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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佛的最后落脚点在什么地方？我想，落脚点就在实际的做人做事当中。我们学佛就是希望做一
个好人，希望人生过得更圆满、更有意义。

  

好人的标准就是向善、向上。向善就是不做坏事，只做好事；向上就是做好人，做圣贤，做伟人
，成佛作祖。无论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作好一个普通人，至少要达到六
条标准。这六条标准，把信仰、伦理、人性、实践、能力等各个层面都包括进去了。其具体内容
就是：

  

第一要知因果。不懂得世出世间的因果，一切事情都无从说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因果是一
切社会道德、伦理、人性的基础。没有因果，这一切东西都无从建立，或者都将土崩瓦解。知因
果虽属于信仰层面的事情，但它却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就个人而言，没有因果信仰，人生就无法
圆满，断恶修善、断惑证真、转凡成圣就失去了动力。就社会而言，没有因果信仰，整个社会的
道德秩序等等就失去了维系。一个社会，只有具足健康的宗教精神，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才有保
障。这是一条为古今中外一切国家、社会和民族所证明了的真理。任何一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如果忽视了这一条，他的思想就无法圆满。当然，因果的道理很复杂。一般人也承认因果，但
只限于一世因果，不承认有三世因果。而三世因果恰恰是因果信仰的核心。要让社会上的大众接
受三世因果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做很多的宣传工作。

  

第二要讲良心。良心是什么？良心就是"知恩报恩"。要报四重恩：国家恩、众生恩、父母恩、三
宝恩。我们每个人都在接受这四个方面的恩赐。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四恩当中。即使我们死了
，把骨头烧掉了，我们还是没有离开四恩。为什么呢？你还要占一块地方装骨灰盒！就算你把骨
灰洒掉进了大江大河里，那也是国家的呀！所以说，我们没有一分一秒离开过国家的恩德。其它
的恩德亦复如是。因此，我们要以良心来对待这四恩，要以良心来对待一切关怀过、养育过我们
的人，他们都对我有恩。推而广之，一切众生都对我有恩，我也要以良心来对待一切众生。为什
么说一切众生都对我有恩呢？佛经上讲："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一切非人类的众
生，无始以来都曾经与我互为父母兄弟姊妹。所以对一切众生，不管是恩人还是仇人，我们都要
存有报恩的心，一律要以良心来对待。我曾经讲过多次，良心说到极处、究竟处，要以宗教来做
保证，否则的话，这个良心是空洞的。良心可以说是人生的根本，人性的内涵，没有良心，人性
就不圆满。

  

第三要守道德。从社会角度来说，遵纪守法是道德；从佛教的角度来说，遵守清规戒律也是道德
。我们既受四恩而活，因此，我们反过来应该对家庭、社会和国家承担起各种责任和义务。这是
理所当然的。承担责任和义务是守道德的最主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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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要立志向。立志向在佛教里叫做"发愿"。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毕生的精
力朝着这个方向奋斗，这是我们立世和做人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好目标，有了这个人生的目标，我
们的人生才不会出偏差，你所做的一切才会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由于生活目
标不清楚或不正确，走上了与社会相对立的道路，他们的行为不但毁掉了自己的前程，也给家庭
、社会和国家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因此做一个好人首先意味着要有一个正确的生活目标和人生理
想，要有一个宏大的愿力。人生的动力和价值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第五要养识见--要培养自己的识见。识见不仅仅是知识，它比知识更实在。识见从何而来？从学
习中来，从实践中来，从发愿中来，从学佛中来。有些人很有能力，但是识见不够：他们的心胸
不够宽阔，做事不大度，待人没有气量，小家子气。识见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养成的，它需要我们
不断地对自己进行反省，跟自己的我执习气作斗争。识见是后天修持的结果。只要努力，我们每
个人都可以培养出一种好的识见。

  

第六要"充才干"--充实自己的才干。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属于能力方面。它需要我们在实际
事务中去磨练自己。一个人没有才干，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有才干，又有识见，又肯奉
献，这样的人才是圆满的人，才是堪当大任的人，才是一个能够造福社会、造福人类的人。

  

以上我提出的这六条，不一定很全面，可以作为我们做人的一个参考。万一你是一个没有信仰的
人，第一条你做不到，按照下面的五条去做，也同样可以称做一个好人，但是，它不稳定，因为
它没有基础。真正要做一个向善、向上的人，就一定按照这六条准则来完成我们人生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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