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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6 年年会简报 
（总第 91 期）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2016 年 3 月 25 日 

 

宗教领袖对话 51  

心平天下平：同愿同行亚太梦 

 

时  间：2016 年 3 月 25 日下午 5 时 45 分至晚上 7 时 15 分 

地  点：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大厅 C&D 

主持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田薇   

对话嘉宾：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第十一世班禅大师  

柬埔寨佛教法宗派 布格里僧王  

香港宝莲禅寺方丈 净因法师   

（主持人邀请的评论嘉宾：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海南省佛教协会

会长 印顺大和尚） 

 

主要观点： 

 佛教的本质 

 佛教的核心就是要扬善抑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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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不是造物主或改造我们的命运，但给我们指明修行方向 

 佛教的内容不会过时 

 佛教徒修行的方式 

 禅修是清理我们思想最佳的方式 

 修行和学习与自己的内心相结合  

 顿悟不仅是佛教的一种概念，更是根深蒂固的、一种传统文化概

念 

 宗教领袖的定义及其责任、义务 

 宗教领袖不是封的，要修行、做戒律的表率、有担当 

 佛教徒与环境、全人类、全天下的关系 

 人类和环境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和谐和睦 

 “心平天下平”、“众生安天下平”是绝对积极的人生态度 

 佛教“心平天下平”与马克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最终才能

解放自己”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关系 

 政府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马车的两个轮子 

 希望中国政府加大力度支持全世界佛教发展的力度 

 班禅大师的影响  

 尼泊尔藏民敬仰班禅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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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佛教的本质 

第十一世班禅大师表示，佛教传承 2500 余年，其独特之处就在

于净化人们心灵。通过修习佛法，可使人内心平和，而最为重要的

就是善，扬善抑恶，行能行之一切善事，杜绝一切之恶事。无论是

藏传、汉传还是南传，对善的理解应该一致， “以乐为果的因叫善，

以苦为果的因叫恶”。每一个人都是追求幸福、快乐的，但内心被无

名所遮蔽，被贪嗔痴三毒所侵蚀，迷失了方向，往往把致成苦果的

因误认为是善、误认为是好的东西去追求。 

班禅大师指出，佛陀慈悲给我们开世，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

么是恶，给我们开了方子让我们按着这个方子去抓药，关键还是自

己。佛陀不是造物主，佛陀不能改造我们的命运，但佛陀像大夫一

样、像慈父一样给我们指明方向。修行的关键在于自己，将来自己

能得乐还是得苦，取决于自己现在的所做所为。 

世班禅大师表示，佛教产生于 2500 多年前，那是人类文明觉醒

时期。亚里士多德、孔夫子、释迦牟尼佛都是那时开始开化人类，

他们所解答的内容和问题今天仍不过时。从佛教来讲，人类内心中

的贪嗔痴没有完全消除，佛教就永远不会过时，佛教的任务就没有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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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修行的方式 

布格里僧王表示，佛祖告诉我们应该进行禅修。禅修是清理我

们思想的最佳方式，使得周边和我们周边的环境变得纯净。人类有

欲望和愤怒，就不能获得内心平静，所以使思想纯净非常必要，无

论是南传还是北传、上座部佛教还是下座部佛教都应进行禅修。 

布格里僧王表示，禅修有很多方式，在自己文化基础上用自己

的方式来禅修。禅修是使思想变得宁静和控制我们欲望的最佳方式。

佛祖通过禅修得道、醒悟。禅修可消除心灵的痛苦——思想在身体

和头脑中造成的很多痛苦。 

班禅大师指出，学习佛学知识要有一定的时间积累，但一天当

中最重要的还是一种感悟，把学到的或在经书上、书本上的内容与

自己的内心相结合。人的内心被贪嗔痴所侵蚀，就要用佛陀的慈悲、

用佛陀教导的内容和经书里的道理去治。众生有多少种烦恼，佛陀

就有多少种方法来进行对治。 

净因法师表示，南传佛教没有顿悟的概念，斯里兰卡的南传佛

教和印度的佛教都没有顿悟的概念，而是中国佛教的特有概念，是

佛教中国化标志性著作《六祖坛经》中的重要概念。顿悟不仅是佛

教的概念，更是根深蒂固的一种传统文化概念，道家、儒家都有顿

悟一说。了解顿悟必须了解人类的思维。大科学家钱学森把人类思

维分成形象性思维、抽象思维和灵性思维。灵性思维与顿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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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超越了逻辑思维，超越了语言描述，是一

种独特经验，是超越任何形式的精神境界。儒释道三家都超越了逻

辑思维，因为顿悟已超越了寻常思维。今天的悟性教育，是一种具

有创新力的表现。 

宗教领袖的定义及其责任、义务 

班禅大师表示，宗教领袖不是封的，是要做的。首先是宗教徒，

也要经过修炼、经过修行，而且绝对不会比常人的修行少，而且要

能够在戒律上做出表率，还要在宗教造诣上服众，在品德修养上令

人折服，有责任和担当，视所有众生为母，视一切众生为子，有普

度众生的大爱之心，有使众生或者引领众生脱离苦难的勇气，这样

的人才能称为宗教领袖。这个勇气是大爱之心、菩提之心，是大爱

激发出来的勇敢。 

佛教徒与环境、全人类、全天下的关系 

净因法师表示，四千多年来，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近一百年

来，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接触大自然的能力增加，认为自己

无所不能，甚至认为自己像神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随便处置其

他物种的生命、随便改变大自然，核心问题是自大而带来的没有任

何畏惧感，没有任何敬畏心。另外是贪欲问题，为了蝇头微利，不

惜损伤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更大的伤害。人类不管有多少万种烦

扰，其中贪嗔痴是最根本的。贪嗔痴不是结果，而是条件、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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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个问题有三个层面：第一，断烦恼正菩提。第二，转烦恼正

菩提。第三，把烦恼当成菩提。把人的贪欲治住了，生态危机就好

多了。 

静因法师指出，人本来是大自然的产儿，大自然的一份子，人

不能孤立存在，不能在游离于环境之外,应建立起一种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共融共生的观念。盐放到水杯里，看似没有了，但它拥有

了整个水杯。人做事要三思而后行，菩萨为因，众生为果。所谓的

菩萨，是有智慧的人，不管做什么事情，先想一下后果能不能承担，

不能承担就停止，这就是一种修养。普通人则不管结果如何，先做，

之后不能面对严重后果，所以“为果不如为因”。 

班禅大师表示，在科技快速发展、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

一个人一生做的事情比古人多多了、浓缩了。可是，只有物质没有

精神的发展是把双刃剑，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世。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宣言前言中说“战争起源于人的思想”也是这个意思。2500

年前佛陀开世，世间的万世万物都是由人心所造的。每一个人都应

慈悲，与人为善，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依存的关系，家庭

就能和睦，社会就能和谐，世界就能和平。 

班禅大师指出，“心平天下安”是一个绝对积极的态度，是对全

人类的一种关爱，出自于对众生怜悯之心、具有佛教特色的口号，

追求天下安、世界和平、人类幸福。世界和平不是天上掉馅饼，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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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应为此努力，而每一个人内心当中的贪嗔痴都有可能成为破坏

世界和平的因素。如果让自己内心的无名，让内心当中的烦恼可以

调伏，不仅是对自己的修炼，也是对社会、对世界、对人类做出的

贡献，是佛教功德上、是宗喀巴大师藏语的“七根为无名”。每个人

在追求幸福时，都要和追求全人类的幸福相结合。例如，藏区老阿

妈们转经时从来不会乞求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会念颂希望众生得乐、

希望世界和平。 

印顺大和尚表示，佛教虽然有八万四千法门，每个人的根信、

因缘不一样，每个人的愿力也不一样，但所有的法门只有一个目的，

只有真正能够降伏其心了，才能做到心平天下平、心安天下安、心

净国土净。释迦牟尼佛诞生在人间、学习在人间、觉悟在人间、奉

献在人间，他从来没离开过这个世界。离开了当下世界一切的一切

法门和佛法，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只有解放

了全人类最终才能解放自己。一个是佛家的，一个是政治的，但从

这两句话里能听出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关系 

布格里僧王表示，95%的柬埔寨人是佛教徒，人民非常尊重佛

教，把佛教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柬埔寨人在家里学习佛经，政府提

供很多支持，这增加了发展国家、参与国家建设的能力。佛教和社

会就像一个马车的两个轮子，两个轮子必须要一起跑起来，通过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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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育人的思想，禅修可使人的思想变得纯净，而且禅修不难，无

论在什么地方，在汽车、办公室、任何地方都可进行禅修。汉传佛

教、藏传佛教，柬埔寨佛教的名称都是政府的定义，而佛祖是跨越

国界的。在柬埔寨，佛教大师很有地位，国会也赋予大师很高地位，

佛教的组织任命都是由总理签署的，高级僧王的任命是通过政府和

总理任命的。 

布格里僧王指出，佛教徒在世界各个国家必须遵守当地法律法

规，与当地人和谐共处，无论南传佛教还是其他佛教都如此。虽然

肤色不同，佛教徒在不同国家都禅修、练习，遵守本地法律。祝中

国繁荣昌盛，希望中国政府加大支持全世界佛教发展的力度。 

班禅大师的影响 

印顺大和尚表示，我在尼泊尔期间，有无数藏民向我询问班禅

大师身体、工作以及修行情况，询问大师什么时候能来加持他们，

对大师充满期待，他们委托我转达对大师的敬意和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