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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大家好，歡迎您再次收看「仁愛和平講堂」，我是主
持人蔡詩萍。很高興今天能夠在這裡跟大家再次的見面，我們今天
講堂當然還是請到，淨空老和尚來為我們談一談，他做為宗教界的
一分子，做為宗教界的領袖，他怎麼看待在現代的社會裡面，來推
動品格道德教育。跟往常一樣，我們今天很高興的，請到了一位這
幾年在台灣的地方自治史上，成績非常卓越的，苗栗縣縣長劉政鴻
劉縣長來到我們現場。縣長您好。
　　劉縣長：好，我們蔡大哥，還有我們師父好，各位鄉親大家好
。
　　主持人：我們今天之所以請到劉縣長，最主要一個原因，是其
實在過去幾年，苗栗縣因為劉縣長的治理，可以說常常成為全台灣
的新聞版面報導的焦點，不管是他們的招商，他們的文化策略、行
銷縣政的方式，都讓人家耳目一新。所以我們今天請到劉縣長來，
是非常希望能夠透過他來看一看，他怎麼樣來把一些縣政理念，跟
縣民整體生活提高的同時，也把品德的、道德的教育能夠融會進去
。我們在開場還是先請我們的老和尚，您來幫我們先談一下，就您
自己的觀感來看的話，還有走遍全世界，看到那麼多現代國家的一
些經驗，您認為做為一個地方的縣市首長，也就套一句我們中華文
化裡面常講的，地方父母官，他是不是真的可以以身做個示範的，
來推動品德教育跟一個縣政結合？我們現在都曉得，很多地方都在
招商，都希望這個地方的經濟生活能夠提升得更好，可在這個同時
，怎麼樣不偏乎對於道德品格的重視，師父您有什麼看法嗎？
　　淨空法師：在中國五千年這麼長的一個歷史當中，老祖宗的經



驗非常豐富，可以說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族群裡面，沒有像中國
這麼完善的，這樣美好的。中國你看幾千年前就給基層的領導人，
從基層一直到最高層，任務是相同的，三個字「君、親、師」。這
三個字要做到人民就享福，真的是福慧都現前。君是帶路，是領導
，父母官把這一縣的縣民帶到哪裡去，是不是真的帶到幸福美滿和
諧的社會？中國人嚮往的是禮義之邦，和諧社會，這頭一個是領導
帶到哪邊去。第二個所謂叫父母官，父母官，全縣的居民是子民，
你說這個關係多親切，以父母愛護子女之心，你怎麼樣去養他，養
育他。第三個是教育他，老師。所以領導人就是這三個責任，領導
、帶路，養育，教導。這三個做好，那就是中國幾千年，古聖先賢
理想當中的從政者。他確實從最低層到帝王，到最上層都是這三個
字。
　　現在麻煩在哪裡？現在麻煩是價值觀沒有了。中國幾千年來長
治久安，靠的是什麼？靠的是個正確的價值觀，這個價值觀是倫理
道德，不是金錢，不是財富。所以中國的教育教人不是叫你升官發
財，是叫你作聖人、作賢人，最低作個君子。所以如果說我們的價
值觀放在這個地方，什麼災難都沒有了，不但是人禍沒有，天然災
害也沒有。這什麼道理？這個東西佛家講得很清楚，佛家講的「境
隨心轉」，境就是環境，山河大地。我們中國人講風水，風水家也
說「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人要修福，有道德是修福，山河
大地都會變得非常美好，這個自然災害不會發生。大自然這個環境
跟人心是相連的，我們人心善沒有一樣不善，人心不善問題就出來
。所以人禍還在其次，最重要的還是倫理道德的教育。
　　中國教育一開頭，實在講的，我們現在細心去觀察、去研究是
愛的教育。它教育的根源，就是五倫裡頭第一條，「父子有親」，
這個親愛是天性，不是人教的。父母也沒有人教他愛子女，你看子



女也沒有人教他愛父母。從哪裡看？最好從三、四個月到四、五個
月的樣子，你去觀察，四、五個月小孩不懂事，你看那個小孩對父
母的神情，你能看到那是愛；父母對小孩沒有條件的，純真的愛，
天性的愛。我們老祖宗很聰明，就想到這樣的愛，如何能讓它保持
這一生不變樣子，那就要靠教育，所以教育教的就是這個愛一生不
改變。第二個目標這愛擴大，擴大愛家族，愛兄弟姊妹、愛家族、
愛親戚、愛鄰里、愛社會，再擴展愛國家、愛民族，到最後是凡是
人皆須愛。這是愛的教育！所以這個族群和睦，幾千年來和睦。在
歷史上從來沒有中國這個族群，跟外國人打過仗的，沒有，找不到
。所以這是個全世界研究歷史的人都知道的，這麼大的一個族群，
它是愛好和平。
　　所以中國人理想當中，就是領導，就是領導他和平，領導他走
向仁義。孔子主張仁，孟子主張義，「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仁
就是愛人，仁是兩個人，想到自己立刻就想到別人，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義用現在的話說，思想、見解合情、合理、合法這就是義
。所以以仁義為真正的價值觀，這個社會祥和不會有問題。像今天
如果說是拿財富、經濟，做為價值觀裡面第一個信念的話，那個麻
煩大了，天下沒有不亂的。你看孟夫子跟梁惠王見面，就談到這個
問題，梁惠王見到孟子，你到我這個國家來，對我有沒有什麼利益
？你看孟子立刻就反駁他，如果把利擺在第一，利是人人必爭，人
人必爭他的思惟肯定就是損人利己，人人都損人利己，這個社會還
能和諧嗎？所以孟子勸梁惠王要把利放下，「亦有仁義而已矣」！
人人都講仁，人人都講義，社會祥和。世出世間一切法，都是建立
在祥和的基礎上，它才能有良性的發展。
　　把利擺在前面，這個發展是惡性的，不是良性的，發展到最後
，現在諸位也許都能看到，發展到最後是什麼？是世界毀滅。這是



科學家提出來的，科學發展到極處，這世界就沒有了，就毀滅了。
所以中國人不是不懂科學，是不向科學這個路子發展，是希望社會
長治久安。科技發展，如果沒有道德來控制、來駕馭，這個科技就
出問題。我們今天說，倫理道德的水平不能控制這個科技，科技最
好還是少發展一點好。所以像湯恩比過去跟池田大作的談話，就討
論這個問題，他們都主張科技最好是能夠照顧人民的衣食住行，除
這個之外，最好就不要再發展，那個發展沒有意義的，有害沒有利
。你發展到太空，太空有什麼意思？我們人能移居到太空去嗎？不
可能的事情。即使可能，極少數的人，那多數人受苦受難，少數人
到太空去避難去，這是不合理的。所以是畢竟有學問、有智慧的人
，他還是看得很準確，科技不可以不要，有限度的，適可而止。特
別是衣食住行，現在最重要是吃的東西，吃的東西用科技的時候很
糟糕，帶的副作用。所以將來飲食出了問題，你說農作物用的化肥
、用的農藥，這種東西滲透在土壤裡面，將來麻煩到哪裡？土地不
再長糧食，這個問題就嚴重，現在已經發現這個問題嚴重。所以有
識之士都主張，恢復古時候的農耕，那是最健康的。
　　主持人：師父剛剛這樣所提的，各位可以發現，師父真的點出
了，在我們現代的社會思潮裡面，非常重要的幾個新的趨向，一個
就是說科技當然很重要，但科技如果缺少了對於人類祥和社會的，
對人類社會的道德的、倫理的前提的話，科技可能會變成災難。同
樣道理經濟發展，我們現在也有新的觀點出來，就是告訴你說不要
一昧的追求經濟成長，就以某種程度上，大家成長一個階段以後，
其實只要維持一個低度的成長，但是能夠把成長改成更多的綠色的
指標，讓這個社會、讓人民享受更多環保生態的和諧，其實人的幸
福感會增加。我想師父點出了一個現代社會的方向，我這邊想請教
劉縣長，您自己大家印象裡面非常深刻就是說，您當了縣長之後第



一個是活力四射，大家都覺得你非常充滿了活力。我很好奇，就是
做一個政治人物，做地方首長行程這麼忙，你怎麼讓自己有充滿的
一種活力？這個活力一定是來自於你對於故鄉的有一種愛，有一種
理想，這第一個想要請教您。第二個就是說，你怎麼樣把剛才師父
所提到的，又要追求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但是又希望這個經濟發
展，不會到最後把苗栗縣好山好水給破壞，怎麼樣給它一個，又可
以過有經濟所得標準以上的生活，但是又能夠回復到，傳統的好山
好水的苗栗那種田園理想，你怎麼做到的？
　　劉縣長：其實因為可能就以前，我爸爸以前就當校長，我爸以
前管得很嚴，所以早上四點半就要起床。
　　主持人：你有沒有常挨打？
　　劉縣長：有！以前有，做不對就要挨打。但是也家庭教育很嚴
，所以父親給我們的一些訓言，還是格言，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跟大
家共同來共勉。就是說其實我父親一再教導我們，人一定要有格，
格就是說像磚一樣，那個磚剛出來的時候，手去捏一定會覺得會痛
，但是那個角去磨也一定會有損傷。但是再怎麼樣，那塊磚塊還是
一定要擁有它的格還在，當哪一天這個磚要拿來當建築的時候，我
還是可以做建築用，那個基本的格以及尊嚴一定要有的。所以苗栗
在過去，是個好山、好水、好空氣的環境裡面。我這三年來，對於
在水庫的水源區的部分，尤其是這三年來，一個砂石案我都沒有准
過。尤其所有的這些森林、這些樹木，我只有更增加來種植，我絕
對不願意去增加砍伐。其他的開發案，我都可以在祕書長那邊都批
掉。要砍伐樹的話，要送到縣長室來，我是非常重視環保，跟重視
整個生態的問題。
　　但是要怎麼樣能夠讓自己縣裡面的，格跟尊嚴來成長，尤其剛
剛我們老和尚所提起的，主要是怎麼樣讓鄉親，對於自己本身的一



個縣、縣民的榮譽感，還有跟他的尊嚴能夠提升，可能就是縣政要
做的工作。所以我們這段時間也下了很大的苦心，不管是在辦一些
大型活動也好，或是整個社會的教育也好。因為苗栗是個多元的縣
份，它有閩南人，有客家人，有新住民，還有外省籍的，也有原住
民。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怎麼樣讓他族群融合在一起。我時
常就是把海線的學生調到山線來表演，山線的學生調到海線表演，
原住民的就調到平地來表演，平地的就調到山地表演。我們把苗栗
的客家採茶劇團就到各十八鄉鎮表演，明華園也到十八鄉鎮表演，
這樣慢慢族群融合。
　　第二個部分，我們也是希望在整個治理縣政，一個推動裡面，
誠如剛剛老和尚所提起的，就自己本身要以身作則。我大概早上七
點就上班，到縣政府，晚上大概八點半我就要回家，九點半我就要
休息，這樣的話，以身作則來治理縣政。所以我們嚴格要求，中午
所有的公務人員是不能夠喝酒的，不能夠去喝酒，就是有貴賓來的
話，簡單吃個便飯。因為你是跟老百姓去領的薪水，是領八個小時
，中間喝酒下去，下午的時間就不能上班，對不起鄉親，我們是嚴
格要求這樣。但是我們也以身作則以外，誠如剛剛老和尚所提起，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自己就不願意做，像這條路要開闢。我一
直在提醒我們所有的官員，這條路換作是你，你住在旁邊，你自己
就不願意這樣開，看你自己願意這樣開嗎？你若是自己不願意你為
什麼要這樣開？你必需要有以非常公平的，而且站在是以公僕的立
場來做這樣。所以我時常也勉勵我自己，就是「留道德給子孫，留
建設給地方，留名聲給自己。」以這樣的準則，然後我們也一樣，
馬總統給我，他那時候當黨主席，他給我一個匾額是我當選縣長的
時候，給我一個是「清廉、勤政、愛民」，秉持著三句的格言，我
就好好認真來施政。



　　當然也利用這個機會跟老和尚，還有跟蔡大哥、跟各位報告，
我們苗栗縣的府會是非常和諧的，我們為什麼和諧？大家互相尊重
。議會這邊有什麼困難、有需要，縣政府這邊全力來推動的議員的
提議案，我們全力推動，因為他是代表著民意。縣政府這邊有送過
去的法案、送過去的預算，有義務必須非常明確的，跟議員一五一
十實在的跟他報告。所以這三年來我們預算，一毛錢都沒有刪，所
有的法案都迅速的來通過。所以像去年馬總統上任以後，劉院長的
擴大內需十四點二億，我們發包出去以後，剩餘款七千萬再發包出
去，所以我們苗栗縣執行率是百分之百。我們也非常高興的是說，
兩位委員也都幫我們忙，就是徐耀昌、李乙廷都在中央爭取，幫我
們忙；縣議會跟我們也非常合作，大家府會關係很好。鄉親也非常
肯定我，縣府團隊大家也戰戰兢兢的非常認真做，我們一直在要求
所有的團隊裡面，我們所有的團隊裡面必須是秉持著，如何能夠達
成我所擬定十二個旗艦的目標來完成，擬定這十二旗艦目標，其實
他們很清楚就各其事，你要做什麼事情你很清楚。這樣的話，他們
就會按照這整個基礎教育，或者說工商產業，還有觀光產業，這些
他按照這樣去做的話，他也很明確，這樣的話可能在進展上，就不
要每樣事情我自己去盯，我就有更多的時間來做更多的事情。
　　主持人：縣長剛才這樣談的時候，我這邊要請老和尚來幫我們
再來進一步來加以闡釋。我想縣長剛剛所談的有一點非常清楚，就
是他一直很強調，自己從小受到的教育那個格。當然縣長小時候雖
然也很調皮，他也承認說常被挨打。可是他真的有個非常好的示範
，就是說他的父親是從事基層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對不對？然後他
會耳提面命的教你很多。我覺得您剛剛講得很好，就像是那個格一
樣，那個磚塊一樣，就說它這裡面有一個，我想我們再請師父來談
談，怎麼樣子能夠讓親子教育、小孩子的教育，能夠在成長的過程



中，能夠像縣長這樣，先打下一些基礎這很關鍵。第二個部分，我
想也要請老和尚幫我們來開示一下，就是我們剛剛在談的時候，縣
長也提到幾點非常好的，你看他真的可以以身作則，早上很早起來
，晚上非常規律的生活，不應酬的。然後他也因為這樣子，所以他
也可以要求他的同仁，中午你也不可以跟人家應酬往來，喝個酒喝
得醉醺醺的。而且最重要，是縣長講了一個重點，你領人民的薪水
是上班八小時，這就跟我們中國人傳統的，包括在《詩經》時代，
老智慧講的你拿了人民的俸祿，就是民脂民膏。就是這些基本觀念
看得出來，還是潛移默化裡面，其實文化傳統裡面的某些自我的要
求，是在縣長身上看到。所以老和尚您在這點上，可以幫我們再進
一步做一點解釋。
　　淨空法師：在佛法裡面，我們最近在此地學習的，賢首國師的
《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這裡面就列出四德，這是佛教弟子基
本的一個德行的概念，第一條是「隨緣妙用」，隨緣是恆順眾生，
也就是說「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這叫隨緣。不能以我
自己喜歡怎麼樣，要老百姓喜歡什麼，不能說是我要什麼，那個不
能作數的，要隨順民情、隨順民眾的需要。妙用我們是用在這一方
面講的，就是忘掉自己，那就妙。如果摻著自己的自私自利、名聞
利養在裡面，那就有害，那就不是妙。第二個是「威儀有則」，這
就是起心動念，言語造作，要給人民做最好的表率。則就是原則、
規矩，是威儀有則，我們自己的思想、行為，都可以做社會大眾的
好榜樣，不是好榜樣就不能想、不能說、不能做。第三個，這是講
做人的一個態度，「柔和質直」，這講表現在外面的，處事待人接
物要柔和，內心要真誠，內心真誠，外面柔和。第四個一定要有這
樣一個大願、大心，「代眾生苦」，沒有這個大願，大志、大願那
就不能做菩薩，不能做阿羅漢。所以它要求的是這四德，這是性德



，自性裡頭本有的，實際上人人都做得到的。為什麼失掉了？迷失
了自性，你有自私自利，你有貪瞋痴慢，你就把它忘掉。所以這個
四德是非常重要，可以應用在任何一個行業，它都能夠貫穿，這是
四種性德。
　　現在社會，這整個世界社會動亂原因是什麼？原因就是這樣好
的教育疏忽，沒有提倡，沒有認真去做。所以在從前帝王時代，我
們不能不佩服，為什麼？他帶頭幹。你說清朝開國，這歷史上稱之
為聖皇，康熙、雍正、乾隆帶頭幹。他是經常不斷的邀請國內、國
外的專家學者，到宮廷裡面來講學上課，皇帝帶著文武百官來聽課
。這個人民怎麼能不佩服？怎麼能不擁護？皇帝他所想的，他想要
做的，他都告訴大家，這聖人教我們做的，這不是我的意思。中國
人一提到聖人，提到孔孟這就沒話說，提到佛菩薩還有什麼話說！
所以他從來不說是他自己的意思，這是古聖先賢教導我們的，所以
大家就服。你想想看，不容易，滿清入關是少數民族，統治中國這
麼大的國家，統治了兩百多年，談何容易！所以他那是完全用中國
傳統文化，來統治中國人，服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想到什麼？現在麻煩在哪裡？麻煩把傳統文化
疏忽掉，這問題出來了。我們想什麼樣的方法都想不過老祖宗，老
祖宗立的法經過五千年的考驗，它禁得起歷史的考驗。我們今天想
這個方法，你就試試看，後遺症很多，出了麻煩，不能用了，不斷
再修改，怎麼修改後頭都有毛病，吃虧的是社會。所以中國自古以
來，我們在歷史上細心觀察，它是把教育擺在第一；換句話說，國
家所有一切設施為什麼服務？為教育服務。教育是什麼？教育是為
仁愛服務，教育教的是仁愛，是倫理、是道德。講得最詳細的就十
二個字，教什麼？教全國人民「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
。這十二個字人人都做到，人人都是好人，人是好人，那就事事都



是好事，哪有不好的事！所以說一切制度那是其次的，不要緊，只
要是人是好人，什麼制度他都做出好事，他都做出最好的成績出來
。如果說是人不是好人，什麼樣好制度，都被他利用去幹壞事。
　　所以中國自古以來，講求的是素質教育，現在的話說素質教育
，把這個擺在第一。你看從前帝王時代，國家用人取才只用兩個字
，你看多簡單孝、廉。「舉孝廉」，從漢武帝開始就用這個政策，
一直到滿清都不能廢除。國家任用人員培訓的時候，就是地方官員
、父母官微服私訪，到你這個地區來看看，哪一家有孝子，孝子就
特別留意，他孝順父母。他在家能盡孝，為國就能盡忠，他就能為
人民服務，廉潔就不貪污，這兩個條件夠了就行。能具足這兩個條
件，父母官把他選出來，國家培養他，將來他學業成就之後參加考
試，從前是考舉人、考進士，考取之後國家分配他從政。所以這個
好，真好！民主時代也可以用這個，民主時代，比如現在黨派，你
吸收黨員，黨員條件是什麼？孝廉。不是孝廉你就沒有資格入黨，
那你比從前帝王會做得更好。國家栽培他基本的條件，他這兩個做
到，沒有不孝父母的，沒有不廉潔的。所以我覺得孫中山先生當時
搞國民黨，這個黨員缺少這兩個字，這兩個字疏忽掉是很大的損失
。
　　這幾千年都沒有丟掉，你看滿清蒙古人都沒有丟掉，我們怎麼
能把這兩個字疏忽了？所以教育重要，教育是以倫理道德為主。中
國過去讀經，經是學問，史是見識，地理重要。你讀史，你才曉得
愛國，愛國家；讀家的，這是我家庭歷史，你才曉得愛家；讀地理
，你才曉得愛這塊土地，你對它了解。你都生疏不了解，愛心怎麼
能生得出來？所以中國人自古重視歷史，重視經跟史，經是道德學
問，史是激發你的愛心，這很重要。這個史不但是學校要教，平常
對於人民講故事，譬如講歷史的演義。大家熟知的《三國演義》這



一類的，讓一般人民雖然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他也知道中國歷史
的承傳，愛心也激發出來。所以在從前，一切文藝、藝術表演全部
是教學，它的內容你看忠孝節義，因果報應，善有善果，惡有惡報
。所以中國全民可以歸納為什麼？倫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
。
　　人有倫理道德，他羞於作惡，他覺得做壞事是丟人的事情，他
不願意做；懂得因果的時候，不敢做。所以在硬體設施上，你看教
倫理有祠堂，有家教；教道德的孔廟，地方都有孔廟；教因果報應
的，城隍廟，所以這三樣東西產生好大的作用。現在說這是迷信，
好了，現在你去用警察去，一個城隍廟，過去中國大陸天主教的傅
鐵山大主教講的，一個城隍廟至少抵得十萬個警察。十萬警察不能
治好，那個城隍廟起了作用，這個有道理。傅鐵山大主教前年過世
。所以這是抓住這三個教育，倫理、道德、因果。我們在大陸上這
三年做了個實驗，做得很成功，只用《弟子規》，儒家教育。因為
大陸對《感應篇》跟《十善業道》，它說這是宗教，宗教不可以，
除了宗教道場之外，在外面不能宣揚，台灣沒有問題。如果說是儒
釋道三個根本紮下去之後，人，人人是好人，既是好人，我們就想
到一定他做事情，事事是好事。所以這三個教育重要。
　　主持人：師父剛剛這樣談的時候，我內心裡面有很大的衝擊，
為什麼？因為師父剛才舉了一個例子說，一個城隍廟抵得過十萬個
警察，它其實就有個隱含的意思，就說如果民風非常的淳樸，人們
都相信每個人行事作為，都相信道德，就是他有些事情他是不會做
；相信因果，有些事情他是不敢做的話。其實真的，我相信縣長最
能夠體會，警察真的就沒事可做，警察就變成他只要維持基本秩序
就好，就不會疲於奔命。所以我這邊就要請教縣長，就是您主政這
幾年來，您是怎麼樣去改變一個縣的文化？改變縣裡面的縣民，對



自我的一種驕傲，還有一種成就感。但是這邊還有個很重要的問題
，剛才師父也講，「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這個道理大
家都懂，可是民之所好好之容易做，對不對？因為從某個角度來說
，老百姓喜歡什麼，我就做什麼，他們就給我掌聲。可是民之所惡
惡之也容易，但最麻煩的是，有時候縣長您一定知道，有時候民之
所好，還不一定是政治領袖願意做的，因為他可能民之所好，這有
可能會把縣政拖垮，把財政拖垮，也可能是會帶來一個不好的。譬
如說是現在，到底要不要開賭場的問題等等，民眾也許有人認為很
好，可是它也可能會帶來一個很糟糕的副作用。所以對於這種民之
所好，你怎麼樣建立一道道德的防線，或公共的一個標準來抵抗它
？這時候政治人物需要勇氣的，要敢跟民意說ＮＯ，但是說ＮＯ的
結果，是為了這個地方的二十年、三十年，更好的發展。縣長怎麼
做？
　　劉縣長：我想真的是非常感謝，有機會聽老和尚他的一席話，
其實在整個治縣的理念來講的話，沒有錯，實在教育是最重要的一
點。若是說沒有把教育做好的話，當這個學生在國中或是國小，尤
其是國中一、二年級，二、三年級，那個時間是他的叛逆期，若是
那個時間沒有把他管束好，或是教導好的話，他到社會上，好的變
成是國家的棟梁，社會的菁英，社會的中堅；那若是說有出差錯的
，就變未來是社會的負擔。所以我們在整個國中、小學的教育裡面
，我們是非常重視於品德以及道德，以及這些道德教育的部分，我
們是非常重視它。所以也因為這樣子，我們對於這些老師的品德教
育，我們已經實施了非常多的一些方案，他們就按照這個方案來進
行。
　　第二個部分，我們提起說對於「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的這個部分，我們也一樣的，我簡單講一個例子，當我在九十五



年我上來的時候，竹南有一個五十八線，它必須要拓寬，但是它上
面是有很多的公有地，公有地種植果樹，按照政府規定是不能夠補
償的。但是他們老百姓就是一定要抗爭，或是要怎麼樣的白布條這
樣做。我們就認為說，我已經給你時間跟你溝通，我也已盡最大的
方法來跟你做其他的協助。但是基於我們整個未來縣的發展，以及
縣政的推動，我們一定要執行。所以我們在執行的時候，該執行的
我們還是要執行。所以我們也沒有去說要任何妥協或是怎樣，站在
一個行政部門來講，就是必須要依法行政；你若是說沒有依法行政
的話，你就對不起這些真正守法的人。所以我們在這個方面，我們
在苗栗縣已經樹立了風範。所以現在在苗栗說要開闢一條道路，該
對的，該開的就是開，沒有任何選擇。所以我們在推動縣政，相信
已經也都有此共識。
　　剛剛老和尚有提起的，就是說對於因果也好，或是說倫理道德
這個部分，誠如我剛剛向各位報告過，就我父母親，或是說以前謝
金汀老縣長給我三句話，「留道德給子孫，留建設給地方，留名聲
給自己」。其實這是一個因果，自己本身做了沒有錯，我父親給我
的土地是九十七甲的山，但是因為選舉選了那麼多次都賣光光。我
倒認為是說，等於是我來這個世間是來修行的，你把它這樣想的話
，就不會煩惱。反正你把它看，出生的時候也是光著身來，回去的
時候也是光著身子回去，其他那些都是假的。那我倒不如說好好在
這個世間裡面，就把它修個功德，老百姓有困難的時候，當我在法
律上站得住腳，我可以幫你的忙。老百姓這個橋梁、道路，這部分
我能夠幫你忙，我可以站在法上面、站在縣政的資源裡面，我可以
全力來協助你。而且站在縣政府立場，他只要能夠全力來協助他的
話，不要讓老百姓認為，我們縣政府是個衙門，是個官僚。服務公
務人員是個官僚，縣政府是個衙門，是我所不容許的。所以我們必



須要以老百姓，他就是我們的老闆，我們是他的公僕，這種角度，
所以我們一直在灌輸這些從事公務人員。
　　那也一樣的，我們對學校裡面這些教育，我們一直在提醒我們
的校長，提醒我們的老師，因為你能夠把我們的學校教育好，當然
這個學生、這個學校就變成。所以我們對於校長的考核，也不可否
認事實，我們非常嚴苛。我們第一個必須學測成績，第二個我們的
文藝跟體育成績，第三個學校的綠美化。學校綠美化，雖然看起來
是沒有什麼，但是你能讓學校一個非常整潔、非常優質，讓他覺得
說學校非常溫馨，他來到這個學校裡教育，他就非常充實，這樣的
話他感覺會不一樣。過來就是我們的營養午餐，因為我們現在營養
午餐，從這個月開始以及課後輔導就免費。但是你怎麼樣讓你營養
午餐辦得好，就必須校長跟老師，以及從事這些工作的人要拿出智
慧來，把這些營養午餐辦好。過來我們這段時間也一樣，對於品德
教育，跟我們所有的這些基礎教育，我們非常深入的扎根，因為為
什麼？我們必須要讓他們了解說，所有的老師的基礎教育，這個學
生教得好，就未來學校跟他家庭、跟社會的希望，國家的希望；教
不好就是未來國家的負擔。讓他必須從事的校長以及老師，有這麼
樣的一個信念。就是說這個區域裡面也一樣，我就時常提醒我們的
校長，這個學校交給你，你就去負起重責大任，把學生管好，學生
教育好，老師、師生關係也要處理好，還有跟社會的和諧關係也要
處理好。因為你這樣的話，才能夠讓整個大家是互動的方式。這樣
的話學校辦活動大家共同參與，在社區辦活動學校也參與，這樣的
話大家連動性。
　　而且我們也一直在認為是說宗教，其實每個宗教都是勸人向善
，就是向好的方面去做。所以我們也一直在希望說，能夠怎麼樣繼
續讓宗教的部分。所以我們苗栗有獅頭山，像我們很多名山古剎，



我們這些部分，我們就反而讓它就地合法化，這樣讓它能夠社會大
眾，對於這個部分能夠給它去膜拜，雖然是精神上的寄託，但是至
少他能夠到那邊去的話，燒香，他看到那個神明，看到佛祖，他做
錯事情他心理上會難過，他一定會難過。這樣的話也一樣的，我們
也希望是說怎麼樣引進，然後把我們苗栗縣藝術文化能夠來提升？
因為只有靠苗栗自己本身，這些原有的木雕，或是說這些客家，或
是閩南人的這些，還有原住民的文化是不夠的。所以我們特地一定
要把國外的要引進來，國外引進來也一樣，要讓他們水平提升。就
誠如剛剛老和尚所提起，讓國外西方這些知識能夠進來，進來的話
，加上我們自己本身固有的這些，融合、結合在一起，我想那更能
夠提升我們的各鄉的能見度。我目前是積極做這件事情。
　　主持人：縣長剛在談的時候，有一段話我印象非常深刻，縣長
說他的老前輩給他留下三句話，「留道德給子孫，留建設給地方，
留名聲給自己」。我覺得這個話，其實跟我們傳統文化裡面所強調
的，「立功、立德、立言」，是不謀而合。所以可見就是說任何一
個角色，任何一個領域要自我，對自己有個要求，對自我有個期待
的話，我覺得就有機會，縣長把縣長的職位做好，一個地方上的企
業家，把企業的角色做好就可以。所以這邊再請教師父。
　　劉縣長：我可不可以補充？
　　主持人：請說。
　　劉縣長：其實現在社會上真的是非常缺乏，剛剛老和尚所提起
的忠孝節義，我們「孝悌忠信」跟「禮義廉恥」，這個部分真的是
我們現在也是在教育裡面，正在在著手做這些工作。現在這三個信
念來講，對於整個社會，因為都是在功利主義之下，已經快消失了
，怎麼樣來重建這個精神，現在也是我們正在做的工作。
　　主持人：沒錯，我想這就是縣長替我們問到一個好問題，就是



怎麼樣把這個部分，道德教育能夠融會在家庭，融會在學校，融會
在社會，甚至我們可以說包括我們媒體在內，師父一直在強調的，
媒體怎麼樣在這裡面，去傳播一種道德、傳播一種公共品格的示範
，正面的示範。這邊就請教師父，這一點就很重要，就是您認為說
到底該怎麼樣，我覺得特別那段話，「把道德留給子孫」，真的就
是說，讓自己的孩子看到的不是你的家財萬貫，不是父母親的官做
多大，社會地位有多高，而是那個留下一個道德的規範，跟道德的
示範。所以師父能不能在這點上跟我們進一步來強調，現在父母親
該怎麼做？或者是包括縣長在內，地方政府該怎麼樣來試著來推動
？
　　淨空法師：這樁事情關係到，可以說人類在地球的生存跟絕滅
的關係，這關係太大了。我們是最近這些年來，從二００三年，我
有這麼一個機緣參加聯合國的國際和平會議，參加了十幾次。我才
對於世界一些狀況，有個初步的了解，大家都感到很憂慮，就是全
世界衝突事情不斷發生。和平組織裡面討論的，最重要的一個議題
，就是「怎樣消弭衝突，促進社會安定，世界和平」，聯合國帶頭
來幹這個。我參與之後，在第三次之後，我就擔任主題講演，我就
把中國傳統的這種教學的方法，給大家做報告。中國是溫和的，你
說外國人生病，病毒這些他就要消毒，消是消滅，把這個毒菌消滅
掉。我們中國人不願意講消滅，消滅太殘酷，我們中國人叫化解，
化毒、解毒，你看看用的詞就跟他們不一樣，就不相同。我說同樣
，為什麼我們不溫溫和和的跟它和睦相處？何必一定要把它消滅？
在這個十幾年當中，應該至少有十年，我們就舉農作物，因為在國
外土地取得方便，價格也很低廉，尤其在澳洲，地大人少，土地很
便宜的。所以我居住的院子，我在澳洲住的院子，將來有機會大家
去看，合中國有一百七十畝，這個很大的面積。我的圍牆是用鐵絲



網圍著的，走一圈一個小時，這麼大的一個面積。就種菜，我們種
的菜品種很多，是個很大的菜園，沒有農藥，沒有化肥。
　　主持人：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有機，有機耕作。
　　淨空法師：我們種的時候，讓一些菜農來看都羨慕，你是怎麼
種的？我說我們跟菜是溝通的，是心靈做溝通。這些小蟲牠也要吃
，我們把菜園劃個區域，這是專門供養你們，你們就到那吃。就隔
一個田埂，牠就不吃，比人好處！人都沒有這樣好的信用，牠有信
用。果木樹種得很多，果木樹上有鳥吃，我們跟鳥協定，指定幾棵
樹，這裡種的東西鳥吃，那個地方鳥就不要吃。我們也不要用包裝
什麼，鳥都聽話，我們跟牠溝通！所以實在講可以推廣，我們做了
十年。我們在馬來西亞做的實驗，在安徽也做了實驗，在每個地方
實驗，都成功，可見它不是個地區性的。只要我們有愛心，我們愛
心愛這些小蟲，愛那些小鳥，我們愛牠，牠也愛我們。我們可以彼
此合作，何必要互相殘殺？要用這些毒品讓牠中毒死了，好了，它
也叫我們中毒，這互相相害，這個錯了！
　　主持人：沒錯。
　　淨空法師：所以一定要用愛心。愛心，我們愛菜，愛植物，愛
動物，愛山河大地一片愛心，回報的也好！所以現在我們這個思惟
錯誤，認為這個病害蟲，這是有害的，不可以這樣想法。天既然生
牠了，牠就有生存的權利，我們就沒有資格去殺害牠們。
　　主持人：我覺得師父最後這段講得真的非常精彩，因為事實上
很清楚，過去濫用ＤＤＴ，濫用農藥的結果，現在變成是土壤變色
，我們自己回頭來吃到一大堆有毒的東西。
　　淨空法師：對，不錯，所以得了很多癌症，什麼奇奇怪怪病痛
，那都是報復。
　　主持人：對，所以我們最後一點點時間，縣長來做一點小結論



吧！今天的感想。
　　劉縣長：我剛聽了老和尚的，其實在執政的話也是一樣，很多
都是必須要靠制度、靠規範。然後所有的這些公務人員，他必須就
是依這個規範跟制度來執行。但是我們在執行的過程，我剛剛也提
起過，就是必須要將心比心。然後若是說自己本身這個法，明知道
是一個惡法，我們就必須要修正，因為我也當過四屆立法委員。該
修正的要修正，因為不合時宜的，該修正要修正；但是既然是已經
訂的而且已公布，就是經過非常審慎討論以後，就必須按照這樣執
行。我想那是這樣子的話，每個人就必須出自於自己本身誠心跟愛
心，來做這個工作，我相信都會把任務完成。
　　淨空法師：對！
　　主持人：真是非常的精彩，今天我們在老和尚的開講，以及在
苗栗縣長劉政鴻先生，從旁一起對談的情況之下，我們真的把一個
地方的父母官，怎麼樣來推動縣政；跟我們一個宗教領袖之間，一
種以仁愛和平做為職志的這種理想。把它做個對話以後，真的各位
可以發現，也許真的就像師父跟縣長，最後那個結論講的一樣，只
要我們有心，只要我們願意去把愛散發出去，而且透過一個制度的
方式去做，我覺得祥和的社會是真的指日可待的。非常謝謝各位的
收看，我們再次的謝謝老和尚，也謝謝劉縣長，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