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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剛剛他介紹他自己，現在請師父介紹一下您自己，個人
介紹一下。
　　淨空法師：我叫釋淨空，祖籍在中國安徽，淨空出生在中國安
徽省。
　　翻譯：師父您好，他說您這次來到日本訪問，您的目的是什麼
？
　　淨空法師：佛教是釋迦牟尼佛對於一切大眾至善圓滿的教育。
我們仔細去觀察釋迦牟尼佛的一生，他自從覺悟之後，一生（這是
佛經上記載的）講經三百多會，說法四十九年。佛每天都是從事於
教學的工作，跟中國孔夫子當年在世的教學，我們能看出來，他們
完全是相同的。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那就是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
他不分國家、不分族群、不分宗教，與中國孔老夫子一樣有教無類
，都是那樣真誠熱心的教導眾生，解決社會上可以說從個人的問題
、家庭問題、社會問題，這是他一生所教學的內容。
　　我們尤其了解，佛所教的內容範圍非常之深廣，特別是對於現
代二十一世紀社會複雜問題，幾乎他都有原則性的指導，都有解決
的理論與方法。我們學佛，最重要的就是把釋迦牟尼佛的教育、教
學發揚光大。佛教傳到中國來之後，寺院就是學校，就是翻譯經的
場所跟講學的場所。我們這次到日本來，希望能夠帶動日本的佛教
道場，都能夠恢復講經、教學。
　　翻譯：他說您老人家對日本，看到日本的佛教，看到日本的這
些出家人，您有什麼想法和看法？
　　淨空法師：在中國，最近兩百年來也是時局的不安定，出家人



的素質逐漸的往下降，所以佛教教學的工作幾乎都停滯了。這次我
到日本來訪問，看到這個情形跟中國也很類似。但是畢竟日本跟中
國還有古老文化的基礎，只要有有心人來提倡，我相信恢復還是有
希望的。
　　翻譯：他說過去日本的佛教是以空海上人為首的，中國隋唐時
代去中國留學，他們學習之後，把中國的佛法傳到日本來。這次您
老人家到日本來，您所弘揚的佛陀教育跟日本現代的佛教，您想想
看是不是有很大的差距？
　　淨空法師：差距是有，但是這個差距可以能把它融化。佛，釋
迦牟尼佛教學，我們體會他的理念、精神、方法都是非常圓融、非
常活潑的，所以我接觸佛教之後，自自然然就感到很佩服、很歡喜
。佛教確實它能做到本土化與現代化，如果不懂得這個精神，不知
道這個理念，這個差距就像有代溝一樣，會有差距。如果懂得本土
化與現代化，古今中外都能夠融合成一體，它對於社會就有正面的
貢獻。
　　翻譯：他說日本自從戰爭以來，在戰爭之前，日本人都有學習
中國儒教，受儒教思想的影響。自從二戰之後，日本人現在已經喪
失了儒教的教學，而且還沒有宗教教育的基礎。所以說在這種情況
下，他們在學習佛法的過程中，可能會對宗教問題，或者是對佛法
不能夠深刻的了解。中國人完全是相反的，中國人自從佛法傳到中
國來，一直都是受到儒學以及正確的佛法的薰陶。所以現在的日本
人跟現在的中國人，他們對佛教思想的了解有很大的差距。法師，
在現在的弘法過程當中，像這些問題，您是怎樣弘法的？
　　淨空法師：在現代弘法，確實比從前要困難很多倍。最重要的
是我們自己對於儒跟佛，中國還有個道，要有正確的認識。我們不
僅僅理解到佛教是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儒跟道也不例外。再仔



細觀察全世界幾乎所有宗教，我們研究它的典籍，都不外乎是多元
文化的教學。我們從一切宗教典籍裡面，我們找到一個共同點，這
個共同點在佛家就是講「慈悲」，在基督教、天主教所講的「神愛
世人」，在伊斯蘭教《古蘭經》也講「安拉確實是仁慈的」。所以
我們歸納起來，「仁慈博愛」是所有宗教創始人教義的中心點。如
果我們都能夠把仁慈博愛自己學到了，再把它能夠發揚光大，我們
能夠愛一切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
化，我們用一種真誠的愛心去愛護、關懷、幫助，從自己本身做起
，中國古人所講，真誠到極處一定能夠感動人。所以今天我們在全
世界，從事於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工作，最重要是用真誠心去感化
。
　　翻譯：他說我們基督教也是一樣，佛教也是如此，其他宗教可
能都是相同的。在誦經的過程當中，我們本人都聽不明白，何況是
一般的大眾，他們更聽不明白。法師，請您指點一下，我們用什麼
方法能夠讓一般大眾聽得明白？我也聽說您老人家在弘法過程當中
，您所講的法語沒有用這些術語，而且也能夠讓一般的聽眾都能夠
理解；不但理解，他們能夠實行，他說這個很了不起。他說請老法
師您指點一下，我們其他的宗教是不是也應該要這樣做？
　　淨空法師：教學，我們首先要肯定宗教是教育，是社會教育，
是多元文化教育，首先我們把這一點肯定。教學是活活潑潑的，在
不同的時代（古時候跟現在是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區、不同的
國家、不同的族群，當然它有各種不同的方法。所以它不是一成不
變的，它是非常活潑的，這就是我們常常講的現代化跟本土化。譬
如說是以佛教做個例子來說，佛有沒有形相？佛沒有形相。佛在哪
一個地區，那個造像就像哪個地區的人。像在日本，我們看到日本
的佛像，一看就是日本人；在中國看佛像，佛像像中國人；在西藏



看佛像像西藏人，在泰國看佛像像泰國人，這就是本土化。這就是
要懂得本土化，他才能夠契機，才能夠度那個地區的眾生，就在那
個地方教學，能夠收到很好的效果。
　　還有一點，一定要注意到現代。像我們經典的註解，經典是不
變的，你看看在中國，唐朝註解就適合於那個時代人的；到宋朝，
宋朝人又重新做註解，都不會再用唐朝註解。為什麼？時代永遠在
進步，所以宋代的人可以參考唐代的，他有新的註解出來。這是到
元代、明代、清代，各個時代的註解都不一樣，就是它能夠適合當
時人們的需要。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如果講經還用古時候那一套
，那肯定是沒有人願意學習。所以今天，我們應當要把經典做為二
十一世紀新的一種說法。雖是新的，還是根據從前老的來的，像一
棵老樹一樣，它年年發新枝，年年開新花，年年有新葉子，新的花
一定是在過去枝葉上長出來的。所以永遠是新的，永遠不會落伍、
不會淘汰，永遠都是在進步，這佛法裡面講「精進」，儒家講「日
新又新」，這個學問才是真實的學問，才是值得我們學習、值得我
們把它發揚光大。
　　翻譯：他說剛才聽到老法師的一番開示，我有領悟到一些我們
基督教的道理出來。像現代年輕的布教師，他們也是一樣，在他們
講法的過程當中，來教堂聽經的，他們自己都不明白這個道理，而
且又講給人家聽，聽眾聽起來是愈來愈糊塗。所以他慢慢的也在想
，怎樣能夠改善，讓一般的社會大眾都能夠了解這門教，都能夠認
識這門教？他說他也有一次，他在想這些問題。他說剛才聽到老法
師這番開示，他希望今後在弘揚基督教教理這方面，他也應該要向
老法師學習，讓一般的社會大眾能夠明白我們在講什麼。而且我們
自己講的時候，我們自己也能夠從中得到更大的利益。這樣才能夠
把每一個宗教帶到家庭、帶到社會，能給社會有更大的貢獻，這是



我最大的希望。
　　淨空法師：聖人的教誨，我們覺得都是相同的。因為在古代交
通不方便，資訊根本都沒有，所以許多人老死不相往來。我們知道
，信仰宗教的人都肯定宇宙之間有一位真神。在佛法裡面他不叫做
真神，它叫「真如本性」，實在講就是一般宗教裡面講的唯一的真
神。《華嚴經》講是整個宇宙，這個世界眾生都是「唯心所現，唯
識所變」的，這是我們講宇宙的來源、生命的來源，它是同一個源
，同一個根源。既然形成了，我們不要以太空來說，就以地球上來
說，地球有這麼大，生活在每一個地區的人彼此不相往來，聖賢人
都有義務，都應該去教導他們，怎樣人與人之間相處，怎樣與自然
環境相處，怎樣與天地鬼神相處，這幾乎都是所有宗教教育裡面的
教學內容。因此他能夠分許許多多不同的身分，不同的身的形狀，
說各個不同文化的言語、文字表達的方法。它的內容、方向、目標
是一個，都是希望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環境、人與天地鬼神，都
能夠真正做到平等對待、和睦相處，這樣子一切衝突自然化解。和
平落實了，繁榮、興旺、幸福、美滿才能夠降臨到每一個眾生的身
上、家庭、他的事業以及他的環境，這是我們肯定的。所以我們從
這個理念來出發，宗教是一家人。
　　翻譯：他說現在，令我們宗教界非常悲痛的一件大事情就是現
在中東伊斯蘭教，和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發生戰爭，甚至現在已
經危及到整個世界和平。對這些問題來講，這是我們宗教徒最悲哀
的一件事情。我也很想做為一個宗教者來講，能夠解決這些問題。
下面我會請老法師慈悲，能夠為我們開示一下，做為一個宗教的領
袖，或者是宗教徒來講，對這些問題，我們有什麼方法能夠解決這
些問題？
　　淨空法師：這是一個教育上的問題。如果我們做為一個宗教徒



，能夠熟悉自己的經典，真正能夠明瞭自己宗教裡面所講的理論，
教主教導我們應當怎樣處事待人接物，我相信這個問題就化解了。
可以說宗教當中的衝突，起源於自己對自己的教不了解，至少他沒
有深刻的理解；同時對其他宗教是一無所知，彼此又不相往來，這
就免不了要發生懷疑。從懷疑就會產生誤會，由誤會再提升，就變
成一種不能夠接納、不能夠容納的意思發生之後，摩擦就沒有法子
避免。所以中國古人常講「通」，所謂「政通人和」，最重要的是
溝通。如果常常往來，常常做朋友，不但我了解自己，我也了解別
人，這樣子衝突就能夠化解。
　　我在過去講經也常常說到，這個地球、社會像一個人的身體。
我們今天縮小來講，不講宇宙，只講這個地球，我們都是地球人，
都是生活在這一塊土地上；換句話說，都是一家人。我們希望每個
國家、每個族群、每個宗教都是第一，沒有第二的。就好像一個身
體，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就像身體不同的器官
一樣，我們佛教是眼睛，基督教是鼻子，伊斯蘭教是耳朵。如果說
是我只愛我自己的，其他都不要了，我只有眼睛好，鼻子、耳朵都
壞了，這個人就有病了。所以一定要每個宗教都第一，每個族群都
第一，每個國家都第一，我身體健康；我每個器官都第一，我一點
毛病都沒有。要從這個理念去想，然後把它擴大，擴大到整個宇宙
，我們要求宇宙和諧、宇宙平等、宇宙一家。你這樣大的心胸，你
才真正能做到彼此互相尊敬、平等對待、互助合作，宗教教育才能
夠落實。由宗教教育可以恢復到家庭教育，學校的道德教育，社會
的倫理教育，統統可以能夠恢復起來。事在人為！需要真正有覺悟
的人，一起團結起來做這個工作。我們今天在這個世界上，也遇到
不少真正熱心從事這個工作的人，我們都非常尊重，希望把這個力
量結合起來，能夠產生一個改變社會、化解衝突、促進和平的力量



。
　　宗教，我們在目前能做到的，就是要密切的往來，要互相的交
流，我們誠心誠意來做朋友，彼此互相了解。當然這個事如果從根
本上來講，最好能夠聯合到全世界的這些宗教的領導人、傳教師，
在世界上建立一個宗教大學，每一個教成立一個學院，將來在全世
界從事於宗教教育的工作，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不同的宗教就是
不同的院系。所以確確實實把它變成一家人，給這個世界帶來真正
和平、幸福、美滿。
　　現在在大學裡面，教授教學生怎麼樣化解衝突，怎麼樣促進和
平，我說我們如果單單為這幾個學生、研究生來講，我們收不到效
果。應該怎麼講？應該學校裡頭要有遠程教學，就是有衛星電視，
我們的老師在衛星電視上上課，我們的學生是全世界的宗教徒，這
樣子把一般信仰宗教的人都能夠喚醒、都能夠覺悟。這對安定全世
界的社會、促進世界和平是一個很大的力量，我們現在也正努力在
做。
　　戰勝別人不是英雄，戰勝自己的煩惱習氣，戰勝自己不善的知
見，這個人才叫大英雄。
　　翻譯：他說他以前弘法，現在他是牧師，但是在他布教當中，
他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他們的宗教不接受任何宗教，而且覺得自己
的宗教是正確的，其他的宗教都是邪教。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他很
久很久都是埋在心裡最痛苦的一件事情。自從前幾年他有從羅馬教
皇那邊慢慢的學到一點東西，還有在生活當中，他也接觸過佛教和
其他宗教的一些人士，但是他不敢正面的跟他們去交流，只是私底
下做為一個朋友在交流，從這當中把他心裡這個最苦惱的事情慢慢
在解決。
　　剛才聽到師父這番話，他覺得他的身心像開一扇門一樣。他從



今後也希望自己能夠把自己的心胸拓開，能夠像師父一樣，在融合
任何宗教的經典學習過程當中，自己也要認識自己的經典，同時也
要學習其他宗教的經典。他希望他自己，而且也希望其他的宗教師
，不但學習自己的經典之外，也能夠學習其他宗教的經典。這樣的
話，我們的布教師和牧師的心胸才會打開，讓一般的人更能夠接受
宗教，這樣的話世界會和平，人民也會安居樂業。他說今天聽到您
講這些話，感到非常的親切，也好像找到一條歸路一樣。他希望其
他的宗教也能夠聽到您這樣的解答，或現在社會的問題都能會解決
。他說今天真是收穫非常非常之大。
　　淨空法師：非常感謝。佛在經典裡面教導我們，我們的心善，
看一切人都是善人；我們的心不善，看一切人都不是善人。所以佛
法講「境隨心轉」，外面的境界確確實實沒有善惡。譬如說我喜歡
這個人，我很喜歡他、很愛他，但是另外一個人很討厭他，可見得
它並沒有絕對的標準。所以這個道理一定要懂，每一個人的標準都
不一樣。佛菩薩的標準是佛菩薩沒有自己的標準，把自己標準放棄
掉，所以他就平等。如果說有自己設立一個標準，那永遠跟許許多
多的人事物對立。我們能夠把所有標準放下，讓自己的心跟虛空一
樣，所以說「心包虛空，量周沙界」。這樣的時候，我們跟最高層
次的神明能夠平等相處、和睦對待，能夠跟地獄眾生，畜生道、地
獄道我們也是平等對待，也能和睦相處，你說這個多麼自在！這是
聖賢教導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我們一定要學習，要從自己本
身去做到，能夠愛一切人。像我這次講《八大人覺經》裡面就有「
不念舊惡，不憎惡人」，我們決定不把別人的不善放在自己心上，
這是很大的錯誤。讓自己的心真正做到純淨純善，我們在這個世間
沒有冤親債主，沒有對立的，你說這一生過得多麼幸福、多麼美滿
！



　　翻譯：什麼問題都難不到您，我們提的什麼問題，您都能夠如
理如法的回答。下面我們要用什麼方法，進行下一步的座談。他說
他心中最難解的問題現在您都給我化解了，我非常歡喜。
　　他說剛才聽到您的一番教誨，他也想到聖典當中也有教我們：
如果你能夠愛別人，也會得到別人的愛；如果你尊重別人，別人也
會尊重你；如果你對別人親切，別人自然也會對你有一種親切感。
他說這個問題是我們各個宗派，也許是各個宗教最大的問題。
　　淨空法師：這個教理是真實的，所有宗教裡面、經典裡頭都是
這樣教人。問題是我們自己要能夠信、要能夠理解、要能夠認真的
去做，要做出來，這才是真正接受聖人的教誨。我們學了，如果學
了之後做不到，那我們很對不起教主，對不起聖賢一番教誨的苦心
。譬如我們在新加坡，這是有一些同學們知道的，新加坡幾乎所有
宗教，他們做慈善事業，我們都會幫助它。當初有一些佛教徒不理
解，來批評，說是我們佛教徒布施供養法師的，法師為什麼供養其
他宗教？有這種問題提出來。我給他解答，我說許多慈善事業，佛
是不是教我們做？經典上有，都教我們做。我現在沒有做，別的宗
教做了，基督教做了，天主教做了，我們拿錢到那邊去供養，等於
說我們投資。所以他們到非洲去救那些病苦的人，他們有醫生、有
醫療隊去，我們送了五萬美金送給他們做醫藥費；最後他又告訴我
，他們那邊缺少救護車，我也送一輛救護車。他們做，他做、我做
是一樣的，何必要分，分彼此！這種分別是錯誤的。所以慈善事業
，救濟苦難眾生，一定要合作起來做。
　　像我們在新加坡的溫馨晚宴，現在我們在澳洲的溫馨晚宴，你
們都看到過，我們是接待這些貧苦的老人，每個星期請他們來吃飯
。吃飯的時候絕對不談宗教，這個大家歡喜。談宗教怕裡面有摩擦
，彼此不了解，決定不談，只是無條件的供養、無條件的照顧，來



安慰這些老人。大家心裡歡喜，感到他們在一生當中，從來沒有遇
到過這樣親切的、和睦的一個團體。這就是回饋，我們尊敬別人，
別人尊敬我們；我們愛護別人，別人愛護我們；我們幫助別人，別
人幫助我們。所以得到政府的讚歎，也得到民眾的歡迎。圖文巴我
們知道，是澳洲最保守的基督教一個區域，我們在那裡能夠做成功
。這都是把教義付諸於實際生活，絕對不是空談，問題才真正能夠
解決。
　　翻譯：他說聽到師父這一番開示之後，他現在心裡也非常歡喜
。他說我們做為一個教團來講，根本不接受任何的一切宗教。現在
聽了師父這一番開示之後，我也希望我自己，從我自己本身做起，
希望師父能夠將弘法利生的一些經驗傳授給我，也希望能夠跟師父
一起互相合作，為世界和平、為社會安定，為宗教與宗教之間的團
結，我們努力奮鬥。
　　淨空法師：我們非常感謝。石井先生剛才有一個問題問了，我
還沒有回答他，就是他問到對於不同的宗教，如何能夠來容納？因
為他們這個教要排斥一切不同的宗教。佛法裡頭有教導我們「依法
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依智不依識」。這是佛
學名詞，你們不必去管它。這裡頭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說不同的宗
教、不同的學派，他們的思想、他們的言行跟《聖經》裡頭講的相
應不相應？如果是相應的，我們都能接受；不相應的，它再好的宗
教，我們也不能夠接受。守住這個原則，這個問題就化解了。
　　翻譯：他說我們認真努力合作，我們要好好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