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认识自己的哲学  
  

 

青年、国家、佛教   

    近世科学文明进步，一日千里，而掠夺物质的斗争也随之俱起，枪林 弹雨，几乎把全人类都弄到焦头

烂额！受够了战争的痛苦，大家都渴望 和平，渐渐倾向于精神的道德文明。所以近年来接受佛学薰陶的青

年，亦 渐渐多起来；不过一向散漫，没有受过有系统的谨严训练。这次全国佛青 总会，举行青年领袖短期

的训练，接受几位国家部长与宗教顾问的指导， 加强佛教青年与国家意识，以及弘法精神，这於国家固然

有利，於佛教自然 亦有莫大的裨益！  

 

一、青年与国家 

 

    一个国家的生长与成功，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固是其中重要的因素，而青

年人才的培养，尤为基本的因素。谁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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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道，青年是社会的中坚，国家的梁栋，而且现在的青年，可能都是未来 国家的主人翁，其中自然不少也

是未来国家的领导人，则其与国家关系之 密切与重要，可想而知；如果青年的思想纯正，行为优良，国家

的认识深 刻，意识坚强，则其将来所表现于事业上，处处足以影响人民趋向好的方 面发展，促进国家走上

健全的道路；反之，其思想错误，行动乖张，则其 对国家社会的毒害，亦将甚於洪水猛兽了。 

    我们所住的国家在东南亚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也是一个多元种族，多 元宗教，多元文化的国家。自从

一九五七年独立以来，当局已注意到培养 马来西亚意识的国家文化。照道理说，每一个国家能独立，不但

在政治经 济上能独立自主，就是在文化教有上更宜有自己独特的意识，才能表现这 个国家是有灵魂的，健

全的，日趋繁盛的，体会这个意义，本邦的佛教青 年，应有认识国家的需要，坚强自己的国家意识。国家

兴盛，亦等於自己 兴盛，否则国家如有问题，个人亦会随之而生问题，所谓「皮之不存，毛 将安附」呢？

因此不但佛教青年要坚强自己的国家意识，所有的全国青年 ，也应坚强自己的国家意识，效忠国家，服务

社会，把自己的一分力量， 贡献给国家与人民，这才是青年人应有的精神与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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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与青年 

 



    佛教的目标，在转迷为悟，离苦得乐：要悟理去迷，重在闻慧和思慧；要得乐离苦，则注重在修慧成

功，得到断惑证真的解脱，自然离开了烦恼痛苦的系缚。但在佛教修养来说，可分自利行和利他行。自利

行，是注重自己从闻思修，起戒定慧。在修学期间，顶好是求一清净的处所，离开尘事的鞅掌，家务的拖

累，工夫才容易快速见效。看起来，这种作法好似带著浓厚的消极气味，实际上他自修勤恳，耐劳忍怨的精

神，仍是非常积极的；同时他在自己修持功行到相当火候，出而利人济世，福利社会的精神，亦是非常积极

的。平常说的，「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可以表达这个意味。佛教青年能体察这种自他兼利的修养精

神，从而践履而表现之，则其与社会之改善，国家之福利，亦必达其为国民所应尽的青任。 

    大乘佛教学习的起点，首先注重发菩提心，即是发一个求智慧的好心，一面自己研求佛学，一面度化众

生。因此他的工作，在自己方面，是要怎样净化身心，使自己循於佛法的修持净化心身而不妄造恶业，枉招

人生的痛苦；在利他方面则净化世界，即庄严国土，成熟众生，使大众也转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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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 离苦得乐。所以一个真正学佛的信徒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青年，他的 任务：一是自己理解佛学，从佛

学的修养中养成纯正的思想与行动，得到 一个安心立命的所在；二是负起弘法宣扬责任，把自己的所修所

学，辅导 他人，也使之从佛教的修养中得到安心立命的所在；三是根据自他两利的 功能，为国家社会尽一

份力量，对於社会正义的提倡，风化的改善，生起 领导的作用。如此， 一个真正的佛教青年，也即是宣化

国家德政的中坚份 子，同时也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  
             

三、领袖的器度 
 
    人生的一切，都是起於欲望。欲望从坏的方面说，是食欲，为佛教所不取；从好的方面说，人生没有欲

望，社会便不会进步。领袖二字，在授训者说是希望，希望多点佛青都能成为领袖人才；在受训者说是欲

望，这个欲望是希望自己能做领袖。即所谓「领袖欲」。但希望自己做领袖并不是不好的，不过做领袖要做

得像个领袖的样子，我想在器识风度方面，须注意以下十种修养：? 

    A、理解佛理，言行纯正：佛教青年的首务，宜先研究人生最高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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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佛学，由认识而理解，养成纯正的思想，纯正的言论，纯正的行动 ，特立超群，不落物议，才能在人

海美丽的浪花上站稳脚根，不被波谲云 诡的惊涛骇浪所吞没。  

    B、和悦真挚，待人诚恳：和悦而不粗暴，真挚而不虚饰，是佛青处 世必需的修养；有此修养，则待人

诚恳，使人感动，助成自己事业顺利的 开展或成功。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愚公移山在於诚恳，

精卫填 海亦在於诚恳。如有诚恳，不患事之不成了。  

    C、处事公允，豁达大度：做领袖的人，不论处理大小事件，要能秉 公办理，允执其中，不偏不倚，方

可令人信服。同时还须胸襟豁达，风度 汪洋，像千顷波涛，万缕情意，使人仰慕欣羡无已。  

    D、尊重别人，不耻下问：能做领袖的人，必然自有器识主张，但亦 须尊重他人的意见，才不致走上

「独裁武断」的路线；同时自己不要事事 在上，还须要不耻下问，像孔子那样具有「入太庙，每事问」的

好学精神 ，接受别人的意见，亦为事业成功的条件。  

    E、拿定宗旨，随机应变：凡有立论处事，必先自己有个固定的宗旨 ，那 碰到甚 场面，都可以临机

应变，曲尽其妙，而不丧失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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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宗旨。像古代印度的维摩居士，深入社会各阶层，不为社会所转移，而 能转移社会的风气。  



    F、信心坚强，愿力勇进：佛教青年事业成功的要素、信心、愿力、 勇敢、精进，这些德性都是需要具

备的，如果信心不固，愿力不强，则「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精神发挥不出来，削弱了事业

成就的 效率。  

    G、雄才大略，能言善辩：一个雄厚的才魄，远大的目光和策略，是 为领袖所必需的；同时还要能言，

敢言，正言，舌灿莲花，辩如泻水，亦 是需要。这些才辩，都是从学识的修养中得来，不是偶然幸致的。  

    H、奉公守法，任劳任怨：自能正而後正人，自奉法而後使人奉法， 道理之所必然。当领袖的人必先自

己秉正不阿，以身作则，才得部属的拥 护与爱戴；而且还要不辞劳瘁，逆来顺受，任耐劳怨，才能成就佛

教青年 的福慧胜业。  

    I、扶携後进，慈爱可亲：接引後学，是当领袖的责任，亦是接班人 才的扶植者；而且态度风情，还要

如春风时雨和蔼可亲。如果是「板著面 孔作人」，拒人千里，其不失败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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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从善如流，方便有为：固执成见的人，不会接受他人好的贡献： 惟有虚怀如谷，才能从善如流，才

能广施方便，摄化群生，利乐有情，达 到学佛自他兼利的目标。 

    所列领袖十项修养，不过愚者一得之见，略供参考而已。尘世黯暗， 战伐纷纷，吾人期望佛教青年能

团结精诚，作和平的奋斗，凭著佛陀真理 的宣扬，改善人心，则拨云见日，打开一个明朗的新局面，亦并

非是不可 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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