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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安東尼奧市長、邁古欽主教、諸位宗教領袖與代表、諸
位嘉賓、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好！
　　今天是澳洲「二Ｏ一八年全國多元信仰和平會議」的第一天，
來自澳洲與世界各地的嘉賓參與這次盛會，共同研討「宗教與文化
是否為當今社會安定的力量？——通過共同點與差異點強化社會信
任」這個主題。能夠在此向大家報告這方面的一點心得，我感到非
常榮幸！
　　宗教與文化是否為當今社會安定的力量？相信大家心裡都有個
肯定的答案，只是每個人的理解方式不同，所考量到的實踐方法也
不盡相同。宗教與文化對人類而言，其重要性無以復加。以下我想
就宗教和文化為何是當今社會安定的力量，分別進行報告。
　　甲、宗教是當今社會安定的力量
　　「宗教」一詞，迄今在西方學術界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定義；一
般的解釋為：連絡人與超自然神明或是超驗主義的文化體系，可分
為多神論、泛神論、一神論和無神論等多種體系，包括個人行為、
傳統儀式、價值觀念、世界觀念、經典作品、朝拜聖地、道德規範
或社會團體等形式。我個人喜歡用中國文字的含義來解釋宗教，「
宗」有三個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也有三個意思
：教育、教學、教化。兩個字合起來，宗教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
教學、尊崇的教化；加上「人類」，宗教是人類主要的教育、重要
的教學、尊崇的教化。我推廣宗教團結二十年來，到過很多地區，
見過很多宗教界人士，對於這個定義大家都能接受，都承認他們的



宗教是人類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學、尊崇的教化。
　　不同宗教之間，有許多共同點。我們學習不同宗教的經典，發
現各宗教都講愛，例如基督教講「上帝愛世人」，伊斯蘭教講「真
主是慈悲的」，佛教講「佛菩薩大慈大悲」。可見愛是所有宗教共
同的核心價值觀，宗教是仁慈博愛的教育。所以宗教可以團結，團
結在哪裡？團結在愛，神聖的愛。神聖的愛是抽象的，具體怎麼做
？就是我們這些神職人員、信徒，要把神聖的愛從自己身上表演出
來，發揚光大，去愛一切眾人，代表神聖去愛眾生，這就對了。愛
人就不會害人，不會做出損人利己的事情來。如果人人都能接受宗
教愛的教育，發揚愛人的精神，社會自然安定和諧，所以宗教是當
今社會安定的力量。
　　我們一向主張，世界和平必須從宗教團結下手。宗教團結的基
礎在於宗教回歸教育，求同存異，互相學習。既深入自己宗教的教
義，也學習其他宗教的教義，就會發現，所有宗教都具有倫理教育
、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和聖賢智慧的教育，這四種普世教育是所有
宗教共同的，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
　　我們一九九八年開始，在新加坡展開宗教團結的工作，一九九
九年將新加坡九大宗教團結成相親相愛的一家人，這對新加坡的社
會安定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新加坡政府也非常歡喜，對我們表達
肯定與讚歎。我們所用的方法是「四攝法」：
　　第一、布施：多請客、多送禮。經由這些惠施，廣結善緣，拉
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使彼此感情愈來愈深厚。
　　第二、愛語：說真正關懷對方、愛護對方的言語。我們讚歎每
個宗教都是第一，沒有第二。我們強調宗教殊途同歸，相信哪個宗
教都好，宗教之間不要互相拉信徒。我們還鼓勵宗教之間要互相學
習教義，時常互相交流，聯絡感情。



　　第三、利行：所作所為能夠為對方帶來利益、帶來幫助。例如
有一次，新加坡有個宗教所辦的職業學校需要將校地買下來，但是
資金不足，我們就和他們一起舉辦義賣活動，並將當天義賣得到的
款項全部送給他們學校，幫助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
　　第四、同事：共同做一樁事情，或者參與對方所做的事業。那
時新加坡任何一個宗教辦大活動，其他宗教都去參加。記得一九九
九年，新加坡天主教聖誕夜望彌撒，我們佛教五十位出家人穿袍搭
衣，在天主教教堂做彌撒，場面非常壯觀；這大概是全世界頭一次
，也象徵著宗教大團結。
　　二ＯＯ六年十月，我們九大宗教的領袖、代表，在法國巴黎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堂手牽手，為世界和平祈禱，那一幕和諧的景
象感動了教科文組織的領導，也讓他們改變了對宗教的觀感。
　　我們也在馬來西亞、印尼、澳洲展開宗教團結的工作，都辦得
很成功；尤其是組團旅遊，是聯絡感情最好的方法。平時這些宗教
領袖都很忙，很難得見面，組團旅遊的時候就不同了，每天從早到
晚在一起，無所不談，真正成為很好的朋友了。
　　二ＯＯ一年起，我們在圖文巴團結宗教、團結族群，大家共同
發起願望，要將圖文巴構建成「多元文化和諧示範城」，前後用了
十三年的時間，做成功了。二Ｏ一七年三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九
位大使前來圖文巴訪問，親身感受宗教團結對社會和諧的貢獻，很
受感動！他們回到教科文組織之後，就為我申請一個辦公室，取名
為「淨空之友社」。我們希望通過這個平台，繼續推展宗教團結、
宗教回歸教育、宗教互相學習。
　　我們要促進宗教教學，宗教在理論上，教理、教義上溝通，互
相學習。我學習各宗教經典，二ＯＯ八年，我汲取了十大宗教經典
的精華，會集成一本小冊子，取名為《世界宗教是一家》。二Ｏ一



六年，圖文巴宗教界以及新加坡和香港的宗教人士，從各自宗教經
典選出精華三百六十小段，合編成《宗教經典三六Ｏ》，希望方便
大眾學習宗教教育。二Ｏ一七年，我們粹選十一個宗教的經典，當
中關於一體和愛的經句，編成《神愛世人》小冊，方便大家參考。
　　我們也贊助英國威爾士大學舉辦和諧博士班，為各宗教培養講
經教學的弘法人才，完成博士學位的人，都成為師資的儲備人才。
三年後，我們希望辦宗教教育學院，有本科、碩士和博士班；再過
七年，具備足夠的師資，就希望開辦一所世界宗教大學，每一個宗
教設一個學院，有共同的科目，也有各自宗教的科目。這所大學可
以跟教科文組織淨空之友社合作，將宗教教育推廣出去；畢業的傳
教師可以在電視台和網絡上講經教學，全世界人都可以觀看。希望
藉此促進宗教團結、回歸教育、互相學習，進而化解宗教當中所有
的衝突，帶給世界永遠的安定和平。
　　乙、文化是當今社會安定的力量
　　何謂文化？有各種各樣的定義，其中之一是「相互通過學習人
類思想與行為的精華來達到完美」；廣義的文化包括文字、語言、
建築、飲食、工具、技能、知識、習俗、藝術等等，大致上可以用
一個民族的生活形式來指稱它的文化。「文化」在漢語中實際是「
人文教化」的簡稱，這是我們在此使用的定義，是取它教育方面的
含義。這裡要報告的文化，主要是指東方傳統的普世教育，這跟宗
教教育一樣，包含了四種普世教育：倫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
育和聖賢智慧的教育。
　　從二ＯＯ三年起，我參加許多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國際和平
會議。前兩次我只是觀察，從第三次開始，就屢次做主題講演。我
把中國傳統文化、大乘佛法裡面講到解決現代社會問題、化解衝突
的方法向大家提出報告，會友們聽到都鼓手、歡喜。下台之後在一



起聊天、吃飯，有人就告訴我：「法師，你講得很好，但那是理想
，做不到！」這句話給我帶來沉痛的打擊，為什麼？他們不相信。
這讓我深深感到，信心危機才是今天所有一切動亂的根源，他對傳
統文化、古聖先賢的信心喪失掉了，我知道這問題嚴重。
　　如何幫助大家建立信心？今天人所接受的是科學教育，科學教
育頭一個就教你懷疑。我們現在如何叫他有信心？只有一個方法，
拿證據來給他們看。所以我就想做實驗，選一個小鎮做實驗點。二
ＯＯ五年十月，我回到闊別七十年的老家，談起這件事情，家鄉人
很熱心，支持我們做這個實驗。所以就在家鄉這個具有四萬八千居
民的小鎮，辦了一個文化教育中心，開始為期三年的實驗，以傳統
文化的倫理、道德、因果、聖賢教育教導小鎮居民。一開頭就講「
孝養父母，奉事師長」，因為孝親尊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根大本
。我本來預定，二年到三年才做得出成績來，沒想到開辦四個月就
成績卓著：小鎮風氣大大轉變，犯罪率和離婚率大幅下降，街道變
得整潔了，家庭和社區變得和睦了，實現了古人所說的「和諧社會
，禮義之邦」。這個實驗證明了兩件事情：第一個，人性本善；第
二個，人是教得好的。
　　二ＯＯ六年十月，我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做了八個小時的詳
細報告，以及三天的展覽，與會的大使們非常興奮！後來有三十多
位大使前去考察，他們看到之後就相信了。
　　我們還做了另一個實驗：舉辦為期七天的道德講堂短期課程，
密集課程，傳統文化普世教育，結果七天就能把人教好，幫助人覺
悟，惡人變成善人，貪婪變成廉潔，忤逆變成孝順，暴戾化成和諧
……這裡面最重要的是因果教育，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因果在
哪裡？就在眼前，但是一般人粗心大意，沒有見到。這個課程將一
樁一樁因果實例指出來，你看這個人，種什麼因、得什麼果，舉出



來的都是真實的例子。唯有斷惡修善，才能改造自己的命運。人們
聽了之後，不敢再造惡了，而是積極的積德行善。
　　第三個實驗是幸福企業：將傳統的家文化在企業落實，企業以
員工的幸福與顧客的滿意為目的，不以賺錢為目的。整個企業就是
一個相親相愛的大家庭，老闆是大家長，員工都是家人，彼此互相
關懷、互相照顧、互相合作，發揮一體的大愛。企業員工日常學習
與定期密集傳統文化的普世教育，不斷提升自己的德行。如此，雖
然不強調營利，結果企業的利潤自然不斷的增長；雖然不強調解決
問題，結果企業的許多問題自然消失於無形。
　　丙、如何在當今社會落實宗教與傳統文化的普世教育
　　如何能讓宗教與傳統文化普世教育在人們生活當中時時刻刻發
揮教化作用？我們可以參考古人的做法：
　　一、在在處處的嘉言警句
　　周史上記載，周武王在周朝建國之初，便向老臣姜尚請教：有
沒有辦法能讓我們世代保留和繼承先祖所創的基業，而且操作簡單
、方便，人人都能效法，國家可以長治久安？姜尚教武王淨心齋戒
三日，然後將《丹書》中的先王聖訓傳授道：恭謹勤勉勝於怠惰，
事業就會昌盛，反之衰落；公義勝於私欲，諸事順利，反之受挫。
這就是子孫世世代代可以齊家治國，最簡單有效、便於實施的方法
：敬與公。武王聽後，把這個簡明的警訓寫在、刻在每日都會接觸
到的生活物品上：座床、桌子、銅鏡、面盆、盤子、門柱、手杖、
衣帶、寶劍、門梁等等，以此為座右銘，時時銘記於心，由此自儆
。周朝自武王起，享國八百餘年，成為中國歷史上傳延最久遠的朝
代。
　　這段歷史讓我們深受啟發：將嘉言、警訓，在在處處刻畫書寫
，不但自己接目警心，子子孫孫也能世代不忘。



　　這樣的歷史習俗一直在延續，在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交流中
也可以看到，譬如明代早期，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幾乎壟斷了東西貿
易，中國輸出的瓷器為了滿足當地人需求，融入了伊斯蘭文化的元
素，在瓷器上書寫《古蘭經》的教義，就是直接的表現。明代正德
皇帝曾經委託穆斯林商人帶來兩個書寫阿拉伯文字的瓷碗，贈送給
蘇丹陛下，瓷碗外書寫《古蘭經》的箴言：「接近親屬，傳播和平
，借給他實物」。公元九世紀，阿拉伯商人到長沙定制瓷碗，上面
也會書寫阿拉伯文，諸如「真主真偉大」這樣的誓言。
　　可見自古以來，普世教育在人們日常行住坐臥當中，都在發揮
潛移默化的作用。將嘉言、警訓書寫刻畫於我們隨處可見的處所、
日用品，讓嘉言、警句環繞著人們，處處有提醒、處處有善導，小
朋友都可以隨口背誦，社會風氣自然會改善。街頭巷尾的廣告欄，
如果能製作一些精美的宣傳畫，倡導真善美慧的人生，將嘉言、警
句普及到人們日常生活當中，這都將形成強大的社會向善之力。大
家的人生觀、價值觀趨於相同，都能謙恭友愛、大公無私，社會的
分歧自然也會化解。
　　二、優秀的文化作品讓歷史活起來
　　古代沒有攝影攝像技術，如何真實、具體的記錄反映當時的生
活情形？畫作就是最好的形式。貞觀八年，吐蕃首領松贊干布與文
成公主聯姻的事件，一直被後人傳為佳話，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
的《步輦圖》就取材於這一段歷史。畫作生動的描繪了唐太宗李世
民接見吐蕃使者祿東贊的情境，是漢藏民族友好團結的歷史見證，
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畫中，祿東贊的恭敬、謙卑、機敏躍然紙上
，唐太宗作為大唐盛世的奠基者，眉宇舒朗、目光睿智，讓人們看
見了開放、自信、多元的大唐。拉薩真正的繁榮是在文成公主入藏
以後開始的。公主信奉佛教，入藏時請去了一尊釋迦牟尼佛像，當



時拉薩還很荒涼，佛像是先用帷幔圍起來供奉在沙地樹叢之中，後
來逐步興建了大昭寺、小昭寺。《步輦圖》讓我們穿越時空，看到
了漢藏兩族和同一家的歷史，也見證了佛教在西藏的發展。
　　因此，推廣普世教育的方法之一，是在各種藝術作品、電視節
目中，將古聖先賢的事跡創作成現代人喜聞樂見的形式，讓歷史活
起來，讓聖人回到人們身邊。將各個宗教經典中的歷史故事、歷史
片段，用文藝的形式實質上表現出來，移風易俗、寓教於樂，這樣
能夠讓各民族的人民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對自己信奉的宗教建
立信心。古人說：千年出一位聖人，就像時間從早到晚那麼快；五
百年出一位賢士，還密得像肩並肩一樣。這是說聖賢難遇，相隔那
麼長的時間才能出現一位。但是優秀的文藝作品能讓聖哲們回到人
們身邊，彷彿親身感受聖賢教誨一般。這是提倡普世教育值得重視
的一樁事情。
　　綜上所述，宗教與文化確實是當今社會安定的重要力量，值得
重視與提倡。我們要求同存異，通過共同點來互相肯定，通過差異
點來互相補足，藉此強化彼此的信任，促進社會安定和諧。
　　在此祝福本次會議順利圓滿！祝福在座的諸位健康快樂，光壽
無量！祝福各大宗教回歸教育，互相學習，深化團結，造福人類！
祝福澳洲與世界各國國運昌隆，國泰民安！祝福世界安定和平，盛
世大同！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