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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淡一切的短句子佛语

 

1.若人生百岁，不见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能得见之。

2.今日的执著，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3.人生四季，寒暑交替，静心体味生活的悲与喜，笑看起起落落。

4.
好的爱情是你透过一个男人看到世界，坏的爱情是你为了一个人舍弃世
界。

5.
透过生死，才会明白健康的重要；透过成败，才会明白通达的重要；透
过得失，才会明白淡泊的重要。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苦苦追求那
些原本可以放弃的，却忽略了生命中那些最最宝贵的。人生难免会有迷
茫，关键在于明白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多点淡然，少点虚荣，
活得真实才能活得自在。

6.欲为诸佛龙象，先做众生马牛。

7.颠沛流离，只为寻找人生下一个落脚点。

8.只要自觉心安，东西南北都好。如有一人未度，切莫自己逃了。

9.
愿你，想要的都得到，得不到的都释怀；愿你，眼里有星辰，身边有微
风，心中有暖阳！珍惜牵挂，懂得感恩，幸福和快乐就在当下。

10.一切众生皆自空寂，真心无始，本来自性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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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水，越淡越清澈；人，越淡越快乐。水中参杂的东西越少，虽然貌似少
了许多不同的味道，却越显清澈亮丽。人生看淡的诱惑越多，貌似缺少
了许多做人的欢乐，却因心的简单而少去更多的烦恼。享受，都以付出
为代价。你扮演的角色越多，活得就越累。淡然，使人简单；简单，使
人快乐。

12.心是最大的骗子，别人能骗你一时，而它却会骗你一辈子。

13.
人生的高度，不是你看清了多少事，而是你看轻了多少事。心灵的宽度
，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而是你包容了多少人。做人如山，望万物，而
容万物。做人似水，能进退，而知进退。

14.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疑物，何处染尘埃。

15.三教圣贤，本乎一理，若离心性尽是魔说。

16.
人最大的财富，不在于自己所拥有的，而在于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如
果你不能对现有的一切感到满足，那么纵使让你拥有全世界，你也不会
幸福。所谓“知足者常乐”，就是要懂得取舍，舍得放弃，知道适可而
止。“知足”，是一种恬淡平和的境界；“常乐”，是一种乐观豁达的
人生态度。

17.
生活中出现不顺心的事情，不要心怀不满、怨气冲天，也不必耿耿于怀
、一蹶不振，是福是祸都得面对，是好是坏都会过去。生气，是拿别人
的错误惩罚自己。

18.
佛教从来没有教我们逃避现在，而是让我们勇敢地接受人生、超越人生
，战胜生命中的一切烦恼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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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20.放下，便是重生，舍弃，便是拥有，别懂得太晚。

21.事来不受，一切处无心，永寂如空，毕竟清净，自然解脱。

22.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23.
人生，哪能事事如意；生活，哪能样样顺心。不和小人较真，因为不值
得；不和社会较真，因为较不起；不和自己较真，因为伤不起；不和往
事较真，因为没价值；不和现实较真，因为要继续。因为善良，所以宽
容；因为责任，所以承担；因为某种理由；所以愿意妥协。因为看轻，
所以快乐；因为看淡，所以幸福。

24.培养兴趣，而不养成癖好；学习正直，而不学成古板。

25.
一片叶，落在哪里都是归宿。一朵花，开在哪里都是芳香。一个人，走
到哪里都是生命。一颗心，想到哪里都是情愫。佛说：随缘放下，心安
是家。

26.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才换得今世的擦肩而过。

27.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28.当你知道迷惑时，并不可怜，当你不知道迷惑时，才是最可怜的。

29.
昨日已去，明日是迷，面对今朝我们应尽力，快乐来自施予，烦恼来自
要求。要修身养性，经常打扫自己得心灵，给心灵一方净土。

30.
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就该珍惜。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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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知道有人却没有脚。

31.
没有走不通的路，只有想不通的人。花开必有花落，云聚必有云散。痛
过了，增一份从容，傻过了，增一分智慧，哭过了，增一分沉静，笑过
了，增一分豁达。心无杂念，慈悲为怀，走过了，就过了。眼光放远了
，心路就宽了。

32.
做一个快乐的人，要敢于跟一切苦难说拜拜，要保持理智，不能盲目，
不顾忌他人的评论，不羡慕他人的幸福，善于发现生活中自己的小快乐
。真正的快乐都在于你自己；心静了，世界也就宽了。

33.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可耻的。

34.活在当下，别在怀念过去或憧憬未来中浪费掉今天的生活。

35.其实爱美的人，只是与自己谈恋爱罢了。

36.
不要屈服。这个对手可能是你的敌人，可能是你面临的困境，也可能是
你自己。谁都会有倒下的时候，关键是你能否再站起来；关键是你面对
输与赢的心态与姿态。

37.冻死不攀缘，饿死不化缘，穷死不求缘。

38.慕道真士，自观自心，知佛在内，不向外寻。

39.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40.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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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乐天知命，无喜无忧，妙性朗然，其乐难述。

42.真理真相搞清楚，叫看破；做事圆圆满满，心里干干净净，叫放下。

43.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44.
当你快乐时，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当你痛苦时你也要想，这痛
苦也不是永恒的。

45.
茶不入禅，皆为俗事。禅不入心，皆为文字。拈花微笑，喝茶悟道。酒
越喝越糊涂，茶越喝越清醒。品至清至洁的茶，悟至灵至静的心。

46.
不要期待，不要假想，不要强求，顺其自然，如果注定，便一定会发生
。心安，便是活着的最美好状态。

47.缘起即灭，缘生已空。得失从缘，心无增减。

48.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什么，所以请不要抱怨。

49.
人生的一切不是算来的，而是善来的；不是求来的，而是修来的。胸襟
的宽窄，决定命运的格局，你能包容多少，就能拥有多少。凡事看得开
、想得透、拿得起、放得下，学会隐忍性情，懂得克制欲望，退却时理
智，谦让时大度，除却杂念私心，少些攀比计较，才会随缘自适。

50.在日常生活里面，分别执着要淡薄，看得淡薄就是看破。

51.
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渡过一天，那就是一种福气了。多少人在今天已
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多少人在今天已经
失去了自由，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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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品一盏茶，洗去尘埃，洗去沧桑，洗去虚情假意。然后，在一盏禅茶时
间里，获得坦然，获得清淡，获得宁静。我等你，与我共续一场遗留在
前世的禅茶之约。你若来，我定与你听雨品茗，笑谈浮生沧桑，风月年
华。

53.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不满人家，是苦了你
自己。

54.
看得破、放得下，才能入佛法之门；只要能看破放下，就能很快地契入
佛法。

55.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不管你经历过多少事情，最后还是要放下，一切归
于尘土。

56.
幸福：思量愚昧苦，智慧就是福；思量饥寒苦，饱暖就是福；思量劳役
苦，逍遥就是福；思量离别苦，团圆就是福；思量战乱苦，太平就是福
；思量病死苦，活着就是福；苦境一思量，便有许多福；可惜世间人，
几个会享福？有福要能知，能知才享福；我劝世间人，知福且惜福；念
佛生净土，永享无量福。

57.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58.见思烦恼是执著；尘沙烦恼是分别；根本无明是妄想。

59.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乃至于珍惜生命。不
了解生命的人，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

60.思念渐选，余音犹存，我们是那么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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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活在正念中，是防止意外、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觉知你心中种种的深
刻渴望：对生活安乐的期盼，得到所需支持的愿望，修行正念的意愿。
也许，你会想要写下你的观察和了悟。佛陀说过，一旦明白到，这世上
与我们最亲近、对我们来说最珍贵的人就是自己时，我们就不会再把自
己当成仇人。

62.
人生，很难称心，生活，很难如意，朋友不比高低，要相互真诚；穿着
不比贵贱，要合身得体；房屋不比大小，要舒适温暖；车子不比名气，
要一路平安；长相不比美丑，要心态平衡；身体不比胖瘦，要健康无病
；财富不比有无，要节俭会理；生活不比奢侈，要知足常乐。

63.真爱就像幽灵，人人都谈论它，可却从未有人真正见过它。

64.
说话不要有攻击性，不要有杀伤力，不夸已能，不扬人恶，自然能化敌
为友。

65.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以便回旋。

本文链接：https://duanjuziku.com/duanjuzi/7ue9rsdd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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