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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法師，諸位同學，這次回到此地，主要的是州政府發給我
們一個獎章，同時接受南昆大的校長，昨天我們有個聚會，我們也
是很懇切的談到目前社會教育問題。社會許多錯綜複雜的問題，最
嚴重的是青少年的犯罪率不斷的向上提升，這是所有人都在憂慮。
如果這個問題不能控制，十年、二十年之後那就會非常嚴重，不堪
收拾，所以大家現在都很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
　　我們學佛也有半個多世紀，在這麼長的時間，我們觀察、反省
，為什麼不能成就？念佛的人有沒有把握往生？沒有人敢說；學教
的人不能夠大開圓解；參禪的人，不要說開悟了，想得定都有困難
。為什麼古時候的人，我們看他們接觸佛法，時間不久，有三年、
五年，十年、八年，都有很殊勝的成就？如果說起我們現在物質的
資源條件，比古人超過十倍、百倍，為什麼我們的成就不如人？而
社會呈現出動盪不安的現象，原因在哪裡？
　　昨天我們在大學，有位教授他是主管教育的，相當於我們中國
學校裡面的教務主任一樣。他給我們說了一樁事情，這樁事情是在
二次大戰之前，西方人對於世界文明興衰的一個看法。他說古代的
文明有埃及、巴比倫，都沒落了，為什麼古老的中國還存在？他們
得到的結論，中國的教育非常著重家庭教育，可能是因為家庭教育
的關係，使中國五千多年來在這個世間上沒有被消失。這個結論是
正確的，所以這些年來，我在國際上跟大家介紹的，都是介紹中國
教育。中國人自古以來最重視的就是教育，所以《禮記‧學記》裡
面記載著「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不但是建個國家第一樁大事是
把教育辦好，同樣一個道理，年輕人結婚成立一個家庭，家庭裡什



麼事情最重要？給諸位說，還是教育，也是教學為先，這是中國五
千年傳統的觀念。
　　中國人疏忽教育是在最近，說實在話，不到一百年；而中國教
育被整個遺忘，實在講，是中日戰爭，我們的社會被戰爭打亂了。
八年抗戰，人人都存著逃難，逃避這個戰爭，教育當然就受了影響
，受了很大的影響。一直到今天，中國古老教育被人家忘記，淡忘
了，父母不知道教育兒女；在社會上，老闆不懂得教育員工，所以
這個社會呈現出一片亂象，叫人感覺到非常的憂慮。怎麼樣化解衝
突，促進社會安定和平？實在說，還是要靠家庭教育，家庭教育不
能恢復，整個世界的衝突決定不能夠化解。我六月份到法國、英國
去參觀，然後到美國，我們也發現美國人現在對於青少年的教育也
逐漸在重視了，這是個很好的現象，我們看到很歡喜。
　　可是說到教育，中國的經驗非常豐富，中國人對這樁事情是肯
定的。教育教什麼？中國諺語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所以中國的教育就是和平的教育，和平一定要依靠性德才能夠
達到。性德就是你自己本性裡頭本來具足的，不是從外面來的，性
德是最完美的，最健康的。所以中國古老的教育，教學的中心就是
倫理道德，倫理道德是自然的，是人的天性、是人的本性。《三字
經》上第一句話就說，「人之初，性本善」，這是教我們要肯定一
切人本性都是善良的，這個不可以否認。再惡的人，他那個惡是習
性，不是本性，所謂是習慣成自然。他沒有受到好的教育，被外面
惡的習氣薰染而變壞的，不是他的本性。所以，教育的功能沒有別
的，就是讓人從習性回歸到本性，這個教育就成功了。
　　中國，我們的祖先實在講聰明到極處，他把本性裡面的中心點
找到了。這個點是什麼？就是五倫裡頭第一句話，「父子有親」，
親就是親愛。你看看父子的親愛，那不是教的，不是造作的，不是



有任何條件的。從什麼地方看？我們上次到日本去旅行，跟著我去
的人很多，在日本有位同學，她帶著她的小兒子，四個月，跟著我
們一起去旅行，大家都喜歡他。我就跟大家講，你們看父子有親就
在這裡看。你看那個四個月的小孩，他愛他的母親，他母親也愛他
，這裡頭不附帶任何條件，這就是本性，這是本性的原點。教育就
是這種親愛怎麼樣能保持著一生當中永恆不變，這是教育。
　　你一生這個愛不會變，現在會變質，現在不要等一生，二、三
歲就不行了，就變質，就不聽話，愛就沒有了。這是什麼？教育，
沒有教育。從前父母教，家裡面的大人都要教；現在不教了，現在
誰教小孩？電視教小孩。上了學，在美國一年級小朋友就用網路，
就用電視、用電腦，那裡面的內容是暴力、色情，殺盜淫妄。他從
小就接受這個教育，三、四歲就非常麻煩了。由此可知教育的重要
，教育對一個人的影響多麼大。所以現在，首先我們要有這個正確
的認識，然後我們如何來落實，把倫理的教育恢復。
　　七０年代英國湯恩比博士所說的，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
，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我也提出來，今天孔孟學說、大
乘佛法能救得了這個世界嗎？你找的這些專家、學者，孔孟學說一
定是四書五經、十三經，這些東西搬出來；大乘佛法這些大經大論
，沒用。不但是一般人不能接受，恐怕連講的人自己都有問題，你
自己都做不到，你怎麼能幫助別人？你怎麼能把社會風氣改良？所
以，我們看到五倫裡頭父子有親，看到這個我們就應當警覺到，那
就是孔孟的中心點在哪裡？大乘的中心點在哪裡？你把那個原點找
到才有辦法。就好像一棵樹一樣，你找它的根，那是活的，你能好
好的培養，它能夠慢慢的長大，長成一棵大樹。你要找一棵大樹，
枝枝葉葉剪一段，插在花瓶上，那就錯誤了，那是死的，不是活的
。所以要把原點找出來。



　　這樣子我們才真正發現到，孔孟的原點就是五倫，非常簡單，
父子有親（親愛）、君臣有義（道義）、夫婦有別（就是不同的任
務）、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以我們一般講「親信」，這個名詞
用得很普遍，親信是什麼意思？就是五倫第一個是「親」，最後一
個是「信」，就是講的這個五倫。這是儒家學說，也就是中國五千
年傳統教育的原點，落實在《弟子規》。你能夠把《弟子規》做到
了，中國這五千年的教育根找到了，你從這個地方培養才有辦法，
才是活的。
　　同樣的一個道理，我們看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的原點在《十善
業》，《十善業道經》不長，諸位只要看看就曉得。佛講得很清楚
，聲聞菩提、緣覺菩提、無上菩提、乃至於人天法，統統是依這個
為根本，依這個為基礎。佛做的比喻，比喻得太好了，十善好比是
大地，大地上所有一切的生物都依大地而生長，沒有大地一切萬物
都沒有了。你說這個比喻不難懂，這個比喻是非常的深刻。如果我
們沒有十善業，等於說你沒有土地，你沒有土地，什麼種子都沒有
用，不能生長，你才曉得十善業是多麼重要。所以，佛法的基礎建
立在十善業，中國傳統的教育依靠在倫理，這非常簡單，非常扼要
，我們要從這裡下功夫。這是我們現代修學為什麼比不上古人，原
因在此地。
　　古人從小接受過這個教育，就是中國傳統教學的根他有。我今
年八十歲了，我在小時候（十歲之前）接受這個教育，就影響一生
，這就是諺語上常說的，「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從小養的
這個根它管用，今天社會上什麼樣的誘惑，你不會被它動搖，都是
靠這個根。有能力辨別善惡、是非、利害，知道自己迴避，懂得怎
麼樣去應付人、應付事，在環境裡面提升自己、成就自己，這點非
常重要。



　　所以在家同學，你們的根就是《弟子規》，如果學佛，那再加
上十善業，你們在世法、佛法肯定有成就，念佛你就有把握往生。
如果是出家，你還要加一個《沙彌律儀》，《沙彌律儀》做不到，
不是出家人，佛法的事業你沒有根。你要知道《弟子規》跟十善業
是世間法，你在淨業三福，淨業三福是最高修學指導的原則，總的
綱領是在第一條。第一條四句，「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
，修十善業」，這第一條是人天福，淨業三福的人天福。你做到了
，你有福，人天福報；你做不到，沒福，這個要知道。第二條才是
佛法，「受持三皈，具足眾戒，不犯威儀」，才是佛法。佛法建立
在世間法的基礎上，沒有世間法就沒有佛法，這個一定要懂。
　　所以今天《沙彌律儀》為什麼做不到？不但《沙彌律儀》做不
到，十善做不到，什麼原因？根本的根本，《弟子規》沒有學。從
前，《弟子規》不是教學的科目，《弟子規》是父母做給嬰兒看的
。所以你要曉得，一個人接受教育，從生到死，從來沒有中斷的，
他都在學習。小孩生下來三、四天，眼睛張開他就會看，耳朵他就
會聽，雖然他不會走路，不會說話，他已經在學習了。所以，父母
做出來的，在家庭生活，起心動念，言語造作，就是《弟子規》。
他從生下來他就看，他就聽，他就在學習，所以學習到三、四歲他
就很懂事了。中國古人常講「三歲看八十」，三歲的小孩你就能看
到他一生。他有福，有智慧，他這一生很順利，還是一生坎坷，你
從小就能看出來。
　　所以從前（這就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父母負起這個責任。夫
婦有別，夫妻兩個人建立這個家庭，家庭兩樁大事情，一個就是家
庭生活，在從前父親要出去謀生，維持家庭的生活，太太在家裡教
育下一代，所以兩個不同的任務。這兩個不同任務，你要說哪個任
務最大？太太負的任務最大，絕對超過先生。因為你家裡能不能興



旺，要靠底下一代的教育，所以教育這樁事情比生活要重要。現在
沒有人懂這個道理，做太太的要爭取人權，要跟先生一樣到社會上
去工作，夫妻兩個工作，小孩不教了。不錯，你們做得不錯，你的
後代完了，你沒有後代了。中國人講「無後為大」，你的後代，後
代不是說你沒有兒女，你有兒女，你的兒女都不成器，你的兒女都
沒有受到好的教育。所以從前做母親的，沒有別的，就是百分之百
在家庭、在兒女面前落實《弟子規》，讓他從小耳濡目染，從小自
自然然學會，變成他的天性，這個重要。
　　中國這個民族，五千年屹立在世界而沒有被淘汰掉，原因就在
此地。今天看整個世界動亂的根源，也是大家把這樁大事情忘掉了
，疏忽了。難得湯恩比博士他有這個認知，他是搞歷史，但是跟一
般史學家的方向、目標不一樣。他是搞世界文化史，發現這個問題
，他說這個東西能夠帶給社會的安定和平，能夠化解一切衝突。你
看《弟子規》裡頭，「凡是人，皆須愛」，你只要愛人，衝突就化
解。你不要跟人對立，能夠化解，衝突才能夠消失，才能夠帶來安
定和平。真的，只有中國學術裡頭有這種思想，有這個智慧，有這
種經驗，有方法、有效果；用現在的話說，這是經過科學的證明，
它不是一個理想，不是一個推測，它是實際通過測驗的，千百年來
有這麼好的效果。
　　現在在全世界，我們常常聽說有一種「中國威脅論」，這個思
惟是錯誤的。中國沒有威脅，在中國歷史上，因為中國傳統就受愛
的教育，「凡是人，皆須愛」。所以在中國歷史上，中國人從來沒
有侵略外國人一寸一尺的土地，沒有，沒這個紀錄。他們說怕中國
強盛起來，會變成第二次的黃禍，黃禍是蒙古人幹的，不是中國人
幹的，我們中國也遭了殃，這個要認清楚。現在外蒙古獨立了，那
是黃禍的根，絕對不是中國人，這個我們要認清楚。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我常常告訴大家，不是中國政治
，也不是中國的武力，不是中國科學技術，也不是中國的工商業，
不是的。是什麼東西？中國的倫理教育，就是愛的教育。而這個愛
的教育是哪一個國家去推行，哪個國家是世界領導人，不一定是中
國人來帶頭，什麼人帶頭做都行。你只要用倫理道德的教育，你就
能教天下人，你就能夠把這個世界帶向永久的和平，帶向人人都能
夠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人間有愛，現在沒有了，現在是人間有怨
，人間有恨。怨恨太可怕了，一定要用愛的教育來化解，來填補這
個空缺。
　　我們最近這一年，在中國，我在家鄉找到這麼一塊小鎮，我就
想來做個實驗，把我們倫理道德教育在這個地區做出來。空口說沒
用處，說的人家聽到，半信半疑就算是很有善根了，沒有善根的人
完全不相信，「你這個話是夢話，你這個話不切實際」，半信半疑
就很有善根，人就不多了。所以講沒有用處，聯合國搞世界和平講
了三十五年，世界愈搞愈亂。參加開會的這些專家學者自己都懷疑
，能有效嗎？能落實嗎？所以我們今天必須要做出來，做個實驗點
，讓大家來看。現在看這個趨勢，這個實驗點會做得成功，做成功
讓大家到這邊去參觀、去學習。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一生過得很幸福美滿，也希望別人都跟
我們一樣，只要有這個願望，這個中心就能夠做得好，我們的願望
就會落實。現在我們努力的方向、目標都在這點上，中國那邊同學
希望我在香港這邊講經，照顧比較方便一點。國內是很希望我能夠
回去，但是我這些年來，諸位都曉得，受虛名之累。每到一個地方
，人家一曉得，你說一天不要多，一天有二、三百人來看我，我就
累死了；何況不止，絕對不止二、三百人，所以沒有法子回去。住
在香港可以，國內到香港還要辦簽證，不是那麼容易隨便進去的。



我們自己回國是非常方便，隨時進出很自由。
　　我這次參加這個會議之後，下個月，這是前年答應李金友的，
馬來西亞丹斯里。他們辦一個大型的活動，我去給他們講兩天，兩
天講的題目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把這個介紹給大家。這
個活動參加之後，我以後就不參加任何活動了，國際的、國內的、
宗教的，統統一概不參加。我在攝影棚老老實實講《華嚴經》，希
望《華嚴經》能夠講圓滿。經講累了，休息幾天，出去看看老朋友
，這可以，觀光旅遊，探親訪友。任何宗教的活動、國際事務活動
一概不參加，我們要把心定下來，專心來講經。
　　倫理道德的教育，我們有幾個很熱心的同學，讓他們來做。帶
頭的是楊淑芬居士跟蔡禮旭，他們兩個人主要來負責任。我也是教
他們，事業要做成功，你的心、行要定在那裡。《三字經》好！《
三字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綱領、概論，言語很簡單。「教之道，
貴以專」，教學，教要專，學也要專，專就不能動。所以中心建好
之後，我要求他，你們一定要發心，十年不離開中心。外面有人來
請，可以派學生去，自己不能去。學生到外面去實習，可以，講完
了趕快回來；如果是中心裡面的老師，就決定不能夠離開這個學校
。十年不離開，你心是定的，定生慧，智慧開了，你才能解決問題
。你心常常到外面去跑的話，心是浮動的，浮動的心生煩惱，不生
智慧，這個很重要。凡是有定，無論世法、出世法決定有成就。
　　戒、定、慧，定是樞紐，慧才是目標，我們要求智慧。智慧是
從定來的，定是從戒來的，所以《弟子規》、《十善業道經》都是
戒律，根本的戒律。那是戒律的根，你不在這個根上紮下去，你學
其他的你學不到。像一棵樹一樣，它是根，其他的大乘戒、菩薩戒
，那是花果，你看是很好看，你決定得不到；你拿到根你才得到，
根是百分之百的落實《弟子規》，這一點比什麼都重要。首先我們



有這個認識，然後努力的學習，這一生才不會空過，才會有成就。
好！我的話就講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