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认识自己的哲学  
  
佛教与青年 

 

      在夏威夷卡湖（KAHU）电台檀华播音社讲 

 

    各位！我们设办檀华播音社的宗旨有八条，已在报纸发表。其中有一条是「鼓励青年上进，志愿服务社

会」。我现在来讲「佛教与青年」，当然和这一条是有些瓜葛的。 

    有许多人没有读过佛经，总以为学佛是老年人的事，要待老年方去学佛，青年时代并不需要学佛。这种

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老年人固应学佛，青年人更宜学佛，如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在十九岁的时候，就

离开皇宫去修道，而得到成功，创立了富有崇高哲理的佛教。他的弟子如阿难陀、罗侯罗等都是极有智慧

的，且都是很年青的时候就出家学佛。还有一个迦尸城的长者子耶舍，受了佛的教化，很年青就学佛，而且

後来还带了他的一群青年朋友，共四五十人都来学佛，为佛教在家弟子最早组成的佛教青年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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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传到中国之後，二千年来，学佛的青年，亦不知有多少。最有名 的如东晋时代的法显法师，年纪

轻轻就学佛。大约在西历五世纪初年他还 到印度去留学，在南印度的锡兰等处住得很久。据现在考古学家

的研究， 他曾到过墨西哥，那 ，在哥伦布未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他已发现到了 。他回中国後，带来了

华严经和涅盘经，扩大了中国佛学的领域。还著有 「佛国记」，传达了外国的新思想，为中国人做出巨大

的贡献。 

    在唐朝还有一个青年名叫陈 ，在十三四岁时就跟他已出家的哥哥长 捷法师为伴，也在洛阳净土寺出

家学佛。时人誉为「荀氏八龙，陈门双骥」 。後来在唐太宗贞观三年，奋发青年人无比的愿力，冒著偷渡

违者斩首的 禁关，不畏艰苦，跋涉人烟绝迹的流沙河和沙漠的荒原，爬过千年积尸不 化的冰山，才到印度

去取经。到印度住了十七年，广学博闻，名震五天竺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玄奘法师。他回国时带归的梵文

佛经，有六百五十七 部，译翻出来的亦有七十五部，共一千三百三十三卷，还作了一部「大唐 三藏西域

记」，现在已被译成英、美、德、法各国的文字，成为研究世界 历史地理的宝典。不但中印两国的人崇拜

他，欧美的人亦很崇拜他。如倔 强无比的法国老虎总理克里蒙梭，在他晚年的著作?极推崇奘师，说世 界

上只有一人令他脱帽致敬，便是玄奘法师。他回国时唐太宗率领朝臣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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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十里。他死了高宗三日不朝，哀叹「朕失了一件国宝」。後世的小说家 为表扬他为佛教、为国家、为人

类的功绩，做了一部「西游记」，虽然说 得有点近乎怪诞离奇，而唐三藏青年学佛求法的史实，却是绝对

真确的。 梁任公说他是「中国佛教第一功臣」，是「留学生的圣人」，都是倾诚景 仰的由衷之语。  

    在玄奘法师之後，还有义净法师，也在青年时代带了近百的青年冒险 到印度去留学。後来因为路途艰

险磨折，病的病，死的死，能够安全回返 中国的只剩极少数人，而青年人为学牺牲的勇敢精神，都在他们

的才上表 露无遗了。 

    近世对佛学有深刻理解的在家信众，如龚自珍、杨仁山、康有为、梁启 超、谭嗣同他们，都是在年青



的时代，就与佛法接触过的。唐氏在廿七岁 时就能撷取四千年来的中国先圣的精华，完成孔子大同主义的

理想，想拯 救众生，离苦得乐，著成一本「大同书」，名震一时。这书的内涵，富有 佛家的哲理思想，有

人说他是得力于华严经的高深哲理。後来又著「诸天 讲」二卷，从研究天文的心得，以附其「诸天相通」

的理想，更与佛经所 说无间了。他的弟子梁启超和谭嗣同，亦多对佛法有甚深的薰陶与心得。 如梁氏作

「饮冰室文集」四十多册，有许多地方论及佛学。在「梁任公近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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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中的中辑，更是佛学的专辑。好像他在德国莱茵河畔，还吟了「世界有 穷愿无尽，黯然独立感苍茫」的

诗句。佛法?青年教徒普贤大士，曾发 有十大行愿，而且每个大愿都是「虚空有尽，我愿无穷」。梁氏的无

尽愿 力，自然是从学佛得力中陶练出来的。至於谭嗣同的名著「仁学」，亦多 含容佛理，而他以保皇党关

系，少年从容赴义，死不变色，好像佛教禅师 们的「将颈迎白刃，犹如斩秋风」一样，如果没有多少佛学

修泰，这种定 力，恐怕是不容易有的。  

    我们现在来研究这些青年人与佛教接近之後，为什 会雕琢成他们的 琦玮，发挥他们的伟力呢？这因

为佛教]?具有许多造成青年人伟大的因 素。第一、青年人富於求知的热力，而在佛学中正有许多真理，供

他们去 追求，以扩大他们的心胸，开拓他们的个性，发挥他们的自由意志和思想 。第二、青年人蕴蓄著无

限的热情，须待好的外力来诱发，而诸佛菩萨那 种悲天悯人的愿力，正可以启发青年人的热情，使之与诸

佛菩萨的慈悲怀 抱引起共鸣，才能发挥青年人的伟大魄力。第三、有思想，有意志的青年 ，他的怀抱必定

是绝大的，决非自私为己的。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於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具体肤」；

而佛教正是教人以「难行能 行」的奋斗精神，「难忍能忍」的修养工夫，谁个有慧有志的青年，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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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不奋发有为，以求上进，手握日月，势夺乾坤。第四、前进的青年，必 喜为社会群众服务，不为自己个

人的功利安乐打算：而佛教正主张「不为 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华严经语）。同时又阐明社会

缘起以成 互助，众生无我而发为大悲，积极为社会大我服务，为群众谋福利的菩萨 心肠，最能激发青年人

的意志与热情，为国家服务，为社会、为全人类服 务。所谓「欲为诸佛龙象，先作众生马牛」。这便是青

年人最宜学佛的最 大理由。因此青年人最宜多接受佛法的薰陶，奠定自己对於人生努力的信 念，才不致於

徘徊歧途，瞻顾旁徨，而无归宿。  

    青年人最宜留意的，不仅在年龄上的青，还应在意志上青，在愿力上青 ，在事业上青。佛教的青年，

更要具备这些青的条件。而佛教的真理，正 具有造成这些青的条件的因素，所以佛法在这世界上是永远年

青的，释迦 牟尼佛的精神也是永远年青的。好像檀香山的景物，四季常春，而佛国长 春的灵境，亦似檀香

山的无限春光一样。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曾载觉世旬刊四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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