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认识自己的哲学  

  

 

苦学与力行 

 

      为菩提中学第六届毕业生写 

 

    在求学的历程中取得初中毕业，该是值得喜庆的！各位从初小学到高小，再学到初中，已经受过了九年

的学校教育；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值得大家喜庆吗？眼见许多人没有读到高小，甚至连初小亦未毕

业，就离开校门！那 初中毕业，已在中等教育的学程中告一段落，是「比上未足，比下有余」。大家应要

为自已欢喜，为自己庆幸！ 

    学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人非生而知之，学而知之」。「活到老，学到

老」，都是强调人生对於探求学问的重要性；然而人生是有限的，学问是无穷的，庄子所谓「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所以古人读书求知，为珍惜此有涯的时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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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去学那「学无止境」的知识。常常「日不足，继之以夜。」如汉匡 衡的凿壁偷光，晋车胤的囊萤映

雪，苏秦以锥剌股而忘痛，王冕牧牛苦赞 而成名，朱买臣负薪不忘朗诵，李密牛角常挂汉书。这些古人，

都能认清 学问对於人生的需要，虽然境遇不佳，而仍能适应环境，苦学不辍，卒得 成就。若从佛教的角度

来看，一个真正为法牺牲的教徒，他的为学精神， 更是令人敬佩不止！他们在为学求知的路程上，不但现

在能「日不足，继 之以夜」地苦学，更有发大誓愿，学到尽未来际。无有间断。所谓「今生学 不了还有来

生，来生更有来生」。 一如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法门无量 誓愿学」，就是佛教?大士们，为修学立下

一个共同的大目标。过去如 常啼东行，善财南询，玄奖西游，无著北谒，无非是在这个共同为学的大 目标

下所表现的无畏精神与坚勒的毅力。我们现在为学求知也应要学古人 这种精神，这种毅力。果能如此。则

环境好的人，获得升学机会，对於学 问之道固可以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就是境遇差的人，未能升学，转到

他处 就业，只要自己能适应环境，不忘为学，将来还是同样地有成功的希望。 美国的总统林肯，在求学的

时代，在断断续续中进过三次学校，总共加起来 只受过十三个月的学校教育。苏联的文豪高尔基，少年也

是个失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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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经在商店做学徒，在酒楼充茶役。可是他们的意志坚定。在什 环境 J?)??能把守住自我苦学的岗位，

结果都成为世界知名的大政治家，大学问 家。美国的马克吐温，英国的萧伯纳，以及中国的钱穆、王云五

等，他们的 学问亦多是由自修而成功的。我们尽可借这些人来做镜子，照开一条为自 己安排命运的大路。

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知识学问也同样可以做 人，同样可以做事，但一个有学识经验的人做起事

来，无论如何，要比老 粗们来得强。就因他们有学识，有计划，所以也有把握，有成就。这使我 们感到学



问知识对於人生，不论处世做事，待人接物，都是十分需要的。 

    学问知识对於人生应用上的需要，固无待言；然而尚有与学识同样重 要的，就是与学识相辅而成的

实践行动。我国古时取士，有文、行、忠、信四 教。孔子甚至还强调「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力行

有时比为学还来 得重要。现代西洋的学校教育，对於为学的精神，可说是十分重视，所以 各种科学知识和

技术，特别发达；但对於有关德性修养力行，似乎还很欠 缺，因此一般的学风，终是不甚理想，造成了普

遍的坏现象。我曾在美国 夏威夷住过一年，知道那?许多学校，教师难以管理学生，而学生反来 干涉教

师，威胁教师。这是西方教育太侧重讲民主，讲自由，讲人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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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讲德行的结果。现在各位在宗教学校 O?教育，平日不但勇於为学，抑 且勤於善行，这是一种好现象，

也是一种好风气。以後各位不论在校升学 或离校转就他业，能够不忘佛教训人以德的旨趣，不忘菩提办学

的精神， 持之以?继续培养这种好现象，好风气，实为菩提师友们所同深期望的。  

    我们都知道菩提中学是从佛教立场上设办的社会学校。佛教自然亦属 於宗教之一。从教育的角度来

看宗教，宗教原是一种社会教育、精神教育 ，人格教育。我们人类生来的天性，本已具有宗教的观念，不

过程度浅深 ，各有不同。「人穷则呼天，疾病恻怛则呼父母」，「仰不愧於天，俯不 怍於人」，这多是一

种自然性的宗教心理的流露。进了宗教学校受教育， 固可以养成宗教的情绪或心理，就是没有进入宗教学

校受教育以前，各种 宗教的气质，早已各於其所在的领域?受到不少人的同情崇仰或皈依。 这因为宗教的

本身，尤其是佛教，原是一种道德的学问，它能给予人类心 理上与行为上极大的影响，生起潜移默化的作

用；而且他对於人生的立 身行已处世接物的大道理，也有剀切明白的指点。如中国儒教的教育哲学 ，教人

在为学方面要「格物致知」，在为学方面要「正心诚意，修身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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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致于「治国平天下」。在佛教，其为学者著重於灵智的启发，所谓 「多闻薰习，如理作意」，从闻

所成慧，而思所成慧，而修所成慧，开发 内在的智慧宝藏，汇成一个大功德海，作为求知的最高目标。所

谓「智慧 以立其体，慈悲以广其用」。因此，它教人做人的美德，亦不外在乎智， 悲，喜，舍，勤，信，

忍，惭愧，谦和等等。现在大家既在菩提学校受过 多少佛教教育，希望能从这些地方学到多少，则於自己

一生的立身处世， 接物任事，必可获得莫大的受用，亦可致自己一生的生活於和平幸福之途 径。 

    语云：「学以致用」，不学即无所用；然学到致用的时候，这学字与 行字已分不开来，势必成即行

即学，即知即用，达到儒的「知行合一」， 佛的「解行并进，智悲双连」的状态。到这境地，诚可谓善於

为学，也是善 於做人，善於处事了。 

    我国的哲学家老子曾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 吾虽不能富贵，窃仁者之号，

送予以言也」。现在各位毕业，出刊纪念， 要我赠言，我既不是富贵的大腹贾，亦不敢窃仁人的佳名，是

信笔写来 略抒胸臆，就算是「秀才人情纸一张」，作为临歧的一份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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