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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宋考利·嘉博博士、博特蘭·阿格尼博士、諸位教授、諸
位博士、諸位嘉賓、諸位大德：大家好！
　　這一次，得知羅蘭大學舉辦「國際蒙古佛教研討會」，以迎請
蒙古文《大藏經》，這確實是值得慶祝的一樁大事，我感到非常歡
喜。貴校來函相邀與會，令我備感榮幸。但是年屆九十二的身軀使
我力不從心，加上目前尚有法務纏身，分身乏術，不得已只好錄製
這段視頻，以表達我衷心的祝福。希望大家原諒我無法躬預勝會的
苦衷。非常感謝大家！
　　蒙古文《大藏經》的翻譯，歷經了中國元、明、清三朝，它是
蒙古地區的佛經總集，也可以說是蒙古佛教文化的百科全書，這真
正是稀有的珍寶。但是由於年代久遠，面臨保存的危機。二Ｏ一二
年，我們有幸聽到校勘出版蒙古文《大藏經》的消息，於是盡己所
能的提供了一些資助，共襄盛舉。目前這部《大藏經》已經影印出
版，並開始分贈寺院和學術研究機構，這真是人天共慶的一樁大好
事！
　　蒙古文《大藏經》的學術與文化價值
　　此次蒙古文《大藏經》不遠萬里而來，落戶匈牙利羅蘭大學，
因緣的確非常殊勝。
　　羅蘭大學對蒙古學與佛法的研究持續蓬勃發展；不但歷史悠久
，而且研究領域更是日益完善多元。貴校的「蒙古及內亞研究系」
、「蒙古研究中心」和「布達佩斯佛教研究中心」，都是致力於相
關領域的研究，內容涵蓋了宗教、語言及文化、游牧傳統、歷史等
方面。



　　談到蒙古的宗教與文化，我們不難發現，佛教文化是其中非常
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研究蒙古文佛教典籍，對於研究蒙古
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蒙古文《大藏經》內容浩繁，除了佛教經、律、論之外，還包
括哲學、歷史、天文、地理、醫學、建築、科技等諸多領域。簡而
言之，它的價值不僅體現在佛教哲學範圍，也涵蓋了社會科學和自
然科學等多方面的文化與知識。不僅如此，蒙古文《大藏經》還同
時彙集了蒙古語的精華，對於研究蒙古語修辭、語法以及佛經翻譯
，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正如蒙古文《大藏經》的總編輯金峰教授告訴我們的，歷經元
、明、清三個朝代而最終形成的蒙古文大藏經《甘珠爾》《丹珠爾
》，具有十分突出的民族特點和地區特點，擁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國際蒙古學協會前祕書長沙·畢拉教授也認為，新近整理出版的蒙古
文《大藏經》是近年來國際蒙古學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所以，
它不但是我們研究佛教的重要資料，也是研究蒙古文化、東方文化
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
　　內蒙章嘉大師與我的因緣——認識佛陀
　　內蒙古的第七世章嘉呼圖克圖是我的老師。蒙古語「呼圖克圖
」有明心見性、生死自在的意義。章嘉大師終生儉樸勤修，戒行圓
滿，精通漢、滿、蒙、藏語文，熟讀五部大乘經典，顯密圓融，行
住坐臥，沉穩安詳。章嘉大師是我學佛的第二位老師。
　　我是從哲學入佛門的，二十六歲開始學佛。第一位老師是當時
知名的哲學家方東美先生，方老師告訴我，「佛經哲學是全世界哲
學的最高峰，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這句話很有吸引力，我就
開始認真研讀佛經，把佛法當成哲學來看待。
　　半年以後，很幸運的認識了章嘉大師，他讓我知道了哲學不是



佛法的全部，它只是佛法的一個部分；我學佛的根基是在大師的指
導下奠定的。大師告訴我，釋迦牟尼是佛教的創始人，學佛要先認
識釋迦牟尼佛，才不至於走錯路、走彎路；還告訴我，釋迦牟尼佛
的詳細傳記收錄在《大藏經》裡《釋迦譜》及《釋迦方志》。
　　讀了這兩本書之後，才了解釋迦牟尼佛是人，不是神。他是古
印度迦毗羅衛國的王子，為了解決生老病死的問題而出家學道，後
來大徹大悟，對宇宙人生的真相徹底通達明瞭，隨即講經說法，將
自己證悟的真理傳播出去。所以釋迦牟尼佛的身分，用現代的話說
，是一位多元文化社會教育的義務工作者，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所
以我們認識到，佛教是教育，是釋迦牟尼佛對眾生至善圓滿的教育
。
　　佛陀教育的目的——破迷開悟、離苦得樂
　　學習佛法，首先要釐清什麼是佛，什麼是法，什麼是佛法；釐
清這幾個問題，對於學習佛法幫助非常大。「佛」是古印度梵語裡
面的音譯，意思是智慧、是覺悟。佛有體、有用，從其本體上說是
智慧，從其作用上來說是覺悟。這裡我所說的智，跟我們普通概念
裡面的智慧不一樣。它有三種解釋：一、一切智，指正確了解宇宙
本體的智慧；二、道種智，指對宇宙萬象的產生、現象、過程以及
結果能正確明瞭的智慧；三、一切種智，就是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相
，究竟圓滿明瞭的智慧。覺也分成三個層次：一是自覺，即是自己
的覺悟；二、覺他，即是幫助他人覺悟；三、覺行圓滿，即是指自
覺、覺他都達到圓滿。
　　智是體，覺是用，所覺的對象是宇宙人生。宇宙人生我們用一
個代名詞，稱之為「法」，它包含無盡時空裡面一切萬事萬物。「
佛法」這兩個字合起來看，就是無盡的智慧、覺悟，能夠覺了宇宙
人生一切萬事萬法。所覺的對象沒有邊際，能覺的智慧也沒有邊際



，而能覺與所覺是一不是二。這很不容易理解，我們用夢境來做比
喻，譬如我們作夢，在夢中一下子覺悟到我在作夢，知道夢裡所有
境界都是自己的心變現的；心能知，夢境是所知，這個知覺的心跟
夢境是一不是二。所以佛法不是哲學，佛法的能所是一，而哲學的
能所是對立的。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能夠圓滿了知宇宙萬有的智慧德能，是
自己本來具足的，不僅佛有，一切眾生都有，眾生與佛是平等的。
雖然平等，可是我們今天的智慧、能力確實是與佛不相同，那是因
為我們把本有的智慧德能迷失掉了，這一迷失就帶來了苦。對於宇
宙與人生的真相茫然無知，看法、想法統統錯了，導致說法、做法
也全錯了。說錯、做錯了，後面一定有結果，結果就是六道輪迴，
不得不經歷生老病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過著眾苦交集的日
子。如果一個人對於宇宙人生的真相能夠真正理解，沒有想錯，沒
有看錯、做錯，所得的結果一定是快樂。
　　迷是苦因。那麼我們是如何失掉本有的智慧德能的？佛用一句
話，把我們的病根說出來了，「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妄想
、執著遮蔽了我們的智慧德能；斷掉妄想、執著，本有的佛性就恢
復了。佛法教學的目的就是幫助我們放下妄想、執著，破迷開悟，
從而離苦得樂。離究竟苦、得究竟樂就是成佛，這也是佛法教學的
終極目標。
　　信解行證得佛法真實利
　　如何才能離苦得樂，得到佛法的真實利益？佛是老師，老師只
是教導我們理論、方法，學生的成就必須要靠自己發憤努力修學才
能獲得。而修學是有次第的，佛門的修學分為四個階段：信、解、
行、證。
　　信是第一步。我們常說：「佛不度無緣之人」。何謂緣？就是



他能信，能信就是緣成熟。佛度眾生，一定是先度能相信的這些人
。信，首先信自，相信自己有佛性，相信自己本來成佛；相信自己
的真如本性現在被染污了，只要把染污去掉，恢復自性，就跟諸佛
如來沒有兩樣。第二是信他，他是指佛。佛為什麼要幫助眾生？因
為佛所證得的是究竟圓滿的智慧，他知道一切眾生跟自己是一體，
從一體流出的是大慈大悲。佛就是以這種無條件的愛為推動力量，
加上大智大德的方法手段，來幫助無盡的眾生破迷開悟、離苦得樂
。相信佛，依照佛所講的道理、方法修行，決定能成就。
　　建立信心，然後求解。修學沒有懷疑，才會體會到快樂而沒有
障礙。學佛求的是一切通達明瞭，這個方向不能偏離。研究經論，
可以選一部，然後把心專在這一部，一門深入，長時薰修。佛法修
學跟世間法的觀念不一樣，世間提倡為學要像金字塔，先要博，慢
慢再精；佛法求學像大樹，選一門把根扎深、扎牢了，以後枝葉花
果就很茂盛，所以先專後博。
　　理解了之後就要開始修行。這就好比我們要去一個陌生的地方
旅行，先研究地圖，這是在解上下功夫，知道道路怎麼走，準備就
緒之後就要開始起步，踏上旅途。因此，理解、明白經典的義理之
後要行，也就是把它落實在生活上。以經典為標準，如果我們的看
法、想法跟佛講的不一樣，要知道自己錯了，佛沒錯。要勇於捨棄
自己的錯誤，依靠佛的知見來修正我們自己的思想見解，言語行為
也要用這個標準來修正。佛門說的修行，就是指修正自己錯誤的看
法、想法、語言、行為。所以，佛法不是華而不實的空洞理論，而
是能夠落實在現實生活的；能夠落實，就能夠獲得佛法的利益，真
正是煩惱輕、智慧長，從而能夠產生法喜，產生不疲不厭、持續修
學的動力。
　　什麼叫證？證是契入境界。這個證就是親自證實，事實真相確



實如佛所說，這才算數。佛在經上所講的理論，如果只是聽佛說的
，自己沒有見到，這總是隔了一層。古德所謂「如人飲水，冷暖自
知」，證就是你真正喝到那口水，知道它怎麼回事情。佛教在世間
的目標，是圓滿的幫助我們解決一切苦難的問題，讓每個人在這一
生當中得到幸福快樂、家庭美滿，並且生活在一個和平、和諧、安
定、繁榮的世界裡；至於未來的目標，超越六道、了脫生死，乃至
圓滿成佛，其殊勝的利益就更不可思議。
　　我學佛到今年六十七年，講經教學也有六十年了，真正得到了
老師說的「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什麼？是快樂，
天天生活在歡喜、快樂當中，這與富貴貧賤沒有關係。雖然這幾十
年經歷了許許多多的挫折，但是那些對於我來說不是挫折，而是考
試，幫助我不斷提升。處順境、善緣不生貪戀，處逆境、惡緣不生
瞋恚，都能夠自在、歡喜。這是因為我每一天都在讀經，從經典當
中學習，對於世出世間一切法的真相愈來愈清楚、愈來愈明白，就
愈來愈歡喜。
　　所以我這一生感恩老師，感恩老師讓我有機會知道佛法這麼好
！感恩佛，留下了這麼寶貴的經典，把事實真相告訴我們。自己這
一生能守得穩、守得定，堅持走在這條正法大道上，接受並弘揚佛
陀的教育，完全依靠經典的教化，經典的利益確實不可思議。
　　今天，我們獲得了這一部蒙古《大藏經》，希望大家都能藉此
殊勝因緣，共同來學習與弘揚佛經裡無量的智慧寶藏，不僅自己獲
得真實利益，也能利益他人，進而造福現代社會，乃至全球人類。
　　在此，謹祝福本次討論會順利圓滿！祝福大家福慧圓滿、六時
吉祥、身心康健、光壽無量！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