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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与富有  

“贫穷”和“富有”是两个相互对待的身份名词，在一般人的认知里，贫穷的人

不是富有，富有的人也不是贫穷。其实不然，世间上贫穷的富者，富有的穷

人，比比皆是。 

   颜回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而内心充满安乐，你能说他是一个穷者

吗？大迦叶尊者，居住冢间，山崖水边，日中一食，衣钵以外别无长物，而

其解脱自在的心 胸，你能说他是一个穷者吗？反观今之居高楼、坐汽车、童

仆盈门，但每天为金钱周转、为股票涨跌而愁眉不展的人，你能说他是富有

的吗？那些拥资千万，家有良 田万顷，但却悭吝不舍、时时觉得自己不够的

人，你能说他是富有的吗？所以富者不是真富，穷者不是真穷，贫富之间不

可以从金钱物质上去衡量。 

  世间上有的人虽不能日进斗金，却乐于社会公益，乐善好施，他不就是

一个精神上的大富长者吗？但也有一些人每天只想贪图别人的利益，凡有所

得，总想占为己有，这样的人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不也是心灵贫乏的穷者

吗？ 

   其实，在佛教看来，世间上并没有穷人。有时间的人，用时间去帮助别

人，他不就是时间的富者吗？他善于言词，用语言来赞美鼓励别人，他不就

是一个语言的富 者吗？他用微笑、欢喜、礼敬待人，他不就是一个内心充实

的富者吗？他用力气帮助别人，服务他人，这不也是有力的富者吗？所以，

贪心不足永远是贫穷的人，乐 于助人则永远都是富贵的人。 

  说到财富，不能只看一时的财富，要看永生的财富；不要看一人的财

富，要看共有的财富；不要看聚敛的财富，要看活用的财富；也不要看形相

上的财富，而要看内心无形的财富。 

  一个人拥有智能、慈悲、信仰、欢喜、满足、惭愧等，这些都是我人的

财富也。《金刚经》云：若人以四句偈与人广结法缘，即胜过三千大千世界

的七宝布施。所以，富者与穷者应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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