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佛学与幸福人生

何为命运

人有没有命运？又是由谁来决定这一

切？其他宗教多认为，命运是由外在的主宰

神或某种神秘力量决定的。而佛教认为，命

运就是生命发展的规律，决定这种规律的力

量仍在我们自身。换言之，命运体现了生命

发展的因果，是以不同行为因而导致的结

果。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命

运走向。这些行为，包括身、口、意三业。其

中，身业是所行，语业是所说，意业是所想。

佛教还认为，这些由所行、所说、所想构

成的因果，贯穿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但

现代人很难接受这一观念，或者说，很难发

自内心地引起共鸣。所以，我现在主要提

倡的是心灵因果，当下因果。我们可以暂

时不考虑三世因果，但无法回避心灵因果，

当下因果。当我们行善，或只是生起一念

善心时，由此感得的乐果未必立即现前，但

由 此 带 来 的 内 心 喜 乐 却 是 当 下 就 能 体 会

的。我们所有做过、想过的事，都会在内心

留下痕迹，形成力量。这种力量，正是影响

未 来 生 命 走 向 的 因 。 因 为 心 念 会 形 成 习

惯，并 逐 步 固 定 为 心 态，进 而 导 致 不 同 性

格，导致不同人格。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很多不同心念在活

动，其中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区别只是在

于各自力量的强弱。如果不加选择地任其

发展，很可能就被“我执”掌控，被“我执”发

展的负面力量占据主动。俗话说：“人不为

己，天诛地灭。”因为“我执”就是我们的本

能，是我们不假思索就会维护的本能。修行

的意义，则在于帮助我们调整方向，帮助我

们由被动转为主动，有选择地强化某些正面

心理，淡化并逐步根除某些负面心理。

习惯从哪里来？无非就是某件事我们

做多了，想多了，以致成为自然。比如，我

们习惯于每天见到哪些人，习惯于每天做

些什么，习惯于每天吃些什么。一旦这种

习惯固定下来，就会逐步发展为某种生命

模式，成为我们的性格。所以说，性格就是

习惯的积累，又会逐步发展为我们的人格，

发展为我们的生命品质。观察一下就会发

现，我们现在的许多性格，其实是和生活习

惯密不可分的。

这些习惯和性格，又决定了命运的不

同走向。所以说，命运不是上天的赐予，不

是偶然的机遇，而是由我们自己所设定，由

不同行为所决定。这种决定命运的因素，

佛教称之为“业力”。所谓“业”，又可看作

我们的生命程序。造作地狱之因，就是编

写进入地狱的程序。种下人天善因，就是

编写进入人天善道的程序。我们编写不同

的程序，就会进入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生命

轨道。所以，我们要改变命运，也要从改变

心 行 程 序 做 起 。 如 果 我 们 有 能 力 改 变 心

行，改变习惯，就有能力改变命运。反之，

如果无法改变现有的性格和习惯，那改变

命运不过是空话而已。

我们的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选择，二

是创造。这也是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的关

键所在。桌子不会选择，房子不会选择，动

物的选择能力也相对较弱。而人具有理性，

具有抽象思维，不仅能选择、判断，还能在选

择、判断后进行创造。也正因为这两大特

点，人类才创造了五千年文明。而在改造世

界的同时，自身命运也随之改变。从这个角

度来说，心就是命运的主宰。

但在很多时候，某些行为一旦形成习

惯，心就会不知不觉地进入惯性轨道，被其

所控，不是我们想改变就能轻易改变的。这

就必须借助修行来调整，事实上，这正是修

行的难度所在。因为习惯是由日积月累而

来的，有着根深蒂固的力量。这种力量，就

像地球引力将我们固定在地球表面一样，使

我们难以超越，难以摆脱当下的凡夫状态。

曾经有位教授说要学佛，但起因却是为了戒

烟。因为他烟龄 30 年，尼古丁对其有很强

的控制力，可他又检查出肺部病变。医生警

告说：再抽烟马上完蛋。他当然珍爱生命，

但每天要和尼古丁的诱惑进行斗争，身心俱

疲，就希望通过学佛来解决这一问题。

这一理由固然有些可笑，但却说明，习

惯一旦形成，对身心都有极大的控制力，若

不痛下决心，是很难加以改变的。除了决

心，我们还应了解生命发展的规律。依循这

一规律，才能切实地规划未来，改变命运。

活着为什么

人为什么活着？活着的价值是什么？

也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做任何事，我们都会有某种理由。因为

饿了，所以要吃饭；因为困了，所以要睡觉；

因为孤独，所以要寻找感情。活着，难道不

更需要理由吗？一般人找个理由似乎不难，

比如说，为了我的孩子，为了我的家庭，为了

我的事业，因为他们对人生没有太多思考，

随便找个理由都可以打发自己。但深入思

考的话，我们就很难满足于这样的答案，满

足于这种人云亦云的价值观。所以，那些

有思想的人反而不容易找到活着的理由，

因为世人所认可的那些理由都是经不起推

敲的。对某些人固然重要，对某些人却可

有 可 无；又 或 者，在 生 命 某 个 阶 段 显 得 重

要，但在另外阶段却毫无价值。可见，这些

都不是我们找寻的终极答案。也正因为如

此，不少艺术家或哲学家甚至会苦闷到走

上绝路。因为对某些注重精神生活的人来

说，如果找不到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就很难

心安理得地过下去。

从更深一层来看，多数人所追求的人生

价值，更经不起死亡的审视。再大的事业，

再多的财富，在死亡面前，都像泡沫般脆弱

短暂。当事业结束时，为我们的生命留下什

么？回顾历史，哪怕贵为帝王，称霸一时，同

样是灰飞烟灭。所以，外在一切都是要过去

的。当这些成为回忆，给生命带来什么影

响，才是我们真正应该重视的。

孟 子 说：“ 人 人 皆 可 为 尧 舜。”佛 教 则

认 为，每 个 生 命 都 具 有 潜 在 的、佛 菩 萨 那

样 的 高 尚 品 质，也 就 是 众 生 本 具 的 佛 性。

我们的心固然会制造种种烦恼，但同时也

具 备 解 除 烦 恼 的 能 力 。 若 不 开 发 这 一 能

力，轮 回 将 永 无 止 境，因 为 无 明 就 是 制 造

痛 苦 的 永 动 机 ，使 我 们 在 苦 海 中 沉 沦 辗

转，迷失方向。

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了解并开发自身潜

在的高尚品质。惟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完

成生命版本的升级，才有能力给予众生究竟

而长久的帮助，这也正是佛教所说的自觉觉

他，自利利他。

佛教认为，人生是由惑业苦组成。因为

无明障蔽，使我们看不清生命真相。不知何

为幸福，就会以苦为乐，与幸福背道而驰。

不知我是谁，就会非我执我，遗患无穷。不

知生从何来，死往何去，不知何为命运，就无

法对未来作出正确规划，使生命健康发展。

不知活着为什么，就会耽著于眼前小利而忽

略生命的究竟价值，或因找不到活着的正当

理由而失去生存动力。因此，探讨和解决人

生这些永恒的问题，对人生的究竟幸福具有

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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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群法师：问题中的人生（三）

释迦牟尼佛在两三千年以前,要求他的

弟子们喝开水，不喝生水。佛说，一碗生水

里头有 84000 个小虫，喝了生水容易生病。

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

在显微镜下，生水里头有无数的微生

物，微小的生物，古代，没有微生物这个名

词，佛称它为小虫儿，名相不同而已。

这些微生物有不致病的，也有致病的。

在显微镜下，生水里有各种微生物，比如各

种杆菌，包括大肠杆菌；还有带孢子的、带杆

的、带球的，还有带尾巴的，啥样儿的都有。

现在大家喝开水、不喝生水都能接受

了。这些已经被科学所证实。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两三千年以前，在

没有任何科技设备的情况下，能够明了这些

微观的、普通人肉眼看不见的客观事实，大

家知道奥秘何在吗？

科学未解之谜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人类

在不断探索外太空。美国要上火星，中国要

上月球。但是对人类本身，了解得还不够，

还有许多科学未解之谜。有几个问题，大家

是否思考过？

人类生从何来，死往何去？

佛教是不是封建迷信？

佛教和科学相违背吗？

与爱因斯坦齐名的英国伟大的科学家

霍金，提出十一维空间说。我们平常知道的

是四维空间，XYZ 三轴，再加上时间，叫四

维空间。霍金提出十一维空间，怎么能进得

去？谁有办法？这也是科学未解之谜。

“厌苦求乐”是人类的本性，但是怎样才

能得到长久的幸福?

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讲座《科学佛学

与幸福人生》，一起来探索。

什么是科学

科学的定义：

据《辞海》的解释，科学是运用范畴、定

理、定律等思惟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

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

科学的特点：可重复验证、可证伪、自身

没有矛盾。如果自相矛盾，就不是科学。

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探索佛法

仁炟出家前，是一名科技工作者，为了

让大家对仁炟有比较深的了解，向大家简要

介绍一下跟仁炟有关的科研成果。

如何去掉大豆的腥气和羊奶的膻气

大家知道，大豆有腥气，羊奶有膻气。

大豆和羊奶，为什么会有这些气味呢？因为

在蛋白质分子链、肽链的末端，有各种带着

膻气或腥气的官能团。

如何去掉大豆的腥气和羊奶的膻气？

这是上世纪 80 年代，食品生物化学领域研

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有人采用物理方法，有

人采用化学方法，效果都不理想。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用水力真空喷射

泵和真空闪蒸技术。这里用到了伯努利方

程和动量方程。1989 年和 1990 年，仁炟在

《食品科学》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对此方法作

了详细的阐释。

采用物理化学的方法。在真空状态下

把豆浆或者羊奶经过闪蒸，把那些有气味的

官能团从蛋白质的肽链儿上切断，然后把它

蒸发掉。实践证明，解决得比较彻底。我们

现在喝的羊奶粉，膻气就很小。

向大家报告，这个问题也是仁炟解决

的。大家每天喝的豆奶粉和羊奶粉，这里边

大家享受到的，有仁炟的科研成果。

豆腐的定义及豆制品的三个公式

大家都吃过豆腐。中国是豆腐的故乡，

许多边远乡村的老太太都会做豆腐。豆腐

的科学定义是：以大豆为主要原料，经过选

料、浸泡、磨浆、过滤、煮浆、点卤、成型等工

序，做成的大豆蛋白质凝胶。

豆腐的定义及豆制品国家专业标准是

由仁炟起草参与制定的。那是在 1987 年。

1995 年国家人事部和国家科委选定跨

世纪学科带头人，仁炟是我们国家的豆制品

学科带头人。

仁炟在我们国家的豆制品食品专业标

准里边，提出了三个公式：

第一：大豆蛋白质提取率阿尔法；

第二：大豆蛋白质凝固率贝塔；

第三：大豆蛋白质利用率伽马。

现在，食品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

究生作的毕业论文，还经常引用仁炟给出的

这三个公式进行计算。这三个公式，把我国

对豆制品的研究，由经验提升到科学。

美国《化学文摘》曾经收录仁炟三篇有

关豆腐、豆制品以及植物蛋白研究的学术论

文。1986 年,《中国食品报》在头版头条,报

导仁炟的学术论文在美国发表的消息。中

国的食品科学论文在美国发表，实属凤毛

麟角。

在食品科技领域，中国人开始在世界上

占有了一席之地，大长了中国食品科技人员

的志气。

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探索佛法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在对于佛法的认

知上，仁炟也是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

法，来对待的。如果佛教是封建迷信，仁炟

不但不会信佛，更不会出家。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近科学与佛学。

什么是佛学

佛学的定义

佛学是对于佛教的研究。

首先认识两个佛法的概念：

1.法：指一切事物，无论有形无形，大

的、小的、长的、扁的、圆的，一切有形的、无

形的，包括思惟、观念、概念、心理等等，统称

为法。佛教把有形的叫色法，把无形的叫心

法。

2.佛法：佛教对一切事物的认识。《金刚

经》云：“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佛亦称佛陀，意译觉者。佛在中国最早

的写法是：，《辞海》里还能查得到，右边一

个“自”，左边一个“觉”，即具足自觉、觉他、

觉行圆满，如实知见一切法之本性，成就无

上正等正觉之大圣者。佛是佛教修行的最

高果位。

罗汉：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去

除了我执；

菩萨：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去

除了我执、法执和一切法相;

佛：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和一

切我执、法执、法相，最后连空执，空相也去

掉。《金刚经》云：“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

用现代的话来说，佛是一个对于宇宙人

生的真理彻底明白的人，真正圆满觉悟的

人，又被称为一切智人或正遍知觉者。佛教

的创始人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佛教是佛陀的教育，以般若智慧内证，

打破无明烦恼，成就菩提（觉悟）之道。根据

《华严经》，佛教的定义是：“诸恶莫作。众善

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水和小虫的故事

仁炟法师： （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