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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今天我們在這裡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座談會，這個座
談會的主題是「祈願世界和平，消除劫難，宗教和睦相處、平等對
待」。參加這次座談會的主要來賓是由三位先生組成，首先是負有
盛名的淨空老法師，另外還有兩名是由日本方面參加的，首先是兒
玉克哉先生，以及橋本徹泱先生。現在簡單的介紹一下三位來賓的
簡歷。淨空老法師今年高壽是七十八歲，是澳洲淨宗學院院長，澳
洲昆士蘭大學以及澳洲格里菲斯大學的榮譽教授，從事講經教學達
四十五年之久。近年來為促進種族、宗教和諧及世界和平，在東北
亞地區以及東南亞各國和澳洲等地，積極推動並參與多元文化種族
和諧的各種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相關的教育。
　　另外一名是兒玉克哉博士，他現在是三重大學人文學部的教授
，並且是國際和平研究會事務局的局長。另一位先生是橋本徹泱先
生，橋本徹泱先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日本岡山縣代表處的事務
局長，並且是岡山縣UNESCO事務局的局長，國際貢獻所屬的單位
的組織是NGO
組織。這一次淨空老法師來日本訪問，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參加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和日本NGO
組織聯合舉辦的一個亞洲非政府資訊網會議。現在我們就請三位嘉
賓，就今天的主題展開討論。
　　淨空老法師：今天非常難得，能夠在東京樂樂電視台與兒玉、
橋本兩位先生見面，我們在一起來討論宗教的和睦，種族的團結，
消除衝突、促進和平的座談會，我感覺得很榮幸。
　　我們這個世界，從二戰之後，大家都曉得進入一個冷戰的時代



。在近幾年，社會的動亂一年比一年頻繁，災難也一年比一年嚴重
，許多志士仁人都在研討如何能夠讓社會恢復安定和平。在前年，
昆士蘭大學校長派了兩位教授到我們淨宗學院來訪問，跟我談到這
個問題。他們學校有個和平中心，有十幾位教授研究討論這個事情
，已經很多年。現在感覺得就是九一一之後，深深感覺到冷戰、熱
戰都不能夠解決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用和平的手段。邀
請我去訪問學校，跟這些教授們舉行一個座談會。
　　去年我代表格里菲斯大學，參加聯合國在曼谷舉行的一次會議
。今年這個會原本是去年六月召開的，因為ＳＡＲＳ，延遲到今年
的元月。在這個三天會議當中，我看到許許多多熱心的人士在討論
社會安定、世界和平，我也很受感動。但是會議的終結，大家都深
深的感觸到，這個理念怎麼樣落實，這是個很實際的問題。在過去
，我們中國人常講，會議常常都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到最後都
不能夠落實，都感覺得非常遺憾。理念落實是一個很重要、很嚴肅
的問題。
　　中國在世界上，有歷史記載的，至少可以能夠追溯到四千五百
年到五千年。這麼大的國家，它也有許許多多不同的族群，不同的
宗教，組成這麼一個大國，能夠在幾千年當中都能夠維繫住大一統
，所以英國湯恩比博士他認為這是世界上的奇蹟。中國何以能夠做
到和平統一？我們細細去觀察、去研究，它是用教育。在歷史上所
記載的，堯舜，堯舜距離我們現在有四千五百年，從堯舜就制定了
教學的理念與教學的科目，這個理念以後被儒家繼承。這個教育非
常簡單，就是倫理道德。這個理念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沒有捨棄，中
國改朝換代次數很多，蒙古人入主中國，滿清人入主中國，在各方
面制度都有興革，唯獨教育的理念與政策幾千年都沒有改，這裡頭
有很大的道理。所以，維繫族群、不同的宗教，產生了很大的效果



。近代這一個世紀，中國也亂了，亂的原因，我們想是把祖宗傳統
教學的理念疏忽了，所以造成這一個世紀的苦難。
　　中國古老的祖先教導後世的子孫，它只有五個科目，第一個教
人「父慈子孝」，第二個講的是「君仁臣忠」，第三個說的是「夫
婦恩愛」，第四個是「兄弟和睦」，第五個是「朋友有信」，這就
是講的倫理，五倫，這是教學真正的基礎。教人修身，有「言忠信
，行篤敬」；處事，有「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待人接物，有「己所不欲，勿施予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就這樣幾句話在中國推行了五千年，五千年中國人都能夠相信
、都能夠遵守，所以社會安定、和平，沒有出大的亂子。
　　所以在這些年來，我提倡四個教育：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
會教育、宗教教育。這四個教育是一體的，都要以倫理道德為主軸
，世界才會有和平，才會有安定，才會有繁榮興旺。在這些年來，
我走了很多地方，到處呼籲，無非就是希望大家能夠覺悟過來。我
們要重視教育，不能只重視科技跟工商，這個確實是給人類帶來一
些方便，如果我們的教育毀掉了，這些科學技術發達到最後結果，
是西方人所說的世界末日。
　　我學佛教有五十多年了，在修學的過程當中，我們肯定佛教是
佛陀的教育。回過頭來，再來看看全世界其他各個宗教，我發現每
個宗教都是非常好的社會教育；都是教人斷惡修善，都是教人和睦
相處，沒有一個宗教是教人去害人，沒有一個宗教提倡是戰爭、鬥
爭的，沒有。所以，宗教都是很好的社會教育。我們有共同點，應
當互助合作，來消除世界的衝突，促進和平。我的話就講到此地，
現在向兩位先生請教。
　　兒玉博士：首先他說我是從事世界和平研究的專業人員，我們
這個研究會遍佈世界各個國家，有各種分會，一共有將近一千三百



名左右的專業研究人員。簡單的說，就是我們這個組織在一九八九
年曾經獲得世界UNESCO的和平獎，和平大獎。簡單的說，我們這
個組織所研究當然是收集方方面面，但是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我
們所研究的一個終極的目的就是研究「希望」。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認為我們研究「希望」這個主題，實際上是和各個宗教引人向善
，促進世界和平的主題，或者說是目的，應該是一致的。所以，放
眼現在全世界目前的現實情況來看，由於各種宗教的對立，造成的
世界各個民族的很多不幸的人群，不只是沒有了希望，而且簡直是
處於一種絕望的境地。面對這種現實，我更加認為我們所研究的「
希望」這個主題，和宗教的目的，也就是引人向善，也是促進世界
和平，應該是一致的。在這個前題下應該連起手來，共同的研究和
推進，引導世界人民，應該怎麼去擁有自己的希望，過和平幸福的
生活。
　　在我們這個世界和平研究會裡面，專門有個部會，也就是說一
個專門研究的分會，這個分會研究的主題，就是專門研究佛教與世
界和平關係這個主題。在我們研究成果裡面，有個一致的看法，就
是我們非常敬佩，和覺得非常值得有研究價值的，就是佛教所主張
的寬容精神，就是那種博大如海的寬容的、能夠包容人的精神，引
人向善。實際上，雖然說各種宗教的主題都是引人向善，但是各個
宗教實際上在些具體的精神方面、主張方面，和對一些問題的解釋
上，還是有區別。譬如說基督教在討論到人與自然關係的時候，就
是分解開來理解。而佛教講的，中國講就是一種天地合一的理論。
所以，他們最佩服的，就是佛教首先一個寬容的精神，第二個就是
人與自然的融和，這兩個主題是他們從科學角度研究以後更加佩服
的。所以，他們也認為他們在進行的學術研究方面，和實際宗教倡
導的主題精神方面，應該是高度統一的。



　　目前還有另外一句，就是目前因為世間生存環境受到威脅，一
些大氣污染，地球各種各樣的環境遭到破壞。所以面臨這種嚴峻的
現實面前，使得他們這種研究與佛教和其他宗教連起手來一起提倡
共同的精神，這項工作就顯得更加有現實意義。
　　另外想談一下個人的感想。聽到淨空老法師談到的問題裡面一
個核心的問題，就是說這麼多年來您一直致力於教育，而且把教育
看做是拯救整個人類，也就是他們研究的主題，能夠讓人們擁有希
望的一個最直接的，和一個最根本的手段。在這點上首先他個人產
生了非常強烈的共鳴，他也認為只有教育才能夠給人們帶來希望，
在這點上他產生共鳴。另外一點，非常的敬佩您這麼多年來，特別
是近年來通過現代的國際互聯網，以及像今天這個電視節目一樣，
就是通過衛星電視等各種傳播手段，來將您這種教義能夠廣泛的傳
播。您能夠身體力行的進行這樣的工作，也表示非常的欽佩。
　　第三點，就是在您談到，他認為所有大家談的這些問題裡面，
實際上面對的就是目前世界，說是世界宗教，或者說世界種族，大
家是一個大家庭、地球村。另外現在全世界各個國家都在說已經實
現了國際化，就是中國國內也提到與國際接軌。但是實際上，由於
戰爭，或者由於剛才講到的，由於宗教的對立，各種各樣的原因，
造成了很多民族與民族之間，或者本民族和本民族之間的一種不得
已的斷絕關係，或者是對立關係。怎麼能夠通過教育、通過讓人們
擁有希望，來再次連接這些本來是應該聯繫在一起的這些人群？在
這個問題上再一次提起，就是佛教主張的通過教育，就是您主張的
通過教育，給人們帶來希望，這點他又表示非常的贊同和敬佩。
　　另外今天這個座談會，出席的是以大師為主，另外他說有我本
人，以及橋本先生來參加這個座談會。這個座談會他認為非常有意
義的、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三位先生的一個組合。他說這是給世



界帶來和平，通過教育讓人們擁有希望，要達到這樣的一個主題，
實際上有三個要素是缺一不可的。首先是人民要擁有信仰，其次要
將這種信仰付諸行動，在理論上對這個行動、對這個信仰進行理論
上的武裝，又需要必要的研究，這三點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組合。今
天參加這個座談會的三位，以大師為首的，這是代表著信仰；而橋
本先生實際上是從事很多具體活動，推動和平的一些具體的工作；
我本人是研究有關方面的學問方面的，正好應該是這三個方面的代
表坐在一起。我相信等一會橋本先生也會介紹一些他實際在從事這
些工作，和參與一些活動的一些經驗和體會。總之，認為今天這個
座談會非常的有意義。
　　橋本徹泱先生：我本人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一個駐日本
代表處的一個叫做岡山UNESCO協會的祕書長，做這個工作。在我
們這個協會的綱領性文件，也就是說我們的協會憲章裡面，明確的
有個對我們活動宗旨的一句話。這句話的大概意思就是說，戰爭這
種陰影，是在人們心裡很難除去的一種陰影，我們要致力的工作，
就是為人們從心裡除去陰影，建築和平的堡壘，這是我們的宗旨。
所以，我們這個組織的總部是設在法國巴黎，各個國家、各個地區
都有分設辦事處。我們所致力的活動，簡單的說，就是在民間貫徹
執行我們這種憲章規定的精神，這就是我們的主要工作。
　　至今為止，我們所開展的一系列的活動，當然不僅僅是我們岡
山地區一個組織。而是說僅僅在岡山地區，就同時通過NGO
下屬的大概將近一百一十個左右的各種各樣的組織和團體，共同的
為了實現剛才說過的他們協會的最高宗旨，開展了各種各樣的促進
和平的交流和具體活動。雖然在活動中很少空喊口號，就是在語言
上未必每天都要提到和平兩個字，但是在我們所從事活動的過程中
，每個人對促進和平的精神這個宗旨是有很深的理解的，這些都貫



徹在自己具體的行動裡面。所以，我們目前所從事的，當然已經從
事了一段時間，目前也還正在促進，盡力在做的一項工作，主要就
是，不僅僅是日本，或是具體的國家，而是說大家有共同精神、促
進和平這種意念的，所有的各國民間人士，現在我們在盡可能建立
更廣泛的這種組織網、人士網、活動網。這是我們目前正在致力做
的工作。
　　這一次邀請淨空老法師來日本參加相關的會議，實際上也是我
們這一連串工作裡面的一個環節。我們之所以現在在具體的做這些
工作，是由於近三十年來，雖然在聯合國或者是其他的組織，做的
有關全世界涉及到的比較嚴峻的，全世界共同面臨的一個人口問題
、環境問題，以及相關的運輸問題、商業問題，這些實際上都已經
早就提到議程上來。但是做出的所有有關決議，最終，至少到現在
，有很多都沒有落實到市民這個層面上來，沒有落實到老百姓身邊
來。
　　所以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這個民間組織很重視這樣的問題，覺
得這種總是在做空中樓閣式的議論，實際上是沒有具體意義。而且
這個世界上，像老法師剛才提到的，我們目前世界面臨的很多災難
性，或者是危機性的一些東西，它們實際上是不解渴的、遠水不解
近渴的一種決議。所以，我們是希望能夠請老法師這次來講到的，
就是有關叫做「永續教育」的這些問題。我們現在切身的認為，現
在的世界現實已經到了不得不這樣去做，必須比以前更加高聲的去
呼籲這項工作的必要性的時候了。所以，我們也希望以後在這方面
能夠投進更多的精力和各方面的可能性，來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最後說一下具體的工作，這次您來了以後，談到的一些關於大
家共同開發永續教育系統的問題。我們組織也在這方面，希望今後
也會，更主要的要派遣一些具體的工作人員來協助這方面的工作，



投入更多的精力。我們也準備在日本成立這麼一個教育中心，目前
我也出任這個籌備委員會的祕書長職務。希望以後在這方面能更多
的一邊請教，一邊從事具體的工作，致力於這些活動。謝謝！
　　老法師：還有時間嗎？ 
　　還有十五分鐘時間。
　　老法師：消除衝突，促進和平，落實是要從自己內心裡面去做
起。過去大學裡面用了不少的人力、時間從事於這些工作的研究，
但是最後都沒有辦法得到結論。我跟他們接觸之後，先聽他們的報
告，然後我提出來，解決問題要把問題的核心找到。衝突從哪裡發
生的？你先把這個問題找到。我跟他們講，佛法裡面告訴我們，衝
突之起因，在佛法是講自性與習性的衝突，就是本性與習性的衝突
。這個講法講得很深，一般人很難懂，所以我就舉了一個事例，舉
了一個事實的例子來說，這大家很容易懂的，「自利與利他的衝突
」。我們這一念起來，是利益自己，還是利益別人，這個地方是衝
突之起因。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個上面把念頭轉過來，我們起心動念
為眾生，不為自己，這個問題馬上就解決了。這是儒跟佛教導我們
的。
　　所以，怎樣化解？要化解自己內心對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
的對立、矛盾，從這個地方真正做功夫。我明白了，我真正做到了
，對於一切人、事、物我都不對立，沒有對立。他跟我對立，我不
跟他對立，他就對立不起來，因為他是單方面；雙方面才會產生這
個效應，單方面就不會。所以，你爭，我讓，這衝突不會發生。永
遠記住，不與一切人事物對立，不與一切問題發生衝突，我本身是
和平的，本身和平就是非常健康。我今年七十八歲，七十八歲沒有
生過病，什麼原因？我本身和平，我的心跟我的身和睦相處，平等
對待。這就是東方人所講的「道」，道就是自然的法則，自然的運



作，這就是道。我們隨順道，隨順道就叫做「德」；違背了道，德
就沒有了，你災難就來了。所以，一切隨順道，隨順自然的法則。
　　中國人教學講五倫，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這是道
，這不是哪個創造的，不是發明，這自然就是如此。我們能夠隨順
，各人盡各人的義務，你說這個世間多麼美好。如果說大家要爭，
大家彼此不能夠相讓，災難就來了。所以這要靠後天的教育，要教
他認知，要教他相信，要教他能夠遵守，這要靠教育。今天整個世
界的動亂，就是違背了道；換句話說，德完全沒有了，造成今天的
災難。
　　在中國孔子，以孔子為例子，孔子這五種關係他懂得，他明白
；就是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這五種關係，他知道得非常
透徹，他都能夠做到，他所做的就是中國人講的八德，「孝悌忠信
、禮義廉恥、仁愛和平」。中國八德有兩種講法，把它合起來，除
掉重複的，十二個字，這十二個字他做到了。他做到的時候，他真
正是想為社會、為國家做點事情，周遊列國就是想有人能夠用他。
結果周遊列國，諸侯不用他，不用他，就回家去教學。他回家那一
年六十八歲了，他七十三歲走的，他實際上從事於教學工作只有五
年。這個五年他成為萬世師表，他連作夢也沒想到。所以從這裡看
，教育在世出世間法裡是第一大功德。
　　釋迦牟尼佛他從事於教學四十九年，孔子只有五年，幾乎是十
倍，他教學的範圍擴大了。孔子教學都是人，人際、人與人的倫理
道德，都是限於人。佛法教學擴展到我們今天講的地球環境，講的
包括一些動物、植物、礦物、星球，這就擴大了。不但擴大到整個
世界，而且擴大到不同維次空間，那就是我們講天地鬼神，天地鬼
神就是現在科學裡面講不同維次空間。他教學的範圍大了，時間長
了，所以過去無始，未來無終，心胸更擴大，真是佛家常講的心包



太虛，量周沙界。
　　所以，聖人的教育都是先成就自己，然後才能幫助別人，他的
教育才產生效果。今天的教育所以不能產生效果，就是教的人自己
本身沒有具備德行。譬如講倫理道德，我沒有做到；我沒有做到，
教別人，人家會打問號：你這個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你教我做，你
為什麼不做？所以，我們看到聖人，他們先做到，自己成就了，然
後才能成就別人；自己沒有成就，要談成就別人那非常困難。今天
的教育失敗，從事於教育工作者，他沒有像孔子、沒有像釋迦牟尼
佛，自己先能夠圓圓滿滿做到。所以我們從事這個工作，最重要的
是修自己，自己成就之後才能夠幫助別人。我想我們的時間到了，
還有一些要談的，我們下個小時，後面還有兩個小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