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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佛教文化引导大学生自我改善的实践 

宋跃华 

 

摘要： 

规划中，本科的四年，是学生夯实未来基础。现实中，因于专业兴趣、高校管理等

诸多因素，大多数学生的四年相比于高中阶段是放逸、迷茫的四年。学生考进高校，目

的本不在以游戏、应试、兼职、社交等方式虚度年华，缺乏的只是引导——在如实知见

社会实况，尤其是职业市场的前提下，激发起自我改善以适应毕业后的生活与工作。然

而，职场等社会现实毕竟是充满种种不如意乃至种种艰辛，在引导中若平铺直述，容易

导致学生的“看破”而产生畏惧、颓废。以“死后有来生”、“如是因、如是果”等佛学观念，

正是破解此一弊端的不二法门。如何把这些观念植入于学生的观念中？此中有三个难题：

学生们此前乃至当下成长、生活于无神论的环境；佛学，对大多数非信众而言是关于死

亡的宗教、或者是人生失意者的归属；如何把佛学与学生的未来发展结合起来。本论文

作为过去十年的教学总结，就此难题提供了相关的解决路径。 

According the original plan of college education, the four year academic training 

will help them get prepared for future challenges. But the reality tells a different 

story. Because of lack of interest in their major and all sorts of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the students are not stressed out and the campus life is not very 

competitive. Gradually, they are accustomed to the loose atmosphere and soon 

losing their aspiration and getting confused. It is clear that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not spend their time fooling around, playing computer games, applying for different 

jobs, taking endless part-time and engaging in all sorts of social activities. What they 

are in need of is proper guidance. With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quo, 

and specific knowledge of the job market, the self-improving mechanism will be 

stimulated as to be prepare them for future tasks and life after graduation. However，

challenges are unpredicted and reality is cruel. Unaffectionate guidance may tell the 

truth, but can also leave the wrong impression that the world is cruel and we are 

helpless. The Buddhist instruction, or the ideas of “life after death” and 

“Karma”—the sum of a person's actions in one of his successive lives, believed to 

decide his fate in the next,  is the one and only wa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Then 

how to instill those ideas to the people’s mind. Three questions are to be addressed: 

they are brought up as atheists, the environment is hostile to religious beliefs; they 

understand Buddhism as the religion of death, and the way out for losers; and how 

to combine Buddhist belief with students future development. Based on ten years’ 

teaching experience, this is it to provide solutions to thos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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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缘起 

（一）切入点 

2006年寒假过后的一个月内，华南农业大学连续发生四起自杀事件 ——本科生以

跳楼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媒体的报道、社会的广泛关注，敦促校方采取种种措施加

以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作为措施之一，时任党委书记的江惠生先生要求招聘有宗教

学背景的教师。 

6月，笔者从四川大学宗教所毕业入职华南农业大学哲学系。 

9月开始，基于上学期发生的连续四起学生跳楼事件，开设了两门课程。 

《生死学》：关于死亡的教育。以佛学内容为主线，通过儒释道的比较及个体内心

的意愿，否定人死灯灭的论断； 

《应用管理学》：关于生的教育。在六道轮回、因缘果报的基础上，以管理学为逻

辑主线，以学生当下及未来为内容，提供健康与疾病、学业与职业的观念及实践方法。 

其成效如何，可从以下事实得出评判： 

在全校本科生范围内，至 2015年 9月，只发生了一起因忧郁症而自杀的事件； 

就笔者所在的哲学系，2015年 6月，按学校的统计口径，就业率为 100%； 

 

（二）开课前的准备 

首先要分析的是，学生为什么会自杀？ 

在做博士论文期间，通过“人生是苦”、“苦集灭道”结合管理学的人性假设，提出了

缘起人性论的假设。依据其中第四点的内容： 

每个人一生的所有行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其目的都可以归纳趋利避害，即

人的一生是不断消除苦受的一生。至于某一具体行为及趋势，则其对某一逼迫性最强之

苦受的对应。人生各阶段的需要反应了当事人在该阶段所感受到的苦受的种类及其严重

程度。1 

从中演绎出：自杀，是当事人消除逼迫性最强之苦的行动。亦即，当时当刻，有比

死亡更加令当事人难以消解的苦难。那么，这个苦难是什么？ 

在《金色王经》中，佛陀视“穷苦”为苦中之苦，比死苦还苦： 

何苦最为重？所谓贫穷苦，死苦与贫苦，二苦等无异，宁当受死苦，不用贫穷生。
2 

在《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也有同样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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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何苦胜贫苦？而贫苦与死苦同，宁当死苦尚甘心，彼贫穷苦不爱乐。3 

穷苦甚于死苦的论断，并不适用于本科生人群。原因如下： 

第一、在校期间，学生还是一个被供养者。家庭、国家的供养资助，无论数量多少，

起码能够保证其衣食不缺。所以，即使家庭穷困的学生，其穷苦也只是相对于家庭富裕

的学生而言。 

第二、“读书改变命运”，通过四年求学改变个体原有的穷苦环境，正是大多数学生

求学的目的。如果自杀能改变，辛苦读书做什么？ 

死者已矣！在无法探求当事人具体的、比死苦更甚的苦受的前提下，唯有探求当事

人的观念：是什么观念令当时人采取自杀的行为消除其当下的苦难呢？ 

在缘起人性论的第一点中，笔者有相关论述： 

人生是苦，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的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

憎会苦、求不得苦、忧悲恼苦等八苦，前四属于人的自然苦难，后四则属于社会苦难。

人生之苦并不仅限于上述八种。在不同的生活阶段，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生活状况

对“苦”有不同的感知，如：寒苦、热苦、饥苦、渴苦、贫穷苦、失财物苦、求食苦、求

营作苦、妻子衰恼苦、他毁苦等等。4 

既然人生是苦，那么，对无神论的人来说，灭苦的最简单方法，就是了断此生。 

一个试图自杀的人，必然受以下两个观念、事实支配：现实生活中遭受到自以为消

解不了的苦受；当事人是一个无神论者，相信人死如灯灭。 

由此，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改善的努力，首要的就是改善学员的观念 —— 从“人死

灯灭”到“死后有另外一种存在”，这是《生死学》的教学内容。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

进行自我管理 —— 在学业、职业、事业之间建立因果关系，这是《应用管理学》的教

学内容。 

 

二 解惑：关于死亡的教、育 

对那些在无神论氛围中生活了近 20年的人，谈鬼神、地狱、六道轮回、因果业报

的问题，倘若不讲究方法的话，极易被学生盖上“迷信”、“传教”的印戳，甚至反馈到学

校管理层。 

（一）教学方法 

第一、在课程伊始，使学生明白课程的目的，不是为了说神道鬼，而是自我改善，

为了活的自在一些。最近几次的开课，第一堂的开场白是这样的： 

在没上这门课之前，你跳楼、跳湖自杀，我觉得可怜可惜，甚至佩服你的勇气；上

完这门课之后，你再想自杀，那就去吧！等待你的是无穷无尽的苦难。通过自杀想逃脱

的苦难，将来还得承受，而且程度加剧。假如说，现在的苦难指数是 1，那么将来就是

10乃至更高。我们这门课会告诉你：人死之后还有将来。而且，你自己也可以验证。 

第二，在课程的内容安排上，需在传统文化的框架内，讲解儒释道三家的生死观。

虽然重点是佛学，但基于以下两个原因，学生会降低乃至消除意识中预存的对抗： 

儒释道三家，就生与死的内容，最为详细且逻辑的是佛学； 

教师本人是博士专业是佛学。 

第三，在授课过程中，一方面从客观上挖掘当代无神论的起源，使学生进行自我评

判之外，引导学生探究进化论的前因后果。另一方面引导学生从其主观意愿、主观经验



  2016人間佛教與生命教育 國際研討會 

    南華大學 人間佛教研究及推廣中心  

 

 

两个层面进行自我剖析。 

第四，新奇的观念总能引起众多的困惑，学生往往以自我经验来印证课堂内容，如：

梦境与现实的吻合、风水与疾病、情感纠纷等等。面对这些提问，课间时做适当的咨询，

引导他们结合新观念去思维。 

第五、以课程论文的方式敦促学生课后总结思考。就每次课最有感受的一个观念，

如慈悲、命运、轮回等，写出自己的感悟，前提是须有切身的经历。课程结束后，汇总

修订之后形成一篇不少于 5000字的课程论文，并以此作为本课程的考核成绩。 

 

（二）教学内容 

教学的核心内容，分为“改善观念”、“有神还是无神”、“如是因则如是果”三部分。 

1、改善观念 

这部分的教学逻辑如下：改善观念的得益、现有观念的形成、改善的方法。 

第一、改善观念的得益 

笔者常在中医与健康的范畴内寻找案例。其一，因为健康与学生息息相关，而学生

中的大多数，身体有疾时，几乎不会去中医科就诊。其二，中医的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

看上去比较虚无确又较易实证。其三，中医的经络穴位乃至祝由科均可进一步引申。 

课堂上常用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大二的学生，从高一开始就满脸的青春痘，各种方

法也无法根治。后接受“每周长跑 3-5次，每次 5-10公里”的建议。两个月内，就逐渐

消除了。其中的原理是：皮肤毛孔的问题，折射的是肺（经）不通。因此，通过长跑来

强壮肺即可。此外，肺属金，金生水，即肾。长跑，对年轻人来说，活化了体内先天之

本的肾气，继而滋养、平衡五脏六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适度长跑，可使人精神饱满的

原因。 

这个案例为学生们建立的观念是：身体的疾病、不适在于体内阴阳不平衡，不平衡

的原因是血脉不通。 

第二、现有观念的形成 

为什么该学生从高一开始一直没用长跑的方法？这涉及到观念的形成问题。在讲述

此一问题时，以下是常用的内容： 

首先，我们的思想一直生活于一间只有一扇门，且有门岗监护的房子里面。我们的

观念是在不断的被教育、被宣传而形成的。其内容，需经过门岗的审核。门岗的观念，

就成为我们的观念。 

其次，谁是门岗？ 

何祚庥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哲学

专业博士生导师。他说: 

我反对的就是中医阴阳五行的这套理论，我把它称为伪科学。如果打分的话，西医

可得 90 分，中医只有 10分。5 

正是类似何先生这样的门岗，让我们的观念中否定了中医。 

课程上到此时，就会陈述本课程的目的：在封闭的房子里，开一扇窗户。在大家固

化的观念中，开一个脑洞。 

最后，提出一个问题，让学生们去思考：古人（《黄帝内经》的作者等），是如何知

http://baike.baidu.com/view/373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79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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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看到”身体的经络、穴位及血气走向？其精确程度，即使在当代借助高精仪器也

无法做到。 

这个问题的提出，旨在引导学生跳出“科学”的局限，为“改变观念”做铺垫。 

第三、改善的方法 

身体的陈腐与病变，可通过新鲜血液加以消除。思想观念上的问题也是如此——激

活我们血脉中的儒释道因子即可。 

激活儒释道因子，首先需接受三家的共同前提——有神论。这对于一直在无神论教

育下的学生而言，较为困难，需讲究方法。笔者的经验如下：首先，通过质疑进化论而

思考人类的来源（非人类起源）及个体死亡后的走向。其次，通过学生的自我经验去思

考无神亦或有神？ 

对进化论的怀疑，教学中只需陈述两个内容即可。 

其一，《物种起源》只是达尔文观察南美洲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pagos Islands）生

物所得出的结果。因此，其研究的数据不具备普遍性的意义。其二，在《物种起源》的

第一版中，达尔文认为一种熊可以下到水中，变成水生动物，最后变成象鲸那样巨大的

生物。所以他讲，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通过自然选择，熊可以变成鲸。以后的修订版中，

达尔文把这个说法去掉了。 

因此，进化论到底是关于事实的理论还是基于简单观察的一种猜想。讲到此时，会

提一下庄子逍遥游的第一句，让学生们自己去比较：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

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6 

进化论作为当代无神论的理论基础，对此的质疑，不仅引导学生思考人类的来源问

题，继而思考人死之后的去向问题。而且，或多或少地消除了思考者内在的动物性（怀

疑人是动物演变而来）。 

学生如何反观自身的现实经验去思想有神还是无神？在课堂上提出了两个常见且

无神论者无法解释的现象：梦魇、似曾相识的景物。 

关于“梦魇”，常见的经验是：睡梦中，被穿白色或黑色衣服的人，掐住脖子、或压

住胸口、或绑住双脚……全身挣扎、全力叫喊，毫无效果。醒来之后一身冷汗。 

关于“似曾相识的景物”，常有的经验是：我们去到一个可以肯定是这辈子第一次来

的地方，但在刹那却有“我肯定来过这里”的念头。 

在课堂中说起这两类现象，有不少学生会有类似乃至相同的经验，以往他们仅仅以

心理、潜意识、精神等范畴去自行解释。于是，有了下面的观念引导： 

即使你（学生）引用的分析判断正确无误，能解决现实中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吗？

分析问题、解释问题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不了，所谓的正确就无丝毫意义。

我们把“科学”先放一放，试试有神论解释： 

关于梦魇，《地藏经》说是因为 

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难舍寿，或不得愈。 

解决的方法是 

对诸佛菩萨像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 

方法是否有效，建议有类似经验的学生自己在课余去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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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似曾相识”，说明你曾经某一世的经历于此相同。也是就说，人有轮回。 

 

2、有神还是无神 

经过怀疑进化论、反观自身两个阶段，学生中的大多数，对有神论不反对也不确信。

此时，便可激活儒释道因子了。其切入点是各家有关鬼神的观念。 

（1） 以孔子为例的儒家观念 

人死后有没有未来？有没鬼神？孔子持以肯定的观点。在《系辞》中他说：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即生死是轮回的，死后有生。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说明了鬼神的具体存在方式。 

但他在教弟子时则秉持存而不论的态度。在《论语》中，孔子与子路有如下问答：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综合来说，在孔子看来，生与死之间、人与鬼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若能知生所自

来，即知死所归去；若能尽人事，即能尽鬼事。 

此外，从儒家的起源、夫子的志向（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一生努力（克已复礼）

也可直接判断出，他对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  

（2）以庄子为例的道家观念 

《齐物论》以彭祖为例，说明“我”是可以与天地并生。 

夫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  

《逍遥游》说明神人如何与天地并存。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

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 

（3）以《地藏经》为例的佛家观念 

《地藏经》讲述的是人应该如何生老病死，此中无一不受鬼神的影响。如《阎罗王

众赞叹品》中说道： 

尔时恶毒鬼王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等诸鬼王，其数无量。在阎浮提，或利益

人，或损害人，各各不同。然是业报，使我眷属，游行世界，多恶少善。 

在课堂中，为学生重新梳理、解释上述内容，可使其相信以儒释道为主线的传统文

化，其前提是有神论论。对于那些有批判精神的学生，往往以此为契机引导其分析：为

什么国内的传统文化迄今为止弘扬不起来？ 

（4）建立自己的信念 

对鬼神是否存在的问题，只有三个答案：有、没有、不知道。在现阶段，即无法实

证，也无法证伪。即使自己有切实的经验，却也无法成为逻辑的事实，令他人感同身受。

因此，任何一种答案均只是个人的信念。引导学生建立自己的信念过程中，往往用下面

的方法提问： 

常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么天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尝试一下去与“天”

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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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有一死，假如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到死的时候才发现确实有未来！哪该是一种

什么样的后悔？ 

想象一下，有神和无神的生活，哪一种更加有品质？有品位？ 

至此，以笔者的经验，只有极个别的、以抬杠的方式表现自己学识、见解的学生是

以无神论为出发点回应上述问题。 

 

3、如是因则如是果 

孔子教弟子时对鬼神存而不论，旨在引导弟子们应把心思用于实实在在的生的问题

上，不应过多考虑那些人们智力、智慧不可能解决的死后去向、鬼神问题。 

庄子说“彭祖”、“藐姑射之山”之神人，旨在告诉后来者“外其身”方可长生成

神。 

佛经中的相关论述，教导世人活着时候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唯此，死后的

新生活才有相应的品质保证。 

综合来说，三家不外表达“人死后有未来，未来的状况，取决于此生的言行举止”

这一观念。至于其中的关节，唯有佛家表述的最为清楚。 

课程中，用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通过讲解、视频等内容讲述六道轮回、因果业报的

概念及机理。要点如下： 

（1）什么东西不生不灭 

人的肉体总是要腐朽败坏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传承到下一世呢？课堂中用《楞严经》

中佛陀对波斯匿王的教诲进行说明解释： 

（佛告大王）大王。汝年几时见恒河水。 

王言。我生三岁。慈母携我谒耆婆天经过此流。尔时即知是恒河水。 

佛言大王。如汝所说。二十之时衰于十岁乃至六十。日月岁时念念迁变。则汝三岁

见此河时至年十三其水云何。王言。如三岁时宛然无异乃至于今年六十二亦无有异。 

佛言。汝今自伤发白面皱其面必定皱于童年。则汝今时观此恒河与昔童时观河之见

有童耄不。 

王言不也世尊。 

佛言大王。汝面虽皱而此见精性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灭。彼不变者

元无生灭。云何于中受汝生死。而犹引彼末伽黎等都言此身死后全灭。王闻是言。信知

身后舍生趣生。与诸大众踊跃欢喜得未曾有。7 

（2） 人死亡后的去处 

除了介绍天、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的基本观念之外，重点的内容是：什么业

因导致死后各自的走向。如，关于投身饿鬼道的原因，引用《正法念处经·饿鬼品》的

内容 

一切饿鬼，皆为悭贪嫉妒因缘，生于彼处。8 

课堂中，主要结合学生的现状讲解“悭贪”、“嫉妒”、“因”、“缘”的具体内

容，及之所以成饿鬼的机理： 

 悭贪不施的行为，其后果是饥渴逼迫之报； 

 嫉妒谄曲的品性，其心地阴险歪曲，畏惧光明。 

 （3）人道 

此节是《生死学》的综纲。将佛学“六道轮回”、“因果关系”等观念与市场营销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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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理论、行为动机理论等结合，讲述人生的本质、个体的行为目的、苦的来源。其逻

辑关系如下： 

首先是苦谛。从自然苦难的生、老、病、死到社会苦难的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

忧悲恼。此中，既要说明八苦的当代表征，也要表述“乐亦苦”的观念。 

其次是苦集谛。结合市场营销学需求理论中有关 need、want、desire，解释 

诸苦所因，贪欲为本； 

再结合轮回观念，讲解 

以贪着追求故 现受众苦 后受地狱畜生饿鬼之苦。9  

最后是苦灭谛。结合行为动机理论中“需求决定动机、动机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

果”的逻辑关系，引导学生得出“观念决定需求”的判断。消除个人身心苦受，前提是

有被前人验证了的正确观念，之后才是依此观念的行动。 

此中有个必需面对的关键点：既然人生是苦，且人的一生，是与消除种种苦难的一

生。种种苦受此消彼起，永无止境。何不如听天由命？如何转此负面信息为正能量？方

法是借鉴“今天的努力是为了明天的发展”等世间公理，演绎此生需直面种种固有的苦受，

深入经典消减业因，以求来生往生善道乃至脱离六道的终极目标。此方法的理论依据及

实现的可能性是《长阿含经》卷二十载佛言：此南洲人有三点胜过其余三洲人及鬼道、

欲界天： 

一者勇猛强记能造业行；二者勇猛强记勤修梵行；三者勇猛强记佛出其土。10 

人的一生，是凭借个体之意志力、记忆力、思维能力，在佛学观念引导下，对治自

己及他人的苦难一生，并凭籍由此产生的善根、因缘、福德获得来生的皈依处。 

（4）业因果报 

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因果关系，学生们是确信不疑的；以个人的行为、思想、言语

为关键词的因果关系，往往抱以半信半疑的态度；此生与来生的因果关系，基本不信或

者不当一回事。如何引导？在阐释善恶三业、因果律等基本内容之外，关键是结合学生

或社会的具体问题。曾经的经验是详细解读《地藏经·阎浮众生业感品》的相关内容。

如： 

 以“若遇悖逆父母者，说天地灾杀报”解释 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时候，遇难人群

中为什么会有相当部分的中小学生的原因。 

 以“若遇饮食无度者，说饥渴咽病报”解释糖尿病的因缘果报 

 以“若遇吾我贡高者，说卑使下贱报。若遇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百舌报”解释讲

了人际关系不和谐的原因。 

由此培养出一种思维：当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时，改变此前以纯唯物观念进

行分析的路径。虽然，这种思路并不一定获得周围同学的认同，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毕

竟，生活是当事人自己在过，只要自己的念头通达即可。 

 

三 授业：关于生的教、育 

本科生的四年，其逼迫性最强之苦是个人对其职业及未来的困惑与担忧：大一时，

表现为所学专业与个人意愿的冲突，认为本专业在职业市场上缺乏普适性。大二，大三，

表现为缺乏清晰的努力目标。进入大四，则是对未来的茫然：我将来能干什么？我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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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究其根源，是对自我缺失认知。 

最根本的是缺乏对人生终极价值观的定位及对其定位的个人努力：高校对大学生以

“人生价值观”为主题的教育，其内容基本以政治意识的视角进行规范。由此产生的人生

目标落在官方定位的框架内。演绎出的人生终极目标，本质上是群体的、抽象性的，而

非个体的、具体的目标。 

其次，缺乏对自己现状的认知：相当的大学生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自卑，旁观五

光十色的职场时，担忧自己的不适应性；另一方面则是自负，普遍存在自以为是、自大

固执等性格。无论自负亦或自卑，都是一种缺陷。在整个四年求学期间，有哪些专业课

程、通识课程能够引导他们去自我认知呢？ 

最后，是缺乏践行目标的可落地的路径：大四毕业那一刻，身份就开始了质的变化，

从校园人转化为企业人。学校、教师、学生自己，在四年中都没有为这种转变做充足的

准备。 

通过《生死学》的课程，使学生在观念上接受或者认识到此生与来生的因果关系。

使“终极价值观”这一形而上的词汇，在其思想中成为可落实的形而下的定位与实现路径。

简而言之，假若没有来生，那么今生的任何均无意义，也就不需要规划、努力。《生死

学》的目的，实质是显发规划与努力得意义、作用。至于如何规划、规划的方向，则是

《应用管理学》的内容。 

 

（一）以终为始的规划 

1、规划的意义 

比较于高中阶段，大一的学生在学习上缺乏热情、生活上缺乏自律……。其原因，

众说纷纭，但大多站不住脚。兹举三例略加说明。 

第一、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什么才是正确的？是否有标准？怎样才能使学

生认同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不解决上述问题，此一理由就是文字游戏。 

第二、远离父母管控之后，学校、班主任、辅导员没有提供正确的引导、管理。大

学期间本来就是学生开始自我独立的尝试阶段：独立生活、学习、工作……，因此远离

父母管控是应该的。按理，此时高校的各级组织机构要对学生进行适当引导。事实是，

基于长期以来的高校机制问题，所谓的引导大多不合时宜。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学生毕

业后（无论本科还是研究生），即刻直面职场，而班主任、辅导员乃至各专业课的教师，

绝大多数没有任何职场经验，他们的引导、辅导能够少说服力？ 

 第三、对专业不感兴趣。仔细推敲，这个理由也不成立。其一，若对专业不感兴趣，

即使换不了专业，也可以旁听其他有兴趣的专业课程。其二，本科阶段的专业，还说不

上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四年里的专业知识大多属于基础范畴，谈不上“专”。此外，自高

校扩招以来，学生毕业后所从事的职业与其所学的专业之间已经不存在因果关系。 

缺乏学习热情、缺乏生活自律的原因，是他们缺乏目标。 

在高中阶段，他们的目标很清楚而且不曾变更：考上大学、考上好的大学。进入高

校后，前一段的目标已经实现。此时，应该探索并规划出四年的目标及实现途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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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并非如此，其中的原因，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学生自己没有去落实。或者是因为从来没有这种概念，即使高中时期的目标也不是

自己订立的，而是老师、学校的要求，乃至同学的竞争结果；或者是因为，考上大学，

已经不需要新的目标了。 

家长没有帮助子女去落实。此时的家长，大多只是提供学习、生活费用，至于教育

则完全交给了校方和学生自己。 

校方没有引导学生去落实。从教育部到各高校一直在关注毕业生的就业率：只要毕

业时，有企业与毕业生签订雇佣合同即可。而学生个人更关注的是就业质量！要获得毕

业生本人认可的就业质量，必然导致在现有统计口径、时间上就业率的下降。在这一矛

盾体中，如何去引导？按学生需求引导，影响政绩；按政绩引导，学生不买账。 

将来的路是学生自己一个人走，因此，此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是引导学生自己订立

目标且落实实施方案。 

 

2、定位职业起点 

作为《应用管理学》第一个核心内容，职业起点的定位，由三个自问组成：毕业离

校那一刻，你的工作单位是什么？你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你为什么做这种选择？回答这

三个问题的前提是“了解职场”及“如此定位的原因”。 

（1）了解职场 

国内高校的本科教育基本与职场脱节。校方虽间或邀请校友回校传授经验，被请回

来的校友也往往是企业家、企业总经理之类所谓的成功人士，极不吻合学生的需求。他

们需要的是：通过了解不同的行业、各种性质的企业、五花八门的职业，然后依据自己

的爱好，进行粗略的选择。此外，就是如何在校园人与企业人之间进行转化。 

笔者在课程中，邀请了十位职业经理人分别开设各自行业、企业、职业的讲座。每

位讲师的课程 PPT，均需包含以下四方面内容： 

 本行业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趋势，本行业中外企、内资等经营状况； 

 本企业的组织结构、部门功能； 

 所从事职业的特点及职业的发展路径； 

 作为新人进入本企业的基本素质要求。 

不了解职业市场之前，学生们的定位笼统模糊，如“大公司的管培生”。经过外请

的职业经理人讲座之后，对行业、企业、职业有了初步的认知，定位得到细化，如“快

消行业前三位企业的市场部管培生”。比较而言，后者的定位，有明确的行业、感兴趣

的职业及目标企业。 

（2）定位的再次否定 

此时，课程约进行了 1/2。当学生们对自己的职业起点定位获得外聘职业经理人的

认可而沾沾自喜时，让学生们问自己三个问题： 

 我为什么这么定位？ 

 这条路走下去，我将来的职业会怎么样？我的生活又会是怎么样？ 

 三十年后，也就是退休或者没人雇佣的时候，我的日子该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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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个问题，学生们通常有自己的答案，毕竟请回来的职业经理人，总有一个是他

们认可的榜样。在第三个问题却僵住了：即使按现在的生活、医疗水平，一般人身心健

康地活到 75岁是可以预期的。假设 55岁退休，那么他还有 2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改

怎么度过？混吃等死吗？于是，推翻前面的所有，重新定位职业起点。这一次，首先要

做的是规划自己最后二十年的生活内容！无论具体的内容如何，经济、健康、心性这三

个自由是必需的。 

此时，生死学中的观念就开始发挥作用了。职场的 30年是因、退休后的 20年是果。

要获得经济、健康、心性三自由的果，那么我们该种一个什么样的因呢？ 

（3）结合佛教文化之后的再定位 

在细读《地藏经·阎浮众生业感品》之后，即使不信有轮回因果的学生，心中也有

了忌讳。反映在职业规划上，某些行业就不在考虑范围内了： 

 

不选择的行业 选择依据 

养殖、畜牧业、水产业、海洋捕捞业 
若遇杀生者，说宿殃短命报 

若遇网捕生雏者，说骨肉分离报 

餐饮业  若遇汤火斩斫伤生者，说轮回递偿报 

烟草业、酒业 若遇破戒犯斋者，说禽兽饥饿报。 

皮草业 若遇非理毁用者，说所求阙绝报。 

矿业 若遇烧山林木者，说狂迷取死报 

更有甚者，开始有佛教偏好的学生，在选择行业、职业时更加精细：除了上面的行

业之外，他们还因为怕造口业，则放弃了从事中小学语文、政治、历史专业的教师岗位；

因为顾忌共业对个人的影响，放弃了政府部门中与宗教有关联的职位，如宗教局、民宗

委等。 

笔者在此对他们的选择无法加以肯定或否定。从佛教的角度，他们的顾虑是可以理

解的，从世俗的角度，他们又确实放弃了相对较为稳定的职业。 

 

（二）可落地的践行路径 

目标确定后，剩下的就是落实问题。这是《应用管理学》的第二个核心内容。 

佛教文化不仅影响学生们的职业起点定位，也影响了他们落实职业起点的路径与努

力。职业起点确定之后，学生们就需要对自己的现状进行分析。以实现起点目标的条件

为依据，逐条与现状进行比较，缺什么补什么！此时，职业起点是果，而现状及此后的

努力为因。 

综合十位外请讲师关于“新人进入本公司基本条件”的内容，可划分为以种种能力表

述的硬性条件及以态度、情商表述的软性条件。 

1、硬性条件的满足 

在能力上，企业的普遍偏好那些“一专多能”的应届毕业生。所谓的“一专”，指专业

性公司中完成专业职位的专业能力要求。如永华普道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入职条件就

需会计证等资质。“多能”则是完成具体职位所需的辅助能力，如语言表达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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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只要认知到自己现有的专业能力、辅助能力与职业起点的能力要求之间的差

距，即可自我开发。如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管培生为职业起点，在硬件方面，既要有

会计证，也要有英语的表达能力。会计证，以通过专业资格考试获得。英语能力，改善

自己以往的学习方法（从“英文”转为“英语”），通过 1-2年的努力，则可满足正常沟通的

需要。 

2、软性条件的满足 

满足硬性条件的求职者，大多有机会获得面试的机会。面试是否成功则取决于软性

条件：外形是否健康、精神；谈吐是否逻辑、雅致；沟通是否畅顺、默契……对这些条

件的判断，面试官无法给出具体的标准，纯粹是一种心理判断、直观感觉。然而，综观

整个求职过程，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感觉，比硬性条件还重要。正如企业常常说：

态度、性格不吻合本公司的氛围，能力再强我们也不要。 

除了那些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或者天性使然的学生，大多数本科生长期以来一直处

于“野生野长”的状态。如何引导使其自我改善以满足种种软性条件？同样是用佛学的因

果论，笔者在实践中用的最多的还是《地藏经·阎浮众生业感品》的内容。 

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 

所以，要获得你理想的职业起点，前提是要有正见——正确的职业态度、观念。否

则只能去夕阳行业、毫无希望的企业中从事无法发展的职位。 

若遇恶口者，说眷属斗诤报；若遇毁谤者，说无舌疮口报 

在正式的面试不能对以往的人、事有任何带负面主观情绪的言语论断。这就需要你

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刻意关注自己的口业。 

若遇瞋恚者，说丑陋癃残报。 

在面试的时候给面试官良好的第一印象，平时就要注意内心不断减少抱怨、忿恨的

心理内容。 

若遇吾我贡高者，说卑使下贱报。 

在面试中，被面试官认为“以内敛不浮夸的方式张显个人能力”，需要时以往的日

常生活中逐渐杜绝狂妄、自以为是。 

若遇两舌斗乱者，说无舌百舌报。 

想要在面试时，能够清晰、逻辑、雅致地表达自己，日常中就杜绝说东道西的聊天。 

若遇悭吝者，说所求违愿报。 

想要获得满意的职业起点，平时多做力所能及的布施：对有需要的同学、好友提供

物质、时间、精力乃至信息的帮助。 

为了说明上述观念的可靠性，需借助种种发生在学生身边的案例。 

在教学的早期，常用的案例是：一个外省男学生，喜欢和老师、同学抬杠，曾出现

抬杠不成拳脚相加的事情。毕业时，即使保险公司业务员的职位也被拒绝。不得不回家

乡摆地摊。 

最近几年常用的例子是：一个女学生，从事纸媒的编辑工作。常常口无遮拦。研究

生毕业时，求职一份跨国公司市场部媒体管理的职位。在竞争者中笔试成绩无出其右，

面试却不到 10分钟就结束了。面试官和我说起这件事时，半抱怨半调侃说：你怎么教

的学生，金玉其内败絮其外！不说粗口很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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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传道——点亮心灯 

常规教学中，虽借鉴佛教的基本观念，但无法深入，或有“利根”学生自行研读经

典，但这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一旦离开了课堂、学校，又开始新一轮的茫然、苦闷。 

人们的困惑、苦受，根本原因在于心灯没有点亮，始终处于浑浑噩噩的氛围。用佛

陀的话来说，就是“为物所转”。 

一旦将佛陀教诲融合进自我管理中，此时，心灯炽然，前路朗朗。这是笔者个人的

经历。如何分享给学生们？ 

（一）咨询 

2011年 5月，我校佛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与广州大佛寺，在寺内合办了“生活与心灵

咨询室”。5年来，笔者每逢周日在此咨询室轮值。常有在职的学生来访，有认识的，也

有不认识的。交谈中，他们吐出了职业、生活、爱情、家庭、健康的苦受。 

舒缓苦受的方法，是借鉴佛教的基本经典解释具体事件的因果关系。继而引导其在

一定的时间内专读某一经典，尝试以感悟到的佛陀智慧指导个人的一切。几年下来，看

着他们在职业上的发展、感情的丰腴，心中自有欣慰。 

需要提及的是，作为教师，在校内做咨询未尝不可。但作为以佛教经典为主要理论

来源的咨询，位于寺庙内咨询室更为合适。 

 

（二）读书 

学生们的问题，大同小异。于是，引导成立读书会。专门精细研读《地藏菩萨本愿

经》、《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两本书。 

研读《地藏菩萨本愿经》时，用经典的每一句话反观自己行为，尽可能地做到当下

知错、当下改善。 

例如以佛经中的第一句：“如是我闻”，对治那些喜欢在微型、QQ中发表学佛见解

的行为。 

又如，以经典开篇中的“是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所谓：大圆满光明

云、大慈悲光明云、大智慧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

福德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归依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对治学佛同学的某些好

高骛远的行为。 

德鲁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有些内容可以当做是佛教文化在管理中应用。比如

“贡献”一章，换成佛教文字则为“舍”。 

德鲁克说，个人的职业发展，取决于你对组织的持续贡献。现实中的同学在求职时，

衡量一个职位的取舍要素是“待遇”，而不是“我在这个职位能做什么”。若以“舍”为导向，

势必不断提高自身价值，以期对雇主做出更有质量的贡献。在选择雇主的时候，同时关

注公司的企业文化是否能够使员工的价值得到发挥，即员工的能力是否能够有贡献的渠

道与平台。显然，这种导向的求学、职业乃至人际交往，往往事半功倍。倘若行为的导

向错了，路也就越来越狭窄。 

读书会中一位留学归来的销售经理说：老师，我在华农的时候，你开的《应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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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怎么没这方面的内容！要不，我应该不是现在这种状态了。 

 

五 结束语 

佛学，也就是在这三五年来，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来才成为不犯忌的文化内

容。相比于高我一届的师姐，她从川大宗教所毕业后入职广州某高校承担思政课的教学。

笔者深感庆幸的是，华南农业大学的管理层营造了一个宽松的教学环境。 

过去十年《生死学》、《应用管理学》的教学确实有助于学生的心智成长。若有意参

考的同行，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关于《生死学》，教师应有佛学情感，否则容易走江西师范大学郑晓江先生的路径。

他于 2013年 2月 17日早晨，在南昌从 18楼跳楼身亡。 

关于《应用管理学》，教师最好有较为丰富的企业职能部门的管理经验。如果是从

高校毕业直接进入高校开设此课程，授课时大多拾人牙慧，学生无法得到切实的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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