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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主辦方淨宗學會的會長們，尊敬的各位法師、各位嘉賓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好！
　　今天這場祭典，是淨宗學會在德國首次舉辦的全球祭祖大典，
因緣十分殊勝；淨空很歡喜、很榮幸，能夠受邀參與這一場意義重
大的祭祖活動。
　　我們是從二Ｏ一三年開始提倡祭祖活動，每年固定在香港舉辦
祭祖。近年來，這種祭祖的風氣，從香港逐漸推廣到了新加坡、馬
來西亞、日本、澳洲、英國、以及法國，得到了不同國家、地區人
們的正面反響。歐洲第一次全球祭祖，是二Ｏ一六年在英國所舉行
的。二Ｏ一七年，「淨空之友社」辦公室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巴
黎總部正式成立，於是我們把這種紀念全球各民族祖先的活動，推
廣到了教科文組織，至今已連續三年都在其巴黎總部舉辦全球祭祖
大典，並由教科文組織的常駐大使擔任典禮的主祭官。這個活動感
動了許多的參與者，大家都十分歡喜。
　　今天，我們在德國這塊人文薈萃的中歐土地上，同來自於多個
國家的人民，一道來追思、紀念自己以及世界各民族的祖先，這確
實是具有高度意義的一樁大事。
　　我們得知德國當地人民會前來參與今天這場祭典，這令我們內
心十分歡喜。祭祀祖先，追思祖德，我們回想起，二十世紀初，在
中國文化傳統面臨嚴峻挑戰的時刻，正是來自德國的一些具有使命
感以及智慧眼光的漢學家、哲學家，他們用自己真誠的筆墨，對中



華祖先的歷史成就、道德成就、以及教育成就，發出了由衷的讚歎
以及擁護之聲。
　　當時，德國哲學家赫曼．凱澤林伯爵，他遊歷東方世界，親自
到訪中國，並將其所見所聞編寫成了一部著作，這部著作在第一次
世界大戰之後風靡了當時的德國。在著作中，凱氏道出了他對於中
國的觀察，他說：「幾個世紀以來，中國比歷史上的任何一個國家
，都還要更加接近於他大同世界的理想」，並且說：「當一個人越
是能夠進行深層的思考時，這個人就會越加對於孔子與孟子的智慧
，感覺到驚歎」。凱氏在他這本旅行的心得報告中，還記載了距今
一百年前中國鄉下農民們純樸而又不凡的風采，他在書中寫道：「
中國長江流域的每一個農民，他們身上都展現出了孔老夫子那種優
秀的德範」，「凡是與這些農民真正相處過的外國人，最終沒有一
個不是打從心底熱愛這些農民，乃至於尊敬這些農民。而孔子與孟
子的教誨，無一例外地，都被體現在這些底層農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了」。凱氏的這份報告，極其珍貴，他最後還告訴我們，中華民族
在文化上的高度成就，證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要實現人類的至
善理想，最終只能是依賴良好的教育，方可成之。
　　那個年代，由於民族自信心的消亡，年輕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
們，甚至開始認為漢字、文言文是極度落伍的一種文字工具，以為
中國的這種文字體系遠遠比不上白話文以及拼音文字。對此，當時
德國萊比錫的漢學家何可斯教授，他用他的著述鄭重地告訴我們，
中國的漢字、文言文，是人類精神創作的最完美的溝通工具，絕無
落伍之處。他大聲疾呼道，一旦拋棄了漢字、文言文，中國必將喪
失他在歷史上所積累的精神財富，中國的教育將會遭受到嚴重的衝
擊，中華民族將會失去他賴以生存的根本。
　　面對許多人們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懷疑，當時德國的漢學家衛



禮賢先生，他用他的著作嚴肅地告訴我們，歷史為證，中華文化的
生命力量，以及其精髓的力量，是如此地強大，以至於在歷史上，
凡是進入到中國的所有部落民族，最終都完全融入到了中華民族之
中。衛氏告訴我們，無論中華文化融入於哪一個民族，它的力量都
足以能夠在這些人民的靈魂深處，造就出思想、行為與中華精神完
全相應的一致性。關於中國祖先對於自身與他人利益的態度，衛氏
則為世人與中國的後代子孫們做出了一段深刻的剖析，他說：「中
國人的眼光，不是盯著個人的小我，而是將其擴大到全體人類的廣
度！」這位心懷正義的德國漢學家，將其生命中的一半時光都奉獻
在了中國。
　　今天，我們回想起了德國的這些朋友們；在養育他們的這塊土
地上，我們懷念他們，感激他們。他們為中國祖先們的歷史成就，
做出了最為珍貴的見證，見證了中華民族歷代祖先遺留給後世子孫
的，確實是至極珍貴的精神遺產，是無與倫比的文化寶藏。這些德
國朋友在歷史上所發出的呼喊，不會被淹沒在歷史的煙海之中。德
不孤，必有鄰。在當前這個時代，我們看到中國的國家領導人，他
所思考的，所落實的，確實就如同衛理賢所說那樣，是胸懷天下，
不為己私，志在復興中華文化，拯救民族，協和萬邦。
　　從這件事情上，我們也體會到，在這個地球村的時代，我們應
當要積極學習這些德國朋友們的精神，不僅僅要維護自己民族的文
化，還應當要守護其他民族的傳統智慧、優良文化、以及歷史遺產
。我們舉辦祭祖大典，緬懷世界所有民族的祖先，希望一切族群的
先人們，都不會被後世所遺忘，希望他們的智慧光芒，都可以延續
、照耀到人類的每一個世代。
　　今日祭典現場有許許多多旅居在歐洲的越南人民，看到越南人
民如此踴躍地前來參與這場祭典，我們內心十分感動。我們祭祖大



典所呈現的東方禮儀，既是中國的古禮，也是越南的古禮。在歷史
上，我們看到，直到二十世紀的上半葉，越南的阮氏王朝，都還完
整保存著宗廟祭祖的禮儀制度。我們從歷史文獻中，看到了當時越
南王室進行宗廟祭祖時所採用的儀軌與樂章。他們採用的樂曲，包
括了《咸和之曲》、《嘉和之曲》、《祥和》、《寧和》、《安和
》，以及《雍和》等曲目。這些曲目有些源自於中國的盛唐，有些
來自於中國的宋、明，還有一些則很可能是屬於阮氏王朝自己的精
心創作。越南的胡志明主席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他說：「我們中
越兩個民族，數千年來，血統相通，文化共同，在歷史上素稱兄弟
之邦。……中越兩國，原是一家！」在古代越南的官修史書裡面，
我們看到當時史官詳細地記載著，越南大地的人民乃是神農氏的後
裔，是炎帝神農氏的子孫！這些越南歷史上的點點滴滴，每一處都
激起我們內心的無限感懷，都令我們回想起中、越兩國的祖先們開
創東亞文明、建設禮義之邦的那一段輝煌歷史。今天，我們用最莊
嚴隆重的古禮，來緬懷自己與世界各民族的祖先，這的確是意義深
遠的一樁美好勝事。
　　祭祖，是啟發我們報本反始的孝心。我們每個人，都應當不忘
自己的祖先與父母。世界上的每個族群，都擁有悠久的文化歷史，
也都秉受著其歷代先人們最深刻的關懷與祝福。祖父母、父母深切
地愛護著自己的後代子孫，把他們當作是自己生命的延續。這種一
體的情感，存在於人類的所有族群之中；它的力量，能夠超越時空
，穿越歷史。因為這份情感，祖先為後代子孫做出種種奉獻與努力
，一代一代地傳承，才有了今天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這兩種文
明，造就了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成為我們每個人立足於世間的真
正根基。所以，無論是在肉體上、或是在精神上，我們確實都是與
歷代祖先同為一體；這種一體的關係，時間再久遠，它也不會消失



。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面，祭祖是家庭、家族、以及國家在弘揚
孝道文化時非常重要的一種教育活動。藉由緬懷祖先，我們得以回
顧自己的根源，體會到歷代先人們對於我們的愛與期盼。我們相信
，這樣的一種精神聯結，確實能夠給各族群的人民帶來珍貴的心靈
力量，引導人們對於祖先生起感恩圖報之心。而當一個人學會感念
歷代先人對於自己的恩德時，這個人就絕對不會忽視眼前的父母親
對他的恩德；他會盡心奉行孝道，敬愛父母。中國古聖先賢曾說：
「愛敬父母的孝心，乃是眾德之本，它也是一切神聖教育最根本的
教學目標。」並且又教導我們：「一個人若能夠依照祭祀禮儀的真
正精神來參與祭典或者舉行祭典，這就實踐了教化人心的根本之道
。」由此可見，中國的古聖先賢非常重視用教育來培養孝道文化，
並且非常重視以祭祀祖先的禮儀內涵，來落實這種教育。而中國這
種歷史悠久的教育活動，在這個地球村的時代，可以適用於所有的
族群與地區。這個文化遺產，應當是屬於全世界的。
　　世界各族群的宗教教育，都非常重視子女對於父母所應盡的孝
道。在基督教與猶太教的《聖經》中，上帝教誨人們說：「當孝敬
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
」使徒保羅在他神聖的書信裡面特別提醒我們，上面這條教誡，乃
是上帝所宣告的第一條帶有應許的誡命。在伊斯蘭世界裡面，仁慈
的真主在《古蘭經》裡也教導我們，應當要「感恩上帝」、「崇仰
上帝」，同時還要「感恩父母」、「孝敬父母」。先知穆罕默德在
《聖訓》裡面告訴我們，應當努力侍奉父母，為眼前的父母而奮鬥
；並且慈悲地告誡我們，忤逆父母乃是最大的一種罪惡；而父母其
實就是子女進入天堂的大門。印度教古老的《奧義書》則是教導我
們，應當要「奉母如神，奉父如神」。



　　中國先人們最重視的，是教育；而且把孝道的教學，看做是最
根本、最重要的一種教育。他們深刻地認識到，敬愛父母的這種孝
心、孝行，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並且是放諸四海皆準、足以感化萬
邦的一種神聖美德。中國古人知道，當一個人對於父母的敬愛之心
達到成熟，昇華、拓展開來，這個人就能用一顆真誠的愛心去關懷
全天下的百姓，能以自己的孝德去感化十方的人民，讓人人都懂得
孝親，且能夠彼此和睦相處、相互關懷，這就是和諧大同的世界。
因此，中國的經典教導我們：「立愛，自親始。」我們閱讀世界各
大宗教的主要經典，發現孝道確實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根本道德。因
此，我們今天用祭祖這種教育活動來樹立、弘揚孝道文化，這應當
是上帝與一切族群的先人們都會歡喜擁護的。
　　世界各族群的先人們，為後世子孫開創文明、維繫文明，幫助
子孫平安地生存、繁衍，可說是歷盡艱辛，絕非易事。真正感受到
祖先對於我們的恩德，真正知恩圖報，我們必定會提起自己對於人
類後世子孫的責任之心；因為，後世子孫永久的安寧與幸福，是所
有人類祖先最大的期盼。而關於人類文明能否在未來克服挑戰、長
遠維繫，著名的英國歷史哲學家湯恩比博士，他在晚年時，曾經總
結性地提醒我們：宗教是文明生機的泉源，一旦人們失去對於宗教
的信仰，那就會帶來文明的崩潰。湯氏的這段警語，是出自他對於
人類文明歷史一種宏觀性的回顧與分析。從他的這段剖析裡面，我
們可以體會到，世界各民族的祖先，他們遺留給子孫最珍貴的遺產
，就是其民族古老、偉大的宗教教育。
　　世界各大宗教的創始人，確實都是他們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社會
教育家。中國的「宗教」一詞，有三個含義，分別是指「主要的教
育」、「重要的教學」、以及「尊崇的教化」。我們翻開各大宗教
的經典，深深體會到，各大宗教的本質確實都是教育，它們是人類



生存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教育；而其具體的教學內容，則是倫理、
道德、因果、以及聖賢的智慧。而其教學的核心，則是一個「愛」
字。保有真正的宗教教育，人類的文明就能夠保有真愛；只有愛心
，才能夠克服一切可能的衝突對立，才能夠防止人類在這個核子時
代走向分裂、走向戰爭、走向毀滅。世界各民族的宗教教育，是人
類文明生存發展的重大關鍵；用湯恩比博士的話來說，一旦我們失
去對於這種教育的信心，那麼我們的文明就會陷入混亂與崩潰。湯
氏也警告我們，在這個核子時代，我們絕不能讓人類走向災難的邊
緣。祖先將我們視為是其精神與生命的延續，如果我們能夠繼承他
們所遺留下來的這些最珍貴的教育遺產，為後代子孫創造一個和諧
美好的生存環境，這必定會是我們祖先最大的慰籍。
　　中國儒家一部重要的經典裡面，有一句經文說道：「大孝不匱
！」在當前這個時代，我們能夠努力把祖先遺留給我們的宗教教育
遺產繼承下來、發揚光大，同時也幫助世界所有族群保存並光大他
們古老神聖的宗教教育，大家相互學習，相互合作，讓上帝的真愛
，讓倫理、道德、因果、聖賢智慧的教育，永續存在於人類的文明
之中，為當今的世界創造和平，為未來的世代奠定生存發展的根基
，這樣，我們就真正做到了「大孝」，做到了「不匱」；這也是我
們對於一切族群的祖先們最高的禮敬。
　　在古老的中國，以及過去越南、朝鮮這些深受中華文化薰陶的
國家裡，祭祀祖先的儀式，都是屬於國家最隆重的禮儀。整個祭祖
儀軌，自始至終，都展現出真誠孝敬的精神，事死者，如事生。今
日我們這場祭祖大典，就是依循著傳統中華文化裡的祭祖禮儀與祭
祀精神來舉行的。典禮之初，莊嚴的迎神隊伍會手持著燈籠、香爐
、扇子、以及傘蓋，緩步地走到會場的門扉之外，迎接祖先們的神
靈步入會場；而典禮進入尾聲之時，同樣的隊伍以恭敬虔誠的態度



，禮送祖先們的神靈離開會場；這些，都是誠敬之心的展現。在祭
典中，主祭官在香案前向世界各民族的祖先們上香致意。點燃的香
，代表著信息的傳遞；香煙繚繞而上，就是將我們希望供養祖先的
這份真誠的心意，傳達給祖先們知道。主祭官在典禮中用古代樣式
的銅製酒器，三度向祖先們的神靈獻酒，這也是在對世界各民族的
祖先們表達出我們後人對於他們的真誠禮敬。中國古代的祭祖典禮
，都有搭配著音樂，而我們今日的祭典，也會遵循古制，搭配和雅
、古樸的樂曲。中國古人說，「樂」所表達的，乃是人心深處千古
不變的情感，而「禮」所表現的，則是宇宙天地恆常不變的事理。
中國的《禮記》又說：「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這
是指古代那些最隆重的音樂，都蘊含著與宇宙本質相同的和諧精神
；而那些最隆重的禮儀，則會彰顯出宇宙所蘊含的自然倫常與秩序
。我們希望這個祭祖典禮中的一切古典儀軌與樂曲，都能夠讓所有
參與者感受到中國古人所表達的這些意境，幫助大家安和、靜心地
追思祖先。
　　祖先對我們的厚愛、付出，我們絕無絲毫懷疑。祖先與我們一
體的關係，我們也沒有絲毫的疑惑。我們相信，只要用一顆至誠恭
敬的心禮請我們的先人們，他們就會來到我們的面前，接受我們的
虔誠供養。
　　中國古聖先賢曾說：「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今
日前來參與祭祖大典的所有嘉賓朋友們，都是中國古聖先賢所說的
仁人君子。我們希望，世界上的所有人民都能夠發起紹繼祖德、救
護世間的廣大之心，為我們的祖先們爭光，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
開太平。
　　淨空最後在此恭敬祝願：世界各民族、文化、與宗教，都能夠
平等對待，和睦相處。祝願德國以及世界各國，國運昌隆、國泰民



安。祝願世界和諧，實現大同！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