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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教育部第六百八十二次部會報正式開始。首先為大家
介紹今天與會的貴賓，第一位是今天特別搭機前來，贈書與演講的
，財團法人至善教育事務基金會董事長
上淨下空法師，請大家熱烈鼓掌歡迎。謝謝。接下來有幾位法師隨
行的弟子，也跟大家做一個介紹。澳洲淨宗學院上悟下平法師，馬
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主席蔡禮旭，成功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張有
恆，香港佛陀教育協會執行董事胡妮妮，澳洲淨宗學院執行長康國
泰，華藏衛視電視台總裁陳彩瓊，總經理謝吉田，耕心蓮苑教育基
金會執行長陳瑞珠，駐會董事余素華。再來是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
協會創建人，Dr.Steven Long，祕書長，Mrs Vicky
Long，以及理事長吳庶深教授。歡迎各位貴賓蒞臨指導。
　　接下來恭請部長上台致詞。
　　部長：上淨下空我們法師大和尚，在場我們華藏衛視陳總裁、
謝總經理，還有我們來自澳洲淨宗學院的悟平法師，馬來西亞中華
文化教育中心蔡禮旭主任，還有成功大學管理學院張有恆院長，香
港佛陀教育協會胡妮妮董事，還有淨宗學院執行長康國泰康執行長
，還有耕心蓮苑教育基金會陳執行長，還有余素華駐會董事。還有
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我們創辦人，Dr.Steven
Long，還有祕書長，Miss Vicky
Long，以及我們吳理事長，吳庶深教授，在場我們來自國內各個推
動僑教有成的各位學校代表，各位老師，還有本部各個附屬館所的
所長，部裡各單位的主管，所有的科長以上的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大家好。
　　已經有一、二個月我們沒有召開擴大部的會議。今天非常難得
，我們邀請到
上淨下空老和尚來給我們講解，《國學治要》，對教育發展的一個
重要性。事實上這個之前，我們老和尚也要送二千套《國學治要》
給我們國內。我想除了大專校院之外，應該國中以上，還有社教館
所也都有參閱的價值。這是一套經史子集，把中華文化精華，把它
編輯，很值得大家來共同閱讀。所以今天我們除了可以聆聽我們師
父對於這樣的一個國學，中華文化的精華，對於我們教育發展，尤
其師父長年對於品格教育，給我們的鼓勵跟推動，我想今天都可以
得到很多的啟示。
　　同時我們也對今天推動僑教的各位同仁，各個學校的老師，你
們的用心，讓我們非常感動，今天也藉著這個機會，來公開給予肯
定。
　　另外我們曾淑賢館長也得到美國圖書館學會一個特殊的獎，他
要獻獎。還有我們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他們也有建國百年集
千張卡片當中的百張卡片，他們對國家的祝福，我們一併來表示感
激。所以我想我就先開個頭，等一下再給各位做一些心得分享。謝
謝大家，謝謝！
　　主持人：謝謝部長，請部長就座。
　　接著進行《國學治要》捐贈儀式，儀式開始，先請高教司司長
何卓飛上台說明。
　　高教司司長：部長，次長，上淨下空老法師，各位貴賓，各位
夥伴大家午安，大家好。
　　高教司來就這個至善教育事務基金會董事長，我們上淨下空老
法師來捐贈我們《國學治要》套書，做簡要的說明。至善教育事務



基金會，它是從九十六年成立的，成立以來，我們這個基金會就致
力於弘揚中華的傳統文化，以及發揮整個倫理道德教育，它所必須
推動的相關事務工作，非常盡力在推展。董事長上淨下空老法師，
也特別的有感於傳統道德文化式微。而且我們老法師也看到《國學
治要》，它是集《四庫全書》的精華來編輯而成，它是國學入門必
讀的一個寶典。但是在坊間上，卻不是那麼多，所以特別就印製了
《國學治要》套書二千套要寄送給各個大專校院，也希望我們大學
校院圖書館，能夠好好的珍藏、流通，讓我們每一個大學同學都能
夠閱覽。從這本書裡頭，來了解整個中華傳統文化，以及能夠提升
品德智能。在這裡我想由至善教育事務基金會來捐贈，更具特別的
意義。尤其我們在《大學》，《大學》的首章，「大學之道，在明
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剛好和這個至善教育事務基金會契
合，所以我們也特別的恭請部長來代表大學校院，接受這個套書的
捐贈。以上報告。
　　主持人：正式捐贈，請部長就位。請財團法人至善教育事務基
金會董事長上淨下空法師就位。
　　請上淨下空法師捐贈書籍。
　　恭請部長頒發感謝狀。
　　謝謝。
　　敬請上淨下空法師於台前就坐。
　　恭請部長致詞。
　　部長：我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剛剛能夠從我們上淨下空老法
師老和尚的手上接下這《國學治要》，這一套有八冊，就是把中華
文化經史子集，這套書能夠把它來代轉到我們的大專校院。我們的
大專校院只有一百七十幾所，包括一般的軍警學校，所以其實我們
還可以多幾套送到高中職，跟社教圖書館，甚至國中我們都還可以



來轉贈。讓更多的人來親近中華文化，來接受傳統，我們先聖先賢
的智慧。其實中華文化說，最後就是教孝，告訴大家怎麼來敬師，
告訴大家怎麼樣來回饋，服務社會，做一個良善的國民。所以今天
我們師父也是要利用等一下講課，把這個《國學治要》，它對教育
的一個重要性，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剛剛在接受這個贈書之前，我還特別請教師父，和尚跟
法師怎麼區隔？師父說，從事佛法講道，宣揚佛法，都叫法師，所
以法師是一個廣泛的名詞。和尚是要有登堂，進門登堂入室，親自
接受教導的，才可以稱和尚。其實我跟師父的結緣非常早，我在台
北市教育局的時候，我就非常景仰師父。那時候我認識了我們華藏
衛視，就是每天打開電視１０１頻道，華藏衛視陳總裁，陳彩瓊陳
總裁，也是相當熱心，跟她的先生謝吉田總經理，他們二位，他們
都是在台灣，陳彩瓊總裁也當過老師，後來他們到美國去，在達拉
斯。後來他們覺得事業成就之後，想要回饋社會，就追隨師父，希
望用佛法來弘揚，把中華文化在世界發揚光大。所以當時她就回台
灣，在台北市政府成立一個華藏基金會。華藏教育基金會就在台北
市來立案。所以當時我是教育局長，就因為這個機會，我有機會跟
陳彩瓊陳總裁，她妹妹也是我們台北市的一個校長，就這樣的認識
。後來也好多機會跟師父來做請教，也陪馬總統，馬市長去跟師父
有所請益。總統當了總統之後，也曾經邀請我們師父到總統府去，
跟師父來做請示。
　　其實每天我們看到華藏衛視，它在全球五大洲有五顆人造衛星
，二十四小時在做佛法的一個傳播。其實師父一直強調，湯恩比，
英國的一位學者，歷史學家湯恩比，他就談到說，要解救人類的未
來，世界的和平發展，一個是中華文化、儒家的思想，一個是佛法
，大乘佛法，這兩個儒家跟佛教思想是可以使人類永久和平。所以



師父可以說是一個對推動中華文化不遺餘力，弘揚佛法也很用心，
也得到世界各地給他肯定。英國柴契爾首相也曾經邀請他到英國，
來跟他請教。事實上，師父最近又要再第幾次我不知道，到梵蒂岡
，教宗也邀請他去。事實上聯合國，他也到聯合國去，對世界和平
，被邀請去做公開演講。事實上他也是馬哈迪，伊斯蘭教，馬來西
亞前總理的個人的一個請教的顧問。所以他在澳洲，常年在那裡宣
揚佛法，在新加坡，在東南亞國家，都有他一個道場。在大陸，他
也曾經在湯池，有一個小鎮，在那裡推動一個道德鎮。這個道德鎮
，湯池這個鎮，他的故鄉，到最後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沒有強
盜，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整個社會變成非常溫馨。師
父最近也發宏願也在潮州，潮州鎮也要打造成一個道德鎮。所以在
九十八年我曾經到華藏衛視跟師父來請益，也在仁愛和平講堂談到
道德教育，師父也一直，那時候我在台北市擔任教育局長，也一直
在關注學校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我想今天師父從他的一個講座裡面
，可以感受他對人類的一個道德的提升，對國家社會，這種使命感
。他本身也追隨過方東美教授，章嘉大師，還有李炳南老居士，學
過一些哲學十幾年，所以他的學術底子非常廣博，我相信他的演講
對我們會很有啟發。
　　我到部裡來一直強調要推動師道跟孝道，其實也是，我家幾乎
天天都看他的節目，１０１的華藏衛視，我太太退休之後也是感受
到道德、這個社會風氣提升的重要性。所以師父一直強調只有重視
孝道，只有重視師道，這個國家社會才有一個提升的機會。所以我
是說，今天我們好不容易邀請他來，他專程，他在國外，講佛法、
傳揚儒教思想很忙，他專程搭飛機回來，就是要捐這個書給我們，
同時幫我們來上一堂課，非常感謝師父。不過我也抱歉就是說，我
恐怕今天沒有福氣聽他講課，因為三點鐘總統在總統府有黃金十年



，有教育政策的一個報告，我必須要趕回去。如果我有福氣，那邊
趕快結束，趕得來，說不定還能聽到。所以我的話到這裡打住，再
度我們以熱烈的掌聲來謝謝師父給我們這套書，謝謝。
　　主持人：謝謝部長，請部長回座。恭請上淨下空法師為我們致
詞。
　　（時間要提示我，到最後十分鐘告訴我，五分鐘告訴我一下，
我不知道時間。）
　　淨空法師：尊敬的部長，諸位長官、諸位大德、諸位朋友，今
天淨空非常榮幸，接受我們親愛的部長邀請我，告訴我今天的活動
是部裡面的內部活動，沒有外面的人參加。要我把這個，我今天到
這裡才看到題目，「國學治要」。
　　很多年前，在台灣幾乎讀書的人都非常關心中國有兩個國寶，
一個是《四庫全書》，一個是《四庫薈要》。多年來因為《薈要》
是孤本，只有在故宮收藏著一部。這兩樣東西我們都擔心，怕將來
在戰亂的時候丟掉了，那就非常非常可惜。沒有想到商務印書館，
它居然把《四庫》印出來了，這個我們非常歡喜。當年它只印了三
百套，分藏在全世界各個地區，我們也知道這部書不會失傳了。世
界書局接著把《薈要》印出來了，《薈要》只印了兩百套，我買了
七十套，分送給中國每一個省、自治區、特別市，選擇一個大學，
贈送給學校。另外就是有一些圖書館，像上海圖書館、北京圖書館
，我也都送給它們。這是希望能夠普及，而不至於失傳。
　　這個書我看到了，我自己也收藏一部《全書》、一部《薈要》
。這書從哪裡看起？太大了！現在用的是縮小的版，《薈要》五百
冊，精裝五百冊，《全書》一千五百冊，從哪裡看起？當時我心裡
就想，怎樣讓年輕人對這個古籍產生興趣，那就必須要從這個書裡
頭摘要，摘出精華的句子，編一部小冊子，依照經史子集來編。我



就找了我弟弟，那個時候我弟弟在復旦教書，我說你去找這些老教
授，退休的老教授，教國文的、教歷史的，替我從《薈要》裡頭，
《薈要》是精選的，《四庫全書》的三分之一，從這裡面去選，選
成精華的東西，我們編成一套書。做了三年，我也花了大概有五、
六萬人民幣供養這些教授，拿來給我看的時候不適合。從這個地方
我們就深深體會到，我們的國文程度跟以前比相差很遠。所以這個
事情就放下了，總是常常念著這樁事情。
　　我在香港講經。這是致詞，不是講演，所以我把這個因緣要向
大家做一個報告。我的說話就到此為止，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老法師。禮成，再次感謝財團法人至善教育事務
基金會致贈寶貴的書籍，更靜待老法師待會的演說。
　　部長：師父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可以演講的，他電視錄影的時
段，超過一萬個小時，每天二十四小時在世界五大洲，五顆人造衛
星在全球轉播，所以你叫他隨便，不必他準備，都可以講到一個小
時，二個小時都沒有問題。但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們等一下再請師
父做專題演講，感謝師父。
　　謝謝。是不是先請師父，對，部長請回座。請師父先進貴賓室
休息。部長請回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