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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学习的过程，成长的过程，也是不

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可以说，我们从小到大所

有的学习，最终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即使纯粹

出于兴趣的学习，也是在解决精神需求。而对

每个问题的解决，又会成为人生路上的足迹，

将我们导向不同的未来。

有句话叫作“活到老，学到老”。这种学习

是永无止境的，因为人生总有新的问题需要解

决，除非你故步自封，不想提升。事实上，一

旦停止学习，人生也就失去了活力。自上世纪

六十年代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的

大力提倡下，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的概念，已

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

究竟应该学什么？取决于我们需要解决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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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人生问题林林总总，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是现实的问题，一是永恒的困惑。现实问题

包括基本生存，及家庭、感情、事业、地位、

人际关系等，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但这并不

是人生的全部，作为万物之灵，人类有别于其

他动物的关键在于，我们还会追问生命真相——

我是谁？生从何来，死往何去？活着的意义是

什么……这些永恒的困惑，并没有随着科技发

展找到答案。

人们曾经以为，科学会解释一切并最终取代

宗教。事实上，在人类可以探索太空并不断有

最新发现的今天，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依然模糊

不清，对内心的烦恼依然束手无策，对人生的

目标依然无从确定。这就离不开对宗教的了解，

因为它给我们指明了一条向内寻找的道路——

由调心，而安身立命；由修心，而明心见性。

从原始社会以来，信仰始终伴随着人类社

会的发展。流传至今的，有佛教、基督教、天

主教、印度教、伊斯兰教、道教及各种民间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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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统计，在全世界七十多亿人口中，有信

仰者约占百分之八十，其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

就个人而言，主要在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的形成，及为人处世的方式。

以下，重点从佛教的角度，探讨信仰与人

生的关系。

【一、信仰可以建立道德准则】

说到宗教信仰，和道德密不可分。可以说，

宗教是世界各民族建立道德准则的基石。可能

有人觉得宗教是形而上的，并不是生活必需，

但他们需要道德吗？需要和谐安定、彼此信任

的生活环境吗？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不讲道德，

缺乏做人规范，终将导致人人自危的结果。事

实上，这正是我们面对的现状。为什么今天会

有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有种种让人叹息甚至

恐惧的不良风气？究其根源，就在于道德缺失，

在于我们对道德的认识不足。

中国传统社会以儒家宗法制为基础。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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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背景下，道德是维系人与人、人与家庭、人

与社会等一切关系的行为准则。也因此，道德

似乎只是社会的要求，而非个人所需。

这种观念会带来什么结果？当大家都遵守

道德时，我们也会这么去做，但只是为了遵守

约定俗成的规则，并不是自觉的选择。所以当

大家都不遵守道德时，也就不必循规蹈矩了，

甚至会觉得，遵守道德就意味着吃亏。我们能

看到财富、房子、汽车的价值，看到眼前实实

在在的价值，却看不到道德蕴含的价值。这使

得我们在没有利害关系时，还愿意谈一谈道德；

一旦面对利害冲突，需要在道德和利益之间作

出选择时，就会轻易舍弃道德。问题是，当人

人都为一己私利不顾道德时，我们还能相信什

么？

如何才能重建道德，使之成为人们的第一

选择，而不是用来说说的口号？关键是认识道

德的价值。只有认识到位，才能在生活中自觉

践行。说到价值，离不开道德的思想基础。



6

1．立足于世间哲学

从世间哲学的角度，道德和高尚理想有关。

有正向的人生追求，才会遵循相应的道德准则。

儒家推崇的有德君子，就是作为道德标杆的存

在。最基本的，是践行仁、义、礼、智、信五常，

并具备自省、克己、慎独、宽人等素养。千百年来，

“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成人之美”

等关于君子的描述，始终被人们用作对美德的

赞扬，对自我的期许。而在“立德、立功、立

言”的三不朽人生中，也以“立德”为最高境界，

胜于文韬武略、世间功名。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人们向往君子之德，

就会自觉遵循道德，因为那是成为君子的途径，

于己是见贤思齐，于人能得到肯定。但脱离这

一背景，道德就会被架空。曾几何时，社会上

甚至流行起“道德多少钱一斤”的调侃。之所

以这样，是因为在人们心中，财富成了最迫切、

最重要、甚至压倒一切的目标，而道德已得不

到什么养分。不仅如此，在欲望的驱动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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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道德行为反而肆意生长。

想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重建价值体系。

当有德君子真正受到推崇，目标导向才会随之

改变。这是以结果纠正行为，就像社会上开始

重视学历后，高考、中考甚至小升初都成了大

家关注的热点。但在今天这个金钱至上的时代，

仅仅依靠思想引导来提倡道德，似乎有些力不

从心。

2．立足于对神的信仰

除了哲学，道德也来自对神的信仰。如基

督教国家是依对上帝的信仰建立道德，伊斯兰

教国家是依对真主的信仰建立道德。自美国建

国以来，总统和首席大法官在就职仪式上，都

要手按《圣经》宣誓。这种集宗教、道德、法

律含义于一身的仪式，充分说明了宗教和道德

的密切关系。

人们相信宇宙中有万能的主宰神，既决定

现世幸福，也决定未来归宿。只有信仰神，遵

守神的旨意和相应道德规范，死后才能进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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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神同在。否则就会堕入地狱，被不灭的

烈火所惩罚。这是把信仰、道德和人生幸福形

成捆绑——想要得到今世乃至永生的幸福，就

必须信神并遵守道德。

可以说，这种道德有着强大的背景，但它

的弊端也在于此。如果你不信万能的神，依此

建立的道德就会失效；如果你半信半疑，道德

的力量同样会被打折。所以当神的权威不断受

到挑战后，即使是传统的基督教国家，由信神

带来的道德约束力也在随之减弱。

3．立足于人性论和因果观

与神教的区别在于，佛教不认为宇宙中有

万能的神，其道德观是依托佛陀揭示的生命发

展规律而建立——那就是人性论和因果观。这

也是佛法对人和世界的认识。

首先是人性论，基于对自身的认识，说明

人为什么要遵循道德。每个人都希望成为更好

的自己，成为智慧、幸福、安乐自在的人。那么，

怎样让自己变得更好？佛法告诉我们，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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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都是五蕴假合，由一大堆想法和情绪组

成。由不同的观念，造就我们的心态，再由心

态造就人格和生命品质。

其中，善心所和道德行为可以造就健康的人

格，高尚的生命品质；而不善心所和不道德行为，

则使人格和生命品质由此堕落。从心行的产生，

到人格的建立，不是佛菩萨说了算，而要遵循

客观规律，也就是我经常说的“心灵因果”。这

种因果是即时的，当下就能感受到；同时也在

不断积累，并由这种积累影响未来的生命走向。

也就是说，道德行为具有现前和究竟两种利益，

反之亦然。

当我们认识到，善行能使自己得到正向成

长，而不善行会在生命中留下不良记录，基于

对自己的负责，就会自觉选择道德行为。这不

是为了做给谁看，不是迫于社会压力，也不是

害怕某种外在力量的惩罚，而是为了成就更好

的自己。现代人注重养生，但只是在色身下功

夫，不知道修心才是根本，遵循道德才是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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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内而外的养生，是从今世到尽未来际的

养生。

所以说，佛教是基于人性论和因果观来确

立道德的价值。这种道德观不需要借助外在权

威，而是可以从自身实践来检验的，在当今社

会更具有普世性，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它不

仅有利于个人成长，也有利于社会和谐。比如

佛教提倡的五戒十善，于人于己都有莫大利益。

只要多一个人遵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

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

的道德行为，社会就会多一份安定。

当我们在遵循道德的过程中，感受到这些

行为对自身和社会的改变，就会因此得到正向

激励，产生进一步实践的动力。这种精神力量

不是物质所能给予的。所以从佛教的道德观来

说，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相互增上的。如果

不落实到个人，只谈道德的社会价值，很难使

人长期、自觉地坚持；如果不落实到社会，只

是严以律己的个人道德行为，作用难免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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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普世价值。

【二、信仰可以引导精神追求】

现代人熟悉物质追求，从房子、汽车，到

衣服、食物，“买买买”已是生活常态。而网购

的普及，更使人不受任何束缚，随时可以在线

购物。在满足生活所需的同时，也能借此排遣

空虚，缓解压力。所以，对物质的追求正以几

何级数增长。但说到精神追求，多数人会觉得

有些陌生，有些抽象，甚至有些过时。

那么，物质可以解决一切吗？事实上，今

天的人并没有因此满足，反而日益迷惘。在过

去的穷困年代，我们以为有钱就能幸福。现在

很多人有了钱，有了房，有了车，有了以往希

求的种种，为什么还是不幸福？问题就在于，

没有健康的心态。

幸福是由心感受的。当内心焦虑、恐惧、

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当内心有种种疾病的时候，

是没有能力感受幸福的。我们知道疾病会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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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同样，心理疾病会破坏幸福，是幸福的

天敌。

近年来，政府也在大力提倡两个文明建设。

因为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心理问题正日益显

现，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那么，怎样才能建

设精神文明？必须有健康的精神追求，包括对

永恒问题、完善人格和文化艺术的追求，这都

离不开信仰。

1．对永恒问题的追求

首先，是对永恒问题的思考。比如我是谁？

何为命运？活着为什么？生从何来，死往何去？

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这是哲学和宗教致力解决

的。可能有人会说：为什么要想这些？对我的

生活有什么意义？事实上，这是让我们从一个

高度来审视人生。在茫茫宇宙中，在亿万年的

时间长河中，这短短的一生，不过是刹那生灭

的瞬间，到底用来做什么，才能不负此生？如

果没有高度，我们是看不到人生意义的，不过

是茫茫然地随业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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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在哪里？世间科学主要是解读物质现

象，而哲学和宗教是探讨世界本质，但方法各

异。其中，哲学是通过理性思考认识世界，是

推理、玄想而非实证，无法直达本质。所以从

古希腊开始，哲学家们从不同角度，不断推翻

之前的理论，至今莫衷一是。而神教把一切终

极答案归于造物主，对非信徒来说，其实是属

于“不可知论”。

佛法告诉我们：要解答这些永恒问题，必

须开发生命本具的智慧，向内而非向外探寻。

这是佛陀在菩提树下证悟时，以智慧亲见的真

相。学佛，就是在佛法指引下，像佛陀那样，

以追求真理、走向觉醒为己任。具有这样的精

神追求，我们才能活得明明白白，才不会在浑

浑噩噩中虚度。

2．对完善人格的追求

其次，要造就健康的心态、人格和生命品

质。说到完善人格，离不开对心性的认识。在

中西方哲学中，关于人性是善是恶，自古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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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争议。儒家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也说“人

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如果想成圣成贤，就

要从诚意、正心、修身开始，进而齐家、治国、

平天下。

佛法同样认为众生有两面性，既有佛性，

有觉悟潜质，也有魔性，有三毒烦恼。究竟成

佛还是成魔？取决于对人性的正确认识，也取

决于我们发展什么。在修行成就之前，我们被

魔性牢牢掌控，被贪婪、仇恨、嫉妒、自私等

不良心理主导，不断地制造烦恼，轮回生死。

但佛陀证悟时发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有自我拯救的能力。这个发现使生命充满希望，

也是佛陀带给人类最大的价值。

我们想要成就佛菩萨那样的生命品质，就

要通过修行摆脱魔性，完善人格，进而修定发慧，

所谓“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

3．对文化艺术的追求

第三，是对文化艺术的追求，属于现世的

精神生活，同样和信仰密切相关。西方艺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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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很多著名作品直接取材于天主教、基督教

的教义，大量的壁画和雕塑，本身就是为教堂

创作的。中国传统艺术中，从石窟造像到唐人

写经，也是人们为表达对佛教的虔诚所作。可

以说，它们都是服务于宗教，是对信仰的供奉，

只是附带成了艺术品。

中国的书画、诗文讲究意境。所谓意境，

就是思想境界，这也离不开佛法。因为儒家文

化重视现世，缺少离俗的超然，出世的自在，

所以很多古代文人都喜欢诵读佛经，通过《心经》

《金刚经》《维摩诘经》《六祖坛经》的法义提升

心境，反映到作品中，自然格调高远，不同凡

俗。来自佛法的影响，在王维、柳宗元、苏东坡、

王安石等历代大家的作品中随处可见。

总之，从探索永恒、完善人格到文化艺术，

不同层面的精神追求都离不开信仰。对国人来

说，佛教自传入以来，既弥补了中国本土文化

的不足，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有

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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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仰可以使人心态超然】

很多人向往超然的心态，向往诗和远方。

因为在生活中，对感情、事业、家庭、人际关

系的执著，给我们带来种种烦恼和压力，让人

不堪重负。进一步，我们还会对这些执著对象

产生永恒的期待，无法面对它们的变化，更不

能接纳失去的痛苦。这就使得我们拥有越多，

反而越焦虑，越恐惧，越没有安全感。因为拥

有越多，变化的概率就越大，失去的机会就越多，

遭受的打击也越频繁。

而今天又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过去的

人，可以几十年在一处安居乐业。但在全球化

的今天，各国发生的事件都可能波及整个世界，

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同时，现代人的活动范

围日益增大，每天乘车搭机，奔波在不同场所。

这都使得生活中充满不确定、不安全的因素。

如果我们对外境过分依赖，就会恐惧变化，

每天在患得患失中，活得很累。怎样才能在无

常的世间保有超然，云淡风轻地面对一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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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智慧的。

1．以缘起法审时度势

儒家关心现世成就，看重成家立业、荣华

富贵，当我们有这样的定位，必然会对家庭、

感情、事业产生依赖。有道是“人到无求品自高”，

只要有所求，有所依赖，就会被所求对象的变

化左右，不得自在。

而佛教对人生的认识，主要体现在轮回观

和心性论，正好弥补了儒家文化的不足。轮回

观，让我们看到生命的长度。生命不只是这一世，

还有无始的过去和无尽的未来。心性论，让我

们看到生命的深度。生命不只有感觉到的六识，

还有感觉不到的潜意识，储藏着曾经发生的一

切生命经验。所以不必纠结于一时得失，而要

从更高的角度审视生命，看到现在拥有的一切，

是遵循因缘因果的规律，所谓“缘聚则生，缘

散则灭”。

世间所有现象，包括人自身的存在，都是

由众多条件决定的，是条件关系的假相。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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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事物就显现；因缘消散，事物就败坏。

因为一切是缘起的，只要其中一个条件变化，

结果就会随之变化。所以变化才是常态，不必

害怕，更不必拒绝。

事实上，变化也意味着机遇，好的固然可

以变坏，坏的同样可以变好，关键是我们创造

什么因缘。佛教所说的随缘，就是以智慧审时

度势，根据当下因缘作出最佳选择，然后在因

上努力，并接纳任何结果。成功固然值得欢喜，

失败也不是最终结束，而是可以作为新的起点，

继续在因上调整。

2．从缘起法认识空性

缘起的另一个内涵是无自性，也就是空性。

关于此，《心经》的解读是：“色不异空，空不

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是指存在的现

象，从本质上说是空的，只是条件关系的假相。

此外，《金刚经》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也告诉我们：过去

发生的一切，不管多么风光还是失败，就像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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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的一场梦。只不过在这梦中，还会伴随各种

影像和爱恨情仇。当我们真正看清事物的真相

后，还会那么在意得失吗？

除了在认识上看破有为法的虚幻，我们还

要通过禅修证悟空性，进而安住于空性。这样

的话，我们同样可以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但

不会有任何粘著，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应

无所住而生其心”。当心没有粘著时，就像虚空

一样，尽管有云彩飘来飘去，但虚空如如不动，

湛然澄澈，不会被干扰，也不会被染污。

其实，心本来就有无住的智慧，有不粘著

的能力，只是被无明遮蔽。佛教所说的明心见性，

就是让我们通过修行证悟空性，开启这种智慧

和能力。那么在面对各种念头和外境时，就能

时时保有超然。

当我们真正体证空性，安住于空性，不仅

能接纳现实中的一切变化，即使是面对生死，

也能自在无碍。过去很多祖师大德能坐脱立亡，

并不是什么神话，而是体证了不生不灭的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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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们来说，生不是开始，死也不是结束，哪

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当生死都不在话下，还有

什么可焦虑的呢？

汉魏之后，儒释道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其中，佛教虽然属于外来文化，但传入中国两

千多年以来，对哲学、文学、艺术产生了全面

影响。我们今天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一定离不

开佛教，否则是不完整的。

中国人很有福报，既接受了儒家思想，能

积极入世，又接受了佛法智慧，能保有超然。

如果没有出世的情怀，那么得意时会执著，失

意时会受挫，都会让人很累。但能以出世心做

入世事的话，得意时不执著，失意时不在乎，

不论世间如何流转变化，都能成为修行的功课，

安然接纳，历境炼心。这是何等自在！所以说，

不论我们从事什么行业，佛法这种安心的智慧

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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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仰可以培养慈悲大爱】

大爱是相对小爱而言。小爱即世间的亲情、

爱情、友情，是人们熟悉并追求的，包括父母、

兄弟姐妹、妻子丈夫等亲缘关系，及朋友、同

事等社会关系。这些围绕自我建立的小爱，固

然会给人们带来很多快乐，但问题同样在于这

个“自我”。

因为人有自私的本性，即佛教所说的我执。

当一个人过分在乎自我、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

时候，就会与他人造成对立。在社会新闻中经

常可以看到，即使在父母和儿女、丈夫和妻子

等至亲之间，也会因意见不合、财产纠纷而对

簿公堂，甚至大打出手。至于兄弟反目、朋友

恩断义绝、合作伙伴相互坑害之类的矛盾，更

是屡见不鲜。当人们与身边亲友都无法和谐相

处时，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戾气。

从另一方面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

悬殊日益增大。当双方都不能正确看待和使用

财富时，这种差距很容易引发对立，使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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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仇富”心态，影响社会安定。

如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特别需要倡导爱

的教育，让人们学会爱，进而从小爱提升为慈

悲大爱。只有更多的人投身公益，不是靠少部

分人做，而是在全社会形成互助的风气，才能

减少贫富对立，给社会带来温暖。这就离不开

文化的影响。

1．有我之爱是有限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就是文化的产品。其

中包括学校的教育，也包括家庭、社会、书籍

的影响，它们共同造就了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

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讲究伦理纲常。“五

伦”就是针对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

五种基本人伦关系，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相处之道。

此外，儒家特别强调仁爱。孟子说“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这种爱并不关乎亲缘，而是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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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良善本能。进一步，还要将这念人人具足

的恻隐之心向外延伸，发扬光大，从关爱亲友

到关爱社会。但儒家在倡导“仁者爱人”的同

时，还提出“爱有差等”。可见这种仁爱虽然广

大，却是有差别的，是根据和“我”的亲疏远近、

利益关系来分配的。

基督教倡导博爱，并积极从事慈善事业，

帮助贫苦大众。但被爱的只是人，却把同为生

命的动物当作人的食物。即使在人类中，被爱

的也只是教徒，而同样是人的异教徒却受到诅

咒。此外，因为一神教的排他性，还会引发宗

教之间的战争。这些矛盾都和“我”有关。

只要有“我”，就会有自己和他人的分别，

有亲疏、好恶的分别，有民族、国家的分别。

当内心有这些界限，就会产生二元对立，彼此

冲突。所以说，有“我”的爱，再大也是有限的，

不能遍及一切。

2．无我才能慈悲大爱

佛教所说的慈悲大爱是平等的，无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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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一个众生被排除在外，就不能圆满慈悲。

怎么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无

我。因为无我，才没有我和他的分别，没有亲疏，

也没有任何对立。这样才能彻底利他。大家听

到“无我”不要恐慌，这不是说你不存在，而

是要否定我们对自己的错误认定。

这就需要智慧的引导，帮助我们真正找到

自己，同时体会到，“我”和六道众生本来就是

一体的，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否则的话，我们

可能会觉得：众生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对众生

不感兴趣，为什么要利益他们？这么做对我有

什么意义？

只有体认无我的智慧，认识到自己和众生

本是一体，利他才会成为必然的选择，因为帮

助众生其实就是帮助自己。就像我们的脚受伤，

手自然会去帮助，不会觉得“我明明是手，为

什么要帮脚”，也不会有任何利害、得失的考量。

菩萨之所以能成就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正是把众生和自己视为一体，就像手和脚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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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众生有需要，有困难，便会自然而然地心

生慈悲，无条件地给予帮助，没有任何期待，

不求任何回报。这样的慈悲是无限的，没有一

个众生是菩萨不愿帮助的。这就是大乘的菩提

心，是一种崇高的利他主义愿望——我要走向

觉醒，并帮助一切众生走向觉醒、离苦得乐。

生起这种愿望，才是成为大乘佛子的标志。

除了发愿，更要通过不断练习，把菩提心

的修行落到实处。慈悲，就是与乐拔苦。从

调动恻隐之心开始，到培养仁爱之心，圆满慈

悲喜舍四无量心。这种修习是有次第的，从对

一个人练习，到对十个人练习，到对百人、千

人、万人练习；从对有关系的人生起慈悲，再

对没关系的人生起慈悲；从对喜欢的人生起慈

悲，再对不喜欢的人生起慈悲；从对人类练习，

再对一切众生练习。在座上座下的练习过程中，

不断超越我执，超越贪嗔、好恶、有限的设定。

关于慈悲大爱，佛教和儒家、其他宗教最

大的不同，就在于是否“无我”。只要有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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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带来不同的局限；只有无我，才能生起无限

的慈悲。

【五、信仰可以解决生死归宿】

国人避讳谈“死”，视之为不吉的话题。又

或者，总觉得死是别人的事，和自己没什么关

系。我们在世上忙来忙去，拼命赚钱，拼命做

事业，即使有了这辈子花不完的钱还不够，仿

佛可以永远活下去，永远赚下去。从来没想过，

死亡必然到来，也必然会带走这一切。但什么

时候死是不一定的，可能是明年，也可能是明天，

甚至可能是下一秒。那些猝死的人，如果想到

生命会戛然而止，还会那么奋不顾身地追求，

不为死亡做一点准备吗？遗憾的是，很多生命

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走了，而且越来越年轻化。

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新闻，看到身边亲戚朋

友的死亡，内心会不会有一种恐慌？在西园寺

和心理学界联合举办的“佛法与心理治疗”论

坛上，与会者曾就“死亡焦虑”的主题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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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代表佛教界作了讲座，通过对《心经》的

解读，阐述了佛教的生死观。不少与会心理学

家听后表示，佛法对死亡问题的解决最为彻底。

如果我们从来不思考死亡，也不为死亡作

任何准备，一旦死亡来临，就会痛苦、茫然、

不知所措，最后在抢救和折磨中无奈离去。这

是今天很多人的生命结局，是不是有些悲哀，

有些草率？难怪古人把“好死”列为五福之一。

怎么才能无忧无惧地安然离世？就要了解

死亡的真相，未来的归宿。我们现在所受的教育，

以及唯物论的“人死如灯灭”，儒家的“未知生，

焉知死”，都没有解答这个问题。那么，死真的

是一了百了吗？真的不需要作任何准备吗？很

多人年轻时还觉得无所谓，但年龄渐长之后，“怎

么死？去哪里”的惶惑就会时常浮现心头。

探寻死亡真相，解决死亡问题，不仅是我

们今天面对的，也是佛陀当年出家的原因，是

佛法修行的重点。佛陀之所以放弃王位而出家，

就是看到老、病、死的痛苦。从死亡的角度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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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青春、美貌还是财富、地位，都是过眼烟云，

分文不值，所以他决定去追求生命永恒的价值。

经过六年苦行，最终在菩提树下证悟不生不灭

的境界。那么，佛教是怎么认识死亡的呢？

1．死亡并不是结束

佛陀证悟时发现：生命不只是这一生，而

是在无尽的流转中，由生向死，死而复生。今

生只是生命延续中的一个片段，就像一片浪花。

这一期的生死，也不过是一片浪花的生灭而已。

浪花有生有灭，但大海如如不动。如果认识不

到生命的大海，而是活在浪花中，觉得浪花就

是一切，就会被浪花的生灭左右。如果我们能

从生命之海来看生死，体会到生命的无限，而

不是局限于浪花，就不容易焦虑了。

中国的“悟空号”发现，在宇宙中，我们看

到的物质世界只占 5％。此外，暗物质占 27％，

暗能量占 68％。心理学家也说，生命有意识和

潜意识两个层面。其中，意识只是露出海面的

冰山一角，潜意识才是深藏海底的巨大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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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说明，我们的视野非常有限。学佛，就是

帮助我们开启智慧，从宏观的视角认识生死。

除了轮回，佛法所说的涅槃、往生和菩萨

道思想，为我们指明了生命的真正归宿。很多

人把涅槃等同于死亡。其实，涅槃是对迷惑烦

恼的彻底平息，是证悟不生不灭的境界，包括

有余依涅槃和无余依涅槃。前者的五蕴果报身

还在，后者才是灰身泯智，意味着色身的消亡。

所以涅槃不等于死亡，活着一样可以证悟涅槃。

净土法门也是解决死亡焦虑的重要途径。

对于修行人来说，如果今生没能证悟怎么办？

阿弥陀佛所发的悲愿，让学人可以通过信愿行

积累资粮，由一心念佛，借助佛力往生极乐。

那是无限安乐的所在，是阿弥陀佛对众生的慈

悲接引。所以念佛人把死亡称为“往生”，是脱

胎换骨的新生。看到这样的光明前景，还会畏

惧死亡吗？还会有任何不舍吗？

此外，菩萨的无住涅槃是证悟后为大悲所

驱动，继续在轮回中救度众生。菩萨道修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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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无尽的悲愿，以轮回为战场，在十方世界

不断地救度众生，帮助众生从迷惑走向觉醒。

正如《普贤行愿品》所说：虚空界尽，众生界

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愿王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

这是何等的气势，何等的愿力！有了这样的愿

力，就会根据众生的需要随类化身，哪里需要

就到哪里，转被动受死为主动选择，转生死焦

虑为悲愿无尽！

2．临终关怀

临终关怀，是帮助人们面对死亡的方法。

哲学家说，哲学是为死亡做准备。其实，宗教

更是为死亡做准备。佛教中，“念死无常”是修

行人必须具备的基本认知，既是正行，也可以

是一切法门的前行。真正的修行人，时时都在

为死亡做准备。想到死亡随时都会发生，就不

敢有任何懈怠。

佛教把生命分为四个阶段，出生时是生有，

在世时是本有，死亡时是死有，此生结束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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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受生之间叫作中有，就像在世间结束一份工

作，还没找到下一份工作的中间阶段。当一个

人离开世界时，如何从此生过渡到下一生？是

什么在决定生命去向？除了往昔业力，临终一

念也很关键。

如果生起善心，就能使善业尽快成熟；如

果发愿往生，资粮具足，就能蒙佛接引；如果

临命终时被人各种恼乱，生起强烈的贪著或嗔

恨，就会堕落恶道。所以佛教非常重视临终关怀，

要在生死关头为临终者作好心理引导，让他放

下尘世的一切牵挂，了解未来去向，对弥陀悲

愿充满信心，愿离娑婆，愿生极乐。同时，通

过念佛或称念三皈，帮助临终者调整心行，安

住正念。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外在助力。

现在西方也有安宁关怀，对医学上不再有

治疗意义的重病患者，在减轻他们身体疼痛的

同时，给予心灵疏导和关爱。这种关怀也包含

信仰的引导，使他们安然并有尊严地走完人生

最后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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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信仰可以找回自己】

今天的世界变化得这么快，这么丰富多彩，

各种媒体、娱乐、游戏、科技产品，以及发展

中的人工智能、虚拟世界，使我们对外界的依

赖日益严重。除了工作，很多人时刻刷着手机，

刷着各种碎片化的信息，无法静静地面对自己，

甚至失去了休息的能力。虽然身体早已疲惫，

却无法入睡，还在难以自控地刷着。在最新的《国

际疾病分类》中，已专门为“游戏成瘾”设立条目，

并明确诊断标准，以帮助精神科医生确定患者

是否对游戏产生病理性依赖。此外，手机综合症、

晚睡综合症等时代病，也已成为世界性问题。

在铺天盖地的信息中，人类对自我的迷失

越来越深，问题越来越多，心智越来越不正常。

与此对应的，则是被科技武装起来的、前所未

有的破坏力。这就使得世界危机四伏，防不胜防。

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从人心入手。内心

和平，才有世界的和平；内心安定，才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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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定。东方文化，尤其是佛法智慧，它最大

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认识内心，找回自己，

造就健全人格。所以近年来，佛教在西方国家

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心理学工作者都在学习

佛教的教理和禅修方法，将之运用于学科建设

和临床治疗。

人也是一个产品，需要通过正确方法来打

造。一方面，是通过闻思经教，接受智慧和觉

醒的教育，从而调整观念，解决人生困惑；另

一方面，是通过止观禅修平息烦恼。这样的话，

就能在正见指导下，造就良好的心态，健全的

人格，最终成就高尚的生命品质，成为佛菩萨

那样美好的自己。

学佛不是向外求，对三宝建立依赖的目的，

是导向内心。我们以三宝为皈依对象，但这不

仅是指佛像、教法、僧众这些外在的住持三宝，

还有内在的自性三宝，就是我们本来具足的觉

性。我们依止善知识，正是为了通过听闻正法，

依教奉行，最终认识自己，而不是把佛菩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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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知识当作偶像崇拜。

以上，主要从佛教的角度，通过建立道德

准则、引导精神追求、使人心态超然、培养慈

悲大爱、解决生死归宿、找回自己六个方面，

讲述了信仰的作用。希望大家通过对智慧文化

的学习，断恶修善，成就高尚品质，为社会的

健康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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