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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济群法师应邀参加由厦门总商会、

厦门市光彩事业促进会、海峡导报等共同举办的“慈

善论坛暨义捐义拍活动”，为参与者开示“财富与人生”

的主题，并接受了导报记者采访。

问：财富和慈善伦理是什么关系？

答：佛法认为，拥有财富是一种福报。中

国古代讲五福临门，其中就有富贵。那么，福

报从何而来？这就需要耕耘福田。佛教将福田

分为三种。一是悲田，当我们看到众生遭遇困

难，应该本着慈悲心，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

二是恩田，对有恩于我们的人，包括父母、亲

友，乃至一切众生，应该本着感恩心，全心全

意地报答他们。三是敬田，对宗教师或有德之人，

应该本着恭敬心，尽己所能地供养承事。当我

们在慈悲心、感恩心和恭敬心的基础上，再做

相应的慈善公益，就会让人生更有福报。

问：如何看待社会上的贫富差距？怎样解决？

答：贫富差距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佛法认为，

每个人宿世积累的业力不同，所以今生的福报

不一样，能力不一样，从而导致贫富差别。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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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外在因素，如不合理的制度等，也会加重

这种差别。如何让这些现象得到改善？一方面

要通过政府行为，借助社会福利进行宏观调控；

一方面可以通过民间的慈善公益进行调节。如

果那些有福报的人富有爱心，愿意把财富回馈

社会，兼济天下，就可以减少贫富差距，减少

因此产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总之，让施者更

有爱心，让受者心怀感恩，我们的社会就会因

为这种爱和感恩更加和谐。们的原则就是发挥

大家的积极性共同来做。

问：对社会大众来说，践行慈善能获得什么？如果

做公益，对个人事业及发展有帮助吗？

答：慈善属于慈悲心的修行。从个人成长

来说，通过践行慈善，我们的爱心会随之增长，

人格会得到提升。当你拥有慈悲心，生命就会越

来越健康，也越来越有福报。而从社会效益来说，

通过践行慈善，广结善缘，将得到社会的认可与

尊重，也有助于事业发展。所以说，践行慈善就

像不断投资，可以让福报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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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现在各慈善团体获得的捐款和社会上巨大的

经济增长相比，还是差得很远。如何看待这种财多善

少的现象？

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以家族利益为

中心。家族观念很强，但缺少造福社会的观念。

很多人拥有金钱后，往往只是想到传给子孙后

代。事实上，每个家庭乃至每个人都是社会的

一部分，尤其在今天这种全球化的时代，我们

根本无法切割和社会大众的关系。可以说，离

开各行各业大众提供的帮助，我们几乎无法正

常生活。佛教提倡报四重恩。一个人生存在世间，

除父母的恩情之外，还有三宝恩、国土恩、众

生恩。大乘佛教特别强调慈悲和利他，有助于

大家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自己和他人的关系，

培养感恩心，培养慈善公益的观念。

问：佛教说要淡泊名利，但今天的社会如此复杂。

哪怕做慈善，也可能沦为名利场。不知您对此有什么

看法？

答：不久前，我在复旦大学参加了“慈善

与心理健康”的论坛。他们之所以发起这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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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就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做慈善的人，做出了

心理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初做慈善的

立足点就有问题，更看重一种外在结果，或是

期待受助者有所回应，或是希望社会给予认可。

当这份回报得不到满足，甚至出现与预期完全

相反的结果时，内心就会失衡。

讲座中，我主要围绕两个问题探讨慈善与

心理健康：一、慈善的本质是什么？二、慈善

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慈善是一种慈悲的道德，

其本质就是慈悲大爱。所以，佛教的善行是以

慈悲为基础，基督教的善行是以博爱为基础。

只有建立于慈悲大爱的慈善，才不会有任何功

利，也不会期待任何回报，这才是真正的慈善。

另一方面，慈善的核心价值是通过这一行为，让

我们的慈悲心得到增长，人格得到提升，这是行

善的最大收获。一切外在的福报、认可、尊重都

是附加的，是慈善行为的副产品。当你认清这一

点的时候，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面对什么样

的对象，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你都知道自己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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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做，而不会被外在的东西所动摇。

问：如何拉近财富和公益慈善的距离，让这些付

出的人更加乐于奉献？

答：我觉得，关键是让他们认识到爱心和

慈悲心的价值。当他们真正认识到爱心和慈悲

心的价值，才会乐于奉献，而不是迫于舆论压

力被捐款。就像我们看到一个回报巨大的投资，

自然愿意参与，愿意投入。

问：如果本身财富不多的话，如何参与公益事业？

答：参与慈善公益，关键不在于财富多少，

而是去培养这份爱心和慈悲心。每个人能力不

同，但即使他生活再清贫，也可以关爱身边的人，

对父母、兄弟、同事、朋友，一个微笑，一句问候，

只要真诚，同样是在自利利他。此外，我们也

可以在技术上帮助他人，或是以行动参与公益

慈善。当你有了爱心和慈悲心之后，随时都乐

于付出，并从中使爱心和慈悲心得到强化。反

之，如果没有培养这种爱心，即便拥有再多财富，

也不会有这个意识，甚至会找出各种借口来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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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所以，关键是要培养慈善的意识。这就回

到了前面的问题，那就是要认识到，爱心和慈

悲心对提升生命、完善人格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