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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校长，副校长，老师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前来参
加这一次由马来西亚全国校长职工会和马来西亚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中心联合主办的和谐校园研习营。
　　我们知道小学教育是一个人人格养成教育的重要阶段，对于人
的一生幸福影响非常深远。古代中国人深知，教育之重要性高于一
切。例如太任怀孕文王的时候，目不视恶色，耳不闻淫声，口不出
傲言，心地清净善良，故子得其正气，是为胎教。婴儿诞生就知道
他有见闻觉知，父母严为关爱，但凡负面的、邪曲不正的不令其见
闻接触，其所见闻接触者皆为正面，纯净纯善，与大自然相应，这
是家教。三年扎下深根，终身得其受用。幼童入塾（塾就是家庭子
弟学校），知道尊师、敬长、爱幼，师为之身行言教（要做榜样给
学生看），生徒学习不难。继之有学校教育、有社会教育、有宗教
教育、有圣贤教育。是有言曰（这是外国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告
诉我），中国人有教育的智慧，最懂得教育。
　　圣贤是教出来的，人是教得好的。小学教育是继家教向上提升
，进入学校教育，好比树木，在树苗的阶段，如果在树苗的阶段长
得正，这棵树将来就是正的，如果在树苗这个阶段长歪了，这个树
将来也就是歪的，很难再矫正过来。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在小
学阶段受到良好的伦理道德（伦常八德）、因果的教育，受到爱的
教育，将来他就成为一个有道义的好人，成为有仁爱之心的善人，
能够造福十方。如果一个人在小学阶段受到误导，受到扭曲的教育
，将来他的人生就会走向错误、偏差的方向，甚至可能会为害十方
。所以我们身为炎黄子孙，有使命继承祖宗圣贤遗教，身体力行，



发扬光大，救国、救民、救世界。对于圣贤教育的成败负有主导的
关键作用，责任非常重大。正因为如此，净空在此希望就当前教育
问题与各位大德互相分享勉励。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哲学家英国汤恩比博士，非
常肯定中华传统文化对现在人类的价值与意义，他说「要解决二十
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中华传统
文化源远流长，兼容并蓄，蕴含人类老祖宗数千年的修身立命、齐
家治国，至全球诸国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的智慧、理念、方法、成效
、经验。这是全人类共享无价的文化瑰宝，其主流就是儒释道三家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人类智慧的瑰宝，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主要
是研习儒家和佛家教育的重要性。孔孟学说创始人是孔子，与佛陀
教育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属于同时代的人，他们同样是社会教育家
，同样率先身体力行，自己有所证悟之后然后才进行教学。由于这
种身教榜样的力量，所以他们教学非常成功，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
，释迦牟尼佛被尊为大觉世尊。孔孟学说与大乘教学二者有许多共
通之处，以下我们逐条加以归纳说明。
　　理论基础，儒，人性本善，佛，是心是佛（佛就是性本善），
孔孟学说与大乘教学的理论基础都是肯定人性本善。《大学》开宗
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是
肯定人人都具有清净光明的德行，称为明德。本有的明德是灵明不
昧，具足万德，善应万事，但是本性受到环境的污染与欲望蒙蔽，
所以变得昏昧，正如启蒙书《三字经》所说，「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明德虽然受到障蔽，但是它
的光明本质却丝毫没有改变，只是无法显露出来而已，学圣贤教育
的目的，就是要开显这个明德，就是本善，使它显现本来的清净光
明。自己开显了明德之后也要帮助别人开显他们的明德，这就叫做



亲民。明明德或亲民都要做到究竟圆满，这就叫做止于至善。依照
这种圣贤之道修养自己，具备良好品德的人，儒称为君子，修养达
到很优秀的境界，这种人称为贤人，明明德、亲民都达到至善境界
的人，就称为圣人，也就是佛陀。
　　大乘教学对于人性本善，更进一步肯定是成佛的本能。佛是梵
语音译，意思是觉悟的人，称为佛性。佛性即是众生本自具有的觉
性。《大般涅槃经》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圆觉经》说，
「众生本来成佛」。《佛说观无量寿佛经》说，「是心是佛，是心
作佛」。虽然人人都具足佛性，但是从无始以来佛性就一直被妄想
分别执着障蔽着，不能发挥明了彻照的功能，而是表现出迷惑颠倒
的样子，这就称为凡夫。譬如金矿未经提炼，不能显现其价值，看
起来跟普通的石头没有两样。开显本有佛性的过程，分为自觉、觉
他、觉满三个阶段，就是自己觉悟真理，放下执着，这种人称为阿
罗汉；不但自觉，而且也帮助众生觉悟真理，放下执着与分别，这
种人称为菩萨；自觉、觉他都达到究竟圆满，完全放下执着、分别
和妄想，佛性就彻底开显，这种人称为佛。佛是究竟圆满觉悟的人
，他不是神也不是仙。终极的目标，这是儒跟佛教学终极的目标都
是希望大同世界，孔孟学说的终极目标是大同世界。
　　当一个社会推展圣贤教育，社会成员都成为大公无私的圣贤君
子，就能推选贤德与能力俱全的人来为大家服务，大众诚信和谐共
处。人人推己及人，不仅孝敬自己的父母，也要孝敬别人的父母，
不仅关怀自己的子女，也关怀别人的子女。老人得以颐养天年，年
轻力壮者得以奉献社会，小孩得到正确良好的教养，鳏夫、寡妇、
孤儿、孤独的老人、残障、疾病者，皆得到养护与治疗。男子守本
分，女子有归宿。珍惜物资，互通有无，各尽己力，舍己为人，因
此没有勾心斗角、明争暗夺的行为，也没有盗窃作乱的现象。达到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境界，这就是理想的
大同世界。大乘教学的终极目标是人人究竟离苦得乐，破迷开悟，
究竟成佛，发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大愿，为众生服务。智慧彻
照，德能自在，无量光明，无量寿命（长时不厌），将世界变成清
净庄严的极乐世界。人民皆是诸上善人俱会一处，无有众苦，但受
诸乐，众宝庄严，清净无为，法界一体，自他不二，这是大乘大同
之治。
　　教学的宗旨，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孔孟学说与大
乘教学都涵盖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科学教育、哲学教
育，其中前三者是普世教育，能够令人转恶为善，后二者是高等教
育，能够令人转迷为悟、转凡成圣。伦理教育主要是五伦，就是正
常和谐的五种人际关系。第一个，父子有亲，父母与儿女保持天然
的亲爱，父母慈爱儿女，儿女孝顺父母，享受天伦之乐。人人将这
种天性的亲爱发扬光大，爱全世界人类，爱千秋万代子孙，天下自
然太平。二、长幼有序，依照长幼顺序而互相敬爱关怀，兄姊友爱
弟妹，弟妹尊敬兄姊，一家和乐融融。将此精神扩大，尊敬一切年
长者，爱护一切年幼者，尊师重道是其代表，实际上就是一个敬字
，孝亲尊师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所以，《论语》说，「孝悌也者，
其为仁之本欤」。三、夫妇有别，夫妇各尽其职责，丈夫在外工作
赚钱，负责维持家庭生计，妻子在家相夫教子，给予儿女良好的家
庭教育。妻子的责任比丈夫更重要，因为教育下一代的神圣使命主
要在妻子身上。希望贤母皆能教养出圣贤子女，则人民享其福，而
天下大治，这也是为什么古人教女重于教子的原因。四、君臣有义
，上级和下级之间讲求道义，领导以仁德对待下属，下属以忠诚对
待领导，团体内部就能和睦融洽。第五，朋友有信，朋友之间相处
要互相信任，讲求信用。



　　道德教育，孔孟学说讲求五常，相当于佛陀教学所说的五戒。
第一，仁，仁字是二个人，就是要爱人，要推己及人，想到自己的
同时也要想到别人，仁对应五戒是不杀生。二、义，义就是循理，
一切身语意的作为都要合法、合情、合理，也就是遵守法律、人情
、事理，义对应五戒的是不偷盗，不占人便宜。三、礼，讲究礼节
、礼貌，凡事有节度、有节制，不逾越规范，礼对应五戒的是不邪
淫。第四个是智，凡事要用理智，不能感情用事，智应对五戒的是
不饮酒。五是信，对自己有信心，对人守信用，对应五戒的是不妄
语。
　　因果教育，孔孟学说和大乘教学都非常重视因果教育，这对于
世道人心的维持有很大的威慑作用。《书经》上说，「惠迪吉，从
逆凶，惟影响」，顺着正道就吉祥，跟着逆行就凶险，这就像影子
随形、音声有回响一样。又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太上感应篇》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佛法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如
是因，如是果，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
是，在在显示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以上三种属于普世教育，教导人
要改邪归正，断恶修善，端正心念，对于维护社会安定起到积极重
要的功能。伦理教育和道德教育启发人的良知良能，使人羞于作恶
，因果教育则告诫人，善恶到头终有报，使人不敢作恶。
　　至于科学教育，中国自古重视观察自然现象的变化，然后做出
总结。所以《易经》的六十四卦可以用来推演自然法则，提供人运
用于生活的智慧。中国中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于许多西方医
学无法治疗的疑难杂症，都能以中医调理治愈。中国古人提出的二
十四节气，完全符合自然规律。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术、指



南针、火药、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大乘教
学在三千年前就谈到宇宙星系的组织结构，符合现代天文学所观察
到的现象。《华严经》里谈到更多的宇宙形态，科学需要更发达才
能发现与验证这些现象。佛法分析到物质的最小组成，还提出色由
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何期自性能生万法的道理，量子力学家则
是最近才加以证实。凡此种种皆显示佛法是高等科学，它内容的深
广甚至于超过现代科学的范畴。
　　哲学教育，《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
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可离，非道也」。天然赋予的禀赋叫
做性，遵循天性而行叫做道，修明此道而加以推广教化众生就叫做
教。道是不可以片刻离开的，可离就不叫做道，这是系统化的世界
观。《中庸》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
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们喜怒哀乐的感情未曾发生这叫中，发
露出来而都合宜这叫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和是天下的通道，达到
中和，天地就各正其位，万物就发育成长。这是系统的方法论，可
见孔孟学说是高深的哲学教育。
　　大乘教学各宗派都有很深的哲学教育，大乘教学谈到本体论，
肯定自性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本体。在《六祖坛经》中惠能大师说，
「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
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显示自性真心
本来就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过，染污的是妄心，迷了自性才变
成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由阿赖耶变现出宇宙万象。自性本来就
是不生不灭的，寂静涅槃的境界，每个宗教都讲的永生，也就是这
个境界。世间一切生灭无常的万法都是假的，只有永恒不灭的自性
才是真的。自性本来就具足如来圆满的智慧、德能、相好、才艺、



神通等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些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具足
。但是凡夫的妄心是动的，所以迷惑颠倒，受生死轮回。自性真心
是寂静不动的，称为自性本定，这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有古
今去来，这是真正的无量长寿，真正的永生。自性能生万法，整个
宇宙的森罗万象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这就是一套系统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孔孟学说和大乘教学，科学教育与哲学教育，显示宇宙人
生的真理，启发人的悟性，帮助人达到转迷为悟、转凡成圣的境界
。
　　修学的次第，戒定慧。孔孟学说和大乘教学的修学次第都是依
循戒定慧三个步骤。《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应该知道，止于至善之
后就能立定志向，立定志向之后心就能宁静不妄动，心宁静之后就
能随处而安，心安之后就能生起精详考虑事情的智慧，有了智慧就
能到达所立定的目标。这里的定、静、安、虑、得五项，归纳起来
就是戒定慧。《楞严经》上说，「因戒生定，因定发慧」。大乘教
学对戒学有很详尽的阐述，包括五戒、八戒、沙弥戒、比丘戒、菩
萨戒，戒的作用在于防非止恶，守护自己的清净心，进一步还要众
善奉行，尽力积德行善，全心全意为一切众生服务，持戒清净之后
心就容易入定。定学主要包括欲界定与四禅八定，高深的定力能够
使心超越时间限制，突破空间维次，帮助自性本有的智慧生起，智
慧包括世间智慧和出世间的智慧，能够透视宇宙人生的真相，使人
达到超脱自在、超凡入圣的境界。
　　修学方法，「一门深入，长时薰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孔孟学说和大乘教学的修学理念都是一门深入长时薰修，其方
法在落实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开悟就是什么都知道
。读书的过程中，读得懂很好，读不懂不要紧，就是继续读下去，



不要起分别心，不要去思惟经中所含的意思，专一其心，多次薰习
，不起分别执着是戒，其效果就是能够得定，这是用读诵的方法修
禅定。定久了就有机会开悟，那就是自性本具的智慧。《三字经》
上说得好，「教之道，贵以专」，强调修学时一门专注的重要性。
《中庸》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强调多次薰
习的功效，勤能补拙。《礼记》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只凭记忆力掌握书本里面各种知识，对学问未能融会贯通，深入
体悟，这种人不够资格做别人的导师。古人强调，开启悟性必须开
发自性流露出来的智慧，这个智慧是自性里本有的，并且学以致用
，将所悟到的道理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力行，自己真正做到了，才
有资格成为别人的导师。《楞严经》说，「十方如来，一门超出，
妙庄严路」，注意这个一门，强调一门深入能够直至成佛。二十五
位圆通大士为我们做出最佳的典范，他们每个人从十八界七大当中
的一门深入，一直到开显自心的真如佛性，然后才能教化众生。可
见儒家和佛家、道家，都注重开发自性本具的智慧，与实践身行言
教的教育。
　　在我们即将开办的汉学院，也将采取这种中国传统教学的理念
方法来做实验。最初十年只招收研究员，每人专攻《群书治要》六
十五种原书里面的一种，用十年的时间一门深入长时薰修，读书千
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大悟，就是见性，而且要学以致用，在生活
当中落实，解行相应。这十年里也要讲学，将自己的心得体会与大
家分享，所谓教学相长，能帮助社会化解冲突，促进世界安定和平
。每星期每个人讲两个小时，要写成讲义，还要录影留作档案。每
年重复再讲，十年下来至少讲过数十遍，愈讲愈深入，愈讲愈精通
，十年之后就成为这一门的一流专家，我们这个世界上就有一部活
的《群书治要》，能够真正帮助社会、帮助国家、帮助世界。如此



具备师资人才之后，就可以开始正式招生。
　　扎根的课程，《弟子规》与《十善业道经》。孔孟学说与大乘
教学境界崇高，修学者要从基础的扎根教育做起，才能够言行相符
，日起有功。孔孟学说的根是《弟子规》，大乘教学的根是《十善
业道》，从这个方面而言，儒家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加起
来的分量与笃行的分量相等。因为如果学而不行，未能产生变化气
质的效果，则学得再多还是枉然。《弟子规》原名「训蒙文」，是
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的著作，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
六条的文义，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
守则规范。《弟子规》共有三百六十句，一千零八十个字，三字一
句，二句或四句连意，和仄押韵，朗朗上口。全篇先为总叙，然后
分为：入则孝、出则悌、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七个大段落。《弟子规》根据《论语》这些经典编写而成，集孔
孟圣贤道德教育的大成，提传统道德教育著作的纲领，是接受伦理
道德教育，养成有德有才之人最佳的读物，不能不重视。
　　在《十善业道经》当中释迦牟尼佛说，诸佛菩萨有一个方法能
断除一切痛苦，获得极大的利益，这个方法就是修行十善业道。即
从行为上远离杀生、偷盗、邪淫，从语言上远离妄语（就是说谎）
、两舌（挑拨离间）、恶口（言语粗鲁）、绮语（花言巧语），这
些都要远离，从思想上远离贪欲、瞋恚、愚痴，离此十种恶业就是
修行十种善业。十善业是佛法修行的最基本法，无论大乘、小乘都
依此经为基础教材。好比建造大楼，必须先建稳地基，然后大楼的
建造才能稳固安全。同理，修学圣贤之道，必须先扎稳《弟子规》
和《十善业》的德行基础，才具备善男子、善女人的资格，然后更
进一步修学更高层次的法门时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所以《弟子规
》跟《十善业道》的修学非常重要。



　　下面我们举真实的案例，汤池与潮州。孔孟学说和大乘教学都
是能够实践证明的真实学问，孔子和释迦牟尼佛本身已经做到最好
的榜样。但是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缺乏信心，因此弘扬传统文化最好
的方法就是拿出实际案例、做出榜样典范，才能令人建立信心。汤
池的实验，二００五年十一月至二００八年，在中国安徽汤池镇成
立庐江文化教育中心，以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基本教材，《弟子规
》、《太上感应篇》、《十善业道》，教育全镇四万八千居民。结
果在短短三个月内，大众的良知良能被唤醒了，都感到羞于作恶事
。汤池镇的社会风气大大改善，犯罪率和离婚率大幅下降，家庭变
得和谐，邻里变得和睦，小孩变得孝顺，街道变得整齐，治安变得
良好，教育效果非常明显。并于二００六年十月在法国巴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为期三天的展览与汇报，感动全世界一百九十
二个国家和地区的大使代表，纷纷表示前来参观考察的意愿。虽然
最后没有能做出安排，仍然有三十几位大使以私人观光名义前来参
观，印象非常良好，都深深感受到传统文化教育的力量。这三年的
传统文化教育实验传达国内外，证明人性本善以及人是教得好的。
　　潮州办班，二０一二年广东潮州市潮安区区委、区政府，批准
成立民办的黄河慈善福利会，开办道德讲堂，宣扬传统文化教育。
每个月两期，每一期七天，到现在已经办了五十多期，总共培训的
七千多人，其中包括一千多名的政府干部，成效卓着。党政干部通
过七天学习之后，精神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回到工作岗位以
后，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勤恳务实，工作作风得到了很好的转变
，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好评。博罗县公安局看守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例证，里面关押一千多个犯人，有杀人的、抢劫的、贩毒的，每天
犯人们为了睡觉、吃饭、洗澡经常发生打架，至少一天打架六、七
次，多的时候三十多次，六十名干警忙于调解劝架。干警们学习传



统文化之后，把《弟子规》的光碟在看守所里面播放，播放了十多
天之后，犯人不打架了；原来大家在分饭的时候互相争夺，互相争
抢，现在大家互相礼让。不但吃饭时候互相礼让，分汤也互相礼让
，就连上厕所也互相礼让，洗澡也互相礼让，这些犯人从此变得彬
彬有礼。
　　学习传统文化之后，犯人们的房间都像学校一样，墙壁贴了仁
义礼智信，把《弟子规》全部写在墙壁上，他们都会背诵。墙壁贴
了几百张家信，都是他们写了自己贴上去的，令人看了泪流满面，
特别的激动。信里面说的是，来到这里学习了传统文化之后，他们
才感到人生原来的路走错了。博罗电视台的领导，学习传统文化之
后，开辟了一个经典频道，每天十七个小时专门播出传统文化教育
的节目，而且完全没有广告。现在播出半年了，非常受欢迎，民众
别的频道都不看了，专看这个经典频道。自从当地电视台播出传统
文化教育节目之后，当地的离婚率、犯罪率减少了很多。观音阁镇
有两百多干部学习过传统文化，现在每个村里面每天都有个投影在
播放中华孝道、好人好事这些节目给村民看，大家看了之后和谐了
，不再发生邻里吵架这些事情，整个地方都有很大的改变，变得整
洁清净，愈显得山清水秀。除了政府机关本身发生的许多转化案例
之外，还有很多个人转化的案例，其中包括坏人变成好人，原本蓄
意杀父亲的孩子，回心转意变成孝子，原本已经离婚的人，复婚了
，原本顽固的上访户，不再上访了，原本决心想自杀的人，回心转
意不再想寻短了，可见传统文化的教化力量，确实能够挽救世道人
心。
　　针对时弊，现代科技发达，日新月异，人类的物质文明高度发
展，但是精神文明却一落千丈。在这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严重失
衡的状态下，现代人感到非常烦恼苦闷，人生找不到正确的方向，



找不到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一味追求物质享受，一味注重功利主义
，一切以金钱来衡量，这就是把人变成了物质，不再是万物之灵的
人类。孔孟学说与大乘教学能够指引一条正确的人生方向，充实人
生的价值与意义，提供丰富的精神资粮，提升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度
，所以其重要性更加突显。尤其今日世界人心败坏、道德沦丧、社
会动乱、全球不安，追究问题的根源，乃是由于缺乏伦理教育、道
德教育、因果教育和圣贤教育所造成的。大家崇尚西方的教育模式
与价值观念，强调个人主义，主张自由平等，不愿意受到传统伦理
道德的约束，东方人舍弃了圣贤教育，西方人舍弃了宗教教育，结
果造成极大的混乱。真的就像古人所说的，父不父，子不子，君不
君，臣不臣。现在父亲不像父亲，儿女不像儿女，老师不像老师，
学生不像学生，领导不像领导，下属不像下属，这是乱世的现象。
加上现在的电视、网路、媒体，每天传播色情暴力负面的讯息，把
人都教坏了，所以现在社会变成一个很可怕的社会。心理变态，滥
杀无辜，甚至杀父母、杀老师的新闻已经变成时有所闻。制造假药
害人，制造有毒食物，各种违背良心、损人利己的事情愈来愈普遍
。正如二千三百年前孟子所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现在
全世界的人都自私自利，舍弃仁义道德，只顾自己，不顾他人，所
以现在是全世界危矣。
　　如何才能挽救今天的社会危机？正如汤恩比博士的真知灼见，
孔孟学说与大乘教学，确实是人类智慧的瑰宝，确实能够解决二十
一世纪的社会问题。要挽救今天社会危机，唯有弘扬孔孟学说与大
乘教学，如此才能为人类社会带来永久安定和平。如此迫切的任务
，必须有志之士发心奋起，同心协力，共同承担这项伟大的时代使
命。近代中国历尽苦难，人心浮动，迷云四起，传统文化教育中断
一百五十多年，甚至备受摧残，乃至今日老成凋零，后继乏人，竟



致此灿烂辉煌之人类优秀文化面临失传断绝的命运。亟待志士仁人
继起承传，接续弘扬，绵延此文化慧命，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天平」。
　　上个月中国主席访问欧洲诸国，发表数十次的讲演，受到全球
人民的赞叹与爱戴。我们深信他能带领国家、带领世界，以祖宗遗
留的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领导世界走向安定和平的盛世，我们应
当跟着他前进。古谚语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每一位
中华儿女都负有一分时代的责任，特别是我们华校校长、老师们，
更是义不容辞，应该为延续人类祖宗遗传的智慧瑰宝慧命，为挽救
世道人心，为造福后代子孙，积功累德，尽一分力量。集合我们每
个人的一小步，就是时代的一大步，就能超越障碍，达成世界永续
和平安定的目标。愿我们大家共同勉励，发无上心，兴起汉学之再
兴，共同发心奋斗，救救中华传统文化，救世界。
　　祝福大家，健康长寿，祖德福佑，众神护念，福慧增上，事事
如意。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