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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感謝杜教授的安排，今天有這樣的盛會大家在一起見
面。我們也非常感謝今天來參加的諸位老師跟同學、道友們，來分
享我們在這一段期間當中走了不少的地方，我們推動安定和平也有
了一些效果，今天簡單提出報告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諸位老師，諸位同學，諸位同修們，大家好。今天杜教授要我
到這邊來給諸位做簡短的報告，我們的題目是「眾生一體，宇宙一
家」。大家都知道，這個世界從二戰之後，在這個地球上許許多多
的角落，衝突、災難不斷的在發生，而且這個趨勢一年比一年的嚴
重。許許多多有愛心的人士對這個問題非常的關心，都在想方法怎
樣能夠把衝突化解，能夠真正落實到安定和平。我們也都知道，這
個世間每個人都愛好和平，都不願意遇到動亂；實在講，不但我們
不願意遇到，我們連聽都不希望聽到這些悲慘的音聲。「眾生一體
，宇宙一家」，這是大乘佛法裡面最高的境界，在佛法裡面，稱為
「諸法實相」，這個意思就是說這是宇宙的真相，真相就是「眾生
一體，宇宙一家」。在中國古老的教學當中有這麼個趨勢，但是沒
有大乘佛法說得這麼清楚，說得這麼透徹。
　　中國的教育，如果從有歷史記載，就是確確實實是可考的，至
少有四千五百年的歷史。古時候教育的內容，目標都定在社會的安
定和平，眾生的和睦相處。中國自古以來，講究的是倫理、道德，
倫理實在講就是道德，道德也就是倫理。所謂的道就是大自然的法
則，大自然的運行，中國這些聖人為我們說出來，在人事環境當中
，像夫婦（夫妻）、父子、兄弟、君臣、朋友，這都是自然之道，



並不是哪個人發明的，哪個人創辦的、創造的，不是，它是自然而
然。不管你有沒有文明，這個法則永遠存在，這是道；如果明白這
個道，能隨順這個道，這就叫德。
　　如果我們對於宇宙人生這一切現象，都能夠正確的了解，自自
然然就能夠跟人、跟一切萬物平等對待，和睦相處。所以中國的教
育，首先肯定人性都是善良的，「人之初，性本善」，肯定人性善
良。至於人心為什麼會變成不善？不善是習性，就是被外面環境污
染，所謂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教育的功能，就是要把習性
，人從習性回歸到本性，我們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怎樣把惡人變
成好人，把敵人變成朋友，把冤家變成親家，這個教育就成功了。
　　所以教育的內容，在古時候教育的內容，我們把它歸納起來，
不外乎三樁事情。第一個是讓我們真正了解人與人的關係，第二個
讓我們明瞭人跟自然環境的關係，第三個是說明人跟天地鬼神的關
係；天地鬼神就是現在科學裡面所發現的不同維次空間，也就是說
人與不同維次空間生物的關係。只要把這三樁事情透徹明瞭，關係
處好，宇宙就和諧，不僅是我們地球，整個宇宙和諧。人與人之間
，今天的問題都是出在這個地方，人與人之間本來是互相包容的，
本來是互相尊重的，互相敬愛、互相關懷、互相合作的。為什麼今
天這些現象都沒有了？這裡面就是真正的大學問之所在，其他的都
是次要再次要，最重要的就是人際的關係，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這些事情，政治不能解決，武力也不能解決，乃至於今天所講的科
學技術、經濟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唯一能解決這個問題的，就是
教育。
　　中國那些古聖先賢們知道，釋迦牟尼佛是知道得最透徹、最徹
底的。所以你看他放棄王位，政治不能解決，放棄王位；武力也不
能解決，我們在經典裡面看到記載，釋迦牟尼佛年輕的時候武藝高



強，他可以做將軍，可以做元帥，他都放棄了。最後他的選擇，選
擇了多元文化的教育。我自己學佛的因緣是最早我跟方東美先生學
哲學，他把佛經哲學介紹給我。告訴我，佛經是世界上最好的哲學
，最高等的哲學，同時告訴我「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被他
這幾句話打動了，所以到佛門裡面來尋寶。
　　我接觸到佛法之後，就遇到章嘉大師，章嘉大師讓我第一本讀
的書是《釋迦方誌》跟《釋迦譜》，這兩種東西在《大藏經》裡面
有，要用現在的話說，是釋迦牟尼佛的傳記。這種教學方法是非常
非常科學的，我們要學佛，你就要對釋迦牟尼佛一定要認識，認識
清楚。你讀了之後，知道他是人，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人，才真
正從這個地方看出他的一生，他是非常偉大的多元文化的社會教育
家。他自己確確實實一生為這個目標、事業奉獻，做一個多元文化
社會的義務老師，所以教學四十九年，沒有休息，敬業的精神值得
我們後人尊敬。我從小的時候還受過中國傳統的教育，受這種教育
期間大概只有一年，以後就是改朝換代，私塾變成現在的小學。所
以古老傳統的教學以後就沒有了，逐漸逐漸淡薄，大概在最近半個
世紀，在中國、在國外已經完全看不到，這是非常遺憾的一樁事情
。
　　我們看到二戰之後社會的動亂，我知道很多人都非常關心這樁
事情。聯合國每年為和平投下的人力、財力、物力數字相當可觀，
但是我們看不到效果，因為動亂頻率年年在上升，災難一年比一年
嚴重。所以有很多從事和平工作的人，看到我的時候，談話當中都
感覺得非常失望，好像和平距離我們愈來愈遠，永遠不可能落實，
那種悲傷、沮喪的行態，我們都能很明顯的覺察得到。
　　神聖的教育，不論是在哪個國家、哪個族群，在跟宗教的教育
，宗教教育就是神聖的教育，宗教教育就是倫理道德的教育，只要



我們認真去研究它們的經典，都能夠發現到。神聖的教育實際上講
就是愛的教育，愛心怎麼能夠發出來？愛心最大的障礙就是自私自
利，如何能叫人放下自私自利，把愛心發出來？愛心是自己的本性
，自私自利是習性，這兩個嚴重的衝突，嚴重的矛盾。怎麼樣把它
化解，從習性回歸到本性？這個方法，除了教育沒有第二個方法。
這個問題真正能夠落實，決定要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的搞清楚、
搞明白，自自然然他就會轉變，自自然然他會回頭，在佛法裡面講
，這叫大徹大悟，真的回頭了。
　　這種教育是非常有效，但是現在這種教育沒有人提倡，沒有地
方學習，這是我們感到非常遺憾，有這麼好的東西，為什麼沒有人
去做？自己是從老師那個地方學到，這麼多年來，我學這門東西五
十三年了，從事於教學也有四十六年，我自己真的是得到了。得到
是全心全力自己在做，個人在做，沒有人幫助，是很孤單的。到最
近才遇到有些志同道合真正能夠談得來的，能給我一點協助，能把
這個教學的效果擴大。特別是在大乘經典裡面，內容非常非常豐富
，你接觸到之後會生無限的歡喜心，真的是像孔子在《論語》裡面
所講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那種歡喜是從內心裡面發出
來的，可以不眠，可以不吃，能生這樣的歡喜心。對於宇宙人生真
相，譬如講到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它的過程、演變，這個在
經典裡講得非常非常之多，也非常透徹，比現代科學講得還要透徹
。所以我很遺憾科學家沒有學這一門東西，學這一門東西他們的思
惟、想像、成就一定會突飛猛進。
　　我們看到近代科學的成就，我們也非常佩服，跟佛經裡面所說
的愈來愈接近。去年年底鍾居士在美國的一份科學報告裡面節錄下
一點東西給我看，他說最新的報告，講時間跟空間不是真的，在某
種狀況之下，時空等於零。空間等於零，距離沒有了；時間等於零



，先後沒有了，這是被發現了，但是什麼狀況之下，還找不到。另
外就是講宇宙的起源，講物質是怎麼來的？無中生有，這個跟佛法
裡講的很接近，但是沒有佛法講得那麼透徹。
　　要幫助現在這個社會怎麼樣消除衝突，怎樣促進安定和平，使
我們記起孔子說了一句話，他說「民可使，由之」，這個話的解釋
，老百姓都聽話，那就隨他；「不可使，知之」，他不聽話的時候
就要教他，把這個大道理，事實真相的道理跟他講清楚、講明白，
他就回頭了。今天我們遇到的是老百姓都不聽話，現在最重要的就
是要怎樣把聖賢的教育，特別是宇宙的真相，人跟人的關係一定講
清楚、講明白，讓他真正覺悟、明白。他能夠愛人，人能夠愛別人
，就不會害人，社會問題才能解決。衝突是免不了的，衝突是什麼
？迷惑顛倒，每個人都有私心，每個人都為了自利，怎麼會不衝突
？所以衝突是個病態。我常常做比喻講，我們人，這個人是個整體
，每個細胞就像我們一個人一樣，人整體就是宇宙，它本來是和諧
的，本來是互助合作的。我們人身體裡面細胞不合作，我們就知道
人生病了，生病應該要怎麼樣調理，才能夠恢復它的正常，才能夠
恢復到健康。
　　宇宙也是如此，它現在已經出了毛病，我們怎樣來把它調和，
怎樣叫它恢復正常。所以化解衝突，我參加很多這種會議，我都一
再跟與會的大眾提出來，衝突只能夠化解，不能夠消滅，消滅不掉
的。你說今天講反恐，恐不能反，愈反愈嚴重，是決定不能解決問
題，一定要懂得化解。把這些心理不平的人把他找來，面對面坐下
來，好好勸導他，好好的講解。他要是明白了，他就放棄了，就不
再搞這些衝突，不再搞這些暴動，這是比什麼都重要！我們要化解
，不能要消滅，消滅不掉的。你看中國在醫藥上用的名詞，都是用
「化」，解毒，化解毒，而不是排除，排除是對立，是製造衝突、



製造糾紛，只有化解才是唯一的一個辦法。把敵人變成朋友，把冤
家變成親家，這問題真正解決。這個教學是相當困難的一樁事情，
但是現在我們一定要知道用高科技、用衛星、用網際網路，用遠程
教學的方法，就能夠收到效果。
　　所以在今天下手，真正能夠收到效果，就是要從宗教的團結，
宗教之間要密切的往來。我是過去在新加坡就提倡宗教要互相訪問
，最好每年有一、兩次組團出國去旅遊。出國去訪問是最好的機會
教育，因為這些宗教領導人平常很難在一塊見面，縱然在一起見面
，開會吃一餐飯，時間都很短；我們去旅遊，十幾天、二十幾天生
活在一起，那就完全不一樣，真正能夠彼此互相認識，會收到很好
的效果。所以，旅行、訪問是機會教育很重要的一環。這樣子大家
彼此互相了解，彼此做朋友，不再敵對，對立、誤會能夠化解，這
是近程的效果可以收到。遠程的，長遠的方法，一定要辦一個宗教
大學，每個教成立一個學院。將來全世界每個宗教傳教師都是同一
個學校畢業，都是同學，彼此在學校就認識，以後這種誤會、衝突
，可以永遠不要發生，這是遠程的。我在日本，是希望聯合國能夠
來辦；在印尼的時候我也提到，沒有想到印尼對這個回應非常熱烈
，如果印尼真的辦的時候，也是一樁大好事情。我想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就講到此地，看看下面有些朋友們有沒有問題，有問題提出
來。
　　問：他想請教師父，宇宙是從哪裡來的？
　　答：這個問題我可以一句話答覆你，但是你聽不懂。你要想真
正去了解，佛教裡面有部大經，叫《大方廣佛華嚴經》；另外比這
個分量少一點的，有《大佛頂首楞嚴經》，都把這個問題講得很透
徹、很明瞭。我現在正在講《華嚴經》，已經講了兩千五百多個小
時，才講十分之一。這部經講完，估計要兩萬個小時，就是這個課



程，你問的這個問題問得很大，不是小問題，這個問題在佛教裡面
，你把這個問題解決你就成佛了。
　　鐘居士，你可以把你發現的科學家的報告，那是接近，但是還
有很大的距離，但那已經跟佛法接近了。你跟大家說說，我相信大
家都有興趣。
　　問：他說《華嚴經》有沒有可能把它變成英文？
　　答：這個工程很大，要靠這一代的年輕人去努力，因為經不容
易翻，我的講記比較容易，那容易多了。
　　問：他說他聽到您的報告，對您的理念非常讚賞，他知道您最
近去過一次梵蒂岡，還有去過好多次印尼，想知道他們對您的理念
、做法有什麼樣的回應？
　　答：一般的回應都非常好，這也是客氣話，回應的再好，它不
能落實，沒有用處，我們離開之後，也都落空。很難得就是印度尼
西亞，它真的在做，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在今年一年當中，我去
印尼去訪問五次，一次比一次殊勝。我們的理念很接近，跟他的政
府領導，包括總統、副總統，下面有很多部長，都能夠建立共識。
印尼國家承認有五個宗教，五個宗教的領袖我們都接觸過，很團結
，大家都能有這個共識。現在我是建議印尼，因為印尼幅員太大了
，從東到西有一萬七千多個島嶼，是有兩億人民，教育太重要了。
但是你要想到辦學校要辦多少學校，要多少師資，印尼現在沒有這
個能力，在財力上、人力上都達不到，所以我建議它要學澳洲遠程
教學，這個它接受了。他們現在教育部已經落實，每天四小時，利
用網路跟衛星對全國展開播放，這個做得太快了，我們沒有想到，
這是教育部在做，部長跟我也見過面，也談過。現在我們就希望他
們的宗教部長，最好能夠每天再有四個小時的宗教教育，有八個小
時的遠程教學，對於它社會的安定，人民素質的提升，會很有幫助



。
　　問：他想問有沒有可能，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真正成佛？
　　答：可以，因為一切眾生本來是佛，現在你迷惑了。只要把迷
能夠破除，都能夠恢復。
　　杜教授他想用這個機會給老法師一個心意，一個禮物，感謝老
法師這次的指導。
　　我今天來的時候見到校長，也跟杜教授談到，希望將來聯合國
一些重要的和平會議能在我們學校裡來召開，使我們學校的地位在
國際教育上也能提升，這是個很好的事情。會議在這邊召開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我們都能夠接觸到，我們也能夠聽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