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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六度 

                          ──20161030 药师佛圣诞法会 

 

借药师佛圣诞这样一个神圣的日子，找跟我修行过的同修来聊天。我想，

大家共同的问题当中，有一个是“修行中遇到某种问题或感受时该怎么办？”

第二个最大的问题是“我如何提升自己呢？”比如说头痛，有人可能会说：

“我修了两年了，怎么有时候头还会痛呢？”“我修了 5年了，怎么此时此

刻的心情不像最早期的时候那么真诚、那么快乐呢？”“我怎么看堂主和同

修们都不是那么快乐、不那么自在呢？”还有的人说：“我都不想正常工作

了，我想出家。”甚至还有的人说：“我想离开家，我要自己来修行。” 

修行的成果决定于信心的强弱 

修行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很多心理、生理变化，譬如，从刚来时因为受益

而感到很快乐很快乐；再学一段时间后情绪开始低落，心里想着：“这里也

不过如此而已”；再学一段时间，有的人就会挑毛病：“我们怎么这样做，

不像别人那样做。”等等的，到处找毛病，烦恼心就开始起来了。 

变是正常的，不变才不正常。人总会有心灵起伏的过程，你想想，你在

恋爱的过程中没变过心吗？恋爱三年，一次都没变过心？如果你是女生，看

见别的男人就一点都不心动？除非你是瞎子。（众笑）是不是啊？我上次在

台湾见过一个 50岁还没嫁出去的女同修，我说：“你看到别的男人没动过

心吗？” 

她说：“没有，反正我动心也没用。（众笑）反正他们也不会对我动心

的，最后我就狠了心，把我的心灵的窗户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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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该如此。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去学美容呢？为什么抽空去韩国整形呢？

（众笑）人心一定是变动的，这是很正常的。 

在学法过程的最初期，一般会有喜悦，再接下来到第二期、第三期的时

候，就会开始感到失落和无聊。如果不保持警醒的话，很可能会逃避，并失

去了学法的机会。 

这一切修行的感觉，来自于信心的程度。怎样才能更好地提升修行的境

界？升不上去的时候，你就算是天天最刻苦地修行，一天修 10个小时，当

你没有信心的时候，就还是没有信心。我简单地告诉你怎么解决，那就是

“继续好好修”。没有信心是一个假相，就好比这个世界也是一个骗子，它

也是假相。释迦牟尼佛早就告诉我们，我们所认为人生中欢喜的事情，通常

带来的都是负面的结果。例如财色名利，再细分下去还有很多，比如某个人

长得帅、长得美、身材好、身上的味道好、说话声音好听、眼睛长得好看等。

再比如某个东西很美，我很喜欢等等，细分之下，有很多很多能令我们产生

好感的东西。但是，通常我们普通人所追求的东西，最终对我们都是不利的。 

你所追求的是对的吗？ 

因为我们是普通人，不是巨神，所以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你可能会说：

“我读了很多书吔，对错好坏难道还分辨不清楚吗？”嗯，也许分辨不清楚。

就像一个 3岁以内的孩子，他放在嘴里吃的东西，难道都是可以吃的吗？不

是。一个 18岁的孩子喜欢开车的速度感，他自己认为那是对的，当开上一

辆跑车的时候，可能不仅自己被撞死，还会撞死别人，那真的是对的吗？ 

我再讲另外一个成年人的故事，有一个成年人，他 50岁了，我见到他

的时候，他永远都是眉头紧锁，满脸沧桑，嘴上说着：“好累啊！”他既是

高学历，工作又好，收入也很高。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累呢？都累出病

来了，医生都检查出癌症来了。”他说：“因为我要供房啊！”他是打工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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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收入有 10万美金，够高吧？但是他还是很累。他说：“我从一个两

居室的房子换成了五居室的一个大 house。”我就开始斜眼看他，我说：

“累死你活该！”（众笑）他家一共只有三口人，何苦买这么大的房啊！他

说：“我要用我的能力证明给我太太和孩子看，我可以为他们创造幸福的生

活。”我说：“等他们感觉到幸福的时候，你正在钻入坟墓。如果你早早地

死去，你是送给他们幸福了呢，还是送给他们悲伤呢？” 

一个普通人所执着追求的东西，往往是失控的。我们所追求的好多东西

都不可以超过量和程度的把握，一旦超额或太少，都可能会出现负面的问题。

修行更是这样，无论是基于健康的需要，还是修行境界的需要，都要有持之

以恒的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才能够坚持下去；有了这些认识，才懂得应

该怎么做人，怎么做事，怎么把握和安排自己的时间。 

功德创造命运 

我们为什么时常没有信心？在修行中，为什么有的疾病不能好？除了综

合的、我们的智力所能理解的部分之外，还有一个智力所不能理解的部分，

那就是功德和能量。就像之前我讲过的，想要发财赚钱的人，一旦有了功德

来支撑的话，就算不想赚钱，都能赚到比别人多的钱。一个有财运、福气、

功德的人，财会自己来找你，因为你的命运之中就有这么多的财富，用黄金

来比喻，就是黄金会自己来找你。它不像做梦，而是更具体化，在不可思议

的状况下，钱就来了，这就是功德。 

要钱有钱，要利有利，要名有名！这就是功德能量。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都需要有能量的支撑，地球有它的能量，太阳系中这个虚空并不是完全的

“空”，而一个人的好命、好运气、长寿或富贵，都是能量的支撑。 

过去我偶尔去一些人家的时候，顺便就看了他们家的风水，我看的不是

房屋盖得怪不怪的问题，而是那个家庭的综合能量场。一个家庭如果有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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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场，他们家的孩子身上也带有那种特有的能量。甚至一个抹得又黑又丑，

正在逃荒要饭的孩子，都能看得出来将来是个不得了的人，不要说我，古代

很多能人都可以看到这一点，今天很多很棒的修行人和相士也能看到这一点。

既然是这样，表示命运是与生俱来的对不对？为什么呢？为什么有的人富贵，

有的人就贫穷一生？为什么有的人一生连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呢？还是因

为能量。回到佛陀所教导我们的，今天师父讲的话是师父消化了佛法后，完

全依自己的语言来表达的，主要还是借着佛陀的教化来警醒大家。 

上供下施，积功累德 

接下来我们复习一下六度，第一是布施，布施就是把我们所拥有的，拿

去帮助和救济没有而且需要的人。譬如说：哪里闹天灾了，既没有钱又没有

粮食，我们有钱有粮食的人，就分给他们一些；譬如你家附近的老人家，是

个没儿没女的孤独老人，你节假日的时候去照应他一下，帮他清理卫生、洗

洗衣服，给他煮顿饭，或请他去你家吃顿饭，给他一些照顾。布施也就是施

舍，是把自己所拥有的分享或给与需要的人。 

布施反面的行为是贪婪、贪心、贪财、好色。所以我们不但不贪污、不

偷盗、不骗人，还要把自己所拥有的分享给他人。佛陀教导我们：如果想获

得改变命运的大觉悟、大智慧，就要开始学习布施，将自己所拥有的与人分

享。哪怕自己和别人一样穷，也要学会同情心、同理心，虽然没有办法在物

质上帮助别人，可是心里头总有着怜悯之情。布施能够培养正面的能量。这

特别重要！ 

布施，是对于阶级平等或更下属的人的一种给与，但是当家里的老人家、

父母亲或长辈、祖辈、外公、外婆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所给与的东西不叫布

施，叫供养，所以给尊者（编注：又译为阿梨耶，是佛教中对于圣者、尊贵

者、可敬者的尊称）供奉某种物品也是供养。在修行中，如果信佛的人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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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神灵每天供一个苹果也好，供一朵花也好，这些都叫供养，它和布施

有一点差别。当然，对长辈、父母、师父的给与也是供养。 

供养和布施能够对治很多心理的负面问题，包括贪欲、自私、自我、偷

盗、杀戮等好多负面的心理问题，都能通过供养和布施去对治或慢慢地消解

掉。人生这一世，离不开财富的支持，所以当遇到财富时，很多人都会想方

设法将它变为己有，这是人之常情，而普通百姓做“人之常情”这类的事情，

正是他只能拥有普通收入、成为一个普通阶层的缘由，因为他不懂得更大的

天道。 

以无所得之心布施 

今天我所讲的是天道和超越天道的佛道。在天道的自然规律中，人们尊

崇天、地、君、亲、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这就是天道。譬如，我的力气比你大，你要听我的，这是天道；一个人住在

靠近流水的地方，因为下大雨被洪水冲走，这是天道。至于佛道是什么？就

是一个人无论什么原因被洪水冲走了，我们都要把他救回来，让他重获生命，

还要让他有饭吃。所以佛道是什么道呢？是慈悲之道。有了佛道才平衡了天

道当中种种不平的事情。 

天道本身其实是很残酷的。譬如：外国人来侵略，把一个家庭里的男人

──丈夫、儿子都杀了，因为你打不过他，所以他杀了你，那也算天道。有

时候天道是很残忍的，而佛道是慈悲的，不管谁受难，我们对他都有同情怜

悯之心。通过供养、布施，就在培养着我们的慈悲心、爱心，消除我们的伤

害心、偷盗心、贪婪心。此外，越是能够布施的人，越富贵。 

我们一生离不开财富的支持，谁都离不开。不论是一个人、一个家、一

个机构或一个国家，都需要财富经济的支持援助才能支撑。从命相学来说，

我们布施得越多，得到的就越多。宏观上来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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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样说：“师父，我现在修了个庙，我都替人修了一个庙了，怎么还没发

大财呢？”就是因为你太急功近利的原因。 

真正做善事，需要有慈悲心和不交换的心；真正的慈悲是心里自然产生

的一种对人的关怀、照顾和同情，是自然产生的。如果你说：“他们家受灾

了，我要不要帮他？”“他只是一个老人家，年龄很大了，又没儿没女，我

帮他得不到好处啊！”如果以这样的心去帮人，你是得不到好处的。一个人

越是没有希望，你却能给他希望，给他援助，这才是真慈悲、真爱心，才会

有功德。 

持戒即能减少罪业的积累 

 六度中的第二项是持戒。持戒就是明确告诉我们什么是不该做的事情，

戒是禁止的意思，凡是明确伤害的事情、负面的事情就不要去做。只有持戒

才能减少罪业的累积，有人可能会说：“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罪业啊！”你看看

自己这一生苦不苦，如果你的命运不是那么好，就更要学着去持戒。 

我们菩提法门给弟子的戒律有八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

不酗酒；不吸毒；不赌博；不吃龟、蛇、狗──八条戒律。一般来说，佛教

徒的基本戒律只有五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酗酒。因

为古代没有那么多毒品，现在毒品泛滥，赌博盛行，赌博也许会增加整个国

家的收入，但对一般个体和一个家庭来说，却容易让人倾家荡产，所以我们

就倡导增加了三条戒律──不赌博、不吸毒，还有不吃野生动物，尤其是蛇、

龟、狗。我嘱咐大家别做的，大家尽量不要做，因为会对你有伤害。因为我

们信仰慈悲，希望大家都好，所以把这些确实不该做的事情告诉你，要尽量

去做到。凡是去做了不好的事情所引来的灾祸，都是你自己的，会伤害你周

围的人，最重要的是会伤害你自己和你的家庭。 

忍辱让人变得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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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是忍辱。忍辱是什么意思？辱是污辱，忍是忍耐，忍辱就是忍耐

污辱，忍耐别人的责怪。譬如，有人说：“你怎么长那么丑啊！”“你工作怎

么没做好啊！”有的确实是你自己不好，别人批评你或者指出来，并没有污

辱你的心，但是你听起来不顺你的心，不顺你的耳朵，所以你认为是污辱的。

还有的真的偏向于污辱，但你要学习忍耐和接受。 

譬如，一般人听到“你的工作为什么没做好？”这个话的时候，一定不

如听到：“哇！你做得真好！”来得开心。你听到赞美时一定是快乐的，听到

别人的一点责怪的时候，你可能感觉“这是污辱我，这是污辱我的人格”。 

有个我很熟悉的同修，他的脚长得不像我们正常人的脚，像是两三个粽

子绑在一起似的，他的脚就是那么有特色！有一天他买了一双新鞋子，怎么

穿都穿不进去，我就对他开玩笑说：“你的脚长得真好看！”他就脸一红说：

“师父羞辱我！你知道我的脚长得那么难看。”我说：“我也没有羞辱你的意

思！但是你的脚长得确实有特色。”他很生气，两天没理我。趁他两天没理

我，我们吃了很多好东西都没叫他。（众笑）所以他错过多好的机会啊！ 

人都喜欢听顺耳的话，只要是赞美你的，你就接受，凡是稍偏负面一点

的情绪和语言，你就排斥。这个大家还是要学习一下，如果你习惯于接受污

辱，会使你变得强大。把别人对你的责怪做一下分析，只要别人说的是对的，

就接受它并且改正它，自己就会因而提升。譬如，你的上司告诉你某件事没

做好，下次改正它，那不就能把事做好了吗？ 

我举一个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例子。过去在青海、西藏的时候，有一次

在从青海往西藏的路上，我看到一部大卡车轮胎转动不正常。因为大卡车是

拉货的，车后头一边有两个轮胎，我出门多，有经验，看见后轮晃得有一点

摇摆，判断是螺丝松了，如果轮胎飞出来的话，第一，它就没轮胎了；第二，

可能会伤到别人。于是我就向那个司机招手，我在他侧面招手，指着他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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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了个手势，开车的人看了都知道是指轮胎。结果他瞪了我一眼，骂了一句：

“妈的，想搭我的车呀！”（众笑）以为我要占他便宜。我再继续皱着眉头，

意思是“严重！严重！”可是他偏偏不管，开了一会儿，轮胎像飞盘一样飞

到前面的山沟里去了。怎么我好意提醒他，他还以为我要占他便宜呢？后来，

他自己跑了一公里，从山沟里抱个轮胎上来，那个山坡至少有 50米高，多

难啊！轮胎可不只是一个普通胶皮而已，中间还有一个大铁家伙（注：轮框，

或称轮圈）呢！至少有 50公斤吧！，多重啊！ 

当他把轮胎给弄上来后，我看他累得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结果还是我

帮他装上轮胎的。我对他说：“怎么样？朋友，我是好心好意提醒你啊！” 

他说：“唉！我以为你想白搭我的车呢！”（众笑） 

我说：“白搭你的车？我长得那么帅，白搭你的车又怎么了？”（众笑，

鼓掌） 

“说实在话，如果有个美女，即使她不招手，我都想停下来。是不是啊？

男的无论长得多好，我都没什么心情停车欸！”他说，“多的是用你这招想蹭

我的车搭去西藏的人。”欸！真是的！ 

培养大我之心 

存有宽容的心，才能解自己的难。忍辱的过程是修行之中非常非常重要

的一关，它可以让一个人从小我，就是从一个凡人变成一个超越小我的、不

得了的圣人──我们称之为大我，乃至到无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修行中就有两个中心到三个点，两个中心就是一个我，我们所有的人，

无论是吃、住、行或财、色、名、利，都当成是“我自己的”──这东西给

“我”多好；这个化妆品抹在“我”脸上多美；那个首饰戴在“我”的身上

多好看；如果“我”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多好！都是“我”。你看，所有想获

得的，都是“我”。很少有人说：“失去真好”“给与真好”，对不对？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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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都是以“我”，而且是想要获得的这个“我”为主，我们统称这个“我”

为小我。 

在大陆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切都是为

了自己，人们才能存活对不对？这也是对的。虽然人人都这么想，但是成为

伟人或者领导者的人，比较容易照顾到大家。比如说当别人都在挨饿，而你

正在吃饭时，有着宽容心和慈悲心的人就会讲：“欸，来，和他们每个人分

一点。”你虽然因此吃不饱了，但是大家却都满意了。你想一想，如果大家

都闹饥荒，10 天吃不到饭，你一个人却吃一大盒饭，我估计还没等你吃饱，

你就被杀了。 

从“小我”提升到“大我”的过程中，还有一种重要的因素叫作“定

力”。哪怕别人故意污辱你，虽然你没有错，你做的事是好的，是正确的，

别人却故意说是错的，这是考验你的定力、耐力。有定力的人一定是心胸宽

广的人，他的脑结构、他的内在世界里头可以容纳下很多事情，尤其容纳得

下很多负面的事情。要知道，世界上有相当一部份的人，其大脑的接受度，

也就是宽容度，无论好事和坏事都不能承受很多。 

大度能容天下事 

我讲过很多故事，其中有一篇中国的中学生、小学生都读过的文章，叫

《范进中举》。文章中说，有个叫范进的人，一直读书，想要考进士，怎么

考试，就是考不上进士，到了差不多四五十岁，有一天，终于考上了举人，

有官员（注：报录人）就来宣布：“欸，你们村里有个叫范进的吗？范进中

举啦！就是高考榜上有名啦！”范进一听，欢喜得得了精神病。他读书时的

记忆力够，但是功德的承受力不够，这也是功德不够啊！就得了神经病，疯

了！ 

一个人如果福份不够，无论好事坏事都容不下。好事若容不下，坏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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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不行了。像范进这样一个承受力这么差的人，谁要说他不好，他可能会

恨对方一辈子，这就是他的心胸太小了。世界上很少有人对于负面的语言有

够大的承受力，然而，拥有够大的负面事件承受力的人，才容易成就事业。

这是因为他有定力，有了定力才不会慌乱，才会思考“是我真的错了，还是

他故意说我？”一旦发现自己真的错了，就马上改正，这是多好的信心啊！ 

在更高的一个境界提醒大家，过去，因为我从我的国家（注：中国）移

民出来，出来之后，有些社会上不同领域的人发表了一些对我的看法，有的

人真的编着故事骂我。 

有人看到这些文章之后告诉我：“师父，他们……这样骂你，你真的是

这种人吗？” 

我说：“诶，不是不是不是。” 

“我怎么看好几篇文章都这么骂你呢？” 

我说：“他是在提升我。” 

“他说你是骗子。” 

我说：“他都不认识我，怎么知道我是骗子呢？” 

“他说你讲错法了。” 

我说：“他都不懂得什么是佛法，怎么知道我讲错了呢？” 

对，这些事情就是来锻练你的定力、分析力，还有接受力的。谁都想当

老大，但你有那么大的承受力吗？一个人如果承受力太小，容量太小，尤其

是一句负面的话，他就气得“哇”爆炸了，方寸大乱，又怎么能承担大任？ 

过去的人在打仗的时候，双方的大元帅都在研究对方谁在领兵，谁是最

有权力的那个人。比如说，三国的时候诸葛亮和东吴打仗，东吴领兵的是周

瑜，他聪明、能干、执行力强，就是心眼儿小。所以诸葛亮要气他，不是跟

他动刀，而是传闲话气他。诸葛亮三气周瑜，就把周瑜气病、气死了。周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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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岁就去世了，其中多半的功劳是诸葛亮干的。（众笑）这就是心胸。

周瑜既聪明又很能干，兵法也学得很好，很能打仗，诸葛亮为什么要气死他

呢？因为周瑜是东吴当时最棒的元帅，一旦把元帅气死了，再也没有人比他

厉害，就容易把吴国打败。所以什么是兵啊？兵不一定都是刀、枪，什么都

可以是兵。 

练就八风吹不动的定力 

面对污辱、负面、诽谤的话语，要练就一身“定力”。过去有个典故叫

作“八风吹不动，稳坐紫金莲”，这是苏东坡的典故。苏东坡也修行，过去

有许多哲学家和文人，他们的思考和作品有许多是来自一个更大的、更广阔

的世界所带给他们的启发。例如苏东坡学佛学，有一天他觉得修行的感受不

错，好像自己身上泛着金光。江对面住着他很熟悉的老朋友佛印禅师，所以

苏东坡就写了一首《赞佛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

稳坐紫金莲”，派人送去给佛印禅师。佛印禅师在那首诗的结尾写了“放屁”

两字，苏东坡一看，“哇，你对我骂这么脏的话！”于是渡江过去找佛印理

论。就在他渡江赶到金山寺时，只见深锁的寺门上贴着一张写着“八风吹不

动，一屁打过江”的纸条。这纸条让苏东坡惭愧不已，原来他自以为的“稳

坐紫金莲”，只不过因为佛印写了“放屁”两字，就把他气得跑过江来理论，

这就是他简直没有修行的定力。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是八风吹不动？八风是哪八风呢？八风就是：称，称赞；第二，讥，

就是讽刺、冷嘲热讽；第三是毁，就是污辱的、责怪的、不好的、打击的、

毁灭的；第四是衰，没希望的；第五是誉；第六是利；第七是苦，痛苦；第

八是乐。 

八风包含了四顺、四逆。也就是四个顺着你的心意的、正面的，譬如，

不管一个人长得多丑，如果有人对他说：“你长得真好看。”今天他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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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顿饱饭，睡个好觉，这就是“顺”。逆的呢？一般是负面的。一般人容易

接受顺的，排斥逆的。这八风都是别人传达给你或你自己感受到的，但这些

事情会不会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肌肉和心脏的紧张度，影响到你的睡眠，

影响到你中午的食欲，影响到你整个下午的心情？ 

记忆力好的人其实也很麻烦，比如今天上午有人说了一句不顺耳的话，

记性太好的人，可能过了一个月之后还觉得痛苦。尤其是心胸又小，记性又

好的人，那更是麻烦，非得病不可。 

我觉得老天对我真是太好了，因为我记性不好，即使别人骂我，过两天，

或者差不多两小时之后，我早忘了；一个小时之后还可以和对方成为好朋友。

当然，最麻烦的是，即使我借了钱给别人，我也经常忘记，总之是不容易把

过去的烦恼搬回来，所以记忆不好不一定是好事或坏事。记性好的人不容易

丢钥匙；记性不好的人，即使钥匙就拿在手里头，还拼命找钥匙。记性不好

既有烦恼，但也确实让人解脱──别人骂了你，你早早就忘了。所以记性差

一些、目光差一些、听力差一些、说话模糊一些也有好处。 

通过忍辱的过程，就是在修我们的定力。虽然忍辱中的“辱”通常是负

面的，但是我也提醒大家，无论是我刚才讲到的八风中的“四顺”，就是正

面的赞扬、赞美，还是“四逆”──负面的指责、辱駡、羞辱，都要学会以

“定力”面对。但如果你最初的时候还没有这么高的智慧该怎么办呢？要学

会师父所讲的，先接受，心里想着“没有关系，可能是我错了”，之后再去

分析自己错在哪里。如果找不出错来，你有可能还犯了“缺乏沟通”的错误。

因此，在做事之前，先把你的想法和大家沟通，如果大家觉得有道理，才会

乐意跟你配合，才会因为配合而产生利益，否则光自己明白了，别人没弄懂，

那也是没有用的。 

即使是夫妻，都不一定能配合得很好，因为你不是他，他也不是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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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单方面认为的好，对方也不一定认可，所以在做事之前，应该先做说服、

动员的工作。一个负责人或领导者一定要说服、讲解、沟通，甚至动员跟着

你做事的人，才能出现很好的效果。不仅仅是领导者如此，家庭之间、夫妻

之间、朋友之间、父子之间都是一样的。我们对于逆和顺都要学会理性地去

看待与接受。“接受”，对于忍辱、“成就”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修行贵在精进 

再接下来说的是精进。 

六度中的精进，依我的理解，就是执行。你心中的愿望、你的意识有没

有时时提醒着你，使你问问自己：“我现在有智慧吗？我现在够健康，够强

壮吗？我能活三万天吗？我的境界够高吗？”如果还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

那你做了该做的功课了没有？譬如，你早晨应该早点起床去修行，但你是几

点起床的？你想日行一善，但你今天做了什么善事？甚至是接人待物时，你

有没有起烦恼心？有没有生闷气、生糊涂气？包括修行，包括日常生活行为

中的对与错，都需要你时刻认真地把握。因为我们并不是圣人，更没有成为

佛菩萨，没有大彻大悟，所以要时时让自己清醒，时时观照自己，照顾好自

己的大脑，问问自己有没有做正确的事情。 

我经常见到很多修了三年、五年的同修，我时常会问他们：“你最近还

修吗？” 

多数人脸一红：“唉呀！师父！也修！” 

我说：“也害羞，是吧？”（众笑） 

在我面前显得害羞，就表示没好好修嘛！有的胆大的，甚至都已经拿到

了医生所发的“最后的通知书”了，竟还对我说：“师父，我也修。”都这样

了还不好好修！这让我特别“敬佩”，感觉面前像站着个活烈士似的，谁知

道他哪一天突然间就“过去”了。即使都这样了还不修，这是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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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怠慢心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哪怕下一刻就要死了，这一刻宁可睡懒

觉也不要起床；宁可楼板塌下来砸死他，他也尽量不让“修行”干扰他的美

梦，就像喝醉的糊涂人在过着生活，这种行为真的很愚昧！越不修越愚昧，

身体越不健康，头脑越不灵活，心胸越狭窄。只有修行才能刺激、促使着我

们更加聪明、智慧、大度，才能使我们在做人做事的过程之中更加合理、合

情、合于圣人的境界。能够这样，才是最大的胜利者！ 

不精进修行，你就会被自己给抛弃，也许年纪轻轻就会病倒下去；也许

读了很多书，却还继续做着糊涂事。修行不仅仅是为了身体的健康问题，还

有精神的健康与高度问题，修行能改变这两个问题。 

什么叫精进呢？至少得按着自己的计划去修、去做、去执行，我把它称

为精进。如果你说：「我有空的时候就会听师父或很多修行大师、禅师们的

开示，那对我也是有帮助的。」我相信都会有帮助，但是光听别人的言论，

仅仅只能为你带来启发和见识，如果你不实修，没有从中获得真实的体悟，

那又有多大的作用呢？ 

真正自己实修，自己去用那些道理，所获得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比方

说，你看到电影中的美景，说：「哇！这地方好美呀！」但是，透过摄影镜头

所拍的美景，绝对不如你真实到那个地方观赏的感受，这两者之间有好大的

差别。更不要说当你在电影上看到人家吃饭、吃桃子、吃苹果、吃酸梅、喝

点醋或吃蛋糕，如果你真实地去吃，可能会产生和电影完全不同的感觉。实

修才能实证，不实修，只是虚证。它让你误以为自己觉悟了，但真正觉悟的

境界和你之间就像是两张皮，并没有黏在一起。 

有些人听开示的时候，觉得自己觉悟了，感动得惊天动地。隔天早晨醒

来，却还是照样地愚痴、愚蠢、懒惰和乱发脾气。所以不实修、不精进，我

们和“开悟的智慧”之间将没有丝毫关系。好可惜啊！你不是不懂，可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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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懂得法，懂得道理，但是执行的时候就一点道理都没有了。其实就差一步，

只要再往前努力一步，你的修行意境和智慧就合而为一了，只要修行意境和

智慧合而为一，你就是一个智慧的人。所以，想成为一个智慧的人，首先最

重要的就是言行合一。 

佛教中最重要的是信、愿、行。有信心，就有了信仰；有了信仰，就有

了愿望；有了愿望，就必须去执行它，这样才能成就最高的人生境界。如果

一个人有了信仰，有了愿望，却坚决不执行，最后我只能告诉你“地狱不空”

啊！ 

什么叫地狱呢？如果你所有的行为都还是凡人所做的那些糊涂和不正确

的行为，还在继续做着伤害、愚蠢的事情，例如：明明赌博会让你倾家荡产，

你就是要去赌两把，还洋洋得意地说：“你看我有多聪明啊！”这都是愚蠢的

人做的事情。但我们都会去做这些事，这就是不好好修的结果。所以要精进，

按着自己的修行计划去执行。 

在修行过程之中，有时候感受是美妙的；有时候什么感受都没有；有时

候会没有信心；有时候财色名利会在面前花枝招展地吸引着我们。我们都应

该把这些当作人生的考验，别当真地去执着，一旦执着了，就可能会上当受

骗。 

禅定生智慧 

六度中的第五项，就是觉悟的基础，就是禅修（注：禅定）。佛教创始

至今已传播两千六百年了，按照历史记载，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至少经

过了 6年的禅修苦行才得道。佛陀修的是苦行，日食一麻一粟，就是一天只

吃一粒米的意思，所以饿得皮包骨，以苦来体会人生，即使挨饿，也还要坐

禅，以寻找让自己和众生解脱的那条路。如果佛陀都得通过禅修才能让自己

开悟，更何况我们这样的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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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师父教给你的法一定要去修。不论是大礼拜、“大光明”、“念

佛法”、打坐，或后来传给大家的“八卦内功”，都要和自己的需求结合起来

去修。修行可以带领我们从身体的健康、延长寿命、身心快乐乃至走向开悟

的过程。虽然你最初的愿望可能就只是健康，但是若能好好修，不光能获得

健康，还会开智慧。 

我们有多少同修，无论是修“大光明”还是修“八卦”的，现在不光是

健康了，还变快乐了；过去容易发火儿的，现在不容易发火儿了，那是因为

有智慧了。有人过去容易发火儿，是因为某些障碍刺激到他，使得逆的能量

从大脑之中冒了出来，导致发火。现在即使遇上同样的事情，因为并没有产

生任何逆的能量，就像有一套电脑在他脑内工作似的，他马上就会恍然大悟：

“喔！原来是这么一件事情啊！”一旦能够理解，他哪来的火呢？所以就不

发火了。 

修行能让我们得到的不光是健康，再修下去，还能让我们得到智慧，这

种智慧增长的过程，我们称为渐悟，就是慢慢地开悟的意思。渐悟不同于顿

悟，不是到某个瞬间突然间爆发的那种悟，但是只要我们持续地修，就在持

续地觉悟着。所以修行人比不修行的人聪明，光是“聪明”二字还不能表达

它，应该说是智慧。修行能得智慧，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阶级和身分，禅定都

能对治愚昧、无知、昏暗。佛说：“禅修能生清静，戒能生定，定能生慧。”

静、定、慧，都是禅修所产生的结果，这就是禅的过程。所以“禅”是我们

整个儿修行中的主修方法，其他的是辅助的方法。修行不能离开禅法，不过，

是不是修了禅就能感觉到法喜充满？不一定，有时候反而会产生烦恼、恐惧，

但是没有关系，修行贵在恒心和坚持，如果每天能多修一个小时，一年之后

就不得了了，所以千万不要放下修行。 

无所执的智慧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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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项叫智慧，也就是般若。般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明心见性，就是

我不论是看自己、看世界、看人类的思维方式、看人类的习惯，都是非常明

了的。明心见性，就像自己心中有着一盏明灯一样。但这盏明灯不是温热的

而是清净的，也叫清净智慧。 

佛陀的几大菩萨弟子之中，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中国山西省五台山是

文殊菩萨的道场，那里阵阵清凉，如自在清净宝地。为什么清凉而不是温热？

因为温热会引发激情，清凉才能够让人产生清净的理性和思考。清净的理性

带给我们的并不只是思考，而是超越思考的智慧。所以清净般若智也有人称

它为清净慧。真正的智慧不是在热血沸腾、激情下所产生的，而是清净的、

没有执着的、没有污染的、没有利益的、没有索取的、没有倾向于阴、没有

倾向于阳、没有倾向于美、也没有倾向于丑、没有倾向于得、更不倾向于失

的一个无所执的境界，即为清和净。一种无所执、无所惧、无所生、无所灭

的状态，即为清凉境。这个清凉境，即是般若境界的智慧。 

佛陀的教化提醒我们，平时要保持清净的、无所执着的思维方式，不要

总想着“我现在才 80岁，我要求长寿！”当过分执着的时候，你就算是走

“八卦”都会走过头。比如说我以简单的口令和要求来传授“八卦内功”，

当你做得“太过”的时候，不但没有功，反而会有错；不但不得法，反而会

出现错误。所以，虽然修法的本身贵在不放弃，但是在意念上不要过分的执

着，虽不执着，但一定要执行。 

当任何执着产生的时候，都会出现错误，比如说有座庙需要钱来盖房，

你捐了一笔钱帮忙盖庙，但是你之所以捐了五百万，是希望捐钱盖庙的功德，

能让你在年底获得一个亿的收益，如果得不到，你就会失望，这就是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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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修行人，我们都应该以此为荣耀；作为一位修行人，我们应该

时时保持清净、无所执着的状态，但是无所执着并不代表不修行、不吃素、

不走“八卦”，也不修“大光明”了。如果你以为什么都不修就叫作无所执，

其实那是“有所废”──什么都可能会因此废掉。无所执指的是不刻意地究

竟、执着，连最高的武功修法都不能执着，即使你的目地是成为武林高手，

在练武的时候还是要放弃这个心态，才可以修得更高的层次。 

超越小我  成就大我 

在武林之中，传说“大力金刚指”是怎么练成的？有个傻子练功夫，每

天跑到城墙边，在城墙的每块砖上点一下，每天都去点一下。据说，3年之

后有一个人来向他的师父挑战，三拳两脚就把他师父给打伤了，即使几个师

兄弟上去，都打不过那个挑战者，结果这个傻徒弟上去之后，将手指往那个

挑战者的脑门儿上点了一下，竟点了个洞出来，把对方给点死了。从此这个

人就以“大力金刚指”出了名，很多人都来跟他学。他邻居有个孩子说：

“他是个草包，是个笨蛋，小时候我把他打得鼻青脸肿的，没有想到他竟能

练出这个来，我一定要超过他。”于是这孩子就去拜他为师，问他说：“大

力金刚指怎么练啊？”傻徒弟说：“我每天去点城墙砖，你也去点，但是一

天每个砖只能点一下。”这孩子为了出功夫，每块砖一天点 10下，半年之

后指头断了，这叫什么呢？叫“拔苗助长”，为了让秧苗长快点，刻意去拔

高它，没想到一拔就断掉了，不但秧苗死了，原先预计的收获也都没有了。 

修行的重点不在于快速，而在于坚持、恒心、真诚。若要修到最宏观的

般若智慧的状态，就是要把小我、私自的我放下，不要什么都以“我有所得”

为主，而是要让大家更好。最高的佛陀的境界就是这样──把小我变成大我。 

小我就是一切都为我所得，而大我则是当“我有”的时候，还考虑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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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没有。譬如，当自己在吃饭时，要想到大家有没有饭吃；自己有钱花时，

要想到大家有没有钱花。如果你去向普通人这么说，人家可能会说你精神有

病，但对我来说，我不仅觉得你精神没病，我还要赞美你，你肯定不是一个

普通的凡人，而是神人中的神人，才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有这样的思维方

式的人绝不是凡人，就因为不是凡人，所以没有凡心，就不会得凡人之病，

你的能力是超越人类所想像的。 

自我的超越，就是要修心修到这个境界，修到这个境界的心也就是最高

顶点的心了，那就是“阿罗汉”的境界。那个境界是无所执、无所谓、所无

贪的，那个境界就是“阿罗汉”，就是我们所说的“罗汉”。他已经没有执着

和烦恼，不生业力，那就是功德啊！但是，按照佛陀释迦牟尼所说的，这个

境界还远远不够，阿罗汉虽无个人所执，无个人所贪，虽然去除了小我，但

是还没找着大我，而大乘佛教的概念则是以大我之心去利益众生。 

什么叫大我？那就是我和众生同体，众生苦，我跟着苦，所以我们要帮

助、利益别人，帮助、利益一切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帮助一切离我近的和离

我远的人，只要是我能帮助的，都尽量去帮助，拥有大慈大悲之心，这才是

最重要的。所以，在修行之中，我们不能去求个人获得大法力，这些都不能

追，但是该修的法就要修。 

要修到“此刻没有烦恼”其实很容易，我告诉大家一个小方法：当你哪

里痛时，你就去思考、观察那个痛点到底在哪里？追究到最后，你就不痛了；

当你产生烦恼时，针对引起烦恼的那个事情去思考，去追究那个烦恼的起因

到底在哪里？最终，你会发现是没有烦恼的，它是不存在的。你要去打破沙

锅问到底，找出根源在哪里。 

“真诚”是求法的不二法门 

在六度的修行过程之中，最重要的是要拥有真诚的心，最最真诚的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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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法。 

最后讲一个古代的小故事。在很久很久之前，有一位中国历史上很了不

起的人物，人们称他叫鬼谷子。鬼谷子是一个很传奇性的人物，懂得一点中

国历史知识的人都非常熟悉这个名字。他最著名的学生有孙膑、庞涓、苏秦、

张仪，这些学生都是能够把几个国家的大印装到自己口袋里来的人，厉害吧？

太不得了了！  

像鬼谷子这么一个半人半神的圣人，会根据学生的需求因材施教，比如

你想学治国之道，我就教你治国之道；你要学兵法、战争之道，我就教你战

争之道；你想学发财经商之道，我就教你经商之道。鬼谷子曾教过一个专门

为他砍柴、看门、做杂务、做饭的、很笨的小伙子，因为这小伙子为他服务

了 7年，鬼谷子就问他：“小伙子，你将来最想成为的是什么？”他说：“我

想做富人。”“好，为师就教你如何成为富人。”10年之后，这个人成为他那

个国家最富的人，鬼谷子就是这么一个神人。 

有一天，鬼谷子看到他的学生张仪进来了，鬼谷子就说：“你进来了？

能不能帮我捉捉老鼠？我在这儿打坐，有一只老鼠总来干扰我，弄得我不能

好好静坐。”因为弟子们很敬仰师父，师父既然开口了，弟子当然配合啊！

张仪说：“弟子帮您找老鼠，抓住它，师父您就好好打坐。”因为老鼠晚上才

出来，所以他说：“晚上我来捉老鼠，师父您就好好打坐。”第一宿，张仪来

值夜班，半夜 12点之前，张仪还精神充足、两眼放光，但老鼠却没出来；

到了下半夜，他困了，哈欠连天，睁不开眼，看见旁边有个柜子，便用柜子

支一下手臂，想打个盹儿，突然发现：“诶？这儿有个书（注：竹简）啊！

这是全天下买都买不到的书啊！太神圣了！”这个书正是他所喜欢的治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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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于是他就开始翻看，一翻看之下就没有睡意了，等到天亮了，这书也基

本上看完了。打坐的师父鬼谷子正好也下了座，伸个懒腰，问张仪：“怎么

样啊？昨天晚上辛苦你！值班时有没有看到老鼠啊？”张仪说：“师父，没

看到老鼠，上半夜我还比较有精神，下半夜我困了，看到这儿放了一本书，

弟子就开始读，读得津津有味，所以也不困了，谢谢师父！肯定是您刻意安

排这么一部宝典给我看，弟子非常受益，非常感谢！” 

第二天，下一个徒弟苏秦来值夜，苏秦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由于张仪

回去后曾跟他说：“我看了一部宝典，那是姜太公写的神书──治国大论啊！”

所以没等到下半夜，苏秦就开始找那本书，还没等到困就开始翻看书，一翻

又是一宿，天亮了。 

第三天晚上值夜的是孙膑，孙膑整晚拿个棍子找老鼠，心里想着：“老

鼠出来我必打，不能让它干扰师父清修。”他一直睁着眼睛不敢睡，两眼炯

炯有神地找着老鼠，直到黎明那一刻，老鼠出来了，像贼一样爬上了放兵书

的桌子上头，孙膑打了一棍，把老鼠捉住了，可是这一棍子打下去，也惊动

了师父。 

师父说：“啊！怎么回事？” 

孙膑说：“师父，老鼠捉住了，对不起，这一棍子打下去声音太大了，

打扰师父清修了。” 

师父说：“今天晚上辛苦了，除了找老鼠之外，你有做别的事吗？” 

他说：“没有啊，我一直在找这老鼠，到天亮的时候它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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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两天，连着两回，那两个弟子过来其实就只是看书，结果孙膑却没

书可看，鬼谷子跟前贴身的侍者就私下问师父：“师父，您有点偏心吧，张

仪、苏秦进来，您故意把治国大论放在那儿给他们看，您欺负人家傻呀对不

对？孙膑为人虽然憨厚一些，反应慢一些，为人诚实一些，但您好歹给人家

一个蛋糕也可以啊！人家在这里等了一宿，替您把老鼠给捉住了，为何啥都

没有啊？” 

师父说：“我知道你对我不满意了，你是觉得为师不厚道是不是？”最

后师父告诉他：“为师者最重要的是要看懂弟子，看懂弟子的个性、为人，

还有根基。这几个人当中，有的人是来争名的，有的人是来夺天下的，有的

人是想促成世界和平的，唯有孙膑什么都没想，我给他看什么都没有用，如

果仅仅教他军事学，像这样一个憨厚、宽容的大才，只学兵法岂不是浪费吗？

他心里头既没有杀的意念，学兵法有什么用呢？所以我要教他的是‘道’，

我要教授他看天下、观天下，乃至解脱之道，这才是我要传给他的。” 

后来，鬼谷子就送了《孙子兵法》给孙膑，连孙膑都不知道世上还存在

着这样一本书，因为以前的书都是写在竹片上的，大家以为这本书随着国王

被灭、皇宫被烧，肯定烧光了，结果没想到还留下一个副本，最后到了他师

父鬼谷子的手里保存着，于是鬼谷子在把‘道’传给他之后，再将《孙子兵

法》传给了他。  

庞涓他们学兵法是为了要平定天下，为了打败敌人，为了杀戮；而孙膑

心怀仁慈，他学兵法是为了让世界不再起战争，二者用心不同。此外，当孙

膑为师父捕鼠时，他就心无旁骛、心无杂念，一心一意只做这件事情，而不

是利用值班的机会，学习自己想学的方法，他觉得这样的心是不真诚的，所



23 
 

以在这些弟子中，真正学到鬼谷子的道法和精髓的人是孙膑。 

孙膑是一个憨厚的人，他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受到师兄庞涓迫害的故事。

庞涓一心想通过打仗，让历史、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是一个最能打仗、最厉害

的大将军。他知道孙膑将来可能会超越他，于是就把孙膑给害了，还差点砍

了孙膑的头，最后在别人求情下，虽没砍头，却对孙膑施行了“膑刑”，把

孙膑的膑骨──膝盖骨切掉，使他成了残疾人，不再能走路了。但是孙膑被

齐国给接走之后，不仅将庞涓所领军的几十万魏国大军全部灭掉，并且连庞

涓会在哪一棵树下自刎，都是事前设计好的，够厉害吧？虽然从那之后，再

也没人知道孙膑去了哪里，我认为他可能是回到鬼谷子修道的山里头去潜心

修行，不再沾染民间的这些争斗是非了。所以真诚之心、恭敬之心才能学到

真正的法。 

苦修十年，不如一句点拨 

仁祖师跟我讲过一个射箭的故事：传说有一位射箭大师，就是我们中国

古代用手拉弓的弓箭，他教出来的徒弟，都能将箭射进挂在大约三十步之外

的一个铜钱的方孔里头去，已经相当相当准了，超过了百步穿杨的水准。有

很多徒弟来跟他学，他收下的徒弟至少有三十多个，其中有一个特别聪明的

徒弟，每一次学法，除了师父教他的方法之外，他总是设下语言陷阱，绕着

弯儿去套师父的法。 

有一次，师父在他们眼前展示了一种功夫，当时有一只兔子当着众人的

面，“嗖”一下跑进了一片树林，师父和过去一样拉弓射箭，结果箭竟然拐

个弯把兔子射到了。他说：“哇！这太神奇了，简直是神啊！您这箭是神箭

啊！”他心想，我一定要学到这个绝技，于是就套师父的话，想知道师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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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什么方法。师父听了之后一笑置之，并告诉他：“徒弟，这么绝秘的方

法，不是通过偷盗的行为能学得的，你对我的恭敬、供养不就是为了套这一

招绝技？但师父认为你还得继续修。” 

他说：“师父，我会好好修武功。” 

师父说：“不是，是修心。” 

同一年，师父把这一招没人可以练成的绝技传给了他的大弟子，这位弟

子宅心仁厚，平时反应迟钝却又特别实在。后来，当这个特别老实的大师兄

表演这一招的时候，那位聪明的师弟又在套他的话：“师兄，我看你做这一

招的时候好简单，拉弓射出去的箭竟会转弯射到猎物，你能把这方法告诉我

吗？” 

师兄说：“如果师父不教我的话，以我的大脑，即使一百年也悟不出来，

即使你那么聪明，估计你也悟不出来。” 

“但是你用起来怎么看似那么简单呢？” 

师兄说：“对！会者不难，一旦会了就不难了。因为师父和师父的师父

都是用了好几个人一生又一生的传承，才把这种功夫总结出来的，连师爷都

不会，传到了师父这儿，师父把它加强成为这种神奇的箭术，不是可以骗来

的，是敬来的。” 

师兄说这个方法是“敬来的”──要对师父恭敬，一旦恭敬就不欺骗，

一旦恭敬就没有邪念，此外还要如实表达。对！真诚的心是最重要的。我们

不仅要认真去执行六度，认真的、最真诚的发心更是无上的至宝。藏传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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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师父代表着佛，将法、道理和细节及应用方法完全传达给弟子，所以师

父就代表着三世一切诸佛的化身。弟子要恭敬师父如恭敬一切佛陀，才能够

学到正法，得到正果，得到证悟，否则没有别的出路。自己苦修 10年，还

不如师父一句话的加持和点拨。  

希望今天我传递给大家的法，大家能够认认真真地吸收、消化成为法宝，

你将会成为一个最早觉悟、最真诚、最慈悲的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