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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休斯校長賢伉儷、Jeremy院長、王會長、童校長，諸位
法師、諸位同修、諸位同學，大家下午好。阿彌陀佛！今天非常難
得，我們第一次在英國威爾士，三一聖大衛大學蘭彼得校區舉行祭
孔大典。過去從二Ｏ一六到去年一八年三年，我們在蘭彼得校區舉
行祭祖大典，今年祭祖大典在倫敦舉行，在這裡舉行祭孔大典。校
長在我們大典完成之後非常讚歎，也感到非常震撼。這也是在英國
所有大學，大概這裡第一次舉行祭祖、祭孔大典，這也是一個歷史
性的，甚至全球這個大學是第一個，非常殊勝。這也是我們導師上
淨下空老和尚，他老人家大慈大悲把傳統文化回歸到學校來，把所
有宗教回歸到教育，這是他老人家的悲心。年紀這麼大了還在國際
上大聲疾呼，極力的提倡弘揚修學中華傳統文化。
　　中華傳統文化包括儒釋道道三教的教義，在我們祭祖大典是提
倡孝親，不要忘本，提倡孝親；祭孔是提倡尊師，這是教育的根本
，也是我們做人的根本。但是現在全球的學校，剛才我們聽同學的
分享，主持人的匯報，現在全球從幼兒園到研究所，沒有教倫理、
道德、因果這樣的教育，這是現在全世界都找不到，在一個正規學
校裡面都沒有。現在有很多是屬於民間私人辦的，像補習班一樣的
，有在教這個。受到淨老和尚的感召，所以有很多都是屬於私人辦
的，正式學校裡面這就很難得了。目前在威爾士三一聖大衛大學開
了這個課，我們老和尚取名「英國漢學院」。也得到休斯校長知遇
之恩，能夠聽得懂我們老和尚講的意思，他能夠理解，他也能接受



，也盡力來配合。這個當中的過程，當然是有很多艱難的地方。今
天我們看到漢學院同學的報告，是初步的一個成果。這個時間安排
悟道上台，實在講這個時間，應該是請現在漢學院院長，妙公大和
尚他上台來講評。大家既然不嫌棄，安排悟道上台，我就濫竽充數
，充充數，跟大家結結緣。
　　我們剛才也聽到同學的分享，講的內容以《論語》為主要的講
題，根據《論語》裡面的內容來做為下午的講題。講的是倫理道德
，教孝、教敬，教孝親尊師，教孝敬，這也是威爾士三一聖大衛大
學的一個創始。現在全世界所有的大學，大家去聽有沒有講這個課
？這個我不知道，可能縱然有，也非常有限。沒有像我們這個學校
，根據淨老和尚的指導，這樣深入的學習，可以說這裡是第一家。
我們也希望從這裡帶動將傳統文化，倫理、道德、因果教育推廣到
全球。這是我們淨老和尚他老人家的願望，他老人家的心願。這個
教育主要是救世的，以教育來救這個世界，原來這個世界是愈來愈
亂。講到傳統文化浩如煙海，一部《四庫全書》我們從哪裡看起？
實在講我們現在要學也不得其門而入。今天漢學院挑選《論語》，
這是非常理想的。
　　在過去，雪廬老人在台灣台中蓮社教學，特別對台中蓮社的蓮
友來講課，蓮友有的當然也都有一定的年紀，也有工作，不像學生
在學校他所有的時間都投入在學習。有家庭、有工作，也有一定的
年紀，當然能夠學的就有限，因此雪廬老人提出來，就是沒有時間
學那麼多。當然年輕人精神、體力、腦力都好，時間也有，學愈多
愈好。如果有了年紀，或時間不夠的人，老人他也舉出有兩部，一
部就是《論語》，《論語》講政治，講世間法。過去宋朝開國宰相
趙普講，「半部《論語》治天下」。雪廬老人也編了一部《論語講
要》，還有他講的《講記》，他在往生前沒有講完，九十一歲講第



三遍的《論語》。以前他是在中興大學上這個課，還有在台中蓮社
九十一歲的時候講這個課，講到九十七歲沒講完。
　　《論語》是世間法，儒家它偏重在世間，但是也有出世間法，
講得比較少。佛法講主要偏重出世間法，也有世間法；儒家主要以
世間法為主，出世間法也有，少講，講得不多。為什麼講得不多？
因為大家聽不懂。孔老夫子教學就是以道德仁藝，「志於道，據於
德，依於仁，游於藝」，教學以這個。在南投，雪廬老人的學生辦
了一個弘明中學，從小學到高中，上個月我去拜訪那個校長，看到
它們學校，孔老夫子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以
這個標語貼在學校的牆壁上。道是講宇宙的本體空空洞洞，就是佛
法講的「自性本體」，我們一般人不懂。在孔子的學生只有顏回他
懂，子貢懂一些，其他的學生就不太懂。所以講道就是大乘經講的
，不可思議，懂的人當然就不多。德，實在講我們也不懂，道是寂
然不動，一動就是德，講德我們還是不懂，所以孔子他教學，以仁
來切入，以仁，仁是兩個人，推己及人從這個地方入手。剛才我看
同學，也有列出來，寫了個仁字，依於仁。游於藝，有了道德仁這
個基礎，藝就是各行各業，現在講《百科全書》裡面所有的，統統
包括在藝這個字裡面。藝，科學技術、文學、哲學種種的、方方面
面的，學經濟、學財政、學司法、學法律，統統是包括在藝這個字
裡面。道德仁是根本，藝是枝末，道德仁是根本，這是儒家教學的
一個重心。
　　世間法，雪廬老人給我們講，如果沒有時間起碼要學《論語》
。所以我現在年紀也不小了，今年六十九歲，六十九歲開始學《論
語》，以前都是學佛經。實在講我們缺乏世間法，世間法還是需要
的，世間法可以輔助我們出世間法。雪廬老人在《論語講記》講，
世間法學好了，出世間法就露出來了。佛法就是講出世間法，出世



間法就是講了生死的方法，脫離六道生死輪迴的方法，出離世間的
方法叫出世間法。世間法就是在六道裡面，它沒有離開六道，在六
道裡面的事情。六道天道、人道、阿修羅道、畜生道、餓鬼道、地
獄道，畜生、餓鬼、地獄是三惡道，修羅、人、天是三善道。世間
法修好了可以保住人天身，修得不好就墮到三惡道。出世間法就是
要超越六道，佛法講的就是超越六道、了生死的方法。
　　了生死的方法在佛經也很多，八萬四千法門統統是講了生死的
。雪廬老人給我們舉出《彌陀經》，我們明天做三時繫念，每一時
都要念一部《彌陀經》。我們在這個地方已經做了三次的三時繫念
，今年是第四次。《彌陀經》就是教我們一生了生死的方法，信願
念佛求生西方，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所以雪廬老人給我們講，
起碼世間法要學一部《論語》，出世間法要學一部《彌陀經》。如
果註解，要學蕅益大師的《要解》，起碼要抓住這兩部。其他有時
間再多學一些，如果沒有時間，這兩部這一生我們深入也可以了。
學《論語》在我們現在還在這個世間，就是知道怎麼做人處世，做
好一個人保住人格，學《彌陀經》我們超越六道，往生西方去作佛
。抓住這兩個，一門深入，長時薰修，這一生必定在世間法、出世
間法，有決定的成就。這是雪廬老人給我們推薦的這兩部東西。
　　所以今天下午看到我們同學的分享也很相應，我們學習不論年
齡。在《論語》開頭，第一篇第一章就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第一
篇就「學而篇」，學而時習之，學了之後我們要去實習。就是下午
同學講這個言行，就是我們學習之後要去落實，要在生活當中去實
習、去落實。落實當中得到心得那就喜悅，在佛法叫法喜，有心得
愈學愈歡喜。孔子開頭講學而時習之，這個非常重要，有一次孔子
帶著學生經過墳墓，孔子指著墳墓對學生講，你們看看墳墓那邊，



到那裡去就不用學了。這個意思就是說，你還有一口氣在你就要學
，進了墳墓那就不用學了。也就是說，我們人一生下來就要開始學
習。
　　在中國的傳統老祖宗很重視學習，從什麼時候開始學？從在母
親胞胎裡面就要學，所以叫胎教。中國人他懂得胎教，母親懷孕，
那母親是孩子第一任老師，母親就那個言行舉止要謹慎，眼睛看要
看好的，不好的不能去看，聽要聽好的，做的事情也要做好的，這
個心情要保持平靜。眼睛不能亂看，耳朵也不能亂聽，也不能去隨
便接觸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去的地方要有所有選擇，不好的環境
不去，去了就會影響胎兒，保持正面，這樣孩子生下來那就很好教
。在母親十個月已經薰習正面的，現代的話講叫正能量，他已經薰
習了十個月。生下來一千天也是一樣，父母都是要做正面的給孩子
看，講話、做事都是要從正面的，負面的就不能去教孩子。所以做
父母的自己也要很謹慎，自己要修，在佛法叫修行。這樣三年根扎
下去，後面老師再教，這個孩子可以教成聖賢。
　　過去讀書人他是志在聖賢，他的志向，立這個志是在作聖作賢
，他不是為了賺錢，當然賺錢也需要，聖賢是主要的，這聖賢。最
起碼也教這個孩子做一個好人，不要危害社會，志在聖賢，讀書要
立志。自己有道德、有學問，人家不認識也不埋怨，不發牢騷，所
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做個君子。所以儒家的教學三
個層次，最高是聖人像孔子、孟子；再來是賢人，七十二賢，賢人
；再來是君子；再來就是善人、好人，最起碼教成個好人。這個教
育非常非常重要，特別是扎根教育非常重要，扎根教育辦好了，長
大了他就不會受這些邪知邪見的影響。一個人如果他有孝悌的根基
，他在社會上就不會作亂，不會作奸犯科。會在社會上去作亂的，
像現在我們看到，很多地方在遊行的，在我們台灣還有學生去佔立



法院的；像現在香港示威，示威到機場，飛機都不能起飛了，已經
危害到公共秩序。「為人也孝弟」，為人如果孝悌，他就不會犯上
作亂；會犯上作亂的人，他肯定是不孝、不悌，他才會這樣做。所
以這個教育辦好了，實在講這個世界就不需要軍隊、警察。
　　所以中國自古它是以禮樂治天下，以禮，禮就是把人當人看。
用禮樂，禮來約束身口，用樂來調心、調情緒，我們人都有七情，
這個情緒要用禮樂來調節讓它平衡。人的身心如果平衡，就是個正
常的人，他就不會作亂；如果情緒不穩定、亂發脾氣，那人不正常
。現在我們看到不正常的很多，做父母的傷透腦筋，為兒女操心一
輩子，操心到老死還在操心。禮樂推動就不用刑罰，你違禮，用禮
去整齊。所以孔子在《論語》講，「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用道
德、禮來整齊、來約束。如果人違禮，頂多說一說而已，講一講讓
他自己去反省，讓他自己去生慚愧心；這個禮樂推不動那才要用刑
罰，定法律來處罰。人如果要用法律來約束，那就表示禮樂推不動
，沒有禮樂的教化就必須要用法律，現在我們看到全世界都是用法
治，法律。
　　在中國禮樂治天下，所以《禮記》這個書有留下來，雪廬老人
講《樂記》失傳了。樂，調節我們的心情，調節我們的情緒，我們
凡夫都有情緒，有七情五欲，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五欲都會發作
的。所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我
們沒有發作的時候，這個時候是中、中道。休斯校長也有讀過《中
庸》，中就是什麼事情都要保持一個中才平衡。我們開車也要開在
路中，不能偏左偏右，偏了之後出問題就危險，我們的心也要保持
一個中。情緒發作用禮樂來調節，調節到適中就和了，所謂「致中
和」，這樣我們人才是正常的狀態，生活才是正常的生活。儒家教
學教做人，所以真正讀聖賢書的人，他是愈讀愈快樂。好像學佛的



人嘗到法味，法喜充滿，法喜無量，不會讀書讀得很痛苦。現在讀
書讀得很痛苦，就是沒有嘗到法喜；學佛學得很痛苦，也是沒有嘗
到法喜；法喜是最營養的養分，就是法喜充滿。所以我們學習聖賢
的教誨，要知道怎麼落實在生活。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實在講我們也很不幸，也很幸運。不幸的
就是我們出生在這個時代，從小沒有機會接受這種聖賢的教誨，這
是我們不幸的地方。但是我們幸運的地方，就是我們在這一生當中
，還能遇到聖賢的教誨，我們現在遇到那只有亡羊補牢。像我這樣
六、七十，看到雪廬老人的《論語講記》說，到墳墓才不用學。我
現在還沒有到墳墓，我每天現在再忙、再辛苦，有時候咳嗽咳得沒
有聲音，還是要講，一天複講一章書逼自己，逼自己來學習。我們
同學選了《論語》，是選到了重點，重要的經典。《論語》我們去
實習也是很好用的，我們就是要用在現前的生活上，學了要用。雪
廬老人特別強調，學以致用；如果學了很多、講了很多，不會用，
那也不及格。如果學了不會用，根據雪廬老人的標準，可能就不發
文憑，這文憑就不發，他不夠學分，學了他不會用。學了要會用，
學那個才有用；如果學了用不上，學那就沒有意義，所以學以致用
這個很重要。最重要學做人、學辦事，因為我們在生活上就是人、
就是事，人事人事，一個人、一個事。事離不開人，人離不開事，
有人就有事，你要會辦事。
　　所以今天有十二位碩士畢業生同學，這個畢業不是終止，而是
開始，開始要把你們所學的，你怎麼去用在生活上，待人處事工作
用在這個上面，要學辦事，要學懂人情世故，也要去歷練。這樣學
了就有真實的受用，大家也就沒有白來這裡一趟，來這裡大家學習
當然也要吃苦。為了弘揚傳統文化，凡是大家要發心，都要吃苦，
不管你是在哪個崗位、哪個方面，大家都是要奉獻的。大家懂得奉



獻，總是聽淨老和尚講經開示，我們受了感動，我們也發心來護持
。發心護持就是犧牲奉獻，吃一些苦、受一些委屈種種的總是難免
。菩薩要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這個六
度就全都有了。大家發心，每個人都在修六度，沒有一個不是在修
六度，其實每個人都是修六度，心態轉變你整個生活都是在六度當
中，都在修六度。如果不明理，實在講做的事情還是六度，但是生
煩惱，不生智慧。在關鍵還是要學習，學而時習之，愈學愈快樂，
你就不疲不厭。
　　我們祭祖、祭孔這個典禮儀式，我們也是要維持下來。在過去
中國，自從漢朝以後一直到民國，中午吃飯我也跟休斯校長講，在
台灣祭祖、祭孔是政府在辦的，政府辦的，古代歷朝歷代都是政府
辦的。古代辦祭祖、祭孔如果中央辦的，就是國家辦的，皇帝是主
祭官；如果一個省辦的是巡撫，像現在在中國的省長。就等於我們
現在威爾士也是一個州的總理，如果在這個省或者州，像美國五十
一個州，一個州辦就應該那個州長。明年美國紐約的同修有請我們
去祭祖，我也跟童校長報告，如果在紐約祭祖，紐約市長要請他來
當主祭官，那看他來不來？我們要去請。一個縣，那就是縣長當主
祭；國家祭祖、祭孔，總統當主祭。為什麼要國家的領導人來當主
祭？他這個有影響力。影響什麼？孝親尊師他有影響力。
　　過去我們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常講，能夠救這個世界，有兩種
人，一個就是國家領導人，一個就是媒體。媒體如果報正面的，改
善社會風氣；如果統統報負面的，會毀掉這個世界。國家領導人他
的政策如果正確的，會救國家、救世界；一個政策錯誤，真的就是
恐怕會亡國，世界都可能毀掉。所以領導人他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
力量，在佛法講叫影響眾，影響，所以皇帝來帶頭拜祖先就提倡孝
道。在古時候中國的皇帝，他自己再不孝，他也不敢講不孝，所以



漢朝有孝文帝，都有個孝字，就是他要帶頭做給人民看，帶頭孝親
、帶頭尊師（尊重師長）。以前皇帝也尊重老師，這是什麼？教導
人民，他帶頭做給人民看。所以要領導人來帶頭，這領導人他有責
任、有義務教導人民孝親尊師，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休斯校長也提議明年在卡地夫辦，他希望請國會的議員、
總理，威爾士的總理來，這是正確的，因為請他來會造成影響。明
年我們祭祖的活動從倫敦辦到卡地夫來，休斯校長也講，就是女王
也要請一個代表來，這樣做是對的，因為領導人要帶頭這個影響力
。因為每個人都有祖宗，每個人都有老師，全世界哪個人沒有父母
、沒有祖先、沒有老師的？沒有，都有，不懂得孝順、不懂得尊敬
。所以現在做父母、做老師的很傷腦筋，孩子不聽話，學生也不好
好學習，對老師沒有恭敬心，他學不到東西的。所以我們淨老和尚
有一年，到澳洲的大學去演講，大學請他去講課。看到那個學生聽
課的耐心三分鐘，三分鐘以後就東張西望，就不專心。所以以後大
學再請他去講課，他再也不去了，去了幫不上忙，就是彼此浪費時
間。所以這個心態是學習的關鍵，教尊師重道這個非常重要。
　　像現在的學生對老師一點恭敬心都沒有。我在還沒有出家的時
候，大概四十幾年前，有個女眾法師她去讀佛學院，然後她給我講
一樁事情，她說一個佛學院的學生跟老師計較分數，她是跟老師吵
架，給她的分數太少。我就跟這位法師交流，我說我們學佛目的在
哪裡？在佛學院拿個文憑嗎？學佛的目的，在我們做三時繫念每一
時都要唱懺悔偈，「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痴，從身語意
之所生，今對佛前求懺悔」。四弘誓願第二願就是「煩惱無盡誓願
斷」，學佛就是要學斷煩惱。跟老師計較分數，還跟老師發脾氣吵
架，那你說她那個煩惱不但沒斷，還不斷增長，這個跟學佛就背道
而馳。讀那個佛學院，那個分數就給你又有什麼用？這個都值得我



們去思考的。所以我們教學希望有實用，真的能派上用場，教學才
有真實的意義。不然彼此浪費時間、浪費金錢、浪費精神、浪費體
力，做些沒有意義的事情。《太上感應篇》講「作為無益」，所作
所為都沒有利益的，那個三尸神，頭頂上有這個神明會記過的。
　　法國道教協會道長，景秀道長他很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現在
也在學《感應篇》，以後我們請你來講《太上感應篇》。我們真正
學習得利益、得受用就在這個地方。我們現在大家記住一個原則，
聽我們導師上淨下空老和尚他指導的，就對了，我們自己不要去想
點子，不要自己想這個、想那個，我們想的可能都是不對的。所以
我是業障很重，因為我也是很差的一個人，我自從十九歲聽我們老
和尚講經，今年六十九歲聽了五十年，我不敢亂聽，怕自己沒有能
力去分辨。學一家之言，跟一個老師還沒有成就之前，不敢隨便亂
聽，師父是沒有對我要求。他到台中蓮社，李老師有跟他要求，五
年不能亂聽、不能亂看。他是沒有對我要求，這是我自我要求的，
我自己要求五十年。所以淨老和尚今年弘法六十週年，我是聽經五
十週年。自己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一個根器，不敢亂聽，沒有能力
分辨，恐怕都被誤導，所以就是遵守這個原則。如果根器好的，智
慧高的，他大徹大悟當然他可以廣泛去參學，「法門無量誓願學」
，那是應該的。但是你自己還沒有大徹大悟之前，還是要守住一家
之言，比較保險。還有我們淨老和尚的老師雪廬老人，他的東西我
敢看，其他的我也不敢看。所以學一個系統，我們才不亂。
　　好，今天悟道就講到這個地方。非常感恩休斯校長他的發心，
這個非常難得，休斯校長跟我們淨老和尚有特殊的因緣。這個因緣
是二Ｏ一五年五月份，三月的時候，淨老和尚說香港趙律師給他介
紹，英國倫敦聖公會有教堂要賣，我們老和尚叫我來，我從來沒有
來過英國，叫我來買教堂，買教堂幹什麼？辦漢學院。他說帶三個



學生、三個老師將來可以影響歐洲。所以我就人生地不熟的跑到英
國來，看了教堂，我進教堂，教堂都比較陰冷，我也覺得說教堂來
做三時繫念差不多，做漢學院大概不太理想，我自己這個念頭。但
是師父講的我又不敢違背，只好來看。看到劍橋大學裡面，有一家
教堂要賣的，我怎麼看，我覺得漢學院應該在學校，在教堂好像不
太理想，教堂大概適合我們宗教人士來。在澳洲圖文巴澳洲淨宗學
院，就是買天主教堂來做佛堂。
　　後來趙博士介紹休斯校長跟我們老和尚認識，就是我們來看教
堂，還有看一個學校，看了都覺得不是很理想。看完我們大概準備
要回去了，等以後再慢慢看，這時休斯校長出現，他主動到倫敦去
找老和尚，這非常難得。老和尚真的是「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
乎」，這些道德、學問，認識他的人沒有。你說這些校長，你要去
找他都找不到，他怎麼會來找你？我們休斯校長他是親自來找，而
且親自到香港好幾次，也到過台灣。辦漢學院是校長的功德，今天
我們漢學院能夠在這個地方，也的確是校長這個因緣，這個因緣我
們才會來這裡。不然我以前來都是到西班牙、到法國、到義大利，
從來沒有到英國來，我們就沒有那個因緣來到英國。特別來到蘭彼
得這個地方，這是特殊因緣，那也是佛菩薩安排、上帝安排，安排
這個地方，讓我們來帶動全球學習中華傳統文化，倫理、道德、因
果教育。
　　好，今天就跟大家結緣到這個地方，祝大家福慧增長，六時吉
祥，身心安康，法喜充滿，事業順利，闔家平安。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