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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喜充滿，光輝四射，演講盛宴，樂在心頭。讚歎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2002

年 6 月 1 至 2 日的宗教交流成功。 

歷經一天半，台北市法光寺慈悲，在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長蕭金松教授精

心安排下，敦聘六位學有專精的名學者，分別就：道教、民間信仰、原住民信仰、

印度教、伊斯蘭教、基督宗教，有系統地介紹各宗教的精華，讓與會者聽聞都至

為讚歎。 

二十一世紀是一地球村的時代，資訊科技瞬息萬變，方便了解彼此的見聞，

同時對身、心、靈的探索，注重生命科學的追求與人文的提昇，又關心宗教的昇

華。 

很慶幸，我們台灣一路走來，從經濟基礎的奠定，民主法治的建立，電子商

品的外銷，一一讓世界人士稱許。近年以來宗教的蓬勃發展，更是有目共睹，各

宗派在台灣建起輝煌的寺院、宮廟、教堂。民眾參與宗教活動一年到頭熱鬧非凡。

大學紛紛設立宗教所系，各宗派成立財團法人基金會從事教育工作。 

台灣可貴的多元化社會，或者將讓世人視宗教成為台灣另一類大產業，可彙

集全世界各大宗教在此相互切磋、研究、交流與了解。而彼此相互尊重同時最可

貴的是合作無間。這也是台灣最了不起的「宗教奇蹟」。可讓世界各地借鏡，化

宗教戰爭於無形。 

本人有幸參加這一天半的演講盛宴，在讚歎之餘，也應書出感想，讓未參加

者分享： 

一、交流溝通 

俗語說「流水無毒，流人無惡」，意思說，流動的水能量充沛活活潑潑，不

至死水一潭；到處參訪學習的人，知己知彼，見聞廣闊，反而謙卑不會夜郎自大。 

宗教只光信仰會產生排他性，唯我獨尊，只說我是正道，他人都是外道。其

實「道可道非常道」。通往神聖之「道」何止八萬四千法門。要徹上徹下通行無

阻，每人因緣不同，譬如住在東西南北的人，要到台北法光寺，各自選擇方便的

交通工具一般。 

各宗教有容乃大，要知己知彼，得日新月異的成就，才不致於成為井底之蛙

而患自我吹噓的毛病。因此唯有多多交流與用功學習。交流就是分享修道的喜悅。 

二、博約專精 

為一門深入，先求其博，博覽群書，了解各宗各派的精華，再約縮專精研究。

世界各大宗教、各地區的宗教，乃至民間信仰，相傳久遠都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古德走出山門行五十三參也是為得多了解各門派的學問。 

當然，數來寶，百果在樹不如一果在握。有廣博的基礎，也要選定一門自己

深入研究的門法。但博約是互動的，要活到老學到老，這也是本世紀終身學習理

念的呼應。 

總而言之，宗教交流系列專題演講是法光的創舉，博得到大家的讚歎，證明

人能弘道，道在每人心坎之中，但要起而行，法光行的很成功，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