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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佛所说的思想理念，都是从人心出发，然后又回归人心。“万法唯心”，人心
支配人性，意识决定行为。在社会生活中，佛在修心养性、道德规范、家庭伦理、社会
和谐等方面，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何诚斌编著的《佛说人性与心灵感悟》帮助读者
从自我认识、自我净化、自我觉悟、自我改变等方面加强自身修养。

内容简介

     《佛说人性与心灵感悟》简介：如今，人们通过对禅宗的认识和掌握，达到了
修身养性、自利利他的目的，并对人生观、世界观发挥出积极作用。企业家乔布斯、稻
盛和夫等，都对佛教有着深刻的研究和体验。 二十一世纪，佛教在解决人类的自我认识
、自我净化、自我觉悟、自我改变和加强人类自身建设上，必然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何诚斌编著的《佛说人性与心灵感悟》即是帮助人类解决自身建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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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佛教进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它的宗教属性被
教育公益所占据，也就是说在弘扬佛法的过程带着浓郁的“人世”色彩，乃至它的很多
思想起到了普世教化的功效，具有积极的意义。历史上，人们对佛教抱持一种复杂的情
感，从统治阶层到社会底层，从知识精英到民间草根，不同时期人们对佛教存在不尽相
同的理解与看法，但一次次分歧与整合，冲突与包容，佛教思想俨然与儒家思想、道家
思想彼此影响，相互交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对人类的影响是否深远
，主要取决于它的思想价值。佛教文化对历史与社会的重要贡献，体现在它揭示了生命
本质上的一些东西，提出了一些有利于人类生存的主张，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佛教的
平等观、惜福观等等都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与关怀，产生了积极的人格心理效应。只有
在平等的前提下，众生才能和谐地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只有珍惜今天的生活，才能创造
美好的未来。世界本来平等而没有做到平等，于是需要规范、自律个人行为，力求达到
平等；人生充满苦难和诸多不如意，于是必须相互施舍报答，在苦难中共同寻求人间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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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佛教的禅宗思想，尤其能体现儒道释三家融合的重大思想成果，在思想史、文化史
上起过很大的作用，影响了整个中国人的思维。中华禅宗文化代代相传，通过历代文人
士大夫的参与和弘扬，对中国哲学、伦理、诗词书画都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禅宗真于
性情又脱俗超逸，融人中国文化深层，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质素，把中国文化带入了一
个注重自然、和谐、灵性和气韵生动的崭新意境。已故中国佛教协会前任会长赵朴初先
生曾经说：禅宗文化与儒、道等相结合、相融会、相激荡，然后汇人了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的大海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之一，为中华文化放射出灿烂辉煌的光芒。它过去
对东方的文明和人类的精神世界曾经做出过积极的贡献；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仍然起着有益的作用，并对世界产生着广泛的影响；二十一世纪，它将在解决人类
的自我认识、自我净化、自我觉悟、自我改变和加强人类自身建设上，发出更加灿烂的
光辉。佛教及禅宗是一种教育，它是智慧的教育，是觉悟宇宙人生的教育。在社会生活
中，禅宗对于修心养性、道德规范、家庭伦理、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出不可低估的作
用。禅宗并且成为世界教育。企业家乔布斯、稻盛和夫等，都对禅宗有着深刻的研究和
体验。禅宗文化传至日本、韩国之后，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发挥着功效，人们通过对
禅宗的认识和掌握，达到了修身养性，自利利他的目的。日本著名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在
美、英各大学讲授《禅与日本文化》等课，影响特别大。2011年9月25日至27日，“国际
禅文化交流盛会”于韩国庆北龟尾市朴正熙体育馆举行，吸引了无数文化人士。20世纪7
0年代，一些日本僧人到法国教授禅法，在巴黎建造了法国禅寺；在接近比利时的边境上
，建立北法禅寺；又在巴黎以南300公里处的阿瓦隆建世界禅文化交流中心。美国著名禅
学大师艾伦�瓦茨从1947年开始就陆续出版了《禅学新纲要》、《禅》等书，在美国掀
起了对禅学的广泛兴趣。而1957年出版的《禅之道》受到了垮掉派诗人和读者们的欢迎
，一时轰动无比。受禅文化影响的美国文化名人包括爱默生、梭罗、惠特曼、庞德、塞
林格、金斯堡、凯鲁亚克等。可见，禅宗的教育变成了世界的教育，禅宗的精神变成了
世界的精神，这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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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有因必有果因果又叫业因果报，又叫因果报应，是佛教基本原理之一。因就是原
因，果就是结果。业是指一切身心活动，分为身、口、意三业；报就是业的报应，即由
三业的善恶导致的后果。种下善因，结出善果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杂阿含
经》“有因，必有果。”佛教简单明了地阐述了因果的本质。宇宙间不存在绝对的事物
，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对性，既有同时的依存关系，又有异时的依存关系，从而构成各种
因缘。什么是同时依存的因果关系？例如以师父为主，那么师父就是因，弟子就是果。
相反的，如以弟子为主，那么弟子就是因，师父就是果。这种因果关系，非常错综复杂
，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一因会产生这一果，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一因会产生另一果
。什么是异时依存的因果关系？例如种子是因，芽就是果，因为先有种子，然后才有芽
的发展。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这样的，从时间上来说，由于无数的异时因果连续的
关系，从空间上来说，无数的互相依存的关系，组织成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罗网，相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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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这就是因因果果，果果因因，相续不断的“因果规律”。佛教说“因果报应”，凡
事你种什么样的因，就结出什么样的果，每个人在世间犹如农夫一般，都有一亩田，你
种下什么，就会结出什么。若是种了恶因，就会结出恶果。在佛经中，有一则故事：中
印度懦萨罗国国王波斯匿王，与佛陀同龄，曾和佛陀辩论而结成好友，视佛陀如师。某
天黄昏时，波斯匿王前往一个名叫“祗树给孤独园”的地方，拜访佛陀。佛陀看到波斯
匿王全身都是尘垢，就问：“国王，您从哪里来？为什么全身都是尘垢呢？”波斯匿王
回答：“佛陀，我刚从婆提老者的家里过来。他不久前去世了，由于家产无人继承，必
须归人国库，我专程去清点他的财产。光是黄金就有八万斤，其余不用说了。可是，他
平时为人十分吝啬，生活过得很寒酸，生前虽然有很多财产，可现在却两手空空地走了
。”佛陀叹息了一声，说：“真可惜啊！”波斯匿王问：“佛陀，婆提老者孤单一人，
平时守着家产，生活很节俭，住的环境不好，穿的衣服很破旧，吃的更不用说有多差了
。佛陀，依您的慧眼看，他离开人间之后，现在去了哪里？”佛陀说：“他已经堕落啼
哭地狱！” 波斯匿王听了，叹了口气，说：“他那么有钱，死后却堕落在啼哭地狱，岂
不是一天到晚在那里痛哭了？”佛陀说：“是啊！我才说很可惜啊！”波斯匿王又问：
“佛陀，婆提老者，有那么多的财产和金钱，应该是很有福气的人才对，可是，他为什
么要过着苛刻寒酸的日子呢？死后又为什么会堕落到啼哭地狱呢？”佛陀说：“他的财
富，是‘过去生’造福得来的。在辟支佛(无师友教导，而以智能独自悟道)的时代，有
一位务农的地主，有一天，他看到一位辟支佛出来托钵乞食，一时心生欢喜，就供养饭
食，并说：‘日后若有需要的话，我都会布施给您。’因此，辟支佛有时也会再去向他
托钵乞食，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地主起了悭吝之念，他想，为什么要供养这位出家
人呢？从此，他再也不肯布施了。那位地主就是已经过世的婆提老者，因为他曾有布施
辟支佛的因缘，所以有福。可是他后来生起悭吝的心，因此，虽然有福，却不得自用，
而且他又没做什么好事，现在堕落了，心里很后悔，所以每天啼哭。”事物的因果关系
，科学上已经给出清晰的解释，有一定哲学思想的人都会接受，但“报应”之说，不深
解佛法内在逻辑的人不会相信，甚至视其为“迷信”之说。实际上，人类是个“活动场
”，人与人相处，就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一个人做善事，为别人带来好处，自然会
产生“效应”。善事做得多，作用力越大，影响越强，对自己的回报也就越多。所谓好
人缘，就是由于播种了诸多善因而结了善果形成的。证严法师说：“心田要多播善的种
子，多一粒善的种子，就减少一棵杂草。”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小孩不懂得见
了大人要主动问好、对伙伴要团结友好，也就是说他缺少礼貌意识。聪明的妈妈为了纠
正他这个缺点，把他领到一个山谷中，对着周围的群山喊：“你好——你好——”山谷
回应：“你好——你好——”妈妈又领着小孩喊：“我爱你——我爱你——”不用说，
山谷也回应道：“我爱你——我爱你——”小孩惊奇地问妈妈，这是为什么？妈妈告诉
他：“朝天空吐唾沫的人，唾沫会落在他的脸上；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尊敬他。因
此，不管是与人时常见面，还是与人远隔千里，都要心怀敬意⋯⋯”小孩明白了这个道
理，从此处处尊敬他人。于是，有了回报，他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孩。有付出才有回
报，差不多已成为朴实的哲理。一个人不付出而想得到，即使真的得到了，也只是一种
偶然，所以我们决不可抱此侥幸。我们来看一个禅宗故事，一定会从中得到启示：一个
商人生意越做越小，遇到了难处，他便去请教智尚禅师。禅师说：“禅院后面有一架压
水井，你去给我打一桶水来！”半晌，商人汗流浃背地跑来，说：“压水井下面是枯井
。” 禅师说：“那你就到山下给我买一桶水来吧！” 商人去了，回来后仅仅拎了半桶水
。禅师说：“我不是让你买一桶水吗？你怎么才拿来半桶水呢？” 商人尴尬地脸红了，



他连忙解释：“不是我怕花钱，山高路远，实在不容易。”“可是我需要的是一桶水，
你再跑一趟吧！”禅师有些不高兴。 商人只得又到山下买了一桶水回来。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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