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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我们面带笑容，看在对方眼中，那朵微笑是发光的；当我们口出赞叹，听在对方心底，那句赞美是
发光的；当我们伸手扶持，受在对方身上，那温暖的一握是发光的；当我们静心倾听，在对方的感觉
里，那对耳朵是发光的。
因为发心，凡夫众生也可以有一个发光的人生。
　　贪爱愚痴的人，永远不懂得利用时空，甚至错过了时空。
只有懂得利他利众的人，才能把握无限时空。
时间要节约，感情也要节约，欲望要节约，生命更要节约，一切心念和行事都要适当节制，不可以放
纵泛滥，才是懂得利用时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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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星云大师，江苏江都人，1927年生，为禅门临济宗第48代传人。
12岁于南京栖霞山寺出家，1967年创建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树立“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
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宗旨。
先后在世界各地创建200余所道场，并创办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学校、育幼院、医院、佛
光精舍、慈悲基金会等各种机构，致力推动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业发展。
有来自世界各地之出家弟子千余人，全球信众达百万人之多。

    星云大师一生致力弘扬“人间佛教”，在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之余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撰有《释迦
牟尼佛传》、《星云大师讲演集》、《佛教丛书》、《人间佛教系列》、《人间佛教语录》等，并翻
译成英、日、德、法、西、韩、泰、葡等十余种语言，流通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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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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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谈勤劳懒惰之害有一个寓言说：有一家人都很懒惰，每日的家事爸爸不做，就叫妈妈做；妈妈也懒惰
不做，就叫儿女做；儿女也不肯做，就叫小狗做。
小狗没有办法，只好用尾巴扫地，用身体抹桌椅，甚至用嘴衔水管来浇花草。
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见到小狗在做家事，很讶异：“喔！
小狗这么能干，还会做家事呀？
”小狗说：“没有办法，他们都不做，只有叫我做。
”客人一听，大吃一惊：“小狗也会说话！
”小狗赶快对客人示意：“嘘！
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会说话，否则他们还会要我接电话呢！
”一个人，天生两只手，就是要做事；生来一双脚，就是要走路；甚至眼睛要看、耳朵要听、嘴巴要
讲话，天赋于我们的本能，如果不用，人岂不是成为废物了吗？
西谚有云：“黄金随潮水流来，也要你早起去捞起它。
”中国人一向相信财神爷可以送财富；但是财神送财来，也要你礼貌地去接受，如果你懒惰避开他，
也不能发财。
甚至围在颈项上的大饼，你吃完了前面的部分，如果连转动一下都懒得去做，那么饿死也是活该。
其实，人多数是不懒惰的，你看，眼睛天生用来看世间万物，但是人觉得不够，因此发明显微镜、望
远镜，希望看得更高、看得更真；耳朵天生要来听声音，人们又发明了扩音机、广播机、电视机，希
望听得更远、更大声；双脚天生应该用来走路，人们又发明脚踏车、机车、汽车等，希望能与时空竞
赛。
世间上，懒惰与贫穷是难兄难弟。
因为懒惰，所以贫穷；因为贫穷，因此容易懒惰，这是互为因果。
所以，吾人要想改变命运、改变贫穷，必须舍弃懒惰，要能勤劳精进。
读书的人，要口到、眼到、手到、心到；有“四到”的人才会读书。
修行的人，身要礼拜、口要称念、心要观想；能够“三业”接触佛心的人，才能蒙佛庇佑。
所谓“春天不下种，何望秋来收？
”不播种，如何有收成？
不劳动，如何有成就？
一个懒惰懈怠的人，即使才华过人，永远也用不到自己的长处；如此辜负“天生我才”，岂不可惜复
可悲乎？
有永远休息的时候自从加入弘法利生的行列之后，近五十年来，到处行脚，不曾停止，尤以近几年来
，周游五大洲，更是席不暇暖，有人关心，问我：“你为什么不休息呢？
”我都如是回答：“将来有永远休息的时候。
”从小到大，我一直喜欢阅读名人传记，在神游古今中外时，经常发现成功几乎都属于勤奋工作的人
，而骄奢放逸的人注定要走向失败的命运。
多年来，我踏遍全球各地，在考察人文风俗，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深深感到前途充满希望的国家，往
往都拥有乐观进取的人民；反之，落后贫穷的国度里，不知勤奋生产的人比比皆是。
我发觉那些具有恒心毅力，能够百折不挠的朋友们，活得最为充实幸福。
我自己做过各类不同的苦工、劳役，只要利济有情的事业，纵使是经过一番辛苦奋斗，都能令我终身
回味无穷。
所以我经常告诫徒众说：精进勤劳，是善德，是财富；懈怠放逸，是罪恶，是贫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大自然中，四季轮流递嬗，行星运转不息，我们是大自然里的一分子，又何能遁逃于天地之间？
而“止水易生虫，滚石不生苔”的现象，更说明了唯有将自己“动”起来，才能创造无限的活力；唯
有精进不懈，才是顺应天心，安身立命之道。
因此，我对那些劝我不要忙碌，好好保重身体的人说：“忙，才是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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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将来我们都有一个永远休息的时候。
拙处力行“巧”与“拙”，一般人皆喜欢巧，不喜欢拙。
但是，巧言令色、巧诈虚伪、巧取豪夺、投机取巧，巧得心机太深，巧得花样太多，不但不能让人欣
赏，反而令人感到可怕。
所以，不是真正的“巧”，不如“拙”比较好；“拙”就是实在、至诚、本分，就是按部就班的“拙
处力行”。
郑板桥一生服膺“难得糊涂”的人生哲学，此即所谓“取巧”不如“养拙”。
一个人若能“心细身拙”，有时候更比灵巧重要。
巧来自于“拙”；巧要能巧得“妙”、巧得“奇”。
例如：把“笨手”变成“巧手”，把“愚言”变成“巧言”，把“邪思”变成“巧思”，把“恶计”
变成“巧计”；甚至“巧学”、“巧心”、“巧行”，乃至做一个“巧妇”、“巧匠”、“巧人”等
。
但是，如果不能“巧”，则还是“拙处力行”来得踏实些。
俗云“熟能生巧，勤能补拙”。
世间上没有一步登天的好事，凡事都必须按部就班、力行实践。
所谓“一步一脚印”、“万丈高楼平地起”，如果基础不扎实，或是懈怠疏懒，则如气功师练功，一
日不练，十日无功；十日不练，百日无功；时断时续，断送气功。
如果是钢琴家，则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外行知道。
如果是作家，也要勤于写作才能进步，否则写作不勤，就会一日不写，笔重十斤；两日不写，笔重百
斤；三日不写，笔重千斤；久不动笔，笔重万斤。
一旦“笔重万斤”，则表示不能再写作了。
所谓“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愚时才是贤”；要得巧功，必须先付出许多笨拙的苦功。
现代人不注意“拙处力行”，例如军队未能刻苦训练，怎能沙场取胜？
学子不用心苦读，怎能金榜题名？
科学家也是要经过百千次的实验，才能有所发明；工程师绘图，也是要不厌其烦地修改，才会有傲人
之作传世。
真正的笨拙就是灵巧的根基，真正的灵巧是从笨拙中增长的。
所以，修行的人不要希望当生成就；是薄地凡夫，哪能容易立地成佛？
农夫种植，也要一铲一锄地耕耘；机纺巧织，也要一经一纬地纺纱。
速成的东西总不能持久，能从“拙处力行”，做人才能弥久芬芳，做事才能历久成功。
从勤奋中打发时间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一生也有六七十年的岁月。
在这一段漫长的人生里，如何去打发时间，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社会上的一般人，用吃、喝、玩、乐去打发时间，打牌、赌博，做无聊的事，来消磨岁月，这实在非
常没有意义。
那么，该如何打发时间呢？
我认为应该从勤劳奋发中去打发时间。
前几天，高雄一位公司的董事长和我讲了几句话。
他说：“以我现有的财产，即使我一天用十万元，我活过一百年，也用不完。
我有很多钱，可是我还在工作，我是贪得无厌吗？
不是的，我是以做事业来打发时间的。
”他这段话，使我们了解，人唯有在工作里，生命才有办法安住，人活得才有意义。
没有工作是很无聊也很乏味的。
那位先生又说：“我的钱虽然很多，但是自奉甚俭，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娱乐场所。
下班回家，就是一杯清茶，看看报纸，如此而已，一天过去，第二天又带着饱满的精神开始工作。
”这些话，使我领悟到社会上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绝不是从安逸享受中得来，
而是从不停地勤劳奋斗中获得的。
佛教本来就是讲求奋斗、讲求进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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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波罗蜜中，有精进波罗蜜，是菩萨成佛的六种重要法门之一，佛经里有关勉励精进的故事相当多。
我们的教主佛陀成道的经历，就是精进的最佳事例。
据说，本来弥勒菩萨是比佛陀早学佛的，但是由于佛陀的精进力与勇猛心，超过弥勒的境界，终于先
而成佛。
佛陀的这个事例，实在是我们佛子的最佳典范。
在佛光山佛学院的学生，每个人都要轮流打扫、典座、出坡、劳动服务，我们这样的安排，并不是非
要大家为佛光山担当，而是具有另一层意义，我们要使学生们的生活，用工作来充实，从工作中去修
道、去体会，做出生命的力量与发挥生命的意义，对于这一点，凡是对教育有认识的人，看到这样的
教育方式，没有一个不称赞的。
反而有很多人说：“这样的教育，才契合新生活教育”。
不过，学院教育方针虽然如此，但是，如果各位不带着欢喜心去从事工作，不带着认真的态度去奋发
图强，也就枉然了。
俗语说：“各人吃饭各人饱，各人生死各人了。
”因此，你们必须要自己从勤劳奋斗中去创造光明，从勤劳奋发中去完成自己的理想。
谈说话语言，要像阳光、花朵、净水多年以前，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读到这么一句话：“语言，要像
阳光、花朵、净水。
”当时深深感到十分受用，于是谨记心田，时刻反省，随着年岁的增长，益发觉得其中意味深长。
俗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语言是传达感情、沟通交流的工具，但是如果运用不当，虽是出自无心，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
回想我这一生中，不也常被人拒绝，被人挖苦，甚至被人毁谤，被人诬蔑吗？
我之所以能安然度过每个惊涛骇浪，首先应该感谢经典文籍里的嘉句和古德先贤的名言，其中史传描
述玄奘大师的“言无名利，行绝虚浮”，是我自年少以来日日自我勉励的座右铭，多年来自觉从中获
益甚深；地藏菩萨的“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精神，总是在我横逆迭起的时候，掀起我无限的勇
气；每当险象环生的时候，想到鉴真大师所说的“为大事也，何惜生命”，强烈的使命感不禁油然而
生，增添我心中无限的力量。
此外，我也颇能在心里“自创”如阳光、花朵般的语言，陶醉其中，怡然自得。
记得开创佛光山时，学部圆门前面有一块小空地，我常邀师生徒众共同喝茶谈叙，当时心中常对自己
说：“真是太好了，居然有这么一块空地，供我们师徒接心。
”后来我们开辟了一条菩提路，我心里也十分兴奋：“真是太美了，我们又多了一个跑香散步的地方
。
”当宝桥完工的时候，快乐的感觉常常涌上心头：“真是太方便了，现在有了这么一条桥越过溪流，
再也不用涉水绕路了。
” 即使买了一本小书放在图书馆，我也是满心欢喜：“大家又多了一份精神食粮了。
”由于把许多事都视为“好大”、“好美”，所以，我从不将心思局限于人我比较上，而能从心灵的
提升，来扩大自己；从建设的增长，来完成自我，故能知足常乐，积极进取。
经云：“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
”我们的心就好像工厂一样，设备良好的工厂制造出良好的产品，人见人爱，设备不好的工厂只会增
加环境的污染，自恼恼他。
如果我们能正本清源，打从自己的心里制造光明的见解、芬芳的思想、洁净的观念，生产阳光、花朵
、净水般的语言，与他人共享，则能拥有一个丰美的人生。
问号的得失有的人说话喜欢用问号“？
”，有的人说话喜欢用句号“。
”，还有的人说话喜欢用惊叹号“！
”；甚至有的人说话喜欢用删节号“⋯⋯”。
喜欢用句号讲话的人，凡事总会给你一个交代或答案；喜欢用删节号讲话的人，只要你虚心探究，也
总能知道他的内容；用惊叹号讲话的人，喜欢大惊小怪，虚张声势；唯有用问号讲话的人，内容比较
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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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号，有时候是表示善意的关怀，会有好的结果；但是有时候问号也会产生不良的结局。
例如，对人问安时说：“你好吗？
”“你吃过饭了吗？
”“你近来如何？
”这些都是善意的问号。
也有的人跟人请示：“你对时局的看法如何？
”“你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有何见解？
”这些都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
最可怕的就是责备的问号：“你来这里干什么？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做完？
”“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
”“为什么吃那么多东西？
”“为什么今天迟到了？
”“你今天怎么起得那么迟？
”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其结果就会难以逆料。
有时候我们做人，成了一个问号的人物，这就非常麻烦了。
例如人家会问：“他靠得住吗？
”“你能信任他吗？
”“他有资格吗？
”“他能担当吗？
”甚至因为自己过去不良的记录，也会成为别人质疑的问号：“他过去不是持反对意见吗？
”“他不是曾经对你有过不满的举动吗？
”“他曾经擅离职守你知道吗？
”“他曾经没有完成任务你记得吗？
”所以，一个人一旦变成问号人物，就很难令人信赖。
人，要经得起问号，在别人对我们的各种问难之前，我们都能给人正面的、满意的答复，这个人在社
会团体里，就比较能站得住脚了。
做人，也不要经常说些问号的话，肯定总比问号要好得多。
有的人想找我们做事，我们马上回答：你自己呢？
你为什么不做？
人家跟我们借一本书，你可以说我没有，但你偏要问：“你为什么不自己去买呢？
”向你借钱，你可以不借，但不能问：“你老是借钱干什么？
”找你做事，你也可以婉言谢绝不做，但不可以说：“你找我做，那你自己做什么？
”这种问号式的对谈，就很容易伤害彼此的感情。
问话，要有艺术，有艺术的问话是尊重别人，是虚心客气，是求人帮助，但不可用责备的口吻、责备
的态度。
你再好的意思，问话的时候如果含有责备、反诘，就没有艺术了。
在《战国策》里，有许多君与君、君与臣、臣与臣之间的问答故事，乃至一些游说舌辩之士，在一问
一答之间，都蕴涵了无限的智慧，以及人际之间的伦理纲常。
所以，我们与人说话，最好要学习和帝王的问答，要学习把对方均当成是老师、学者、专家，如此自
能从对话问答中得出许多的智慧。
斗鸡性格人是很不明理的，常常为了一点芝麻小事，而背负了很长时间的误会。
有一位囚犯被关在牢里，埋怨房子小，有一天，有一只苍蝇飞进房里，他就去扑捕，飞东抓东，飞西
捕西，还有没有抓到，方醒悟到原来他的房间竟然这么大，连一只苍蝇也抓不着。
所以，他觉悟到：“心中有事世间小，心中无事一床宽。
”假若，有徒众毁坏常住物，如打破了茶杯或把房子烧了，我不会生气；但是，只要有徒众，用一句
话来伤人、侵犯人，我就比较不能宽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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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侵犯人，就如同给人一刀。
所以，不可以用语言、气势侵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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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星云大师谈处世》的作者星云大师一生致力弘扬“人间佛教”，在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之余笔耕不辍
，著作等身，撰有《释迦牟尼佛传》、《星云大师讲演集》、《佛教丛书》、《人间佛教系列》、《
人间佛教语录》等，主张“你可以没有学问，但不能不会做人。
人难做，做人难。
在现今的社会，人要有表情、音声、笑容，才会有人情味。
懂得感恩者，才会富贵。
一点头、一微笑、主动助人，都是无限恩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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