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认识自己的哲学  
  
谈求学之不易 

 

      一九五四年五月八日去槟城菩提学校开学讲 

 

    校长，各位教师，各位同学，我到了槟城，已有四天。在槟城所看到的事，使我心?感到欢喜的，就是

本校各位教师对於佛化教育的热心努力，使贵校成为全槟佛化教育的中心道场！同时看到各位同学天真活

泼、对於学习佛法感到无限兴趣，真是极为难得！因此校长和王先生要我出来讲几句话，我心~?高兴。只

可惜我的话不很普通，各位听来一定很吃力的。 

    学校今日开学，正是各位在这一学期开始受教育的一天。受教育，换句话说，即是求智识，求学问。

智识学问，是人生最需要的；一个人没有智识学问，蠢如鹿豕，甚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都不懂，糊糊涂

涂，过了一生，不知生从何来，死向何去，这是多 的可怜。所以人生要求知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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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求得真智，照澈人生的正理，做为自己一生信行的目标。因为人生不能 无信仰，无信仰即是无目标，

不论为学与做事，都会散漫无归，无论做甚  事，终难成功。有信仰的人就不同了，他会依崇他信仰的目

标去做，发 生出很大的力量，那 他所做的事，就容易得到成功。但信仰须要有好的 真理做根据，如果

是无理智的话，糊里糊涂的信，盲从的信，都是没有价 值的，有信仰还是等於无信仰一样，或者会比无信

仰更坏。因为不正的信 仰，往往会使人误入邪径而不自知。现在各位在菩提学校读书，我相信所 获得的

信仰，必是从真理中生起来的。真理的智信一定是正确的，因为菩 提的体性，便是正觉的理智，因此我觉

得各位今日能在菩提学校读书是幸 运的，幸福的！  

    求学问，本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学问的本身是一件难事；能获得求 学问的环境，又是一件难事。怎 

说学问的本身是一件难事呢？因人生的 学问是无穷的，学之不尽，庄子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

涯」。佛教 则说：「诸佛智慧，其深无量！其智慧门，难解难入」，所以说是难事！ 但尽我们的能力，

学得多少，算得多少，亦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孔子说： 「学而不厌，诲而不倦」。这正是做学问最好的态

度；学而不厌，才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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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广博的学问、深的学问；诲而不倦，教诲无非是学，教学相长，学无有已， 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佛

教也说：「法门无量誓愿学」。今生学不了，还 有来生，只要是自己立志发愿要学，那 学问虽是难事，

亦必定可以学成 ，所谓「有志者事竟成」。佛教讲到做学问，最注重内在的心力，有心要 做的事，必定

可以做成，故心力志愿的决定，便可以克服种种求学问的困 难，而达到学问的成就了。  

    其次讲到求学环境的困难，在於能否得到好的环境??即好的学校 读书，也是一件难事！尤其是佛教教

育不发达的今日，佛教的学校甚少， 你想找到一个理想的佛教学校来读书，实在是难上加难。过去在中日

战争 以前，中国内地各省，尚有不少规模不完备的佛教学校，但受了中日战争 的影响，这些佛教学校都

关门大吉了。胜利之後，太虚大师曾在南京办大 雄中学，上海则有兴慈中学等，自国民政府撤退大陆，这



些学校也都完了 。现在可以告慰吾人的，在香港和澳门，有七八间小学，尤其是香港东莲 觉苑办的佛教

学校，更有声誉，成绩卓著，前年且醵集巨资，加建新厦，扩 充设备，增办宝觉女子职业中学。像这样的

佛教学校，不但在国内没有， 即在国外各地华侨办的佛教学校，恐亦没有一个比得上它的，唯有贵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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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 提学校，在规模与设备上，以及教师们努力佛化教育的情形，大可与媲 美。所以我说各位能有机会在

菩提学校求学，是够运的，是幸福的，因菩 提学校在今日的佛教中，称得上是一个好的读书环境。那 我

想各位念书 时，如果念到古人词句：「白日莫空过，青春不再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的

时候，求进之心，必更恳切了。同时既然有好的环境读书，一方 面应要努力求学，一方面还须服从师长们

的教导，要尊师重道。平常说： 「养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故知师长与父母的恩德是同样值得尊敬

的 。现在有许多新青年，思想前进，好谈平等，以为学生与教师是平等的， 值得甚 尊敬？这种心理是

错误的！须知尊敬师长，即是尊敬学业，也即 是尊敬自己，因师长为自己的成材而造就学业，那 ，轻慢

侮辱师长，也 即同轻慢自己，侮辱自己，结果与师长无关，吃亏的还是在乎自己，这是 很明显的道理。 

    从前宋朝有位理学先生叫做程颐，一天有游酢杨时两生听他讲书，他 讲得疲倦，坐在椅上呼呼入睡，

两生站在两旁很久，天寒彻骨，外面已在 下雪了。这时程夫子醒来，见两生仍在，乃问他俩为何不去？他

俩的答覆 是：先生没有命令，所以未去。後来他俩出门，见雪深三尺。结果两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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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业上，都有很大的成就，成为知名的大儒。「立雪程门」 ，成为後世求 学者的榜样。中国在梁朝，佛

教亦有青年学僧慧可在大雪中，向达磨老禅 师「断臂求法」的故事。说了这则著名的史实，意思当然是希

望各位在学 业上更为努力，才不会辜负创办本校的芳莲师傅等，及一切为本校努力的师长 办学者的一片

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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