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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師父上人，尊敬的諸位宗教領袖，尊敬的諸位法師、諸
位長輩、諸位兄弟姊妹們，大家下午好，阿彌陀佛！
　　我們中華文化的精神是孝道、是師道，我們的身命來自父母，
我們的慧命來自老師。而我們師長他是我們當老師的表率，師長在
每一個機會點上，在每一句話當中，都在啟發我們的智慧。記得有
一次，有人請教師長，他是哪裡人？師長對著他說到，他是地球人
，他們是老鄉。所以師長這個回答，讓對方感覺非常的親切，同時
也提醒到我們，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地球母親已經遇到生存的問題
。所以我們所有的地球人，都要像一家人一樣團結起來，來解決我
們地球的危難。所以老人家這句話的回答，也提醒我們，我們身為
佛弟子，身為聖賢弟子，應該念念都為整個地球、為地球人來著想
。而今天大家共聚一堂，就是為了地球的未來、世界的未來來著想
，從各個宗教的智慧，從每一個民族的智慧當中來找到方法。
　　師長也比喻到，一個三歲的小孩，當他遇到困難的時候，他一
定會找他的爸爸跟媽媽。同樣的，一個民族遇到困難的時候，他一
定會去找他的老祖宗。而所有民族的祖宗，他們所承傳下來的道統
、傳統的價值觀，都是承傳幾千年，所以都是超越時空的真理、做
人的真相。因為我們的祖先他們社會純樸，人心非常淳厚，他們這
些古聖先王、這些祖先，他的心地非常的清淨，所以清淨心就生智
慧，而這些智慧就記在我們的經典當中。唐朝貞觀盛世，是全世界
都公認的政治盛世，政治的成就。唐太宗皇帝他是十六歲出征，跟
著父親出征，二十七歲當上皇帝。在他當皇帝之前，其實整個政治



有一百多年的紛亂，所以當太宗皇帝登基的時候，他也向老祖宗請
教智慧。因為他有一顆愛民的心，希望帶給老百姓真正的幸福，所
以命令魏徵大人等（當時的大儒），編纂了一套《群書治要》的寶
書。這一套《群書治要》，它是從整個幾千年當中，一萬四千多部
書，八萬九千多卷宗，包含經、史、子的這些經典，依據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這樣的智慧，把它擷取其中的六十五部書，其中
的五十卷，相當於五十萬言。所以這套書成就了盛世！等於是唐太
宗依據這些教誨來帶領國家，所以成就了貞觀之治。
　　這套書編完以後，太宗是手不釋卷。所以相信我們能夠深入這
套寶書，我們也能夠用在我們的修身、我們的齊家，我們帶領我們
的企業團隊，包含治國，包含我們在每一個行業當中，能夠把道落
實，這是治國，進而能夠帶動天下的太平。這套書總共有五十萬字
，因為當時候師長在馬來西亞，剛好遇到前首相馬哈迪先生，還有
現任首相，納吉首相，他們知道唐朝有這部寶書，他們都非常希望
能夠翻成英文，他們也希望能夠深入。因為畢竟我們中華民族有五
千年的智慧，他們也希望能深入。尤其伊斯蘭教穆罕默德先生就有
講過，要追求知識智慧，縱使遠到中國。而師長老人家希望早一點
利益這些政治領袖，但因為書太大部了，所以指示馬來西亞中華文
化教育中心英文組，能夠將《群書治要》先挑三百六十句，然後把
它翻成英文。這樣這些國際的政治人物跟友人，每天可以讀一句，
他們就可以深入《群書治要》的智慧。我們從這裡也體會到，老人
家念念都是為了利益世界的大眾。
　　今天我們就《群書治要３６０》當中的這些教誨，事實上我們
就可以解決我們當前個人，以至於家庭、社會的種種問題。比方說
，我們現在來反思，這些家庭還有社會的問題，就像我們中國的中
醫，要治病，首先必須把病根找到。社會的亂源，我們從表象上來



看，好像是很複雜，但是從根本人心上來看，事實上並不是很複雜
。從身體來講，現在的癌症、文明病非常多；從心理上來講，現在
的精神病、自殺率非常高。從家庭來講，父子衝突、夫妻衝突、兄
弟衝突，還包含不孝養老人、不教育下一代，這些整個家庭關係的
問題。到社會當中，犯罪率節節上升，下一代的青少年犯罪率也很
高。包含整個墮胎的情況，全世界一年墮胎超過五千萬人，這是連
禽獸都不會做的事，但是現在人類卻在做。這是社會以至於種種的
天災，看起來現象非常複雜，從根本上看是人心的問題。
　　因為人心追求利欲，追求自私自利，追求欲望，才會產生這些
種種的問題。所以只要人心從利欲的追求、享樂的追求，轉成道義
，轉成節儉，這些種種問題就會去掉。而我們真的冷靜想一想，身
體的問題，病從口入，就是欲望太重，才會衍生這些問題。而我們
吃的那些東西，加了很多的農藥化肥、很多的毒素，就是因為生意
人要賺利。所以都是利欲，我們的身體出問題了。再來，心理。人
，他追求欲望求不到，他就痛苦，這是欲的問題。甚至是我們的家
人，為了追求虛榮，這也是利欲，把追求虛榮的壓力，壓在自己的
親人身上，結果他們受不了，可能會自殺。所以自殺根源也是利欲
的問題。包含父子、兄弟、夫婦見利忘義，所以才造成這些種種的
衝突。包含為了賺錢牟利，忽略了對老人的孝養，忽略了對下一代
的教育。所以只要把利欲轉成道義，這些問題都能夠解決。
　　而這些道理都在《群書治要》當中點出來，《群書治要３６０
》的三百零三句就告訴我們，「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一個國
家領導跟被領導之間都爭利，這個國家就危險。這句話延伸到現代
，上下都爭利，連家庭都很危險，現在為了利，父子、兄弟、夫婦
告上法庭的情況都非常多，這是從三百零三句當中我們得到啟示。
包含面對欲望，其實我們用勤儉的態度就可以化解這個問題。《群



書治要３６０》的第九句就提醒我們，修身、治國最重要的就是節
制欲望，欲望不可以放縱，欲望像深淵一樣，掉下去可能就是粉身
碎骨，所以應該要勤儉來持家。所以我們剛剛分析，從個人身心到
整個社會，包含天災，《群書治要．尚書》當中就講出了根本的原
因，人做善事就有種種的吉祥福報，人做不善就會感召很多的天災
。所以只要人心向善，都講道義，這些災難能夠化解。
　　所以孔子在《論語》當中就有提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我們讓孩子從小就懂得他人生的道義本分，他會愛父母、會
愛一切的人，他是君子，他是有德的人。但是，假如我們從小用利
、用欲來引導孩子，那可能培養出來都是會造成家庭、團體傷害的
小人。我們從這裡看到，其實我們的災難都來自於不聽老人言，吃
虧在眼前。其實孔子的一句話，就已經解決我們家庭跟社會的所有
問題，就是義要放在前面，利要放在後面。
　　我們再從《群書治要》當中，提幾句對於我們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有非常重要的這些教誨。首先修身，在《群書治要３
６０》二十二句當中，就有提到一個領導者、一個父母，尤其是國
家的領導者，他要樹立品德的根本，一定要從修正他自己的心，他
的心要去掉私欲，要平等公正。他的心正，身就會正，行為就正；
他的身正，他左右的大臣就會正；左右的大臣正，整個朝廷就會正
；朝廷正，給老百姓當榜樣，這個國家就會正；他的國家正，就像
我們斯里蘭卡，他們成為佛教的一個佛國，給天下人做榜樣，天下
人有信心效法他們，由一個國家也可以讓天下都能夠得到幸福。這
個是二十二句。
　　我們修身，從心地上要虛心接受別人的勸諫，謙卑接受，謙卑
尊重這些賢德的人。所以滿招損，傲慢自滿會遭到損害；謙受益，
謙卑會受到很大的益處。而尊重了賢人，他會幫助我們修身，幫助



我們治國。但是，假如不能尊重賢人，用了奸人，可能這個國家就
要危亡。所以一個領導者，他得到賢人，這個國家就會興盛，就像
唐太宗得到魏徵，興盛了。但是失了賢人，這個國家會危險。在春
秋時代，齊桓公是一個例子，齊桓公聽管仲的勸告，他把整個中華
民族團結在一起，功勞非常大。但是後來管仲去世以後，他用了一
些奸臣，結果最後同樣是他的人身死無葬身之地，死了之後，因為
被奸臣害了，這個屍蟲流出去宮廷才被人家發現。所以治國跟修身
，得賢人跟失賢人，差別是非常非常的大。
　　包含修養自己要不斷擴寬自己的心量，就是要有度量。《群書
３６０》第一百二十句就教誨我們要報怨以德，用德行、用肚量來
化解怨恨。我們斯里蘭卡的總統能夠平息內戰，就是因為他非常有
肚量，面對叛軍的領袖，他能夠寬容他，進而還信任他，讓他為國
家服務，這個是現代很好的表率。包含我們《古蘭經》當中的聖訓
，都有強調這個肚量，聖訓裡面講到的，接濟與我斷交的人，照顧
與我絕情的人，原諒對我行不義的人。所以確確實實各個宗教、各
個民族的智慧都能夠化解這個時代的問題，這是修身方面。
　　第二個，齊家方面。《群書３６０》二百八十二句講到，「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孔子他積善，他的後代二千五百多年都很有
家道，又很有福報，這個是齊家當中很好的榜樣。但「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秦國的李斯，嫉妒他的師弟韓非子，陷害他，結果
造成齊國不能用這樣的賢人，他是積不善，結果他跟孩子都被處以
死刑，最後他就絕後了。所以這個積善之家非常重要。包含齊家當
中很重要的，「孝順為齊家之本」。孝是德之本也，《群書３６０
》當中一百七十三句就指出來。道德的根本，家庭教育、學校教育
一定要從孝道開始教起。而且中國的老話說，「百善孝為先」。不
只百善是孝為先，孝心開了，百善都接著開。所以有孝的人，他就



有愛心的根本，他就懂得從愛父母到愛兄弟、愛鄰里鄉黨，進而能
夠愛一切的大眾、不同種族宗教，甚至於愛一切的動物生命，所以
孝道是齊家的根本。
　　再來治國，這個國也可以是現在的各個團體。我們處在每一個
崗位當中，《群書３６０》的三百一十八句就告訴我們，一個人有
地位、一個人有權力的時候，就是用來造福人民、造福社會。我們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我們在整個監獄系統，海南省的張發廳長
，張廳長在二００六年四月底去見我們的師長，師長就指導他用倫
理、道德、因果教育來教化監獄的服刑人員。結果他回去之後，真
的盡心盡力去做，很多的服刑人員懂了孝道之後，都回頭。他們打
電話回去，母親接起電話，這個服刑人員就說：「母親，最近天氣
比較涼，你要多加衣服。」結果這個母親對著電話說到：「你打錯
了。」因為他的孩子以前都是回來要錢的，從來沒有關心過她，所
以她不敢相信這是她兒子。結果後來警官趕緊再打給她說，這個真
的是妳的孩子。所以在監獄系統的教育，讓我們證實「人之初，性
本善」，連服刑人員都可以教得很好。這個是在監獄系統。包含在
教育系統，在東北吉林松花江中學，呂杰校長，他就為了孩子一生
的幸福扎根，所以推展孝道，推展《弟子規》，確實孩子的德行跟
成績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這個是在不同行業當中落實傳統文化的例
子。
　　最後，對於我們的民族來思考，我們馬來西亞的漢學院，因為
我們的華人在馬來西亞，他們念念都想著承傳中華民族的文化，他
們有一千二百多所華小，六十多所中學，都是華人出錢來辦起來的
。所以他們這一分精神，確實值得我們其他地方的華人來效法。
　　而我們清朝，編了一套《四庫全書》，這等於是將五千年所有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智慧，都會集在《四庫全書》當中。



而我們的老祖先，他把寫文章跟講話分開來，寫文章的時候用文言
文。因為假如寫文章跟講話一樣，講的言語二、三十年就會有一個
小變化，二、三百年就會有一個很大的變化。所以，假如語言跟寫
文章沒有分開的話，二、三百年之後的人就看不懂我們寫的文章。
但是一分開以後，只要能懂得文言文，我們就可以跟孔老夫子、孟
夫子，跟古聖先賢學習。我們看到英國的漢學院，他們的學生深入
了三年、四年，都懂得文言文，都能夠用文言文來寫文章。所以我
們中華民族的兒女，也應該好好學文言文，把它承傳，文化承傳下
去，把這個寶書能弘揚開來。
　　最後平天下，是我們所有宗教和諧、國與國之間和諧，這個我
們祖先也給我們做出榜樣。六百年前鄭和下西洋，鄭和擁有全世界
最強的船隊，但是他沒有侵略任何一個國家的一寸土地，反而把最
好的文化，也把最好的謀生技能，都給了許許多多的民族。他為什
麼會這麼做？其實在《群書治要３６０》的「務本」當中就點出來
，我們的政治人物都懂得先德化，都是去利益不同的國家跟民族，
以仁愛之心對待一切的民族。我們師長也給我們做出榜樣來，宗教
跟宗教之間要團結，國與國之間要團結，一定要互相的學習、互相
的關懷、互相的幫助。而師長對於其他宗教的這些教誨都是非常虔
誠深入去學習，所以才贏得所有宗教的領袖對他老人家的尊重跟愛
戴，這也是我們所有弟子應該學習承傳下來的。
　　今天就《群書３６０》，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謝謝主辦單位
給我這個學習的機會，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