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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星云大师**人生开示 

★高僧大德、一代宗师星云大师寥寥数语，为你点破现实中的种种迷茫与困惑 

★《自在》 

★《圆满》 

★心若放下，风轻云淡；负累太多，苦在心头 

★ 一部让你放下、自在，追求快乐的书！

佛说，人活在世上，就是要追求快乐；快乐源自于放下、自在，不为旁人一句话而恼，
不为他人一件事而怒。人生唯有少执着，多放下，对名利不执着，对权位不执着，对人
我是非能放下，对情爱欲念能放下，才能享受随缘随喜的解脱生活。 

 

内容简介

这是一本让我们放下、让我们快乐、让我们幸福的书，书中讲了很多佛教中解决各种痛
苦、放不下的不同方法，只要我们持之以恒，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轻而易举得到快
乐。无论是事业、家庭、爱情，全都变得一帆风顺。 

作者简介

星云大师 



1927农历七月二十二出生于江苏江都，为临济正宗第四十八代传人。国际著名佛学大师
，佛光山开山宗长，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1967年创建佛光山，以弘扬“人间佛教
”为宗风，佛光山寺第一、二、三任住持。先后在世界各地创建200余所道场；创办9所
美术馆，26所图书馆、出版社，20所书局，50余所中华学校、16所佛教丛林学院；著作
等身，有110余种佛学著述，并翻译成英、日、德、法、西、韩、泰、葡等十余种语言，
流通世界各地，对佛教制度化、现代化、人间化、国际化的发展，厥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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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放下我们心中早有的成见

  信徒到寺里礼佛上香以后，由一位年轻知客师引导到客堂休息。
  坐定之后，知客师对肃立一旁的无德禅师说：“老师，请您上茶。”
  无德禅师赶快去倒茶来。
  一会儿，知客师又说：“请老师去把佛前桌子上的灰尘拂拭一下。”
  无德禅师依言做了。
  知客师又叫道：“今天还没有替瓶花换水。”
  无德禅师又赶快为瓶花换水。
  之后，知客师又说：“老师，一会儿别忘了引导信徒到餐厅用饭。”
  无德禅师仍然唯唯答应。
  知客师离去后，信徒对无德老禅师说：
  “刚才那位年轻知客师这般指使您做这做那，我实在是看不过去。请问那位知客师究
竟和您是什么关系？”
  老禅师非常得意地答：“是我的徒弟。”
  信徒大惑不解：“既然是您的弟子，为什么对您那么没礼貌？”
老禅师欣慰地说：“有这么能干的徒弟，是我的福气。我只要倒茶、擦拭灰尘、留信徒
吃饭，寺内其他的杂事都由他计划安排。这给我很大的帮助，否则我会忙得很辛苦。”
  信徒听罢，仍然满脸疑惑：“真不知道你们究竟是老的大呢？还是小的大？”
  无德禅师说道：“当然是老的大。但是，小的比较有用。佛教里有一句话：和尚要能
老
，老
了就是宝
。一般人都以为老
的尊贵，其实，沙弥虽小，将来终会成为法王。”放下我们心中早有的成见     
信徒到寺里礼佛上香以后，由一位年轻知客师引导到客堂休息。    
坐定之后，知客师对肃立一旁的无德禅师说：“老师，请您上茶。”    
无德禅师赶快去倒茶来。    
一会儿，知客师又说：“请老师去把佛前桌子上的灰尘拂拭一下。”    
无德禅师依言做了。     知客师又叫道：“今天还没有替瓶花换水。”    
无德禅师又赶快为瓶花换水。    
之后，知客师又说：“老师，一会儿别忘了引导信徒到餐厅用饭。”    
无德禅师仍然唯唯答应。     知客师离去后，信徒对无德老禅师说：     “刚才
那位年轻知客师这般指使您做这做那，我实在是看不过去。请问那位知客师究竟和您是
什么关系？”     老禅师非常得意地答：“是我的徒弟。”    
信徒大惑不解：“既然是您的弟子，为什么对您那么没礼貌？” 
老禅师欣慰地说：“有这么能干的徒弟，是我的福气。我只要倒茶、擦拭灰尘、留信徒
吃饭，寺内其他的杂事都由他计划安排。这给我很大的帮助，否则我会忙得很辛苦。”



     信徒听罢，仍然满脸疑惑：“真不知道你们究竟是老的大呢？还是小的大？” 
    无德禅师说道：“当然是老的大。但是，小的比较有用。佛教里有一句话：和尚要
能老，老了就是宝。一般人都以为老的尊贵，其实，沙弥虽小，将来终会成为法王。”
     “沙弥虽小，将来终会成为法王。”无德禅师可谓识人、识世。在有些人眼中，
对于沙弥，待其成为法王后再尊重就可以了，何必现在。但无德禅师用他的行为昭告了
世人，即使一个人现在很普通，甚至地位低微，也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凡人总是
会无意间看人下菜，一个人现在落魄，便对他冷眼相向，待那人某日成了功名，又凑上
前去。我们可以将这种行为说成是人情，但其实自己内心也知道，这多少还是有些世故
的。     真正的尊者，就是能摆脱这种世故，做到对事不对人，不管那人如今地位如
何，只要他帮了你，亦或是做了善事，你就应该对他另眼相看，给予嘉奖。不要等人成
了功名再凑上前去，凭空落得一个世故的称号。你对人平等，人也会对你平等。你尊重
弱者，比你强的自然也会尊重你。如果心内有一把衡量别人的尺，那么，你总有一天也
会被人量。放下这把尺，用平等心对待每一个人，你才能够得到每一个人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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