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慧双修 
 

如实法师讲 
 
 
    释迦牟尼佛出现於世，就是为了一大事因缘；佛陀说法四十九年，所说之法， 
莫非也就是为了“一实＂的佛法？什麽叫做“一实＂的佛法呢？就是教菩萨法， 
教导我们人人行“菩萨道＂。 
 
  身为佛教徒的我们，应该抱著一份“无我＂的精神，完全以众生的利益为利 
益，以众生的事业为事业。这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菩萨精神。每一个 
众生有困难，都是我们的责任，应视一切众生的困难，也是我们自己的困难。释 
迦牟尼佛在修行的过去生中，他不祈求任何代价而不断付出，他唯一的愿望就是 
救度众生。佛是为众生而成佛的，不是为自己成佛而修行，是为救度众生而修行。 
慈悲是救世的泉源，但无智不成大悲，有了智慧才能发挥无穷的毅力与慈悲，如 
此才能合符佛法中的“悲智双运＂。 
 
  现今很多信佛的人，大多以为去寺院拜佛是求福；听经、闻法、念佛、诵经 
就是修行，而忽略利益社会，关心大众之事，认为行善是有钱人家的事。这如何 
能说自己是修行？是学佛呢？佛陀是两足尊。什麽是两足尊呢？就是福德和智慧， 
两者具足。因此在修行当中，必须福慧双修，方可称为德，‘德’者得也。现在 
我们所说的‘德’，与做善事的人为了求名求利的‘得’是不一样的。“学贵在 
能用”：我们要学得有用，把佛教的精神，发挥在我们平常日用当中，这才是最 
可贵之事。我们如果只学佛的教法，而无法把佛陀的精神发挥在人间，运用在众 
生身上，你们说这是智慧吗？既然学而不能发挥功能，其效用结果也就是学无所 
得；既无所得，则不能为‘德’。真正的慈悲是用智慧去推动的。 
 
  佛陀教导我们要身体力行，我们知道人身难得，佛法难闻，生命无常之道， 
就应利用有限的人生，做到我为人人，及时行善，难行而能行，才是真正的功德。 
我们要知道世间无常，不仅世间无常，更是国土危脆，天灾人祸，世界各地可见， 
华航空难、美国龙卷风、印尼政变、马来西亚的山林大火，近期亚洲的金融风暴 
等等。隐伏著“今日难安，明亦难保”的忧患。我们体会到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 
既是无常，我们又何必为它苦苦计较呢？ 
 
  佛教重因果，离不开因缘果报去谈人生。种如是因，得如是果。今生富贵， 
就是前生行布施，故得富贵的福报。有句话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 
不管怎样积聚财富，但到最後临终之时，你能带走吗？唯一随行的就是业啦！ 
“业”简单来说，就是行为，是善的业呢？还是恶的业呢？古人说：“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多多积善，必得吉祥余庆，所以多做善事，就是积集我们的福德。 
修了福德，或要兼修智慧，智慧可以从佛法中求，有了智慧，才能正视人生的本 
来面目。 
 
  有很多人刚开始信佛，开始布施，就觉得我已经学佛了，已经布施了，心中 
就想自己的事业，一定会成功，际遇一定会好转，一定会有好的回报；但当稍一 
不如意，或因经济不景，一切事业不太顺利，他心中就想：为何我信佛，佛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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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佑我赚钱，使我生意顺境呢？怎麽信佛後，还有这麽多不如意之事呢？如此 
我信佛、布施都没有用啊！但是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刚刚埋下种子在泥土里面， 
就急著想知道是否发芽，而心急地把泥土挖开看看，结果根都弄断了，芽就没法 
生长了。其实我们应该安心播种子，耐心的去等待，时机一到，因缘成熟，自然 
芽就会长出地面上来，接受阳光及一切增上缘培养後，自然成为一棵大树。我们 
要知道修行、学佛、培福、布施，千万不可有祈求代价的心理，既然要学佛，但 
缺少佛陀慈悲的精神，学佛自然就不成功了。 
 
  我们学佛，要修“福德智慧＂，但如何修呢？那就是要多行布施，布施就是 
修“福”。或有人会说：我没有钱，生活很穷，如何布施呢？岂非不能修福？当 
然不是，布施有三种方法：财施、法施、无畏施。下面会详细解说。很多有钱的 
人，住豪宅，坐名车，钱多得很，生活条件非常好，可惜智慧不足，不懂得布施 
修福，终日醉生梦死，妄做痴业，就是有福无慧。所以说有钱，也要善於用钱， 
用得妥当，则能福国利民，有益社会，有益大众；如有钱不懂得好好利用，终日 
为钱之奴隶。存在银行仓库中，做其守财奴，这样便与穷人一样，就失去了有钱 
的意义。在现今的社会中，有些人真的是过著“闲人无乐趣”的无聊人生，这些 
人就是太看重自己，舍不得把身心献给社会，为了过份保护自己，这些人活得一 
点也不快乐，可以说是“富贵贫人”。这一类人，他虽然在物质上无缺，但在精 
神或感情上，却贫乏得很可怜；由於他舍不得付出感情与爱心，关心别人，关心 
社会大众。相对的，别人付给他的，一定是表面的应酬，得不到真正的关心，真 
是可怜又可悲！相反的，有钱用得不当，不但有害身心，更会祸延社会，我们要 
知道世间财，世间用。用得有意义，就是修福的大好机会。如果能够看破，就能 
放下，可以放下，就有自在。引用现代一句话说：就是“牺牲享受，享受牺牲”。 
什麽是人生最有价值的呢？就是爱。把牺牲当作享受，能够付出爱心的人，永远 
都是很快乐，而且使人生活得更有意义。有钱就要善用，要多行布施，广结善缘。 
我们即使今生有福报，仍要运用智慧好好去惜福、培福。 
 
  人为了享受自身私欲，为了保护自己，而做了很多伤害他人之事，世人常执 
著於名利、钱财、事业、亲人之中，因而事事斤斤计较，念念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的原故。能割断我执、自私的范畴，认清四大苦空、无我之道理，就能发挥自性 
智慧的光明。 
 
  佛陀常说：“四大本空、五蕴非我”，我们的生命，甚至一切物质，都是四 
大假合而成，也就是迁变无常，虚假不净、本空的东西，我们的身体，如四大失 
调，就有病痛，所以说有了身体，就会有病痛，有病就是苦，终至死亡，身体败 
坏，就是四大（地、水、火、风）的不调。世间一切的事物，用尽心思去计较， 
又有那一样可以随我们的心意？满我们的愿望呢？很多人劳碌一生，为的是什麽？ 
更有的人不择手段，挺而走险，又是为了什麽？多数人都说：为了下一代的子女， 
为了改善生活质数，为了物质享受。很多父母为了子女的未来，提供子女们最好 
的教育，他们这样的用心去计较，辛劳地工作，到头来孩子真的能够满足他们的 
心愿吗？因为现今社会的人太偏重於物欲，难免疏忽了感情，彼此的关怀，你们 
在报章上随时可看到很多的家庭问题，社会问题，总是离不开财、利、爱、欲之 
中。有所求的爱，是无法永久存在的，能够永久存在的，就是那份无形、无染而 
无求的爱。要说爱就必说大爱──菩萨解脱的爱。众生私情私欲，使其痛苦执著， 
不能自拔；菩萨之大爱慈悲，能超脱生死痛苦。日本人说“我”是私的，所以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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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只想到我，就是有私心。我们要把“我”打破，才能容纳他人，容纳大众，容 
纳社会。唯有菩萨清净的爱，是与我们没有亲友关系，甚至未见过面，无缘无故 
的人，我都要令其快乐，我们如能将爱发挥到这种程度，就是慈悲。没有智慧的 
人，叫做愚痴，愚痴就会痴迷，痴迷的爱，就是烦恼的根源；要真正发挥菩萨的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必须对众生起怜悯心，身体力行，常起慈悲心救护一 
切众生。 
 
  “富不过三代”这句话正代表了财富的无常；“因爱成恨”说出人类感情之 
脆弱，过去的恩爱，一旦情尽，反目成仇，这也是无常啊！人往往太执著，而起 
种种的分别心，是你、是我，划分得清清楚楚，以致我所爱的拼命去争，去求， 
去嫉妒，心胸狭窄。也正因为如此，而造成很多的恶业。我们应该静思观察，认 
清真正的价值观，佛陀教导我们要有慈悲心，善待一切众生，首先由小而大，由 
内而外，不要把爱局限於个人或某些范围，那是短暂而虚伪不实的，要学菩萨的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大爱，彻底的爱，是广泛的，无私的，不受世间的利 
害得失所影响，一切都是为了众生。 
 
  佛陀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是与生俱来的，人人本具；我能修行，你 
也可以修行，我能成佛，你们也可能成佛；为什麽呢？佛性是人人本有。以圣者 
言是性，凡夫言是心，佛性就是没有染欲的清净心。也就是人之本性、自性、觉 
性。而凡夫受了世间的爱欲、妄念，因而执著，污染本性，遭到这些爱欲的牵连， 
变成了有种种的分别心，就产生人我、是非、高低、爱恶等等，因而渐渐违背了 
原来的本性。修行最重要的目标是无我，因为你能缩小自己，放大胸襟，包容一 
切，尊重别人。看淡自己，就是般若智慧；看重自己，是自私执著。每个人的心 
中，都有一棵清净的莲花，都有无量的智慧，能把良知、良能启发出来，则福德 
无量矣！ 
 
  佛说人人都有成佛的本性，如能发现自身的本性，就有一股平等的观念，就 
不会有我的、你的之分，如能这样，爱心就会扩大，视众生的苦难为我们的苦难， 
众生的幸福是我们的幸福，这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菩萨精神，慈悲心 
不假造作，悠然而生，自然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解救他人之困苦。布施，不但 
是财施，还有法施和无畏施。有些人以为布施，必须要有钱财，才可以布施，其 
实那怕是一滴一点的力量，只要能帮助人解决其痛苦困难，都是布施。“法施” 
有些人以为法施，必须会说法，自己对佛法认识不深，如何能以法布施别人呢？ 
其实不尽然的。所谓法施，是世间的一切智识，能力的赠与，人家遇到的困难， 
只要在一举手，一投足，一开口之中，使人能够有所了解，步入正轨，这都是法 
的布施。“无畏施”，当人家在恐惧、怖畏之时，你能施予援手，使其远离怖畏。 
如遇到盲人过马路，我们扶他一把，使其安心过路；或近期大雨连场，低洼地区 
水浸，小孩或老人，行动有困难者，我们量力解其险境，此等都属於无畏施。 
 
  我们身为佛弟子，就要依佛陀所说的法，看透人生的无常、无我，就应该随 
个人的力量，运用智慧而去行善，不要认为做好事，只是为了求福。世间的一切， 
没有一样可以永远据为己有的。同样一个‘得’字，有‘舍得’也有‘得失’两 
种完全不同的心境。有智慧的人，就能够舍，能‘舍’也就能‘得’，能得无限 
的快乐；不能‘舍’就会有‘失’，失去了心境的安宁。而我们一生的时间，就 
是建立在这人生道上，因此要及时做好本份之事，以佛陀的教化，来发挥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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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与光明，这就是福慧双修。 
 
  如无智慧，就看不破，放不下，就做不出，无法奉献，有奉献的精神，就表 
示看透人生，如此才可以发挥佛陀教化。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为能为，才能 
升华自我的人格。 
 
  换句话说：於自身，就是以佛、菩萨的精神来发挥其功能（是智慧）；於社 
会，造福有利众生的慈善事业（是福德）。达到“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悉 
离苦”的菩萨行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