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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我在學校念書的時候，對於宗教也很有興趣，但是對於
佛教了解得太少，總認為佛教是多神教、是低級的宗教，遠遠比不
上基督教跟伊斯蘭教，所以在學校這個階段當中，我接觸基督教跟
伊斯蘭教的時間比較多。
　　學佛的因緣是到台灣之後，親近方東美先生，方先生告訴我：
「佛經是全世界哲學裡面的最高峰」，「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經過方先生的介紹，我們才認識佛教除了宗教之外，它裡面還有
非常豐富的內涵，引起我們修學的興趣。
　　問：「是誰啟發您學佛的動機，還有奠定基礎的善知識？」
　　答：「這剛才就答過了」。
　　問：「他對於您佛法上最深刻的體悟，是什麼樣的體悟？」
　　答：這是我剛才講的，這使我對於佛法產生濃厚的興趣。以後
我親近章嘉大師，跟章嘉大師三年，這三年當中奠定了修學的基礎
。章嘉大師圓寂之後，過了一年，我親近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在李
老居士那裡十年。
　　在早年，我們總是把佛教看成宗教，把佛教看成低級的宗教，
因為佛教裡面的神太多了，所以總是認為它是泛神教、多神教。以
後親近方東美先生，方先生教導我，他告訴我說：「佛教是全世界
最高的哲學，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這樣使我們對於佛教，從
另外一個角度去觀察、去了解它，才知道佛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
。
　　方先生的介紹，以後我有機會親近章嘉大師，在章嘉大師那個
地方三年，奠定了修學的基礎。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善知識，我們



有緣親近。章嘉大師圓寂之後，我到台中親近李老師。深深感觸到
這麼好的教育，而世間人把它當作宗教，是值得惋惜的。因為宗教
實在講，是迷信的、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為這個動機，我們才發
心專心從事於這個工作，這就出家了。所以出家的時候，目的是想
放下一切，全心全力來做這個工作，從事於佛教教育弘揚的工作。
　　在前面我曾經說過，佛陀教育是佛對於九法界眾生至善圓滿的
教育，所以佛教永遠是指導這個世界的，而不是落在時代的後面，
也不是跟在時代的後面，實在說它是永遠站在時代的前端，來指導
這個時代的。科技發達，當然運用高科技來傳播，這是一定的趨勢
。在台灣我們首先提倡利用科學工具，最初我們製作錄音帶，我們
辦視聽圖書館，用錄音帶、錄影帶，現在發展到CD，傳播到全世界
。有一些同修發心，將我們這個帶子拿到電視廣播，在台灣、在美
國，整個北美洲現在每天都有一小時的時間在播放。因為我們所有
的這些錄音帶、錄影帶、CD跟書籍，全部都沒有版權，所以歡迎大
家去流通。
　　問：「現今培訓弘法人才的計畫是怎麼樣？」
　　答：培養弘法人才，這是續佛慧命，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特
別是在晚年，我幾乎專心做這個工作。現在新加坡李木源居士，新
加坡的淨宗學會，他們發心做這個工作，邀請我到那邊去教學。培
訓的計畫是每一屆四個月，而每一屆裡面只收二十個學生。因為學
生必須要上台去講演，每一個學生有二十個小時講台練習的時間，
所以四個月只能夠容納二十個人。
　　我們教學是專修專弘，四個月集中起來學一部經，把這一部經
講好，以這個做為學習的典範，往後他修學任何經典，利用這個模
式就可以了。除這個之外，就是精神教學，精神教育一定要勸勉他
真正的學佛，作師作範，所謂是「學為人師，行為世範」，這就是



存菩薩心、修菩薩道。
　　這個問題在剛才講演裡面也都說明白了，大乘佛法修學的目標
，就是幫助一切眾生明瞭宇宙人生的真相。宇宙是我們的生活環境
，人生是本人；換句話說，就是幫助他認識自己，認識他自己生活
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