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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释永信少林寺自建寺1500余年以来，历代高僧薪火相传，严格保持着佛教的宗法传承，为中国佛教
的律宗、禅宗奠定了基石。
中外文化交流是少林寺的优良传统，作为宗教实体，少林寺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少林文化
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突出代表。
为更好地弘扬少林文化，增进学者与佛教徒之间的互动交流、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互动交流，我提出
创办一本内部刊物——《禅露》，并于1996年5月份发行创刊号。
《禅露》上刊登的大部分作品，通俗易懂、可读性强，与国际化结合，与时尚结合，与日常生活密切
，与佛教修行生活密切，是一本读者喜欢读、值得读的文化交流刊物。
转眼间，《禅露》杂志已走过15个春秋，先后出版发行60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与好评。
今年年初，光明日报出版社社长朱庆博士及资深出版策划人舒霖先生，向我提出摘录《禅露》十五年
优秀作品结集成册的建议，得到编辑部工作人员的一致支持。
经编委会商议，决定将遴选出来的作品进行编校、整合，结集出版三本书：《先知先觉》《我思故我
悟》《幸福禅》。
这三本书将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在内容上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点，以飨读者。
关于“幸福禅”，我想谈两点体会。
一是幸福在哪里？
幸福在心境，心是快乐和幸福之源，幸福其实很简单，只不过我们把它想得太复杂了。
二是何谓“幸福禅”？
禅是什么？
不胡思乱想就是禅。
你整天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不好好做事，就很难达到禅的境界，就很难感受到法喜的充盈。
“幸福禅”就是安住当下，活在当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找到自己的心，自己的那颗如如不动的
心。
现在，大家追求幸福感的需求空前高涨，各个城市也以居民的“幸福指数”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标准
。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人们的内心缺乏信仰，让贪欲之心过分滋生。
试想，人生之不如意十有八九，也没有尽善尽美的人和事。
我们若是将不满足化为牢骚与抱怨，则丝毫感觉不到幸福和快乐。
反之，若我们因不满足而积极奋斗、努力，就能感觉到幸福原来就在身边。
禅在一笑一花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复杂；幸福也在一念之间，只要心中有快乐的种子，则
幸福如影相随。
我也相信这三本书，会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一份禅悦，一份法喜。
是为序。
中国嵩山少林寺方丈 释永信二○一一年七月吉日于方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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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菩提心经》是少林寺主刊《禅露》的精品集萃。
编者将《禅露》15年优秀作品结集成册，以佛门法师、学者对经典的解读及与佛教有关的感悟、体会
等为主，精选了148篇佛理探究及佛学修习的文章，以小见大，小故事中讲述大道理，指引人们探寻佛
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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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释永信，少林寺第30代方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
1988年2月，成立少林寺红十字会，创立少林书画研究院。
曾经接受杨澜访谈。
2003年10月，访问西班牙，拜会奥林匹克委员会前主席萨马兰奇先生，促进中华武术列入奥运会运动
项目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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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出世间就在凡夫凡心凡行外面。
出世间离我们远不远？
说远也不远，就在我们的胡思乱想外边，说近也不近，我们的胡思乱想总是无边无际。
出世间就在我们心中，世间亦在我们心中。
超凡入圣，出世入世，都在我们心中。
凡人圣人之别，不区别在外形相貌上，千万不要以为学佛成圣就怎么啦，住大雄宝殿，坐莲花台，香
烟缭绕，万人叩拜，或者容貌就变得稀奇古怪，是吓唬人，这些都是想邪了。
凡圣之别，只是一心之别，一念之别。
别什么？
凡人心乱，圣人心定。
凡人做什么都心乱，想这想那，睡觉时心还乱，七梦八梦，打起坐来心更乱。
而圣人内心干净得很，不管他手头上活多忙，从日出忙到日落，但他的内心始终不乱。
佛经上所谓“涅槃寂静”，并不是指木头人一样死气沉沉，而是指圣人内心已没有俗人那种乱哄哄、
杂七杂八的东西。
所以古代禅师也说，开悟成佛，“不改旧时人，只改旧时的行履”。
就是说，开悟成佛以后，人还是那个人，但是他的心变了，他的行为变了。
他对世间一切事物都悟穿了，做人非常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清二楚，他从世俗的日常烦
恼病苦纠缠中解脱出来了。
仅此而已，非常平常，这就是学佛成佛对于人生的益处。
 23论行修的厌世 释永信 佛教的“厌世”不是消极的，不是逃避式的心理厌恶，而是对世俗生活觉醒
后，即体证世间万事万物空性过程中对世俗生活的超越。
佛教的“厌世”，对世俗生活的舍离，恰恰最能体现出佛教徒对于人生积极向上的态度，不断超越自
己的珍贵品质。
正是这个意义上，相传唐太宗曾感叹：“出家修行乃大丈夫之行，非王公将相所易为。
”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把佛教的“厌世”与世俗生活中的想不开、寻死之类混同起来，那么，修行者
的“厌世”程度，即内心舍离世俗生活程度，应是衡量修行者修行功夫非常重要的标志。
因为修行者舍离世俗生活的程度与修行者对世俗生活的认识觉悟程度直接相关，所以，修行者的“厌
世”程度，也是修行者智慧水平的标志。
一个人真对人生宇宙有所觉悟，对世间万事万物空性有所体证，那么可以肯定，他对世俗生活一定有
所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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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菩提心经》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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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我们学佛，就是要学会在日常生活中止恶扬善，行于正道，不着事相而无所住，因循事理，任运无碍
，最后证得无上佛果。
——释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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