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衆生契悟佛理篇

中國第一屆『世界佛教論壇』智慧大和尚發言

社會和諧，從我做起

主席、各位領導、諸山長老、各位大德、在座諸上善人：

記得在「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次大會」發言時，我曾經說過，「今年四月，在浙江省杭州市和舟山市

即將舉行的『世界佛教論壇』，近五十個國家的佛教領袖、專家學者將歡聚一堂，緊扣『和諧世界，從心

開始』之主題，探討和諧世界之根本在於人心。論壇立論高遠，不僅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更具有重大的

現實意義，令人嘆為觀止。」更重要的是，在佛教傳入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世界佛教論壇』是

中國佛教界第一次舉辦這樣大型的國際性佛教盛會，實在令人欣慰!這種千載難逢的佛門盛事只有在社會

安定、國家富強和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的環境下才能發生。

今天的中國，在領導人極力推動精勵圖強，改革開放，宗教自由，百花齊放的英明領導下，雖漢唐盛世，

猶未及也。

回憶本人在一九七九年，當時國家撥亂扶正，組織了港澳佛教界訪京團，以破冰之旅，經中央領導人的努

力下，對外恢復了京港中斷三十年的宗教關係，結束了宗教受到了極左路線衝擊的局面。

今天國家主席在第十屆人大提出『要全面正確地貫徹黨的宗教工作方針，認真實施《宗教事務條例》，依

法保護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動，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和宗教活動場所的管理，最廣泛地團結

廣大信眾，探討和諧世界之根本在於人心，而不是武力。香港宗教界人士應珍惜寬鬆的宗教發展環境，積

極配合特區政府施政，引導信徒把主要精力用於民生上去，為建立和諧社會、穩定人心貢獻力量。

「世界佛教論壇」的建立，為世界佛教徒提供了一個平等、多元、開放的對話平臺，不僅為中國佛教未來

的發展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同時也給佛教在當今社會中應扮演的角色定位，即佛教應為人類心靈的健康提

供更多的資糧、為建構和諧社會發揮佛教特有的優勢、為世界和平盡力。

佛陀創教的本懷不是為了建立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學理論，而是為了引導芸芸眾生了知生命痛苦的真相及其

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群和不同地區，人類所面對的痛苦有所不同

。各國的歷代高僧大德們依照佛陀契理契機的教化原則，施設不同的教化，解除痛苦的方法因而千變萬化

，統稱為「八萬四千法門」。其目的都是為了使眾生煩躁不安的心靈安頓下來。從這種意義上講，猶如百

川歸海，萬法歸宗，匯歸於「安心」兩字。人心安，眾生安; 眾生安，社會和; 社會和，天下平。由此可見

，人心的力量不可思議，開發心的潛能對培養健全的人格、建構和諧社會和創造世界和平無疑都具有巨大

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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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聖言懿行，經歷代大德賢哲之弘揚，廣泛流傳至世界各地，二千五百年而不衰，曆久而彌新。這是

一份極可寶貴的人類遺產和精神財富，蘊藏著深厚的促進人們心靈和諧的資源。例如，《楞伽經》雲：「

心生即種種法生，心滅即種種法滅。」《華嚴經》雲，「心如畫工師，能畫諸世界。」又雲，「若人欲了

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以上偈頌說明世間萬物都是由心而生。《法句經》第一偈

雲，「諸法意先導，意主意造作。若以染汙意，或語或行業，是則苦隨彼，如輪隨獸足。」這首偈說明污

染的心靈是產生痛苦的根源。《法句經》第二偈雲，「諸法意先導，意主意造作。若以清淨意，或語或行

業，是則樂隨彼，如影不離形。」這首偈說明清淨的心靈是產生快樂的根源。《維摩詰經》雲，「若欲得

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這句話說明，美好社會從清淨心開始。

由以上引文可知，佛教典籍蘊藏著極其豐富的精神資糧，是一座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心靈寶庫，對建構

快樂的人生、祥和的社會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我們理應花人力、物力挖掘這座佛教心靈寶庫，為建構和

諧社會承擔起佛教應盡的責任。

社會和諧，從我做起

早在兩千五百年多前，佛陀便明確告誡人們，身外的財富、權力也許能給人帶來一時之快樂，但生命痛苦

的根源、世界上任何一種問題的出現，追根究底，是人內心不健康的思維。因此，真正的幸福、和平必須

從內心尋求。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一提到社會問題，便會怨天尤人，把社會不和諧的現象全部推給政

府，把自己的不開心歸咎於別人。其實，依據佛教的教義，任何一種社會、經濟、環境等問題的形成，絕

非一朝一夕之事，更非一人一事之因所造成的，而是由眾人的共同行為、眾多因緣聚合而成，是共業所感

。因此解決大眾目前所共同面對的問題，自然要從心入手，從我做起。要樹立一種信念，解決社會問題，

我也有一份責任。大眾若能一起行動起來，植樹造林，減少污染，我們的居住環境就一定會變成風光旖旎

的人間天堂；若能萬眾一心拼搏，香港一定能再創輝煌；一個人若能不斷提昇自我，自己的未來一定更美

好。《禮記·大學》也表達了同樣的觀念，「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

國治而後天下平。」由此可見，儒家認為，獲得太平盛世的第一個條件是「正心」，然後才會有「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綜上所述，和諧社會的開創、世界和平的獲得，都是從淨化人心開始的。人心和

，天下安!

最後我祝願世界和平、人類幸福、佛日增輝、正法久住，並祝願這次『世界佛教論壇』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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