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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简报 
（总第 58 期）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                         2018 年 4 月 11 日 

 

分论坛 33 

宗教领袖对话：行愿大千 心手相连 

 

时  间：2018 年 4 月 11 日下午 3 时 45 分至 15 时 

地  点：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大厅 C 

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田薇 

讨论嘉宾： 

新加坡圣公会荣休主教 周贤正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印顺 

天台山桐柏宫主持 张高澄 

主要观点： 

 道教新时代的特点是只做不说，但是起的作用很大 

 人类考虑问题无非两件事情，一是物质的世界我们怎样去开发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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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适合我们的内心，二是我们内心世界怎么样更加宁静有道、更

加符合自然法则 

 生逢这个时代，对于改革开放的体悟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

考多了一份改革创新的气息 

 解决气候变暖就是从每个人开始做起，改变自己对于物质世界的

需求 

 宗教包含的是一种责任 

 香火鼎盛不是佛教兴盛的标志 

 科学与宗教可以在很多方面良好互动 

 每一部经典都是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诠释 

 

概  要： 

宗教的责任 

印顺表示，今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三

十周年，深圳和海南都是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的。生逢在这样

一个时代，对于时代的思考和对改革开放的体悟，还有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思考多了一份改革创新的气息。当今的世界处于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不光是世界各国

人民思考的问题，也是政治家、哲学家、宗教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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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高澄提出，类考虑问题无非两件事情，一是物质的世界我们

怎样去开发怎更适合我们的内心，二是我们内心世界怎么样更加宁

静有道、更加符合自然法则。在这两方面，道教历来比较积极主动，

提倡内修，提倡对于物化的生活还有物质的需求有一个知足的状态，

人类的所有问题都是跟不知足有关，欲望超过了物质世界的承载能

力也有关。全球变暖在道教看来其实就是对于简约不很重视，知止

而不怠。如果大家很简约地生活，比较知足，地球是不会变暖的。

解决气候变暖就是从每个人开始做起，绿化保护世界，改变自己对

于物质世界的需求。 

周贤正指出，在博鳌亚洲论坛，宗教这条线不只是一个旁题、

副题，迟早是一个正题。宗教不是一种个人、私人的喜好，其实包

含的是一种责任。 

宗教的本质 

印顺表示，香火鼎盛不是佛教兴盛的标志，庙宇林立不是佛教

兴盛的标志，只是表明佛教能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农耕文明进

入现代文明之后面临的空前一些矛盾问题我们能不能够给他们带来

答案，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我们需要活下去的理由，希望面对

困惑的时候有一条光明前景，希望无情世界里找到一点温度，在这

种纷纭复杂中间找到一份安定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我们能够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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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走来，清晰地认识和把握未来，创造美好生活。 

张高澄表示，所有科学带来的新发明、新创造，对于我们人类

终极的关怀是不是有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能不能对于我们内

心真正的宁静有益，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对于我们长生久世有益。

他认为，科学跟宗教其实可以在很多地方良好互动，宗教人士眼光

又有一些科学的思想，科学家应该有一些宗教的行为，这样宗教也

许可以得到一个更新的版本。 

宗教的包容性 

印顺表示，佛教是具有包容性的宗教，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结论。

爱因斯坦说过，如果世界上一种宗教不但不与科学相违，而且科学

里面每次的发现都可以用它验证正确性，那就是佛教。 

张高澄认为，道教是非常有包容性的宗教之一，把人类所有问

题纳入到自然的宇宙的一个规则下面来考虑的。如何有道是一个关

键，有道首先你要能够对自己对我们生命一个完整的把握，把握身

心状态与和谐，也就是养生的范畴。心性好只是解决了一半的问题，

这个东西引起我们内心的宁静，心性和生命合在一起的时候，就非

常愉悦和乐观，道教的客观、乐观、逍遥、务实在各种宗教中是很

少见的。 

周贤正指出，包容的观念有不同的层次，一种包容是我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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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大家，但是圣经里面谈的包容根本不是你喜欢不喜欢，上帝造

人就是义，这个义的观念特别特殊，圣经里，犹太人不分贵贱、不

分男女，不同的包容是一种责任。 

回归经典、探索教义  

印顺表示，每一部佛学经典都是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诠释，

每一部经典都是对当下和时代困惑的解释，每一法门都是针对每个

人不同的根性因缘愿力的选择。 

周贤正认为，基督教其实不是西方的，基督教只有一本经，不

是多跟少还有好坏只有一本经，回到圣经的根本，是一种身份的问

题、责任的问题。整本圣经谈到智慧的文献比谈神学更多，我们应

该找回这种智慧。他指出，新加坡周围面对宗教矛盾紧张，在那样

环境当中谈包容是不容易的，但还是要做，其中一点就是鼓励每一

个宗教文化群体要有谦卑跟勇气回到经典的根本，因为历史过程当

中掺杂了很多东西，包括宗教被政治化和极端化。 

张高澄主张，我们对我们的有些文化一定要自信，要特别的自

信。生活方式各个方面其实作为老百姓来说我们非常的融合的，就

是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我们老百姓天下人都已经做好了，但是我们

有一些特殊的宗教想的不一样，把这些分得很厉害，其实不管是佛

还是道，把任何一种宗教学到头了，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区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