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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学 诚 法 师 的 职 位 很 多 ，全 国 政

协 常 委，中 国 佛 教 协 会 副 主 席，福 建 广 化

寺、陕 西 法 门 寺 和 北 京 龙 泉 寺 方 丈 等 等，

但在这些职位名称下的学诚法师本人，又

是一位精进修行，心怀众生的出家人。在

佛法上，法师通达三藏，辩才无碍；在事业

中，法 师 高 瞻 远 瞩，厚 德 载 物 。 今 天 我 们

有幸邀请到学诚法师，作为《对话大师》栏

目的首期嘉宾，让我们一同感受法师的情

怀，学习法师的智慧。

艺术周刊：学 诚 法 师 您 好 ，通 过 对 法

师 的 了 解，不 难 看 出，法 师 一 直 致 力 于 振

兴 佛 教 事 业，并 使 其 走 向 国 际 化，那 么 您

认为现在这个时代，是弘扬佛法的黄金时

代吗？

法师：佛法的弘扬，是佛教徒的天然责任。

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

全人类都面临着共同的机遇和挑战，在共

享科技带来的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同样在

遭受着向外驰逐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人与

自 然 的 不 和 谐 导 致 的 生 态、能 源、气 候 问

题；不同国家、民族、宗教的不和谐导致的

战争、冲突、仇恨问题；人类个体与社会的

不和谐导致的犯罪、物质主义、道德沦丧问

题；人类个体内在身心诸要素之间的不和

谐导致的信仰缺失、心灵空虚、自私自利问

题。而以心为本的佛教文化，恰恰能够弥

补现代文明之失。

一方面，佛教依正不二的理论，包含着

“人类和所生存的大自然是一体”的观念，故

而要爱护自然如同自己的家园；佛教慈悲、平

等、圆融的观念，超越主客观的对立、自他的

对立，可以作为不同宗教进而成为不同文明

之间沟通、交流、合作的桥梁，化解误解和仇

视；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

思想，对于建设“十善社会”有着非常实际的

指导意义；佛教说“身心不二”的理念，则告诉

我们，身体的一切都是靠心支配。佛教里的

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要对治我们心上的种种

烦恼习气，进而获得幸福圆满的人生。相对

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佛教更是一种内心的

科学。如十一世班禅大师所说：“佛教是内心

科学的精髓”。

佛教与科学的内外结合、互相补益、彼

此尊重，能够帮助人类社会获得幸福、安宁

与和谐。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提出，21 世

纪是中国的世纪，并指出，“要解决 21 世纪

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

法。”佛教文化从汉朝传入中国以来，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

家 文 化 交 相 辉 映，彼 此 交 融，逐 渐 共 同 构

成 中 国 文 化 的 三 大 支 柱，经 历 了 本 土 化、

社会化的漫长进程，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并在当代进入全

球 化 的 新 阶 段，并 且 有 可 能 成 为 以“ 心 文

化”为主要内容的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核心

精神资源。

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发展得比较兴盛

的时期，都是国家稳定、繁荣的时期，比如，

中国历史上最为发达的唐朝，对各宗教文

化的发展开明、包容，因而也是佛教发展最

好 的 时 期，形 成 了 八 大 宗 派 的 繁 盛 局 面。

佛教的高度发展，也推动了唐朝社会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现今，中华民族

正在经历一次伟大的复兴。自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恢复宗教信仰政策以来，党和国

家对宗教文化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以及

公民道德建设上的作用愈发重视。在 2011

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

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前不久召开的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指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是党和政

府在政策上对文化发展的高度

支持和鼓励。政策的支持就是

最大的支持，为佛教文化在当

今社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提供了

非常好的外部环境。

当 然 ，外 缘 内 因 缺 一 不

可。外缘把握得好，就是自利

利 他 的 黄 金 时 代 ；把 握 得 不

好，就是浪费暇满人身和种种

外在的好因缘。所以，必须切

实加强僧团的道风学风建设，

加 强 对 在 家 居 士 的 引 导 和 培

养，把人才建设放在首要的位

置，才有可能在这个时代有所

作为，造福社会，报效国家，祥

和世界。

艺术周刊：师 父 很 重 视 在

家居士的培养。您说过，优秀

的出家人是从在家人中培养出来的，只有

提高佛教徒的整体素质，才会有优秀的僧

团。那么在家居士学习佛法，最重要的是

哪方面呢？

法师：对一般在家居士而言，最重要的，

是要能够学会依止道场，在正法僧团摄受下

学修佛法。具体学修内容，则是下一步的问

题，可以根据各自的条件以及所依止的道场

引导的思路去学习。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讲皈依“佛、法、

僧”三宝，僧团的定位是住持正法，“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如果只有佛宝和法宝，佛教并

不能得到传持。唯有契合佛陀本怀与法性的

僧团才能够续佛慧命，三宝具足的道场才能

够传持佛教。个人修行很容易出现知见不

正、难于坚持、盲修瞎炼、乱跑道场等等问

题。在家居士必须紧紧依靠道场和僧团，形

成僧俗配合传持佛法的体系，才能在共业的

洪流之中，依然能培植福德资粮，滋养法身慧

命，护持佛陀正法，走生生增上、自觉觉他的

觉悟之道。

那 么 应 如 何 依 止 这 样 一 个 正 法 团 队

呢？在行为上，应该：一、护持三宝以培福；

二、依僧学修佛法以增慧；三、配合僧团做各

项事业以弘法利生。在整个过程中，应以一

颗恭敬、清净、感恩、随喜、分享、精进的心，

脚踏实地地实践佛陀的教法，见行合一，净

罪集资，辗转增上。

在我住持的北京龙泉寺，弘法事业分

为七个部门，工程部、文化部、慈善部、弘宣

部、教化部，另有北京复兴大国学基金会和

北京龙泉寺翻译中心。每个部门都有法师

带领指导，以居士为骨干力量。进入龙泉

寺学修引导体系的居士，从参加法会，到参

加学佛小组的学习，再到承担各个部门的

事务，以及参加龙泉寺的各项活动，在师法

友团队的保护之下，才有可能“大众熏修希

胜进”，避免个人学修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

题，能够有次第、有步骤、持续地学习和实

践佛法，这一点对于现代的在家居士尤为

重要。

艺术周刊：师父经常在各大高校演讲，

很多法师都很重视在大学生中普及佛教思

想，那么您认为佛法对年轻人的学习和生活

起到什么作用呢？

法师：首要的，是教育思路的问题。现

代社会的教育，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普遍地

都更偏重于知识、技能的传授，而不是道德

的培养和心性的启发。人的一生实际上有

四个层面的问题：生存、生活、生命、生死。

将要走入社会的大学生，面临着人生的转

折点，掌握了丰富的知识、技能，能够解决

生存问题，但是如果对其他三个层面的问

题没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依然难以获得幸

福、快乐及有智慧、有意义的人生，难以对

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做出相应的

贡献。佛教，是一种系统的、完整的生命教

育，能够补足现代教育先天的缺失，两相结

合、相得益彰，这与佛教和科学的关系有着

相通之处。

佛教 的 教 理 、教 义 博 大 精 深 ，对 人 生

的 作 用 ，是 遍 及 各 个 方 面 的 。 无 论 是 年

幼、年轻还是年老，无论是学习、工作还是

生 活 ，都 是 能 够 体 现 佛 法 的 作 用 。 实 际

上，佛陀、历代祖师、高僧大德对我们有这

么 多 的 教 诫 教 授，每 个 人 相 应 的 点、体 会

的深浅也是不同的，可以说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至于佛法对年轻人的作用，如果要概括

的话，可以大略地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养良好的依师习惯

佛法特别强调善知识的极端重要性，依

师法是佛法教育体系中最有价值、最为宝贵

的经验。了解了依师法，也就了解了如何在

学校里做一名尊师重道、做师所喜、知恩报

恩、用功学习并且会学习的好学生。

（二）树立高远的生命宗旨

一个人一生的成就，不会超过他的志

向。对真正的学佛人来说，成圣成贤是最基

本的信念。“愿力决定人生的始终”，年轻人

树立了高远的志向，才能牢牢把握生命的航

向，才能始终怀有一颗不懈的进取之心。

（三）成就优秀的思想品德

做到佛教里的五戒十善、六度四摄，必

然能够成就完美的人格。以布施度为例，

假如一个人能完全为别人付出而丝毫不求

任何回报，他是不是一个高尚的人呢？弟

子们曾问我，什么是菩萨行？我说是“为人

民服务”。什么是大菩萨行？我说是“全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反 过 来 说，再 好 的 成

绩，如果不能为人民服务，对社会、对个人

也无大益。

（四）开启卓越的智慧才华

智慧决定人生的成败。佛法讲因戒生

定、因定发慧，戒定慧是解决人心浮躁的三

个方法。从广义的角度讲，国家的法律法

规、学校的规章制度，都是戒的随顺。能够

谨慎地遵从，自然就能够有定力，能够专注

于学业，进而生发出智慧。

（五）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佛 法 里 讲 ，一 切 都 是 心 安

立 。 这 什 么 意 思 呢 ？ 外 境 无 好

坏，好坏在心，平常心是道。对于

将要走入社会的大学生，了知了

这一点，无论面对任何境界，顺境

也好、逆境也好，悦意也好、不悦

意也好，就更容易以积极、光明、

向上、乐观、平淡的态度去面对。

艺术周刊：现在，龙泉寺有很

多 优 秀 的 年 轻 人 来 出 家 ，包 括

2011 年从北大毕业的柳智宇，在

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去美国麻省理

工 学 院 进 修 的 机 会 而 选 择 了 出

家。像柳智宇这样优秀的人才在

龙泉寺有很多，那么佛法究竟有

什么魅力，能让这么多非常优秀

的人才，将学习佛法作为终身事

业呢？

法师：从创立伊始，精英化就是佛教鲜

明的特色之一。释迦牟尼佛出家前就是古

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种姓尊贵、家世圆

满、财富丰裕。他天资殊特，12 岁就已经掌

握了印度当时最高的学问，即五明和四吠

陀 。 他 的 父 亲 净 饭 王 期 望 他 能 够 继 承 王

位，但太子在出游四门时，看到人间老、病、

死的痛苦，又见到修道人的庄严安祥，而决

意出家，寻求解脱之道。在佛教历史上，王

公贵族出家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的。比如

说，鸠摩罗什大师就是古印度和龟兹贵族

的后裔，卓锡九华山被认为是地藏菩萨化

身的金乔觉是古新罗国国王金氏近族，复

兴西藏佛教的阿底峡尊者是古印度社护罗

国国王的第二个王子。当然，精英不仅限

于王公贵族。古今中外笃信佛教的人物，

从哲学家到科学家，从教育家到思想家，从

政治家到理学家，从文学家到翻译家，从企

业家到书法家，可谓璨若群星。

反过来说，世间获得的知识、能力、名

位、财富，未必能说明出世间的成就。怎样

才算是真正的出家人呢？ 益大师《灵峰

宗论》有云：“惟超群拔俗，谦己虚心，忍苦

捍劳，亲近知识，触处体会，以教印心，广大

悠久，事理双备，栖神净域，履蹈典型，博通

古今，特达勇锐，深心无极，誓穷法海源底，

乃真实男子、出世丈夫！”我常常告诉大家，

我们培养人才，不是只培养一般的会讲经

说 法 的 人，而 是 要 培 养 具 有 大 愿 力、大 慈

悲、大智慧、大行为的高僧大德，应以“志、

道、德、才、学”来衡量自己是否具备优秀出

家人的素质。

2500 年前，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

睹明星成道后说的第一句话是：“奇哉！奇

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妄

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学佛，并不是说因为

外在的一个“佛法”有魅力吸引了我们，而

是我们本具佛性的显发，是由内而外生发

出来的离苦得乐、成圣成贤的希愿。一般

情况下，我们都是在驰逐外境，而外境总是

在变化之中，今天单位里面还事事顺利，明

天可能就诸多障碍；这个月刚买的最新款

的手机，可能下个月就过时了；今年公司的

盈利情况非常乐观，明年可能就濒于破产

的边缘……即便人的一生各方面都非常如

意，依然走不出成住坏空的规律。追逐外

境，就会被这些牵引束缚而时喜时忧、起起

伏伏、不得自在，这就是“迷”。通过学佛，

开发我们内心无穷无尽的慈悲与智慧的宝

藏，就能够从生、老、病、死、求不得、爱别离

等人间种种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从贪、嗔、

痴、慢、疑等种种烦恼的覆蔽中解脱出来，

不 但 自 己 觉 悟，还 帮 助 他 人 觉 悟，自 觉 觉

他、觉行圆满，获得清净、自在、寂静、永恒

的心灵之乐。要达到这个目标，不是一生

两生、三生五生的事，而是要生生世世去努

力的。

艺术周刊：师父您从十几岁就本着玄

奘法师“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慈悲精神

出家，23 岁担任“福建四大丛林”之一的莆

田广化寺住持，到今天担任中国佛教协会

副 会 长、全 国 政 协 常 委 等 职 务，这 一 路 走

来，虽 然 辉 煌，但 必 然 有 着 常 人 不 可 想 象

的辛苦。如今您已入不惑之年，回顾这么

多年的历程，有哪些时刻是让您终身难忘

的呢？

法师：我在莆田广化寺刚出家的时候，

问我的师父圆拙老和尚，出家人应该怎么修

行，他就告诉我一个故事：“丛林里过年要分

橘子，分好后，出家人就去领橘子。”他告诉

我，“你上去领橘子的时候，最近的那一份就

是你的。”为什么呢？他说：“你不需要特地

去找最大的，也不需要特地去找最小的，特

地去找最大的橘子有贪利之心，特地去找最

小的橘子就有贪名之心，出家人要随缘。”这

个故事对我影响很深。

艺术周刊：过几天就是新年了，法师有

什么新年愿望吗？

法师：佛陀在《吉祥经》中说：

“勿近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

者，是为最吉祥。

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

是为最吉祥。

多闻工艺精，严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

是为最吉祥。

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

是为最吉祥。

布施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暇疵，

是为最吉祥。

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坚不移，

是为最吉祥。

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

是为最吉祥。”

希望大家吉祥如意，一天比一天好，一

年比一年好，一生比一生好！阿弥陀佛！

后记：当 今 的 时 代 ，是 一 个 急 需 心 灵

归宿的时代。学诚法师以其智慧的语言，

儒 雅 的 风 度，深 深 的 影 响 着 当 代 人，给 烦

恼 者 以 快 乐，给 失 望 者 以 信 心，给 迷 茫 者

以 方 向 。 法 师 将 传 统 的 佛 教 理 念 与 社 会

发展实情相结合，开拓了一条前无古人的

弘 法 之 路，法 师 之 真 知 灼 见，让 人 望 其 项

背，而 法 师 心 念 众 生 的 慈 悲，更 是 让 人 高

山仰止！相信法师今后，会让佛法走进更

多 的 国 家，走 进 更 多 人 的 心 灵，让 法 雨 的

甘露，滋润无量众生！

远 绍 如 来远 绍 如 来 近 光 遗 法近 光 遗 法
————学学 诚法师访谈录诚法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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