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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破红尘佛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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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觉悟人生是无常、无我、苦、空，你就会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3.
人活一世，其实吃苦没什么不好，它能让你更好地珍惜甜的滋味；忍耐
也没什么不好，人生需要等待，没有沉默就难有爆发；平凡没什么不好
，能够每天感受生活的美好，就是一种莫大的幸运。生命是一个过程，
你无法将其停步。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却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生命。

4.
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至趣，苦乐之地，身
自当之，无有代者。

5.
放过自己，也是一种放生。人生中难免遭遇痛苦，生起烦恼，但不必为
此自我折磨。如果一直盯住白墙上的几个墨点不放，黑暗就会占据你的
视野；如果总是执着于生命的某些片段，就会让你失去完整的人生。放
过自己，不折磨自己，也是一种放生。

6.若人生百岁，不见生灭法，不如生一日，而能得见之。

7.
品茶，不只是去享受色、香、味、形、韵之美色，更重要的是一种心境
。佛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
。其实，人间的浮华经历过了，蓦然回首时，不也就是那短短的一瞬吗
？更多的如这一杯茶，深若秋水，淡若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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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轮一圈圈密集，能回忆的故事却少之又少。

9.福祸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

10.
你有你的生命观，我有我的生命观，我不干涉你。只要我能，我就感化
你。如果不能，那我就认命。

11.
世事如棋，人生如梦。生活里有许多相似但不尽相同的经历，有痛苦、
有快乐、有泪水也有喜悦，时光在悄然之中一去不复返，很多的人，很
多的事，弹指之间就成为了回忆。走在这个淡然的人间，需要的是一份
平和，还有平静。急什么。慌什么。世界也没改变什么。

12.
先悟妙心，行无修之修，证无证之证，不用向外驰求，只自回光便了。

13.
在喜欢你的人那里，去热爱生活；在不喜欢你的人那里，去看清世界。

14.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才换得今世的擦肩而过。

15.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16.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17.应作如是观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

18.
忌妒别人，不会给自己增加任何的好处。忌妒别人，也不可能减少别人
的成就。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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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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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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一切众生皆自空寂，真心无始，本来自性清净。

21.谁也没有理论依据来介定好人与坏蛋，其实就是利益关系的问题。

22.
宁静则是心灵的洁净，宁静是一种禅意。心中宁静，就不会困于喧嚣的
市井，不会被流言蜚语扰乱心智。心中宁静，意味着能静下心来思考，
人因思考而得到灵魂的自由和永恒。

23.三教圣贤，本乎一理，若离心性尽是魔说。

24.乐天知命，无喜无忧，妙性朗然，其乐难述。

25.
世上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之道，这个解决之道就是抓住问题的关键。有
些事看起来之所以很难，是因为我们被问题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了，没有
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

26.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

27.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8.
人生来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总是爱跟别人比较，看看有谁比自己好，
又有谁比不上自己。而其实，为你的烦恼和忧伤垫底的，从来不是别人
的不幸和痛苦，而是你自己的态度。

29.颠沛流离，只为寻找人生下一个落脚点。

30.用平常心来生活，用惭愧心来待人，心来处事，用菩提心契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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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那是一种无形的布施。

32.
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希望你不要用年龄和其他东西来
束缚自己。年龄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

33.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

34.缘起即灭，缘生已空。得失从缘，心无增减。

35.
一个人的性格如果咄咄逼人，就算才华再超群、智慧再尖锐，也难有一
展抱负的余地，如同太硬的木头最容易折断。所以，我们要懂得谦和、
忍让、与人为善。

36.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37.觉悟人生如过客，世间如旅舍，是真正的福报，真正的清凉自在！

38.
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如果你肯放手，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人的心若死执自己的观念，不肯放下，那么他的
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

39.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无药可救。

40.不宽恕众生，不原谅众生，是苦了你自己。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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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福报不够的人，就会常常听到是非；福报够的人，从来就没听到过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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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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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
。

45.
再苦的人生也是人生，再难的日子也叫日子，众生都在漂流，悟者上岸
，迷者随波逐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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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求只有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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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自
己活得累。

47.别再执着，别再纠结，放下执念，放过他人，也饶过自己。

48.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是岁月里的歌，学会淡泊，学会变通，把那些
不快乐，隐入寻常，简单的幸福着，做一个本真的自我。感悟心灵的那
份淡然，盈握一份懂得，坦然并快乐着，不去计较，月圆还是月缺。面
对生活，挥洒泼墨，妙笔花盛开，活出自己的精彩，无人可替代！

49.放下一切，菩提心就现前；放下一切，才能见到事实真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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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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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快乐都在于你自己；心静了，世界也就宽了。

51.
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不管他有多坏，有多恶。你愈骂他，
你的心就被污染了，你要想，他就是你的善知识。

52.
历尽劫波始豁然。佛法无边，向上心欢。念佛醒悟绽芳莲，放下执着，
自在随缘。

53.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是可耻的。

54.今日的执著，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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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车水马龙的都市里，期待着繁华落幕，只为了寻找寂静。

57.
所有的相遇，最终都会别离，只是告别的方式不同而已。这当中，没有
可惜，没有不幸，只因这世界所有的故事，从缘起，从缘灭。

58.
凡事都有规律，心情再急迫，也要等待恰当的时机。时机再好，也要具
备相应的素质。素质再佳，也要合适的机缘。一切皆备时，自可收获喜
悦。假如条件不成熟时，该怎么办呢？最佳的方法是：等待，努力，不
抱怨。

59.事来不受，一切处无心，永寂如空，毕竟清净，自然解脱。

60.思念渐选，余音犹存，我们是那么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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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到了一定年龄，便要学会寡言，每一句话都要有用，有重量。喜怒不形
于色，大事淡然，有自己的底线。

62.
没人能一手把你拽到天堂，也没人能一脚把你踩到地狱，命运中所谓痛
苦与快乐，只是内心感受，当你超越自己的狭隘和自私时，你会感到处
处是天堂；当你被烦恼纠缠不清时，哪里都是地狱。所以说，万法唯心
，命自我造。命运如何，就看你怎么去努力，怎么去看待。命运就在你
的手里，也在你的心里。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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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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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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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

本文链接：https://duanjuziku.com/duanjuzi/97eef0kn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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