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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稿，是一本讲述怎样从佛教的角度来认识财富的智慧之书。
作者李建栋居士积学有年，曾经在国外留学，回国之后教授财经，致力于经济行为的研究，已经取得
很好的业绩，撰写了多本学术专著。
　　诚如李居士所言，他撰写这本书的动机是：“出于自己工作在教育行业，教的又是‘投资’‘金
融’之类，所以对于财富的本质、获取财富的途径等有较多的思考，并且由着几次讲解佛法与财富的
关系，而触动了写作此书的动机。
”将自己的本职工作与佛法相联系，勤于思考，写出了佛教与财富关系的宏著，这本身就是应该值得
赞叹的事情，我对李居士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给予敬意。
　　人们常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世俗人的眼中，获得与积累财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经济学理论中如何获得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目的。
但是在佛教里面，对获取财富与追求财富是有特殊看法的。
佛教认为，人的最大精神压力应是来自于烦恼，而烦恼的产生则是由贪欲引起的。
追逐财富是人们产生烦恼的根源之一，所以人们要把财富视为粪土，财富就是浮财，只要不去尽力攫
取，你就不会因此而产生诸多烦恼，你的生活也轻松了。
这是佛教对财富的最基本看法。
　　虽然佛教对财富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并不是说佛教不重视财富的运用与发展，因为佛教寺院与
僧团也是社会中的特殊的群体之一，寺院需要日常维护，佛教事业需要发展，僧伽需要维持基本生活
，所有这些都需要产生费用和消费活动。
特别是中国佛教自唐代以后奉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寺院生存是依靠僧人劳动来维
持，寺院经济显然不能缺少。
由于佛教界弘法利生传统和慈善事业的需要，僧伽与寺院要发展寺院经济，财富对佛教来讲更是不可
或缺，寺院发展经济也是正常的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佛教之所以能够迅速恢复，并且走上黄金时代，这些都与寺院经济发展有关，如
果没有很好的寺院经济来支撑，佛教就不可能在今天为构建和谐社会而作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由上可知，佛教对财富的态度主要是从人们思想认识上着眼的，亦即是要改变人们所存在的贪婪
之恶业，鼓励人心向善，建立正确的财富观。
通过正当的劳动和正常手段，去获取自己所应该得到的合理报酬，并且走上致富的道路，这是社会提
倡的财富观，也是佛教的财富观。
佛教同样也愿意所有信众都能够发家致富，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真正做到爱国爱教。
但是佛教更强调的是当你致富之后，要有慈悲心，要将你取得的财富用来回报社会，利益众生，这比
获取财富更加重要。
所以佛教自创教以来，就一直提倡报恩与布施思想，因为你的财富是众生给予的，所以要有报国土恩
和众生恩的思想，把你的财富布施出来，回报社会与众生，让众生能够因你的布施而获得佛法的甘露
，这样做既可以改变你自己的认识，提升你的思想境界，也让众生得到利益，为整个国家和社会也带
来利益，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特别是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强调慈悲心与布施观，用你的行为来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让
整个社会与众生都充满了积极向上的风气，人与人之间充满亲情。
　　本书是谈佛教与财富的关系，这个题目过去讲的人不多。
李居士将这个题目撰写成书，很有意义。
佛法深广如海，财富只是佛教之一。
希冀更多的人能有机缘了解佛教、践行佛教、受益佛教。
　　是为序。
　　印顺于弘法寺西方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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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建栋的这本《佛法求财》介绍佛法中的财富智慧，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佛法如何解释人有贫
富差别；二是佛法告诉我们如何实现财富增益；三是佛法中关于财富的智慧见解。
佛是二千六百多年前古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在菩提树下悟道后，后人对他的尊称。
佛是觉悟的意思。
佛法即是佛之教导。
佛具“一切种智”，了知这个世界的所有因缘。

除了求证无上菩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求长寿、求财富、求美貌、求平安，也都可以在佛法中找到方
法道路。
这对于佛弟子无须多言。
可是佛说法四十九年，佛经浩繁，常人在工作之余很难全面了解佛之教化。
《佛法求财》专门收集佛关于财富的开示，以一种系统的方式讲解佛法中关于求财富的原理与见解，
可算作“佛说求财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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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建栋的这本《佛法求财》介绍佛法中的财富智慧，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佛法如何解释人有贫
富差别；二是佛法告诉我们如何实现财富增益；三是佛法中关于财富的智慧见解。
佛是二千六百多年前古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王子，在菩提树下悟道后，后人对他的尊称。
佛是觉悟的意思。
佛法即是佛之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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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求证无上菩提，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求长寿、求财富、求美貌、求平安，也都可以在佛法中找到方
法道路。
这对于佛弟子无须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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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财富是什么　　财富就是满足生活所需、愿望的物品的总称。
由于后来交换的发达，表现为货币等价物，也就是贝壳、金银之类。
再后来出现了信用货币，人们接受了政府印制的纸币。
于是说一个人拥有财富，过去的时候就说“百万富翁”，现在说“上亿身价”。
财富就表现出一个数字来。
一说他很富裕就是他有多少多少钱。
可是我们每人都想追求财富，可曾想过财富是什么？
我们只是想追求一个数字吗？
　　认真地想，每一个人生活所需并不一样，愿望也不尽相同，比如欧洲人喜欢吃奶酪，对许多中国
人来讲，奶酪实在不是生活必需。
而中国人爱吃的豆腐，西方人也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次美国一个电视台播放一个节目，内容是吃最恶心的东西，如蛆、蚯蚓之类。
让我吃惊的是松花蛋也在其中。
美国人吃松花蛋的样子确实和吃蛆、蚯蚓的时候表情一样痛苦。
财富是自己认为的财富，而不是别人眼中的财富。
你想用于交换出去的不是财富，而你想交换来的才是财富。
换句话讲，在不同人的眼中，相同的东西是具有不同的价值的。
　　当然，同为人类，相同的东西要比相异的东西更多。
有所差异的地方只是微小的地方。
告子说“食色，性也”。
这简单的概括流传至今，说明它揭示了人之本性。
而且，随着“交换”、“市场”的进步，几乎可以交换任何物品。
所以我们这里不去探究财富的本质，而探讨的主要就是大家都认可的这样一种数字或钱：100元、1万
元、1亿元⋯⋯中国传统的《书经·洪范篇》有“五福”之说。
五福者，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
寿者长寿，富者富有，康宁者健康平安，修好德者做善事。
既寿且富，耄耋之年，寿终正寝，就是考终命。
本书主要关心的只是五福之第二福，又称“财富”。
　　在本书的后面，我们讨论钱所不能交换的东西。
比如佛法中最大的财富是“般若”、是“慈悲”、是“涅槃”，那就是用到了“财富”这个概念的实
质。
举例来讲，达摩祖师（印度禅宗第二十八代祖、中国禅宗初祖）未出家时本来系皇宫第三位王子。
有一次，二十七代祖来到皇宫，首先问第一王子：“你认为世界上什么最宝贵？
”第一王子回答：“我觉得金银财宝最可贵，因为有了金银财宝，便能享受一切荣华富贵。
”接着二十七代祖再问第二王子，结果第二王子，所答的也是和第一王子一样，认为金银财宝最可贵
。
直到最后问及第三王子，第三王子回答：“我觉得世界上最宝贵的是人的智慧。
”二十七代祖追问：“为什么呢？
”第三王子说：“因为有了智慧，才能鉴定金银财宝的价值，以及建立万法”。
　　财富的分布　　招商银行和全球咨询公司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
，2008年我国内地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约30万人，超过1亿元人民币资产的接
近1万人。
可投资资产（个人的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在800万元.1000万元，这是各大中资私人银行的准入门
槛，也是我们理解的富人。
　　就私人财富规模而言，2008年中国内地千万富翁共持有达8.8万亿元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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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相当于我国200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0万亿元的29％。
，而在这些富翁之中，超高净值人群（过亿元）个人财富总量达到1.4万亿元人民币，在高净值人群内
部财富占比达到16％。
　　从地域上来看，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五个省市的千万富翁人数超过2万人，还有6个省
市的高净值人士数量处于1万-2万人之间，分别为山东、辽宁、河北、福建、四川、河南；其余省市的
高净值人士数量少于1.=万人。
广东省的富翁人数最多，2008年末为4.6万人，占全国15％的份额，上海市、北京市分列二、三位。
　　这次调查涉及17个省的近30个主要城市，收集约700份有效调研样本，被访者包括行业专家，银行
客户经理、私人银行客户或潜在客户。
　　财富的分布总是像金字塔。
富人总是少数，处于金字塔顶端；而穷人是金字塔底，占大多数。
这些已成为共识，虽然人人想成为富翁，但结局总是多数人不能成功，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区这道理都
一样。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很富有，有的人很贫困？
　　有财富的原因是布施　　如果你有机会采访这些千万富翁、亿元富翁，向他们询问获得财富的原
因，十之八九你会听到“国家的开放政策好”、“我辛勤劳动”、“我捕捉到了机会”之类。
　　佛法认为，“财富是命里带来的”，“命里要有终须有”。
可是命运是多方面的，有主健康长寿的，有主家庭和睦的，有主功名爱情的，具体到财富上，命运是
如何运作的呢？
佛法认为，如果过去曾经“布施”，那么此生就有了财富的基础。
若无此基础，命里也就暂且合该无财。
　　与富裕相对，世俗对贫穷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有懒惰之说，有受教育少之说，有智力低之说，
有人口多之说⋯⋯喜欢观察社会现象的朋友，会轻而易举地找到以上说法的反例，你可以发现一个很
勤劳的贫困人，也可以看到知识渊博的贫困人。
佛法认为，贫困的真正成因是“贪吝与偷盗”。
　　关于“布施”与“偷盗”，后文详细解说。
这里先举一个佛经中“布施”的例子。
据《杂宝藏经》记载：在古印度释迦牟尼佛时代，有一位波斯匿王，他有一位漂亮而又聪明伶俐的女
儿，名叫善光。
皇宫里每一个人都非常敬爱她。
　　有一天，波斯匿王问善光公主：“是不是因为你有我这个当国王的爸爸，才有美好的享受，才博
得全王宫人的敬爱？
”善光公主回答说：“这是我自己的业力，而不是因为父王你的力量”。
波斯匿王连续问她三次，善光都做出了同样的回答。
波斯匿王很生气，于是把善光嫁给一个穷人，并且告诉她：“你可以试试自己的业力了！
”　　善光嫁给穷人后，却意外地在丈夫家的旧宅院中挖掘到大批的宝藏。
从此之后，很快变成大富之家，并盖好了庄严的宫殿楼阁，雇佣了很多奴婢。
　　波斯匿王知道后很吃惊，就去请教佛陀。
佛陀说：“过去迦叶佛时，有一位妇女想用美味的食物来供养迦叶佛，她的丈夫加以阻止。
妇女说：‘我已经发愿了，请你不要使我退心！
’丈夫见她决心坚定，只好勉强答应。
于是妇女因而能顺利地供养迦叶佛。
那时的妇女就是现在的善光公主，妇女的丈夫就是现在善光的丈夫！
善光的丈夫因曾阻挠妻子的善念，所以多世以来常受贫困之苦。
然而，因为后来还是同意妻子供养圣者，所以今世才会因妻子而获得富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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