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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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摘自《《阿弥陀经要解讲记阿弥陀经要解讲记》》
【古来注疏，代不乏人，世远就湮，所

存无几。云栖和尚着为疏钞，广大精微，
幽溪师伯述圆中钞，高深洪博，盖如日月
中天，有目皆睹。】

《弥陀经》在中国自古以来，可以说是
弘扬最为普遍的一部经典，因此批注这部
经典的人也就很多，每个朝代都有许多人
批注；但是这些批注能够流传下来的不
多，也就是说失传的很多。现在我们研究
《阿弥陀经》，可以说从古今批注里面最具
权威的三种注子，这是从明末清初以来，
几乎为佛门公认的：第一、是莲池大师的
《疏钞》。这个地方称他作云栖和尚，蕅益
大师是莲池大师的私淑弟子，也就是说，
莲池大师虽然往生了，但是蕅益大师还是
依莲池为老师，向他学习。莲池不在世，
怎么学习法？莲池大师的著作存在，专读
莲池大师的著作，遵照莲池大师的教诲去
修行，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人所谓的私淑弟
子，他学得非常成功。莲池是净土宗一代
祖师，他也是一代祖师，确实很类似儒家
的孔孟，孟子是学孔子学得很像，也是孔
子不在世，蕅益大师也采取孟子的方法。
莲池大师给《阿弥陀经》做一个批注叫“疏
钞”，他是先作疏，“疏”是批注经的，以后
看这个批注注得太深，在当时没有问题，

怕后世大家对他的批注不太容易体会，于
是再作钞。“钞”是批注疏的；换句话说，是
批注的批注，我们称为“疏钞”。疏跟钞都
是莲池大师自己作的，这个批注在台湾流
通非常广泛。

我们不但印《疏钞》流通，而且还将古
德法师的《演义》也印出来，现在我们将
《疏钞》跟《演义》会合起来印成一本，我们
读起来就更方便。“演义”是疏钞的批注；
换句话说，疏是批注经的，钞是批注疏的，
演义是批注钞的，这是三重批注。古德法
师是莲池大师的徒弟，而且是莲池大师的
侍者，照顾大师日常生活，莲池大师的东
西能够传下来，得力于古德法师，他把它
印出来流通于后世。《疏钞演义》在台北曾
经讲过一次，第一次是在莲友念佛团将
《疏钞》讲过一遍，第二次是景美华藏图书
馆成立，我将《疏钞演义》讲过一遍，我们
留有录音带，共有三百三十五个音带，可
见得内容确实是非常的丰富，蕅益大师赞
叹它“广大精微”，这四字用得非常恰当。

‘幽溪’是地名，是天台山幽溪高明寺
传灯法师，这位老和尚跟蕅益大师的师父
是师兄弟，所以蕅益大师称他作师伯。他
晚年专修净宗，专弘净土，老和尚感应不
可思议，每次升座讲《弥陀经》，都感应到

天乐鸣空，听经的大众都听到。他有个批
注叫《圆中钞》，凡是钞都是解释疏的，疏
是明朝大佑法师作的。大佑法师着有《阿
弥陀经略解》，他用《略解》再加以批注，所
以叫钞。“圆中”这个意思，是取“圆融中
道”之理，以天台家真、俗、中三观来批注
大佑法师的《略解》，称为《圆中钞》，蕅益
大师赞叹它“高深洪博”。换句话说，《疏
钞》太多、太繁琐，《圆中钞》太深，因此都
不便于初学。

（注：另外一个就是藕益大师的《弥陀
要解》了。）

周日念佛共修 时间：每周日 1:30pm-
4:00pm (报名参加）

网课听经 时间：周一至周日 7:15pm-
8:15pm；周日 9:00am-11:30am (欢迎随缘
参加）

网课登陆 zoom 视频 ID:97826380822
（不需要密码和注册）

电话听网课号码：1307158592 再拨
ID:97826380822#

观音堂地址：401 E Jefferson St, Suite
108 Rockville, MD 20850 (来访请先电话
预约）

观音堂电话：301-683-8831，240-
621-0416

真正厉害的人真正厉害的人，，早把人生调成了早把人生调成了““静音模式静音模式””
有人说，人到中年，才明白最

高级的活法，就这么一个字：静。
而纵观身边那些活得风生水

起的人，莫不把人生调成了静音模
式。

雪莱说：“浅水是喧哗的，深水
是沉默的。”

格局高的人，早就拥有了一张
“金口”，一颗“静心”。

厉害的人厉害的人，，不言喜不语悲不言喜不语悲
知乎上有个问题：有什么简洁

的人生道理让你受用一生？
高赞回答说：不言喜、不语

悲。
的确，得意时，别忘形，失意

时，不失言。
有两种话，是千万不能与外

人道的：大的欢喜，不说。
邻居阿姨，儿子考上了国内

前十的 985，逢人就开始夸耀自
己的孩子。

刚出录取结果的那段时间，她
逢人便引起话题：“你家孩子考上
什么学校？”

遇上那些孩子成绩不如她家
孩子的，就更来劲，把嗓门拔得很
高：“我家孩子真争气，一下子就考
上最好的专业，将来一毕业就是高
薪。”

说得那些家长脸上红一阵白
一阵的，只好赔笑。

那一段时间，大家看见邻居阿
姨都绕道走。

其实，喜而不言，是一种善良，
更是一种智慧。

《菜根谭》说：“藏巧于拙，用晦
而明，寓清于浊，以屈为伸。”

藏拙不露尖，是对他人的尊
重，更是对自己的保护。

生而为人，各人有各人的路，
各人也有各人的晦涩和皎洁。

你的欢喜，可能是他人的心
魔，他人的地狱。

因为懂得，所以才更要善良，
才能慈悲。

事要藏住，才是格局；气要沉
住，方为本事。

诗云：“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

梅无仰面花。”
真正的智者，把自己放在低调

里，更能活得高调，迎接生活中一
个又一个的高光时刻。

小的悲伤，不说。
生活中总有许多如祥林嫂一

般的人，遭受到不幸就恨不得让全
天下的人都知道，最终让人避而不
及。

生活实苦，可让我们成长的，
也正是那些深夜痛哭的时刻。

每一个人的人生，注定单枪匹
马。

当你诉苦、抱怨得多了，就难
免会陷入一种自怜自哀的境地，最
终麻痹了自身，更毁了人生。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皮格
马利翁效应”，就是说：人心中怎么
想、怎么相信就会怎样成就。

反之，如果你相信事情不断地
受到阻力，这些阻力就会产生。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自己做不
好一件事，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在自
我设限罢了。

抱怨多了，可能真的会成“怨
妇”；废话多了，可能就真成了“废
物”。

真正厉害的人，早就戒掉了抱
怨，练就一颗静心，淡看花开花落。

常言道：“祸从口出”。
你的人生有十分，与外人道不

过十之一二，那你就留住了那剩下
八九分的福气。

厉害的人厉害的人，，少少““晒晒””多做多做
闻一多先生说：“人家是说了

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
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的确，有些人夸夸其谈，却毫
无实质行动；有些人在朋友圈晒各
种高大上的日常，可他们的生活却
是一地鸡毛。

心智越成熟的人，越少晒生
活。

有人说，中国人的幸福感来源
于比较。

也许大多数人能够习惯于在
新闻里看各种富豪晒他们的奢华
生活，但无法容忍自己身边的人过

得比自己好。
日复一日，多少人就

在这无谓的比较中，消耗
了自己的人生。

我们总能见到那些心
穷的人，他们需要虚假的
浮华来换取别人的青睐。

可真正厉害的人，早
已从内心深处认定了自
己。朋友圈里再热火朝
天，也换不来真正深植于
内心的自我认同。

其 实 ，那 些 厉 害 的
人，早已退出了你的朋友
圈。

他们选择为自己而
活，活出最好的样子给自
己看。他们选择默默地变优秀。

孔子说：“君子以行言，小人以
舌言。”

常言说得好：喊破嗓子信不
过，做出样子掌声来。

雷声大雨点小的人，往往难成
大器，只有行动才是成功的基石。

纵观我们身边那些在自己的
领域里有所成就的人，他们早已把
人生调成了静音模式：不晒生活，
把眼光放到自己身上，不停沉淀自
己。

为什么越成熟的人，越少晒生
活？

因为当优秀已成为一种习惯，
就根本无需炫耀。

因为你已经心智成熟，知道自
己是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想成为
什么样的人，根本不需要那些假把
戏来感动自己。

你的人生，不是看你晒了多
少，而是看你做了多少。

厉害的人厉害的人，，深耕自己深耕自己
调成静音模式的手机，让我

们能不被外界打扰；调成静音模
式的人生，让我们专注于提升自
己。

之前综艺节目《天天向上》的
主持人钱枫在节目上爆料说，同
为节目主持人的汪涵居然把自己
的微信给删了。

娱乐圈里出了名的高情商汪
涵，其实也是个“删友”狂魔。

汪涵坦言，不仅是钱枫，连陈
坤范冰冰这样的大腕儿他都删了。

汪涵说，在删掉了许多人的
微信后，他发现：

这样的生活非常非常轻松，
整个人生都发生变化。所有的时
间都是你的，自在得一塌糊涂。

而且虽然彼此没有微信，但
感情根本不会因为长期不联络就
变得不好。

汪涵选择向内深耕自己，为
自己的人生筑起一道墙，保护自
己不被外界干扰。

曾经有一个新闻，浙江大学
的学霸胡同学，他的微信通讯录
里只有 31位好友。

而他一年 365 天，在浙大图
书馆中借阅 296 册次书，相当于
每天看 0.81本书。

除掉浙江大学 2017 年的 108
天寒暑假时间，在校期间 257 天，
相当于每天阅读 1.15本书。

这就是浙大学霸胡同学的阅
读量。

而他，也在大一就选了 56 学
分的课，也就是修读了 26 门课，
还拿了学业三等奖学金和专业奖
学金。

网友的评论更是扎心：
就算我们有 300好友，能谈心

的又有几个？我们总把时间花在
了别人身上，却忘了问自己，到底
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

是啊，反观我们，太多人的时
间都被那些所谓的人脉、社交给占
据了，殊不知，人脉的本质是等价
交换。你是怎样的，就会吸引怎样
的人。

与其经营人脉，不如经营自
己。

真正优秀的人，选择深耕自
己，你不去找圈子，圈子也会找到
你。

生活中，为了避免外界的干
扰，我们常把手机调成静音模式。

是时候，将我们的人生也调
成静音模式，停下脚步与自己对
话，专注于走好自己的路。

人生，就是一个越活越“寡”
的过程。

当我们学会减掉一些东西，
我们才能拥有无论何时都能清零
过去、重新出发的实力与勇气。

余生，让我们都把人生调成
静音模式，修一身静气。

静言，沉默是金，寡言有福，
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所谓金口玉
言，就是如此。

静心，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
内心的充实与从容。

当我们静下来，更能发现生活
的曼妙多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