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仁愛和平講堂—推動社區倫理要從生活做起　　淨空法師、
蔡詩萍先生、三重市長李乾龍先生　　（共一集）　　2009/
3/27　　台灣華藏電視台　　檔名：28-048-0001

　　主持人：大家好，歡迎你再次收看仁愛和平講堂，我是主持人
蔡詩萍。這段時間我們每一次透過跟淨空老和尚的對談，然後請一
個地方首長，或者是特別來賓，大家一塊來對話，無非是要讓大家
了解，宗教裡面很多的理念，其實跟社會大眾、跟國家所希望提倡
的公共道德，彼此之間是一脈相通的。我們透過跟地方首長的對談
，其實也可以讓各位了解，平常這些地方首長，也許他的政治形象
比較鮮明，可是我們從他們在地方上的施政也可以看得出來，他們
其實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透過社區的規畫、政策的推動，其實可
以把很多他們對於道德、對於文化、對於宗教所共同關心的問題，
是可以跟地方建設相互結合的。今天我們除了淨空老和尚之外，我
們為各位請到的貴賓是來自台北縣三重市的李乾龍李市長。我們先
跟大家來介紹，李市長您好。
　　李市長：師父您好，主持人您好，我們華衛電視的各位觀眾大
家好。
　　主持人：我們今天請到李乾龍市長，我先跟師父來報告一下，
李市長很特別，我們在過去幾次都是請縣長，李市長在三重市在台
北縣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市，最重要是它人口相當多，它有四十幾萬
的人口，所以它其實比台灣的某些縣人口還要多，最重要是市長很
重視社區的倫理規畫跟營造的。我先請師父開個場，就是說我們中
國人講倫理的時候，有沒有重視到社區這個概念？還是他只集中在
家這個概念？如果是重視在社區這個概念，您在國外，在美國、在
澳洲都居住過，西方人對社區好像是有一些跟我們華人不太一樣的



地方，您怎麼看？
　　淨空法師：中國過去的家就是一個社會團體。外國人講社會，
六個人以上共同居住在一起，那就有規約，就是一個社會行為。在
佛家講，四個人以上要修六和敬。
　　主持人：四個人以上。
　　淨空法師：對。遵守六和敬，這就是社會行為。所以中國重視
倫理道德，它是有必要的，這是因為它的家是大家庭。在抗戰之前
，中國大家庭還有不少，我居住在鄉下就是一個大家庭。大家庭一
般人口應該都在五百人上下，這是普通的；人丁稀少的，家道不興
的，也應該有三百人左右；興旺的有七、八百人，它這麼多人居住
成一個家族，那要沒有規矩還得了，那家就壞了。所以家它必須要
重視家道，道就是倫理道德；要重視家規，就是每個人都必須要遵
守的這些規矩，也叫做家訓；再就是它的家學，從前私塾實在講就
是子弟學校；家業，它家庭從事的這些事業，所以家有這些精神。
它的功能，那就是育幼，子弟學校培養子弟與家學，有家業，家庭
的事業，所以它的功能是養老、育幼、傳宗接代。傳宗就是傳它的
家道，傳家庭的精神與功能，所以它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組織。而且
中國人講九族，那一擴大，家庭擴大，有婚姻關係，就有表兄弟、
姨表、姑表，這一延伸出去那就是很大的社會組織。所以倫理道德
、因果教育是中國五千年來的傳統沒有不重視的。在外國也不例外
，但是它沒有中國那麼樣的嚴格，沒有那麼細，中國人講得很微細
，在外國人沒有，可是它也能維持。
　　現在無論是在東方、西方，因為科技的發達，大家的念頭變了
，相信科學。東方不相信祖宗的傳統，西方不相信宗教，造成今天
整個世界社會的動亂。我遇到很多國家領導人，給我談到這個事情
，都是皺眉頭，沒有法子處理。我說總的一個原因，就是一句話，



什麼話？教育出了問題，只要把教育辦好，所有問題都解決了。所
以我們老祖宗講的，「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有道理！你建立一
個政權，君是領導，領導百姓、領導人民，什麼為先？教學。只要
把教育辦好了，全通，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主持人：而且師父這個教育，還不只是限於學校的教育，其實
也包括了一個家庭親子間的，社會教育等等。這邊師父開個場了，
我就回來請教三重市長李乾龍李市長。您自己在三重市其實已經是
第二任了。
　　李市長：對。
　　主持人：也就是將近八年的任期，您自己是怎麼樣看待社區的
營造？我們曉得社區營造，其實是跨越藍綠政府都希望推動的，您
是怎麼樣來把社區當作您施政的重點？在社區營造這過程中，您怎
麼樣來加強它的文化，甚至公共道德的建設？
　　李市長：其實三重這個地方是人口非常複雜，它百分之七十是
從中南部過來，本地人大概只有佔三成，中南部尤其雲嘉南是最多
。所以到三重這個地方來，當時他們是因為想到北部來發展，所以
他先落腳的地方就在三重，白天是往外去討生活就是台北市區，晚
上才回到三重這個地方來，所以認同感是比較少一點。中南部因為
他生活比較困難，跑到台北來。所以三重過去是一個農業社會，慢
慢轉型變成一個群落。過去三重在七０年代，是為台灣的經濟奇蹟
貢獻很大，是它在轉型，所以人口結構也在急速轉變，從以前農業
、農村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後來改成一個社區、一個社區，這是
跟著整個社會形態在改變。現在我們講的社區總體營造，因為變成
一個社區、一個公寓大廈起來了，所以變成我們在整個社區的營造
下比較多的功夫。這是因為整個社會變遷，整個人口結構、居住環
境在變，所以變成我們才會從深入社區裡面去做一些總體營造，去



經營社區裡面。
　　三重過去人家講是一個文化沙漠，所以這七年多來，我一直比
較重視的一個區塊就是從文化扎根，希望鼓勵大家多念書，鼓勵大
家多進圖書館。我在這七年裡面來，在三重的圖書館，有六個圖書
館、十一個閱覽室，鼓勵大家到圖書館來借書、來念書。所以像三
重現在四十萬人口，去年的借書量是達到一百零二萬冊，改變大家
對三重的一個看法。
　　主持人：每個人二點多次。
　　李市長：二點多次。現在根據教育部社教司講，台灣的借書量
大概是一點五冊，我們已經達到二點五冊。
　　主持人：平均值以上。
　　李市長：所以師父說鼓勵大家要從文化、從心理建設開始做起
，按現在整個教育體系來講，就是有很多區塊，就缺少倫理道德這
個區塊。所以我們非常感佩，就是我們三重有一個蓮苑，他們在光
榮社區裡面，推動社區，大家到社區裡面，大家來推動從一年級小
學生，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到高年級，從《弟子規》開始。所
以倫理教育是很重要，我們市公所這邊也是看到這一點，因為三重
整個跟著經濟環境在改變，現在大家都不愁衣穿，各方面物質享受
是不愁，但是在倫理道德這個區塊，在學校教育裡面都已經疏忽掉
。所以很多的中輟生、很多的社會青少年問題，一個教育專家講，
「青少年問題是種因於家庭，顯現於學校，惡化於社會」，所以我
們一直很重視社區裡面的倫理教育。我們一直希望像蓮苑這樣的，
在社區做一個社區小學，課餘以後把小朋友都集中在社區裡面，從
《弟子規》、從很多倫理教育，從這來扎根做起。
　　所以如果像蓮苑這樣的一個社區小學，能夠擴散由點到線到面
，整個三重的社區，因為現在三重大概有四百個社區，就是公寓大



廈四百個。人都集中在那個地方，所以社區總體營造，要從社區進
去做，過去是一個村莊、一個聚落。所以我們現在來講，在整個社
區的總體營造來講，不是只有幫它去做消毒，幫它做一些什麼服務
工作，我們想最重要從社區裡面來做教育、來做扎根。尤其像我剛
剛提的蓮苑，他們從《弟子規》開始，讓小朋友從心理上，道德教
育上，學校裡面做不夠的，在社區裡面再來做。這樣對整個社會來
講，會比較能夠從基本做起，能夠社會和諧，減少大家族群的仇視
，這方面做起，社會會更和諧、會更進步。
　　主持人：市長剛剛提到的蓮苑就是耕心蓮苑教育基金會，他們
有兩位老師。
　　李市長：一個余老師，一個陳老師。
　　主持人：對。一位余素華、一位陳瑞珠兩位老師，她們其實都
是非常景仰老和尚的，她們其實做很多工作，剛好就是師父一直都
很希望能夠在社區裡頭、在地方上能夠慢慢扎根做起來的。師父您
知道這兩位年輕的老師們，她們在三重做的事情。
　　淨空法師：聽說。
　　主持人：我這邊就請師父來談談，換個角度來，您可不可以給
一點什麼樣的建議。剛才市長所講的，因為三重是一個中南部上來
，他們來到這個地方，其實就是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好的工作，給自
己的孩子將來有一個好的前途發展，又因為受限於經濟的因素，所
以當時他們沒辦法在台北市找到一間好的住宅，那他們就先在三重
暫定下來。可是也真的很有意思，他們只要在三重一落腳，買了房
子，然後結了婚，他們其實就變成三重人了，等於新的地方，家的
認同感就出來了。有這種感覺以後，剛好也就是市長努力想要經營
的，讓他們有更多的文化素養，讓他們能夠開始用一個社區來當作
一個新的家。師父，有沒有可能用一個社區取代過去親屬的連帶關



係？
　　淨空法師：有可能。我們現在想像當中，就是向這個方向去發
展。因為中國傳統的家，從第二次大戰結束，確實徹底破壞了，現
在重新再恢復是不可能的事情，確實也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中國這
種家的精神跟功能太好了，這在全世界找不到的，所以中國這個國
家，五千年長治久安，實在是家的貢獻。你看《大學》裡面所講的
，齊家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那個家的觀念太大了。如何能
把家的精神跟功能再延續下去，所以我就想到企業，企業家。一個
公司是一個家庭，一個社團是一個家庭，這可以確實能把中國傳統
的家跟功能延續下去。這個要是能做出來之後，不但對於自己國家
長治久安，還能夠幫助全世界化解衝突，達到安定和平，這個貢獻
就太大了。所以我們應該要向這個方向去努力。
　　從前家是血緣的關係，現在我們要用道義的關係。所以教育不
但倫理道德重要，倫理是講什麼？講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與大
自然的關係，或者是人與動植物的關係，人與山河大地的關係，人
跟宇宙的關係，人跟天地鬼神的關係，統統包括，都屬於倫理。如
何處理這些關係？這是道德，還得加上因果。所以如果有這三種教
育能普遍、普及推動的話，這個社會很快就安定和平。無論世法或
者是出世法，都是建立在安定的基礎上，社會不安定，什麼都沒有
辦法建立，所以社會安定是先決條件。我們這些年來有這麼個緣分
，也可以參與聯合國的和平活動，我們幫助這個世界，希望各個地
方都能夠化解衝突，促進安定和平。可是化解衝突還是要靠倫理道
德、因果教育，在國外加上宗教教育。宗教教育裡面還是這三樣東
西，就是宗教裡面講的倫理、講的道德、講的因果。我們在這本書
裡頭收集十幾個宗教，都是關於這方面的，你一看大同小異，所以
宗教是可以團結的。



　　主持人：師父在我們仁愛和平講堂裡面，其實數度跟一起參加
我們節目的一些地方首長，一直強調宗教如果都能夠團結，政治怎
麼能夠不團結！我想這當然說得就更有道理了。我想市長，很有意
思，三重市其實就藍綠的版塊來說，三重市一向都是比較偏綠的選
民是相當多的。所以李乾龍李市長其實很不容易的替藍軍在三重市
打出了一片天。可是我想市長一定知道，你不可能只靠藍綠來治一
個市，你總是要讓市民會知道，雖然我沒有投你票，可是市長做的
事是全市的市民，我們都希望的公共建設改善，生活福祉、治安改
善等等。市長可不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談一下，就是你當了兩任的三
重市市長，你是怎麼樣去化解這種選票，政治上的這種對立？就是
用什麼方法？
　　李市長：師父有一句話，他說化解民怨就消除衝突，這個社會
如果沒有衝突，民怨就少了，社會就會安定。你看我雖然是國民黨
，但是很多民進黨的也支持我。但是我是從政在做服務的工作，我
不分藍綠，我希望這個社會能夠和諧。你是民進黨，你什麼黨的、
國民黨的，我統統視為你都是投我一票的，我就是領你薪水的公僕
，我就認真打拼做。把這個社會，師父講說化解民怨、化解衝突，
社會就會安定。社會安定大家齊心協力，為這個社會、為三重來打
造一個書香的社會，打造一個有倫理道德的社會，打造一個發展的
社會，我從這個角度來講。所以過去人家講說三重這個地方，民進
黨藍綠的比例是六五、三五，綠色的六十五，我們才三十五。但是
你說我在這個地方，我為什麼能夠兩任？過去三重沒有連任的市長
，打破這個魔咒，大家認為我做事情很公平，不分藍綠，只為地方
服務。
　　所以我這幾年來，三重有二十七所學校，其實學校裡面要錢、
要設施，它的對口窗是縣政府。但是我認為學校教育，校長在這個



地方辦教育，都是教育我們三重這四十萬的子弟，所以他學校有任
何困難，我們都主動幫助他。我們也讓校長在這個地方，覺得他在
這裡辦學，得到地方政府的尊重敬佩，得到家長的認同，讓校長在
這個地方辦教育，覺得非常光彩、非常有成就感。所以我從教育這
方面一直下了很多功夫，我希望學校、家庭教育，因為家庭裡面是
工商社會，家庭父母出去做事情，把小孩子丟到學校裡面去，所以
學校教育非常重要。如果說校長很用心、老師很用心，學生到學校
裡面去補足家庭不夠的。小朋友放學以後有像蓮苑，我們耕心蓮苑
這樣的社區小學，他下課以後，他到蓮苑裡面來，這些老師幫他、
協助他來溫習功課，另外還幫他來教導倫理的課程，《弟子規》、
《三字經》。我說從小朋友開始來做這個工作，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現在我們的學校教育裡面，道德教育這個區塊顯然被疏忽掉了，
所以我們很感佩耕心蓮苑在這個區塊，補足了學校裡面道德教育、
倫理教育這個缺塊。現在學校裡面大概都功利主義，有什麼音樂班
、什麼數理資優班、什麼體育班，什麼班都有。
　　主持人：都還是為了小孩子的，我們說知識的教育或者是升學
的教育。
　　李市長：對。所以剛剛有位校長跟我講，學校裡面就一個缺德
教育，缺少道德教育這個區塊。
　　主持人：缺了德。
　　李市長：所以師父在提倡的道德教育，這個很重要的區塊，非
常重要。所以倫理教育，現在你看連中國大陸，它現在都很重視這
個。有個于丹她到台灣來，你看她演講，講《倫語》講得頭頭是道
，場場客滿；在中國大陸，她的著述一賣賣四百萬本。所以這個就
師父的理念，現在我們大家發覺說倫理教育、道德教育非常重要。
我們三重，雖然說現在是工商社會，我一直很注重這個區塊，所以



在文化教育扎根工作這個區塊我們絕對不吝嗇。
　　主持人：我可不可以追著市長來多問一個問題，待會再聽聽老
和尚來幫我們做一點分析，就是說你做為市政府，我們曉得市政府
的資源畢竟還是有限。可是剛剛講社區的這些，包括我們的蓮苑，
你們市政府有用一些資源去幫忙他們、鼓勵他們來扮演這個角色嗎
？
　　李市長：現在三重有一個我們叫社區，幾個里組合起來，幾個
公寓大家組合起來做一個社區，社區裡面我們市公所這邊就有一些
補助經費給他們。他們要辦活動，尤其我很鼓勵他們辦一些親子的
活動，親子的活動。因為工商社會，父母對於親子都比較疏離，所
以我們比較重視，你去辦親子的活動，我們都很鼓勵他，所以這個
區塊，我們市公所這邊有一些經費可以補助他。像我們民意代表的
配額款很多，他要辦一個活動要二、三十萬，他找幾個代表到市公
所來要點錢，只要你有助於這個社區裡面的營造、社區裡面的一些
活動，我們都很樂意來幫助他。現在我們像我剛剛講，我們借書量
一百多萬冊，現在我們開始要做一個把書送到社區裡面去，書車，
一車一千本的書送到社區裡面去。
　　主持人：等於活動圖書館。
　　李市長：活動圖書館，鼓勵他多念書。書送去以後，鼓勵你去
借書，借了以後，你時間到了，三天、兩天，鼓勵你進到我的圖書
館裡面去還書，鼓勵大家去念書。我們很重要的就是說，現在耕心
蓮苑推動的這個社區裡面的小學，我們希望推動到各個社區裡，由
點到面，然後裡面推動一些倫理教育，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一點。
　　主持人：師父，您剛剛聽到了，我想三重市雖然只是一個市，
它的上面長官其實還有一個台北縣，可是你看他很努力的用有限的
資源來做這樣的工作，師父對這一點有沒有什麼樣的期許？就是說



特別是在小學，當他們在學校上課，上完以後，我們曉得有很多安
親班，就像市長剛剛講的，在台灣很多安親班就淪為一種變相的補
習班。即使是才藝，它也是為了要將來升學方便，所以加強英文、
加強音樂等等，還是不是從一個人文的、道德的角度去著手。小孩
子可能學了很多的技藝，但是很可能變得個性孤僻，沒有辦法跟人
家溝通，師父對這點有什麼看法？特別針對小學這個階段。
　　淨空法師：這就是我們這些年來，看到世界整個社會的弊病，
把倫理道德疏忽了。所以我們也是常常引用外國人的話，最著名的
是英國湯恩比博士，他也可以說是有先見之明，看到二十一世紀這
個社會的動亂，所以他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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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英國人講的，也是一個知名度非常高
的歷史哲學家。我曾經在倫敦訪問的時候，我去看過劍橋大學、倫
敦大學。我也跟他們漢學系的同學見了面，跟他們談話，也給他們
上了兩堂課，我說你們英國人說的這句話，你們能相信嗎？因為他
們都是研究漢學的，對漢學都有很好的基礎。我說你們相不相信？
我提出來之後，就沒有人回答，連他的教授也很沈默在那裡。最後
我就告訴大家，我說我們一般人對湯恩比的話解讀有問題，因為你
們一聽到孔孟學說，這是儒家的，你就會想到四書五經、十三經；
聽到大乘佛法，你會想到《華嚴》、《法華》、《般若》，你會想
到這個東西。這些東西你們都很熟悉，他們拿這個東西寫博士論文
。我說現在這東西能拯救這個社會嗎？我這麼提出來之後，提醒他
，然後告訴他，你們的想法沒錯，四書五經、十三經是儒的花果，
《華嚴》、《法華》是佛的花果。花果從哪來的？從根上生的，根
是什麼？根就重要，你只看花果，不知道根，花瓶的花，死的，所
以沒用處，你要找它的根。儒的根《弟子規》，道的根《太上感應
篇》，佛的根《十善業道》，這個東西要普及，這個普及，根有了



，它慢慢就會生長，它會開花結果。如果你沒有根，你只在花果上
下功夫，那是假的，怎麼搞都是花瓶裡的裝飾品，沒有生命。
　　我就跟他們講，我們必須拯救這二十一世紀的社會，沒有別的
，就是儒釋道的根。這三個根要是能夠普遍、能夠推及重視的話，
這世界的問題就能解決。這是現在一般人講素質教育，素質教育要
靠這個東西來推動。中國五千年是很好的經驗，為什麼中國能長治
久安？就是中國這三個教育普遍推動。甚至不認識字的人，我的母
親不認識字，她懂得，她接受過這個教育。這個教育不一定要認識
字，在從前學校很少，可是什麼？老人教。用什麼教？身教。你看
你在大家庭，他怎麼樣孝順父母，怎麼樣友愛兄弟，跟家族人相處
，那就是教育，哪裡要認識字！從小他就這麼聽慣了、看慣了就養
成習慣，所以這個教育重要。
　　現在我們要推動的就是推動這個，尤其是現在雖然丟掉了四、
五代，丟掉將近一個世紀了，恢復當然有困難，可是現在的高科技
幫了很大的忙。如果有一個這樣典型的社區把它做出來，然後用電
視、用網際網路向全世界播放，人人都能看到，會到這個地方來學
習，你這個中心點變成全世界一個精華點。這是什麼？這是和諧社
會，這是禮義之邦，全世界的人都到你這來看，你變成世界上頂尖
的東西，這多有意義！這能創造得出來，而且不要很長的時間。我
以前在湯池做實驗，我以為要三、四年做出來，沒有想到不到四個
月就做出來。所以我們感動，感動得真是流淚，證明我們老祖宗講
的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人民是這麼好教的，就是沒人
教，一教良心馬上就發現了，所以說很好做。如果在台灣這些縣市
長、領導人有這種心，做一個小點、一個社區、一個鄉鎮，把它做
成模範、做成示範，全國的示範、全世界的示範，聯合國就會找到
這裡來。所以這是很重要。



　　因果教育在台灣尤其好做，黃警官也許你們很多人都知道，他
是很用心，蒐集了台灣六十年來刑事案件，破案。怎麼破的？都是
那個被害人託夢來破的，刑警附身，引導刑警去把屍首找出來，案
子破了。百分之八十都靠這個，這不是迷信，報紙上也登、雜誌上
也登，這些刑警出來現身說法，好教育！這因果教育。人有倫理道
德，羞於作惡、恥於作惡、不願意作惡；人有因果教育，不敢作惡
，這個天下就太平了。人人都是好人，家家都是好家，做官的人輕
鬆，沒案子辦。
　　主持人：師父說做官，如果能那樣，做官的人就輕鬆了。不過
我看現在在台灣，我們常說官不聊生，不是說民不聊生，是官不聊
生。特別是民選的首長，一方面有民意的壓力，一方面他一定有自
己施政的想法。所以在民意的壓力，因為民意不一定要的東西就一
定都是對的。
　　淨空法師：所以要教！教就好了。
　　主持人：對。這邊再請教市長，剛才您在聽師父這樣講的時候
，您一定覺得那是多完美的狀況。您在推動這些，譬如說希望鼓勵
他們讀書，希望他們多一點社區的意識，在這過程中你覺得最困難
的是什麼？民眾會反彈嗎？會不會覺得說，我們已經工作很辛苦了
、賺錢很辛苦了，你還叫我們讀這些，考試又不考的，還去談些什
麼公民道德、社區意識等等的，會不會有碰到這種阻力？
　　李市長：其實推動社區的教育、社區的總體營造，困難還是在
經費。我在想師父可能知道，耕心蓮苑做了很多事情，但是靠有幾
部分善心人士來幫助，政府的力量其實也很願意來幫助。我一直認
為說像舉個例子，我不是一直說像褒揚我們的耕心蓮苑，如果像它
這個，跟師父講這個點，我們有更多社會的善心人士，大家願意出
錢出力，不是靠一個人、兩個人。像我就講他們蓮苑裡面碰到財務



的困難，所以他們想辦法去義賣素食來籌措經費，所以兩個老師做
得很辛苦。我們知道兩個老師賺的薪水，像余老師賺的薪水，在國
中教書賺的薪水全部投入。
　　主持人：很不容易。
　　李市長：像這個東西，其實在做這樣的工作、推動這樣的工作
，需要的是除了要有地方，像光榮社區它有點，地方有了，有善心
人提供他很便宜整排一樓的。
　　主持人：民間提供的。
　　李市長：對。一樓的房子全部很便宜的提供出來。但是你還是
要有老師，還有師資的問題，還有裡面設備的很多問題，你要推動
，還有各種開銷，一定有的。所以我在想，我們怎麼樣想辦法讓耕
心蓮苑變成三重很重要推動倫理教育的一個點。他們現在說培養人
才，再來陪他們念書，然後他們再培植從零歲到一百歲整個社區總
體營造。這個工作我在想，師父在湯池這個地方四萬個人，師父講
說三、四年要做好，三個月就做好。
　　淨空法師：四萬八千人。
　　李市長：三個月就做好，那我在想我們也希望說三重由這個點
來把它做出來以後，讓這個社區裡面像師父講的，夫妻不吵架、不
離婚，父慈子孝，大家整個社區非常融洽。如果從這個點開始做起
，推動到三重三百多個社區裡面去，由三重如果做好的話，推動到
二十九個鄉鎮。這師父講的，沒有種族的衝突、沒有紛爭，社會就
和諧，也沒有戰爭了，這個政權就鞏固了。師父講的，社會化解民
怨、社會安定，政權就鞏固了，天下世界大同。所以師父這個理念
，剛剛講的，大家沒有去做。我們想總有像余老師跟陳老師這樣的
傻勁在做，那做為我們地方父母官，我們一定要來協助他們，從社
區做起，希望由這個點來做一個示範。也請師父有空到三重來，為



我們四十萬人來開示、來加持，我們希望這個點是不是可以變成第
二個湯池。
　　淨空法師：沒錯，對。
　　主持人：不過市長您既然在節目中公開這樣講，師父您大概也
很難推辭了。我追問市長一個問題，您自己因為我們剛剛聊天的時
候，市長告訴我們，您祖先是泉州，您自己在從小到大的過程裡頭
，您覺得這種家庭文化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對你有沒有影響？
　　李市長：我是一個農家子弟，我們家父權很威嚴，我父親非常
威嚴，所以我們家裡面對父兄的話絕對是奉為聖旨。母親，我們有
十個小孩，母親非常仁慈，從來沒有對小孩子打罵過。父親也不會
破口罵你，但是他那個威嚴，臉一拉下來，大家都躲到一邊去。所
以過去我們像台灣，過去在四０年代、五０年代那個時候，家庭的
倫理道德觀念，五倫非常的強，農業社會。最近因為工業社會發達
以後，大家為了追求生計，所以這個五倫教育、道德倫理教育就慢
慢喪失掉，不知不覺之中就喪失掉了，所以造成社會有很多種族的
歧視，大家的衝突就出來了。
　　現在像我們政府可能還沒看到這個區塊，現在跟師父報告，像
三重有十二萬五千戶，十二萬五千戶裡面大概有一萬戶是新住民，
所謂的新住民就是從大陸來的，中南半島、越南什麼都來。新住民
融入這個社會裡面，政府忽視掉這個區塊，所以如果你不趕快去重
整這個社會，以後這個新住民，你看嫁到台灣來，她也算是一個弱
勢，她生出來小孩子；會去娶外籍新娘都是一般比較弱勢的家庭，
他娶了這個外籍新娘進來，生了第二代出來，他沒有辦法好好去教
養知道嗎？所以整個台灣來講，不是只有三重有這個狀況，全台灣
都有這個狀況。所以師父推動家庭倫理道德教育，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這一方面你沒有去做的話，整個社會以後台灣經濟上不來，因



為社會在亂，整個家庭倫理、道德教育在亂，經濟上不來。所以要
從根本做起。
　　淨空法師：沒錯。
　　主持人：李市長剛才跟我們提到的，像三重的耕心蓮苑教育基
金會，你看它只不過是兩個國中老師，對不對？她用她自己的薪水
，加上一點她做義賣的方式，她就可以籌一點錢，然後在社區裡面
去經營，學生離開學校以後，到傍晚回來以後到晚上這段時間，她
們去照顧他們。最重要的是她不只是一般的照顧，她還加上了《弟
子規》這種文化的一些道德的基本教育。所以師父，這就可以看出
來，即使是兩個國中老師，她們就可能可以做這樣的事情。那我們
這樣假想，如果二十個、二百個、二千個、二萬個這樣的老師，您
可以想像台灣散發出來的那個點的光芒到底有多大。所以師父您有
什麼建議？譬如說剛才我有注意聽數字，市長告訴我們說，三重有
四十多萬人、十二萬戶、二百多個社區，對不對？
　　李市長：大概將近四百個。
　　主持人：四百個。
　　李市長：大大小小。
　　主持人：大大小小，每個社區如果出一個余老師，出一個陳老
師，四百個就有八百個老師，這是很驚人的。所以師父，您覺得有
沒有辦法去培養，包括像您自己，或者像淨宗這邊，有沒有辦法培
養這樣的種子老師，到各個社區裡面去，或者他社區裡面自己有老
師願意來加入？其實這就是一直慢慢把每個點都做起來了。
　　淨空法師：現在這個工作已經在開始了。最近這個培訓班馬來
西亞的，在古晉，開始就是為期兩個月。這兩個月就是因為我們在
湯池最初培養種子老師，兩個月落實《弟子規》。我要求是四個月
，沒想到他們兩個月做到，我們感動得都流眼淚，太難得了。現在



古晉那邊在培養種子老師，也是蔡禮旭他們在主持的。我們仁愛和
平講堂的陳總裁，她帶了將近二十個老師參加這次培訓，培訓回來
之後，就有意思來推動。所以這個工作最重要的，首先要做的是師
資培訓班。我們能夠有一批老師，湯池最初的是三十七位老師，有
志一同，做出來犧牲奉獻，努力認真把它做出來。如果在台灣做，
就沒有政治上的限制，因為台灣儒釋道都可以做，同時我們推動這
三個教育，《弟子規》的教育，《感應篇》的教育，《十善業》的
教育，就是這三個根一起紮，那這個效果就殊勝了。
　　所以能夠的時候，這個師資培訓班要長期培訓，而且還要到處
去觀摩。譬如馬來西亞，他們有這麼一個團體，我們到那去參觀、
去考察，我們也可以歡迎他到這邊來交換心得，交換改進的一些想
法、做法，都是好事情，我們相信能做得成功。而且在台灣還有一
個很大的優勢，這是我回來之後才發現，台灣退休的這些老師，特
別在退休老師找教文史的。
　　主持人：特別多。
　　淨空法師：教文史的，把他們組織起來，做為推動傳統文化老
師的骨幹。因為退休的老師他照樣拿薪水，所以他生活很優渥，薪
水漲的時候他也漲。他每天沒有事情到處去，他找不到生活方式，
那他從事這個工作太理想了，這是最偉大的工作，最有意義的工作
，我相信他們很樂意來做。以這批人做骨幹的老師，在台灣做不是
難事情。
　　李市長：師父，我是覺得台灣，因為現在都是走社區大樓、公
寓大廈，所以現在很多公寓大廈裡面，他們裡面標榜的公共空間都
是卡拉OK，都是一些娛樂性的。我是覺得公寓大廈裡面，如果騰出
一個空間出來，讓像耕心蓮苑這樣的計畫落實到每個社區裡面去，
有陪讀的。



　　淨空法師：對，不錯。
　　李市長：因為如果住在高級公寓裡面，大概都是生活比較好的
，有時候上班、加班回來比較晚。如果有一個陪讀室在那個地方，
把這個種子部隊弄進去，那推動起來可能會很快。
　　淨空法師：對，我相信會很快。
　　主持人：這就是有地方自治經驗的市長他最清楚的。
　　淨空法師：對，就是學校！就是社區學校。
　　主持人：沒錯，就等於是一個學校。
　　李市長：對。整個公寓裡面，它裡面很多，它規畫一個空間就
是等於您來做這個點，但是有師資老師，師父就是講要師資。
　　淨空法師：對，社區這個學校，裡面有圖書館、有閱覽室，每
天有老師在那邊上課，講倫理道德、講因果。
　　主持人：其實把老和尚剛才講的，跟李市長您所講的合在一起
，其實大概藍圖就很清楚了。你想想看，老和尚剛剛告訴我們說，
退休的國中、高中老師，師父跟您報告，其實現在台灣很多地方、
很多的文史工作者，很多都是這種退休老師。他們退休以後，他們
就用攝影機、拿筆，把他們當地的各種文化、景觀都拍下來、寫下
來，然後寫成一篇篇的報告。如果他們能夠像您講的，再轉一部分
人到公民道德教育這個地方來，然後這些老師再進到像市長講的，
每個公寓大樓裡面，我固定有一個老師、兩個老師輪流在這邊晚上
排課，來教社區裡面或大樓裡面，這些小孩子回來以後，父母親也
不要操心，他到那邊去念《弟子規》，到那邊讀經班念詩，唐詩什
麼都很好。就是說這些文史的老師，其實就在那個地方扮演的一個
文化傳承的角色。其實我覺得這樣剛好就是把市長講的地方的社區
，加上老和尚您所講的整個結合了。
　　淨空法師：這個我想做縣市長的，應該要求建大樓的、建公寓



的，應該讓他們要捐出一層出來，這一層就是社區學校。
　　主持人：社區學校。
　　淨空法師：如果他不捐出來，就不讓他建。他能夠捐出一層出
來，這裡面有閉路電視的設施。
　　主持人：這是最理想。
　　淨空法師：他在上課，你們不上來，在每個人自己家庭打開電
視，你就能聽到課程，這個好。
　　李市長：師父，我跟您報告，耕心蓮苑裡面小朋友穿的背心、
穿的襯衫，後面是印四個大字，「孝親尊師」。這就很明瞭就看到
，你看小朋友「孝親尊師」印在身上，你不尊重老師、不孝敬父母
嗎？從小學開始做起，從社區裡面開始扎根。因為師父講的這個大
概不行，你說規定他沒有捐一層出來，不敢。
　　淨空法師：不錯。
　　李市長：就是說如果有一個點做出來、有效果出來，人家覺得
他這個大樓裡面有這樣一個空間，是提供出來做讀經班、陪讀的，
他就覺得，這對整個社會教育、對整個家庭有幫助，大家起而仿效
之。如果有一個點做起來，這就會慢慢推動起來，師父的理念就可
以世界大同。
　　主持人：其實師父剛剛講的一個建議，當然誠意是很高，不過
就像李乾龍李市長所說的，其實現在很多的大樓它已經有一個公共
空間了，像我自己知道很多大樓它有閱覽室、卡拉OK室，還有公共
的一些聚會場所。其實它只要把那些地方願意挪出來，在每天晚上
一定的時間借給社區大樓。
　　淨空法師：上課。
　　主持人：對，上課就夠了。
　　李市長：幾張桌子，只要找到老師，師資有了，幾張桌子，小



朋友自然願意進來。
　　主持人：所以市長，你有信心在三重可以建立起這樣的點嗎？
　　李市長：我們現在從蓮苑開始做起，我們會再充實，然後我們
再找一個，現在三重有一個新的社區起來，我們來鼓勵這個社區的
管理委員會，來推動這樣的理念，把師父這樣的理念推動，先做一
個點。
　　淨空法師：好事情，沒錯，非常好。
　　主持人：我再請教市長一個問題，我們曉得三重的耕心蓮苑教
育基金會，他們現在向教育部申請一個案子就叫幸福工程。
　　李市長：對，幸福工程。
　　主持人：從零到一百歲。您做為一個市長，您認為什麼是幸福
？對您來講，對三重市民來講，幸福是什麼？
　　李市長：其實你說幸福，就是家庭美滿，家裡面很和樂就是最
幸福了。你說一個小孩子回來看到父母在吵架，他不覺得幸福，夫
妻也不覺得幸福，小孩也不覺得幸福，左右鄰居也覺得不幸福，一
個社區裡面有一個家庭弄得亂糟糟。所以幸福就是大家很和諧，沒
有仇視、沒有糾紛，大家一切都看起來很和諧，大家就幸福。個人
的幸福，一個家庭裡面夫妻和諧，小孩子就幸福；整個社區裡面大
家都很和睦，那就很幸福。所以不是很有錢才幸福。
　　主持人：沒錯，不是錢的問題。
　　淨空法師：對。
　　李市長：不是錢的問題。
　　主持人：當然錢也很重要。
　　李市長：沒錯，沒有錢也不會幸福。有錢不一定會幸福，但是
沒有錢。
　　淨空法師：這個事情，真正的快樂、真正的喜悅是從學習而來



的，《論語》頭一句話，「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那是喜悅，
從內心喜悅，所以這個幸福是建立在教學的基礎上，你天天教聖賢
之道，天天跟聖賢接觸，他怎麼會不快樂！所以這個社區裡頭的教
學太重要了。古時候家學、家教、家規、家訓，那就是一個家庭幸
福的根源，我們把這個東西疏忽了的話，就錯了，所以一定要教。
我最近在澳洲的老人公寓，我看老人的時候，澳洲老人公寓的福利
事業是全世界辦得最好的。
　　主持人：它是國家的？
　　淨空法師：不是，私人辦的，國家津貼。那個缺點就是沒有精
神教育，所以他不快樂，他沒有樂趣。
　　主持人：生活無虞，但是少了一些心靈的東西。
　　淨空法師：所以我就跟他講，老人公寓就是老人大學，你天天
在裡面教學，他怎麼不快樂！我們今天如果丟掉佛教，快樂就沒有
了，天天學。
　　主持人：真像師父講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淨空法師：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所以我說，老人學到老，
活到老，真快樂就忘掉了老。
　　主持人：沒錯。
　　淨空法師：他要學，他不學不行。
　　主持人：所以，我還有一點時間請教市長，您的兩任八年任期
就快要結束了，還有這麼多的想法，未來怎麼樣去實現這些？你真
的希望把這個社區能夠在三重建立起來，除了更上層樓之外，也只
有努力的、繼續的才有機會來推動這個想法。您認為在未來不管做
什麼，你會怎麼做社區營造？
　　李市長：其實我家在三重居住八代，雖然說「生在公門好修行
」，這八年我做了很多事情，像我們三重的獨居老人是活得非常有



尊嚴，獨居老人沒有兒女，我們天天三餐送到他家裡面去，最起碼
是要讓他有溫飽。像今天我們請他們去看電影，他們說三、四十年
沒進過電影院了，帶他們去看電影。他就問我：市長，那你八年任
滿以後，你這個老人送餐，三百六十五天三餐送到家裡會不會斷掉
？我說不會，像這些錢都是來自社會的愛心，這個不會斷掉。
　　主持人：您是用民間的護持？
　　李市長：民間的力量，這些錢都是民間來的，一年四、五百萬
，都是民間力量來關心這些老人。我說應該如果任滿以後，一些社
會福利、一些對社會有益的工作，我還是願意去推動，不管在哪個
位子。只要你有心，雖然你不幹市長，未來是不是還在公部門裡面
服務，但是只要你有心，關心這個地方，我們願意來付出一點力量
。像這麼好的老和尚的理念，讓這個社區理念，像湯池這樣的理念
，在三重遍地開花。我想我們剛剛您講的，文史工作者、一些退休
的老師，我們可以朝這個方向把他找過來。如果五十歲就退休，他
又領月退俸。
　　主持人：他生活無虞。
　　李市長：生活無虞，所以找他來做，讓他投入這個社會公益裡
面，每一個點、每一個公寓大廈裡面一定有一些老師退休，培才。
　　主持人：市長，所以我最後問你一個問題，如果您這樣談了、
也做了的話，到時候我們一起請老和尚好不好？先到三重、到台北
縣來做一個對種子老師的一場演講，好不好？我們今天就這樣約定
。
　　李市長：老和尚，您來三重，現在老師有四千位，我請他們來
，您來開示一下。
　　淨空法師：好，我一定去。
　　主持人：今天最大的收穫，就是老和尚當著我們全國的觀眾，



還有市長的面前已經承諾了，三重做起來了、北縣做起來了，老和
尚一定過去，好好的做一場演講。非常謝謝三重市長李乾龍先生今
天接受我們的對談訪談，也謝謝老和尚。
　　淨空法師：謝謝大家。
　　主持人：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見。
　　李市長：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