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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公署曾士生先生、中國大使館管木先生、彭安海先生、各宗

教界的朋友們、在座的各位老人及各位來賓︰ 

我非常高興今晚在世界貿易中心和大家一起過農曆新年。在剛才

李木源居士的介紹中得知，今晚前來出席晚宴的老人和小朋友們共有

3800 多位，並且還有來自回教、基督教、天主教、興都教、道教和德

教的領袖，以及宗教聯誼理事會屬下的各位代表。這麼多不同宗教的

領袖相聚、不同種族的老人同處，共迎新春的到來，這在當今社會確

實不多見。而這種情形，我們今天卻在新加坡看到了，這不能不讓我

們佩服新加坡政府的遠見和宗教政策的正確指引，也讓我們深深地體

會到新加坡人民追求和睦幸福的社會環境的美好願望。 

我在世界各地講經弘法，迄今已有四十年時間，在這四十年中我

也接觸了不少不同種族、宗教和文化的領袖們，當然也結識了不少朋

友。在和這些宗教領袖交流中，我發現他們的都有無比寬廣的胸襟，

都有一顆處處替眾生著想的慈悲心。所以每每遇到這種情況，我總是

稱他們為菩薩，菩薩在佛教裡只是一種學位的名稱，菩薩就是覺悟了

的人，而這些牧師、阿訇、道長有這樣的心行，說明他們已經達到一

定層次的覺悟，所以，稱他們菩薩是名副其實的。 

後來我在澳洲居住期間，曾多次參加由澳洲政府所主辦的“多元

文化論壇”，在論壇上各個不同宗教領袖就當前情形發表看法，提出

觀點，然後，向政府建議如何解決宗教及種族之間的衝突；如何建立

一個多元文化、多元種族、多元宗教共存共榮，共同發展的美好社會。 

文化、種族、宗教的融洽相處，是一個團體、一個國家、一個社

會穩定繁榮的前提。中國古代有位偉大的哲學家叫老子，曾說“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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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這種心量，這種見識，不是大覺悟者，

誰能說得出。而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應化世間說法 49 年，無非也是

說明這樣一個事實真相。無非也是告訴我們，盡虛空、遍法界是一個

完美的整體，我們人類自身和宇宙萬有是同一個法性，世間形形色色

的有情無情本來就是一個共同體。如果我們大家都有這種認知，那我

們又何愁社會不安寧？我們又何必擔心世界不穩定？因為站在這個出

發點上，別人就是自己，利益別人就是利益自己，相反的，損害別人

也就是損害自己。 

我經常用一個比喻來說明這個道理。我把我們這個社會大家庭比

作一棵大樹，我們每一個人就像是樹上的小葉子，不同的文化、種族、

信仰正如不同的枝梢。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忽略我們本是同一個根

源，執著這片小小的葉子就是自己，把自己從整體中割裂出來，起心

動念都為自己的利益著想，每一個心行都是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出發，

那矛盾和對立就很難避免，種族宗教間的衝突、國家間的戰爭也就這

樣產生了。 

在佛陀的教育中，最重要的是提倡慈悲和平等的觀念，我們大家

生活在這個社會中，各人的分工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但每個人的工

作都是構成社會大家庭的基礎，每個人的分工都必不可少。剛才李木

源居士講得很好，老年人在這個社會中是經驗和歷史的象徵，兒童是

一個國家的未來和希望。我們尊重老人，就是善于從過去的經驗中學

習新的東西，我們愛護兒童，就是為我們更美好的未來奠定基礎。 

我希望這次的晚宴，能成為我們各個宗教、各個種族之間交流的

新起點，在新的一年裡更加融洽和樂地團結在一起，為創造新加坡社

會乃至整個世界的安和樂利，幸福美滿而真誠地奉獻力量。 

 

淨空法師專集網站(簡)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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