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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居士：阿彌陀佛，各位好。我們今天到了成功大學，能夠邀
請到管理學院院長張教授來跟我們談一下。社團在十年前成立登記
的時候，我們也知道教授有參加我們的成立大會。在這裡想請教一
下教授，我們想要分享一下教授跟我們學會的因緣，什麼樣一個因
緣，教授當時會參加我們大會的成立？
　　張院長：記得後學是在十年前，被借調到交通部民航局擔任局
長的職務，那時候我們華藏淨宗學會正好成立，我就得到了邀請，
所以就到我們學會，在開幕的時候致詞。我記得我致詞的時候提出
三點跟同修來共勉，第一點，學佛是學覺悟，覺悟的人就快樂，覺
悟的人就自在。所以我們學佛不是像一般人，台灣話叫做「拿香跟
拜」，只是求保佑而已，而是要學習覺悟、學習智慧。所以大家學
佛，就是要學快樂、學自在的。我還提到第二點，我們學習佛法，
佛法可以說是如大海，八萬四千法門，應該怎麼樣來學習？我就跟
大家引用老和尚，我們淨空導師所提倡的，學佛要「一門深入，長
時薰修」，是要長時間不斷的學習，才能夠有所成就。因為我們現
在學佛的人往往是「學佛一年，佛在面前；學佛兩年，佛在西邊；
學佛三年，佛化雲煙」，都是露水道心的多。所以我鼓勵同修，要
保持長遠的心，精進不懈的心，至心精進才能夠有所成就。最後第
三點，我記得我提到了我們老和尚所提倡的，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
受。學佛可以斷除我們這些煩惱習氣，貪瞋痴慢、自私自利，貪求
名聞利養、五欲六塵，這些要慢慢練習把它放下。當然不可能一步
到位，一次就能夠斷除，而是要使我們熟的這種不好的習氣要讓它
生，讓它生疏，把它淡化；生處，像我們念佛、修十善業道、拜佛



、誦經，這是我們平常生疏的，要讓它轉熟，成為我們熟悉的，成
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這樣才能夠真正得到，或者是體會到學佛是
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想我們老和尚就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他老人
家真正享受到，所以他可以說是以身作則，給我們做一個好榜樣。
　　當初我記得在開幕的時候提出這三點，跟與會的同修來共勉。
後學基本上在這學佛將近三十年的時間，也都是以這三點來做為學
習的目標。我真的非常高興有這麼樣殊勝的因緣，在十年前參與我
們華藏淨宗學會這個道場的開幕。在這十年來我也觀察到，而且我
也深刻的了解到，我們學會可以說是在弘揚淨宗，專修專弘，在推
廣佛陀的教育可以說是非常的盡心盡力，這也是我們導師淨空上人
他一再勉勵我們的。一定要在這末法的時代，我們要有師承，就是
以我們老和尚來做為我們的學習榜樣，一門深入。
　　在學佛的這個道路上，我們一定要時時刻刻的檢討自己，反省
自己的習氣。尤其在目前末法時代，大家可以看到整個教育界在品
德的教育、德行的教育大家都疏忽了，只重視科技的教育，疏忽了
倫理、道德、因果、智慧的教育。所以現在社會非常的亂，學生可
以說是沒有人教了，或者是說連父母都不知道怎麼教。我們老和尚
所提倡的三個根，道教是《太上感應篇》，儒家是《弟子規》，我
們佛家是《十善業道》，這三個根就像我們錄影機三個腳，一定要
非常的堅固，一定要能夠支撐我們現在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甚
至社會教育，到最後的一道防線，宗教的教育，我們都一定要以這
三個根做基礎。這樣子才能夠讓我們的孩子從小接受到聖教，從小
就知道如何做人做事，這樣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國家，甚至全世界
、全宇宙才能夠恢復和諧安定，這樣子的一個境界。
　　宇宙本來是和諧的，社會本來是和諧的，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接
受聖賢的教育，讓我們的貪瞋痴慢這個習氣現前。所以我們來學習



佛法的教育，我們華藏淨宗學會可以說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是
個背後的推手，在這十年來的努力，我覺得貢獻非常多，對我們整
個的佛教，尤其是淨宗的推廣，可以說是居於領導的地位。尤其我
們師父悟道上人，也是非常的努力來弘揚正教，弘揚我們淨宗的這
種修持，以「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讓每個人都能夠達到人生終
極的目標，就是一生成佛的目標，我想我們學會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在這十年，我們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我們背後的這棵
樹已經有一百年了。我們要學習榕樹的精神，生生不息，屹立不搖
，捨己為人，能夠利益眾生。這也是我們在榕園來錄影，我想也有
非常深刻的意義，因為榕樹就有這樣的精神，自利利他、自度度他
。讓每個人都能夠過一個幸福美滿人生，我想這也是我們學會推廣
佛陀教育、推廣淨宗教育的一個貢獻，也是一個非常殊勝的因緣。
　　盧居士：院長我想請問一下，你剛剛有提到開幕的當中，你有
提出了三個期許的方向，第三個裡面你有提到就是說貪瞋痴慢的這
個部分。院長你是擔任管理學院的院長，我們都知道管理學系通常
，我們說難聽一點，是有點唯利是圖。一個管理學院怎麼樣一個方
向，能夠令得我們所有的學生跟老師，相應剛剛院長你所講的貪瞋
痴慢能夠把它斷掉？這是兩個極端的一個問題，怎麼樣能夠把它融
合在一起？
　　張院長：你問的這個問題太好了。正好最近大家都可以看到我
們全世界金融海嘯，就是因為商學院教導出來的學生，華爾街這些
金融投資銀行的高階主管自私自利，貪圖這個錢，所以造成現在天
下大亂，經濟衰退，人民受苦受難，都是因為這些管理學院教育出
來的學生沒有利他的精神。所以最近我擔任管理學院院長之後，我
首先就提出來，我們管理別人，首先要管理好自己。我們要把我們
大部分的時間，幾乎是一半以上的時間，用來管理好自己，然後其



他的時間來管理你的部屬，管理你的上司，管理你的同事。
　　如何來管理？我們現在在成大管理學院推廣企業倫理，企業要
負擔起它的社會責任，所謂社會責任就是自利利他。因為幫助別人
就是幫助自己，別人好我們才會好，別人不好會傷害到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現在在管理學院的課程，幾乎每一個系，我都要求各系要
開企業倫理，就回歸到做人的根本，一定要有利他的精神。換句話
說，所有管理學院的畢業生，身體裡面就要流著利他的血液，這才
能夠把企業經營成功。企業要永續經營，一定要利他，因為利他是
永續的利己。現前金融海嘯的例子我們就看到，你自利的話不但害
到了自己，也害到了全世界。所以我們教育就是希望教導學生，尤
其是管理學院的學生，一定要了解他的社會責任，了解利他才是永
續的利己；你利益自己，其實不但是害了別人，也害了自己。
　　所以我想我們佛法的教育，事實上強調的就是布施；布施其實
講得白一點，就是要分分秒秒去服務別人、幫助別人。幫助別人最
重要的課題是什麼？幫助眾生覺悟，覺悟做人做事的道理。一定要
利他，一定要感恩，一定要謙虛的學習。所以世間法不離佛法，佛
法跟世間法其實是並行不悖的，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
　　盧居士：院長，最後麻煩一下，對我們學會再講一下你有什麼
樣的一個期待、期許？
　　張院長：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是要追求過一個幸福美滿人生，但
是這個幸福美滿人生是果，它是結果，我們要知道它的因在哪裡，
根本的原因就是要「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我們常常
祝福別人，說祝你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其實這種話講再多也沒有
用。為什麼沒有用？我們沒有把原因告訴他。你要身體健康，你一
定要無畏布施。無畏布施我覺得最好的就是要面帶微笑，我們一個
人就是要經常保持歡喜心，對任何的人事物，我們都是歡歡喜喜。



面帶微笑是讓我們身體健康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這是因，你要告
訴他因，不然你光講祝福你身體健康，一百遍也沒用，因為他不懂
得修因，有因才能夠有果。心想事成，你要心想事成是果，怎麼樣
能夠心想事成？你就是要斷一切惡、修一切善，你要修善，多多的
去幫助別人。你幫助別人是因，果是什麼？別人會幫助你，自自然
然你心想就事成。所以我們要講幸福美滿人生，還是回歸到從因去
下手，這個因就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幸福美滿
人生自自然然就現前，這個果報自自然然就現前。
　　我們學佛學習覺悟，一定要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這也是
我們管理的精華，我們管理的精華就是因果管理。所以我在我們管
理學院也告訴學生，最好的管理就是從因去管。我們現在很多人都
是從果去管，像我們現在警報器響了，很多人就去把警報器拆除，
不去找為什麼會有警報，是不是因為有火警，有火在這邊？你要想
辦法去滅火，而不是把警報器拆除。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是做這種治
標的工作，沒有去治本，沒有從這個因去下功夫。治標當然短期內
有看到它的效果，但是你是鴕鳥心態，背後的那個因你沒有消除，
你這個惡果還是會現前。所以我們講管理，因果管理是管理學的精
華，你懂得因果管理，知道斷一切惡、修一切善，能夠讓我們的意
業清淨，就是我們的價值觀正確，幸福美滿人生、我們能夠離苦得
樂的人生自然就現前。我在這邊祝福大家能夠面帶微笑，經常保持
微笑，能夠斷一切惡、修一切善，自自然然身體健康，自自然然萬
事如意，幸福美滿人生就現前。謝謝大家，也祝福大家。
　　盧居士：謝謝，非常謝謝院長的訪談，謝謝。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