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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活在这个世上，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生死。
人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这是一个相当具有诱惑力，但是又常常被人避忌的课题。
佛教利用其精妙的“缘生观”为我们解读了生命的密码——“一切有情，因缘生成；人身难得，佛法
难闻；人生无常，不必执着；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珍惜眼前，活在当下；父母是佛，提早尽孝；生
命是宝，务必珍惜；众生平等，慈悲为怀；把握自己，把握人生；临终关怀，直面死亡：涅槃境界，
得大自在。
”只要参透了这些道理，就可以自在地活在世上，不悔地走完人生旅程。
　　佛教是一个对生死格外关注的宗教。
正是因为解开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有情，皆是缘生”的奥秘，才明白了生命的宝
贵和生死的重要。
佛陀尤其劝诫世人，把握现在，一切从今天开始，不要虚度光阴。
　　佛教关注一切生命的存在，无论是提倡戒杀、素食，还是反对自杀、堕胎，都体现了佛教对生命
存在的爱护和关心。
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爱惜，谈何爱别人、爱家庭、爱国家、爱社会？
爱自己，是一切爱的前提。
但是，如果一个人只爱自己，宁可牺牲别的生命也要保全自己，那么最后也只能落得生灵涂炭，自身
难保。
佛陀告诫世人，一切都在因缘之中，大爱无疆，小爱只能是困住自己。
　　身体是存在的载体，健康是生命的本钱。
佛教十分注重养生。
无论是坐禅调息，还是素食主义，都有其健康学的道理。
佛陀特别要求世人要从心态上调整好自己，只有心态对了，才能达到真的健康。
　　死亡是人生必经的阶段，那么当我们面对疾病、意外，直至死亡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怀有一种怎
样的心态呢？
佛陀告诉我们面对疾病、意外的时候，要坚强乐观，真正面对死亡的时候要坦然微笑，因为生命并没
有结束，一切都有希望。
只要我们认识了自己，突破了自己，就能达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超越死亡。
　　佛教的生死智慧是通过一系列意义深刻的佛经和许多佛学大师的开示表达出来的，本书从佛教经
典的阐述、佛学大师的讲话和专著，以及佛学界人士的研究中，精心挑选了百余篇关于生死问题的章
节，分门别类，集合成书，教化大众。
其中既包括当前广受信众欢迎的星云大师、圣严大师等人的文章，也包括对生死问题有专门研究的达
照法师、证严法师等人的文章；既有《大藏经》中的原始经文，也不乏寓意深刻的佛教故事。
总之，笔者希望可以令读者在这些佛学大师的经典论述中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在参究生命中享受生
活，在享受生活中领悟人生，在领悟人生中超越生死，在超越生死中达到圆满。
　　囿于时间，本书中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
特别是佛教关于生死的著述十分丰富，却不可能一一收入，笔者只能删繁就简，挑选其中精到而有意
义的见解选择性收入。
尽管如此，还是会遗漏一些有价值的论述，对此实在是深感遗憾。
凡是引用的演讲和篇目，均将出处标出。
不足之处，还请读者见谅。
　　人生有涯，然佛法无边。
佛陀教导世人：人活着，就要认真地活；人走了，便要洒脱地走。
只有坦然面对生死，超越生死，才能使你的一生变得丰富而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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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活在这个世上，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生死。
人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这是一个相当具有诱惑力，但是又常常被人避忌的课题。
佛教利用其精妙的“缘生观”为我们解读了生命的密码——“一切有情，因缘生成；人身难得，佛法
难闻；人生无常，不必执着；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珍惜眼前，活在当下；父母是佛，提早尽孝；生
命是宝，务必珍惜；众生平等，慈悲为怀；把握自己，把握人生；临终关怀，直面死亡：涅槃境界，
得大自在。
”只要参透了这些道理，就可以自在地活在世上，不悔地走完人生旅程。
　　《佛眼观生死：大师谈世事》从佛教经典的阐述、佛学大师的讲话和专著，以及佛学界人士的研
究中，精心挑选了百余篇关于生死问题的章节，分门别类，集合成书，教化大众。
其中既包括当前广受信众欢迎的星云大师、圣严大师等人的文章，也包括对生死问题有专门研究的达
照法师、证严法师等人的文章；既有《大藏经》中的原始经文，也不乏寓意深刻的佛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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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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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两个人在昨天吵架了，在今天，他们仍然怒气相对——他们这时没有活在今天，而是活在昨天。
　　活着的人，有活在过去的，有活在未来的，但能真正的活在当下，少！
还需要快乐地活着，不要想太多，快乐就行，如此，许多困扰自身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活在当下”是四念处修行的要诀之一。
学习者当体会这其中的神韵，而不只是依文生解。
　　人为什么会“不在当下”，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而且往往并不是因为人是否聪明、有能力
，或接受过高等教育等，而决定他是否有活在当下的个性。
几乎一切职业、年龄、教育程度及智商的人，皆一样有可能会因种种原因，而有不在当下的倾向。
　　我自从修四念处以来，曾于上下班的时间特地去观察纽约市“上班族”的面部表情，看看有几个
人像是“活在当下”，结果却是相当的少。
许多人在走路或坐车时，皆很明显地在想心事，表情凝重，有人甚至皱着眉头，不知道在担心什么；
又有些人不一定是在想某一件事，但他们整体的精神状态，会让人觉得他们存在于另一个遥远的地方
，飘飘荡荡的。
另外有些人总是要找一些事做，来分散注意力。
如有人总是浑身是劲似的，不住地摇头摆尾，作跳舞状；也有人像是不能够仅停留在一节车厢似的，
总是在作车厢间的“旅行”。
总而言之，越看越会令人觉得实在很少有人是活在清楚明白的当下，是在享受眼前的风光。
同时，我也就越能体会佛陀当初创立教法深刻的智慧与慈悲，觉得他所以会提出这样一个“活在当下
”的修行方法，实在是深解人性的。
　　人往往会把自己保护在有重重防卫墙的内心世界里，而不肯出来面对真实的人生及世界。
事实上许多“创造行为”的产生，就是想要在自己心中创立一个自己想要存在的理想世界，而不愿生
活在真实的世界里。
另外像有人老是会把自己弄得“很忙”，连一刻闲暇的时间都没有，或一有空闲就会打电话找人聊天
，一聊就是几小时，事实上都是一种形式的不在当下。
换句话说，也就是一种形式的“逃避自我”。
四念处的修行人当在一切时中培养自己一种活在当下的修行个性，去深观自己的行为及身心，由自己
的内心世界中走出来。
人若不能走出自己的心之牢笼，谈什么修行、解脱，总是不着边际的。
无论那个心之世界谈的是禅定也好，是佛法也好，以四念处的观点而言，牢笼就是牢笼。
生存在佛法的心之牢笼中，和生存在学问艺术的心之牢笼之中，皆一样是自我囚禁的受苦者，是不能
体会到佛法中风清月白的自在无碍的！
　　活在当下意味着无忧无悔。
对未来会发生什么不去作无谓的想象与担心，所以无忧；对过去已发生的事也不作无谓的思维与计较
得失，所以无悔。
人能无忧无悔地活在当下，喜悦而不为一切由心所生的东西所束缚，就是当时修道成就者的写照了。
　　这件事说来简单，但实行起来就没有那么容易；而且修行人若没有掌握这其中的神韵，通常皆易
走人一些极端。
要把这些弄清楚，就必须较深入地了解四念处的内涵与精神。
　　人通常对未来多少都有一些忧虑的，这中间包括自己及家庭未来的生活，及社会国家的前途等。
人应当努力工作，赚取自己的衣、食，这是当然的事。
但工作的同时，“忧虑”是不是必然会随工作及谋生而并存的现象呢？
这就是佛法所要讨论的课题了。
　　佛法所提供的答案是否定的。
修行有成者，能喜悦自在地做许多事，甚至十分努力及忙碌地做许多事，但却没有忧虑或压力沉重的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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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见观之，忙碌是由缘所生的事，那些缘在“近”来说大多是外来的，但忧虑及压力的产生，除了
那些外来之缘外，最主要的缘仍是自己内在的执着，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把四念处修好，充分看清外缘
与内缘的分际，故为境所转却不了知。
一旦了知（透过身念处、心念处及受念处），才知道真正使自己苦恼者不光是生活、工作或老板，最
主要的还是“自己”。
紧张或心情沉重地做事情，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容易把事情弄糟。
只有用冷静的头脑去分析判断情况，作出决定后再专注地投入工作，才能把事情做好。
而专注地投入工作，活在当下，正是四念处修行的范围。
　　人如果能专注地投入一件工作，就算这个工作是很繁琐的，只要他能活在当下，就能在其中体会
到一种喜悦。
但如果他无法专注地投入工作，不管是因为没有兴趣或无法专心，只要他不能活在当下，就算是简单
轻松的工作也会令人觉得度日如年的。
　　有人以为“活在当下”意味着对未来的不思考、不计划，这是对修行的误解。
修行是要人对未来不忧虑，不是不计划。
人如果根据自己及环境目前的情形作分析及整理，并对未来种种作预测及计划，这正是“活在当下”
。
因为他是根据“现在”的种种评估未来，他采取的态度是实际的，他的头脑是清楚的。
就算他评估错了，那只是因为他的聪明不够或资料不全等因素。
预测及评估本身并非执着。
　　但若有人不是根据自己及环境目前实际的情形去想象未来，而是在作一种纯粹由心所生的空想，
想象自己“如果是那个样子”该多好！
或者如果不是那个样子就糟了！
这样就容易产生执着，忧悲苦恼也会由此而生。
　　佛曾在《一切漏经》中指出人如果作不智的思维之事，忧悲苦恼就会滋生或增长。
这些不智的思维包括：　　我在过去存在，还是不存在？
　　过去我曾是谁？
我曾怎么样？
后来我又曾如何？
　　我于未来将存在，还是将不存在？
　　未来我会是谁？
我会怎么样？
然后我又会成为什么，变得怎么样？
　　如果老是想自己会成为什么，变得怎么样，他就不是“活在当下”了，而是把自己凭空想象在一
个未来不可知，但却如梦一般的世界里。
这个梦的世界虽然美丽，但它是一吹就散，一碰就破的。
人如果老是希望呆在一个梦里，不仅会精神恍惚、神不守舍，而且会紧张、神经质，容易疲劳且健忘
。
这种人是不实际的幻想者，能“说故事”但头脑不清。
许多有文学及艺术倾向的人都有这一面的性格，常常觉得忧愁、沮丧，心情像天空的浮云一般，时晴
时阴，不可捉摸控制，执着较严重者甚至可能自杀。
但可惜的是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自己有杰出的天赋，却无法摆脱心中那一股莫名其妙的哀愁。
有人甚至自嘲地认为那是艺术家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其实问题非常简单——这人没有“活在当下”。
不活在当下而活在另一个自我创立的世界里，无论那个世界有多美、多好，过这种生活的人毕竟是痛
苦的。
依佛法的理论看来道理很明显，因为那个世界“不真”的缘故。
不真则处处和现实的世界及人生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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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跨越这一个梦与现实的鸿沟，很少人能处理得很圆满。
而要用自己的“心力”去维持一个不真的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件很累的事。
故执着地活在假想的世界而不活在当下的人，想要不忧恐怕也很难的！
　　的确，活在当下是一个人生命力的自然展现。
当一个人能由自己种种的“心之世界”中走出来，不忧不惧地面对并观察真正的自我及人生时，他一
定会是个有“能力”而能饶益这个世界的人。
他不一定能成大功、立大业，但他一定能善巧地把自己潜在的能力发挥出来，利益自己及他人，这就
是儒家所谓的“惟至诚者能尽其性”了。
人能够“尽其性”而发挥自己的能力饶益众生，才是个快乐的人。
　　今世众生之命，没有定相，不知能活多久，它悲寂、苦短，为苦恼所系缚。
凡是活着的，都无法逃避死亡。
一旦衰老，死亡就将来临。
生命的规律，其实就是这样。
熟透的果实，往往会过早落下枝头。
同样，活着的生命也必定死去，死的恐惧总是围绕着他们。
仿佛陶工烧制的陶器终将全部坏损一样，众生的命也是如此。
年轻人也好，壮年也好，愚者也罢，智者也罢，都将为死所征服。
一切必走向死亡。
　　——《释迦牟尼妙语录》人的死亡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死得过早，一种是死得太晚。
不过，任何人的一生都会有了结，死亡就是一生的了结。
正因为死亡之线横在前方，在佛陀时代，有一位妇人，她只生了一个儿子，因此，她对这唯一的孩子
百般呵护，特别关爱。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妇人的独生子忽然染上恶疾，虽然妇人尽其所能邀请各方名医来
给她的儿子看病，但是，医师们诊视以后都相继摇头叹息，束手无策。
不久，妇人的独生子就离开了人世。
这突忽而至的打击，就像晴天霹雳，妇人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她天天守在儿子的坟前，夜以继日地哀伤哭泣。
她形若槁木，面如死灰，悲伤地喃喃自语：“在这个世间，儿子是我唯一的亲人，现在他竟然舍下了
我先走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地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今后我要依靠谁啊？
⋯⋯唉！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妇人决定不再离开坟前一步，她要和自己心爱的儿子死在一起！
四天、五天过去了，妇人一粒米也没有吃，她哀伤地守在坟前哭泣，爱子就此永别的事实如锥刺心，
实在是让妇人痛不欲生啊！
　　这时，远方的佛陀在定中观察到这个情形，就带领了五百位清净比丘前往墓冢。
佛陀与比丘们是这样的安详、庄严，当这一行清净的队伍宁静地从远处走过来时，妇人远远地就感受
到佛陀的慈光摄受，她认出了佛陀！
她忽然想到世尊的大威德力，正可以解除她的烦忧。
于是她迎上前去，向佛陀五体投地行接足礼。
佛陀慈愍地望着她，缓缓地问道：“你为什么一个人孤单地在这墓冢之间呢？
”妇人忍住悲痛回答：“伟大的世尊啊！
我唯一的儿子带着我一生的希望走了，他走了，我活下去的勇气也随着他走了！
”佛陀听了妇人哀痛的叙述，便问道：“你想让你的儿子死而复生吗？
”“世尊！
那是我的希望！
”妇人仿佛是水中的溺者抓到浮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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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点着上好的香来到这里，我便能咒愿，使你的儿子复活。
”佛陀接着嘱咐：“但是，记住！
这上好的香要用从来没有死过人的人家的火来点燃。
”　　妇人听了，二话不说，赶紧准备上好的香，拿着香立刻去寻找从来没有死过人的人家的火。
她见人就问：“您家中是否从来没有人过世呢？
”“妹妹一个月前走了。
”“您家中是否从来没有人过世呢？
”“家中祖先乃至于与我同辈的兄弟姊妹都一个接着一个过世了。
”妇人始终不死心，然而，问遍了村里的人家，没有一家是没死过人的，她找不到这种火来点香，失
望地走回坟前，向佛陀说：“大德世尊，我走遍了整个村落，每一家都有家人去世，没有家里不死人
的啊⋯⋯”　　佛陀见因缘成熟，就对妇人说：“这个婆娑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遵循着生灭、无常
的道理在运行；春天，百花盛开，树木抽芽，到了秋天，树叶飘落，乃至草木枯萎，这就是无常相。
人也是一样的，有生必有死，谁也不能避免生、老、病、死、苦，并不是只有你心爱的儿子才经历这
变化无常的过程啊！
所以，你又何必执迷不悟，一心寻死呢？
能活着，就要珍惜可贵的生命，运用这个人身来修行，体悟无常的真理，从苦中解脱。
”老妇人听了佛陀为她宣说无常的真谛立刻扭转了自己错误的观念知见，此时围绕在冢间观看的数千
人群，在听闻佛法真理的当下，也一起发起了无上菩提心。
　　——《佛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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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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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谈世事：佛眼观生死》从佛教经典的阐述、佛学大师的讲话和专著，以及佛学界人士的研
究中，精心挑选了百余篇关于生死问题的章节，分门别类，集合成书，教化大众。
其中既包括当前广受信众欢迎的星云大师、圣严大师等人的文章，也包括对生死问题有专门研究的达
照法师、证严法师等人的文章；既有《大藏经》中的原始经文，也不乏寓意深刻的佛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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