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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好！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样亲近善知识”，或者说怎样选择朋友，怎样交朋友。

  

一、善知识的名义

  

“善知识”是佛教的专有名词，一般是讲“知识”。“知识”在今天的社会学里面，是指某种专
门的学问。但是在佛教文化中，“知识”具有另外一种含义，就是“朋友”。因为我们要交一个
朋友，必须“知”道这个人，认“识”这个人。光知道、认识还不行，还要知道他的心怎么样，
他的德行又如何。朋友、善友、胜友、亲友，都是“知识”这一名词引申出来的。能够引导我们
趋于善法、到达善处的朋友，就叫善知识；反之，即为恶知识。在世间、在佛门，绝大多数都是
善知识，也有极个别的是恶知识。

  

大家一定要理解正确，不是说和你吵一架就是恶知识，骂你两句就是恶知识。善知识是教导我们
善法，引导我们到达善处。那么恶知识呢？恶知识教导的是恶法，引导我们到达恶处，不是善处
。那样的人才是恶知识。善法，有世间善法，有出世间善法；善处，也有世间善处和出世间善处
。世间善法如五戒，出世间善法如六波罗蜜、十波罗蜜、戒定慧三无漏学。世间善处，即行五戒
十善所生的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出世间善处，即修六波罗蜜、十波罗蜜、无漏三学所成的声
闻、菩萨，乃至成佛。恶知识教导的是恶法，杀盗淫妄酒，贪嗔痴。恶法所到达的就是恶处。恶
处就是三恶道：地狱、饿鬼、畜生。所以交一位朋友，亲近一位善知识，要从如何端正我们人生
现前的思想言行出发，从未来有一个好的归宿出发。

  

佛教非常重视亲近善知识。我们在座的法师都受过三坛大戒，受过菩萨戒，在座的居士也有许多
受过菩萨戒。按照受菩萨戒的仪轨，受戒之初先要发十四种大愿。其中第一愿、第二愿讲什么呢
？第一愿“从今时尽未来际生，常能念佛、亲近善知识否？”下面答：“能亲近！”第二愿“从
今时尽未来际生，能远离恶知识否？”下面答：“能远离！”这是第一条和第二条。可见亲近善
知识、结交好朋友，非常重要。社会上也讲结交好朋友，不过这个好朋友也要分别一下，好朋友
不见得就是善朋友。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种很明确的思想，一定要亲近善友，不仅仅是说好朋
友就行了。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都有许多好朋友，但是这些好朋友往往也有一些不符合善法的
言行，相互影响。所以佛教在教我们结交朋友的时候，是以善为标准，要亲近善知识，结交善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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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善知识的名义，我想就讲这么多。下面我就讲讲善知识的种类。这完全是从善友、善知识的
角度来讲的。

  

二、善知识的种类

  

我在讲修习止观的时候曾经讲到，要成就修道，成就学法，成就做人做事，有善知识的护持、同
行、共事、教导，非常重要。修禅定应该具备的五缘里面，就有“善知识”这一条。智者大师讲
修习止观要有三种善知识：外护善知识、同行善知识、教授善知识。智者大师把能教导善法、指
引善处的善友分成了三大类。

  

所谓外护善知识，如果我们不仅仅是从修习禅定的角度来界定它，那么，社会人士，包括在家佛
弟子，做一切事业、一切工作，都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这些良好的、积极的、起正面作用的
社会关系，都可以看作是外护善知识。因为这些善知识对我们事业的成就、工作的成就，都有非
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把外护善知识理解成为积极良好的人际关系。

  

同行善知识，共同在一起工作、修行，都有同行的人，都有共事的人。同行，从佛教的意义来说
，同行必须同见。见解、见地、观点是一致的，这也就是所谓的“志同道合”。志同才能道合，
同见才能同行。这个行，包括工作、学习、修行，并不局限于某一种善法，可以包括学习、工作
、修行三大类。工作也好，学习也好，修行也好，找到同见同行同修的伙伴、伴侣不容易。所以
“人生得一知己”，下面是什么？“足矣！”当然这句话比较笼统，还是没有善恶上的界定，还
是没有佛教讲的“善知识”这个词界定得更为准确。不过，我相信古人在用这个词的时候，都是
从正面的、积极的方面来考虑的。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四海之内，只要有知己
的人，只要有善知识，只要志同道合，哪怕他身处天涯海角，也好像是在身边，就像是邻居一样
。这是唐朝王勃送行诗里面的两句话。由此可见，人生若能得到一位善友，是多么重要，多么快
乐！

  

第三种教授善知识，就是老师。能够在事业上、工作上、学习上、修行上给予指导，就是教授善
知识。教授这个词，包括言传和身教两个方面都要以身作则，同时并重。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在我们的修行中、学习佛法中、事业工作中，是不是经常要有人来引导？经常有人指导、教授
？如果有人教授，就能少走弯路，事半功倍。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作为老师的人一定得比被教
授的人高明一些。所以作为我们选择朋友的人，就要善于发现朋友的长处和优点。“三人行，必
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不圆满，总有一些缺陷，
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善知识，怎么样来看待善友呢？我们要用善心善念来看待，要用客观的目光来
看待。“择其善者而从之”，这个朋友的品行、人格、知识、才能都有很优秀的一面，我就学习
他优秀的一面；如果他有某些不足之处，我就引以为戒；“其不善者而改之”，如果在我的身上
也具备他那些不足之处，那我就要改正。所以要全面地看待一个人，全面地分析一个人，不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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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朋友有某些不足之处就一概否定，当然也不能一概肯定，要有所选择。

  

刚才讲的是智者大师的分类法，分为三种善知识。

  

六十华严举出十种善知识。这十种善知识，是从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利益众生、开佛智慧的角
度出发而划分的。思想广大，行门广大，愿力广大，智慧广大，成果成就广大。

  

这十种善知识，首先是“能令安住菩提心善知识”。这样的老师和朋友能够教导我，使我时时刻
刻安住在菩提心当中。什么是菩提心呢？用两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本公老和尚印在他的名片上
的那两句话，也是《普贤菩萨行愿品》里的两句话：“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
就是菩提心，这个心量多么广大！这个心量可以说完全做到了舍已为人。不为自己求安乐嘛。一
切都想到众生，想到成就众生、利益众生，想到如何使他人快乐幸福。从菩提心出发，要令他人
得到的快乐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人生最究竟的快乐是什么呢？（答：念佛。）念
佛是最大的快乐。还有什么快乐没有呀？（答：施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都是快乐。我想
，从菩提心出发，最大的快乐还是这两句话：“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才是我
们学佛的人应该追求的最高的精神境界和快乐。你做到这两句话了，其他的不求而自得。西方极
乐世界你不用求，你做到这两句话，阿弥陀佛亲自来迎接你；了生脱死你不用求，做到这两句话
了，生死当下就了了！是不是啊？大家一定要相信这个道理。心底无私天地宽嘛！你心底无私了
，你还有什么生死呀？私心就是生死，没有私心就没有生死，当下就了生死了。

  

说是这么说，这个私心好像很难断掉！不管是学佛的人，还是不学佛的人。因为私心也有各种各
样的层次。比如刚才两位居士讲，一位说念佛最快乐，还有一位说往生西方最快乐。这两个答案
对不对呢？完全对。但是，和“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相距有多
远呢？就不止从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那么样的一个距离了，相距就不止十万八千里。我为什么要
大家读《普贤菩萨行愿品》？读《金刚经》？《普贤菩萨行愿品》就告诉我们“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金刚经》就是告诉我们，做了一千件好事，做了一万件好事，不要老把
他背在身上、挂在嘴上，那是大负担。做了一切的好事，不要成为负担，不要执着，不要说这是
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要把这个我忘掉，那才是
菩提心，那就是安住菩提心。

  

第二种是“能令修习善根善知识”。发了菩提心，还要修习善根。善根有多种多样。一切与菩提
心相一致的善法，坚持不懈地去做，毫不动摇，毫不退缩，行善的这种心态、行为，坚如磐石，
就好像植物的种子落地生根了，那就叫善根。心存善念，口说善法，身行善事，坚持不懈，不可
动摇，那就是善根。我们见到一位学佛的人精进、专一、慈祥，就说，哎呀，他的善根好深厚。
凡是善根深厚的人，不是天生的，都是从不断修习而来，不断积累而来，不断培养而来。能够指
引我们修习善根的人，那就是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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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是“能令究竟诸波罗蜜善知识”。究竟诸波罗蜜，就是能圆满地实践六波罗蜜、十波罗蜜
。一切自利利他的善法，都能圆满地去实践，去成就，那就是究竟诸波罗蜜。我在讲《心经》的
时候曾经给大家解释过什么是波罗蜜。波罗蜜者，到彼岸，彼岸到。对于波罗蜜的理解，一定把
它落实到具体的每一个善法当中。而且波罗蜜要得到究竟，那一定是无漏的大智慧和无漏的大慈
悲。所谓无漏的，就是彻底的。不考虑个人的得失，不考虑一切小的果报、有漏的果报，完全从
大乘的三轮体空出发，来修习一切善法，那才是波罗蜜。佛经上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
禅定，这五个法门，如果单讲这五个法门，不叫波罗蜜。只有联系到第六般若波罗蜜，以般若波
罗蜜为统帅、为指导，来修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才能叫做六波罗蜜。所谓“五度
如盲，般若如目”，只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就像没有眼睛的人走路一样，向前走
，向左走，向右走，你都不知道，是盲目的。因为他没有眼目。智慧是我们的眼目，在无漏智慧
的指导下修习一切善法，一切善法才能成为波罗蜜。

  

第四“能令分别解说一切法善知识”。分别解说一切法，就是能够分别什么是善法，什么是恶法
，什么是世间法，什么是出世间法。只有善于分别了，我们才能从善弃恶，舍小向大。如果不善
于分别，善恶不分，大小不明，修行就会出现误区。所谓要善于分别一切法，才能“于第一义谛
而不动”。善分别一切法，不是说完了就算万事大吉，而是说了以后要找到究竟的法门是什么，
然后按照究竟的法门去修去行。

  

第五“能令安住成熟一切众生善知识”。善知识一定要具备慈悲的心、智慧的心，使一切众生安
住在菩提心中，并使一切众生的菩提心得以增长、得以成熟。安住菩提心，成熟菩提心，我们这
个世间才会有更多的人来行菩萨道，修菩萨行，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不圆满、不究竟的事才
能越来越少。

  

第六“能令具足辩才随问随答善知识”。在善知识的教导下，能够解说分别一切法，自然就具备
善巧方便智慧。大众有什么疑问，随时提出来，能够给予圆满的解答，使之改邪归正，弃恶从善
，回小向大。具足辩才不是为了耍耍口头禅，而是为了使大众安住菩提心，成熟菩提心。

  

第七“能令一切不着生死善知识”。善知识教导我们不着一切生死。这个“着”有两个意思。一
是染着的意思，一是执着的意思。首先我们要不染着于生死，进一步我们要不执着于生死。生死
从哪里来呢？生死就是从执着而来。有人我执，有法我执，就有生死。生死就是从染着而来。有
各种各样染污的事情。所谓有染污的事情，就是不善法，生死就是从不善法而来。我们能不染着
生死，不执着生死，那么界内的生死和界外的生死都能解脱。善知识能够教导我们如是修如是行
，所以是真正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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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能令于一切劫行菩萨行，心无厌倦善知识”。这个好难哪！善知识教导我们在一切劫中做
一件事，可不是只教你这一辈子、下一辈子，或者再下一辈子做一件事，而是尽未来际地做一件
事。做什么呢？行菩萨道。那就是永无休止地行菩萨道，“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是到极乐世界去休息呀！是让你永远都以智慧心、以慈悲心，在六道中行菩萨道，修菩萨行
，而且还要做到心无厌倦，就是要不舍众生。这是菩提心。我们有很多的道友，听了这句话很害
怕。这怎么办哪？西方世界还去不了，要永远都在六道中行菩萨道、修菩萨行！所以佛在讲《法
华经》的时候，有五千声闻弟子退席。他们听到佛的境界那样广大，菩萨的行门那样广大，都害
怕了。哎呀！这个我做不了！这个法我接受不了。有恐怖。我坐在这里这样说，我心里也有恐怖
。有什么恐怖呢？我能不能做到这个样？能不能在六道中行菩萨道，修菩萨行，心不厌倦？作得
了主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大家都可以反省自
己，考查自己，考问自己：做得到吗？但是在受菩萨戒的时候大家都发了愿，说过一定要做到啊
！“从今时，尽未来际生，众生无边誓愿度，能度否？”“能度！”具体做起来，就不行了。所
以我们学佛要精进，要发广大心，那就是菩提心。菩提心者，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第九“能令安住普贤行善知识”。十种善知识次第来教导，一步一步地提升。普贤行是什么呢？
十大愿王。《普贤菩萨行愿品》很扼要地把普贤菩萨的无边愿力浓缩在那一卷经当中。经常读诵
《普贤菩萨行愿品》，就能培养菩提心，安住菩提心，不舍菩提心，成熟菩提心。

  

第十“能令深入一切佛智善知识”。上面说了九条，最后归结到深入佛智。佛的智慧是什么呢？
归结到一点，还是要承担一切苦难而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负担。佛之所以要成佛，不是因为
他自己有什么需要，他是因为看到大地一切众生，都在生死轮回当中苦难不息，所以他要成佛度
众生。佛的智慧就是指导如何度众生，如何不执着，如何完成四弘誓愿。

  

这十种善知识，可以从种类与功能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从种类来说，有这十种善知识，十种老
师，十种善友。从功能来说，十种善知识中，可以是一位善知识就具备这十种功能；或者几位善
知识当中，分别能够具备某种善知识的功能。所以不要小看亲近善知识、交善友这样一件事，一
定要从一个立志高远的角度来看待如何亲近善知识。

  

有的经书上，把善知识分为上、中、下三品。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上品的善知识，就是教授出
世法门的善知识，“与法者为上品善知识”。“法与财兼与者为中品善知识”，也有法的给予，
也有财力的给予，那是中品善知识。因为一牵涉到财利，就有不纯洁的一面。仅仅给予财物的，
是下品善知识。不过，这是从很高的角度来看待善知识的作用。从今天这种现实社会来讲，还是
要“财法二施、等无差别”。这样更能体现佛法是一种既重精神也重物质的圆融无碍的法门。

  

三、善知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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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善知识究竟应该在哪些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四分律》（卷十一）中提出了作为善
知识应该具备的七个条件，叫做“善友七事”。《四分律》是小乘的戒律。小乘戒律是一切戒律
的基础，是做人的基础，是出世法的基础，所以要特别地重视。虽然说我们要舍小向大，但是这
个基础不能没有。没有这个基础，大乘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第一“难与能与”。这个东西我很难给你，但我要舍得给你，这叫“难与能与”，与就是给与。
你手上戴了个钻石戒指，你的朋友想要，你舍不得，怎么办呢？难与能与，你要给他。你戴了一
条白金项链，你的朋友想要，怎么办呢？难与能与，你要给他。好像很难！很难！我想在当时，
二千五六百年以前，佛在说这件事的时候，佛在说“善友七事”时的现实环境，从人的思想境界
，从社会的文化氛围，乃至社会环境，和今天不能同日而语。佛世是“正法住世”的时期，讲这
个“善友七事”，都是从具体的当事人的发心而言。你如果想做一个善友，那么你应该发什么心
呢？要发难与能与的心。假使有一个人来要一件我最心爱的东西，我怎么办呢？要难与能与，连
头目脑髓都可以布施，某一件珍贵的东西更应该能够布施。一定要有这个布施心。

  

第二“难作能作”。我要发这个心：非常难办的事情，只要朋友有这个需要，我要给他办到。这
叫“难作能作”。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经常讲到。所谓“杀身取义”，“杀身成仁”，为朋
友“不惜两肋插刀”，那就是难作能作。我们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值得人信赖的人，自己就要有这
种精神准备，要有这种自我要求。这不是要求别人。如果我专门以这七件事来要求别人，那完了
，那你首先就不是一个善知识，不是一位善友。这些条件完全是用来约束自己的。

  

第三“难忍能忍”。周边的人对我不理解，对我有误会，甚至对我有诽谤，有流言蜚语，往往会
有很多的烦恼。怎么办呢？难忍也要能忍。一忍、再忍、百忍、千忍、万忍，要一直忍下去。因
为忍就是修行，能忍就能制服烦恼。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一个人一件小事不能忍，弄
得轩然大波，自己不安，别人更不安。如果忍了以后结果会怎么样呢？你自己虽然当时有点难受
，但是周围的人都心态平安。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修忍。

  

第四“密事相告”。秘密的事情，有什么隐私的事情，要告诉朋友。为什么呢？只有朋友能够知
道你有某些难以跟别人说的事，不能有太大的透明度。那么一定是要让几个特别好的、信得过的
朋友知道，万一有什么事了，别人也可以帮你的忙。密事相告是很有意思的。如果真正是有那样
的好朋友，那可以说真正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第五“递相覆藏”。朋友对你密事相告了，你到大庭广众当中说一通，那完了。告诉你了，你要
保密，不要把这件事公开出去。递相覆藏，就是你要帮他保密，你不可以把人家不宜公开的事情
拿到大庭广众当中去说一通。那就会弄得本来是好朋友最后成了恶交。所以要递相覆藏，不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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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朋友。如果出卖了朋友，那就是不仁不义。

  

第六“遭苦不舍”。结交一个朋友，是要同共苦、共患难的。这样的朋友很难得！我这一生，也
有那么几位这样的朋友。我记得我在划了右派之后，在一个农场劳动，那个时候我原来所在的单
位也经常有人到那里去参加劳动。因为农场是锻炼人的地方，右派是长期地在那里被监督劳动，
那些不是右派的人，一年也要去那里劳动几次。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阶级作为划分界
线的标准。右派就是阶级敌人，总得与阶级敌人划清界线！被划分成为阶级敌人的人，那就是一
种苦哇。遇到这种苦，有没有人来同情你呢？有的人可能从内心里同情，不敢表示；有的人略有
表示；当然完全不避讳什么阶级敌人不阶级敌人，进来了还是点点头啊，笑一笑啊，甚至问寒问
暖啊，这样的人也有。我在那里劳动了一年零五个月之后，那个地方办不下去了，又要另换一个
地方，我就有机会回到中国佛学院。回去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是冷眼相看。当时我有一位老师
，明真老法师，我走到他那里去，向他老人家顶礼，他还是一如既住，非常慈悲，打招呼，问寒
问暖，非常亲切。哎呀，心里感到很温暖！虽然是冬天，感到热乎乎的。我在一篇文章曾提到过
这件事，就是《春风春雨忆吾师》。还有一位同学，我划了右派以后，他就在一个生活会上说：
“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净慧了。唉！他在那里劳动。”怎么长怎么短，说了几句。结果被批判
了一个星期。啊？你跟这个右派分子是什么关系？这么密切！连做梦都想到他了？这种情景，我
想我们在人生当中，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那么几件。这是说遭苦不舍。当然，朋友一苦脸就
变的人，可能更多。

  

第七“贫贱不轻”。作为一位善友，应该是不分贫富贵贱，平等看待每一个人，不致于嫌贫爱富
。

  

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看起来，这七个条件好像都没有具体讲到菩提心，但是每一个条件都不离
菩提心，每一个条件都是菩提心的具体表现。

  

刚才我特别地强调，“善友七事”都是从自我出发。自己要求自己，自我约束自己，不是用这七
个条件去要求对方，而是要求自己。你要求自己才是一种发心，你要求别人那就是一种索取。要
自己发心，成为一个具足善友七事的人。

  

四、选择善知识的重要性

  

所谓“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这是世间经常讲的一句话，佛教也经常用这一句话。这里说
的朋友，是广义的朋友，包括老师和朋友在内。也就是说，一切积极的、正面的社会关系，都是
成就我们个人品德和事业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当然，也有负面的社会关系，也有一些恩怨纠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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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修行人，作为有道德的人，也要把他看作是善知识，这也是自我要求。尽管他是恶知识
，但是我们不要这样去给他定位，也要把他当作老师。那是什么意思呢？他可以从另外一面来教
育我，成就我。比如说，有的人一直就对某一个人不怀好意，进行攻击。那怎么办呢？你一定要
用善心善念去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勉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中国古人教导我们的话。

  

我们做人要雍容大度，像寺院山门口坐的那尊笑容可掬的弥勒佛一样，“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
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我倒是很欣赏这个上联。为什么呢？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弥
勒的肚皮，容天下难容之事。那就是我所提倡的包容嘛。能包容就有和谐。对于下联，当时的文
人写这副对联，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但是看起来，“开口便笑”可以，“笑世间可笑之人”我
觉得还是有欠宽容。因为世间没有一个可笑的人，只有值得同情的人。所有的人都值得同情，所
有的人都应该以慈悲心去对待。

  

说到弥勒的对联，有很多。其中我记得有一副很长。那是我第一次到云门寺去，见到云门寺天王
殿弥勒菩萨座前的两根柱子，一个柱子有五六米高，从上到下，密密麻麻写下来。当时我就看。
当时我只有十八岁，对联那么长，断句也断不了。我就站在那里仔细琢磨，后来果然能够断句了
。上联是：“日日携空布袋，少米无钱，却剩得大肚宽肠，不知众檀越信心时，用何物供养。”
这是上联，多少个字我也没有数过。下联是：“年年坐冷山门，接张待李，总见他欢天喜地，请
问这头陀得意处，有甚么来由。”呃，这副对联很好！有禅机，也写得很形象。所以我在那里先
把句子断了，后来我就慢慢记，慢慢记，大概也读了十遍八遍。从十八岁记下来以后，到现在一
直没忘记掉。很有意思！写弥勒的对联，最长的恐怕是这一副。后来我又有机会到鼓山去，鼓山
涌泉寺山门口弥勒座前也是这一副对联。哦，原来这是一副老联了啊。我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呢？就是说，我们要交朋友，要亲近善知识，从善知识角度来说，要有一副好肚皮；从选择善知
识的人来说，要有一双好眼睛。有好肚皮，能容天下难容之事；有一双好眼睛，就能够正确选择
对自己工作、事业、学习、修行都有帮助的善知识。

  

在佛教经典中，在历代祖师的语录里，关于选择良朋有种种教导，讲了许多许多。其中有一篇《
沩山禅师警策文》，简称《沩山警策》。《沩山警策文》告诉我们：“远行要假良朋，数数清于
耳目；住止必须择伴，时时闻于未闻。”意思就是说，你出外要有一个好伙伴。良朋，善良的朋
友。良朋好友。这个良朋给你什么好处呢？不是帮你拎包，不是帮你出路费，而是他总在讲一些
有益于身心修养的话。所谓“数数清于耳目”，他的言行，可以作为我们的表率，他讲的话、他
的行为，言能清耳，行能清目。“数数清于耳目”，时时都能启发我们，做我表率，做我榜样。
“住止必须择伴”，我们住在一个地方，也要选择一个好的伙伴。这个伙伴有什么作用呢？“时
时闻于未闻”，能够讲一些古圣先贤的话给我们听，能够讲说佛法的妙义来教诲我们，所以是闻
于未闻。从来没有听见的，今天能够听到；从来没有看过这些古圣先贤的教诫，今天能够看到。

  

沩山祖师接着说：“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沩山祖师也说这个话。我们的肉体是由
父母成就的，我们的知识学问、法身慧命从哪里来呢？从世出世间的一切好朋友、善知识那里而
来，由善知识成就。文章当中举了一个比喻：“亲附善者”，我们能够亲近善知识，“如雾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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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就好像大雾天、大露水中走路一样。“虽不湿衣，时时有润”，衣服虽然没有湿透，但是
它有水分，有滋润。衣服湿透了，我们会很难受；衣服上有一点潮湿，我们的身体也就能吸收一
点水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好雨就是朋友。当然及时雨也
是好雨。“狎习恶者，长恶知见。晓夕造恶，即目交报，殁后沉沦。一失人身，万劫不复。”假
如我们跟那些恶友在一起，与恶友接近，听到的、见到的，都是不善法。在世间经常有这样的事
，在一块没有说什么好东西，尽是讲的那些不堪入耳的事。  
你说我们每天听到耳朵里的，都不是善言善语善法，总是那些恶事在心里翻腾，总是那些恶言恶
语在耳际盘旋，你说我们的心能清净吗？至少是多了很多的障缘。所以“远行要假良朋，住止必
须择伴”，这样就有益于身心的清净，有益于修行的成就。亲近善知识能够使我们修行进步，狎
近恶友，长恶知识，不但此生道业难成，身后沉沦三途，一失人身，万劫不复。

  

以上是我们佛教讲亲近善知识的重要性。在我们平常教导在家信众的时候，经常有这样四句话：
“亲近善士，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法随法行。”也是讲善知识的重要性。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朋友，历来就很重视。《论语》当中讲到“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与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说他每天就是用
三件事来反省自己。我作为一位工作人员，我作为一位政府里的干部，我作为家庭的一位成员，
我在从事一切工作事业的时候，是不是尽心尽力、忠心耿耿去做了？这就是“与人谋而不忠乎”
。反省自己。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我们有许多朋友，跟他们有交往，那么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交往呢
？是诚信交友，还是虚心假意耍手段？每天要反省。今天讲这个题目，也是有感而发。因为我早
上听到一件很稀奇的事，就是朋友之间没有诚信，朋友之间搞敲诈。多么可怕！所以与朋友交，
要诚信为本，人无信不立。

  

第三件事：“传不习乎？”老师的教导，所学的课业，我是不是都在反复地温习实践？《论语》
上讲学习，特别是讲到“习”，不是仅仅温习而已。不是讲重复多看几遍，而是说：你是不是把
老师的言教付诸实践了？那是“习”；是不是把所学的东西在做人做事中加以落实了？那是“习
”。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的文化，也是把选择善知识这件事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既然说“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每个人自己都要成为他人的好朋友，每个人也要结交很多
朋友，那么都要从“善友七事”出发，都要从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这样一种深刻的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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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能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善知识，自己也可以成为他人信得过的善知识。

  

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自己都是善知识，也能够结交善知识，共同来成就我们的学习、工作、事
业和修行。

  

感恩各位！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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