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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中国佛学院，随后至福建佛学院、闽南佛学院参学任教。多年来，教书育

人，学修并重，为沩仰宗第十代传人。现任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闽南佛学院研究生

导师，并受聘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厦门大学宗教研究所高级

顾问、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唯识、戒律的研究及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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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到底是什么？

法师：如何来定义佛教？我个人在学习

的过程中，认为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

佛法是人生的智慧，是真理的指南，是完善

的道德，是解脱的途径。

说佛法是人生的智慧，是因为佛法能使

我们如实认识世界，解决人生的各种困惑，

而唯有智慧能使我们摆脱无明和蒙昧的状

态，使人生趋向光明。

说佛法是真理的指南，是因为通过对经教

的学习，能使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修学佛

法，非常重视正见和如实见，无明使人类无始以

来沉溺在生死流转中，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

就要改变对生命的错误认识，而闻思经教、树立

正见就是使我们通达真理的基础。修行中的见

道位，便是体证宇宙人生真相的过程。

说佛法是完善的道德，是因为学佛修行

的最终目的是趋向解脱，而这个目标的到达

是要以善行为基础。佛教所说的善行不同

于神教的以神为本，也不像唯物主义者那

样，仅仅是基于社会安定的需要。佛教的道

德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依因缘因果的规

律建立德行。

说佛法是解脱的途径，是因为佛法归根

结底是为了解决人生的问题，人生有种种困

惑、烦恼和痛苦，所以才需要修学佛法，才需

要通过对佛法的实践来获得究竟解脱。

试图解决人生的痛苦，是人类文明发展

的原动力。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当今

这个高科技时代，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

寻求更幸福的生活。但这些努力只能使外

在的世界得到改变，使我们的物质生活得到

提高。而其他宗教，则是通过对神的祈祷获

得救度，通过对神的信仰最终获得幸福。和

一般宗教不同，佛教认为人类问题的根源在

于我们自身，在于我们对人生的困惑，在于

我们的错误认识和观念，在于我们无始以来

的贪、嗔、痴烦恼。因而，对生命的正确认识

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在解决方式上，

佛教的着重点是自力，虽然也有他力的成

分，但他力也是建立在自力的基础上。

很多人认为，信仰只是为了寻找死后的

归宿。若年轻时就信仰佛教，难免与生活和

事业发生抵触，不妨等老了再考虑这个问

题，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

法师：人们在年轻时往往会有许多理想

和追求，当他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其中时，或

许还意识不到信仰的意义。随着人生阅历

的丰富，对世俗生活的虚幻才会有深切体

会。尤其是到“老来岁月增作减”的时候，名

利地位也好，家庭事业也好，与即将到来的

死亡相比，似乎都显得不再重要。所以，人

们在晚年更需要信仰的支撑，这也是信徒中

老年人居多的主要原因。也因此有人认为，

信仰只是老来的安慰，年轻时关注信仰还为

时过早。

就佛教来说，既有出世的层面，也有入

世的层面，绝非消极避世。它所关注的不仅

是生死大事，也包括对现实人生的改善。佛

陀在《善生经》中，就对世人如何处理家庭关

系、如何看待财富等问题作了非常具体的开

示。如果我们年轻时就依教奉行，会少走很

多弯路。反之，若一生为欲望奔忙操劳，且

不论结果如何，难免沾染许多不良习气，老

来想要改变也往往力不从心。同时，对信仰

的实践也需在年富力强时进行。历代祖师

大德多是在年轻时便开始修道，佛陀更是在

35 岁便已觉悟。同样是接受教育，是在年

轻时开始更好，还是到晚年开始更好呢？

现在有一些人对佛教很感兴趣，但因为

身份、地位等种种原因或因为工作繁忙没有

时间和精力学佛，或碍于面子不愿意公开学

佛。虽然有向善之心，有时却基于习气做一

些不对的事，他们能不能学佛？怎样学佛？

他们学佛后也可以成佛吗？

法师：人人都能学佛，没有人会被排斥

在佛门外，这是首先要肯定的。其次，人人

都能成佛，没有人天生就注定不能成佛，这

也是我们要肯定的。

当然，每个人又是不同的。对于学佛，

也同样存在发心及信仰深浅的不同。所以，

在处理学佛和工作之间的关系时，会出现不

同选择。学佛较浅的人，学佛只是工作之余

的生活点缀；学佛较深的人，则将学佛作为

人生的重心，工作只是生存的方便。所以，

我们一定要明确，什么摆在第一，什么摆在

第二；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当然，

也有些人是由浅入深，随着学佛时间的增

长，对佛法认识的加深，从而提升对佛法的

需求。一旦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其它

问题便不重要了。

学佛究竟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求保佑，

保平安，这些只是学佛的副产品。学佛的真

正目的，是为了成佛。所谓成佛，就是成就

佛陀的生命品质。

我们现在为什么只是凡夫？因为我们

具有凡夫的生命品质，即是无明、我执、贪嗔

痴。佛陀为什么成为佛陀？是因为他们具

备了佛陀的生命品质，那就是大解脱、大自

在，那就是无限的慈悲、无限的智慧。学佛

的过程，是改变生命品质的过程。因此，佛

法是心地法门，得用心去实践。

真正想要学佛，应该从基础做起，如三

皈、五戒。三皈，是通过宣誓建立对三宝的

信心；皈依后还应不断修习皈依，培养对三

宝的信心，强化三宝在心目中的地位。唯有

三宝在我们心目中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佛法

才可能真正的影响并改变我们的人生。此

外，五戒也很重要。戒具有止恶的作用，从

表面上看，五戒是禁止杀、盗、滛、妄、酒，实

质而言，是在止息我们内心的贪、嗔、痴，止

息生命妄流的相续，这正是解除烦恼，明心

见性不可缺少的基础。

佛与众生的根本差别在哪里？如何跨越？

法师：佛与众生之间，在一般人的感觉

中，似乎有着天渊之别。事实上，距离并不

是那么遥远。《六祖坛经》有句话，叫做“前念

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佛，为觉悟之义。

在迷的状态，就是众生；而在悟的状态，那就

是佛。

从迷到悟，虽是一念间，但要跨越这一

念，转变这一念，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很多

人都知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说，难道

只是把手中的屠刀放下，就能解决问题吗？

佛经记载：有位梵志求见佛陀，两手各

拿一朵花。佛陀说，放下，他就把左手的花

放下。佛陀又说，再放下，他就把右手的花

放下。但是，佛陀还让他放下……两手空无

一物时，还要放下什么？就是放下内心的执

著，这才是我们要放下的关键。如果内心还

有执著，即使将外在的一切都放下，仍是不

能解决问题的。佛法修行，重点是解决心理

问题，所谓转迷成悟，转染成净，转识成智。

所以说，佛与众生之间的平等，是本质上的

平等；差别，则是显现上的差别。

很多人觉得发菩提心很难，因而产生退

缩情绪。您觉得发菩提心是不是很难？难

在哪里？

法师：发起“我要利益众生”这一念并不

难。人的一生有无数愿望，如“我要吃饭”或

“我要买房子”等等。从某种意义而言，愿菩

提心的心行特征也是同样，只是所缘改变

了，变成了“我要成佛”，“我要利益一切众

生”。所以，无须将愿菩提心想得太复杂，太

高深，这是首先要了解的。

当然，困难也是存在的。难就难在，这

念心生起后，面对不同众生和种种考验时，能

否将这念心落实为具体行动。当我们在房间

里观想“我要利益一切众生”，是很容易做到

的，因为此时并不涉及具体的所缘对象。但

在生活中，会有很多违缘和逆境，如果愿心不

坚固，就很难经受住现实的考验。

另一个困难在于，使这念愿心相续不

断。以前有句话，叫做“做一件好事容易，难

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发心也是同样，发一

念愿菩提心不难，难的是发长远心、坚固心，

难的是尽未来际地保持这一发心。

佛经中提到的功德，和凡夫的功利有何

不同？

法师：功德，也是一种利益。那么，可否

带着功利心修行呢？对于凡夫来说，若没有

任何利益，恐怕无人愿意修行。所以，修任

何法门前应明确：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利

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明确之后，我们才

会有动力。也正因为凡夫的这一特点，经中

才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修这一法门有多大

功德，修那一法门又有多大功德。

但若停留在功利心的基础上，我们就不

能摆脱对功德相的执著。那么，修行境界是

不会提高的。所以还要修空观，了知一切如

梦如幻，以此超越我执和功利心。只有超越

这些局限，才能真正成就无量功德。否则，虽

然我们希望得到许多功德，却往往事与愿违。

我们的心就如容纳功德的器皿，若它本

身的容量有限，自然也装不下多少功德。就

像一个杯子，只能装一杯水；一个桶，也只能

装一桶水。如果心量完全打开，就能像虚空

那样，容纳日月星辰，容纳山河大地。所以

说，心无所住才能获得无量功德。

怎样看待出世修行和入世修行？

法师：当我们说到出世修行时，往往会

联想到出家这种修行方式。若是这么定义的

话，似乎与在家居士无关，其实不然。出世可

以指出家修行，也可以指出世的超然心态。

作为在家居士，虽不能在寺院、山林过

一种远离尘嚣的清修生活，同样要具备超然

物外的出世心态，不为世间种种名利声色所

染，这就是佛教所说的出离心。有了这种心

态，我们才会过得更自在。

菩萨道，是以入世的悲心修行。但我们

要知道，这种入世仍须以出世的心态为基

础。只有这样，入世时才不会陷入对世事的

执著中。若无出世的超然，很可能入到哪里

就陷到哪里。不仅陷入世事中，同时也陷入

生命内在的世俗心中。那时，自顾尚且不

暇，遑论利益他人？所以说，入世修行必须

以出离心为基础，否则就会随世俗心所转。

至于说到出家及在家的修行方式，我觉

得，出家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也是有前提

的，必须找到一个如法道场，找到一位堪为

依止的善知识。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修学道

场，出家后也可能会忙于应酬，和世俗生活

并无太大差别。

若是因缘具足，自己也有纯正坚定的发

心，走上出家之路，就可放下一切负担，全身

心奉献于追求真理、传播佛法。在社会上，

毕竟有太多牵挂，太多羁绊，必须完成各种

责任后，才有时间修行或弘法利生。但人生

几十年是很短暂的，如果我们在尽义务的同

时又继续不断地制造责任，可能永远都会身

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比较而言，出家确实比

在家的修行条件优越很多。

佛教怎么看待知识？

法师：知识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自

古以来，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比如，儒

家推崇知识，老庄就比较反对知识。《庄子》

讲，浑沌因为有了知识就死掉了。佛教对此

也有两种不同看法，既有“知之一字，众妙之

门”的赞誉，也有“知之一字，众祸之根”的警

示 。 为 什 么 会 产 生 两 种 截 然 不 同 的 态 度

呢？因为知识本身就存在两种不同类型，有

健康、正确的知识，也有颓废、错误的知识。

有些知识能导人以道德，导人以智慧；有些

知识却导人以犯罪，导人以愚痴、妄想和烦

恼。在这个信息时代，人们掌握的知识远远

超过以往。从生存角度来说，知识技能越

多，越容易在社会上谋取职业。但从心灵健

康的角度来说，我们就需要有所选择。否

则，太多的知识会使心变得复杂，使妄想乃

至烦恼、痛苦随之增多。所以，对知识要一

分为二地看待。

其实，佛教也很重视知识技能的掌握，

大乘佛教就鼓励我们从五明处学。作为一

个菩萨，甚至要掌握世间的一切知识，包括

各种生存技能。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帮助、

度化更多的众生。但对那些导人以愚痴、犯

罪的错误知识，我们又要远离。如果能以佛

法智慧处理所学知识，那么，知识也会成为

自利和利他的工具，而不是修行障碍。

济群法师

◆没有福报的人，很辛苦；有福报，如果缺乏智慧，也会为福报所

累。当我们在消费福报的时候，福报往往也在消耗我们的生命。

◆看到别人身上的问题深恶痛绝，赶紧检查一下自己身上有没有

类似的毛病，免得被别人深恶痛绝。

◆心的本质，即是宇宙的本质。一个人只要没有活在狭窄的设定

和执著中，他就能体验到生命的无限性；同时也能具足心包太虚，量周

沙界的胸怀。

◆寺院在人心中，佛也在人心中。心清净，随处都是道场；心清

净，佛就在放光。

济群法师法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