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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觉法语:禅与智慧人生 

 禅与智慧人生（一）  
 
必须要有「正知正见」，也就是「正确的人生观」，  
才能安稳的踏上人生大道，  
行为有了准绳可依，才不致于迷失，  
社会也因此而得以安定祥和。  
--------------------------------------------------------------------------------  
 
   
 
   当人出生以后，不祇要面对生存的问题，还要面对社会与人群，这谁都

难以避免，毕竟人是群体的动物。人生的范畴是广泛又错综复杂，要如何使你

在这一生当中， 过得和谐、安详、舒适、光明、幸福，进而更能提升到解脱

自在的境界？首先，必须要有「正知正见」，也就是「正确的人生观」，才能

安稳的踏上人生大道，行为 有了准绳可依，才不致于迷失，社会也因此而得

以安定祥和。  
 
   我国五千多年固有文化精髓─「伦理与道德」，所阐释与发扬的就是这种

正确的人生观，它使社会、家庭、个人有秩序、纲常与原则，「伦理与道德」

就像一盏明灯，使你的人生有了光明与依循。  
 
   在佛法里，这种「正确的人生观」叫做「正知正见」，又叫「正智」，

然而，有了正智还不是最究竟的，佛法所弘扬的是如何将它提升到「完美人

生」的境界，达到 至真、至善、至美。这种提升必须具有佛的智慧、清净、

光明与慈悲，我们称它为「净智」─清净无染的智慧，「净智」是每一个人的

自性里本来都具足的，佛是彻 底的契悟它、开发它、进而发挥它，而我们则

尚不能确实清楚地掌握它，「佛」与「众生」的差别就在这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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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与智慧人生（二）  
 
真正的「禅」是有慈悲又有智慧，  
能提升正智，又能达到净智──  
佛的境界，  
是清净且圆满的！  
   
 
   智慧粗略的可以分成四种：（一）愚智（二）邪智（三）正智（四）净

智。知见上的偏差而生执着，是非不明、本末颠倒，就是「愚智」，就是「邪

智」，这种人生 是黑暗、烦恼、苦闷与抑郁的，人格也不完整，缺陷的人格

不但影响个人，严重的还会危害到家庭、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禅」能够破

除愚智、邪智，提升「正 智」达到「净智」，只要你能真正明白「禅」的道

理。  
 
   佛经上说：「有智慧就有光明，没有智慧的人生是黑暗的。」，可见正

智、净智，在人生中所占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佛法不只讲「智慧」，而且讲「慈悲」，「智慧与慈悲」是佛的本质与

内涵，也是学佛修行者追求的目标，用现代人的说法，「慈悲」属于「感

情」，「智慧」就是 「理智」，有慈悲没有智慧，容易为情感所左右，一生

的前途、事业就无法出人头地；只有智慧没有慈悲，整个人就会冷冰冰的，人

生也是不圆满。真正的「禅」是 有慈悲又有智慧，能提升正智，又能达到净

智─佛的境界，是清净且圆满的！  
 
 
 
 
--------------------------------------------------------------------------------  
 
 
 
禅与智慧人生（三）  
 
对社会与人群会存着一种「感恩的心」，  
用这种心态去对待工作与工作的夥伴，  
随时都会感到愉快与满足！  
   
 
   谈到人生，应该从两方面来讲：一「人的生活」，二「人的生命」。人

有了「正智」、「净智」，生活一定非常地落实与丰富，生命也是无穷尽的。  
 
   我们要如何把「禅」的道理落实在生活里？首先必须随时保持「知足常

乐」的态度，「知足常乐」听起来有点消极，功利社会讲求的是效率与竞争，

会不会阻滞社会 的进步？其实不然，「知足常乐」非但不消极，反而是活

泼、积极的，用现代人的形容词叫「敬业乐群」，人之所以有烦恼，原因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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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足」。例如当你找到一 个工作以后，你所想的是要怎样往上爬，要怎

样才能出人头地，所谓「这山望到那一山高」，当你所想的就是这些的时候，

烦恼就产生了，如果能用另一个想法： 「这份工作确实得来不易，它是社会

上种种的因缘与助力，才让我得到这个工作机会。」自然你就会珍惜与尊重这

份工作，而且对社会与人群会存着一种「感恩的 心」，用这种心态去对待工

作与工作的夥伴，随时都会感到愉快与满足！  
 
 
 
 
--------------------------------------------------------------------------------  
 
 
 
禅与智慧人生（四）  
 
佛法上说：「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  
就是要我们「知恩」、「报恩」。  
报谁的恩？  
报父母、师长、社会和国家的恩。  
   
 
   佛法上说：「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就是要我们「知恩」、「报

恩」。报谁的恩？报父母、师长、社会和国家的恩。为什么？我们从出生到学

业成就阶段，都 是仰赖父母的生育、养育与照顾；求学阶段，师长给予我们

指导与教诲，使我们有谋生的技能与知识；社会与国家，给了我们工作和安

定，如果没有这些，我们的生 活就会产生困难，事业也不能成就，这些人对

我们都有直接与间接的帮助，我们能不感恩和报恩吗？  
 
   我们还要有「好事给他人，坏事给自己。」的认识，什么是「好事给他

人」？例如一家公司如果没有员工及消费者，就不能成就「董事长」这个职

务；一个国家如果 没有人民与文武百官，就不能成就「总统」这个职务；个

人的成就其实是大众所成就的，所以成就的果实应该与大众分享。什么是「坏

事给自己」？当我们碰到挫折 或失败的时候，应该仔细的自我检讨失败的原

因，并找出缺点加以改进，不要责怪或归罪给大众。明白这些道理，我们的心

就会安定下来，对社会与人生的看法就不 一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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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与智慧人生（五）  
 
如果我们懂得「禅」的道理，  
而且能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里，  
不但可以减少很多烦恼，  
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和谐，  
社会也会更祥和与光明。  
   
 
   我们生活在这个所谓太空时代、知识爆炸的社会，人类的科技与知识提

升到一个极高的领域，其实这只是「心意识」的提升，没有「正知正见」的引

导，知识会畸型 发展而变成病态，科技的发展如果没有「正智」、「净

智」、「慈悲」做基础，每一种发明反而会造成自我的摧毁，新奇的犯罪方

法，不也是科技发展下的产物？ 「禅」在这个时代里，更凸显出它的重要

性。  
 
   不管做人做事或服务人群，甚至救国救民等崇高的理想，都必须透过

「禅」的「慈悲」、「平等」、「正知正见」及「清净的智慧」来引导，如果

我们每个人都能确 实而诚恳的去修习，则儒家所说的：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的社会，绝对不是梦话。  
 
   在这个充满物慾的社会里，人们的精神层面因缺乏「正知正见」的指

引，烦恼与苦闷在加深，伦理与道德也开始在沦丧，社会的乱象更层出不穷，

人们已经不知道要 将心安住在那里？如果我们懂得「禅」的道理，而且能把

它运用到日常生活里，不但可以减少很多烦恼，而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

得更和谐，社会也会更祥和与 光明。  
 
 
 
 
--------------------------------------------------------------------------------  
 
 
 
禅与智慧人生（六）  
 
戒、定、慧称为三无漏学，  
它虽然有层次上的分别，  
其实修一就具三，三个是一体的。  
   
 
   希望有一个充满光明、智慧的人生，在佛法里面有一种法门，称作「三

无漏学」─戒、定、慧，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第一步必须先「持戒」，「持戒清净」了再修「定」，心能定，久而久

之「智慧」就自然现前了。佛法的用语─「戒」、「定」、「慧」称为三无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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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它虽然有层次上的分别，其实修一就具三，三个是一体的。  
 
   为什么把「戒」列在前面？是不是佛陀专制不够慈悲？其实「戒」就像

国家的宪法、学校的校规，对一个守法的人来讲，法规是多余的，因为他不会

去触犯，却会因 为有法规的保护，随时都是心安理得的。「戒」是为不知道

或已养成坏习惯的人而设的，以轨正他的行为；戒的目的及功用，就是要彻底

的拔除坏习惯、养成好习 惯，进而达到身心清净。  
 
   当「持戒清净」，心自然的就「定」了下来，所谓「心静如一潭止

水」，烦恼愈来愈少，心结也就慢慢打开了，心结打开了，身体方面的疾病自

然就消失了，逐渐的 就自然产生「智慧」，然后用智慧去观照、断除自己的

烦恼与执着，「烦恼」与「执着」永不再起时，就达到了「清净的智慧」─
「净智」。  
 
 
--------------------------------------------------------------------------------  
 
禅与智慧人生（七）  
 
烦恼即菩提，  
烦恼与快乐、自在，只在一念之间而已，  
关键是──  
面临事情时，能不能定下心来？  
有没有智慧去认识与观察！  
   
 
   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能够运用智慧来照破这个世界及周围的烦恼，就可

以活得自在，家庭、学校、社会、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道场」。禅宗祖师说：

「挑柴运米皆是 神通妙用」，若能悟到「禅」是无所不在的，人生就解脱

了，正是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大块假我以文章。」达到了这种境界，心是

清净的，灵感自然现前，悠游 于大地万物里，信手拈来的都是最好的文章，

不需要假手于技巧的训练，和刻意的雕塑。  
 
   不祗是写文章如此，即使从事各种行业，也能把事物的环境、管道看得

清清楚楚，人与人、物与物之间产生的关系，也能和和谐谐、明明白白的，处

理事情也能得心应手，这种智慧的人生，是每个人所追求的。  
 
   佛法上说：烦恼即菩提，意思就是说，一件所谓「苦」、「烦恼」的事

情，透过「智慧」，对事情能清楚的认识与观察，而将苦与烦恼的观念转换成

快乐、自在与安 祥的。烦恼与快乐、自在，其实是在一念之间而已，关键是─
面临事情时，能不能定下心来？有没有智慧去认识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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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与智慧人生（八）  
 
佛的慈悲与智慧是无所不在的！  
扫地、扫厕所，乃至五体投地的拜佛，  
都有很深的含义。  
   
 
   佛经上说扫地、扫厕所有种种的功德。依一般人的观念，那种不乾净的

地方，想避都来不及了，何况去扫它呢？况且还是件下贱的工作，怎会有功德

呢？  
 
   佛的慈悲与智慧是无所不在的！扫地、扫厕所，乃至五体投地的拜佛，

都有很深的含义。而扫地的功德是什么呢？第一、「降伏我慢心」─人都有贡

高我慢心，觉得 世界上「我」是了不起、高人一等的，不懂得尊重别人，这

种心态其实就是做事情的最大障碍。若能快乐、自在地做一般人认为下贱的工

作，也就是降伏了我慢贡高 的心。  
 
   第二、「乾净可以使人的心定下来」─把家里或工作环境打扫得窗明几

净，不仅自己的心能感到清净，也会让经过者或使用者的心清净；心一清净，

自然心就定下来了。  
 
   第三、「扫掉心里的垃圾」─我们的心里有很多垃圾，如贪心、瞋心、慢

心、疑心．．．，心里面的垃圾多了、烦恼多了，人也就整天糊里糊涂的。

「扫地、扫地、扫心地」，心地的垃圾扫乾净了，心地就清净了。  
 
   明白扫地、扫厕所是在启发「菩提心」、「长养善根」的「心地功

夫」，每个人都会争着去做，而且是乐意的去做，「烦恼」不就是「菩提」了

吗？  
 
 
 
 
--------------------------------------------------------------------------------  
 
 
 
禅与智慧人生（九）  
 
无念的心，  
就是佛的心，  
也是我们真正的生命，  
这个佛性，每个人都具有，连动物也有，  
所以佛说：「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禅」就是要经常保持「心」的存在。走路的时候，心就在走路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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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边走边打妄想；睡觉、上下班也是一样，「人在那里，心在那里」。为人

处事更要做到 「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随时检讨自己有没有过

失，如果有，就要马上改，经常去除心中的垃圾、烦恼、无明，让我们的心净

的像一面镜子、一潭止水， 此时这个无念的心，就是佛的心，也是我们真正

的生命，这种生命是源源无穷的、盖天盖地的，这个佛性，每个人都具有，连

动物也有，所以佛说：「一切众生皆有 佛性」。  
 
   总之，能将禅落实在生活中，这一生就会过得愉快、幸福，如果想再进

一步追求永远的生命，那就必须要有佛心，佛心就是清净的智慧，也就是我们

清净的觉性，契 悟了这个觉性，就是契悟到自己的本心，这念心当中有了定

力、有了智慧，任何事情都能看得非常准确与真实，用这念本心来研究学问，

学术成就一定很高，可以自 成一家之言；用来发展事业，事业一定很有成

就；用来修习佛法，定能证悟菩提、证悟佛道。  
 
   希望各位能透过「禅的智慧」来提升我们的生活与生命，人生如能朝这

个方向去追求、去努力，那才是真正智慧的人生，也是禅的真谛。  

 
取自─惟觉老和尚开示于实践家专「禅与智慧人生」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