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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带着佛性生活佛学是生活的学问，目的在学习正确的生活。
学佛也是为了圆满人格，目标是在学习过着正确完美的人生。
在佛的眼光中，一切人类及众生，同具佛性。
本性清净的心，我们的佛性，我们净观明觉的本性，容易遭受烦恼情绪掩盖，使我们作出错误的行为
。
错误的行为就是恶业，便造成了轮回，枉受种种业报的痛苦。
带着佛性生活， 生活中少犯错误。
破除“我执”。
人生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痛苦、烦恼病根，只在于“我执”。
因为有了自我的坚执，才产生诸多颠倒妄见，认虚为实，以假作真，随著幻生幻灭的外境打转，因而
迷失了常住不易的本性。
同样，人和人相处，应常常借用对方的眼睛看彼此的世界，去除“我执”，常怀无私之心。
行善。
行善并非责任，它是一种权利，可以让我们拥有健康和快乐。
佛的悲愿，是要使人人及一切众生，都能成为和自己一样的至善、至上的佛陀。
宽容。
宽容与了解的心，是心灵平静的因素，而爱、忠诚与关怀，才是人生不渝的宝石。
去宽容你的朋友，并不能说明你的大量；能正确地去谅解你的敌人，那才算是到达了宽容的真谛。
能欣赏人间一切美丽清香的人与事，对人间万象抱著更宽容、更喜爱的胸襟，把把佛家所讲的“空“
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之美。
超越欲望。
人生在世，除了生存的欲望以外，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名利、金钱、情欲等。
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太强烈，是造成痛苦和不幸直接原因。
修道人的生命幸福，是一种无欲与奉献，它是一种超越欲望后的安稳与宁静。
古时候有些国王都是如此，对他的太子说，我王位给你们，谁要作都没关系，我要去作生命的国王，
我不要作世间欲望的国王，好痛苦的。
要完成佛性的觉悟，就要从内心把一切众生都当成菩萨。
永远不要看众生的过失，那么心的频率就与诸佛菩萨相同，自然就是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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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曰：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一叶一如来。
　　一切都要由来，你想要得到，你就必须有所付出，这是永恒不变的。
本书过海涛法师对人生的释义，对大众的生活、感情、心理等方面进行引导，启发人在成长、成功的
过程中把握住自己，沿着正确的方向完善自我。
　　海涛法师以佛教精义为根底，对世俗社会万千的人和事，即人生观、价值观、爱情婚姻、家庭教
育、人际交往、成功励志、心理等诸方面进行阐释，勘破纷扰表象，指向自省自在的人生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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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海涛法师，俗姓黄，台北市人。
1982年中国文化大学观光系毕业。
在出家十余年中，不断通过电视、广播、心灵讲座、游化朝圣以及传授八关斋戒、护生、放生等活动
，来培养大众对正信佛教的认识。
现任生命基金会董事长、生命电视台台长、重庆市华岩寺佛教基金会董事、马来西亚海涛生命基金会
董事长等。
在未皈依之前创下几代后人都用之不尽的财富，却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毅然皈依佛门。
只因深惑：人生忙忙碌碌所为何事？
更因有缘窥得佛法的博大精深和崇仰佛学中圆融的人生哲理故而皈依佛门，终究成为一代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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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致富的愿景人人都应该重视致富，并努力去掌握获取财富的学问。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富就是你吸引来的。
面对金钱金钱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金钱可以提供给我们更加舒适的生活，可以让我
们的行动更自由。
我们生活的目的大多数是想生活得更好一些。
然而我们又不可过于看重金钱。
佛教并不是不追求金钱名利，佛学说不要执着金钱、名利、权势等过眼云烟的东西。
因为一旦钻到钱眼里，金钱就会束缚个人的自由。
因为金钱的诱惑，常常似乎与手头拥有的数目直接成正比。
你拥有得越多你就想要得越多。
同时，你拥有越多，你需要得越多。
佛家讲布施，要净财、净施。
所谓净财，就是清净的财富。
净财不但是维持生计的必要条件，同时还能利益社会、造福人类。
不可以说我抢别人的钱、偷别人的，我来布施供养，这是不净财，这受恶报。
有位个体店主，他开了一辈子的店，挣了很多很多钱，晚年本该頣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可他还在
苦苦经营。
他不大吃大喝，也不嫖不赌，更不穿金戴银，生活非常简朴，儿女们也不需要他的钱，在钱上对儿女
的态度同对陌生人没什么区别，他也从不做慈善之举做捐赠之事，他天天说我很累很累，可以看出他
也不是受好他的经营，因为乐此是不疲的，人们不明白他为的是什么。
最后他老死在店中，死时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所穿的袜子上有几个洞，就像他残缺不全的人生
。
他成了金钱的奴隶。
他虽有钱，却没能得到钱所带来的物质上的享受和精神上愉悦。
他的一切思想和情感都透支给了为挣钱而挣钱的忙碌中，消磨在日复一日的只挣不花的盘算中，生活
质量连普通人赶不，实质上是个能挣钱的乞丐。
他的金钱观于人生没有意义，一点点意义也没有，他只是做了一场金钱的白日空梦。
人是要做金钱的的主人的，理性的安排你的仆人——金钱。
看细小的东西须用放大镜才能得能看清楚，那就把这个问题放大了来谈。
我曾问过许多人这样的话：假如你现在是亿万富翁你准备干什么？
回答各不相同，静心仔细想想，这些人在没钱的地位谈有钱的事，有的不认真，有的言不由衷，有的
信口开河，假想必竟不能代替现实，若他们真的成了亿万富翁，他们的思想言行极有可能都不是他们
所答的那样，没有切身的体验，那能有真实的感受。
我有这个愿，必然会遇到一个这样的人。
他以前是个很普通的人，后来中了大奖，一夜间挤身于千万富翁的行例。
他找到我对我说：中奖的那一刻，我哭了，我不是信徒，但我却有生以来第一次叩拜上苍，感谢上苍
的赐与，从此以后，再不用为挣那点可怜的生活费而耗费生命，再不用为了找活干而请客送礼，再不
用为了保住那可怜的破饭碗向人卑窮屈膝，再不用讨人欢心只为了向人借钱，再不用借钱还债，再不
用躲避同学朋友的相聚，再不用躲避亲人痛爱期待的目光，再不用因没钱培养孩子而夜不能寐。
可后来丰富的物质生活让我颓废，吃什么没味，做什么没劲，整天无精打采，我很迷茫。
都说要做钱的主人，怎样才能做钱的主人呢?一、树立起理想。
具体的讲就是做自己心中想做的事，做自己愿望中的事，注意，可不是欲望中的事，每个人的内心都
有想要做的事，只是被尘世间琐琐碎碎忙忙碌碌的俗事所蒙闭，没有宁静的心态，心灵的事流淌不出
来。
现在有了钱，可以不必再为俗事烦心，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你心中想做一事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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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了就去自由自的去做，钱是你能够自由的工具。
假如你想当作家，就沿着这个方向努力，因为有了钱，作文不是为钱而作，不用借意衍文，装模作样
，粗制滥造而应付作品，只写心中要说的话，人笔写人心，写你真实的思想情感。
因为不是为钱而作，不成功也不影响你的生活，所以你会最大限度的放松读书写作时的心态，进入真
正为文的境界。
钱是你理想的保障。
二、克制自己的欲望。
人在大富面前心中各种欲望会纷纷而起，在加上外界各种欲望的引诱以及花样繁出的欲望的价值观念
的支持，人很难把持住自己。
有个人也是中了奖，是十万元，可这个人没有德行，走向了吃喝嫖赌的路，把钱挥霍一空。
这人以前抽三元钱的烟，重奖后最少要抽二十元的烟，钱花没了，回头再抽三元钱的烟直恶心，不赌
不嫖不吃不喝简直活不了，钱把这人的欲望之心培养成了，他债台高筑，后来管父亲要钱遭到拒绝后
把自己的老父亲杀了。
中国古代许多高雅之士视金钱如粪土，但在我看来，钱就是钱，是中性的，用的好就是善的，用的不
好就是恶的，全在人心。
一物两用任你选，心向哪边定善恶。
世间万事万物又何尝不是中性的？
佛家讲，善恶出自于人的一念。
只要你有理想，做自己心所想，克制自己的欲望也不难。
三、理性的、随缘的对待慈善事业。
很多人有了钱就去捐助，捐助当然是善事，能种下善的因，但也有负的一面，因为这样会引起人们、
媒体对你的关注，很容易成为谋利者拜金者追逐的目标，很容易生出名利之心的执著而上瘾，总喜欢
众星捧月般的围绕，否则就寂寞难耐，从而扰乱自己，决不能因随便狂妄的施舍而显富招来不必要的
麻烦。
随缘而做就是顺其自然而做，一切自在天缘，免遭无妄之灾。
对待亲朋好友及周围的的贫者也要坚持这个原则。
不要随便给，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失时机的帮助他们，他们得到的不仅是钱，把钱给亲人，
让亲人感到亲情的温暖，把钱给朋友，让朋友得到友谊的珍贵，把钱给贫者，让贫者知道人世的人性
还有热度。
只愿他们得到的不仅仅是钱，而是一份人性的爱，在爱中能够振作起来，用钱唤起人性的善。
钱只是爱载体。
佛法在高层次上以为：善心用的不当也是有为的，专做善事还是为，荡尽妄念，执著心去才时真正的
无为。
四、不要显富。
很多人有了钱后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皆标新立异，其目的是张扬自己有钱，张扬的背后是蔑视嘲笑比
自己穷的人。
如此招人嫉恨，显不得失。
狐狸不正是因炫耀自成美丽的毛皮而遭到噩运被人们剥去皮毛的吗？
一个有钱人在公共场所大谈其有多少多少幢楼，有豪华的轿车，我多少多少钱，并说某某活得那个穷
酸样，也能算是个人？
找棵歪脖树吊死得了，谁嫁给他真是倒八辈子霉了，他家那个孩子还上啥学呀，鸡窝里还能飞出金凤
凰！
他常常遭人暗算袭击，家中被盗，最严重的是儿子被人捆了手脚堵了嘴塞进马胡路里。
谋财的人无处不在，就像修炼中的魔一样，无孔不入，嫉恨会让人发狂的。
显富之心本是魔性的体现，显示只能招至魔。
五、正确对待遗产问题。
有钱人都会想到这个问题，在凡都在想，我走了，把钱留给儿孙，此生不白忙，我的子子孙孙永远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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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芸芸众生如此想也不为过，但谁想过给儿孙的一定是钱吗？
按照中国的传统，供孩子上学，找工作还有结婚，以后若孩子有困难也可以帮一点，但不能太多，从
经验上年看，真正成功的有钱人哪个是靠父母的恩赐，都是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孩子行，没
有遗产一样行，孩子不行，给座金山也不行，钱在不行人的身上，只能是个祸根，轻者祸害自己和家
人，重者危害社会。
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为情寻烦恼。
人各有命，不是说你给他多少钱就能解决他一生的问题，解决人生的问题一定是在生活的磨炼中，而
恰恰是让他丧失这种磨炼。
没钱的时候为了生活忙忙碌碌，没有时间思考人生的问题，有了钱一定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下，从这个
意义讲，钱是思想的时间，有了明确的思想，就知道自己该如何活了，知道如何活就能做金钱的主人
。
在金钱面前必须要有理性，理性就是佛家的定力的根基，定力是修炼层次的体现，那么对待金钱的理
性该是做金钱主人的力。
佛家认为，钱财乃从德中化来，德乃生前所积，无德而不得，失得而散尽，所以求财者必先积其德，
吃苦行善可积众德。
为此必晓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
天道无亲常与善，善虽不一定让你财源滚滚，却能使你丰衣足食。
假如你现在是亿万富翁你准备干什么？
这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每个人都应好好想一想。
禅悟人生财从德来，财必反作用于德才是人天的和谐，为何不为佛法的发展和弘扬做点奉献？
也是为你自己呀。
我们要多求智慧，不要只顾著求财富，因为求智慧可以令人一生快乐、一生受用不尽，求财富只能令
人快乐一时。
 人间的一切事物、财富、名位、爱恨、情仇，无一不是如露如雷，刹那变灭。
唯有不再执著，放下万缘，远离虚妄，才能生活在自立、自主、自由、自在的美好意境中。
闯“闯”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修行。
佛家的“空”不是出世，而是一种积极的入世态度。
放下，不执著，让你轻装上阵，闯出自己的天空。
在各种各样的行业里成功的条件各不相同，但在所有成功的里面有其基本的也是共同的东西，那就是
闯。
上至帝王将相伟人的成功，下至平头百姓的成功，莫不贯穿着一个闯字，尤其在起步之初，敢闯的精
神至关重要。
有个农村老太太，儿子被人欺负，有人让她去法院告状。
老太太有个陈旧的观念，认为法院就是过去的衙门，里面的人都凶神恶煞般，老太太没有勇气去。
可痛子心切，老太太咬咬牙还是去了。
她忐忑不安恍然如梦般脚下软绵绵走进了法院的大门，哆哆嗦嗦向接待她的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工作人员听明白事经过后，给她指明了方向，老太太走出法院大门时，只觉得阳光温暖，一口气松了
下来，精神百倍。
第二次再来时，虽有点心跳，但也只有只己知道。
第三次来时，已是心中有数，稳步健行，用她自己话来说就是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是朋友。
事情解决后，老太太为了表达谢意，拎着一筐鸡蛋竟然闯进了法院工作人员的家，显然成了小江湖。
这在以前她是想也不敢想的。
后来村里谁要打官司，都说，去找老太太问问，她行。
她的行是她自己闯出来的行，你要去闯你也行。
老太太要是听说谁有不公的事，一脸严肃地说：你找我，不行去法院告他！
一身正气。
闯让他有了自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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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开始为什么为敢去，是因为对陌生环境的自我恐惧，克服这种恐惧唯有去闯，闯进去就不陌生
，不陌生就熟悉，熟悉了就有了自信，有了自信事情就能做好。
只要去闯，结果有两种，或者成功或者失败，成功的机会有百分之五十。
犹豫不决成功的机会只能是百分之零。
由此看出，只要去闯就拥有一半的成功。
人世是佛法开创的一个层次，人世必有佛法的基因，勇猛精进就是一个因子。
要想理解闯，先看看这个“闯”字，“门”字加上“马”字，马被困在门里，怎么办？
冲出去，那就是闯。
要想形象的理解闯的精神，不碍去看看被困在门中的马是如何破门而出的，那种不屈于束缚向往自由
强壮遒劲雄浑的气势和不屈的引嘶长鸣会让你感动的，会激发出灵魂中不受羁绊的豪情，高唱一首：
为我理想去闯。
不论你有学富五车的知识，还是你有才高八斗的能力，这些才干付之于实践的时候，如果没有闯的精
神，是龙你得盘在深渊里，是虎你得卧在深山中，永远得不到外界的认可，何谈成功。
闯是成功的千里马，闯是鲲鹏九万里的翅膀。
动物世界的节目里有这样一个画面。
一头鹿和一只豹相遇在小路上，豹死死盯着鹿，只要鹿稍一退缩给豹一点机会，豹立即会扑上去咬住
鹿的喉咙。
鹿不仅不退，低下头瞪圆了眼点着小碎步一点一点逼近豹，来回甩动的小尾巴证明鹿不是美丽的也是
无畏的，这副画面让相对弱小的鹿具有了至上的尊严，感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苍凉
悲壮，感到纵死犹闻侠骨香的美，激发出：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的豪情。
豹扑了上来，刹那间鹿瞅准了机会，猛地向上一挑头，温顺美丽的鹿的尖厉的角挑开了狂暴豹的肚皮
。
鹿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狭路相逢闯者胜，动物也是知道这个道理的，万物有灵嘛。
任何壮丽的蓝图在付之于实践的过程中，计划的再周密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在意料之外的难题面前只有瞪圆了眼睛盯着目标去闯。
在困难面前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只能停下敲响的战鼓放倒冲锋的战旗。
有了困难不可怕，佛法中相反相成的理告诉我们，困难中自有解决困难的办法，只要去闯。
不要认为只有人世需要闯，修炼的人同样需要闯的精神。
修炼要想提高层次，是要闯关的，闯色观，闯财关，闯情关，闯酒肉观，闯心性关等等一切执著关，
过不去，提高不了层次，不能往上再修。
修行修行，顾名思义，不仅得修，还要有行，行乃行走之义，含有走出去做具体事情之意，不能只在
庙里诵经拜佛，还得出去做事，只不过佛家管这种闯叫云游，你看济公和尚云游天下做了多少事，留
下了多少故事，如此才可圆满。
修炼也是这样的呀，万物一理嘛。
信仰佛法之地有大雄宝殿，宝殿两侧有两座石狮，为什么要放狮子呢？
其意为：修炼不可萎靡怠惰，要像狮子一样勇猛精进地闯关修炼，人世暂短，机会难得。
勇猛精进就含有闯的意义。
闯吧，这是佛法的旨意，顺者精神抖擞，逆者萎靡不振。
禅悟人生清贫不是一般的贫穷，而是由自己的思想与意志，积极创造出的简朴的生活形态。
闯是一种勇敢的精神。
一步登不上天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一千里中，一步走在其中，千步也走在其中。
禅的修行，像水之常流一样，日日做小小的修行，只要持之以恒，也可达到悟境。
很多大事都是积累瞬息的努力，几十年如一日，才最终取得印可证明，成为一代名师。
最开始的第一步被认为是与其他一千步不同的，但就行千里而言，一步与一千步又无本质的区别。
在一步之中有千步，千步之中又是由一千个一步集聚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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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始点上的第一步如果被认为是旅途的内容的话，那么经几千公里而到达终点的千步同样也是旅途
的内容。
因此，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一步一个脚印，不仅是克服自身惰性的有效方法，而且更是练就不
屈不挠的韧性的最佳途径。
正是这种韧性推动着你不断耕耘，不断收获，又不断地走向目的地。
日本富士银行的创立者安田善次郎先生，是一位热心贮金的人，他的贮金哲学是，抛却不切实际的幻
想，从一点一滴做起，既注重最初的起步，又重视中途的发展，把整个过程连为一体。
他说：“要说存钱无论谁都能够，可是这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真正坚持做好这件事的，大体说
来，主要有以下四条缺点所致：第一，最初打算存钱的时候，想一下子存很多钱，而实际却做不到。
起点太高不行。
第二，有很多人存钱是因为想摆阔，并没有多少钱可存，因此也不可能坚持下去。
第三，有些人想一下子变成百万富翁而突然性起所致，听信了别人的话而自己克己之心太薄弱，从而
半途而废。
第四，有些人不愿意一步一个脚印地努力攒钱，而只在最初时努力，过不多久就急于求成了，从而徒
劳无益。
想想觉得自己很傻，不知道‘积腋成裘’的道理。
总发心、实行和坚持，这三者必须一体之，存钱的要诀在于化，否则不成。
”安田先生的贮金哲学说明，做任何事都不能有“一步登天”的幻想。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最初的开始固然十分重要，接下去的实行也不可忽视。
否则的话，即使有非常漂亮的开头，若不能继续坚持，最终必将前功尽弃。
把存钱当做一种修行，天长日久，积累起来的不仅是一笔财富，更重要的是成就一番事业所不可缺少
的坚忍不拔的品质。
这是其一。
其二，百折不挠，立志努力干下去。
任何事物前进的道路都不会是一条坦途，而是充满着艰难和曲折，想要取得成功离不开百折不挠的韧
性。
这种韧性的取得，需要不断地努力、努力、再努力。
《正法眼藏随闻记》上说，看人能否有出息，主要看其是否有志气，看其志有不达时的情况。
原妙禅师教诲他的弟子：“修行这件事，好比逆水撑船，前进了一篙之地，却被冲退了十篙之地，前
进十篙，冲退百篙。
越撑越退，退了又退。
纵然直退到大洋海底，仍然再调转船头，还是决心要从那儿撑上去。
如果具有这样的品格志向，就是到家的消息。
”做事情，如同修行一样，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一个人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性。
第三，树立志向，不要半途而废。
有言曰：“有志之人立长志，无志之人常立志。
”就是说，最初的决心好下，而要坚持下去却非易事。
因此，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努力做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道元禅师认为，志向不仅表明一种韧性，而且还可以用来判断一个人的智与愚。
他认为人类的贤者与愚者，并没有头脑和智愚之分，只有志向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智愚来。
无论头脑有多么愚笨，只要下定决定立志修行，也会有发展变化的。
在修行过程中，如果得到悟性，人会变得聪明起来，志向也越发坚定。
反之，若修行半途而废，则志向也就颓废了。
古语说：“细水长流，滴水穿石。
”意思即说，再小的水，如果日日冲击相同的地方，就可以打穿坚硬的岩石。
小溪潺潺，天长日久，终能洗砂磨岩，汇成一泓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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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力量，就在于长流能将坚硬的磐石磨去棱角、改变形状，使之圆滑润泽。
做任何事，都应有滴水穿石般的韧劲，经商也不例外。
首先，在经营中，不管从事何种工作，都要最大限度地尽职尽责。
我们知道，一个人求道修行的时候，一开始往往被禅师分配去做扫地、挑水、砍柴等粗杂活，这些粗
杂活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如果不尽心尽力地去做，就会给人一种浮躁散漫、精神不振、支差应付的感
觉，这样就得不到禅师的首肯和点悟，于是一生碌碌平庸而已。
正是日复一日地做这种近似机械般的粗杂活，才磨砺出了一个人做大事的韧性与意志力。
其次，要想练就韧性，必须抛弃那种“一步登天”、不切实际的幻想。
《正法眼藏》告诫人们不要过于贪求荣华富贵，而应当脚踏实地地走自己的路，别以幻想代替现实，
虚度了年华，否则是很愚蠢的。
禅告谕世人，一个求佛道的人，如果想通过佛道修行来取得高官厚禄，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其结果必
然是虚度了自己的一生。
这种一味追求荣华富贵而不切实际的人，即使是在俗世当中，也同样是徒劳的。
一个人只有脚踏实地地专心致志于某一职业，才有可能取得成就，这也就是修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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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圆满:海涛大师的人生创意课》：海涛法师本是台湾一富商，因对佛法的感悟，因此毅然抛弃亿万家
产出家，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圆满:海涛大师的人生创意课》是一位台湾的佛学大师经过人生的历练和升华后所参悟出的精华，是
大师弘扬佛法，引导大众健康快乐生活、设计精彩人生的经典之作。
最独特之处在于其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了其中，给予大众最智慧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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