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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博科娃閣下、世佛聯主席宛納梅提先
生、各國大使代表、各位宗教領袖、各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好！
　　今年教科文組織的國際和平會議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聚會，我們
紀念已故泰國國王普密蓬．阿杜德陛下，懷念他對人類可持續性發
展的貢獻；我們聆聽了古今治國寶典《群書治要》的理念與實踐經
驗；我們探討了多元宗教教育與和諧的密切關聯；我們了解了多元
宗教教育如何化解衝突、促進和平，以及宗教之間的關係、宗教與
環境的關係；我們共同祭祀了世界各族的祖先，這在教科文組織是
一項創舉；我們聆聽了傳統文化與水結晶的報告；我們聆聽了世佛
聯弘揚佛陀教育與促進世界和平的實踐經驗。如此多元而豐富的內
容，顯示本次的國際和平會議，在促進世界和平的理論與實踐方面
，有了長足的進展，成果也特別豐碩。
　　在本次會議即將結束之際，我想再次強調宗教教育當中「一體
的愛」的重要性；以及在實踐當中，必須「重義輕利」；同時，基
於對因果法則的了解，所以能夠做到「安分不爭」；然後，我想舉
出落實宗教教育的案例，來證明其可行性。
　　一體的愛
　　誠如我之前所說的，宗教是人類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學、尊
崇的教化，是人類不可或缺的普世教育。世界各宗教的核心都是仁
慈博愛，而仁慈博愛的根源是因為大家是一體的，如同身體的五臟
六腑與四肢百骸一樣。當牙齒咬到了舌頭，舌頭不會去報復，因為



它們是一體的；當左手受傷了，右手自然會去撫慰左手，不需要任
何理由，因為它們是一體的。同樣的道理，了解到無量的眾生跟我
們自己是一體時，我們的慈悲就是沒有條件的，能夠平等的愛護一
切眾生，這就是真心。當真心流露出來時，清淨、平等、正覺、慈
悲這些性德就自然現前。
　　在各宗教的典籍裡，都有類似這樣的記載：看到有人遭遇苦難
的時候，自然而然就會體會對方的痛苦而伸出援手，所謂「人饑己
饑，人溺己溺」。這種惻隱之心，是人性當中本來具有的，這就是
所謂的「良心」（真心），也就是「一體的愛」，也就是「神性」
。將這種良心發揚光大，人人都能成為聖賢君子。但是人們的良心
容易受到物質欲望所蒙蔽，而變得自私自利，做出損人利己的行為
，所以就需要宗教教育來教化人心。宗教教育的內容包括倫理教育
、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和聖賢教育。而宗教教育的終極目的，就是
使人回歸到本性本善的良心、回歸到一體的愛、回歸到神性，那時
，人就與神合而為一，就是聖賢，就生活在純淨純善的天堂當中。
　　重義輕利
　　回歸一體的愛，在實踐方面，必須做到重義輕利。所謂的「義
」，就是正當的行為，乃是依循倫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
聖賢教育去實踐的行為。
　　自私自利是當今世界種種問題的根源。中國古代聖哲孟子在二
千三百多年前，就已經看清楚了這個問題。有一次孟子去拜見梁惠
王，梁惠王問他：「老先生，您從老遠的地方來到我的國家，能給
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利益？」孟子回答得很好：「王何必談利呢？還
有仁義啊！」孟子不願意談利益，他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如果一個國家，從領導人到老百姓都在爭奪利益，這個國家就
很危險了！國家如此，家庭亦然，如果家庭中夫妻、父子、兄弟都



在互相爭利，那麼這個家就不成為家了。
　　如果人們只重功利，不講道義，為了滿足自私自利，背棄了倫
理、道德、因果、聖賢的教育原則，有利可圖時就是朋友，利益衝
突時就是敵人；有利可圖就聯手，利益衝突就消滅對方，這樣的社
會，人民無論貧富，都生活在不安、痛苦之中，這樣的風氣真的是
禍患無窮！要扭轉這種頹勢，就必須振興宗教教育，端正世道人心
，提倡重義輕利。將道義放在第一位，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人才
會清醒，才會深刻了解：遵循倫理道德，人才活得心安理得；遵循
因果法則，人才能改造自己的命運；學習聖賢教育，人才能提升自
己的靈性，獲得永恆的真實快樂。如此落實，人才能恢復良心、恢
復一體的愛、恢復神性。
　　安分不爭
　　在前述四種普世教育當中，因果教育特別重要，但恰恰是最受
忽視的環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樣的因果法則是古人普
遍接受的一種觀念。但是現在人目光短淺，又利欲薰心、急功近利
，往往不相信因果報應。然而，因果法則是宇宙間運行的自然規律
，不會因為人們不相信就不產生作用。「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只要經歷足夠長的時間醞釀，善惡報應會分別顯現在作善和作惡者
的身上，絲毫不爽。
　　舉例而言，財富、聰明智慧、健康長壽是每個人都希望得到的
，但必須知道獲得它們的原因和方法。具備了因，加上種種適當的
助緣配合，才能得到果，這不是強求所能得到的。財布施得財富，
法布施得聰明智慧，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這是它們的因果關係。
如果能夠堅持，按照這樣去布施，這三種福報都能得到。
　　就財富而言，一個人今生能得多少財富，跟他今生與過去生所
做的財布施密切相關。所以命運是存在的，所謂「一飲一啄，莫非



前定」，該是你的，終究你會得到；不該你得到的，你怎麼爭也爭
不到。所以福報是修來的，不是爭來的；爭，不但對自己沒有好處
，反而會傷害自己。了解這個原理，人的心就安了，就會安守本分
，不會作非分之想，更不會為了發財而違法亂紀、鋌而走險了。
　　雖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但是命運不是定數，而是可以改
變的。如果一個人毫不行善，而是不斷造惡，那麼他的福報與好運
很快就會消耗完，接著來的是無盡的災難與厄運；反之，如果一個
人努力斷惡修善，那麼他的命運就會愈來愈好，災難與厄運會很快
度過，福報與好運會綿延長久。明瞭這樣的因果關係，人自然會重
義輕利，因為他知道，注重道義所修的是福報的因，將來自然會感
召福報；爭奪是受苦的因，將來必定會感召苦果。
　　中國古代有個安分不爭的故事傳為佳話，後來編成《六尺巷》
的戲劇，勸勉人落實禮讓的美德。這個故事發生在清朝康熙年間，
故事的主人翁是當時在朝廷擔任高官的張英，他一生為人處事以「
敬慎」為懷。有一次，張英的老家與鄰居吳家，為了住宅基地的問
題發生爭執，彼此不肯相讓，地方官員也勸解不了，於是張家的總
管寫信派人送到京城，向張英報告這件事。張英回答給家人只是一
首詩：「一紙書來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
見當年秦始皇。」於是張家人主動退讓了三尺；吳家見了深受感動
，也退讓了三尺，於是兩家之間留出了一條六尺寬的巷道，這就是
「六尺巷」的由來。張英之後，張氏家族世澤綿延、人才輩出，明
清兩代近二十世，族中秀才以上功名者近千人，其中進士二十六人
，舉人八十九人，貢生、國子監生七百餘人，呈現了「父子宰相」
「三世得謚」「六代翰林」的光榮景象。凡此種種，都與安分不爭
、厚德載物的敦厚家風息息相關。
　　這個故事給予我們很重要的啟示，正與我們本次會議的主題相



應：選擇惡性競爭、鬥爭、戰爭，人類有受不完的災難；放棄惡性
競爭、鬥爭、戰爭，人類有享不盡的福報。這完全符合宗教教育與
因果法則，值得大力宣導，普令世人覺醒。
　　落實宗教教育的案例
　　一、傳統文化教育中心
　　二ＯＯ五年，我在自己的家鄉成立傳統文化教育中心，向小鎮
的四萬八千居民宣揚倫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聖賢教育。
三個月的時間就成效卓著：家庭裡婆媳紛爭解決了，家庭和睦；鄰
里之間的紛爭沒有了，鄰里和睦；社區大家不再丟垃圾了，社區整
潔；商店不再有人偷竊，商店安寧；離婚率和犯罪率都大幅度的下
降，小鎮祥和。有一個外來的人將錢包遺失在出租車上，出租車司
機拾金不昧，將錢包送到警察局。失主得到錢包之後非常歡喜，取
出很大的一筆錢來酬謝司機，但是司機拒絕接受。司機說：您不用
給我錢，這是我應該做的；如果是從前，我會把錢包裡的錢佔為己
有，不會還給您，但是我自從學習了聖賢教育之後，知道做人的道
理，不應取非分之財，所以我把錢包還給您——不止我會這樣做，
我們小鎮上每個出租車司機都會這麼做。從這裡可以看到，接受過
普世教育的人，確實能夠回歸本善的良心，做到重義輕利，安分不
爭，這才是最吉祥的人生。
　　二、道德講堂
　　這裡所謂的「道德講堂」，是指提供安穩的食宿環境，讓人放
下一切牽掛與干擾，七天的時間裡，專注於學習倫理教育、道德教
育、因果教育、聖賢教育。如此的密集學習，效果非常顯著：七天
之內，惡人改惡向善，暴戾的人變得和善，貪婪的人戒除貪心，忤
逆的人變得孝順，婚姻面臨破裂的人和好如初……許許多多人的人
生價值觀產生了重大的正面轉變。這充分顯示人性本善，人是教得



好的，只是沒有遇到正確的指導而已。宗教教育的重要性再度得到
了肯定。
　　三、幸福企業
　　企業落實四種普世教育，員工定期輪流學習。企業以員工的幸
福與顧客的滿意為目的，不以賺錢為目的。整個企業就是一個相親
相愛的大家庭，老闆是大家長，員工都是家人，彼此互相關懷、互
相照顧、互助合作，發揮一體的大愛。如此，雖然不強調營利，結
果企業的利潤自然不斷增長；雖然不強調解決問題，結果企業的許
多問題自然消失於無形。
　　四、新加坡宗教團結
　　一九九九年，我們在新加坡團結九大宗教，用的是佛教的「四
攝法」，也就是四種公共關係法。第一個「布施」，多送禮、多請
客，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第二「愛語」，講真正對別人有幫助
的話；第三「利行」，做真正對別人有利益的事情；第四「同事」
，具有共同的理想，從事共同的事業。九大宗教互相學習彼此的教
義，互相參加彼此的大型活動，時常聚會交流，真正成為相親相愛
的一家人，新加坡政府非常歡喜，特別加以表揚，這對新加坡的社
會安定起到很好的作用。
　　五、圖文巴宗教團結
　　二ＯＯ二年，我在澳洲圖文巴市成立「澳洲淨宗學院」，開始
做團結宗教、團結族群的工作。我們每週六舉辦溫馨晚宴，準備美
味的素食餐飲，免費招待任何願意前來聚餐的人。晚宴上還有餘興
節目表演，也有宗教教義的分享，在這個交流的平台上，大家互相
認識，加深友誼。圖文巴也舉辦青年學習營，參觀各宗教的活動場
所；宗教領袖定期聚會研討；各宗教代表固定時間在廣播電台播講
宗教教義。圖文巴各宗教代表與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等地區宗



教人士一起，從各自宗教聖典裡粹選精華三百六十小段，合集成為
《宗教經典三六Ｏ》，方便各宗教人士互相學習彼此的教義。圖文
巴有志之士共同發起，希望將圖文巴構建成全世界第一個「多元文
化和諧示範城」。從二Ｏ一三年到二Ｏ一六年，圖文巴代表團連續
四年在教科文組織匯報和諧的成果。今年三月，教科文組織九個國
家大使代表訪問圖文巴，印象非常深刻，認為確實是落實了和諧的
理念，做出了和諧的榜樣。
　　結語
　　英國歷史哲學家湯恩比博士曾說：「歷史的發展是先有宗教，
然後科技再從宗教中衍生出來。科技從未能夠替代宗教，並且我預
計，它永遠不能替代宗教。」由湯恩比博士這段話中，我們可以了
解，宗教教育是人類不可欠缺的。
　　我從事宗教團結與宗教教育將近二十年，經驗告訴我，宗教教
育確實能夠化解衝突，促進安定和平。關鍵在於宗教之間必須時常
交流往來，增進彼此之間的認識與情誼，才能真正達到效果。因此
，多年以來我一直期望有人能夠成立宗教大學，培養宗教教育繼起
的人才，讓這些人才在一起學習，互相交流與觀摩。現在，英國威
爾士三一聖大衛大學準備設置「和諧博士」學位，請各宗教領袖推
薦二十五位博士生，既深入學習自己宗教的教義，同時也聆聽其他
宗教的教義。幾年之後，希望成立宗教學院，乃至進一步成立宗教
大學。從這裡培養出來的各個宗教傳教師，將在網絡電視台講解宗
教經典，讓全世界人都能收聽。這是一個非常偉大的計畫！希望有
新一代的年輕人，能將宗教教育的理念發揚光大，進一步團結各宗
教，造福全人類，這將是宗教教育對世界做出最傑出的貢獻。
　　最後，虔誠祝願宗教教育普遍全球，帶來社會安定、人民幸福
、天下太平！祝願在座的各位身心健康、六時吉祥、光壽無量！謝



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