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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自從學佛以來，早年趙默林老居士供養這一尊佛像，做為
我們台北華藏圖書館成立的時候所供奉的這一尊。這一尊像原本是
瓷的，大概也有兩三百年了，所以保存真是小心翼翼，唯恐損壞。
以後我們用照相的方法，把它印出來，印了大概有好幾萬張，在全
世界流通，每個人見到都生歡喜心。在四、五年前，才開始在台灣
用木雕，照這一尊佛像的模樣，大概也雕了不少尊，雕得也很好。
　　供佛最重要的意義，是提醒自己向佛陀學習。中國古人所說的
「見賢思齊」，看到賢人我們就要生起一個念頭，要像他一樣。佛
是聖賢當中至聖至賢，確確實實是天上人間至善之人，沒有絲毫的
缺陷，是值得九法界眾生所學習的，他給我們做了最好的榜樣，最
好的示範。佛一生四十九年教學當中，雖然講了許許多多，我們用
一句話將它總結，他四十九年講些什麼？《般若經》上一句話就說
明白了，「諸法實相」，他所告訴我們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
明白之後，這就是佛家宗門裡面所說的明心見性；明心見性就是徹
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瞭之後，他的心思、行為自然端正。端
正的心就是真誠心、清淨心、平等心、正覺心、慈悲心，這是端正
的心，佛心。
　　諸位要曉得，佛心是我們自己的真心，是我們自己的本心，本
來就是這個樣子。現在變成不真、不誠、不清、不淨，這是錯誤的
。這個錯誤不是與生俱來的，不是自性本具的，是迷惑顛倒、妄想
習氣所造成。我們要學佛就要知道，把自己妄想習氣薰成的妄心捨
掉、永遠離開，恢復到我們的真心，恢復到我們的自性。真心落實



在生活上、落實在處事待人接物，就是看破、放下，自在、隨緣。
佛這個說法，儒、道，乃至於其他宗教的神聖，確實是異口同音，
都是這個說法，我們一定要相信。
　　儒家教人，如果我們用一句話把它總結，實在就是《大學》裡
頭所說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孔孟
畢生教人不離這個原則。儒家講的「大人」，就是宗教裡面講的「
聖人」，佛教裡面講的「佛菩薩」，名詞不一樣，義理完全相同。
大人之學，第一個是「明明德」。「明明德」就是明心見性，就是
徹底明瞭諸法實相，跟佛家講的沒有兩樣。明德之後要落實，落實
在「親民」，親民就是為人民作師作範，「學為人師，行為世範」
，這是親民。明明德，用佛家的話來說，是自度，親民是度他，自
度度他都要「止於至善」，要做到究竟圓滿。佛家的至善，在佛經
裡面我們常常看到有個名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那是佛法裡
面的止於至善，我們講圓滿的佛道，究竟圓滿的佛果，這是至善。
　　儒家講得好，在《大學》上所說的，「知止而後有定」，你知
道止於至善，你的心就定了。為什麼？你不會再被煩惱所動搖，不
被外面境界所誘惑。由此可知，為什麼大乘佛法世尊一開頭就勸人
發菩提心？勸人發菩提心那個用意，就是儒家講的「知止」，你有
一個向上的方向，有一個向上的目標：我要作佛，發菩提心就是發
作佛的心。在儒家講，就是作聖之心，儒家「讀書志在聖賢」。為
什麼求學？為什麼讀書？是想學聖人。由此可知，儒家作聖、佛家
作佛，這是止於至善。我要作聖人、要作佛，就決定不能夠隨波逐
流，決定不可以同流合污，所以他的心定了。「定而後能靜，靜而
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是一個永遠不變的過程。
　　反過來看看現代的社會。為什麼社會這麼動亂，人心不安？物
質生活條件比過去優越太多倍了，為什麼生活得這麼痛苦？就是他



不知止。換句話說，他沒有一個正確的目標、方向，像一隻船航行
在大海裡面，不知道方向，不曉得要到哪裡去，他當然就不安。今
天社會狀況確實是如此。怎樣幫助自己、幫助眾生，來消除這一個
困惑、這個迷障？現代世界上也有一些真正有學問、有見識的志士
仁人，他們喊出來了：「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只有孔孟
學說跟大乘佛法。」我們想想不錯。
　　孔孟的學說教我們「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大乘佛法教
導我們「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隨
緣」這十八個字，末後總結到念佛，這大圓滿，決定不落空。所以
儒佛這一個指導，確確實實使我們在苦海裡面找到了方向、找到了
目標，不再徬徨、不再迷惑了，這是佛家講的離苦得樂。儒佛講的
大綱領，我們應當接受，依教奉行。這兩家的典籍都非常豐富，那
是細節、是細目，我們學到多少，就得多少受用。學得少，得小受
用；學得多，得大受用；學得徹底，得究竟圓滿的受用。儒佛如是
，其他各家各派、各個不同的宗教，無一不如是，我們清楚、我們
明白。
　　我們今天確確實實可以肯定，所有宗教都是現代人所講的多元
文化的社會教育。各教各派、各個宗教所講的確實是一樁事情，是
同一個方向、同一個目標，不過他們所說的有半、滿的差別；儒佛
講得圓滿，其他各家各派宗教沒有講到圓滿。這個說法我們不能執
著，正是佛家教人，對於上根利智的講究竟圓滿法，對於中下根人
講接近圓滿法。由此可知，所謂「圓滿」，所謂「不圓滿」，不是
在教學宗旨上的差別，而是在接受教學的眾生根性有差別，這個道
理我們要懂。
　　現在由於資訊發達，交通便捷，這一個地球變成一個大家庭，
這是我們必須要認知的。所以各種不同的學術、不同的宗教，逐漸



逐漸決定是融合貫通，使一切眾生都能夠趨向究竟圓滿，成就多元
文化教學的終極目標。然後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祥和，社會繁榮興旺
，人與人之間相親相愛，猶如父子兄弟，彼此互相尊重、互助合作
，這個世間的動亂不安可以消除，世間的危機、劫難也可以化解了
。我們在這個地方認識教育的功能、教學的重要。宗教不可以止於
儀式，止於儀式是迷信，必須要詳細認真的探討教義、解釋教義、
奉行教義，落實到我們實際生活工作、處事待人接物。佛法真的是
有利於眾生，有無比殊勝的貢獻。我們覺悟的人、明白的人，應當
認真努力奉行，去推廣。好，今天時間到了，我們就講到此地。現
在我們去參加佛七的法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