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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各位大德：大家好！
　　國慶假日剛剛過去，現在又逢重陽佳節。很高興得知山東鄆城
舉行「中華民族萬姓先祖萬人祭祀大典」，同時還將舉行夏蓮居老
居士故居修復暨安裝石刻《無量壽經》的揭牌儀式，這可以說是在
孝道和師道兩方面都成就的大事因緣，意義非常重大，在此謹表達
我個人崇高的敬意與隨喜讚歎！
　　祭祖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世代相傳的優良傳統。《論語》上
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提倡祭祖，能夠產生淨化人心、
移風易俗、振興道德、和諧社會的積極作用，對於整個社會與民族
的安定團結，具有深遠的正面作用。
　　現在謹就祭祖的意義與作用，分成以下兩項來報告。
　　一、緬懷祖宗恩德 激發後代孝思
　　「不忘本」是做人的基本原則。人要懂得飲水思源、知恩報恩
，才能積累深厚的福德。正如樹木有根本才能長出枝葉花果，江河
有源頭才能形成滾滾長流；同樣的道理，祖宗是我們的根源，我們
有祖宗的德蔭，才能有今日的美好環境與健全身心；因此要常常懷
念祖宗的恩德，謹記祖宗的教訓。所以，祭祖的第一個意義是報本
反始、緬懷祖德。
　　老祖宗、古聖先賢教導我們：要孝順父母，尊敬祖先。在過去
，每一家都有祠堂。皇帝給人民做榜樣，皇帝的祠堂稱為「太廟」
，百姓家裡的祠堂稱為「宗祠」，實際上性質都是一樣的，皇上帶
頭祭祖！



　　《孝經》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先哲說：
「百善孝為先」。「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一切教育的源頭，也
是維繫中華民族千萬年道統承傳的核心價值觀。簡單的說，中華文
化就是「孝」文化。祭祖正是孝道的體現，是教導下一代如何行孝
的教育方法。對於已經離世的祖先尚且恭敬祭拜，對於眼前的父母
哪有不恭敬孝順的道理！所以提倡祭祖就是提倡孝道，就是提倡百
善的根本。
　　中華民族萬姓先祖，其來源是依據中國科學院的專家研究，到
現在共發現有二萬三千八百多個姓氏。這麼多不同族姓的人團結成
為一個國家，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使我們想到，上個世紀七
十年代英國湯恩比博士對中國的文化非常羨慕、非常讚歎，這是有
道理的。確實在全世界歷史上，找不到第二個國家族群能像中華民
族一樣有如此強大的民族凝聚力。現在中國人口十四億，這麼大的
一個家庭，這麼多的族群，彼此能夠包容，能夠互相尊重、互相敬
愛、互相關懷、互助合作，建立和平安定的大國，確實不容易，真
的是值得世人尊敬。
　　這樣的大國靠什麼來團結？靠教育。「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教育是文化的生機。老祖宗自古以來非常重
視教育，靠教育來團結人心。中國自古以來治國，講到教育的核心
就兩個字：一個「孝」、一個「敬」；也就是孝道和師道。說到最
後，就是儒釋道三教。「儒」教人明倫，止於至善；「佛」教人轉
惡為善，轉迷為悟，轉凡成聖；「道」教人修心養性，清淨無為。
這三教都提倡倫理、道德、因果、聖賢教育；教人覺悟，教人開智
慧。歷代的帝王把三教統統都用上了。我是在《蒙古大藏經．序文
》裡頭看到的，有這個記載：這些帝王以「儒」治國，治理國家是
用儒家的倫理道德；以「佛」教民，教化人民是用佛家的因果教育



；以「道」祭祀祖宗、天地、鬼神，這些祭祀用道家的儀軌。儒釋
道三教全用上了，所以國泰民安，社會安定，人民幸福，國家強盛
，太平盛世，天下大治。
　　看看全世界，以倫理道德因果聖賢教育，以儒釋道三教教化人
民、治理國家的，只有中華這一塊大地。我們看到祖宗對後代的這
些恩德，就能看到將來的前途。
　　二、承傳祖宗智慧 促進世界和平
　　緬懷祖德之餘，我們要知恩報恩。「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就
是報答祖宗恩德的最好方法。所以，祭祖的第二個意義是提醒我們
要承傳祖宗遺留下來的文化與智慧財富，將它運用在當代，來造福
現代人類，利益後代子孫。
　　中華先祖厚愛子孫，念念為千秋萬代的子孫著想；所以不但本
身積德修福，以庇廕後代，而且留給後代非常豐富的物質與非物質
文化遺產。就像漢字與文言文，就是超越時間空間的最佳文化載體
，是無比珍貴的文化遺產，也是現代其他民族所沒有的。
　　中華先祖千萬年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的智慧、理念、方法、成果和經驗，都以漢字文言
文的形式記載在《四庫全書》裡頭。這是老祖宗留給後世無與倫比
的智慧寶藏，對於現代社會具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而唐太宗時代
編輯的治國寶典《群書治要》則是傳統文化《四庫全書》的精華篇
章，能夠提供解決現代人社會及生活問題的具體方法。只要掌握漢
字文言文，就能汲取千萬年積累的這些智慧與經驗，為現代社會做
出貢獻。
　　學習與落實古聖先賢這些教誨的作用，在《論語》一開篇就講
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佛經是把它放在最後：「聞佛所說
，皆大歡喜」，這跟方東美先生所說的「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一個



意思。學而時習之是什麼？學了之後我天天都做到，把所學的東西
變成生活、變成工作、變成處事待人接物。「說」就是法喜，是喜
悅。這個喜悅不是從外來的，是從內心湧現出來的。學習聖賢這些
教訓，自己確實有得於心，這個「得」是得什麼？得就是歡喜，真
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是地位高，不是財富多，與這
個不相干。你看孔子很快樂，顏回很快樂，釋迦牟尼佛很快樂，古
聖先賢沒有一個不快樂。他不是地位高，不是資本雄厚，他是真正
精神快樂，帶給自己身心都快樂。我們要懂得、要明瞭、要真幹。
真幹之後，自己一生幸福快樂，你的家庭美滿和諧，事業發達順利
，社會安定，國家富強，天下太平，這就都做到了。這多圓滿！多
美好！為什麼要學習古聖先賢的教誨？就是為這個。
　　因此我們提倡辦漢學院，希望培養能夠解釋與實踐《四庫全書
》與《群書治要》的師資人才，讓儒釋道三教都有人承傳，發揚光
大。我們希望學生以十年的時間專攻《群書治要》、弘揚《群書治
要》；以《群書治要》來使全世界人的理念趨向一致，達到「見和
同解」。如此就能化解各種矛盾衝突，促進全球各國平等對待、和
睦相處，乃至實現世界大同的理想。
　　更重要的是再下一代，就是現在的兒童。兒童扎根才是真正的
扎根。現在二十幾歲、三十幾歲才來學習已經是半路出家，不是從
根扎下去的；真正扎根要從娃娃抓起。所以辦漢學院之後，漢學院
要辦附屬中學、附屬小學、附屬幼稚園，要從這裡抓起、從這教起
，那個根才牢固，才不會受外界影響。
　　今天我們舉行祭祖大典，紀念祖宗的恩德，內心要有所觸動。
我們要相信聖賢的智慧，要接受老祖宗的教誨。
　　老祖宗留下來的優秀傳統文化與倫常聖賢教育，是中華民族生
生不息的動力來源。祭祖正是承傳傳統文化、振興聖賢教育的最好



方式，能夠產生安定人心與和諧社會的正能量，是現代社會需要積
極提倡的教育活動。
　　欣見祭祖大典愈來愈受到重視，不僅在國內如此，今年六七月
間在英國倫敦和威爾士也先後舉行了紀念世界各民族萬姓先祖的祭
祖大典！這昭示著現在正是人類孝敬性德顯發的大好契機，老祖宗
教誨在全球社會普遍實現乃是大勢所趨；世界大同的願景也不再是
遙遠的夢想，而是可以實現的；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最後，祝福大典順利圓滿，功德成就！祝福大家身心健康，光
壽無量！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