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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同学，这次我们在日本访问，中西随功法师一直都是陪同
我们。在日本我们跟华藏电视台的负责人陈彩琼居士建议，卫星电
视台开一个节目「仁爱和平讲堂」，在日本我们录过几个小时，好
像有六个多小时，将来制作出来之后，每个星期播两次。这个节目
我们可以邀请学者、专家、各个宗教的传教师，给我们谈谈怎样化
解冲突，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平；同时也接受访问，用访问的方式也
很受大众的欢迎。中西随功教授他也来到这个节目，提出两个问题
，他的说话我们在日本都把他录下来了，当时我没有解答，因为没
有时间，所以我们在此地再来解答，把他的提问跟我们的解答可以
经过后续的制作连接起来，在电视台播放。
　　他说的话说得很多，说了大概有十分钟，很多都是客气话，也
有不少赞叹的话，我想这些不要重复了，我们就直接提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大意是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讲宗教是多元文化的社
会教育，一切宗教都主张仁爱和平，所以关於人类追求和平，他说
我想请教法师，第一个问题是生存方式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心的
问题，心理问题。这两个问题实在说，就像他自己所讲的很尖锐。
　　生存方式的问题，人类在地球上已经生存几十万年了，这是从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的；从发明了文字到现在，差不多也有一万多年
，在这个世界上；从文字演变成文明，至少也有五千年的历史了。
中国的历史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民族，其中保存得最完整的，那就是
中国人很重视历史。在古时候并没有「历史」这个名词，也没有历
史这个观念。历史这个观念跟名词，如果讲到最早，那应该起源於
《春秋》。现在儒家五经里面的《书经》是历史，《春秋》是历史



，《春秋》是孔子做的。传《春秋》的有三家，现在诸位晓得《左
传》左丘明的、《公羊传》、《谷梁传》。孔子记载只记一个纲目
，详细内容没有记载，而这三家依照孔子所说的纲目，把里面内容
补充进去了。所以在中国的史书，第一个是《书经》，第二个就是
春秋三传，接著那真正是历史时代确定，司马迁的《史记》开端，
《史记》是通史。往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绵
延下来之后，称为中国的断代史，那就有很详细的记载，这是世界
其他国家地区所没有的。
　　所以，从中国史书里面记载，至少可靠的记载有四千五百年。
人类经过这么长的历史，今天我们还要问生存方式的问题，这不是
一桩怪事吗？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那我们就想这个原因，大概
是我们现在生存方式出了问题，你才会提出这个问题。要不然，我
们就以中国来说，就是走向文明的生活，至少记载也有四千五百多
年历史了。这四千五百年前是怎么样活下来的，而且活得非常美好
，真正是多彩多姿，跟西方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近代这二
百多年来，真的出了问题了。中西随功先生是日本人，日本、韩国
（南北韩）、越南这些地区是直接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地区，
到今天确实经历西方文明的冲击，出现问题了。
　　在过去，尧舜禹汤他教我们怎么生活？他教导我们不外乎伦理
道德，所谓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
信，这就是生存的方式。尧舜距离我们现在四千五百年了，是孔子
心目当中的圣人，这个教训一直到前清的末年中国人都遵守，遵守
就没有问题，我们生存方式非常美好，这个教育就是伦常道德。中
西先生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我并不感觉得奇怪，为什么？现前的社
会伦理道德不讲了，伦理道德已经不存在我们生活之中了，於是社
会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古书里头讲得很清楚，伦理道德如果废弃了



、疏忽了，这个社会必然是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整
个社会动乱了。今天社会动乱到极处，天灾人祸层出不穷。所以我
们要问，这生存方式在现前这个社会我们怎么活下去？用什么方式
活下去？於是我们会想到这个问题提出是正常的。
　　在乱世，我们如何能够得到一个平安、幸福、美满的一生？我
相信这是大多数人心目当中所希求的、所向往的，答案还是要遵守
古圣先贤教诲。中国谚语说得很好，「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谁是老人？孔子是老人，孟子是老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老人
，这些老人留给我们这些教训、这些典籍，那就是老人言。你不相
信，你不去理会、不去学习，那么眼前的这些动乱、灾祸你就得承
受，这就是吃亏在眼前。
　　现在问题出现了，古圣先贤的教诲有这么重要吗？现在这个世
间对这个问题疑惑的人有多少？我们常常听到，这个东西是旧东西
，不合时代了，你学这个干什么，学这个有什么用处？这些疑问我
们听得太多太多。我走过世界许许多多国家地区，接触各个阶层的
人物，十之八、九都是这样的心态，这样的看法。而对我们学习宗
教，学佛，读古人的东西，研究古人东西，效法古人，他们都感觉
得奇怪，好像认为我们这些人反常，真的，跟他们日用平常不一样
。然而他看看我们，我们的形象摆在此地，他看到我们生活得很快
乐，无忧无虑，无有牵挂，烦恼少，忧虑少，牵挂少，他很羡慕。
所以他虽然排斥，虽然怀疑，他也欢喜来接近。
　　大多数人接近，大概头一个问题要问我的：法师，你是怎样保
养身体？都问这个话。由此可知，他对於健康长寿之道，他很关心
，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他很想学。他们知道我年岁很大了，再过两年
八十岁了，许多人比我年轻很多，小我十几岁，站在我旁边看起来
都比我衰老，无论在形象、在体力、在各个方面，他不如我。从形



象上他们自自然然就提出来不少问题，来问我怎样能够得到健康长
寿？我的回答：心地清净慈悲，回归自然，古人所讲的返璞归真，
那你就得到了。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要怎么落实？还是落实到古人
的教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这个伦常就是自然，这个伦常就是
璞、就是真。返璞归真，那你就晓得五伦、五常是璞是真，我们今
天违背了。
　　今天的社会，父子有亲成了问题，报章、媒体常常报导家庭的
变故，儿女杀父母，父母杀儿女，兄弟相杀，夫妻相杀，这个事情
现在不是新闻了，是很平常的事情。这个事情这就是反常。这个常
就是伦常，跟伦常完全相反，伦常是一家人相亲相爱，这是正常的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君臣有义，这个君臣就是今天讲的领导
与被领导，被领导对领导不忠，领导对被领导不仁，这个事也很平
常，所以叛逆的事情现在也是司空见惯。这都是眼前的社会问题。
所以我们要肯定古人的教诲，不是他的发明，不是他的创见，是什
么？是自然。
　　古人懂得大自然的法则，懂得自然的运行，所谓是随顺自然。
诸位想想，夫妻结合自自然然就生子，就会产生父子关系，这是谁
发明的？不但从自有人类就有这个，那个时候人类没有文明，还没
有文字；我们再仔细观察所有一切动物不都是这样的吗？看现前的
动物你仔细观察，跟太初有什么两样？在这个地方我们体现到自然
的大道，自然的法则，自然的运作。所以，父子、君臣、夫妇、兄
弟、朋友，自然之道；亲、义、别、序、信，这是随顺自然之德，
这就是东方人所讲的道德。所以你要晓得什么是道，什么是德。你
能够明了大自然这是道，明道，随顺大自然这是德，行德。明道行
德，宇宙是和谐的，地球是和谐的。
　　中国《易经》里面讲的「太和」，太和就是宇宙和谐，没有冲



突，没有矛盾，没有对立；地球是和睦的，本来和睦。地球上所生
的一切生物，这个生物有动物、有植物，实在讲矿物还是生物，只
要生在这个地球上，在地球上出现，都有它的道与德，或者我们讲
道理，大家好懂，讲道德深一层了。都有道，都有德。它是自然生
态里面一个环节，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这个生态不平衡，少了
也不平衡，这个道理能体会的人不多。
　　所以，我常常跟一些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我用这个身体做比
喻大家容易明了，父母生了我们这个身体，这身体外面看，眼耳鼻
舌身五官，里面五脏六腑，从外表一般人所忽略的毛发，这是我们
身体的生态，它都是均衡的，它都是和睦的，决定不会有冲突，决
定不会有对立，我们这个身体才健康、才快乐。如果我们这个生态
失掉平衡，问题就来了。五官，眼、耳、鼻、舌、身，这是道，我
这样的说法诸位容易懂，这自然的，自然生态。眼能见，耳能听，
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这是什么？这是德。我从这上讲什么叫
道、什么叫德，大家就容易懂。然后你再把它扩大，地球就像一个
人身，宇宙就像一个人身，你就容易体会到什么叫道，什么叫德。
　　所以道德不是哪个人发明的，不是哪个人创造的，自然而然。
佛家有一句术语叫「法尔如是」，就是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没有理
由的，天然的。你能随顺，眼能见，你随顺它你就得受用，你要想
改变它，那麻烦就来了。眼它能见，耳能听，现在我要改变，我要
眼能听，耳能见，你麻烦就来了。你怎么改变？用外科手术把视神
经移到耳朵上去，把听的神经移到眼睛里面去，动外科手术，那你
什么？你违背了自然，你破坏了自然，到最后怎么样？眼也瞎了，
耳也聋了，这就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以为你很聪明，你能够
所谓是人定胜天，天就是自然，你能够胜过自然，你可以改造自然
。



　　今天很多人对於自己的生理真的用外科手术来改造，最明显的
、最普遍的，整容，那是破坏你身体的自然生态平衡。你今天用机
械移山倒海，改变自然环境，虽然得一时之利，招来怎么样？招来
的是灾难！我们身体不遵守父母生下来这个身体，要想任意改变自
己，你得来的是灾难、是人祸。我把天灾人祸这样子来说，你不难
懂。任意破坏身体，不知道保养身体，你得来的祸害；任意破坏我
们居住的环境，那你得到的是灾害，灾害是什么？所谓是地震、水
灾、风灾、火灾，自古以来还加上个战争，天灾人祸。怎么发生的
？都是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而发生的，因此，纵然许许多多人说古时
候这种生活方式不适合时宜了，那我自从读书明理之后，我觉得古
人的生活方式很好，我很喜欢，所以我依然健朗。
　　我们穿的这个衣服，这个衣服是明朝的服装，中国出家人没有
改变服装，穿的是古装。这个衣服穿得很舒服，宽袍大领，给一般
人一个感触是没有压迫感。你看现在人穿的衣服紧身，把一身包得
紧紧的，一看好大的压力，不自在！礼服，古人的礼服是海青，古
时候这个衣服上都绣花纹，纹章，纹是绣刺，章是花纹表示他的身
分地位，现在所讲的阶级。我们这次在日本曾经到过一家中国的餐
馆，进到他那个小客室里面，家俱大概还是清朝可能是宫廷里面这
些古老的家俱，太师椅一套，我坐上去，都是雕的是龙，扶手是龙
，后面撑的也是龙。我就叫人看一看，你看看这个龙有几个爪？这
个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我提醒大家细细去观察，每个龙都是四个爪
，四个，四个爪表示他的身分地位，亲王，这套家俱从前是亲王府
的。如果是皇宫里面，这个帝王是五个爪，这龙是五个爪，在满清
时候三个爪是贝勒。
　　所以这就是，他们穿的衣服也是一样，都是龙袍，但是那个龙
的爪多少不一样，皇帝是五个爪，亲王是四个爪，贝勒是三个爪，



你在这里就区别了。文武百官他的章服都表示他的身分地位，便於
行礼。长幼有序延伸就是尊卑有序，地位有尊卑，地位卑的向地位
高的要尊敬，便於行礼。现在除了军队军官还有这个阶级，文官就
没有了，在一起也不知道谁大谁小，没有法子分别，古时候清清楚
楚。民间士农工商衣著都不一样，一看你这个社会上是从事於哪个
行业的、哪个身分，这叫文化。所以，古人这个生活方式好，我们
很羡慕，我这一生还是过古人的生活，很自在。你说我落伍，我想
想我没落伍，为什么没落伍？我没有参加你的队伍，我怎么会落伍
？我入了伍我才会落伍，我没有入伍。
　　所以这个生存的方式也就是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还是要依靠古
圣先贤的教诲，基本的教诲《弟子规》，非常简单，非常扼要，生
活的标准，我们依照这个过生活，你一生幸福美满。在佛法里面讲
持戒，持戒就是儒家讲的守礼。圣贤人教导我们不能做的，我们决
定不要违犯，教我们可以做的，我们要认真努力去做。所以戒律有
止持、有作持，作是你应当要做，对自对他有利益的，於人於己没
有利益的应当禁止，你从这里下手，《弟子规》是基本的戒律。出
家基本的戒律是《沙弥律仪》，你不能不做到，你不做到你就不行
，这是生活方式。在家人依三皈五戒十善非常圆满，中国的东西好
，《弟子规》比三皈五戒十善讲得还要明白、还要清楚。
　　第二个问题，我就想中西先生问的是心理问题，大概就是存心
，我们今天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要用什么心？这个问得好。
儒家这是伦常道德心，你这生就很圆满了，在大乘教里面叫菩提心
。菩提心也很难懂，我最近这十几年讲经把菩提心讲成五条，大家
好懂。真诚心，这是菩提心之体，在经里面讲是至诚心，在论里面
讲的是直心，《起信论》讲直心，经论合起来就是真诚。一定要记
住，别人对我不真诚，我对人要真诚。为什么？因为他要随顺烦恼



过日子，我要随顺圣贤教诲过日子，那我们两个不一样。不能说他
对我不诚实，我对他何必要诚实，那你就跟他走了，错了，他跟我
走是对的，我们跟他走，错了。
　　我们用一味真诚心生活、处事待人接物，用清净心，清净心不
染污，平等心没有贡高我慢，决定没有歧视，用正觉心决定不迷，
觉而不迷，用慈悲心，大慈大悲，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心的问题你
掌握到这个，你就把自己本性、把自己的真心找回来了。我们如是
存心，如是生活，决定不会错，决定是幸福的、是美满的，前途呈
现是一片金色光明。所以，他提出这个关於人类追求和平安定，离
不开圣贤教诲，离不开伦理道德。由此可知，伦理道德是永恒的、
是超越时空的，我们应当要遵守，应当要学习。现在时间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