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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妙语

 

1.
别怪月老有意，休提孟婆无情，一个起了念，一个断了尘。人间啊，一
段段红尘故事。不过是，桃花开来桃花灭，一树一树归尘埃。

2.
成熟，不是心变老，而是繁华过后的淡定。人生如果树，在风雨中成长
，在阳光下开花，繁花落尽，硕果累累。花季的烂漫，雨季的忧伤，随
着年轮渐渐淡忘，沉淀于心的，一半是对美好的追求，一半是对残缺的
接纳。曾经看不惯，受不了的，如今不过淡然一笑。成熟，不是看破，
而是看淡。

3.
人就这么一辈子，欲望，就像手中的沙子，握得越紧，失去得越多。学
会放手，甘愿舍弃，才能真正的得到。得与失，只是相对而言。认为得
到时，或许正在失去。觉得失去时，也许正在得到。凡事看淡一点，想
开一些，一切随缘，随心。无意于得，就无所谓失。

4.
所幸仰仗您的庇护，让我生起勇气面对现实，一次又一次渡过险难；所
幸承蒙您的教诲，让我提醒自己不要失望，平安走到一年的尽头。

5.
留一点好处让别人占，留一点道路让别人走，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思考。

6.
心田要多播善的种子，多一粒善的种子，就减少一棵杂草。及时行善，
以免你的心里再起坏念头。凡是做善拖延的人，内心不易与恶事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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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生中苦不苦，是有自己知道，也只有自己挺过去，才能过上更好的生
活。

8.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来世果，今生做者是。

9.
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那就是喜剧，如
果你沉缅于喜剧之中，那它就是悲剧。如果你只是等待，发生的事情只
会使你变老了。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拿一手好牌，而在于打好一手坏牌。

10.
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有些人，注定是生命中的过客；有
些事，常常让我们很无奈。与其伤心流泪，不如从容面对。

11.
人最大的敌人，还是自己。能战胜自己者，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怕的
是处事犹豫不决，或过高估价自己，由此而自大；或过分崇拜他人，由
此而自卑。一旦战胜自己，人生就会打开新的一页。

12.须知放生一事，实为发起同人，普护物命之最胜善心。

13.
看别人不顺眼，其实是自已的修养不够。人生在世，顺少逆多，一辈子
不容易，千万不要总是跟别人过不去，更不要跟自已过不去。

14.人的一生难免有浮沉，一浮一沉间，正是磨练。

15.
气不和时少说话，出言必失；心不顺时莫处事，行事必败。事莫虚应，
应则必办，不办便怨；愿莫轻许，许愿必还，不还成债。万物为说法，
关键在着眼；一切是考验，用心才有为。知足是富人，平常是高人，无
心是圣人。想开了自然微笑，看破了肯定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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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宁可孤独修行，孤独生活，也不要与愚人恶者为伍，因为他们会败坏了
我们的心灵，增长感官的追寻。

17.
这世界不符合任何人的理想，只是有人学会了忘却，有人却始终坚持。

18.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以便回旋。

19.
有些人，似荷，只能远观；有些人，如茶，可以咀嚼；有些人，像风，
不必在意；有些人，是树，值得依靠。我们要不拘一格，任何人都不是
你的复制与想像，不必用自己的需求，要他人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做什
么或不做什么。每人都有喜欢的生活，没人是你的全集。时光，浓淡相
宜；人心，远近相安。

20.
常言道：“知足常乐”，你和那些觉得快乐的人，可能差的，只是一个
知足而已。东西无分贵重，每个人对价值衡量的定义都不同。

21.应该有能力，诚恳，正直，说话和气，态度和蔼，不傲慢。

22.
佛性，最讲一个“善”字；禅境，最讲一个“淡”字。佛心待人，自己
即佛；佛性悟人，人即是佛。

23.
人生在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带福气，只是，很多人“身在福中不
知福”罢了。

24.有了茶烟酒，办事才顺手；见庙要烧香，遇佛要磕头。

25.
人生其实也就是选择，有所放弃才能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得充实、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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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盛。没有果敢的放弃，就没有辉煌的选择。放弃是一种灵性的觉醒，
是一种慧根的显现，一如放鸟返林、放鱼入水。学会放弃，才会有所收
获。当一切尘埃落定，当一切归于平静，我们才会真正懂得放弃其实也
是另一种美丽的收获。

26.
不管得失成败，不管聚散离合，不管荣辱盛衰，摆正心态，端正思想，
正直做人，善良做事，凡事尽心尽力就好。

27.
世上原来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叫人光是想想都难过，一想起，就哭泣。

28.拿自己的“心尺”去度量别人，人人都不够尺寸。

29.念念流动即是道，而不是一念不生。不拒迎，念即流动。

30.
人的嗔恨总是无限的，能够和颜悦色、不说狠话已是难得，更何况心中
无碍？

31.
缘聚缘散随缘过，开心伤心都看破。人生不过一个匆匆过客，何必让苦
闷相伴一生？一念花开，一念花落，最终结局不过都是各自飘散在人世
间的某个角落。如果可以选择，那就选择最美的离别，一笑而过。

32.十世古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

33.
心若计较，处处都有怨言；心若放宽，时时都是春天。世间不如意事十
之八九，能对你百依百顺的人，能让你如愿以偿的事都很少。你若非要
计较，没有一个人、一件事能让你满意。人活一世，也就求个心的安稳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心宽一寸，路宽一丈。若不是心宽似海，哪有人
生风平浪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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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生中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尽量简化
你的生活，你会发现那些被挡住的风景，才是最适宜的人生。千万不要
过于的执着，而使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

35.
茶凉了，就别再续了，再续，也不是原来的味道了；人走了，就别再留
了，再留下，也不是原来的感觉了；情没了，就别回味了，再回味，也
不是原来的心情了。慢慢的都会远，渐渐的都会淡，拥有时，好好珍惜
，离开了，默默祝福，人生的旅途，没有人是应该要陪你走到最后的。

36.
我们常常为错过一些东西而感到惋惜，但其实，人生的玄妙，常常超出
你的预料，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7.人的威望不可能一天树立起来，人的声望更要用毕生的德行来养护。

38.
何世结何缘，今夕再相见？幸从刀斧下，救尔归自然。汝命不该绝，皆
因往昔善。逃此生死关，当把心念转。牢记三归皈，继发往生愿。来日
成就时，莲池入佛眷。

39.
末法众生，无论有善根无善根，皆当决定专修净土；善根有，固宜努力
，无，尤当笃培。

40.
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
使你总有个奋斗的方向，它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到自己的希望
。

41.一切自知，一切心知，月有盈缺，潮有涨落，浮浮沉沉方为太平。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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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心当以净心为要，修道当以无我为基。过去事，过去心，不可记得；
现在事，现在心，随缘即可；未来事，未来心，何必劳心。

43.红尘中，坚持做一个清醒的人。物欲中，坚持做一个干净的人。

44.
什么是有福？耳朵里听不见是非，眼睛里看不到争斗，嘴里说不出伤人
的话。什么是乐？经历过许多坎坷，却没被困难打倒；感受过很多悲苦
，却没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并且在每一次困难过后，越来越坚强；在每
一次痛苦过后，越来越明白爱的含义。心灵，越来越柔软；胸怀，越来
越宽阔。

45.
佛说，苦非苦，乐非乐，只是一时的执念而已。执于一念，将受困于一
念；一念放下，会自在于心间。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皆由心生。
有些人，有些事，是可遇不可求的，既然这样，就放宽心态，顺其自然
。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拥有一颗安闲自在的心，保持豁达的心态，不要
让自己活得太累。

46.
众僧爬山，一弟子摔倒抓住荆棘，手被划破。禅师：荆棘习惯依附别物
，你却依附它，当然自讨苦吃，别依靠不能依靠的人。

47.凡夫看佛菩萨，佛菩萨也是凡夫；佛菩萨看凡夫，凡夫也是佛菩萨。

48.
实相是无相之相，真心是无心之心，真得是无得之得，真用是无用之用
。

49.
不惜光阴过时悔，黑发不学白发悔。酒色赌博致祸悔，安不将息病时悔
。官行贿赂致罪悔，富不勤俭贫时悔。不孝父母老时悔，遇难不帮有事
悔。动不三思临头悔，盲目草率错时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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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别想得太多，别活得太累。做一个简单的人，踏实而务实。不沉溺幻想
，更不庸人自扰。

51.
人活一世，匆匆一生，为人一回，两手空空，不管遭遇了什么打击，无
论经历过什么伤害，都要不忘初心，坚持善心，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行善不作恶，心宽不计较，用善良换安心，用品正换尊重！

52.凡是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这个就是慈悲。

53.解救出来，放归自然，让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功莫大焉。

54.
你今生遇见的人里，陪伴你的人，让你知道什么叫温暖；离开你的人，
让你明白什么叫心酸。

55.
在你贫穷的时候，那你就用身体去布施，譬如说扫地、洒水、搬东西等
，这也是一种布施。

56.因为无缘，才会迎面走来又擦肩。因为不欠，才会匆匆而过不再见。

57.
你对别人好，别人未必领情，相反的，他们把这当做理所当然，于是，
你就一直处在“被欺负中”，终于，你忍无可忍，而他们就认为你变了
，还到处说，他们不懂反省你为什么突然这样了，实际上你只是比别人
多懂了一些尊重人的道理而已，善良在有些人的眼中就是懦弱的代名词
，好脾气是好，但一定得有个度。

58.心是最大的骗子，别人能骗你一时，而它却会骗你一辈子。

59.
再苦再难靠自己，你要独立，你要坚强，你要勇敢，当困难和挫折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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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你要有能力成为他们的对手。

60.
佛说：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皆由心生。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
时莫强求，不要去强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要学会适时的放弃。在
生活中，一个好的心态，可以使你乐观豁达；可以使你战胜面临的苦难
；可以使你淡泊名利，过上真正快乐的生活。

61.
厌离未切终难去，欣爱非深岂易生。铁围山外莲花国，掣断情缰始放行
。

62.
笑看风云淡，坐看云起时，不争就是慈悲，不辩就是智慧，不闻就是清
净，不看就是自在，原谅就是解脱，知足就是放下。

63.
淫念一生，诸念皆起。邪缘未凑，生幻妄心。勾引无计，生机械心。少
有阻碍，生瞋恨心。

64.不肯结缘，人生会越来越贫穷。肯结善缘，福德会愈来愈深厚。

65.
再苦再难靠自己，虽然有点狼狈，还有点惨，没关系，靠自己的人，最
光荣，最值得骄傲。

66.菩提无所得，你今但发无所得心，决定不得一法，即菩提心。

67.所谓的放下，就是去除你的分别心、是非心、得失心、执着心。

68.处事不必求功，无过便是功。为人不必感德，无怨便是德。

69.
人生，就是一场悲喜，苦乐都是自己；缘分，就是一根纽带，来去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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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别人若放，你何苦紧紧抓住；别人若弃，你何必苦苦珍惜。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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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在不断的相遇和错过中，终于明白：身边的人只能陪你走过或近或远的
一程，而不能伴自己的一生；陪伴一生的，是自己的名字，和那些或清
晰或模糊名字所带来的感动。

72.
事在人为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顺其自然是一种达观的生存之道，水
到渠成是一种高超的入世智慧，淡泊宁静是一种超脱的生活态度。

73.
有些事无需计较，时间会证明一切；有些人无需去看，道不同不相为谋
。世间事，世人度；人间理，人自悟。面对伤害，微微一笑是豁达；面
对辱骂，不去理会是一种超凡。忍耐不是懦弱，而是宽容；退让不是无
能，而是大度。“计较”生是非，“无视”己清静。愿人生如水坦然！

74.
人生是一场体验，得与失、荣与辱、起与落，这些东西，你在乎的越多
，心里就会越痛苦。你舍弃的越多，内心就会越清静。

75.
人生逆境时，切记忍耐；人生顺境时，切记收敛；人生得意时，切记看
谈；人生失意时，切记随缘。心情不好时，当需涵养；心情愉悦时，当
需沉潜。

76.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疑物，何处染尘埃。

77.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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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心若安，可步步生莲。心清一切明，心浊一切暗；心痴一切迷，心悟一
切禅。心是人生戏的导演，念是人生境的底片。一切的根源皆在内心，
痴与执、怨与恨，只会让心翻滚、让人不安。只有放下它们，才能轻松
自然。智慧愚痴心之隔，天堂地狱一念间。烦恼放下成菩提，心情转念
即晴天！

79.
年龄越大，越学会了顺其自然。以前总认为坚持会让我们变强大，但是
长大后才发现，让我们强大的，是放下。

80.
狂妄的人有救，自卑的人没有救，认识自己，降伏自己，改变自己，才
能改变别人。

81.
世人贪婪，总想寻找两全，但这世间难有什么两全之策。人生百年，不
过是教人如何取舍。

82.
学会站在烦恼里看希望，忧伤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要及时感觉、及时克
服。

83.
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圣人求心不求佛，愚人求
佛不求心；智者调心不调身，愚者调身不调心。

84.
是是非非，纷纷扰扰，不看不听不想，就能心生清静。有时，烦恼不是
因为别人伤害了你，而是因为你太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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