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教育与文化   
  

 

谈教学方针 

 

             在栖霞佛学院同学欢迎会讲 

 

    院长！各位同事和同学，我来了本院，大家就似一家，本来用不著开甚 欢迎会的；但各位对我

有此一番热情和道谊，倒使我非常地感动！ 

    现在在名义上，院长是要我负教务方面的责任，实际上我能做得什 呢？这恐怕是有负各位求法

的诚意！不过既在教务方面有个名义，现在也只好乘这个机会，与各位谈谈本院教学的意旨或方针

吧。 

 

 

一、学程施设 

 

    谈到佛教教育的方针，我们是佛教徒，我们的师父是释迦牟尼佛，佛对於他的弟子以及一切众生

的教导，早有既定的方针，用不著後人来另议一套方针；不过因历史的演进，时潮的变迁，在契合机

宜的作用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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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有不少可以更异的。因此，古往今来的大德们，对於办僧教育的方法 ，亦有好多不同。现在

本院采取的教育方法，是根据太虚大师十年前所拟 的施设僧教育的程序来试行的。大师把研究佛法的

程序，分普通教理院三 年，与专修教理院三年。普通三年，是先研究各宗佛法的教义，使对各宗 佛

法先有一种认识，然後再选择一宗来专修，这样所造成的学识，当然是 比较深刻的。现在本院是想试

办三年，所以所施设的教育，即是普通教理 院的程度。由普通而专宗，再来个比较研究院三年，把各

宗的教义做比较 的研究，认识各宗教义的特殊点与平等点，把它分判条析而融会贯通，那  运用起

来，自然灵活生动，不死在古人门庭知见的偏执之下了。但这也 不过是一种理想，顺便谈谈，能否实

现，很难预测。本来想把佛法研究通 达，真正成为佛教的师资人材，我想最低程度，也需要九年的教



育，即普 通研究三年，专宗研究三年，比较研究三年。试看现代普通的教育制度， 由幼稚园、初

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学、研究院出来，得个博士学位 ，要经过近二十年的教育。博士，可以说

是等於佛教里博通三藏的法师。 可见法师三字，是不容易称呼的！过去在印度，像马鸣、龙树、无

著、天 亲、龙智、提婆、护法、清辨、戒贤、智光等；在我国如道安、慧远、智  、嘉祥、玄奘、

窥基、贤首、清凉、永明、 益以及现在的太虚大师等 ，才可以称为法师；若把我们或等而下之都称

呼为法师，使人闻之，真要 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了。但这亦因佛教教育不振，自己昧於法师之义，胡 

乱滥叫；同时社会上的人，更因不识教义，把佛教的法师，误会到与普通 变戏法的法师、或玩魔术的

法师、或「茅山法师」等量齐观，你看这是多的笑话呀！  

 二、学习标准 

 

    我们现在所定的课程，有佛学，也有世间学，那 也应该有个标准才对。普通青年求学，只需求

普通学识便可；但是我们佛教徒求学，除世法学问外，还要研求佛法，且须以佛法为主流，而世间法

只是副课。这因为是「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如果没有世间的学识，一味只讲自己的佛法好，

或专学点佛法给自己受用，讲起话来，做起事来，都与社会大众没有什 关系，那只是固步自封的自

我陶醉，完全失去了佛教契理之外又要契机的作用。 

    华严经说：「菩萨求法当於何求？当於五明处求」！五明，即是五种学术：一、内明，即佛学；

二、因明，即论理学；三、声明，即文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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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音韵学；四、工艺明，即工技巧艺，美术文艺以及一切声光化电的科 学，都可包括在内；五、医

方明，即研究医药，做医师。佛说这五种学问 ，凡是行菩萨道，修学佛法的人，都可以学习。俗语所

谓「知己知彼，百 战百胜」，知法不尽，即摄化不尽。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故佛主

张做佛教徒的，要「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这个意思。虽然，学 问无涯，时光有限，以有限的时

光，必难学无穷的学问，所以我们每个人 应择其善者而学之，择其为自己所需要而切於实用者学之。

同时学习的时候 ，还须有个标准。那末依什 为标准呢？这在瑜伽菩萨戒本里说到：为佛 子的，每

日应用二分的时间来学佛法，以一分的时间来学世法，方於菩萨 戒无所违犯，生诸功德；否则便要违

犯了戒法。这就是我们佛教徒求学的 标准。因为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弘扬佛法，住持佛法而求学，

所以应以 佛法为主，其他一切学问，都不过拿来助扬佛法而已；否则耽著世谛文字 ，虚弃佛法真

乘，那就要失了办佛教教育的意义。且世间满腹经纶的饱学 之士，何止千千万万，我们即使学得一点

学问，又何足以与他们竞赛，反 而有失自己的身分！因此，我们在日常听讲佛学文学的正课外，有多

余 下来的时间，应多看课外那些有关学理思想的正当书籍，至於文艺小说之类的 书，我很诚恳地奉

劝诸位在这时候，最好不要看，以免妨碍自己的精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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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在这里，我想起两件事：一是二十年前，欧阳竟无居士主张比丘的生 活是「住必山林，居必兰

若」，当时有很多人反对他，说他的思想迂腐固 执。其实做比丘的人，要经过一段时期的修养，然後

入世做事，那是对的 ；如果老是枯寂山林，老死兰若，那又未免太过。虚大师曾讲过「阿兰那 行与

养成僧宝」，亦主张「行者依山林而住，经行静坐，对佛法的理趣， 作深细精微的思察，息除妄想攀

缘的散心，渐渐引生禅定，由禅定而开发 智慧，便可悟见人生宇宙的真理」，然後出来利世，就比较

有把握了。他 的意思是，一个佛徒「在未出家前，具有普通教育的知识；闻佛法後，发生 普通的信

解，然後出家受具，修习几年律仪，身心由收摄而驯伏；再进一 步对教理作较深切地研究五六年。先

作广博的涉猎，後求专精的深入。然 後再参访山林中的真修实行者，依止为善知识，从闻慧而起思

慧，由思慧 而起修慧，根据理解，把身心去体验印证一番。如此对三学有相当的成就 ，由解起行，

由行证理，才可成为一个真正弘扬佛法的僧宝」。  

    还有一件事，十年前许地山教授在港大主持中文学院时，马监教授亦 在那儿授课，我与朋友时常

去借书来看。一天在他们那里遇到一位大护法 叶遐庵居士，他在中英学会演讲之後，就和我们这两个

熟识的和尚谈起来 ，偶尔谈到「看报纸的和尚已不是高僧」的话题。当时我们在归途中，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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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他这顽固的说法。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的说话，亦很有道理。一个真正用 功修养的人，有时看

起报纸来，尤其是社会新闻一类的花边报导，那真是 很打闲岔的。所以我前面要同学们在心神安静，

清净纯洁的求学时期，少 读文艺小说的书报，也是这个意思。这在我个人方面，认为是诚实恳切的经 

验之谈，并不是思想固执，故意拿出什 道学先生的面孔来向各位说教。  

(三)学行相孚 

 

    人生有两件事：一是求学识；一是修德行。这两件事，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似乎缺一不可。

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称为「福慧两足」的尊者，也就是在这两方面努力有所成就。学识属知，品

德属行。普通人总以为知是易的，行是难的；但有时候，也有知比行还要难，因为知之不深，行亦不

切啊！所以孙中山先生革命经过十次的失败，才喊出「知难行易」的论调。在我们中国明朝的王阳明

先生，也曾提倡过「知行合一」论。他是一位理学先生，理学的来源，是在中国的禅学，所以他的见

解，自然已接近到佛教，与释尊的「解行并进，福慧双修」的思想是很相近的。 

    这样，我们在求学时代，重求知，自然亦要重行持；那末我们应该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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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来顾到付持呢？我想：第一在听讲经论的时候，要放下身心，摄念谛听 ，如理思惟，从文入观，亦

可从文字般若，生观照般若，而达到实相般若 的目的。同时以多闻熏习，使净念时时现前，开发自己

清净法界的等流种子 ，则成佛作祖，皆可在此一著，这便是一种现成可行的极好的行持。第二 、朝

晚课诵，大家有固定的行持，这是一种随众行；还有一种自修行，便 是各位自己个别不同的或诵经，

或念佛，或坐禅的行持，既使不能做得十足 ，也要做得多少，才合一个佛弟子的身分，不然，似乎太

不像样了。第三 ，每人平时要约束身心，照顾自己。平常说出家人要「三千威仪，八万细 行」，在

今日今时的人，自然顾不了那 多，但无论如何，亦要自己有个 节制，不可太随便，太胡为。这完全

要大家来实行自我教育，自我不肯教 育，别人还是教育不了的。因为一个人到了相当的年龄，已有了

一点人生 经历，自己要做的事，就是他的老子来干涉他都没办法使他改变，只好靠 他自己能反省，

那才有办法。  

    我想：一个人在求学时代，宜静不宜动，但这静也不是叫你死静，应 该是即动而静，或静中之

动；在做事时代，自然是宜动不宜静了，但这动 也应该是即静之动，即从静的修学中而後有动的活力

的表现，也可说是动 中有静了。经验告诉我们：佛徒宜广求知解，尤宜著重行持，要从诚敬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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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中培养自己的信念，丰富自己的宗教情绪和情操，使自己成为一个虔诚 的佛徒，即使学问学好了，

也不使自己走向普通学者的路上去！这一点我 们要学习虚大师，他说他在佛教中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不是一个普通的学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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