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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

不经逆境 怎能见真情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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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己条件比较好时，很多人都谦恭

顺从、赞叹有加；而一旦你落魄了、生病
了，非常需要人安慰和照顾，此时愿意陪
伴你的，恐怕是屈指可数。 现实生活中，
很难分辨出谁是善友、谁是损友。真正的
友情，在顺境中难以发现，往往是于逆境
中才见真情。

《伊索寓言》中讲过一个故事：两个朋
友行路时遇到一头熊，路边只有一棵树。
其中一个立即爬上树躲了起来；另一个人
无路可走，只好躺在地上，屏住呼吸装
死。熊走近装死的人，嗅了嗅。因为熊不
吃“死人”，于是就走了。

熊走之后，树上那人下来了，问：“熊
刚才对你说了什么？”

“熊给了我一个简短的忠告：对于在
危险面前把你抛弃的朋友，绝不能与之同
行！”

还有一则寓言说：阿凡提担任官职
时，门庭若市，趋之若鹜者不计其数。一
位邻居冒昧地问：“你家整天人来人往、车
水马龙，你到底有多少朋友呢？”阿凡提平
静地回答：“等我削职为民时，再告诉你。”

相信不少人对此也深有体会。当自
己条件比较好时，很多人都谦恭顺从、赞
叹有加；而一旦你落魄了、生病了，非常需
要人安慰和照顾，此时愿意陪伴你的，恐
怕是屈指可数。

这说明了什么？能同富贵的，不一定
是真正的朋友；能共患难的，才是真正的
朋友。

老友不可轻抛新友不能全信，常言

道：“美酒越久越香，朋友越老越好。”亲近
了多年的老友，彼此之间有深厚的情义，
不要因为看到对方的一些毛病，就厌恶嫌
弃，从而轻易舍弃。

朋友的真正价值，在于有错误相互纠
正，彼此都向好的方向勉励。对于无关紧
要的事，用不着经常斤斤计较、小题大
做。古人常说“故旧不遗”，就是让我们要
念旧。历代一些有名的帝王，如汉光武帝
刘秀、明太祖朱元璋，虽然贵为天子，却仍
不忘旧情。

比如，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下令在
全国范围内寻找年轻时和他一起种田的
老朋友田兴，并亲自写信致老友：“皇帝是
皇帝，朱元璋是朱元璋，你不要以为我做
了皇帝就不要老朋友了……”

可是我们身边有些人，一旦发达了，
喜新厌旧的毛病就出来了，新鲜的朋友对
自己很有吸引力，老友看上去已索然无
味。这些人给人一种薄情寡义的感觉，他
们喜欢找“对味儿”的朋友，可得到的却尽
是曲意奉承、居心叵测之辈。就像鸱鸮
王，正是因为依靠乌鸦做大臣，才最终把
自己毁了。往昔，鸱鸮与乌鸦累世为仇，
相互攻击，一直没完没了。争斗中，乌鸦
的军队总是屡战屡败。乌鸦国一位足智
多谋的大臣，在仔细分析了敌我情况后，
制定出了一条巧胜敌方的妙计。它让别
的乌鸦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拔光，扔到一个
荒无人烟的地方。当鸱鸮军队经过时，秃
毛的乌鸦大臣便悲啼哀嚎，高呼救命：“无
情无义的乌鸦把我抛弃了！我无依无靠，

求你们救救我吧！”
经过盘问，乌鸦大臣说：“我一直劝乌

鸦国王，希望两军言和。可它不听，一怒
之下将我害得好惨。”虽然鸱鸮国的大臣
们一致认为这可能是奸计，但鸱鸮国王经
不起乌鸦的哀求和甜言蜜语，在一味歌功
颂德的“糖衣炮弹”攻击下，鸱鸮国王破格
收留了它。之后，乌鸦大臣以各种方法博
取国王的欢心，终于爬上了丞相的宝座。

一日，它对国王说，鸱鸮的巢穴不科
学，需要改革：筑巢的材料应使用干柴，里
面垫上细软的干草，下面悬空以便通风，
这样昼夜休息都很舒适温暖，同时因干燥
的缘故，也可免除风湿等恶疾。鸱鸮国王
听后，大加赞赏，吩咐马上照办。

大家都知道，鸱鸮的生活习惯是白天
睡觉，晚上外出寻食。一天中午，正当鸱
鸮君民在安乐窝中呼呼大睡时，乌鸦大臣
点起一支火把，将鸱鸮王国烧得片甲不
留。鸱鸮与乌鸦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
理：老友不可轻抛，新友不能全信，逐渐建
立起来的关系，才能经得起考验。

大华府观音堂 ：
网上佛经学习：周一至周五每晚 7:

30pm-8:30pm《佛说阿弥陀经》讲座；每周
六9:00am-11:30am《地藏菩萨本愿经》讲
座。

电话参加：1307158592 再拨 ID 号
码: 97869843406#

Zoom登陆 ：ID: 97869843406，密码：
498；欢迎大众随缘学习！咨询电话：
301-683-8831，240-621-0416

真正的沟通高手真正的沟通高手，，不只是会说话不只是会说话
前几天，朋友忽然紧张兮兮地

说：“我要开始投简历了，现在的上
司对我已经爱答不理了。”

问她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她说
了一个细节。

“以前给上司发微信，他会回
复：好的。最近给他发，变成了：
好。

虽然是同一个意思，但是少一
个字就表示，事情这么做是可以
的，但我懒得理你这个人。”

上司是真的对他有不满，还是
无心的改变，不得而知，但在沟通
中也真的存在很多小细节，有时候
一段文字发出去，对方可能接收到
的信息，跟你想传达的相去甚远。

即便是面对面沟通，两个人能
不能谈得拢，也会被细节影响。

很多时候，我们听一个人说话
会心烦气躁、无法接受，也许不是
他说的内容有问题，而是语气或态
度让人不舒服、当时的气氛不融
洽，甚至是当天的天气很糟糕。

《可复制的沟通力》一书中说：
一个人的成功，85%来自沟通力，
15%来自能力。

在这 85%的沟通力中间，文字
语言只占 10%，剩下很多是语气和
态度，还有氛围等等。

沟通力强的人，提升的不只是
怎么说话，而是如何有效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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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力量是巨大的，有些人

一句话能化解多年矛盾，也有些人
一句话就惹祸上身。

说话的习惯，往往决定了我们
的人际关系，影响我们的命运。

曾经有一个问题征集：最讨厌
的说法方式是什么？

排在第一的，是“反问”。
一个留言说：小时候最怕听妈

妈说话，动不动就“你自己没长手
吗？”“你眼睛是瞎了吗？看不见我
忙着吗？”“你比别人少个脑子吗？
这么简单都不会。”

所以他很小就学会独立，能自
己做主的事，绝不跟妈妈多说一
句。后来离家读书，更很少跟妈妈
聊天。

有一次他半年多没有回家，坐
三小时飞机，一路颠簸回家后，妈
妈开口说：“你还知道回来啊？”

又是熟悉的反问、熟悉的奚
落，他顿时感觉很窒息，匆匆呆了
两天就回到了自己的城市。

很多时候，说话的内容并不重
要，态度才是重点。

一个人习惯用反问、批评、指
点的态度说话，就会让对方很不舒
服。可怕的是，态度是一种习惯，
一旦养成，很难改正。

相对于说什么，有时候怎么说

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02
《沟通的艺术》一书中，谈到了

“非语言沟通”的影响。
非语言沟通的途径主要有四

种：
首先是身体动作。
如果一群人正在聊天，你想

要加入，走近他们的时候忽然发
现正在说话的人看到你，把身体
稍稍转向了别人，你就会收到一
个明显的信号：不要过来，我们
并不欢迎你。

和陌生人聊天时，很多人会
克服不了下意识的小动作，一会
儿搓搓手，一会儿摸摸鼻子，对方
就会感受到你的局促和不自信。

相反，如果一个人面对陌生
人，身体挺直，笑容自然，就会让人
觉得他自信大方，增加了天然的信
任和亲近感。

其次是不涉及字词的声音，包
括音色、速度、语气词等等。

人的耳朵对声音的频率、速度
是非常敏感的，有的频率让人觉得
刺耳，有的频率让人舒服。

我们在紧张的时候，音色会拔
高，语速也会加快，不自觉地说出
很多“嗯嗯啊啊”的语气词，会让对
方感受到你的急迫，也同样变得紧
张。

而那些说话不急不缓、如涓涓
细流一般的人，总能传达出一种信
得过、靠得住的淡定。

第三种是身体接触。
握手、拍拍肩、不同力度的拥

抱，都在表达不同的态度和关系。
四是外貌和穿衣打扮。
见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有什么

打扮。
面试、见客户、参加职场交流

活动，你的衣着会告诉大家，你是
否专业；

相亲、约会的场合，你的着装
和打扮会告诉对方你重不重视、喜
不喜欢。

每一件衣服都是内心需求的
体现，也会替你说出心里想说的
话。

有时候，一个人的语言会骗
你，非语言却不会。

比如两个人谈判，对方的要求
非常过分，你气得发抖，但是要强
作镇定，继续跟对方争论。

你也许嘴上说着“还可以心平
气和地谈一谈”，发抖的拳头却在
出卖你真实的愤怒。

沟通是一门学问，经过系统化
的学习，就能提升沟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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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也是一门艺术，需要不断

练习、不断感悟，才能找到让自己

和对方最舒服的沟通方式。
《沟通的艺术》是一本关于沟

通细节的经典之书，畅销 40多年，
再版 15次，是 200多万大学生使用
的人际关系教材，中文译本的销量
也有数十万。

作者从“看入人里”、“看出人
外”和“看人之间”这三个方面，教
你养成既有效又恰当的沟通方
式：

“看出人外”，是指我们要注
意沟通中语言和非语言所传达出
的信息，教会你如何倾听对方真实
的想法；

“看入人里”，讲述的是人际关
系的本质，明确我们自己在在沟通
中的定位和角色，学会在沟通中管
理情绪、控制情绪；

“看人之间”，探讨的是我们最
重视的亲密关系，针对如何创造好
的沟通氛围、处理人际冲突等现实
问题，提出了很多方法。

如果你曾因为说话直白、不讲
情面，而被人疏远；

因为说话过于委婉、不敢明确
提出要求，而达不成目标；

或者因为不善于沟通而感到
自卑……

《沟通的艺术》就是一部把沟
通中的种种问题剖析透彻的经
典。

在此之前，我先听了一个老修
行的抱怨：我已经极尽简朴和节约
了，把LV换成了帆布袋子，脱掉了
昂贵的高跟鞋，甚至和一切品牌绝
缘，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
修行后的状态，可是仍旧被指责虚
伪，我并没有从中得到快乐，反而
因此很累。

修行是否基于虚伪出发，检视
的条件只有一个：被指出后你是否
因此而痛苦或者进行隐藏弥补。
你不是为别人而行其事，只是一切
都淡了下来。我们的心更加轻松
和清晰。我们不需要观众。如果
我们因为被指责而痛苦或者烦恼，
潜意识之中，我们为得到外在经验
的认同而行持的并不是内在的自
然流露，内在的释放是不要外在确

认和观众的。
内在释放是辽阔而没有视角

的。一旦出现视角，局限就出现了。
而局限恰恰就是最初的对立，那也是
经验之心发挥和逻辑成就的开始。
就像当我们窥见蓝天就会对蓝天之
外有期待那样，疑惑总是存在。

你需要融化在蓝天里，你也需
要恒常在高山中；

你需要在大海中看到影子，也
需要在沙漠之中庄严着；

每一滴水里都有你，每一粒沙
里也有你；

那就是你的心，那才是你的
心。

然而你没有认出它来，并且无
视它。我们没有发现关于它的宝
藏。风吹不动它，水也无法改变它

的样子，就连寒冷和温暖也无法对
它规划些什么，因为它贯穿着一
切，容纳着一切，它岿然、庄严、慈悲，
它是菩提之心的源头，那是彼岸之
处。可是，我们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
陷在永无休止的企图心和需要被认
可的饥渴之中。即便是这样，每一次
我们无意间瞥见本源，依旧会泪流满
面，道心缓缓流出。

我们为何而修行？这是一个
从无明之中获取超越，在对立中得
到解脱的过程。我们不能在一次
次撕毁虚伪应对之心后再暗藏另
外一个面孔。我们要做的，是深刻
的袒露；没有什么值得你隐藏，也
没有什么会被摧毁。但是这个潜
藏的面孔却让我们沉重，在假装中
难以迈动步伐，我们就是那个怀罪

的人或者狡黠的狐狸，总是在意身
边的一举一动。它在塑造我们变
得沉重和虚假。当怀疑和指责出
现的时候，我们像是窥见了虚伪之
心的讨伐者一样，不安就来了。

我们企图树立外在的形象说
明我们需要它。这不是虚伪又是
什么呢？我们修持，解开自我的相
对性，我们的加行难道不是首先撕
毁假面的需求和放下企图吗？

我们并不是为了成为一个谦
逊的弟子或者一个有信仰光芒的
公众人物而成为佛陀的追随者
的。我们也不是为获取关于朴素、
谦逊、慈悲的赞誉而走上解脱之道
的。我们不能认为这样的形象出
现就是一个安住在道心之中的
人。所有的外在都没有佐证道心

的能力，但是道心却可以逆流而出
被世人发现并被赋予标签，但它自
己并不在意。我们因此有一种无
以限制的幸福感。

我们为什么要修行？是为了
证明我们与众不同？或者是为了
获得一个身份，像徽章一样挂在胸
前，让大家看到：你看，我们是有身
份和归属的？这个归属很容易就
成为了我们向大家介绍身份的标
签而已——我们也是佛教徒，皈依
某某的，大家都是师兄弟，我也是
有信仰的。

当然，信仰可以讲出来变成一面
看得见的旗子，也可以是生命活动的
方式，但我们更加希望两者都有。关
于表露虔诚和虔敬的东西，我鼓励你
大胆去追求，并且付诸行动。

只需要这一个测试只需要这一个测试，，就可以验证你是否虚伪就可以验证你是否虚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