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佛眼观处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佛眼观处世>>

13位ISBN编号：9787535443977

10位ISBN编号：7535443974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妙皇，黄敏，沈庭 编

页数：21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佛眼观处世>>

前言

　　佛法，首先是一种智慧。
释迦牟尼本来是古代印度一个王国的王子，因为看到人有生老病死等痛苦，所以立志要寻求一种能令
所有人摆脱痛苦的智慧，最后他经过一系列的修行终于觉悟了，从而创立了佛法，成立了佛教。
因此，佛法是一种使人在日常生活中摆脱痛苦的智慧。
它不是战场上的金戈铁马、运筹帷幄；也不是情场上的你侬我侬、缠绵悱恻；更不是官场上的升降沉
浮，勾心斗角，它就是一种生活智慧。
它教我们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在行住坐卧、柴米油盐中，获得一种任运自由的心境。
佛说“境由心生”，幸福与不幸，快乐与不快，欢喜与忧愁都是一种主观心态。
一颗乐观的心，一颗坚毅的心，一颗健康的心是不会被生活中的任何风雨所折服的，自己的心才是人
生的快乐之源。
可是，现代人“舍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像乞丐一样挨家挨户讨饭，却不知道自己家里
就有无穷无尽的宝藏。
意思是说现代人在精神生活上四处追寻快乐，却不知道应该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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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佛法是一种使人在日常生活中摆脱痛苦的智慧。
它不是战场上的金戈铁马、运筹帷幄；也不是情场上的你侬我侬、缠绵悱恻；更不是官场上的升降沉
浮，勾心斗角，它就是一种生活智慧。
它教我们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在行住坐卧、柴米油盐中，获得一种任运自由的心境。
佛说“境由心生”，幸福与不幸，快乐与不快，欢喜与忧愁都是一种主观心态。
一颗乐观的心，一颗坚毅的心，一颗健康的心是不会被生活中的任何风雨所折服的，自己的心才是人
生的快乐之源。
可是，现代人“合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像乞丐一样挨家挨户讨饭，却不知道自己家里
就有无穷无尽的宝藏。
意思是说现代人在精神生活上四处追寻快乐，却不知道应该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
编辑《佛眼观处世：大师谈世事》就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些佛学大师们的金玉良言，使读者在待人接
物、为人处事等方面有所启发，让那些被无聊、压力、忧愁和困惑所俘获的灵魂获得一股“新鲜空气
”。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我想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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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妙皇法师，台湾佛光山法师，佛学大师星云的女弟子，现在是武汉大学佛教系的博士，师从佛学
专家麻天祥教授，对佛理有较深的研究和悟性。
本丛书的另外几位编撰者都是妙皇法师的师妹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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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佛学大师教你为人之道学佛就是学做人学佛是为大众谋幸福广结善缘，自谦而尊人用慈悲心来
软化他人不要忘了基本精神识人之道拒绝是一种艺术退即是进，与即是得好人不寂寞，善人最快乐做
人低姿态，做事高水平为学定要深心恬淡是养心第一法时时处处助人利己，时时处处你最幸福身苦心
不苦走出老年的悲哀，服务奉献社会理解对方，反省自己生儿女易，教儿女难圣人之善，以孝为端要
尊重并体会到对方是一个独立人格顺法调御，以爱教导进步不落后，圆融不极端不仅事情要做好，人
的本分也要做好做好自我情绪管理与人交往须带三分侠义心第二章 佛学大师教你享受生活享受是一种
礼貌、隆重的表示会善用时间，就是会处理生命闲时吃紧，忙里悠闲重新拾回天空的宁静没有智慧的
头脑，就像没有蜡烛的灯笼把“难”字从口边，从心里去除白开水虽淡，可淡有淡的味道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养深积厚，成就必高“忙”没关系，不“烦”就好责任是菩萨的本分
在工作里，生命才有办法安住素菜才是最高级的养生食品第三章 佛学大师教你合理理财开源节流，如
法布施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做好优质的人生规划明白因果，相信命运可以改造八正道是人生正轨要顾及
全局以人为本有钱不会善用是很苦的别忘了经常“打扫”我们的身心追求快乐，取之有道安心定志，
随机应变从自我中心中得到解放扩大我们的生活领域在有限的时光中，扩大生命的价值多接纳人，多
包容人第四章 佛学大师教你心怀社会缔造人间乐土度一切苦厄心怀和平做大地的园丁报恩社会信仰是
社会的向心力人类的生活运作就是一部经济史教化和引导是很有意义的事重视再建民族文化的重心心
怀民生去私戒懒，为公服劳第五章 佛学大师教你调整生活态度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得做好树立健
康的工作态度投人生命，赢得美满家庭、成功事业念头一转，自在即来养成使自己变得优秀的习惯怎
样活出积极的人生遵守规矩才能获得更大的自由贫困不使人痛苦，人却苦于贫困做大事要有恒心控制
自己的情绪，不要被情绪控制有条件的虚荣心心胸开阔，不滞外境有限度的自由发展直击升学压力理
智的青涩之恋珍惜现有的幸福当学会尊重自己站在时代之前第六章 佛学大师教你处理危机化危机为转
机在危机中撑起自己的生命面对问题才能走出忧郁自杀造成没完没了的痛苦对症下药，调服病魔在失
业期间增值自己走出失恋的阴霾走出婚姻危机找出原因，安度经济危机“绝望状态”正是人生的关键
时刻调整情绪，游刃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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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佛学大师教你为人之道　　做人低姿态，做事高水平　　处难处之事愈宜宽。
处难处之人愈宜厚。
处至急之事愈宜缓。
　　处事大忌急躁；急躁则先自处不暇，何暇治事？
　　——弘一法师　　我十几岁在上海念佛学院的时候，除了上课，也做很多杂事。
有一天，全班同学都被派去擦窗户，我很快就把分配到的玻璃窗擦好，于是四处溜达，看看其他同学
擦得怎么样。
　　我注意到有一位同学，他不是在擦窗子，而是不停地用抹布打玻璃窗。
我对他说：“你很辛苦哦！
”　　“倒霉啊，分到这么脏的玻璃窗。
”这位同学的玻璃窗其实并没有特别脏，但他觉得受了委屈，不但抱怨，还用抹布打窗子，这么一来
窗子就更不容易干净了，他又因此气上加气，更为愤愤不平。
　　走着走着，我看到另外一位同学擦得十分慢，嘴边还哼唱着“炉一香-乍一热一”，原来他一边擦
窗户，一边唱诵“炉香赞”。
我忍不住问他：“你怎么擦这么慢？
”“我舍不得擦完呀。
”因为他的炉香赞还没唱完，正享受着呢。
　　同样做一件事，这两个人的心境却天差地别，一个宛如在地狱，一个像在净土。
人一生之中，要做的事不计其数，小到个人卫生，大到国家大事。
有些事是可以依个人喜好来做的，有些事却是无法选择，非做不可，像大家从小到大经历各式各样的
考试，有多少人是喜爱考试的呢？
　　在处事之际，大家的心里都有了一扇被分配的窗子，都得把它擦干净，那么心念的不同，就会让
你有不同的感受：怒气冲天地擦也是擦，唱着歌擦也是擦，但两者心境的距离何止千里。
　　——圣严法师《擦窗子》　　世间上，最难的是做人和处事。
人活了数十载，往往做人不得其分，处事不得其法。
尽管有很多的道理告诉我们如何做人，怎样处事，若我们只知理论，不能起而行，也是徒劳无功。
究竟如何做人处事呢？
　　一、只从柔处不从刚：世间上的人，有的太过刚猛、执著与好强，所谓“好出头的椽子先烂坏”
。
我们口里的齿和舌，虽然齿硬舌软，最先蛀坏的却是牙齿，并非舌头，舌头直到人死后，才逐渐腐坏
，可见柔软比较久长。
《华严经》说：“常乐柔和忍辱法，安住慈悲喜舍中。
”憨山大师也说：“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
”所以做人应该只从柔处不从刚。
　　二、只想好处不想坏：所谓“三界唯心，万法谁识”，你心好，想的事情皆是好；你心坏，想的
都是如何算计人家的坏事。
圣人看社会，大家皆圣人；坏人看众人，全部是坏人。
所以我们应该先把心健全起来。
　　三、服务勤劳不后退：青年守则上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我们在社会上做事要想让主管看重
我们、肯定我们，首先要有勤劳的美德、服务的性格，遇事要积极主动，前进不后退，具足了一些基
本的人生态度，不但能成就一番事业，必然也会到处受欢迎，成为-个得人缘的人。
　　四、恭敬谦和满芬芳：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
我们只要能对人谦卑、恭敬，必能赢得别人的好感，“做人低姿态，做事高水平”，宇宙只有五尺高
，而昂藏六尺之躯的人类生存其间，岂能不低头？
所以做人本来就应该要谦虚，应该要受一点委屈，就像梅花，未经冬雪的熬炼，怎得梅花扑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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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做人要像梅花一般，“恭敬谦和满芬芳”。
　　——星云法师《星云法语》　　决定一个人做人处事成功与否？
要件之一就是态度与观念要正确。
态度、观念偏差，就会背道而驰，永远也达不到目标。
　　我们做人处世应有的态度，我提供四点建议：　　一、法情重于人情：我们都有情感，所以叫有
情众生。
但是-个人如果四处留情，或是过分的感情用事并不是很好。
因此，在感隋的世界里要有理智，要用理智、用佛法来驾驭感隋，也就是法情重于人情。
　　二、清淡重于攀缘：每个人都希望人家厚以待我，同样的，我也应该厚以待人。
可是有时如果太浓、太热了反而不能长久，所以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
”尤其学佛的人，对感情更应该淡然处之，千万不要攀缘，不要到处拉关系、找人情。
　　三、化他重于被化：一般人总是希望被人关心、呵护，希望人家来度我、给我。
“弘法为家务，利生是事业”，弘法利生既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的事业，我们就应该积极的来化他
，给他人利益，这就是菩萨化他重于被化的精神。
　　四、有道重于有财：有句话说：“万贯家财不如一技随身。
”有的时候技能重于财富，如果我们不但有学问，更拥有慈悲、人格、道德，那就更远胜于财富了。
我们要了解，财富、金钱有时用处不当，反而会招惹出麻烦，因此不如有道德反而能带给我们安全。
　　学佛是人生向上事⋯⋯向上，就是向好的方向努力，一步步地前进达到那至善的最高峰，也就是
学佛的意趣所在。
人之常情，无不喜爱向上向好的，除非是失意分子，因为事业等失败，使他意志消沉，不想振作，索
性做一个社会上的败类。
但这种人究竟是少数，而且都有机会改善的。
平常以为人生好事，是家庭生活美满，儿女多，身体健康，有钱有势，当然这也是人生的好事。
可是依佛法说：这是好的果，并不是好的原因。
要想获得良好的结果，不能就此满足，因为这是要过去的。
必须积集良好的因，才能保持而趋向更好的。
　　——印顺法师《妙云集》　　学佛是向内寻找自我，找到自己的佛心、佛性；是一种向真、向善
、向美的智慧之举。
　　——星云法师《佛光菜根谭》　　学佛就是学做人，学做一个好人，学做一个明白人。
儒家讲“止于至善”，佛法确实将这句话圆满做到了。
“至善”是善达到极处，达到究竟圆满。
儒、佛都有一套达到至善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基础，可说是完全相同。
儒家教学首先列出“三纲、八目”，佛法教学首先提出“四弘、六度”，这两者的精神与内容非常接
近。
可见孔老夫子与释迦牟尼佛的思想、见解、教学、行持，不谋而合，正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
　　六道众生最容易得度的是人道，所以菩萨示现成佛也在人道。
⋯⋯我们这一生能够得生人道，机会非常难得可贵，可贵在容易觉悟、容易得度，所以我们一定要把
握机缘。
而这个机缘并不长，因为人的寿命很短促，纵然活一百岁，也是一弹指、一刹那而已。
寿命短，显得这个机缘格外可贵，因此得人身若不闻佛法，实在可惜；而得人身没有机缘闻佛法之人
，确是占大多数。
在现代，佛法借着科学技术，普遍向全世界宣扬，无论信与不信，所谓“一历耳根，永为道种”，这
是世间人有福。
若在这一生中，真正能脱离六道轮回，就是真的成就。
反之，这一生不能脱离六道，来生依旧免不了轮回；这一轮回，不知道要轮回到哪一劫，才能再遇到
佛法。
绝对不可能生生世世都遇到佛法，若生生世世都能遇到，我们早就成佛了，可见这相当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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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佛法，大家都希望在这一生中成就，这并非难事，确实每个人都能做到，关键就在觉悟。
知道自己的毛病，就是觉悟；将毛病改正，这是修行。
要是不知道自己的毛病，就无从改起。
但一个人要知道自己的毛病很难，他总以为自己样样都对。
而凡夫之所以为凡夫，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自以为是。
菩萨与凡夫不同之处，就是菩萨没有“自以为是”的观念，只知道自己毛病太多，天天反省，天天改
过，这是觉悟的人。
迷人自以为是，即使反省也认为自己没有过失，过失都在别人。
殊不知见到别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过失；几时见不到别人的过失，自己的过失就没有了。
　　惠能大师说，“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见到别人有过失，就是自己烦恼习气起现行。
外面是缘，缘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引出来，这就是大过失。
所以会修行的人，所有的外缘都是善知识，善人善事可以学习，恶人恶事资助自己反省改过，顺逆都
是善知识。
在反省中，正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菩萨修行能成佛之理在此。
若不明道理与事实真相，学佛不能从心地上真正做一个转变，就是学佛也依旧造罪业，正是古人所讲
的“地狱门前僧道多”。
这个“僧”，不一定指出家人，在家人也包括在其中；僧是团体，无论出家、在家，学佛的团体都称
为僧团。
　　——净空法师《学佛就是学做人》　　众生心力是相续的，不是新起的，也不会断灭的，偶尔变
化亦不过是生命的一个阶段。
我们若了解人生宇宙原理，则所起一种思想，一种动作，可以改变人生宇宙一切。
故勤做善事能令人类众生完善，否则亦能令一切众生堕落。
如杀害他人而想利益自己，是违背因果的，实际上还是自害，例如日本之侵略我国，而现在将渐次灭
亡了，故知一切都有因果。
　　第一，一切须以众生之利益为前提，如此方可造成完美的人生。
故在佛法的原则上，须要贡献自己所有的，使一切人类进步改善，使一切人类都无侵略争夺之事，乃
达到世界永久和平。
尤其现在交通发达，倘若一个地方发生战争，很容易波动到全国或全世界，故若不急求世界永久和平
，则今后人生将永远沦在战争的残酷中。
再如前次世界战争与此次大战相较，其破坏力量远胜过去，故现在世界永久和平，是迫切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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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佛眼观处世：大师谈世事》用佛的智慧透悟人生真谛，解答当下困惑，指引人生出路：用佛的
视角揭示生命真相，坦然面对生死，积极把握今生。
佛教的智慧指点你：透悟人生真谛，解答当下困惑，引导人生出路佛师说：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
他人就有幸福。
　　学佛就是学做人，佛教的智慧指点你：透悟人生真谛，解答当下困惑，引导人生出路，佛师说：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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