汇量也会增
加很多。

很多人在研读经典时喜欢
查阅别人的经典讲记。不同的
讲解者对同一部经典的解读各
不相同。学佛者在面对众多的
经典讲记时往往无所适从，生
怕自己阅读某位讲解者的解读
后被误导。其实，修学者可以
通过阅读原典来加深理解。在
理解的基础上，可适当参考一
下别人对这部经典的解读，以
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的效果。在选择佛经讲记时，
尽量选择有修证高僧的经典讲
记，然后再配合自己的理解对
经典原典加以准确的把握。

研读佛经只是理解经教的
一种方法，修学者还应当在此
基础上亲近善知识，得到善知
识的指导，使自己的修学进步
更快。学佛者通常都有这样的

楞
严
经

的
三
大
主
旨
※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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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听善知识讲经给自己留下的
印象，要比自己读诵经典的印象深
刻得多。因而，跟从善知识修学，
也是领悟佛法的重要方法。

经教只是帮助修行者明心见
性的工具，而不是修行的最终目
的。如佛陀在《金刚经》中说：“
如 筏 喻 者 ， 法 尚 应 舍 ， 何 况 非
法。”修行者不要执著于经典，应
当明白经教只是将众生由生死此岸
渡到涅槃彼岸的船，一旦将众生渡
到对岸之后，船也就失去了作用。
经典也是如此，修学者需要依照经
教修学破迷开悟，一旦明心见性之
后，也就不需要利用经教作理论指
南了。可见，修行者理解经教的目
的在于指导自己的修行实践。

二、行悟

行悟，即由修行实践而明心
见性。行，即修行之意，即遵循教
理修学实践。明心见性之“明心”
，即明心相。心相，是指如大乘五
位百法中所示之心王、心所、心不
相应行等法，包括心所的善恶（烦
恼）等法自相及相互间的关系，如
何生起、如何消灭等。至于“心
王”，则了八识之体，诸识各自之
体、相、用如何，以及其间互动
之条件及本源。如是一一法皆明
了者，乃可称为真“明心”者，
故六祖惠能大师说：“明心号菩
萨。”“见性”者，即是见自本
性，亦是见五蕴、六入、十二处、
十八界、二十五有皆本如来藏妙真
如性。此见性，常修道位，亦即“
分证觉”，即于六十位修证过程
中，分分断无明，即得分分见；是
故《大般涅槃经》中说：“十住菩
萨犹见不了了。”意谓十住菩萨虽
有见性，但仍不能了了全见，是
故，于此位中，尚非现量境界，而
仍属比量智。

行悟历来是修学者证悟佛理
的必经途径。佛教不同宗派的教理
教义不同，因而修行的具体方法也
各不相同。律宗的修行方法侧重于
严持净戒，净土宗的修行方法注重

一心念佛，而禅宗的修行更重在坐
禅习定。但不论是哪种宗派，虽然
修行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有共同的
行持要求，比如各宗派都需要以恭
敬心礼佛诵经，严持净戒。

比 如 净 土 宗 的 修 持 重 在 念
佛。净土念佛法门被认为是各种修
学法门中的易行道。其他的修行法
门要仰仗自力得解脱，而净土法门
则仰仗佛力得解脱。修念佛法门的
人，只要能够心无杂念，一心专注
念佛，在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
圣众，就会手持莲台来迎接念佛
者。此人一念之间就能往生西方净
土。

念佛法门是一种殊胜法门，
具有“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
得效速”的特点。修念佛法门的人
只要能够“都摄六根，净念相继”
，就能够得佛力加持，临终往生西
方。

古往今来，有很多净土宗高
僧精进修学念佛法门。如净土宗二
祖善导大师一生行持严谨，三十年
时间从不在寺外留宿，坚持每天都
念十万声佛号。白天念佛不辍，晚
上长坐不卧，默念佛号。善导大师
从不犯戒，也不看女人。信众供养
的衣服、饮食等物品，常转赠他
人。信众供养的金钱，常用来买纸
抄写《阿弥陀经》，或是修缮年久
失修的殿宇。个人生活，三衣一
钵，知量知足。善导大师出门时，
不愿与其他人同行，因怕途中谈论
世事，妨碍修行，耽误念佛时间。

善 导 大 师 精 进 念 佛 三 十 多
年，跟随他学佛念佛之人摩肩接
踵。永隆二年(681)三月十四日，
善导大师在长安圆寂。圆寂后身体
柔软，容色如常，空中异香妙乐，
久久方歇。

一个修学律学的出家人，首
先是一个严持净戒的人。持戒不仅
要受持佛教根本大戒，而且还要受
持佛教的细微戒。如果一个人只学
戒，而不持戒，就失去了学戒的意

义。一个通达戒律的人，如果不严
格持戒，即便说戒时讲得天花乱
坠，因为没有得戒体，也难以取得
他人的信服。因为，戒律是用来行
持的，而不是用来讲说的。

现代高僧弘一大师，一生专
弘南山律，他不仅学戒、讲戒，而
且持戒精严。即便是别人从没有想
到的细微戒，他都会严格遵守。弘
一大师曾到学生丰子恺家中做客。
丰子恺发现大师每次在坐藤椅之
前，都要将藤椅晃动几下，然后才
慢慢坐下。他感到很奇怪，就问弘
一大师这样做的原由。弘一大师告
诉他，在藤椅的缝隙中会有许多虫
子，如果自己直接坐上去，就有可
能将虫子坐死。每次坐前晃动一下
藤椅，可以提醒虫子逃生，然后再
坐下，就不会伤及虫子性命。

不仅如此，弘一大师圆寂前
交待自己的后事时，不是担心自己
的生死，而是考虑到如何避免杀
生。他告诉弟子说，自己的遗体在
火化前，应当在龛的四只脚下面放
置四个装有水的小碗，以免有蚂蚁
爬入龛中，造成火化时损伤蚂蚁。

三、证悟

证悟是指依于佛说教法修行
悟道之意。由修行实践而体悟佛法
真理者，称为证悟，又称悟入。《
胜鬘宝窟中本》曰：“摄受正法，
证悟于理。”

证悟，就是究竟觉，也是证
道位，即为现量智。证悟是有具体
之悟境、对象及内容的。且悟前与
悟后，其人之三业，必然转变，有
所不同。其转变表现在越加清净、
庄严、不贪染、有智慧。而且当然
不会因为悟了，而言行乖异、反
常、狂妄、贪爱世间、恣行杂染，
若有如此表现，则决非悟了，而是
着魔。末法时代众生愚妄不知，常
以着魔为大悟！ 

诸佛出现世间，目的是为了
令众生都能悟入佛之知见。如《法
华经·方便品》曰：“舍利弗！云

24

 般若文稿



何名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
故，出现于世？诸佛世尊欲令众生
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
世；欲示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
世；欲令众生悟佛知见故，出现于
世；欲令众生入佛知见道故，出现
于世。舍利弗！是为诸佛唯以一大
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学佛者的
修行，是为了破迷开悟，顿见自己
本来面目。香严智闲禅师是唐代著
名高僧，出家后亲近百丈怀海禅
师。智闲禅师性识聪敏，教理懂得
很多。每逢酬问，他都能侃侃而
谈，但是，对于自己的本分事却未
曾明白。后来，百丈禅师圆寂了，
他便改参师兄沩山灵祐禅师。

沩山灵祐禅师问道：“我闻
汝在百丈先师处，问一答十，问十
答百。此是汝聪明灵利，意解识
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时，试道
一句看。”

智 闲 禅 师 被 沩 山 禅 师 这 一
问，茫然无对。

回到寮房后，他把自己平日
所看过的经书都搬出来，从头到
底，一一查找，希望能从中找到一
个合适的答案。可是翻阅了几天，
结果却一无所获。智闲禅师感叹
道：“画饼不可充饥。”

于是他便多次去方丈室，乞
求沩山禅师为他说破，都遭到沩山
禅师的拒绝。沩山禅师道：“我若
说似汝，汝以后骂我去。我说底是
我底，终不干汝事。”

绝望之余，智闲禅师便将自
己往昔所看的文字付之一炬，说
道：“此生不学佛法也，且作个长
行粥饭僧，免役心神。”

智闲哭着辞别了沩山禅师，
开始四处行脚。有一天，他来到南
阳慧忠禅师的旧址。目睹了慧忠国
师道场之遗迹，觉得这个地方挺不
错，于是决定在这里住下来。

一日，智闲禅师正在芟除草
木，不经意间，抛起一块瓦砾，恰

好打在竹子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
声，他忽然大悟。于是便急忙回到
室内，沐浴焚香，遥礼沩山，赞叹
道：“和尚大慈，恩逾父母。当时
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并
作颂曰：

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

动容扬古路，不堕悄然机。

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

诸方达道者，咸言上上机。

沩山禅师听说智闲禅师的这
首偈语，便对仰山禅师道：“此子
彻悟也。”

仰山禅师道：“此是心机意
识，著述得成。待某甲亲自勘验
过。”

仰山便前往见智闲禅师，说
道：“和尚赞叹师弟发明大事，你
试说看。”

智闲禅师遂举前颂。

仰山禅师道：“此是夙习记

持而成，若有证悟，别更说看。”

智闲禅师一听，便又作一颂曰:

去年贫，未是贫；

今年贫，始是贫。

去年贫，犹有卓锥之地；

今年贫，锥也无。

仰山禅师道：“如来禅许师

弟会，祖师禅未梦见在。”

智闲禅师于是又作一颂，曰：

我有一机，瞬目视伊。

若人不会，别唤沙弥。

仰山禅师这才放心他确实彻

悟了，于是便回去报告沩山禅师

道：“且喜闲师弟会祖师禅也。”

智闲禅师后驻锡于邓州香严

寺，教化一方，四方衲子，争相

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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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六 祖 坛 经 · 般 若 品 》
中 ， 禅 宗 六 祖 惠 能 禅 师

向四众弟子讲述何谓般若，如
何修学般若等问题。在为大众
讲说过般若含义及修学方法之
后，惠能禅师作了一首《无相
颂》劝大众依照修学。在《无
相颂》中有四句偈语：

佛 法 在 世 间 ， 不 离 世 间
觉。

离 世 觅 菩 提 ， 恰 如 求 兔
角。

偈 语 告 诉 世 人 ， 虽 然 一
切有情众生都可以修学佛法，
转迷成悟，但是，在六道中只
有人世间是修学佛法的最好道
场。在六道中，地狱、饿鬼、
畜生等三恶道众生因处于恶道
之中无法修学；阿修罗道众生
因嗔恨心重，难以用上功夫；
天道众生因贪图享乐，不肯用
功修学。只有人道众生苦多乐
少，容易用功修道。

诸 佛 菩 萨 和 历 代 祖 师 都

佛
法
在
世
间

※陈浦燕

是在世间降生、修行乃至悟道
成 佛 。 如 果 一 个 修 行 者 离 开
世 间 寻 求 悟 道 成 佛 ， 就 好 像
寻觅兔角一样难寻难觅。俗语
说：“龟无毛，兔无角。”佛
子若离开世间修道，“如蒸沙
石，欲其成饭，经百千劫，只
名热沙”。

释 迦 世 尊 在 人 间 示 现 降
兜率、入胎、住胎、出胎、出
家、成道、转法轮、入灭等八
相成道，意在告诉世人，佛法
最适合人道众生修学。人间众
生若能精进修学，也能像佛陀
一样成就八相成道。人道众生
在人间成道之后，也能像佛陀
那样在人间弘扬佛法，广度一
切有情众生。

佛 弟 子 欲 求 出 世 ， 离 不
开 在 世 间 修 行 。 人 间 佛 教 是
诸 佛 之 本 怀 ， 人 世 间 为 最 好
修 学 道 场 。 《 增 一 阿 含 经 》
云 ： “ 诸 佛 世 尊 皆 出 人 间 ，
非由天而得也。”佛陀出生在
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

间 ， 弘 化 在 人 间 ， 涅 槃 在 人
间。世尊说法，以人为本，五
戒十善、六度四摄，无不以济
世度人为旨归。

修 行 者 只 有 在 世 间 广 修
众善，积功累德，奉行六度万
行，才能成就佛道。若要修好
六度，首先要以慈悲为本。慈
悲是为利益众生而修行，没有
慈悲，就不成其为菩萨行了。
佛子修行的最终目的在于出离
世间，达到解脱的彼岸。而要
修 行 解 脱 ， 则 不 能 染 着 于 世
间，所以，出离心应为佛子修
持的基础。大乘佛教入世修持
方式的开展，是以空性观为最
根本的原理，慈悲心是最根本
的动机，出离心为最根本的筑
基。

修行不离于世间的观点，
在很多大乘佛教经典中都有提
倡。如《楞伽经》中说：“或
有佛刹瞻视显法，或有作相，
或有扬眉，或有动睛，或笑，
或欠，或謦欬，或念刹土，或
动摇。大慧！如瞻视及香积世
界 ， 普 贤 如 来 国 土 ， 但 以 瞻
视，令诸菩萨得无生法忍，及
殊 胜 三 昧 。 ” 在 一 些 佛 刹 土
中，可以从言语动作，如笑、
咳 、 扬 眉 、 动 睛 等 来 开 示 菩
萨 ， 显 现 佛 法 ， 菩 萨 一 见 ，
便 可 证 入 无 生 法 忍 和 殊 胜 三
昧 。 也 就 是 说 色 声 香 味 触 法
等 六 尘 无 非 经 教 ， 皆 可 显 法
入 道 ， 体 现 了 修 行 不 离 世 间
的 意 趣 。 《 华 严 经 》 中 亦 说
道：“知秽世界即是净世界，
知净世界即是秽世界。”秽世
界与净世界两者不是相离的，
而世间与佛法之间也是平等无
碍，可以相即相入。”《华严
经》中又说：“解佛法、世间
法等无差别，世间法入佛法，
佛法入世间法，佛法世间法而
不杂乱，世间法不坏佛法。”
《华严经》认为，悟入法界，
随顺法界，是佛教全部修行的
关键。而作为成佛依据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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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并不在世间之外，而是体现
在日常世俗生活之中，在世间才能
成就佛道。《楞严经》卷五中列举
了二十五位菩萨各具圆通，共有六
尘、六识、七大等二十五圆通，其
中以观世音的耳根圆通为最上。修
行方法是从六尘、六根等世间的见
闻觉知中返入自性，也是在世间修
行佛法的典范。《维摩诘经》中的
维摩诘以居士的形象，显现在世间
修行的不二法门：“虽为白衣，奉
持沙门清净律行；虽处居家，不着
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现有
眷属，常乐远离；虽服宝饰，而以
相好严身；虽复饮食，而以禅悦为
味。”维摩诘居士以自身日常行为
作为范本，向世人显现了在世间而
超越于世间的处世态度：虽居家生
活与日常人无异，但在日常中又显
示出圣人之境，由是“不舍道法而
显凡夫事，是为宴坐”。修行不要
逃离世间，禅坐也无须躲到山林，
在在处处，平常日用间就是修行
处。《维摩诘经》中还提出在欲而
行禅的思想：“不灭痴爱，起于解
脱。”痴爱为三毒烦恼，是要摒除
的染法，然《维摩诘经》却把它作
为修道的机缘，把它喻为火中生莲
花：“火中生莲花，是可谓希有。
在欲而行禅，希有亦如是。”《法
华经》中有“若说俗间经书、治
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
的说法，则充分体现了世法出世法
圆融，凡圣不二，事事交参无碍。
也就是说世间的一切活动，包括生
产劳动和诸法不相违背，应在这些
平常日用间去体会道。《圆觉经》
中显示的大乘圆顿之理及如何观行
的实践之法，表达了妄念不妨害解
脱的思想。《圆觉经·清净慧章》
中说：“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
诸妄心，亦不息灭；住妄想境，不
加了知；于无了知，不辨真实。”
妄念原是轮回之因，但因它的虚妄
不实，并不妨碍众生圆觉真心的本
来清净性，由此对之不必有所取
舍。如果对妄念取舍的话，反而会
落入轮回之中，“种种取舍，皆是
轮回”。这就是说修道之人，要逆
于轮回之流，于种种境不作取舍，

包括对妄念，对实相，消除了种种

取舍，即可成佛。《中论·观涅槃

品》也明确指出：“涅槃与世间，

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亦无少

分别。”

太虚大师也提倡佛法在世间，

并提出了阐扬人生佛教的思想主

张。大师在《四十八岁述怀》中云：

堕世年复年，忽满四十八。

众苦方沸腾，遍救怀明达。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

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大 师 为 适 应 时 代 机 宜 ， 倡

导 “人生佛教”。认为我们信仰

和依归的是佛陀，究竟的目标是

佛果，但必须从人乘做起，完成人
格，即为成佛的根机；从超人至超
超人，即成为圆满的人格。

佛陀降生在人间，成道在人
间，说法在人间，只有殊胜的人
乘，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有成
佛的可能，这是符合现实的真理。

太虚大师写作的《佛教人乘正
法论》、《人生佛教》，就是阐扬
佛法在世间，注重人格的完成。

佛教俗语说：“人生难得，佛
法难闻。”我们今生既得人生，又
有幸听闻佛法，是故佛子当弘扬人
间佛教思想，以出世的精神，做好
入世事业，将娑婆世界，建成国土
庄严，人民安乐的人间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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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住世时期，比丘僧的

生活极其简单，其经济

方式也相应单纯。佛陀创教之

后，就制定戒律规定以四依住

作为生活来源，而且僧团的分

配情况，是平等互利的，实行

共得共分、别得别受的制度，

即所谓“利和共分”。

《 四 分 律 》 卷 三 中
说 ： “ 世 尊 与 三 人 说 法 ， 二
人 乞 食 ， 二 人 所 得 ， 足 六 人
共食。若世尊五人中与二人说
法，三人乞食，三人所得，足
六 人 共 食 。 ” 僧 人 的 随 身 财
物，除三衣、六物（即三衣外
加 铁 钵 、 坐 具 、 漉 水 囊 ） 之
外，僧众是禁止蓄有私财的。
僧人不能从事生计，必须乞食
等。因为私蓄钱财或随身财物
过多，会引起贪妄之心，而从
事农耕生产，会掘地伤生，并
妨 碍 修 道 ， 这 就 是 戒 律 的 缘
起。

佛教戒律认为，不掘地则
有诸多益处，如《行事钞》卷

古
代
寺
院
的
经
济
来
源
与
使
用
※继平

中记载：“一不恼害众生故；
二 止 诽 谤 故 ； 三 为 大 护 佛 法
故。”并认为：“若佛不制此
二戒者，国王大臣役使比丘；
由佛制故，王臣息心，不复役
使 ， 得 令 静 缘 修 道 、 发 智 断
惑，是名‘大护 ’。”

早 期 的 僧 团 因 规 模 小 ，
结构非常简单，这种平等互利
的生活能够通行。但到后来，
随着僧团规模的扩大，僧团的
生活方式和经济来源发生了变
化。比如，僧团开始接受居士
的衣食、用品、田园、钱财等
供养，供养物随之增多，僧团
也扩大了。僧团中就出现了一
些伪装的比丘，如六群比丘，
他们想把一些寺院或僧舍财物
占为己有，因此，佛陀不得不
制戒：在任何条件下，比丘不
得把僧舍据为己有，如做则为
犯戒。为了防止此种情形的再
次发生，僧团便委派一位比丘
来看管一座寺院，由他来安排
来往比丘住宿，对比丘平等对
待。

比丘们可以自由地在任何

属于僧团的寺院中居住，且可

以使用任何属于僧团的物品。

在离寺前，应当把一切物品放

回原处。为管理田园，寺中还

雇 用 种 植 田 园 、 耕 作 土 地 的

人。

另外，经济分配方式，在

平等分的基础上，出现了不平

等分。平等分限于比丘与比丘

众 （ 包 括 食 物 、 衣 物 和 用 具

等），而僧团的其它三众：沙

弥、沙弥尼和式叉摩尼（学法

女）则有差别，食物是平等分

的，而对衣服用具等的分配，

根 据 《 根 本 说 一 切 有 部 目 得

迦》卷七记载，则“若求寂男

（沙弥）、求寂女（沙弥尼）

三 分 与 一 ， 式 叉 摩 尼 二 分 与

一，欲受戒人亦二分与一。”

佛 陀 涅 槃 后 ， 据 南 传 佛

教所传的第二次结集引发的争

论，和经济生活有关，从而造

而成上座与大众两部分裂的开

始，起因是毗舍离的僧侣违犯

了佛陀制定的戒律，其中特别

是出现了向人乞钱的事，于是

又重新就戒律进行结集，确定

了 “ 十 非 法 事 ” ， 其 中 第 一

条：盐姜合共宿和第十条：受

蓄金银钱和经济方式有关，以

耶舍为首的七百人视十事为非

法，成为上座部；而毗舍离的

僧人又召集万人结集视十事为

合法，成为大众部。所以，在

佛教内部，僧人可以私蓄金银

也不完全视为不净，而成为佛

教戒律允许的一个事实。

至此，佛教的经济形式出

现了变化，由原有单纯的靠游

化乞食，变化为接受大施主财

物、土地和庄园的供养而成为

大庄园、大土地的所有者；由

原来单纯只有公共财物没有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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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物的现象，到既有寺院公财又

有僧人私财并存的现象。

随着固定道场的的出现，维持

一个道场的需要就必须有固定的开

支，道场越大，开支就越大。对于

这时的佛教寺院，一方面随着僧伽

人数增多，可能不得不开源节流，

由此开始出现进行经济运作的现

象，一方面对信众的大量捐施而获

得的余财的处置方式。

从所见到的各部律藏经文，

记述了佛教对于贵重金银财物的

处理的态度。《十诵律》赞成或者

毁弃，或者将财产交给世俗人(净

人)处理，以资僧众购买生活之必

需用品(净物)。《摩诃僧祇律》和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则倾

向于部分购买生活必需品，剩余的

用来出贷取息。当然，此利贷出

息，只是为三宝或施主的无尽藏为

目的进行，如为私人的利益出息，

则视为犯戒。而寺院集体和私人两

种财产拥有制的形成，使双重的利
贷信用成为可能，一者是寺院主持
的借贷，另者是僧人私下里的出
贷。借贷所得之息的使用去向在戒
律中有明确规定，《行事钞》中记
载：“《十诵》《僧祇》：塔物出
息取利，还着塔物无尽财中；佛物
出息，还着佛无尽财中，拟供养塔
等。僧物文中例同，不得干杂。”
也即佛物出贷之息归佛，法物出
之息归法，僧物出贷之息归僧。所
以，在佛教里，借贷是合法的经济
形式，并且佛律中说所贷三宝物之
利息可以高至十倍。因而，“借
贷”是佛门经营财物的一种重要方
法。寺院的土地需要人耕种，一般
是雇用佃农 (一般称为“净人”)
来耕种和管理，其果实、作物分
配，依照当地的国家法律，寺院
占 有 优 先 权 ， “ 先持寺分，己分
方持”，净人后取其分，保证了僧
团的利益，这也是寺院的一部分经
济收入。

商贸活动在佛教戒律原则上
所不许的。财物之储备、物物交
换与买卖都要受到戒律的制约，向
企业投资经营金银、首饰加工业、
饲养业，也是不许的，这在《十诵
律》《摩诃僧祇律》中皆有记述。
但是净人的作用，或“说净”的方
式，在后期也出现了商贸活动。
公元7世纪末，义净西游印度时，
不净物的做法流行于西方诸寺院
中，《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记
载 ： “ 现今西方所有诸寺苾刍衣
服，多出常住僧，或是田园之余，
或是树果之利，年年分与以充衣
直。”也就是说，印度寺院诸比丘
的衣服“多出常住僧”。这些僧衣
或用田入之余，或以“树果之利”
所购。甚至有一些为充衣值专设
的“庄”。

以上所阐述的是佛教经济生
活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是由于印
度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佛教为适
应社会的要求，也相应地使其经济
来源、收支及分配情况发生变化，
由此相关的戒律也就相应发生了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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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福节俭不仅是佛教的
优良传统，也是历代

高僧大德都具有的优秀品
格，亦是学佛者增进道业
和培植福报的最好修学方
式之一。古往今来，历代
高僧大德不仅以高深的佛
学造诣闻名于世，也以惜
福节俭的德行赢得了广大
信众的尊崇。最近阅读了
净慧法师《缅怀虚云老和
尚》一文，深为虚云和尚
惜福节俭的德行而赞叹。
净慧法师在该文中讲述了
自己亲身经历的虚云老和
尚在衣食住行等四个方面
的惜福节俭，赞扬了虚云
老和尚崇尚节俭的嘉德懿
行。

一、衣

净 慧 法 师 在 《 缅 怀

虚云老和尚》一文中首先

介绍了虚云和尚对衣物的

节俭。净慧法师说：“我

们今天的出家人，衣服很

多 ， 左 一 件 右 一 件 ， 长

的、短的、夹的、棉的。

老和尚衣服很少，小褂裤

就只两套，换了洗了，干

了再换。一件衲袄，一件

毛 衣 ， 就 这 么 多 。 在 广

东，那么热的天，夏天也

穿着一件衲袄，冬天里面

加一件毛衣而已。袜子两

双 ， 鞋 两 双 ： 一 双 罗 汉

鞋，一双布鞋，都打了补

丁。想起来我们很惭愧，

衣服左一件右一件，鞋子袜子
很多双，一天为衣食住行操很
多心。生活俭朴，省时省力又
省心，有利于修行办道。”虚
云和尚的衣服很少，春秋天就
只有两套小裤褂，两件轮流换
洗着穿。冬天加穿一件衲袄，
一件毛衣，就这么多衣物。仅
有两双袜子、两双鞋，也都是
带补丁的。虚云和尚并不是买
不 起 衣 服 鞋 袜 ， 他 有 众 多 弟
子 ， 供 养 他 的 衣 物 根 本 穿 不
完。虚云和尚之所以只穿几件
必须穿的衣服鞋袜，不仅是惜
福节俭，也是为了不为外物所
累，能一心专注修道。衣服少
了，就不用为衣服操心，也不
用洗藏衣物，省心省力，可把
更多的时间用于修道。

与虚云和尚相比，现代出
家人的衣服很多，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每个季节都有很多
套衣服鞋袜。有的衣服鞋袜甚
至很多年都不穿一次，送给别
人，或是丢弃却舍不得，放在
房间又占很大空间，整天为衣
物过多而操心。其实，衣物的
作用在于蔽体御寒，只要能满
足这些基本需要，又能换洗着
穿，不仅能充分使用衣物，还
可避免衣物过多，增长贪欲。
因此，当代的出家人在制作衣
物时，只要干净大方，每个季
节有一两套换洗衣服，就可满
足不同季节穿着需要了。如果
衣物过多，就会心有挂碍，无
法安心修道。

二、食

饮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基
本条件。佛教饮食制度规定，
佛子对于饮食要知量知足，对
于好的饮食不起贪心，对于差
的饮食不起嗔心。佛教将饮食
称 为 药 石 ， 意 为 佛 子 在 饮 食
时，当如服药想。之所以要饮
食 ， 就 是 为 了 我 们 能 够 活 下
去。虚云老和尚对于饮食极其
节俭。净慧法师说：“老和尚

衣
食
住
行

惜
福
节
俭

读
净
慧
法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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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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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饮食也很简单，一粥一饭，早
晨吃粥，中午半碗干饭，晚上有时
候吃一点面条，有时候就不吃。尽
管老和尚一百多岁，他每天清晨听
到敲板就起床，洗漱完毕就在自己
的床上打坐，一直到常住下殿了，
这才用早餐。早上和中午用斋的时
间都和斋堂保持一致。”一日三
餐，虚云和尚通常早吃粥，中午吃
米饭，晚上吃点面条，有时面条也
不吃。虚云和尚用餐时间很有规
律，早上、中午都与斋堂用餐时间
一致。

虚云和尚一百多岁时，仍然坚
持像僧众做早课一样的坐禅修行。
和尚每天凌晨听到做早课的叫板响
起，他就起床洗漱，然后就在床上
坐禅，待大众下殿之后，再用早
餐。

在《虚云和尚年谱》中也记
载了虚云和尚对饮食的惜福。虚云
和尚晚年居住在江西云居山。因为
云居山地势高，冬天天气冷，收藏
在地窖里的红薯，经不起寒冷的空
气，皮都发黑了，煮熟后吃起来很
苦。有一次，虚云和尚的弟子绍云
和齐贤一起在他那里吃稀饭，吃到
了那种又苦又涩的红薯皮，便拣出
来放在桌边上。老和尚看到时默不
作声，待吃过稀饭后，他老人家却
一声不响地把那些红薯皮捡起来都
吃掉了。当时，绍云和齐贤目睹这
种情景，心里感到很惭愧、很难
过。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扔掉红薯
皮了。

事后，两人问虚云和尚说：“
您老人家都这么大年纪了，而那些
红薯皮好苦啊！你怎么还吃得下去
呢？”老和尚叹了一口气，对他们
说：“这是粮食啊！只可以吃，不
可以糟塌呀。”

又有一次，江西省宗教事务处
张建明处长到山上来探望虚云老和
尚。老和尚自己加了几道菜，请他
吃午饭。张处长在吃饭时，掉了好
几粒米饭在地上，老和尚看见了也
不说话。等吃完饭后，他才自己弯

下腰来，一粒粒地把那些米饭从地
上捡起来，放进口里吃下去。使得
那位张处长面红耳赤，很不自在。
他一再劝老和尚说：“老和尚，那
些米饭已掉在地上弄脏了，不能吃
了。”老和尚说：“不要紧！这些
都是粮食，一粒也不能糟塌。”张
处长又说：“你老人家的生活要改
善一下啊！”老和尚答：“就是这
样，我已经很好了。”

三、住

虚云和尚一生以建寺度僧为
己任，在国内修建了十多处道场，
在道场建成之后，往往功成身退，
将道场交给弟子管理，自己再去别
处修建寺院。虚云和尚住的十分简
陋。净慧法师在本文中说：

老和尚在云门寺住的房子还
算是已经修好的，是瓦房。到了云
居山后，住的就是茅蓬。开始住的
是拴过牛的牛棚，打扫干净，再把
有漏洞、有空隙的地方用茅草围一
围，老人家就睡在那个地方。后来
茅蓬修好了，用泥土筑起的墙，上
面盖的茅草。老和尚在茅蓬里住了
六七年。一直到最后时刻，他老人
家就在那个茅蓬里圆寂的。老和尚
那时候用的信封信纸都印上了“云
居茅蓬”，那是实实在在的茅蓬，
是名副其实的茅蓬，并不是起一个
茅蓬的雅号。……今天我们想到虚
云老和尚的时候，总觉得他在天上
一样，实际上老人家就是在那一间
茅草房里面度过了他的晚年，度过
了他最艰难的时刻。

虚云和尚一生建了众多道场，
到晚年自己移居江西云居山，住在
十分简陋的茅蓬中修禅。他老人家
并不是没有安稳住处，所有他一手
修建的道场都是他安身立命之所，
只是他不愿折损福报，才坚持住在
茅蓬中修行。

对于虚云和尚住的床铺，净
慧法师也有论说：“老和尚那么大
年纪，他还是睡的硬板床。在云门
寺，自1951年的云门事件以后，

他就没有在原来的房间住。搬到

一间厢房，用两条板凳，搁两块铺

板，垫一条棉被，那就是他的床，

冬天夏天都是那个样。想起来老和

尚那种生活，我们今天真是惭愧万

分，惭愧万分。今天的条件比过去

好了许多，但是，条件好了，我们

还是要懂得惜福；不懂得惜福，人

的福报总是有限的。”虚云和尚一

生睡硬板床，唯恐睡眠舒适，有损

福报。在住持韶关云门寺期间，他

的床铺是用两条板凳，两块铺板搭

建而成。上面垫一条棉被，不论冬

天、夏天都是如此。

虚云和尚睡的草席破了，他

就用布补好后再用。不久后，在同

一个地方又破了，实在补无可补。

弟子们就对他说想把草席拿到常住

去换一张新的。那时，一张草席只

不过是两块人民币左右，不料他老

人家听后，便大声地呵斥：“好大

的福气啊！要享受常住上一张新席

子。”弟子们都不敢作声了。

虚 云 和 尚 时 常 开 示 弟 子 ：
“ 修 慧 必 须 明 理 ， 修 福 莫 如 惜
福。”意思是参禅修慧一定要明白
道理，道理就是路头。如果想参禅
用功，但是路头摸不清楚，对参禅
的道理未能领会，那么工夫便很难
用得上了。至于惜福，出家人在情
理上哪里有钱来培福呢。其实“造
福莫如惜福”，就是要自己珍惜生
活上的一切福德因缘。

虚云和尚经常训诫年青的一代

说：“你们要惜福啊！你们现在能

遇到佛法，到我这里来修行，可能

是过去世栽培了一点福报。但是你

们若不惜福，把福报享尽了，就会

变成一个没有福报的人。犹如你过

去做生意赚了钱，存放在银行里。

如果现在不再勤奋工作赚钱，只顾

享受，把银行的储蓄全部花光了，

那么再下去便要负债了。”

四、行

古代高僧为究明大事，常常

云游行脚参访名寺古刹，亲近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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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识。虚云和尚也和古代高僧一
样，行脚国内诸多佛教名刹，修建
了众多禅宗道场。净慧法师在谈及
虚云和尚在行方面惜福时说：“老
和尚出门，到山边去转一转，拄的
一根拐杖就是山上砍的一棵小树，
也没有剥皮，就是带着皮的一根棍
子，一年到头就是用它当拐杖，而
且一点形状也没有。在云门寺后
山找一条有形状的拐杖，应该有的
是，但是老和尚为什么不要呢？因
为多一件大家注目的东西，你就要
费很多的心。一根木棍放在那里没
人要，如果拐杖上有点形状，有个
龙头，有点奇形怪状的，你心里就
老记挂着这件东西，怕它丢掉，怕
别人要。别人看了又起心思，别人
张口问你要，你心里又舍不得，不
给又不好意思，心里面矛盾重重。
老和尚就是有智慧，随便一根木
棍，谁也不要。这就是生活的洒脱
自在。”

拐杖，又称拄杖，是僧侣出
游时所使用之杖。据《有部毗奈耶
杂事》卷六载，佛于王舍城鹫峰山

时，有一老比丘，登山不慎跌倒，
佛遂许诸比丘中之老弱无力或病苦
缠身者用拄杖。拄杖有两种，有枝
者称触头，无枝者称净头。或谓拄
杖之上端为净头，下端为触头。禅
宗所用者，多于杖下方约六十公分
处绑一小枝，作为渡川测量水深之
用，故拄杖又称为探水。虚云和尚
认为，拐杖就是辅助自己老年行走
使用，并不需要装饰得很华丽。不
然自己会担心丢失，别人看见了就
会生起念想，拐杖就会成为一种挂
碍。随手使用带皮的树枝作拐杖，
随便放在哪里，别人也不会要，即
便是被人拿走，自己也不会放在心
上。

虚云老和尚是近代禅门巨匠，
以他的声望，完全可以拥有富足华
贵的生活，但是，他老人家在衣食
住行方面过得都非常简单，简单得
完全是一位身无外物的苦行僧。虚
云和尚认为，常住所有的经济都是
十方善信的血汗，都是拿来供养三
宝的，不是供养个人的，一定要按
照因果的原则来办事，不可乱花一

分钱，不可把三宝的钱用错了，用
错了就有因果。

虽然虚云和尚自己十分惜福节
俭，但对他人却关心得无微不至。
常住大众，不管哪一个人有病，他
一定叫侍者把药送到病人的手上。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人从广州、香港
去看老人家，通常会带一些药品到
山上来，老和尚将药品分类存放在
一个柜子里。老和尚做事情特别地
认真仔细，感冒的、发烧的药各放
在哪里，一定不会拿错。尽管老人
家年纪很大，但他对每一件事都很
认真地去对待，从来不马虎。

当代出家人的生活与虚云和尚
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
虽然做不到像虚云和尚那样严格惜
福，但这种惜福节俭的良好家风，
我们还是应当继承下来。我们要像
虚云和尚一样在佛门中提倡崇俭戒
奢，在佛门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
道风和学风，让出家人都能成为引
领信众修学的表率。

32

 般若文稿



 开卷有益 

轻轻松松读佛典
由长青佛教文化服务社诚意推荐。联系电话：6220 6360

佛学经典因为文字艰涩深奥，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不少大德法师、研究佛学的学者于是通过各种形式，将佛典以另一种

形式呈现，包括白话版、注释版、图文并茂的图解版，以及赏心悦目的漫画版等，相信总有适合你阅读的版本。

《汉传佛教经典一本通》※黄国清

作者鸟瞰各时代、各宗派在佛教思想与文化领域具代表性的祖师，然后在他们的著
作当中筛选出具有特殊义理发挥或开风气之先者，作为本书的主要架构。

本书所导读的汉传佛教典籍，上篇“汉传佛典的建基思想”，挑选三国到南北朝时
代的六种佛教撰述，涉及禅法与般若学的法义诠释，佛教面对中国文化的调适与护
教，以及佛经目录与高僧传记的典范著作。中篇“佛学世界的开门锁匙”，择取天
台、三论、唯识、华严诸宗的十四种代表性典籍或宗义概论书。下篇“实践佛法的
修行指南”，包含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的十种著述。

本书是一本可以带领初学者乃至于研究者对汉传佛典一窥堂奥的导论书籍，值得深
入阅读，细细品味。

《百缘经》※叶青春

三藏十二部，汪洋海涵，所以在阿毗达摩论点繁盛之时，佛教譬喻经典也有兴盛之
势。佛教譬喻经典融深奥玄妙的佛学要义于活泼生动、妙趣横生的佛菩萨、声闻缘
觉弟子的传记，或民间神话传说之中，将佛教的教理行果通过短小精悍的故事展现
出来，给予人警醒、策励、训诫。

《百缘经》与《贤愚经》《杂宝藏经》，并称为汉译譬喻文学的三大瑰宝。可由于
年代久远，文字艰涩，为让更多人获得佛法的熏陶，有必要以现代汉语翻译、注
释。

本译本是根据《大正新修大藏经》为底本，参考与借鉴了各大德法师的译本，以及
多位专家、学者对《百缘经》赐予的研究成果，最终产生这一本全新的译作。

《百缘经》全书共分十品，每一品皆各有十缘，合共百缘，是以百种事缘来阐明善
恶因果之道理。

《佛说无量寿经(漫画版)》※林钜晴

净土五经的其中之一。经中内容介绍法藏比丘所发诸大愿，以及弥陀净土的概述。
此经讲述诵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临命终时，无量寿佛与诸大众接引往生安乐
国。

作者为普及佛法，特别为此经典改版成漫画版。画工精细，加上彩色印刷，为读者
增加不少阅读乐趣。虽说是漫画版，但内容保存经典的精华，对于初学者来说，如
果因为佛典文字深奥难以理解，不妨先从漫画着手，有个大概理解之后，再翻阅经
典，自有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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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药师经》※张宏实

作者耗时十二年的所要规划出版的四本书之一。内容涵盖面广，出了对佛典《药
师经》逐字解释之外，他也将与学长们一起共修药师法门、共同讨论的问题等体
验、一并纳入本书中。此外，作者于2014年完成探访京都十二药师寺的壮举、
以及往后五年继续参访超过的200间寺院，并将其中对药师佛的研究建立成一个
电脑档案。其中包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二十七座寺
社，有关药师佛的概念与分析也融入本书。

作者对《药师经》的心得编排成“药师法门流程总览”与“十二神将比较一览
表”，特别是前者，非常实用，可融入实修。

本书整理出十二个精选学习，每个单元都可独立阅读，也可以分段诵经，可让读
者更容易亲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更有效率地学习药师法门。

《白话胜鬘经》※海波

《胜鬘经》叙述胜鬘夫人由父亲波斯匿王和母亲末利夫人的引导而信奉大乘佛
教，并亲蒙佛授记，在法会上为大众演说一乘、一谛、一依等大乘佛法，反复说
明如来藏是超离世间的根本原因。《胜鬘经》宣扬的是一乘思想和如来藏思想。
经中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其一、它指出三乘教法归于一乘，一乘是为佛乘；其
二、宣讲一乘的依据——如来藏。

此外，本书也介绍了不同译者，以及经典的不同版本与注疏，让读者对于本经有
个概括性的了解。

《新解圆觉经》※荆三隆

《圆觉经》为佛教著名典籍之一。此经以正宗分为主体，十二位菩萨从佛教义理
的不同角度向佛陀发言，佛陀则逐一做出解答。在本书中，荆三隆教授在其个人
研究的基础上对此经进行了系统注解与评说、审慎与新意并重，值得一读。

本书是以金陵刻经处刊行的，共计13171字的两卷大字圈点本作为底本，参校了
《大正新修大藏经》所录版本。根据文意分为序和十二章。作者在每部分经文
之前都加有题解，以引导读者了解各部分的大意；在每一个划分的段落处附有章
旨，以归纳段意；在注译之后都有说明，以帮助读者分析和加深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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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禅思小语 

【观月  观音  观心】
※心绢

政局 风 云 突 变 ， 中 东 战 火 频
仍。对一方热土，爱家乡的

孩子们，被迫远离故土，如风中柳
絮摇摆，缺粮少水，性命堪虞，何
处栖身？何以安心？

一双双如狼似虎的黑手压成
黑幕，抬头仰望天空，也许，硝烟
白雾遮盖了太阳，也许，漫天沙尘
迷蒙了明月，寥廓大地死寂一般，
低低饮泣陪随虫声，哀鸣一声声，
悸动一阵阵。处在困顿窘境中，眼
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
的，舌头尝到的，身体承受的，神
识蕴集的，娑婆世界凡此种种，虽
不在战争现场如临大敌侵犯，无缘
大慈，大体同悲，同是苦海乱世人
啊，应如何自渡？

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
人舟，想起佛典里观世音菩萨的事
迹，联想起年前观赏的佛教音乐剧
《水月观音》。

遇见观音，人离难，难离身，
一切灾殃化为尘。话说姑苏城战火
连连，灾民有缘遇见观音。化身为
美丽民妇的观音菩萨，因怜悯百姓
遭到金兵杀害，心生慈悲，手持杨
柳净瓶，在河边石上盘坐，念诵《
大悲咒》为冤魂超度。经过四十九
天诵经后，妇人向围观的大众详细
解说经文的要义。有人问：为何水
中没有观音菩萨？答曰：那河水中
央不就是菩萨吗？

一轮明月悬挂高空，水面冉
冉升起莲花座，观音菩萨救七难，
解三毒，应二求，普现三十三种应
化身。观世音活在人们心中，在每
一个遇见观音的瞬间，因缘所致，
是否将菩萨宝相入住心田，或以菩
萨梵行更向高一层修持？“朝念观
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不离心”
啊！

人们着力于寻找内心的观音，
就如看不见空中皓月亮洁光辉，不
切实际地误会光源。“因树则有树
影，暗中有树无影——黑暗的地方

有树却没有影子，那不是肉眼之所能看到的，如来也是如此。如来性常住不
变异，没有智慧之眼不能看见，正如黑暗之中看不见树影。”——执着于无
明烦恼，执着身口意所障，又怎能看见自性光明洁净，犹如皓月一般无染？

佛经喻月，已证万法虚幻性空，以圆月洁净清凉，直指人性之本，由
来万法自在心。——“我已见自心，清净如满月，离道烦恼垢，能执所执
等”，“汝观净月轮，得证菩提心“，（《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观证
大教王经》）；“汝诸法门胜解观察，如幻如阳焰，如梦如水月，如响如空
花，如像如光影。”（《大般若波罗密多经》）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江水之处有明月，万里无云是青
天，若人人察觉自性光明如朗月圆满，一旦烦恼断尽，证悟涅槃。

八月十五中秋节，应许一夕佳节美好：赏明月，观自心，常自在，法
喜充满！

图: 亚庇普陀寺观音宝相心绢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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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成语 

鹦 鹉 学 舌
※撰文并配图：赵宏

手机流行的时代，几乎人人手不离机，一有空就划来划去，耽误许多时间，也错过不少正事。不过客观地说，
手机也不完全是不好的玩意儿，不是一无是处，关键看你用它来做什么——划手机也可以是很好的学习方式。

我曾经看过好多养宠物的视频片段，其中几个养鹦鹉的就颇有意思。一位中国北京的阿姨养了一只灰金刚鹦鹉，很
漂亮，灰白相间的羽毛，尾巴上有两根鲜红色的羽毛，关键是这只鹦鹉会学人说话，惟妙惟肖。还有一则搞笑的视
频，一个查水表的师傅上门查问，一敲门，屋里就有声音回答：“谁呀？”师傅说：“查水表的。”屋里又问：“
谁呀？”查表的师傅估计是屋里的人没听清，就继续说：“查水表的。”然而，屋里的回答依旧是：“谁呀？”弄
得师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来二去就总是这一句话，把师傅气坏了。最后还是邻居告诉了师傅，那是一只鹦鹉
在学人说话，它只会这一句：“谁呀？”

《景德传灯录》这部古书里也记录了一段关于鹦鹉的事。药山惟俨和尚的弟子问：“有行者问：有人问佛答
佛，问法答法，唤作一字法门，不知是否？“师父回答：”如鹦鹉学人语话，自语不得，由无智慧故。” 

鹦鹉学舌，基本上就只是一般性的简单重复，不是鹦鹉经过大脑思考之后与人的有意识交流，是一种本能
反应。为什么？师父已经讲得很明白，因为没有智慧。这里并不是歧视动物笨拙，这种智慧，指的是高于一般的
心灵上的认识和开悟，是对我们所处世界的本质与我们自身之间的关系的准确认知和判断。事实上，很多人即使
看上去能说会道，内心里也是缺乏真正的智慧的，他们只是随口应声附和，谈不上什么深刻的想法。没有觉悟的
人，即使滔滔不绝，大多也是陷在鸡毛蒜皮的琐事和不明不白的事情中，心不清，神不爽，看不透，放不下，一
辈子不明不白。

禅宗强调直指人心的“顿悟”，靠鹦鹉学舌学到一两句话就自以为了不起，这是很浅薄的。即使学得再像，
说得再动听，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靠人云亦云，没有自已的见解，终究不是办法。因此，只有一条出路——觉
悟，觉悟是我们到达自由彼岸的唯一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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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格
佛
画 

不能
吃

常素
那就

常吃素

你内心一定要
有佛法。。。跟着

佛的一步一脚印，才
能有办法走出你的困

境呀.

佛啊！我
已经没有办法
走出我的困境

了！

吃素就是戒
杀，放生。

你若不能
吃常素。
那。。。

六齋日：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

十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
二十九、三十

。。。
那就常吃

素！

吃常素或常吃
素，都因人而
异。有的人为
了健康，为
了修慈悲戒
杀，发愿吃常
素。有的一时
间无法断除肉
食所以选择常
吃素。又有一
群常吃素者专
在农历初一，
十五或佛教的
六齊日和十齊
日吃素。十方
诸佛菩萨都
欢喜。阿弥陀
佛！

深信有
佛
法

才会有
办
法

佛菩萨证得
圆满。。。
所以对世间
凡夫的烦恼
都“了如指
掌”。只要
内心深信有
佛法，诚心
念诵佛号，
所有的烦恼
困境都有办
法解决。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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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宽法师对禅学很有造就，平时到处参学

1

那种，悟禅的明月清风境界，
又能有多少人理解感悟呢？

5

4

良宽法师的经
历不凡，如
他写的一首诗
深有感触地说
道：南北东西
任险阻，古岩
寒松冷依依，
无人到我经行
地，明月清风
付与谁

这位禅师过着一钵千家饭，孤
身万里游的行脚生涯

他过着随遇而安的
闲云野鹤的日子

2

3

 
佛
教
漫
画 

清
风
明
月

※ 
梁

云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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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一个月夜，有一个小偷摸进了良宽
法师的精舍

7 小偷正在翻箱倒柜时，良宽
法师正好讲经归来！

8良宽法师脱下禅
衣，打趣的说，
我这里没有值钱
的东西

11

小偷走后，良宽法师来到庭院
坐下，仰头望着明月意味深长
的说：可惜我不能把这明澄的
月亮，也一起送给你啊！

对于禅悟，只可启
发，却是无法赠予
啊！

9

这件禅衣还可以值几个钱

10 小偷接过禅衣，一溜烟的跑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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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专栏 

养成好性格，才能过好一生
※萧瑶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情绪都控
制不了，就根本没法控制自

己的人生。不得不说，一个好的心
态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心态好，
自然看待事物的方式不一样，从而
就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改
变命运。

一，人的性格是怎么养成的

常听人说：性格决定命运。细
想，不无道理。虽然每个人的命运
不是百分百由性格掌控，但其比重
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

有时候会听见别人夸一个人性
格好。所谓性格好，应该是待人和
颜悦色、常微笑、处事通情达理、
善解人意、有同理心等高情商的表
现。如此多优点集于一身，那么在
人际关系中肯定倍受欢迎。

如果说某一个人很有个性，则
未必是褒义。给人印象可能是有主
见、不轻易听取他人的意见，行事
武断、虽有魄力但过于强势。以上
两种性格通常前者更加受欢迎，做
事相对比较顺利。

从性别区分，女性和男性的
性格差异也是很大，思维方式也有
很多不同角度。所以性格关乎到人
性，是个复杂而有趣的课题。

性格也分内向和外向，在不
同人生阶段，性格也会随时间推移
而有所改变。青少年时期内向的性
格，当进入社会后因为接触环境
与人而发生了改变；有些人在人前
人后的性格不同；有些人会掩饰真
实的自己；有些人总是有什么说什
么，性格简单率真，心中所想让人
一览无余；有的人小心谨慎，而有
的人大大咧咧。所谓“人上一百，
形形色色”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人
们总认为性格一旦形成了就很难改
变；的确不容易。一个人性格的形
成多数来自于原生家庭的影响、以
及和父母的关系。

我们每个人一旦来到这个世界
上，就要经历生活的艰辛。都会不

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枷锁，
我们会困惑、会迷茫，同时也在不
断地挣扎，试图挣脱人性的枷锁。
而在童年时期所受的教育以及原生
家庭的影响，必将在每个人性格中
留下深深地烙印。当我们经历了世
事，回望来路，成功或失败，辉煌
或没落，高光或黯淡，总有某个优
点或缺点，就是在童年时期留下的
根，而这个优点或者缺点，伴随一
生。

一个孩子从出生到长大，就
会模仿身边的人，不是父亲就是母
亲，或是养育者；这是人的本能。
父母的言传身教都会潜移默化地影
响孩子一生。大多数人的童年都会
有创伤，要么是身体上的，要么是
精神上的。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
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过：“幸
运的人一生被童年治愈，不幸的人
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心理研究发现，有过童年创
伤的人，形成的个性习惯、性情人
格，在未来的岁月里无时无刻不在
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这种隐藏在
内心深处的伤痛，会潜移默化的影
响一个人的命运。因此，孩子在童
年的时候就养成了后天的性格。

二，如何令你的孩子谈吐不俗？

如今的社会，我们常听说身
边有人得了抑郁症，无论学生或成
年人都有可能。这些因素除了生物
遗传基因以外，另一方面与性格有
关。并且当一个人长期受到外部刺
激或家庭关系不和谐等因素，长期
累积，无法得到开解，就会导致抑
郁症的产生。其治愈的过程，时间
长短因人而异。已成为不容忽视的
社会问题。

人生的好坏，其实就是跟自己
的性格有关的。好的性格，可以收
获更多人的喜欢，而人际关系就是
造就你人生的一个底牌。有的人可
能会靠实力，但是有时候心态也很
重要。你心态好，积极乐观，遇见
的人也会不一样，运气也会越来越
好。

当一个人可以很好地去保持
自己的状态，尽量去有一个好的性
格，这时候你所造就的人生就是不
一样的。心态会决定一切，你越是
能够积极向上，那么就越不会被生
活困住。

三，懂得观察和觉察别人的情绪和

性格

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是凡事以自
我为中心的，简单说就是行为自私
的人，而自私有程度的轻和重；如
果总和这类人相处，令你不愉快，
就想办法远离。因为你无法去改变
对方的性格，那么可以选择远离这
样的人，远离负能量，自己心情会
更加愉悦和平和。也不会陷入人际
交往中的困惑。

例如，在公共场所，当你遇
见一些性格有缺陷或有暴力倾向
的人，要懂得通过他的言谈举止观
察，尽量不要激怒他，让事态发展
得更加严重，最后变成不可收拾的
地步。在与不同的人打交道，要懂
得察言观色，多用头脑思考，用智
慧解决问题；生存意识要强，任何
时候，首先保护好自己的人生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四，沟通方式决定人际关系的和谐

沟通离不开语言表达，而语言
来自一个人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
每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社
会背景；学历、职业、认知及经历
都不同，差异是明显存在的。

所以，当你的朋友、同事或伴
侣，如果有更多的共性，则会更加
容易相处。或是同乡、同校校友、
或同样的职业、有过共同的爱好
等，都能够找到共同的话题，比较
能够长久地相处。

这也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的道理；人们常说的“道不同
不相为谋”也是有着同样性格、价
值观接近的人更容易相处。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大家
都注重筛选大过努力，选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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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盟，都会选旗鼓相当的人，认
知决定眼界。善于沟通的人往往更
加容易在社会上立足。因为他们更
加洞察人性，懂得如何与他人和谐
相处，而这些知识，学校里几乎很
难学到。学校、家庭和社会多方面
的努力，才能成就一个孩子完整的
人格养成。

五，性格如果不能彻底改变，但可

以尽量优化

据资料调查表明，有75%的
离婚是由于性格不合。底层逻辑是
由于性格不合产生争吵和内耗、互
相埋怨导致感情降温、最终相看生
厌，导致感情破裂，再无法回到从
前。

其实对于性格不合是有解决
方案的。如果人们可以重视性格
不同的重要性，又可以做到“合
而不同”就可以避免很多不愉快的
发生。人能够做到充分地了解自己
是一件非常重要、但又不容易的事
情。先了解自己、认清自己才能改
变自己，处理好各种关系。

曾经了解到性格如果要量化
地进行分类，则有四种类型，分别
是：力量型、平和型、活泼型和完
美型。每一种性格都有其特点，与
人相处，人都有各自的立场，没有
对错、只有是否能适应对方的性
格，要充分了解一个人言语和态度
背后呈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以及其
隐藏的潜台词，有条件的话，适当
学习一些心理学；才能知己知彼，
和谐共处。关系好了，做事自然顺
利。自己也会在轻松驾驭关系中生
活，不被自己和别人的性格所产生
的情绪控制。

因此，当我们自己在与其他
人，无论家人、朋友或同事、以及
陌生人发生冲突时，一定要时常反
省自己，

1 是否是自己性格方面存在的一
些问题需要改进？

2 如果我们换一种态度与对方沟
通，是否可以避免冲突和不愉
快？

3 在与人沟通前先冷静想一下对

方是什么性格的人？

有了比较具体的逻辑思维、思
路清晰、平和的语气都有助于我们
与他人的沟通，避免冲动和口不择
言，关系一旦被破坏很容易，修补
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得不偿
失。特别是与家庭成员和最亲近的
人相处，更加需要优化性格，以珍

惜这种关系。

六，家庭里长辈要注重培养孩子的

性格

孩子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好的性格从小培养尤为重要。在现

在这个更加注重成绩和分数的价值

观体系下，学生学习压力越来越

大，自己很难去顾及自身性格对以

后人生的影响。并且在青少年时

期，由于认知能力不足，还不能清

晰地判断自己和他人的性格；多数

人在此阶段，既不了解自己，也不

会识别他人的性格；因此，常常陷

入人际关系的困惑中，百思不得其

解，如果没有人从旁协助开解，从

而影响学习。

虽然品学兼优的学生离不开学

校和家庭的培养。但通常在性格培

养的过程中，家庭教育是优于学校

教育的。学生在家里每天与父母及

长辈们朝夕相处，从小到大，孩子

自然会被教育如何与人相处，怎样

为人处事，因此在家庭里也慢慢养

成了自己的性格。无论好坏，都将

伴随其一生。

家庭中，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尤

为重要。父母应该在孩子面前尽量

避免激烈吵架和任何暴力行为，也

不应随意贬低孩子，伤其自尊。多

关心孩子在学校里是否和同学相处

融洽，孩子是否遭遇校园霸凌等。

如果孩子不想去学校上课，就必须

引起重视。多与孩子沟通、平等交

流。

再有，身为父母，以身作则

非常重要。首先自己要做到先成为

一个通情达理、和颜悦色、有同理

心，懂得换位思考并且善于沟通和

及时改进自己缺点的人。才有资格

去要求孩子和你一样，成为一个更

加完善的人，在人生道路上，我们

都需要不断努力成长，不分年龄和

性别。

总之，人生在世，会遇到很

多事情，性格决定命运。你的心态

越好，烦恼就越少，人生也就越开

阔。所以说，性格这个东西很重

要，要学会去改变，去控制，尽量

让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这样人

生也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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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haw Road, #02-09,Singapore 367954 
Tel: 92323692 (Monday to Friday) 10am-6pm 
www.blueskydelight.com

欲知更多详情，请游览我们的网页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us at

分享蔬食的魅力
•  各类健康美味蔬食，供您选择

A variety of meatless options
•  我们提供堂食与外带服务

Available for dine-in and takeaway

金文泰，宏茂桥，文庆，芽笼，义顺，加基武吉，勿洛，乌美
Our outlets located at Clementi, Ang Mo Kio, Boon Keng,

Geylang, Yishun, Kaki Bukit, Bedok and Ubi

Tel: 
9836 0200

我们的分店坐落在：

www.dailygreen.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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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haw Road, #05-01
Teo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367953
Tel: 92323692 (Monday to Friday) 10am-6pm

欲知更多详情，请游览我们的网页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us at

分享蔬食的魅力
•  各类健康美味蔬食，供您选择

   A variety of meatless options
•  我们提供堂食与外带服务

   Available for dine-in and takeaway

金文泰，宏茂桥，文庆，芽笼，义顺，加基武吉，勿洛，乌美
Our outlets located at Clementi, Ang Mo Kio, Boon Keng,

Geylang, Yishun, Kaki Bukit, Bedok and Ubi

Tel:
9836 0200

我们的分店坐落在：

www.dailygreen.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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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化生活

素
食
●

斋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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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食
品

佛
教
文
物
●

书
籍

15 Shaw Road, #02-09,Singapore 367954 
Tel: 92323692 (Monday to Friday) 10am-6pm 
www.blueskydelight.com

欲知更多详情，请游览我们的网页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us at

分享蔬食的魅力
•  各类健康美味蔬食，供您选择

A variety of meatless options
•  我们提供堂食与外带服务

Available for dine-in and takeaway

金文泰，宏茂桥，文庆，芽笼，义顺，加基武吉，勿洛，乌美
Our outlets located at Clementi, Ang Mo Kio, Boon Keng,

Geylang, Yishun, Kaki Bukit, Bedok and Ubi

Tel: 
9836 0200

我们的分店坐落在：

www.dailygreen.sg

佛化生活

素
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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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

健
康
食
品

佛
教
文
物
●

书
籍

www.blueskydelight.com

15 Shaw Road, #05-01
Teo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367953
Tel: 92323692 (Monday to Friday) 10am-6pm

欲知更多详情，请游览我们的网页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us at

分享蔬食的魅力
•  各类健康美味蔬食，供您选择

   A variety of meatless options
•  我们提供堂食与外带服务

   Available for dine-in and takeaway

金文泰，宏茂桥，文庆，芽笼，义顺，加基武吉，勿洛，乌美
Our outlets located at Clementi, Ang Mo Kio, Boon Keng,

Geylang, Yishun, Kaki Bukit, Bedok and Ubi

Tel:
9836 0200

我们的分店坐落在：

www.dailygreen.sg

觀自齋
KWAN TZI ZHAI 

VEGETARIAN CAT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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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 WhatsApp Me 9720 6817 
Email Me ken_bay@hotmail.com

PropNex Realty Pte Ltd 
License No: L3008022J

480 Lorong 6 Toa Payoh #10-01 
HDB Hub East Wing Singapore 31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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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yewseng

aysfunerals

9090 1999Ang Yew Seng Funeral Parlour
Blk 38, Sin Ming Drive,
#01-537-545, Singapore 575712
wecare@ays.sg | www.ays.sg

圆满生命的告别,
逝者安息, 家属安心

6744 4635
有意刊登广告者，请拨电询问详情

其
他
服
务

殡
仪
服
务

Double Ace Associates Pte Ltd专业收帐服务
DEBT MANAGEMENT(CO Reg: 201539268R)
18 BOON LAY WAY TRADEHUB 21
#09-98 SINGAPORE 609966
Tel: (65) 6734 3911
Fax: (65) 6734 7971 (MON-FRI 10am - 9pm)
Website: www.doubleaceassociates.com
Email: admin@doubleaceassociates.com

麦庆良
Ken Bay

询问 WhatsApp Me 9720 6817 
Email Me ken_bay@hotmail.com

PropNex Realty Pte Ltd 
License No: L3008022J

480 Lorong 6 Toa Payoh #10-01 
HDB Hub East Wing Singapore 310480

招募经纪 Recruitment

INFO CAPITAL PTE LTD
专业收账服务

We are a well-established company that
provide DEPT RECOVERY for financial
institutes, companies, individuals, etc.

Info Capital Pte Ltd 专业收账服务
DEBT MANAGEMENT (UEN: 202020563G)
18 BOON LAY WAY  TRADEHUB 21
#09-98 SINGAPORE 609966
Tel: (65) 6734 3911
Fax: (65) 6734 7971 (MON-FRI 9am - 5pm)
Email: Sales@info-capital.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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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刊
鸣
谢

胡廷达 $300.00

积善堂 $300.00

吴莉贞 $100.00

Kou Hui Min $100.00

Chua Ting Ting $20.00

陈丽卿 $15.00

Goh Hock Guan $5.00

陈瑞权 回向已故陈瑞勤莲增上品，早登极乐，花开见佛 $1,000.00

冯清源 回向冯清源身体健康、六时吉祥、诸事顺利、心想事
成、业障消除。回向十方法界众生，累劫冤亲债主，
解怨释结，离苦得乐，往生净土

$50.00

周兰芳 祈愿周兰芳智慧增长、业障消除 $50.00

Sally Tan 回向陈福秋业障消除、智慧增长 $48.00

胡廷达 回向先父胡蕴仁，先母罗观莲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
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大哥胡廷近、二哥胡廷远、二嫂陈燕莲、侄
女胡美玲，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大姐胡月英、二姐胡日英、四姐胡双媂、五姐胡
菊英，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胡廷达 回向已故太太郑金娣莲增上品，往生极乐世界 $30.00

方雪芬 回向已故母亲石凤英业障消除，莲增上品，离苦得
乐，往生净土

$30.00

观连、观原、观利 祈愿诸佛菩萨加持保佑 $25.00

Yee May Lin 祈愿Yee May Lin 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20.00

Yee May Lin Transfer merit to all sentient beings to reborn in 
Buddha land.

$10.00

卓俊华 祈愿卓俊华业障消除，智慧增长 $10.00

李亚莲 祈愿世界和平 $10.00

Olivia Hoo Jia Hui Make a wish to Olivia Hoo Jia Hui good health and 
good PSLE results

$10.00

Sophia Hoo Jia Min Make a wish to Sophia Hoo Jia Min good health and 
good PSLE results

$10.00

（已故）陈木浩，谢梨娟 回向历代祖先及历劫冤亲债主及一切有情无情众生，福
慧双增，莲增上品，往生净土，速证菩提

$120.00

（已故）莊胜任 莲增上品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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