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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谈处世》

内容概要

你可以没有学问，但不能不会做人。人难做，做人难。在现今的社会，人要有表情、音声、笑容，才
会有人情味。懂得感恩者，才会富贵。一点头、一微笑、主动助人，都是无限恩典。
当我们面带笑容，看在对方眼中，那朵微笑是发光的；当我们口出赞叹，听在对方心底，那句赞美是
发光的；当我们伸手扶持，受在对方身上，那温暖的一握是发光的；当我们静心倾听，在对方的感觉
里，那对耳朵是发光的。因为发心，凡夫众生也可以有一个发光的人生。
贪爱愚痴的人，永远不懂得利用时空，甚至错过了时空。只有懂得利他利众的人，才能把握无限时空
。时间要节约，感情也要节约，欲望要节约，生命更要节约，一切心念和行事都要适当节制，不可以
放纵泛滥，才是懂得利用时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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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谈处世》

作者简介

星云大师，江苏江都人，1927年生，为禅门临济宗第48代传人。12岁于南京栖霞山寺出家，1967年创
建佛光山，弘扬“人间佛教”，树立“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
净化人心”的宗旨。先后在世界各地创建200余所道场，并创办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学校
、育幼院、医院、佛光精舍、慈悲基金会等各种机构，致力推动佛教教育、文化、慈善、弘法事业发
展。有来自世界各地之出家弟子千余人，全球信众达百万人之多。
星云大师一生致力弘扬“人间佛教”，在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之余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撰有《释迦牟
尼佛传》、《星云大师讲演集》、《佛教丛书》、《人间佛教系列》、《人间佛教语录》等，并翻译
成英、日、德、法、西、韩、泰、葡等十余种语言，流通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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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谈处世》

书籍目录

自序　人生时空的圆谈勤劳　懒惰之害　有永远休息的时候　拙处力行　从勤奋中打发时间谈说话　
语言，要像阳光、花朵、净水　问号的得失　斗鸡性格　讲话是修行　不妄语谈交友　益友与损友　
朋友的类型　欲长寿广交友　交友七法谈相处　像跳探戈一样　四道桥梁　更好的礼物　合作与分工
　怀念煮云法师　四互与四学　多被利用　人我相处之道谈情爱　如何处理情爱　夫妻相处之道　植
物情结谈发愿与立志　要有企图心　发心才有力量　不立志而无愿谈潜能　人类的潜能　创造第二个
春天谈管理　最高的管理学　当义工的义工　知人之明　用人之道谈时间　如何利用时空　人生三间
　忙的类型　珍惜时光谈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　四十年人生计划谈财富　从拥有到用有　真正的财富
　赚到欢喜　用钱与藏钱谈饮食　什么最好吃　粥的滋味　说豆腐　做菜的要诀　百味斋　吃饭也是
修行谈健康之道　做好身心保健　减肥　疾病就是良药　如何求得健康与长寿　少食为汤药　如何面
对老病　一天的开始　五味要均衡　中药秘方谈人生观　做什么要像什么　把自己当做坏人　影响一
生的十句话　善于做补　超越残缺　肌肉是活的　不要做海豚　老二哲学　不要同归于尽　佛陀也会
被人毁谤　我就这样忍了一生　生气不能解决问题　行云流水的人生　有怨无悔　不知道的乐趣　会
不会算谈结缘　结一个善缘　一块钱改变了一生谈心念　月亮在看你　一念之间　大其心　药师如来
的佛心　以无为有谈生死　潇洒面对死亡　重视精神寿命谈修行　感动法门　端茶的音乐　小不可轻
　肯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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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谈处世》

章节摘录

谈勤劳懒惰之害有一个寓言说：有一家人都很懒惰，每日的家事爸爸不做，就叫妈妈做；妈妈也懒惰
不做，就叫儿女做；儿女也不肯做，就叫小狗做。小狗没有办法，只好用尾巴扫地，用身体抹桌椅，
甚至用嘴衔水管来浇花草。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见到小狗在做家事，很讶异：“喔！小狗这么能
干，还会做家事呀？”小狗说：“没有办法，他们都不做，只有叫我做。”客人一听，大吃一惊：“
小狗也会说话！”小狗赶快对客人示意：“嘘！不要让他们知道我会说话，否则他们还会要我接电话
呢！”一个人，天生两只手，就是要做事；生来一双脚，就是要走路；甚至眼睛要看、耳朵要听、嘴
巴要讲话，天赋于我们的本能，如果不用，人岂不是成为废物了吗？西谚有云：“黄金随潮水流来，
也要你早起去捞起它。”中国人一向相信财神爷可以送财富；但是财神送财来，也要你礼貌地去接受
，如果你懒惰避开他，也不能发财。甚至围在颈项上的大饼，你吃完了前面的部分，如果连转动一下
都懒得去做，那么饿死也是活该。其实，人多数是不懒惰的，你看，眼睛天生用来看世间万物，但是
人觉得不够，因此发明显微镜、望远镜，希望看得更高、看得更真；耳朵天生要来听声音，人们又发
明了扩音机、广播机、电视机，希望听得更远、更大声；双脚天生应该用来走路，人们又发明脚踏车
、机车、汽车等，希望能与时空竞赛。世间上，懒惰与贫穷是难兄难弟。因为懒惰，所以贫穷；因为
贫穷，因此容易懒惰，这是互为因果。所以，吾人要想改变命运、改变贫穷，必须舍弃懒惰，要能勤
劳精进。读书的人，要口到、眼到、手到、心到；有“四到”的人才会读书。修行的人，身要礼拜、
口要称念、心要观想；能够“三业”接触佛心的人，才能蒙佛庇佑。所谓“春天不下种，何望秋来收
？”不播种，如何有收成？不劳动，如何有成就？一个懒惰懈怠的人，即使才华过人，永远也用不到
自己的长处；如此辜负“天生我才”，岂不可惜复可悲乎？有永远休息的时候自从加入弘法利生的行
列之后，近五十年来，到处行脚，不曾停止，尤以近几年来，周游五大洲，更是席不暇暖，有人关心
，问我：“你为什么不休息呢？”我都如是回答：“将来有永远休息的时候。”从小到大，我一直喜
欢阅读名人传记，在神游古今中外时，经常发现成功几乎都属于勤奋工作的人，而骄奢放逸的人注定
要走向失败的命运。多年来，我踏遍全球各地，在考察人文风俗，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深深感到前途
充满希望的国家，往往都拥有乐观进取的人民；反之，落后贫穷的国度里，不知勤奋生产的人比比皆
是。我发觉那些具有恒心毅力，能够百折不挠的朋友们，活得最为充实幸福。我自己做过各类不同的
苦工、劳役，只要利济有情的事业，纵使是经过一番辛苦奋斗，都能令我终身回味无穷。所以我经常
告诫徒众说：精进勤劳，是善德，是财富；懈怠放逸，是罪恶，是贫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大自然中，四季轮流递嬗，行星运转不息，我们是大自然里的一分子，又何能遁逃于天地之间？
而“止水易生虫，滚石不生苔”的现象，更说明了唯有将自己“动”起来，才能创造无限的活力；唯
有精进不懈，才是顺应天心，安身立命之道。因此，我对那些劝我不要忙碌，好好保重身体的人说：
“忙，才是保重。”因为将来我们都有一个永远休息的时候。拙处力行“巧”与“拙”，一般人皆喜
欢巧，不喜欢拙。但是，巧言令色、巧诈虚伪、巧取豪夺、投机取巧，巧得心机太深，巧得花样太多
，不但不能让人欣赏，反而令人感到可怕。所以，不是真正的“巧”，不如“拙”比较好；“拙”就
是实在、至诚、本分，就是按部就班的“拙处力行”。郑板桥一生服膺“难得糊涂”的人生哲学，此
即所谓“取巧”不如“养拙”。一个人若能“心细身拙”，有时候更比灵巧重要。巧来自于“拙”；
巧要能巧得“妙”、巧得“奇”。例如：把“笨手”变成“巧手”，把“愚言”变成“巧言”，把“
邪思”变成“巧思”，把“恶计”变成“巧计”；甚至“巧学”、“巧心”、“巧行”，乃至做一个
“巧妇”、“巧匠”、“巧人”等。但是，如果不能“巧”，则还是“拙处力行”来得踏实些。俗云
“熟能生巧，勤能补拙”。世间上没有一步登天的好事，凡事都必须按部就班、力行实践。所谓“一
步一脚印”、“万丈高楼平地起”，如果基础不扎实，或是懈怠疏懒，则如气功师练功，一日不练，
十日无功；十日不练，百日无功；时断时续，断送气功。如果是钢琴家，则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
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外行知道。如果是作家，也要勤于写作才能进步，否则写作不勤，就
会一日不写，笔重十斤；两日不写，笔重百斤；三日不写，笔重千斤；久不动笔，笔重万斤。一旦“
笔重万斤”，则表示不能再写作了。所谓“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愚时才是贤”；要得巧功，必须先
付出许多笨拙的苦功。现代人不注意“拙处力行”，例如军队未能刻苦训练，怎能沙场取胜？学子不
用心苦读，怎能金榜题名？科学家也是要经过百千次的实验，才能有所发明；工程师绘图，也是要不
厌其烦地修改，才会有傲人之作传世。真正的笨拙就是灵巧的根基，真正的灵巧是从笨拙中增长的。
所以，修行的人不要希望当生成就；是薄地凡夫，哪能容易立地成佛？农夫种植，也要一铲一锄地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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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谈处世》

耘；机纺巧织，也要一经一纬地纺纱。速成的东西总不能持久，能从“拙处力行”，做人才能弥久芬
芳，做事才能历久成功。从勤奋中打发时间一天有二十四个小时，一生也有六七十年的岁月。在这一
段漫长的人生里，如何去打发时间，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社会上的一般人，用吃、喝、玩、乐去打
发时间，打牌、赌博，做无聊的事，来消磨岁月，这实在非常没有意义。那么，该如何打发时间呢？
我认为应该从勤劳奋发中去打发时间。前几天，高雄一位公司的董事长和我讲了几句话。他说：“以
我现有的财产，即使我一天用十万元，我活过一百年，也用不完。我有很多钱，可是我还在工作，我
是贪得无厌吗？不是的，我是以做事业来打发时间的。”他这段话，使我们了解，人唯有在工作里，
生命才有办法安住，人活得才有意义。没有工作是很无聊也很乏味的。那位先生又说：“我的钱虽然
很多，但是自奉甚俭，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去娱乐场所。下班回家，就是一杯清茶，看看报纸，如
此而已，一天过去，第二天又带着饱满的精神开始工作。”这些话，使我领悟到社会上一个成功的企
业家，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绝不是从安逸享受中得来，而是从不停地勤劳奋斗中获得的。佛教本来
就是讲求奋斗、讲求进取的。六波罗蜜中，有精进波罗蜜，是菩萨成佛的六种重要法门之一，佛经里
有关勉励精进的故事相当多。我们的教主佛陀成道的经历，就是精进的最佳事例。据说，本来弥勒菩
萨是比佛陀早学佛的，但是由于佛陀的精进力与勇猛心，超过弥勒的境界，终于先而成佛。佛陀的这
个事例，实在是我们佛子的最佳典范。在佛光山佛学院的学生，每个人都要轮流打扫、典座、出坡、
劳动服务，我们这样的安排，并不是非要大家为佛光山担当，而是具有另一层意义，我们要使学生们
的生活，用工作来充实，从工作中去修道、去体会，做出生命的力量与发挥生命的意义，对于这一点
，凡是对教育有认识的人，看到这样的教育方式，没有一个不称赞的。反而有很多人说：“这样的教
育，才契合新生活教育”。不过，学院教育方针虽然如此，但是，如果各位不带着欢喜心去从事工作
，不带着认真的态度去奋发图强，也就枉然了。俗语说：“各人吃饭各人饱，各人生死各人了。”因
此，你们必须要自己从勤劳奋斗中去创造光明，从勤劳奋发中去完成自己的理想。谈说话语言，要像
阳光、花朵、净水多年以前，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读到这么一句话：“语言，要像阳光、花朵、净水
。”当时深深感到十分受用，于是谨记心田，时刻反省，随着年岁的增长，益发觉得其中意味深长。
俗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语言是传达感情、沟通交流的工具，但是如果运用不
当，虽是出自无心，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回想我这一生中，不也常被人拒绝，被人挖苦，甚至被人
毁谤，被人诬蔑吗？我之所以能安然度过每个惊涛骇浪，首先应该感谢经典文籍里的嘉句和古德先贤
的名言，其中史传描述玄奘大师的“言无名利，行绝虚浮”，是我自年少以来日日自我勉励的座右铭
，多年来自觉从中获益甚深；地藏菩萨的“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精神，总是在我横逆迭起的时
候，掀起我无限的勇气；每当险象环生的时候，想到鉴真大师所说的“为大事也，何惜生命”，强烈
的使命感不禁油然而生，增添我心中无限的力量。此外，我也颇能在心里“自创”如阳光、花朵般的
语言，陶醉其中，怡然自得。记得开创佛光山时，学部圆门前面有一块小空地，我常邀师生徒众共同
喝茶谈叙，当时心中常对自己说：“真是太好了，居然有这么一块空地，供我们师徒接心。”后来我
们开辟了一条菩提路，我心里也十分兴奋：“真是太美了，我们又多了一个跑香散步的地方。”当宝
桥完工的时候，快乐的感觉常常涌上心头：“真是太方便了，现在有了这么一条桥越过溪流，再也不
用涉水绕路了。” 即使买了一本小书放在图书馆，我也是满心欢喜：“大家又多了一份精神食粮了。
”由于把许多事都视为“好大”、“好美”，所以，我从不将心思局限于人我比较上，而能从心灵的
提升，来扩大自己；从建设的增长，来完成自我，故能知足常乐，积极进取。经云：“心如工画师，
能画诸世间。”我们的心就好像工厂一样，设备良好的工厂制造出良好的产品，人见人爱，设备不好
的工厂只会增加环境的污染，自恼恼他。如果我们能正本清源，打从自己的心里制造光明的见解、芬
芳的思想、洁净的观念，生产阳光、花朵、净水般的语言，与他人共享，则能拥有一个丰美的人生。
问号的得失有的人说话喜欢用问号“？”，有的人说话喜欢用句号“。”，还有的人说话喜欢用惊叹
号“！”；甚至有的人说话喜欢用删节号“⋯⋯”。喜欢用句号讲话的人，凡事总会给你一个交代或
答案；喜欢用删节号讲话的人，只要你虚心探究，也总能知道他的内容；用惊叹号讲话的人，喜欢大
惊小怪，虚张声势；唯有用问号讲话的人，内容比较复杂。问号，有时候是表示善意的关怀，会有好
的结果；但是有时候问号也会产生不良的结局。例如，对人问安时说：“你好吗？”“你吃过饭了吗
？”“你近来如何？”这些都是善意的问号。也有的人跟人请示：“你对时局的看法如何？”“你对
社会的经济发展有何见解？”这些都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最可怕的就是责备的问号：“你来这里
干什么？”“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做完？”“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为什么吃那么多东西？”“为
什么今天迟到了？”“你今天怎么起得那么迟？”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其结果就会难以逆料。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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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谈处世》

候我们做人，成了一个问号的人物，这就非常麻烦了。例如人家会问：“他靠得住吗？”“你能信任
他吗？”“他有资格吗？”“他能担当吗？”甚至因为自己过去不良的记录，也会成为别人质疑的问
号：“他过去不是持反对意见吗？”“他不是曾经对你有过不满的举动吗？”“他曾经擅离职守你知
道吗？”“他曾经没有完成任务你记得吗？”所以，一个人一旦变成问号人物，就很难令人信赖。人
，要经得起问号，在别人对我们的各种问难之前，我们都能给人正面的、满意的答复，这个人在社会
团体里，就比较能站得住脚了。做人，也不要经常说些问号的话，肯定总比问号要好得多。有的人想
找我们做事，我们马上回答：你自己呢？你为什么不做？人家跟我们借一本书，你可以说我没有，但
你偏要问：“你为什么不自己去买呢？”向你借钱，你可以不借，但不能问：“你老是借钱干什么？
”找你做事，你也可以婉言谢绝不做，但不可以说：“你找我做，那你自己做什么？”这种问号式的
对谈，就很容易伤害彼此的感情。问话，要有艺术，有艺术的问话是尊重别人，是虚心客气，是求人
帮助，但不可用责备的口吻、责备的态度。你再好的意思，问话的时候如果含有责备、反诘，就没有
艺术了。在《战国策》里，有许多君与君、君与臣、臣与臣之间的问答故事，乃至一些游说舌辩之士
，在一问一答之间，都蕴涵了无限的智慧，以及人际之间的伦理纲常。所以，我们与人说话，最好要
学习和帝王的问答，要学习把对方均当成是老师、学者、专家，如此自能从对话问答中得出许多的智
慧。斗鸡性格人是很不明理的，常常为了一点芝麻小事，而背负了很长时间的误会。有一位囚犯被关
在牢里，埋怨房子小，有一天，有一只苍蝇飞进房里，他就去扑捕，飞东抓东，飞西捕西，还有没有
抓到，方醒悟到原来他的房间竟然这么大，连一只苍蝇也抓不着。所以，他觉悟到：“心中有事世间
小，心中无事一床宽。”假若，有徒众毁坏常住物，如打破了茶杯或把房子烧了，我不会生气；但是
，只要有徒众，用一句话来伤人、侵犯人，我就比较不能宽恕他。因为侵犯人，就如同给人一刀。所
以，不可以用语言、气势侵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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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星云大师谈处世》的作者星云大师一生致力弘扬“人间佛教”，在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之余笔耕不辍
，著作等身，撰有《释迦牟尼佛传》、《星云大师讲演集》、《佛教丛书》、《人间佛教系列》、《
人间佛教语录》等，主张“你可以没有学问，但不能不会做人。人难做，做人难。在现今的社会，人
要有表情、音声、笑容，才会有人情味。懂得感恩者，才会富贵。一点头、一微笑、主动助人，都是
无限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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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星云大师的书，如食甘饴，受益匪浅。
2、dad
3、在当下竞争激烈高压的生存环境下，人还是要学会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4、大师的那种恬静，胸怀不是凡人能及的。他说。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你包容他，你就比他
大。
5、从中得到开示，感恩大师！
6、一口气读完，挺不错的
7、只看了一点...
8、热工
9、如果说有崇拜的偶像,应该是一个出家之人----星云大师,传奇的经历,豁达的心胸,儒雅的举止,敏捷的
思维,幽默的谈吐...他是佛学的使者,他是智慧的化身...他的佛学能应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净化思想的角
角落落...借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开场白: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对于很多的中
国人来说，应该觉得佛教并不陌生，因为这是一种源于东方的智慧，它教给我们独特的生活态度和思
考方式，但同时，也会有很多人觉得佛教它其实相当地陌生，因为佛学的典籍浩如烟海，尽管我们可
以从当中领略到佛学的魅力，但是却很难真正地去掌握佛教本源的生命与智慧，所以在今天的《世纪
大讲堂》中，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一位凤凰卫视的老朋友，他是一位把佛教从圣坛带到人间的使
者。原来一直在网上浏览一些大师的教诲，今天收到从当当订的《云水日月》《星云大师谈处世》《
星云大师谈智慧》《星云大师谈幸福》《星云大师谈读书》，更近地聆听大师的教诲！
10、以前以为佛教是消极的，看了这本书，满满的都是积极的正能量。人生不只有赚钱这件事，还有
智慧、积极、友善、和谐、自胜、孝悌。
11、佛是智慧的，但不是每个人都成学到，做到的，要靠自已去悟，星云大师，用朴实的语言，简短
的故事，教我们怎样，智慧的处事，行事。
12、这本书是替朋友买的，她很满意。
13、熟烂的教化扔进佛教锅里继续炖煮，没有味道但偶尔尝尝也无妨，毕竟营养还在。
14、大师用简单的语言阐述了世间复杂的课题——处事。
15、里面有我想都没想过的道理，浅显易懂，很多烦恼都解开了，还有很多想法都变得积极起来。有
压力的时候读读是静心的佳品
16、一本不错的闲时读物
17、很好的书 朴实实用 很有收获
18、已经记不清买的第几本了。送人的送人，借人的借人。值得收藏
19、简短的故事，简短的寓意，难得大师给予佛说菜根集，完全让人谅解了自身所憎恨事情，让心情
变的很轻，另一角度看事情何曾不是人生一大快意。
20、激励自我，提高素质
21、对我们很有实际意义，心态平和
22、当时买这本书是因为宿舍有一个人经常找茬，还爱四处造谣，搞得我烦不胜烦，都想跟她动手了
，因为实在太嚣张了。只能买这本书劝诫自己宽心、宽容，不要跟没品的人计较。星云大师教的不是
没有道理的，很多时候忍一时风平浪静，不过，我自己慢慢想明白一些事情，有时候也不要一味忍让
什么都不说，要敢于反驳她，让她知道你也是有脾气的！
23、和市场上一些谈论处事的书不太一样，需要比较高的领悟能力。
24、什么是幸福？有人说是，当你想起某个人时，嘴角那一丝上扬便是幸福。也有人说，当你闭眼时
那一丝坦然的牵挂就是幸福。还有人说，你爱的那个刚好也爱你是幸福。
小时候，总听很多人说自己幸福的时候，眼角会闪烁怀疑之情，我不明白大人们为什么总是喜欢纺织
这样的谎言，等我渐斩长大了，看到别人幸福的时候，我心底会有一份羡慕，两份嫉妒，三份不置可
否，四分坐等看笑话。于是我渐渐明白了大人谎言背后的真正意义。
而今经历太多的我，渐渐在别人的幸福里幸福，有时候比自己的幸福还让我快乐，因为我学会了分享
与享受。
25、我觉得还是可以一看的,书的印刷看起来舒服.读起来心很静.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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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很喜欢法师的书，很受用！
27、这种书总是翻起来很快，修炼的功夫在平时吧
28、有空就看一下，会让你感觉到心灵的宁静。
29、对人生有帮助！
30、星云的书值得看
31、大师给人生的为人处世指出了方向，助人也等于助己，真诚待人才是做人之道。
32、我是第一恣拜读星云大师的著作，以前在网上搜索过。大师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受人尊敬
。他的书非常值得好好珍藏，终生受益
33、今生一照面，多少香火缘
34、入世說
35、星云大师的书就入一弯细细的甘泉，慢慢流入心间，让人顿时感悟世间万物！喜欢
36、3.25下完。許地山先生說的好，用出世的精神來入世。星雲大師曾提出人間佛法。我短見不睬他
之發心，經讀他書了他人，才頓開，佛法不該藏於有緣人中，更該普渡，真經不應只叫弟子讀，還該
化眾生。這處世先要立本修身才可齊家治天下，應懷彌勒佛之胸懷，觀世音菩薩之慈悲，文殊菩薩之
般若，普贤菩薩之仁愛，地藏菩薩之勇敢，才可真處世。
37、星云大师用显浅的语言阐述人生的哲理，很是受用！
38、看介绍就很喜欢。
39、大师作品，认真学习中。
40、值得购买并阅读
41、给朋友买的，星云大师曾讲坛经偈颂，我看后觉得震撼。
42、你可以没有学问，但不能不会做人~！！！！
43、看完很平和
44、很棒的人生的参考书
45、很有思想的一位大师。
46、长辈喜欢看，说写的不错。
47、有一定的道理,需慢慢品味
48、教义良多
49、拜读星云大师的禅意~中庸之道~
50、都忘记写的什么了
51、书刚到手两天，随意翻了几页，句句都很经典。
52、已购一套四本,提高与人沟通能力
53、很简单的道理，很平凡的话语，做起来却是那样的难！人的一生都在修行，哪怕每天能进步一点
点，也是对自己最好的回报，好好努力！
54、真的很净化心灵,很好
55、很受启发，要过怎样的生活。
56、建议同事读了
57、从中学习不少东西，值得一看
58、现代社会的快节奏，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看看内心的自我，读一读，内心会安静
很多
59、有精装版就好了
60、人生如舞，恰到好处。 
61、在美国借的纸质书，且为简体字横排版
62、很好,推荐给所有的朋友们
63、翻了这本书没几页，我就被大师的智慧所折服，这本书对我们还没有接触社会的年轻人来说是本
特别好的教育，很喜欢这本书
64、读过  喜欢
65、希望读后有所获
66、朋友和我一起读，非常好/
67、可以让人的心趋于平静，以更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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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此书是代别人买的。随手翻了一下，觉得真是垃圾。常识性错误很多，老和尚浪得虚名，而且贻
误他人。真是罪过。出版社就更是见利忘义。呜呼。哀哉。
69、给朋友买的，星云大师曾讲坛经偈颂，我看后觉得震撼
70、受益匪浅!!
71、书写的比较白话，很容易就能看懂啊
72、大师把人世间大事小事看得很通透。经他一点拨，立刻就看到了自己身上的缺点。
73、电子
74、so~so
75、等了好久终于有补货了。一尝夙愿的滋味，不用看书就体会到了
76、阅读此书，让人心态平和
77、第一次具体了解人间佛法的观点，故事和道理都很朴实。没什么虚妄的装神弄鬼，就是简单的做
人道理，反而容易让人接受。
78、星云大师的这本书用人生的阅历结合古今一些小故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讲解道出
人们心中的一些凝虑，让人明白为人处世的道理，教人面对社会如何看待，对事如何处理，对不同的
人如何对待，通过读星云大师的书使我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抱着一颗平常心来认识社会，看待一些事，
对待每个人，做到心无旁及，坦坦荡荡，这样才能活的轻松，活的潇洒，活的精彩。
79、这样的书应当放置在床头随手翻阅
80、很受感悟。最难就是和人打交道。
81、处世
82、蝉
83、读星云大师的书总有种小中可以看大的感觉，那是需要多么深的思考，多么久的历练呀。
84、最初在当当网买的是《星云大师谈读书》，这本书并不是一下子就吸引人的读物，但却是可以慢
慢品读的哲理书籍。
星云大师的文章是需要慢慢细品的好茶，不可以一下子囫囵吞枣地吞下去。慢慢品来的滋味最美。

这次又连买了星云大师谈智慧、谈处世和修剪生命的荒芜。闲时读来，可以使浮躁的心沉静下去，让
心境柔软和安静，与大自然贴近，那样的心境是何其美好的！

但有一点，书籍的纸张略显粗糙，不知是不是盗版？按理说当当网不会冒这个风险的，好在我只在意
文字的内容，这点小小的遗憾倒也不是那么重要。
85、涉及面很广，是修心的好书，贴近我们每个人都生活，语言实而不华，我送了很多朋友，他们也
都有收获，说不定我还会买这本书送人，书我看了3遍了，每次看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86、感悟让我能继续读下去！回味让我对这本书爱不释手！
87、向星云老师学做人！
88、一开始不屑，当我悟道后泪流满面。
89、学会淡然，学会阿q精神胜利法
90、人生处世必学，受益匪浅，传播善缘。
91、印刷不错，感觉也很不错
92、善缘善果指导人生
93、听星云大师讲故事。。。。
94、很多有启发作用的小故事
95、书写的好好!
96、: �
B821/6117-4
97、曾經的偏執
讓我久久無法釋懷
不斷讀佛書
讓我看到另一面的人事物
因為覺得自己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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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看了這本
淺淺的道理中
可見一斑
但又有幾人能識出
又有幾人能記得
又又有幾人能做到

98、昨晚订的书，今天下午收到了。快递挺快的。还没来得及看，书很轻，纸质有点粗糙。如果纸质
好点的话就更满意。
99、值得一看的书，道理简单，但能做到，却是不易
100、此本是我读星云系列的第二本书！继续拜读！
101、做人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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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有缘领取地址：http://news.pusa123.com/?action-viewnews-itemid-1497 还有开光护身符可免费领取......
网上礼佛 弘扬佛法 积极参与 功德无量
2、当代社会，不管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还是涉世很深的中老年人，无不都会感叹人生无常，处世
不易。“处世之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已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共识了，于是，每个人都渴望找
到一份良方，能在繁杂多元的社会里收放自如，游刃有余。有人说，人生如戏，那是一种消极的认识
。而佛学大师星云在《星云大师谈处世》一书中却认为，人生如舞，看过探戈舞的朋友一定会被舞者
优雅奔放、进退自如的姿态所倾倒，探戈是一种讲求韵律节拍，双方脚步必须高度协调的舞蹈。探戈
好看，但要跳好探戈决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很多高手均需苦练数年才能练就炉火纯青的舞技。跳探
戈与处世，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亲子、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如果能用跳探戈的方式彼此相
处，彼此协调，知进知退，通权达变，不但要小心不踩到对方的脚，而且要留意不让对方踩到自己的
脚。这样，人与人之间才能和睦相处，恰到好处。跳探戈光有协调的舞步还不够，优美的舞姿还需要
心灵之间的相通。星云大师说：人生处世可以分为二种，一种是和自己打交道，一种是和他人打交道
。与自己打交道，就像在画圆，以自觉、自度为圆心，以慈悲、利他为半径，画出一个人生时空的圆
。自己与自己打交道看似简单，其实微妙难言。有的人终其一生，也不曾真正地认识自己、探掘自己
，而有的人就能做得很好。星云大师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带微笑，看在对方的眼中，那朵微笑是发光
的；当我们口出赞叹，听在对方的心底，那句赞美是发光的；当我们伸手扶持，受在对方的身上，那
温暖的一握是发光的；当我们静心倾听，在对方的感觉里，那对耳朵是发光的。由此可见，爱和宽容
就是“探戈”精神，这种精神能化腐朽为神奇，帮助我们化解处世中的种种困难，成为一个受人欢迎
的人。作为一个现代人，跳好“处世探戈”的要素还有很多，比如，要善于提高自己的被利用率，不
计得失地给人“利用”，把自己融和在大众里平等相处；又比如，要坦坦荡荡，俗话说，“心中有事
世间小，心中无事一床宽”，要尽量扩大自己的心胸，经得起人们的各种问号，给得出令人满意的答
复。这样，你就可以技压四方，在社会上站得住脚了。社会是个特殊的舞台，让我们都来学跳“探戈
”这种高难度舞蹈，在生命的舞台上随缘放旷，挥洒自如。朱慧君
3、这是我读的星云大师的第四本书，读大师的书，总是有那么多回味的部分，每句话每篇文章中，
总能让人学习到很多做人的道理，忍不住想摘抄下来，而我摘抄最多的就是这本《星云大师谈处世》
了。从做豆腐，饮食养生到人生规划，夫妻和谐之道，大师无不娓娓道来教导着我们后人，读起来轻
松幽默又富有哲理。有一个篇章印象比较深刻，大师教导我们要“做什么像什么”，六十多年来，他
从不曾散着裤管，身着短衫外出，也不曾穿着大炮跑步，不曾上咖啡厅与人聊天，也不曾在倾盆大雨
时手执雨伞，甚至地震摇撼时，落石崩于前，也都能镇静念佛，不惊不惧。这些举止并非娇饰，而是
经年累月持续“做的像个和尚”的习惯。1988年西来寺刚刚落成时，很多寺院里的小和尚出于好奇，
一窝蜂地开车到批萨屋吃素食批萨，大师闻言禁止，他认为并不是批萨不能吃，而是身为出家人应该
像个出家人，在公共场所走动并非所宜。读这段，突然想到，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经常看见路上有
僧人出入公共场所，也曾在网上见过僧人出入肯德基，麦当劳的照片，实在让人惊诧，并不是僧人不
能出入这些地方，但当大众看见如此景象时，实在是心理有点不能接受的。从一件小事看一个人的习
惯和教养，大师严于律己的品德实在是该我之众辈好好学习的。后记：本想把这本书拿给老爸随便翻
翻，但老爸一上手就放不下，摘录了很多篇章，据说连读两遍仍觉得很有滋味，实乃好书也。。。
4、看星云大师的作品，第一次是在读者上面看到的，那一篇是讲话是修行，看完后通过他平实的文
字，感触颇深，从此对星云大师加以关注
5、里面星云法师写到我们人不能像海洋公园里的海豚一样，只是为了小鱼就每天圈在池子里面给人
表演所谓的人到无求品自高就是这个道理吧还有现代的年轻小姐喜欢减肥，殊不知女人的腰要浑圆的
一点为好，太扁瘦的并不好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为了减肥而去吃素食，素食可以增强人的耐性和
耐心，而且，免于杀生，是好事并且呢，太过肥胖容易引起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病，对人体都
是有害的，所以适当的减肥也不是不可以，就是任何事情多了就不好了，比如思念过多，就造成了忧
郁；悲愤过多可能会造成记恨；高兴过多就会悲从中来；再比如我今天喝的那一碗酸辣汤过多了，搞
得胃不舒服，哈哈哈哈冬天快来了冬至藏精，春天才能生气勃勃和和
6、相对市面上层出不穷的励志、出世出版物来说，星云大师的语言和教化都是让人感触至深的。这
套上海人民的丛书一套4本，决定认真领会大师的指点，争取有所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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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星云大师谈处世》的笔记-第1页

        恩宜自单而浓，先浓后淡者，人忘其惠；威宜自严而宽，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lt;原文开
始&gt;&lt;/原文结束&gt;

2、《星云大师谈处世》的笔记-第3页

                 人生处世，处的就是这世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我们的交友、说话、立志、情爱、财富
、健康、管理。。。。种种问题环绕四周，这是一生的修行、一辈子的功课。庞杂也好，繁复也罢，
古德有言：“今生一照面，多少香火缘”，人我关系，因缘相会，能在每一个时刻，让心灯通体明亮
，从内心向外烛照，就是生命的无上之价，就是对所处世间的一个光明供养

         人生在世，停留的日子不多，那些从我们生命中滑去的背影，是我们一辈子无法释怀的回忆，星
云大师的处世原则 则是普度众生，受利于他们，多于奉献，而不是回报。那些我们应该所珍重的人们
，是我们人生中的缘分。
         The so-called ''life'',all depends on who you meet.

3、《星云大师谈处世》的笔记-第9页

        人唯有在工作里，生命才有办法安住，人活得才有意义。没有工作是很无聊也很乏味的。

用工作来充实，从工作中修道、去体会，做出生命的力量与发挥生命的意义。

俗话说：“各人吃饭各人饱，各人生死各人了。”因此，你们必须要自己从勤劳奋斗中去创造光明，
从勤劳奋发中完成自己的理想。

4、《星云大师谈处世》的笔记-第5页

        止水易生虫，滚石不生苔。

5、《星云大师谈处世》的笔记-第2页

        人人都想拥有，但问题在于人心不足。填饱肚子，又求珍馐；娶了娇妻，又求美妾；有了房舍，
又求华夏；谋得一职，又求升官；得到千钱，又求万金......宝贵的一生就在追求拥有中，苦苦恼恼地
度过。

6、《星云大师谈处世》的笔记-第47页

                人在世间上，最难做到的就是放得下，自己喜爱的固然放不下，自己不喜爱的也放不下。因此
爱憎之念，盘住我们的心房，哪能快乐自主？如果对心爱的东西能够割舍，对违逆能够接受，进而做
到无爱无憎，就如《心经》云：“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那可就真正有功夫了。         星云大师
的这句话很有哲理，这世间的纷纷扰扰对于我们说都是种种纷繁的诱惑，而谁又能做到对所有的都无
欲无求而轻松能放得下呢，小之物，大之情，都是我们生命中的浪涛，如果能做到心如止水，那么我
相信你已经离开这世间。
        所以，我认为，星云大师所谓的放得下是一种理想，无欲无求是一种境界。只有把心放平，才能
经历更多的坎坷与痛苦。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内心更加坚强，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变得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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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星云大师谈处世》的笔记-第2页

        如果我们能够打从自己的心里制造光明的见解、芬芳的思想、洁净的观念，生产阳光、花朵、净
水般的语言，与他人分享，就能拥有一个丰美的人生。

8、《星云大师谈处世》的笔记-第6页

        拙处力行：“取巧”不如“养拙”，一个人若能“心细身拙”，有时候更比灵桥重要。

所谓“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愚时才是贤”。

真正的笨拙就是灵巧的根基，真正的灵巧是从笨拙中增长的。所以，修行的人不要希望当生成就；是
薄地凡夫，哪能容易立地成佛？农夫种植，也要一铲一锄地耕耘；机妨巧织，也要一经一纬地纺纱。
速成的东西总不能持久，能从“拙处力行”，做人才能弥久芬芳，做事才能历久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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