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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各位法師，各位同修，今天是中國傳統的節日清明
節。今年的清明節格外的殊勝，因為從今年起，清明節正式被國家
訂為法定的節日，這是個新的開始。清明是中國傳統的節日，已經
有兩、三千年的歷史，是中國民間重要的傳統節日，是中國人每年
最重要的祭祀祖先的日子。我們的祖先為什麼重視清明的祭祖？孔
夫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祭祀是懷念祖先、紀念祖先、
效法祖先，繼承祖先的美德，它的效果確實給社會帶來淳厚的風俗
，和諧的社會，禮義之邦，長治久安，產生很大的效果。
　　中國人非常幸運，祖宗有智慧、有經驗，懂得教養後代。中國
的教育從胎教開始，所謂是「教兒嬰孩」，不是小孩，剛剛一出生
就要開始教，「教婦初來」。諺語有所謂「三歲看八十，七歲看終
生」，這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中國在這個世界上五千多年的歷史
，還能夠屹立在今天，就是得力於祖宗的教誨，這是我們應當要知
道感恩戴德。要把祖宗的教誨認真落實，再推廣到全世界，這個世
界才能夠真正的化解衝突，得到社會安定，世界和諧。可是我們看
到現前的環境，可以說是在整個人類歷史當中我們遇到了空前的混
亂局面，天災人禍，帶給我們許多的災難。這個原因就是缺少聖賢
人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誨，這是今天動亂真正的原因。因此我們
對於清明節就格外的重視，我們利用這個節日提倡倫理的教育、道
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幫助社會安定，幫助世界和諧。
　　在過去，我住在澳洲的時候，有一天昆士蘭大學校長派了兩位
教授來找我，希望我幫助他們的和平學院，探討化解衝突真正的原
因。我們先聽學校的報告，他給我做了五十分鐘的報告，然後要我



說話。我聽了報告，知道他們的觀念有偏差，認為衝突總是別人的
事情，總是衝突雙方的事情，沒有真正找到衝突的根。衝突的根在
哪裡？我告訴他，在家庭、在自身。家庭，大家都能看得到，現在
的離婚率太高了，這是夫婦不和。家庭的核心就是夫婦，夫婦不和
肯定會造成父子不和、兄弟不和。所以家庭成了問題，人他走進了
社會自然就跟別人發生衝突，這才是衝突真正的原因。更深一層的
，那是自己，自性跟習性的衝突。我們的老祖宗教訓我們，本性本
善，所以我們要肯定「人之初，性本善」。「性本近，習相遠」，
這是告訴我們習性不善。本性是善的，這個善不是善惡的善，習性
裡面有善惡，本性裡頭沒有善惡，才叫真正的善，這是我們都必須
要知道的。於是教育的理念就興起，「苟不教，性乃遷」，你要是
不好好的教他，本性漸慚就淡忘了，習性長成了，這個事情麻煩了
。
　　從佛法來說，本性，如果沒有習性就沒有六道輪迴，六道輪迴
從哪來的？習性造成的，這是我們不可以不知道的。所以習性裡頭
有善、有惡，善在三善道，惡就是三惡道，習性出不了六道輪迴。
這樁事情佛講得非常清楚，佛幫助我們恢復本性。其實儒釋道都在
這三方面努力，而是佛法講得最透徹，做得也最徹底，不但要出三
惡道，還要出六道、出十法界，才能達到究竟圓滿。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現在社會，你就曉得問題出在哪裡，問題演
變得多麼的嚴重。我們看現在的教育，家庭教育沒有了，父母不懂
得教訓兒女，不能給兒女做很好的榜樣。這些年來我們提倡《弟子
規》，《弟子規》實在講不是教小孩念的，不是教小孩背的。教兒
嬰孩，小孩剛剛生下來，他怎麼會念？怎麼會背？《弟子規》是父
母做出榜樣來給兒女看的。要知道小孩睜開眼睛，豎起耳朵，他會
看、他會聽，他已經在學習。所以接觸嬰兒的人，這些大人，言行



舉止都要端莊，把《弟子規》表演出來，他才能學習。小孩到三歲
，他已經學了一千天，這一千天就是他一生做人的基礎、根本，所
以才有三歲看八十，他根深蒂固。真是所謂的先入為主，習慣成自
然，少成若天性。
　　到六、七歲上學，從前是私塾，私塾的先生把父母教育兒女的
責任他承當了，同樣的他也是把聖賢人的教誨演出來給學生看。私
塾教學利用人的天性，也就是少年時期記憶力最強，把應該需要記
住的聖賢教誨統統背過。所以他只念、只背，不講解，利用人生在
某個階段他特殊的能力，讓他背誦。能把聖賢經典全部背過下來，
背得很熟，一生都不會忘記。到日後應用的時候非常方便，不要去
查資料，不要去找參考書，全都在記憶當中。十三、四歲智慧漸漸
開了，進入太學。中國從前沒有中學，只有小學跟大學，小學在私
塾，大學是國家辦的。到大學裡面，老師跟學生就是討論古聖先賢
的典籍，講解、討論，都不需要用書本，為什麼？都背過了。學生
背得很熟，老師也背得很熟，所以讀書樂，讀書不要書本就快樂。
像現在一大堆的書本，從小就背很沉重的書包，這是苦事情，要知
道古人沒有的，古人從小上學不帶書包，沒有這種沉重的負擔。我
們細心觀察現前跟中國古代的教育，有很大的差別。
　　現在教學，從小沒人教了，可是他也在學，他從哪裡學？他從
電視學。稍微大一點，六、七歲上小學了，我們在國外住的時間久
，在美國小學一年級就開始學電腦。電腦裡面除了學習他自己功課
之外，他能夠收到很多的訊息，負面的要佔百分之九十九，幾乎都
是暴力、色情、殺盜淫妄。他從小受這樣的教育，這個社會怎麼能
沒有衝突？怎麼可能會有和平？所以要知道，現在所有社會問題都
是教育出了問題，教育的理念錯了，教育的方法錯了。要挽救世界
，只有恢復聖賢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這個世界才能救。



　　全世界古聖先賢的教誨，真是所謂英雄所見大略相同，都是教
導我們要放棄物欲。我們中國老祖宗講得非常有系統，學習從哪裡
起？從格物起，物就是欲望，格就革除。在佛法講，放下執著、放
下分別、放下妄想，這都是屬於格物、致知，物欲沒有了，智慧才
能生得起來。人心充滿了欲望，哪來的智慧？他一生所學的，他學
的是知識，他學不到智慧，為什麼？智慧是從清淨心裡生出來的，
是從慈悲心裡生出來的。如果一個人的心充滿了欲望，充滿了自私
自利，哪來的智慧？這我們不能不知道。
　　我們在國外看到，科學家確實是有些智慧，你仔細再觀察科學
家，他們的興趣專注在研究、觀察某個項目。確實他沒有想到物欲
，也沒有想到個人的名聞利養、自私自利，他沒想到這些，他是全
部精神、時間都用在研究方面，所以他有成就。如果他自私自利的
心很重，他的欲望意念很重，那個科學成就就沒有了，就等於零。
由此可知，世出世法成就都在我們老祖宗所講的「教之道，貴以專
」，這句話是真理。所以學習，從小學習就遵守這個原則，專攻，
而不是雜學，一雜就亂了，只能學到常識、皮毛，不能夠深入精髓
。我們想到這些方面，對於我們的祖先自然生起恭敬的心、感恩的
心。
　　不但我們自己能夠繼承祖宗的傳統，說到中國文化的傳統，就
是儒釋道三家，我們要在這個節日裡，中國祭祖有清明、有冬至，
這是兩個最大的節日，紀念祖宗，繼承祖德。而且要把它發揚光大
，才能夠給我們的社會帶來和諧，給世界帶來安定和平，我們每個
學佛的同學都有這個責任。學會了，自然在處事待人接物不會競爭
，競爭是動亂的根源，化解動亂就要學忍讓。菩薩六波羅蜜裡面有
忍辱波羅蜜、精進波羅蜜、禪定波羅蜜。我們老祖宗教導我們，處
事待人接物要謙讓、要禮讓、要忍讓，對人要尊敬、要關懷、要照



顧、要互助合作，你想這個世界多麼的美好。自己一生幸福，家庭
幸福，社會和諧，一切眾生都能過到幸福美滿的生活。
　　我們在講堂裡面常講，常常在一起學習的同修我相信都有深刻
的印象，我們都非常羨慕佛國土。毘盧遮那佛的華藏世界、阿彌陀
佛的極樂世界，跟我們娑婆世界、跟我們現在的地球有什麼兩樣？
實在說完全相同，沒有兩樣。可是佛的世界為什麼那麼樣的美好，
絲毫的欠缺都沒有，我們居住的地球為什麼這麼混亂？想想經上的
一句話，你想通了就明白了，佛說那個世界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
」，我們明白了。我們今天地球上的人可以說是諸惡集聚的一個地
區，人家是上善，我們是上惡。為什麼別人上善，我們作惡？那個
地區是諸佛菩薩教出來的。諸佛菩薩為什麼不在我們這裡教？我們
不肯接受，諸佛菩薩的教誨沒有離開我們。在中國，儒釋道三家的
典籍依然存在，並沒有在我們社會消失，可是幾個人去讀誦，幾個
人去認真學習，把它落實在生活？這樣的人不是沒有，有，我學我
得受用，你學你得受用，在我們畢竟是少數，多數人不能接受。為
什麼不能接受？他有自私自利的念頭就不能接受，他有追求名聞利
養的行為，他不能接受，他有貪瞋痴慢煩惱，他不能接受。
　　那我們要問，這些不善的習性怎麼造成的？還是教育造成的。
西方文化衝擊到中國，中國人很不幸，當時有少數判斷錯誤的人，
認為中國積弱的原因是我們傳統教育太消極，應當要學外國這種進
取、競爭，來把中國國力向上提升。由於這個觀念，所以有人主張
全盤西化，把中國幾千年老祖宗的東西都認為是錯誤的，要完全廢
棄。造成我們現在社會的災難，也造成了整個地球上的災難，天災
人禍，這是值得我們現在要認真去反思。我們再不回頭，這個世界
就像近代科學家所說的，人類在地球上還能不能再生存五十年。這
個警告很可怕，我們現在再不回頭，真的，五十年之後，地球上恐



怕不適於人類的生存。
　　拯救這個世界還是要靠中國人，還是要找老祖宗。這個話不是
我說的，是個外國人講的，七十年代英國歷史哲學家湯恩比博士說
的。他研究世界的文化史，他有遠見，看到現代動亂的社會，說到
「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
這個話說得有道理。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真能救世界嗎？我跟許多
專家學者們談過，講到儒，大家一定會想到四書五經、十三經，講
到佛，一定會想到《華嚴》、《法華》、《般若》，這是大乘經典
。現在許多大學裡面都開這個課，都有很多人在研究，可是社會的
動亂不但依然存在，頻率年年上升，災難年年嚴重。使很多學者專
家們連信心都喪失了，這個世界還會有和平嗎？這句話有很多人問
過我，對孔孟學說、大乘佛法也打了很多問號。
　　所以我反過來請教他們，湯恩比的話說錯了嗎？我們很冷靜、
很細心去觀察，他的話沒說錯。我們怎樣去解讀？我們要從根上去
找，儒家的四書五經、十三經，我常常說那是儒家的花果，非常的
茂盛、美麗，大乘佛法這些大乘經論也是花果。儒的根在哪裡？根
在家教，根在《弟子規》，你從這上去學習你就有救了，活的。四
書五經、十三經，中國五千年傳統的教育就落實在《弟子規》，《
弟子規》全把它做出來，真正受用到了，活的，這個要認識。道家
的根在《太上感應篇》，大乘的根在《十善業道》。就這三本小冊
子，我們把它印在一起，很薄的一本小書，這本書能救自己、能救
家庭、能救社會、能救國家、能救世界。有了這個基礎，你再去學
習四書五經、十三經，你就成為儒家的大儒，有這個基礎你去學佛
，你才真正能證得阿羅漢、菩薩的果位。如果沒有這三個根，你學
三教的典籍，還是凡夫俗子，你得不到受用，你解決不了社會問題
。



　　我們紀念祖先，我們要找三個根，然後接著專攻中國傳統文化
，鑄造今天的聖賢，成就今天的佛菩薩，和諧社會決定可以落實，
和諧世界的理想也不會落空，這是我們紀念先祖真正的意義。希望
在此紀念法會上大家都能明瞭，我們用真誠的心來做這個法會，更
重要的是把法會的精神、法會的理念要放在心上，孕育在胸中，落
實在生活。我們對事、對人、對物都要遵守祖宗的教誨，佛菩薩的
教導，做三教聖人的傳人，真正落實「繼絕學，開太平」的使命，
認真努力去做。這是我們紀念清明節真正的、真實的義趣，願跟我
們同學共同勉勵。下面法會由主法的法師來主持，我的話就講到此
地，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