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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范書記，尊敬的諸位領導。諸位大德，諸位法師，諸位
同學，大家好！
　　淨空離開家鄉七十二年。這多年在世界各地方過著流浪的生活
，從來沒有想到生日是哪一天，沒想到過，也沒做過。沒想到這一
次返回家鄉，承蒙諸位這樣的熱烈，來給我做八十二歲生日。我感
到很歡喜，也很驚訝。這在中國習俗上來說是人之常情。
　　我回憶到童年時代，我隨父母於三六年離開家鄉，一九三六年
，那時我才十歲。記憶中，家鄉每年冬天都會有很大的雪。童年的
時候對冬天是很習慣，而且很歡喜。今年回來過年，又遇到大雪，
就好像是去年的事情一樣，所以感觸很深。
　　在這多年中，一個人在海外過著流浪的生活，實在是歷盡了艱
辛困苦，過的是苦難的日子。所以我能深深體會到，現代社會有很
多苦難的眾生，過著跟我們過去同樣的生活。
　　學佛之後，學佛是個很偶然的緣分。因為年輕的時候讀書，受
學校的教育，老師的影響，接受的教導總以為宗教，特別是佛教，
都是迷信，所以我根本就不接觸。在一般宗教上來說，西方的宗教
只承認一個真神，唯一的真神。而佛教則什麼都拜，所以讓人誤會
它是多神教，泛神教。多神跟泛神教在宗教裡面是屬於低級宗教，
尤其是被一般社會知識分子所輕視，不願意接觸。這個觀念給我在
少年時代影響很深。
　　四九年我到台灣，在台灣，那時對於哲學很愛好，所以聽說台
灣有位哲學家方東美先生，他是桐城人，是我的小同鄉。我就給他



寫信，同時寄上一篇文章（哲理蠡測）請他指教，希望能到學校去
旁聽他的課程。這是我唯一的心願，因為久經戰亂，失學太久了，
雖然喜歡念書，但是沒有能力進學校。到台灣尤其是人地生疏，必
須要照顧自己的生活，要靠自己去謀生，生活非常艱難。方老師一
個星期之後回了我一封信，約我到他家見面。到他家去之後才知道
，他居住處是台灣大學教授的宿舍，是一棟日本式的花園洋房，環
境優雅。見面之後，他問我的學歷。我說我只有初中畢業，高中念
了半年，就到台灣來了，再就沒有機會讀書了。他說你有沒有欺騙
我。
　　我說：「沒有，我想跟老師學習，句句都是真實話。」
　　他說你寫的信，你寫的文章，我們台灣大學的學生寫不出來。
　　最後我提出要求，希望旁聽他的課。他告訴我，他說現在的學
校，先生不像先生，學生不像學生，你要到學校來聽課，你會大失
所望。這是五十七年前的話。你想，現在又隔了半個世紀，現代教
育確實是不斷的往下降，沒有向上提升。當時我聽了老師的談話很
難過，老師拒絕了。老師也看到了我痛苦的心情。我們大概靜默了
將近五分鐘，老師開口說，這樣好了，你每個星期天到我家裡來，
我給你上兩個鐘點課。所以，我跟他學習是在他家的小客廳，小圓
桌，我們一個老師一個學生，是這樣教出來的。每一個星期兩個鐘
點課，這是我想像不到的，不敢想像的。他給我講了一門哲學概論
，從西方康德哲學談起，談到中國的哲學，最後談到印度哲學，把
佛經哲學做最後一個單元。當時我聽說佛經哲學就很驚訝。
　　我說：「佛經，佛不是宗教嗎？而且是多神教，它怎會是哲學
？」
　　老師告訴我，他說你不知道，他說佛經哲學才是全世界哲學的
最高峰。釋迦牟尼佛是大哲學家，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這樣才把我多年來對佛教的誤會，錯誤的看法才糾正過來。
　　他又告訴我，他說佛經哲學，你到寺廟裡面學不到。
　　我說在哪裡？
　　老師說在經典。
　　你要真正研究佛教，一定到經典裡面去學習。經典之外，現在
的寺廟它不是研究經典。不像古時候，古時候那些高僧大德、在家
的居士，他們認真學習，那真的是在中國世世代代出現不少大哲學
家。
　　方老師指導我這個方向，指出這條道路。當我接觸到經典之後
，緣很殊勝，大約不到兩個月，就有個朋友介紹我認識章嘉大師，
這是一位專門研究學習佛教的人。方先生是旁通的，他是把佛法當
作哲學來研究。實在講，我的佛學根基是跟章嘉大師三年奠定的，
因緣非常稀有。他教我第一部閱讀的書，《釋迦譜》、《釋迦方志
》。這是當時一般書店買不到的，只有《大藏經》裡面才能找到，
唐朝道宣法師編寫的。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傳記。
　　大師告訴我，學佛首先要認識釋迦牟尼佛，你不認識他，你學
習就會有偏差，所以應當從這門功課學起。讀了之後才知道，才曉
得，釋迦牟尼佛他是人，不是神，他也不是仙。才知道什麼叫佛，
什麼叫菩薩，什麼叫阿羅漢，這才真的搞清楚。
　　現在一般社會大眾對佛教所產生誤會，就跟我年輕時候一樣，
不接觸，道聽塗說，自然產生嚴重的誤會。所以佛陀、菩薩、阿羅
漢，在佛教裡面皆是學位的名稱，就像我們現代大學裡的學士、碩
士、博士。所以佛經裡說，人人都能成佛，他不是神，他不是上帝
。上帝只能有一個，不可以有兩個，而博士學位，每個人都可取得
。所以佛法是教育，就是我們中國人講的聖賢教育。
　　佛這個字是從印度梵文翻譯過來的，他的意思就是覺悟；換句



話說，徹底覺悟的人就稱為佛陀。對於宇宙人生，佛家講的性相、
理事、因果通達明瞭，稱之名佛。通達、明瞭，沒有達到究竟，沒
有達到圓滿，稱為菩薩。剛剛通達少分，則稱為阿羅漢。
　　所以在佛法修學的終極目標，印度話直譯成中文稱「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這句話是可以翻的，為什麼不翻？是尊重不翻。它
是學佛唯一希求的目標，翻成中文意思是無上正等正覺。所以佛即
是正覺，正確的覺悟，不是錯誤的。阿羅漢放下一切執著，達到了
正覺。菩薩放下一切分別，稱為正等正覺，等於佛，他不是佛。佛
放下起心動念，即是無上正等正覺，就是達到究竟圓滿的明心見性
。
　　我們通過五十七年的學習，講經教學也有五十年沒有中斷過，
我們現在對於經教瞭解的比方老師還要透徹。方老師只告訴我佛經
是高等哲學，現在我們曉得佛經同時也是高等科學。現在科學家所
講的，佛經上全都有；佛經上講的科學，科學家還沒有講到。近代
講的太空物理、量子力學，這些佛經上全都有，比他講的透徹。宇
宙的起源、生命的來源，確實比科學家高明，可惜的是科學家沒有
接觸到佛法。在應用方面，它對於倫理、道德、因果講得非常透徹
，宇宙是和諧的，人生是和諧的，決定找不到衝突。
　　衝突從哪裡發生？衝突從迷惑顛倒、妄想裡發生的。所以佛教
導我們，什麼叫做佛？你能把對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的妄想分
別執著都放下，這人就叫佛。大乘經說一切眾生本來是佛，個個都
是佛，但是你現在有妄想分別執著，那你就是個迷惑佛，你不是覺
悟的佛。你若放下執著，與一切人事物都不執著了，就是阿羅漢，
就是正覺；若再放下分別，你就是菩薩；若再放下起心動念，你就
是佛。
　　所以凡夫成佛，在理論上講只是一念之間，轉迷為悟，轉凡成



聖，但事實是很難。成佛的理論雖然知道，方法也懂，就是轉不過
來。為什麼轉不過來？無始劫來養成的迷邪染的習氣，習慣了，迷
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雖然知道放下就是，事上就是放不下。自
私自利放不下，名聞利養放不下，放不下就叫凡夫。放下對一切人
事物的執著就證阿羅漢，就成正覺了。所以，佛教是非常好的一門
學問。方先生講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沒有別的，就
是和諧，身心和諧、家庭和諧、社會和諧、國家和諧、世界和諧、
宇宙萬物和諧。
　　我們最近看到西藏的衝突，之前我們也曾看到泰國、緬甸佛弟
子走上街頭，這種行為都是違背佛陀教誨，佛教裡頭沒有這樣的教
導。佛陀跟我們中國古聖先賢一樣，真的是具有圓滿的智慧。問題
發生了，不在外面，在自己。所以古人教給我們“行有不得，反求
諸己”，解決問題一定在自己本身。本身問題解決了，外面就沒有
問題了。
　　聯合國希望調解國際爭端衝突，開了三十七年和平會議。一九
七０年起開了三十七年，還是解決不了，會愈開愈多，愈開愈亂，
始終不能解決問題，那就是不知道解決問題的原理和原則。中國人
有這個經驗，有這個智慧，反求諸己，你就能解決。
　　再看釋迦牟尼佛對於這些世間的爭端，他做了很好的榜樣給我
們看。當時他遇到了最嚴重的爭端，琉璃王滅釋迦族，這是很殘酷
的大事，但是釋迦牟尼佛沒有抵抗。如果釋迦牟尼佛要反抗的話，
他有能力，因為我們在經典上看到，當時十六大國王都是佛的學生
。他要是發動號召，請求十六國組織聯軍去救他的國家，我想是做
得到的。他為什麼不做？這是聖哲不願開這個例子。大智大慈的仁
者，絕不用暴力，絕不以戰爭的方式解決問題。那是使雙方皆蒙受
極大的痛苦，那是很愚痴的，所以他用和平的方法。他知道這件事



的前因後果，他讓他的家族逃走。所以釋迦族就逃到我們中國西藏
的後藏居留，以後就沒再回去，在後藏落戶了。釋迦族人就這樣被
琉璃王滅掉了。佛在經典上細說此事因果，是宿世的冤仇，智者應
知化解，不可演變成冤冤相報。所以佛教人處極艱難之事，應將宿
怨一筆勾銷，這才是智慧的處理方法。
　　但是這個方法現代一般人很難接受。但在中國歷史上，大家都
知道「三武（魏太武、周武帝、唐武宗）滅法」。你看看，出家人
、在家的居士，有沒有反抗的？沒有！佛教給我們，恆順眾生。隨
喜功德，規規矩矩守法。所以在大乘戒裡最重要的四戒，現在沒有
人講了，《梵網菩薩戒》裡佛教導我們「不作國賊。不謗國主」，
你看現在誰能做到？不作國賊，就是不可以做損害國家民族利益的
事情，這叫「不作國賊」。國主是國家領導人，他怎樣不好，都不
可以毀謗。為什麼？他是這個國家領導的核心，你毀謗他，人民對
他起了懷疑，不信任，就是造成社會動亂，令這個地區人民受苦難
。所以佛看得很遠，看得很透徹，提出這兩條重戒。《瓔珞戒經》
裡也有兩句，「不漏國稅，不犯國制」，國制是國家的法律。講得
很清楚。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學佛的人走上街頭，感到很遺憾。真正懂得
佛法的人，受再大的委屈也若無其事，怎會有這種行動出現？這是
給社會大眾對佛教徒產生負面的影響，這是滅佛法，這不是興佛法
。所以「三武滅法」，你看佛教徒都能夠遵守佛的教誨，下面一位
國王馬上就提倡，他親見佛教徒是這麼好的公民。這麼好的人怎可
以不護持？歷史的見證，「三武滅法」的期限都很短，大約只有兩
三年，國家領導人就明白了，恢復護持佛法，佛弟子守法才是真正
護持正法。所以在遇到災難時，你自己要做出好榜樣，「學為人師
，行為世範」，佛教誨我們的都是好樣子。



　　我在這幾年，有這個緣分參與國際和平會議。我把中國傳統的
智慧，倫理道德，把佛經裡面好的教訓，介紹給大家，介紹給聯合
國。他們聽了也都很歡喜，可是會後我們在一起聊天吃飯的時候，
他們就問我：「法師，你說的這些是理想，這是做不到的！」所以
就逼著我們在湯池做個實驗給他看，這個實驗做成功了，他們明白
了。所以現在他們對中國傳統的辦班教學開始有信心了。湯池在這
兩年，承蒙我們縣領導支持，諸位老師同心協力，真正依教奉行。
因為教學沒有別的，釋迦牟尼佛能教，孔子能教，我們為什麼不能
教？一樣能教。他為什麼教得好？沒有別的，就是我跟老師所講的
，釋迦牟尼佛自己本身做到了，他教人，人家相信。孔孟自己做到
了，別人相信他，不懷疑他。儒家的根基學科《弟子規》，《弟子
規》一千零八十個字，字字句句你都做到了，你才能教人。你跟孔
孟、跟釋迦有什麼兩樣？當然就產生了效果。
　　如果你只教別人做，自己不做，最後是失敗的，而且會失敗得
很淒慘。你的失敗必然會引起社會大眾對傳統聖賢教育產生錯覺，
誤認為這是過了時代的，是沒有用的實驗。你說你這個罪過有多大
！那你還不如不幹。所以要幹就得真幹，這事能救自己、能救社會
、能救國家、能救世界！所以，倫理道德因果教育一定要普遍提倡
，落實在這個現實社會上，他用得上的。向上提升即是科學跟哲學
，科學、哲學如果沒有倫理道德的基礎，特別是科學，對人是有害
無利的。西方近百年來全力發展科學，現在嘗到苦果了，如今走頭
無路，到東方來尋寶，要找中國的孔孟，要找印度的佛陀。這是我
們應當要明白的。
　　佛弟子一定是依教奉行，要持戒、要修定，你才會開智慧。戒
就是規矩，國家的法令規章都在佛教戒律之內。你看他說「不犯國
制」，那就是國家所有的法律你必須遵守，縱然這個法律制定不利



於佛教弘揚的，也要遵守。你要有耐心，你要讓社會大眾真正瞭解
佛教是什麼，他們一定會護持，他們會護法。所以不可以感情用事
，不能意氣用事，那就錯了。佛教我們的，「依智不依識」，這個
說得多好！智是理智，你要依理智；識是感情，不可以動感情，動
感情一定把事情做錯，好事也變成壞事了。所以要冷靜。社會團體
最重要的秩序，佛家講究威儀，人再多不要緊，有秩序，一點都不
亂，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
　　我們學佛這多年。確實我們感激老師，感激護法。沒有老師的
指導，我們永遠不瞭解佛法，永遠不願意去碰它，這個機緣是很不
容易遇到的。我遇到的三位老師都是高人，學了十三年，奠定這個
基礎。這個行業，出家是一種職業、一個行業，就是佛陀教育的終
身教師。釋迦牟尼佛一生，要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是終身的教師，
職業教師，跟孔子一樣。孔子教學只有五年，釋迦牟尼佛教學四十
九年，而且是義務教學，不收學費，有教無類，這是很感動人的一
樁事情。所以大家要曉得，不能誤會。真正的去學習，學智慧、學
倫理、學道德、學因果、學哲學、學科學，經典裡面內容總不外乎
這五大科目。
　　我想到今天有這一點成就，得到家鄉父老兄弟這樣的愛戴，我
非常感謝。尤其是感激我們國家的領導人，國家、各級政府的領導
人，感激家鄉父老兄弟愛戴和支持。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盡一點
心力幫助社會、幫助國家、幫助世界走向安定和平。今天借這個機
會，我在此地祝福大家，光壽無量，六時吉祥，事事如意！我們政
府的領導們，政躬康泰，國運昌隆，社會和諧，天下太平！福佑祖
國傳統文化，救度全球苦難眾生！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