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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四地佛教弘展研討大會 

─ 共建和諧世界 發揚佛陀精神 

物兢天澤 

 

提要 

香港佛教界慶祝香港回歸十週年吉祥大會，兩岸四地佛教弘展研討大會──《共建

和諧世界．發揚佛陀精神》自古以來，人類為了心靈之滿足，故有宗教的信仰，靈性的

修養等活動。佛教的真理，是有助於心靈上之改善，以及促進建立世界和諧社會之功用。  

關鍵詞：離貪 求同存異 尊重包容 四攝法 

 

眾生以貪欲為本 

“物兢天澤，共存共榮。＂這自古以來順應自然環境純真的生活方式，是現今環保

人士所追求回歸大自然的一種理念。在普遍存著貪求欲望之眾生心中，如何能夠維持均

衡發展、平等互利的精神，就需要我們聆聽廣大群眾的素求，努力思考，尋找出一條大

家都可以接受，共存共榮的生活方式。 

然而現今大家所追求的自由兢爭社會方式中，只能造就更多的貧富懸殊機會，強者

越強，貧者更貧的局面。如果透過思想教育，使大家認識到資源共享，財富均沾的共識，

透過提高學識水平，終身學習的話，造就更多資源增值機會，使更多群眾脫離貧窮線生

活，社會才有和諧的希望。 

具有遠見以民為本的政府，或者可以通過行政方案，實施資源再行分配，利用稅務

技巧，使能者多付利益回饋社會；貧者能分享社會繁榮資源共濟。如此則貧富距離容易

拉近，怨氣自然消除，社會和諧得以確認。 

 

求同存異之國際關係 

不同國家由不同民族所組成，民族不同自然生活習慣亦不盡相同，輕易不會接受或

認同其他民族的生活習慣；每個民族對自然界的認知程度亦不一樣，對生從何來、死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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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的迷茫，很多都是託付於神靈。過去的輝煌亦使到這些國家都是以最優秀民族自

居，認為可以領導世界作為群雄之首，這些歷史包袱都是障礙著世界和諧的主要原因。

孫中山先生提出《世界大同》的理念，目的希望在不盡相同的情況下，暫且放下異見與

不同聲音，取其相近有共同目標者合作發展，相互尊重固有資源不相爭奪，相互尊重民

族特性不予凌奪，則世界和諧指日可待，否則都是空口白話聊作裝飾而已！ 

 

宗教間的尊重包容  

能夠成為世界性宗教，自然有其存在之因素，啟發人心，導人向善，遠離惡習，無

私奉獻，利益社會人類，出發點都是好的，從這方面要去分別誰優誰劣都是一種無義意

的行為；只有於深入探討宇宙人生真理的時候，就會有深淺層面不同之分別，創教導師

的理念，與當時社會群眾的需要都是自然產生宗教的力量，心靈上有所歸向，精神上得

以慰籍，依靠著教團的引導，就會產生一種穩定人心的作用，利益於社會。但宗教如果

被一些別具用心的政治野心家利用作為統治工具，則可能產生垢病，顛倒眾生甚至禍國

殃民，令宗教脫離引導人心向善之目的。  

身為佛陀弟子的我們，是應該放棄“各家自掃門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這種固步

自封保守之態度；必須維護自身功用，發揮菩薩道 “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悉離

苦＂之精神；除了倡導世界宗教合作，促進宗教界彼此互相了解，互相信任，互相包容，

以杜絕人們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戰爭外，還要極力弘揚佛教的真理，使全世界人類都知

道，只有正確認識宗教義理的人士，愛護眾生之心發展得更大更廣。 

 

菩薩修行──化他四攝 

佛教以“苦、集、滅、道──四聖諦＂作為重要修學課程，倡導討厭苦難之果，便

要斷除收集苦惱之因，仰慕寂滅成就之德，便應開始修行精進用功，所謂：說食不飽，

多聞亦復如是；修德有功，道業方可成就。修道之要首重菩薩道精神，以利益眾生為事

業，用“四攝法＂化他的方便法門，以慈心給予眾生所求悉令滿足屬於布施攝；以柔軟

語、真誠顯出悲心拔除一切眾生苦惱屬於愛語攝；凡有利益無不興崇，以歡喜心隨順眾

生屬於利行攝；以“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與眾生共同完成事業屬於同事攝；

以此四攝法化度一切眾生而成就“慈悲喜捨＂四種德行。  

其實不止大乘菩薩行中提倡以四攝法化度眾生，在小乘原始佛典中《雜阿含經》卷

二十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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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告諸比丘：如上說，差別者，若所有法，是眾之所取，一切皆是四攝事。或

有一取施者，或一取愛語者，或一取行利者，或一取同利者。過去世時，過去世眾，以

有所取者，亦是四攝事；未來世眾，當有所取者，亦是四攝事。或一取施者，或一取愛

語，或一取行利者，或一取同利。＂爾時，世尊即說偈云： 

“佈施及愛語，或有行利行，同利諸行生，各隨其所應，以此攝世間，猶車因釭運，

世無四攝事，母恩子養忘，亦無父等尊，謙下之奉事，以有四攝事，隨順之法故，是故

有大士，德被於世間。＂ 

 

結語 

世界和平是全人類最大之願望，因為惟有世界和平人類才有幸福，天下才能太平，

戰爭最終只會帶給人類的痛苦與世界的災難。因此，任何宗教，任何團體，都應為謀求

世界和平而努力。 

行菩薩道，心存慈悲，處世做事，自然能情理兼顧，一定達致和諧效果。如果世人

皆學習佛陀之慈悲精神，以理智領導情感，以情感輔助理智；當理智偏低，情感衝動時，

運用智慧克制自己；當理智偏高，冷酷無情時，運用慈悲激發愛心，愛人如己；使理智

與情感平衡發展，智慧與慈悲統一而又融和，自然取消因人心貪瞋痴所造成的世界危

機，使人與人之間化敵為友，和諧共處。國與國之間，能互相尊重，就能和平共存，達

致世界和諧。 

所以關懷社會，推展福利，救災濟貧，解除他人生活困苦，使人生活安定，能夠達

致資源共享，社會自然安定和諧。若能弘揚佛法，使眾生知因識果，止惡行善，運用無

緣大慈，與同體大悲，不分怨親，不分種族，不分國籍，平等拔苦與樂，不但解除人類

生活困苦，還能拔除煩惱生死痛苦。 

無論是為了個人的幸福，社會的和諧，或為了世界和平，都應實習佛教的慈悲心，

給人間帶來溫暖，給全世界人類帶來和平，這是我們佛弟子的職責，也是我們對世界人

類應負的責任，也是推動佛教對社會所盡的責任，以及促進建立世界和諧社會之功用。 

 

 

2007 年 7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