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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佛法无权反对不知佛法无权反对

佛法相当的深奥，若无有人解说，或者
自己没有亲自去听闻、思索和学习，那么即
使是智者也难以理解佛法里面的真理，更
何况说是一般的人呢！《华严经》中云：“佛
法若无人解说，虽是智者不得解。”

而人们对一件事物若缺乏了解，便会
产生出许多推理和假设，随着时间的推
移，有些推理和假设被证明了其正确
性，有些则被悄悄地淘汰了。同样，以
往由于佛法仅局限在少数信奉者圈内，
知识界对此颇感陌生，以此生出了许多
猜想和轻率结论，比如把佛法说成是传
说、迷信，客气一点说成“神话”之类，这
显然是牵强附会，不符合历史。比如，
我们不应该因为古代的科学家如一行
和尚（唐代天文学家，佛门高僧）等久已
过世了，就把他们的事迹都归于神话之
列，亦不能因为《史记》、《三国志》等记
述的是遥远的往事而否定其可靠性。
况且，佛陀的教法现在尚完整地保存在
各种文字的《大藏经》中，仅藏文《大藏

经》就有一百多函，并且现在尚有无数
信众在学习佛陀的教法，许多智者以严
谨的治学态度深入佛教教义后，也完全
为这博大精深的智慧宝藏所折服，由衷
地发出了他们的赞肯之词。中国著名
学者梁启超说：“佛教之最大纲领曰悲智
双修，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
一大事业。”罗博士说：“佛教是现实的，因
为它对生活和世界所采取的，就是一种现
实的态度。它并不是错误地把我们领向愚
人的天堂，也决不用那些虚伪的恐惧和罪
恶感来威胁恐吓、折磨摧残我们。它精确
而客观地描述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
并且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彻底自由、和
平与安宁的幸福之路。”印度总统拉哈克斯
坦说：“佛陀是把智慧之光投射人类心灵
的第一人。”

爱因斯坦等伟大的科学家们对佛教
也赞叹有加，这些在自己领域里经过深入
研究后，对整个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智
者，尚且如此推崇佛教，那么知识水平一

般，甚至连普通家务也茫无头绪的人，对佛
教也就没有理由横加非议，否则只能显出
自己的浅薄无知。我认为一个疯狂的人在
街上裸体行走，众人不应感到奇怪，而一个
神智清醒的人若无理诽谤佛教，那才是真
正的咄咄怪事，真正应受众人的指责。见
识不广智慧不高的人对佛教还是少说为
佳，这样就不会犯下轻薄妄议的过失，也不
会造下诽谤佛法的大罪，致使最终后悔莫
迭。无论是佛教或是其他学问，人们如果
没有彻底了解它，就没有权力评论，正如世
界著名的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
梦》中所说的：“千万不可评论你所不知道
的道理，否则你可能会用生命的代价来补
偿你所犯过的错误。”

有关于学佛和念经上的问题可以咨
询”大华府观音堂“。

大华府观音堂电话：301-683-8831，
240-621-0416 。

地 址 ：401 E Jefferson St, Suite 108
Rockville, MD 20850

王阳明王阳明：：做个内心有光的人做个内心有光的人
心是身上的灯心是身上的灯
王阳明与友人同游，友人指着

岩中花树问：“如此花树在深山中
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
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
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万事万物都是你内心的投射。
哪怕洪水滔天，我心安然，哪

里都是桃花源；
哪怕暗夜无边，我心光明，哪

里都是水云间。
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心态

若改变，态度跟着改变；态度改变，
习惯跟着改变；习惯改变，性格跟
着改变；性格改变，人生就跟着改
变“”。

保持内心的光明，人生自然光
明。

心态决定状态心态决定状态
佛家讲：“物随心转，境由心

造”。
一个人的内心积极向上，看到

的事情也往往变得美好起来。
一位秀才进京赶考，在考试前

几天他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梦
到自己在墙上种白菜，第二个梦梦
到自己下雨天戴了斗笠还打伞，第
三个梦则是梦到自己跟心爱的姑
娘背靠背躺在一起。

秀才找算命的解答，算命的一
听，说：“你还是回家吧。墙上种白
菜那是白费劲，戴着斗笠打雨伞是
多此一举，跟姑娘背靠背不是没戏
吗？”

秀才一听，心灰意冷，收拾包
袱准备回家。

住店老板听说后，对秀才说：
“我也会解梦。我觉得你这次一定
能成功，你想，墙上种白菜，说明你
要高中；

戴斗笠打伞说明你这次有备
无患；背靠背躺着不正是说明你翻
身的时候要到了吗？”

秀才一听，觉得有道理。他精
神百倍地参加考试，果然高中。

内心光明，世界就光明，幸福
与否，不是我们获得了什么或者失
去了什么，而是在于你的心态。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正反两
面，盯着痛苦，永远无法抵达远方。

一切的和谐与平衡，健康与健

美，成功与幸福，都是由乐观向上
心理产生的。

做个内心有光的人做个内心有光的人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没有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

活得幸福与否，主要看是否可以保
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王阳明一生历经坎坷，遭廷
杖、下诏狱、贬龙场、功高被忌、被
诬谋反，可谓受尽了命运的折磨。

但是王阳明却在生活中一直
保持着积极乐观的情绪，无论在怎
样的境遇中，都能乐观面对。

在龙场被当地原著民敌视，他
丝毫不生气，反而教给他们耕种读
书，久而久之，这些人接纳了王阳
明一行，并成为他最忠实的学生。

在瘴气遍布的龙场，他依然努
力读书，完善自己的理论。

正德十四年，王阳明擒获宁王
后，招致群奸嫉恨。张忠、许泰率
领的京边官军进驻南昌后，对王阳
明进行百般漫骂，或故意寻衅闹
事，但王阳明毫不为所动。

他说：“忿怒之类的偏颇情绪，
人心之中怎么会没有呢？只是不

应当有而已。平常人在动怒时，控
制不住感情，便会怒得过了度，就
不是廓然大公的本体了。”

内心有光的人，内心温暖而宽
容，他们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退让一步不是没用，而是遇事
后的达观。原谅别人，就是宽恕自
己。

王阳明对名利并不看重，王阳
明曾说，人为了生存，难免要追求

一些，能使自己感到安全的东西，
诸如金钱、名利、地位。

不过，追求这些身外之物要在
“良知”的指导下进行，倘若为此失
去了本心与良知，就如同大坝上豁
开了一道口子，容易酿成大患。

心里有光的人，容得下万物，
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缠于物。

愿你心里有光。在人生旅途
上，一边温暖，一边照亮。

杨绛杨绛：：当你身处卑微当你身处卑微，，才有机缘看到世态真相才有机缘看到世态真相
时间，终会摧垮一个人的皮囊，但

绝不会毁掉一个人的内在。
到了某个年纪 ，真正让你迷人的

不再是脸，而是骨子里高贵的气质，和
历经岁月沉淀后有趣的灵魂。

高贵气质者有独立的意志支撑，自
律自觉的原则底线，悲悯善良的人道精
神。

有趣的灵魂拥有博学多识的洞见
力量，豁达包容多元的返璞归真，历经
沧桑考验的云淡风轻。

美诉诸于眼睛，但是最终一定回到
心灵。

因为眼睛没有觉知能力，只有捕捉
能力，这种能力的动源在心灵。美通过
眼睛捕捉，让心灵愉悦。

凡是美的都要回流到内心判断，内
心判断的核心词，是愉悦。丑陋的可以
是美的，悲壮的可以是美的，残缺的也

可以是美的。
它们使人震撼，净化心灵，唤醒沛

然的想象能力，联想能力。
卡西莫多虽然丑，但他的美更耀

眼。英雄穷途，抗争后已殁是悲的，而
那种美却是不可忽略的。

断臂维纳斯之所以美，是因为她激
发了人们无涯际的想象。

对于善于发现的眼睛，美永远存
在。

美盲很可怕，视而不见，心思枯槁。
在自己的世界里孤芳自赏，在别人

的世界里随遇而安。
在你我交集的世界里保持距离，爱

自己，欣赏自己，最起码不嫌弃自己。
不攀比，不依附，有则喜，无则淡。

我和你即使有交集，也信奉君子之
交淡如水。

适度的人际气泡，让彼此有支配的

私人空间。
在私人的空间里做自己，不过于亲

近，也不过于疏离。
爱他人首先学会爱自己，爱自己当

会自我反省。
不能自我反省的人看不到自己的

短板，而伤害他人的几乎都是这些短
板。

自我反省，也是一种慈悲。
杨绛说：
当你身居高位，看到的都是浮华春

梦；当你身处卑微，才有机缘看到世态
真相。

这是一个功利的世界，当你背靠大
树，坐揽资源之时，总会有人紧贴过来，
向你百般献好，极尽能事，让你相信自
个儿是多么的卓尔不凡。

但是真相，只有在你离位后才会显
现。

白岩松讲过一个段子：
让一只狗天天上央视，就能变成名

狗。但要知道，没了央视的舞台，很可
能不用多久它就会变回土狗。

人，只有离开了平台，才能看清楚
自己到底是谁。

人，也只有离开了平台，才能看清
楚世相和人心。

爱是什么？
心疼你，无意伤害，自查自纠，艰于

呼吸。
想念你，朝暮晨夕，春秋易序。
渴望你，靠近你，风逐沙粒。
你有趣，世界才有趣。你无趣，世

界自然也乏味。
有趣的人大抵聪明、乐观、幽默，并

且感性。
有趣的人才是懂得生命真谛的人，

也是懂得享受生命的人！

相对应的，无趣的人，也多愚钝、悲
观、无聊、刻板。

无趣的人难以领悟到生命的真味，
更遑论享受生命的摇曳生姿了。

人这一生，都走在认识自己的路
上。

苏格拉底说：“认识自己，方能认识
人生。”

列夫·托尔斯泰说：“了解一切，就
会原谅一切。”

老舍说：“人若是看透了自己，便不
会小看别人。”

人，一旦真正看清楚了自己，恐怕
就再没有勇气去评价任何人！

了解自己诸般匮乏暗疾、矛盾分
裂、辗转不由己，怎么还能够对他人求
全责备呢？

更别提黑白两色简单粗暴地判断，
甚至是道德绑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