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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掌聲有請尊敬的淨空老教授來給我們談談多元文化交
流對現代社會的意義。
　　老法師：尊敬的校長先生，尊敬的馬哈迪長老，諸位嘉賓、諸
位朋友們，大家晚上好！這一次承蒙回教大學邀請，明天是個特殊
的日子，學校要贈送馬哈迪長老博士學位，我來觀禮，我來讚頌。
　　今天有一些電視台記者來訪問，問到漢學院。漢學我做一個簡
單的報告，概括了中國傳統的學術，代表的就是儒家、佛家、道家
，我們講的儒釋道，這是整個人類文明的承傳。中國有文字到現在
有四千五百年，沒有文字之前不能說沒有文化，所以文化非常古老
。我們相信，印度婆羅門教有一萬三千年的歷史，中國也不會少於
它，中國古老的文化應該也有一萬多年。一萬多年，老祖宗有智慧
，我們不能夠疏忽，不能小看它。它的承傳非常簡單扼要，只有四
個科目，第一個科目是五倫，第二個五常，第三個四維，第四個八
德，所以很容易記，一代一代傳下去，決定不會傳錯。到孔子這個
時代，夫子是集大成，把它寫成文字留傳給後世。所以這是很古老
的承傳，這種承傳符合人性，所以它是整個人類文化的瑰寶，不是
屬於一個國家、一個族群。它超越時間、超越空間，超越時間就是
三千年前那個時候管用，現在還管用，三千年之後還是管用，不受
時間的限制；也沒有空間的限制，在中國這塊土地適用，在歐洲適
用，在美洲也適用，到非洲還適用，甚至於到其他星球上它還是管
用。所以這個是人類真實的智慧。
　　老祖宗告訴我們兩樁事情，第一樁事情告訴我們人性本善。這
個善不是善惡的善，這個善是讚美的詞，就是它太好了，無法形容



的，稱之為善。人性本善，每一個人人性都是本善，換句話說，人
人都是聖賢。佛家講，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一切眾生本來是佛」
，本來是佛跟中國古人所說的人性本善是一個意思。印度人稱為佛
陀，佛陀這意思可以用本善來解釋它。本善是自性、真心，是你本
有的，不是從外面來的。由此可知，中國傳統文化它是屬於全人類
的，不屬於某一個族群、某一個國家。
　　因此，今天我們的社會，整個地球遇到麻煩了，史無前例的混
亂，用什麼方法能解決？英國湯恩比博士告訴我們，「解決二十一
世紀社會問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他的話講得非常
正確。中國文化真能解決問題嗎？我們得追根究柢去問問。這些話
我曾經問過倫敦大學、劍橋大學、牛津大學的漢學系，跟他們教授
、同學們做過交流。我就問大家，湯恩比的話你們相不相信？結果
沒有人回答我。我反過來問，難道湯恩比博士的話說錯了嗎？也沒
有人回答我。最後逼著我繼續講下去，我說我很佩服你們，你們為
什麼不願意答覆我，大概是湯恩比博士的聲望太高，這世界知名的
學者，你們不敢反對他，也不敢承認。為什麼不能承認？說中國東
西這麼好，為什麼中國人自己不要，所以你們不能接受有理由，我
也能夠諒解。
　　但是研究學習的理論與方法，確實現代人跟古人有差別。現在
人喜歡懷疑，科學教人第一個就是懷疑，從懷疑才能發現問題，然
後才去解決問題，這個是現在普遍中國人也採取。但是對於聖人的
教誨，我們講聖賢教育、佛陀教育、宗教教育，就是神聖的教育，
是決定不能懷疑的，懷疑你什麼都得不到。所以它要的條件是要真
誠，真誠心、清淨心、恭敬心才能學到。中國近代的一位大師，印
光大師常常說，「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
如果沒有真誠、沒有清淨，即使孔子來教你、佛陀來教你，你也得



不到。為什麼？真誠、恭敬是性德，就是至善，是性德。性德與性
德相應，你才能聽得懂，你才能夠悟入。所以這個是東方學東西它
要求的是要老實、要聽話、要真幹，決定不可以懷疑，不可以有意
見，你才能得到。那方法呢？方法是佛教傳到中國來，佛是用戒、
定、慧，因戒得定，因定開慧，叫你開悟，就是大徹大悟，明心見
性，以這個為最高的標準。所以佛陀、菩薩、羅漢是佛教裡面學位
的名稱，最高的學位就是佛陀，相當現在講的博士；菩薩是第二個
學位，碩士；阿羅漢是第三個學位，學士。儒家亦如是，儒家講聖
人、賢人、君子，聖人是第一個學位，賢人是第二個學位，君子是
第三個學位。所以它不一樣。它求的是什麼？真實的智慧。智慧不
從外面來，從清淨心來。人的心愈清淨，生智慧，不生煩惱；心不
清淨，生煩惱，不生智慧。
　　所以五倫是講人與人的關係。中國古人很少講國家，心目當中
都是天下，就是整個地球、整個宇宙是一家人，這是儒家所說的。
佛家說得更親切，它不是講一家人，一體，整個宇宙跟我是一體。
所以惠能大師開悟之後告訴我們，「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萬法
是整個宇宙從哪裡來的？我們自己真心裡頭變現出來的。所以東方
追求的是智慧，西方求的是知識，知識有侷限性、有後遺症，智慧
沒有侷限性、沒有後遺症。我記得我在馬來西亞看馬哈迪長老，那
個時候《群書治要３６０》第一冊印出來了，我送給長老。長老拿
在手上告訴我，你看這是幾千年前的人說的話，現在還管用，這叫
真實智慧。所以我一聽說，校長告訴我，學校要開一個四庫館，要
開漢學系，我非常歡喜。這個舉動在整個世界還是第一，中國學校
還沒有正式開漢學系，所以印度尼西亞來帶動。我們馬來西亞也有
一個漢學系，現在工程大概今年年底可以完工。所以我們希望把人
類的瑰寶、人類老祖宗的智慧，我們要把它繼承下來，要發揚光大



，不但救自己的國家，它能救全世界。所以這是漢學的意義，我們
共同努力。我非常感激馬哈迪長老，他不但是政治家，他是教育家
，他也是宗教家。我希望長老能夠帶領我們把宗教團結起來，宗教
回歸教育，宗教互相學習，用宗教的力量來幫助這個社會化解衝突
，帶給世界永續安定和諧。這就是漢學的意義，我簡單的說到此地
，謝謝大家。
　　主持人：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勢在必行，讓我們再次掌聲感謝
老教授的教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