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

林建德 教授

臺灣大學哲學博士
現任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所長
研究領域：宗教哲學、佛教哲學、佛教心靈哲學

慧炬機構為因應全球 AI 人工智能、地球暖化以及人口老化等衝擊社會之

重大議題，特邀學者就上述議題以儒、佛觀點共同探討應對之道。現場同時也

透過 YouTube 平台 Live 直播，讓全球無法親臨現場的大眾，也能全程同步

聆賞幾位專家精采的對談與分析。

本刊特為這場別開生面的對談作「論壇精粹」專欄報導，期能藉由儒、佛

智慧，探討應對當代社會議題之良方，攜手共築美好和平、互相關愛的人間。

與談人｜

張蘭石 教授

北京大學哲學博士
現任國立東華大學縱谷跨域書院副教授
研究領域：科學哲學、心理學、宗教學、佛學

與談人｜

陳復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博士
現任國立東華大學洄瀾學院院長

研究領域：陽明心學、本土心理學、社會科學

儒佛智慧的當代價值
—談AI、地球暖化與人口老化

2023【慧炬公益人文論壇系列】

4646∣∣ 雜誌雜誌  638638  期期



儒佛智慧的當代價值：談AI（人工智慧）的挑戰

林建德教授：

今天的主題是「儒佛智慧的當代

價值」，我個人認為由慧炬舉辦這個

活動非常恰當，因為慧炬代表智慧的

火把，用智慧之火來照亮世界，為大家

指引道路。因此今天這場論壇，希望

藉由儒佛智慧的光輝來照耀當代社會。

在今天的主題中，我們首先要探

討的是 AI（人工智慧）。AI，相信大

家都很熟悉，特別是最近 ChatGPT 

開放大眾測試使用後，我認為它對社

會有一定的貢獻。然而，它也有它的

限制，且會對人類構成挑戰，例如當

教師在審核同學報告時，有時難以分

辨該報告是學生自己撰寫的，或是由

電腦輔助撰寫的。這個問題不只存在

於教師，而是各行各業，就像之前我

們提到的失業問題，AI 技術的發展將

淘汰越來越多純粹勞力的工作，使失

業人口不斷增加。此外，AI 技術也讓

詐騙問題更加嚴峻，例如透過 AI 模擬

聲音詐騙財物等。智慧財產權方面也

受到影響，例如音樂、繪畫、攝影等

比賽，有人透過 AI 科技製造作品獲得

獎項，令人難以判斷其原創性，衍生

很多社會問題。因此，這些問題需要

我們深入思考，在家庭、學校、社會

各方面注重教育、關注及解決。

陳復教授：

我的自我認同是儒者，但我沒有

想到慧炬能夠以如此開放的心態，希

望不同領域的人相互對話。因此，今

天我有幸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儒佛智慧

的現代價值。這個主題的意義極為重

要，因為我們生活在 21 世紀的環境

中，但這些「名門大派」的分類，其實

是 20 世紀以前的事。雖然這樣的分類

有其存在的意義，但現今社會中，舊

有和嶄新的各種事態正在混合中而產

生了新的狀態。因此，我們應以開放

的心胸來面對，尤其儒、釋、道三教，

他們有著共同的核心價值——自性。

透過自性覺醒和覺知的角度來看，儒、

釋、道三教實質上是相同理念，雖然

在一些細節和觀點上有所不同，畢竟

每個儒者都擁有不同的個性，求同存

異是一種很好的社會和諧共融的方式。

今天主持人要我先談 AI 人工智

慧的發展。AI 取代人類的工作會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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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失業，聽起來令人擔憂。但是，

如果回顧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許多

婦女其實都沒有就業，只負責照顧家

庭。隨著工業化的興起，女性開始接

受教育和知識，進入工作場域。現在，

當 AI 可能取代人類工作而造成許多人

失業的情況出現，其實倒可以反過來

認為，這是一個解放身心的時代。雖

然 AI 成本降低會導致大量真人勞動力

失去價值，但是這也意味著人們可以

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去從事更具創造

性和價值的工作，不再拘泥於固定而

重複的機械性工作。此外，政府也可

以將有效利用 AI 的利潤讓國民共享，

從而讓很多人得以開始追求生命意義

和自我價值，回歸到人類生命的本質。

我相信在未來的時代裡，人將逐

漸分為「智慧人」和「自然人」兩種。

智慧人指的是人工智慧，如果我們給

人工智慧一個人類外形，他就是智慧

人。而自然人就是我們現在生活中的

普通人。未來，人類的價值會逐漸被

放大，而工作價值的下降則是一個更

大的身心解放過程中的環節，透過這

個環節使得每個人都可以追求生命意

義和價值。

人是一個具有心靈的生命體，當

你與另一個人對話時，可以透過四目

交接瞭解對方是否與你同心，這就是

人與人工智慧之間的核心區別：心靈

的存在即是劃分標準。如果有一天有

人告訴我人工智慧也有心靈，那我會

認為他們與自然人沒有區別，但我現

在並不認為人工智慧具有心靈。因此，

我個人認為人工智慧並不可怕，因為

我覺得在我們這一代的有生之年，以

及我們所在的這個世紀結束之前，人

工智慧還無法具有心靈。

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我從小就

生活在一個工業化的時代，隨著整個

工業機械化的程序，人的自我意識被

剝奪，這導致了人的異化。但是現在

我開始看到越來越多的人身心漸漸得

到解放，我認為這是一個美好的時代。

人們不再被工業化所綑綁，而有機會

自由發展。這也意味著一個新的文藝

復興時期即將到來，特別是在新冠肺

炎疫情結束後，新時代將開始。

儘管如此，我也認識到，在這樣

一個時代，由於教育水準和個人自我

認知的落差，可能會出現更多的問題：

例如一個人或許會沉溺於虛擬世界中

而無法自拔，這可能進一步會導致類

似於毒品成癮的問題。但我相信，有

自覺並獲得適當引導的人，將會明白

如何善用物質，而不是變成物質的奴

儒佛智慧的當代價值：談AI（人工智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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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我們需要有自覺和良好的教育，

運用物質而不受其奴役。

因此，我們需要進行更深層次的

教育，且要針對人工智慧立法、規範

它的使用場域、時限和範圍。此外，

我們也需要思考人工智慧的設計方式

和定義，並強調道德和倫理問題的重

要性。在資料演算的時代，倫理議題

時常被忽略，導致許多巨大的問題。

因此，倫理在這裡扮演著非常重要的

角色：人類是唯一具有靈性的生命體，

人工智慧是無法替代的，我們需要引

導人們進一步內省，培養他們的創造

力和深層思考，並成為指揮人工智慧

的人才。我們不能讓人沉溺於人工智

慧的環境中而失去自我，這正是儒佛

智慧的當代價值所在。

智慧可說從來沒有像現在這般重

要。我們即將面臨一個時代，在這個

時代中，人們將不再需要自己來執行

邏輯演算式的思考，這是過去 20 世紀

人們驕傲的邏輯思維和相關演算技能

所塑造的價值在未來將面臨的衰退和

成本的問題。因此，倫理教育也變得

更為重要，因為人們需要透過教育更

好地來面對此項轉變。

這一轉變充滿挑戰，但我們有機

會與先聖先賢進行有意義的對話，這

是一種文化疊加和交流的機會，智慧

重新成為了當今時代的顯著特徵。我

很熱切地期望迎接新時代的到來，我

認為在此轉變過程中，我們需要更加

重視智慧的培養和教育，特別是在社

會和高等教育方面。只有當更多的人

成為覺醒者，才能引領社會不斷進步，

這是永恆的命題，比起政治、藍綠、

統獨等等議題都更加切實且重要。

張蘭石教授：

感謝主持人和前輩學長們，以及

所有來賓的參與，讓我們有機會進行

此次對話。之前有同學期待儒家和佛

家可以進行不同意見間的辯論，但聽

了陳復教授的發言後，我認為他所說

的非常實際且令人認同。在目前人工

智慧快速發展的時代，許多行業會在

工作型態及能力上受到很大的考驗，

而許多的工作內容也會不斷地被改

與談人與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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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這是一個事實。但陳復教授反向

思考，指出這是一個社會進展的機會，

也是回歸人性的機會，讓人成為真正

有思考、感受、走向「道」的人。

此外，陳復教授提到在這樣的時

代，我們需要有建立倫理原則的能力，

需要對人工智慧的設計方式和定義進

行思考並強調道德和倫理問題的重要

性。在這樣的時代，能夠提供智慧的佛

法同樣可以提供很大的幫助，例如佛

法強調不要執著於工具，而是利用工

具，並且不讓工具所役使。在佛教中，

我們可以承認說法的菩薩機器人，他

能夠誦經、回答佛法問題等。佛教對這

方面的態度是不執著，因為佛教沒有

建立「本質」概念的實有性及神聖性，

並且對所有的工具沒有執著之心。

佛教對於人工智慧的應用，可以

幫助我們更深入思考和探討在人工智

慧的時代中，倫理和道德對於人類是

多麼重要。此外，佛教對於量子力學、

相對論等方面的認識也可以幫助我們

建立更加精確的世界觀，以更好地應

對巨變帶給我們的各種挑戰。這也是

佛教的優勢之一，相比於西方的理性

文明更加強大。

在過去的歷史中，西方文藝復興

和啟蒙運動以來，主張二元對立的世

界觀。這意味著我們傾向於認為自己

和周圍的世界是對立的，只要想要什

麼就應該要去得到。在這種思想下，

我們不一定真正關心別人在想什麼，

即使他們對我們做出不恰當的行為也

可以視而不見。

然而，如果我們不關心他人的心

理狀況，可能無法感受到他們真正的

良知，以及對我們的關懷和愛。佛教

則強調個人的心靈空間，尤其在大乘

佛教中表現得非常清晰。我們可以有

無盡的心靈空間，世事不會有任何障

礙，這是西方文明無法理解的。

到目前為止，西方文化無法真正

預測到當量子電腦與 AI 結合後的可能

性。量子電腦與 AI 的結合意味著 AI

將進化為更高階的形式，而這種 AI 永

遠無法模擬意識。當量子電腦和 AI 結

合時，可能會引發非常破壞性的後果。

我們現在可以訓練 AI，但既然我們無

法完全掌控自己孩子的思想，更不用

說是一個有能力思考的非我族類的 AI

機器人。因此，佛教所提出的警惕可

能性是可以理解的。當使用唯識學對

心靈分析時，我們可以更容易地理解

意識的本質。這意味著我們可以比西

方思想傳統更易於瞭解當量子電腦與

AI 結合後可能導致的危險。

儒佛智慧的當代價值：談AI（人工智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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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智慧的當代價值：談地球暖化

林建德教授：

地球暖化、全球暖化這個問題

其實迫在眉睫。整個地球正在發燒，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氣候異常的現象。

除了這些，還有冰川融化、海平面

上 升、 旱 災、 水 災、 森 林 大 火、 熱

浪等災害陸續發生。氣候變遷引起

的異常現象是全球的問題，影響範

圍非常廣泛。

由於氣候變遷的強烈影響，很

多現象在冬天也會感受到，像是三、

四十度的高溫，在過去是不太可能發

生的，但現在正在進行當中。科學家

已經警告我們必須在本世紀末前控制

全球氣溫不要超過兩度，否則對整個

世界生態系統帶來巨大的災難，並造

成人類生存的危機。

雖然臺灣目前沒有直接而迫切的

威脅，但在太平洋很多的島國，他們

正在面臨災難。氣候變遷引起的冰川

融化和海平面上升，正在侵襲這些國

家的海岸，造成土地面積越來越少，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需要全球共同

努力來解決。

有一句話說：「前人種樹，後人

乘涼。」但現在這句話已經被改編成：

「前人砍樹，後人曬太陽。」整個環

境森林的破壞導致綠色生機越來越

少，影響到後代的生存環境，讓後代

越來越受到熱浪的威脅。這樣的現象

可以類比佛教所講的「三界火宅」，

整個世界正

在燃燒。

「 三 界

火宅」，關

聯有情的依

正二報，佛

教認為環境

依報是有情

身心正報的

映相，都是

來自於有情

的身、語、

意的業力果

報。由於人類貪、瞋、癡的影響，人

們的心靈正被三毒煩惱所「燒」，同

時也影響到了外在的環境。因此，談

生態浩劫、地球暖化這個議題，其實

與心靈議題息息相關，應該也要予以

重視。

慧炬機構陳榮基董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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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蘭石教授：

佛 教 對 於 像 地 球 暖 化 等 重 大 問

題有其獨特而堅定的原則，中道思想

是其中之一。透過中道思想，我們可

以認知問題，卻不必墮入兩極化的思

維模式。在中國文化中，中道思想有

多個流派，包括中庸之道和佛教的中

道，這些智慧都對我們有所助益。相

較於中庸之道，中道思想的最簡單理

解是不陷入極端兩端的任何一端。要

做到這點，我們需要破除無明，超越

執著與偏見，以全局的樣貌來看待問

題。只有當我們跳脫了兩端的範疇，

才能真正地把握事物的全貌。

例如，面對地球暖化的問題，我

們應該以不同角度來思考。除了媒

體報導，我們應該透過政治、經濟、

科學、人文等不同領域的知識去瞭

解問題。若僅看媒體報導是無法成

為具有內省、內觀及反省傾向的人，

更無法從因緣中思考環環相扣的現

象。另 外，地 球 暖 化 這 個 課 題 存 在

許多爭議，我們也應該一一瞭解這

些爭議。最後才可探討地球暖化這

個事實。

以另一個角度來說，佛教徒要如

何面對地球暖化這個議題呢？其實佛

教早已教導我們，世間萬物總是在變

化之中，不斷存在、變異、滅亡，地、

水、火、風等自然元素也都在不斷地

變化著。甚至整個太陽系的所有行

星，也都有暖化現象。因此我們也可

以從接受無常的角度去思考地球暖化

的現象。如果世界本來就會有壞滅的

儒佛智慧的當代價值：談地球暖化

活動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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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那何不精進行善，希求往生清

淨的諸佛淨土。

陳復教授：

從先秦一直到民國時期，有許多

自認為儒家的思想家，他們的思想觀

點如此多樣化，充滿著異同之處。然

而，儒家之所以為儒家，是因為他們

擁有萬變不離宗的核心原則，亦即重

視實用的態度。這種態度並不是簡單

的偏激功利主義，而是針對當下實際

的時間點和階段，思考我們可以做些

什麼來解決問題。

有關「節能減碳」等觀念，我就

不再贅述了。我想談談當前地球暖化

的現象，有一個核心問題，即國界問

題。地球暖化是全球性問題，但各國

在解決這個問題時，卻往往著眼於自

身的利益，而忽略全球的利益。這種

國界意識使得各國在簽訂國際協議等

大型行動上經常出現分歧，難以達成

共識。因此，國界問題成為了阻礙全

球應對地球暖化的核心因素之一。

每個國家從自身國家利益的角度

出發，形成了國與國之間難以合作、

互相支援和扶持的現象。事實上，這

背後隱含了西方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

義概念。這種觀念已經影響了人們在

思考許多問題時的思維方式，貫穿了

20 世紀至今。因此，國與國之間要

達成合作，談何容易。

面對當今現代社會，我們應該更

加務實地看待各種複雜的問題，其中

包括全球暖化這樣的大問題。儒家思

想中強調以實用的角度來看待事情，

這種務實的思維方式能夠幫助我們從

更大的角度來理解世界，提高我們的

視野。

孫中山曾經提出「聯合一切以平

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口號，這

意味著每一個民族都應該在平等的基

礎上共同奮鬥。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何

謂民族，進行一次重構和理解，如何

才能真正理解民族的概念，並且將這

種理解貫徹到實際行動當中。

對 臺 灣 而 言， 面 對 全 球 暖 化 問

題，存在著一些死結，其中之一就是

島內因為對中華、華人的認知歧異，

缺乏一個統一的看法，進而影響到我

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和態度。因此，

我們需要擺脫民族主義的框架，在更

高的視野下思考「何謂民族」的問題，

以此尋求解決方案。

以「中華」、「華人」為例，語

義的不同詮釋，認知差異極大，導致

無法形成統一的立場和視角來看待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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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因此，必須克服分裂和歧異，以

全球視野看待對於環境議題的應對策

略，才能夠更有效地解決問題，實現

永續發展的目標。

「何謂中華？」依《說文解字》

解 釋：「 中 」 從「 口 」， 以「 一 」

上下貫通。即指心與口合而為一，

形成內外整合的狀態；「華」則是

指結實累累的果實和花繁盛茂的樣

子，代表行動出來的能量。兩者合

併起來就是「內聖而外王」，其本

意是因為內在的心口合一，才能在

外在社會上展現出卓越的能力。這

是「中華」的本意。

然 而， 現 今 對 於 所 謂「 中 華 民

族」的定義卻形成了各種錯綜複雜

的理解。這對我們而言是一種自我

耽誤。因此，我認為在現今這個時

候，想要能夠內聖外王、濟弱扶傾，

必須要有內在的覺知，以及向外心

口合一的行動，讓所有人重新整合

起來，共構一個解決地球暖化的聯

盟。同時，我們必須相當程度的放

下對國界線的執著，以整體性思考

並相互協作，共同解決這些全球性

的問題。

這 涉 及 到 我 們 過 去 一 直 在 談 的

「王道」觀念。王道不是霸道，而

是理性而公正，強調濟弱扶傾，輔

佐天下。例如當我們看到南太平洋

上的島國因為海平面上升而無法為

繼的時候，我們應該從整個區域的

角度來考慮問題，該如何提供一個

合適的遷移環境，讓這些即將淹沒

的國家和人民得以繼續生活，維持

其邦國的榮譽。

這 個 思 想 在 中 國 古 代 就 存 在，

國家的概念是流動的。如果一個國

家因各種原因滅亡，那麼人民的祭

祀和榮譽仍應得到維護，可以在另

一個地方重新創立一個新的國家，

繼續傳承祖先的文化和信仰。因此，

整個東亞社會必須能夠重新呼喚喚

醒這種王道思想，並推行至全球各

地。我們不應該再以你來自哪個國

家為分界，而是要問在心靈層次上

是否有內聖外王的核心信念。如果

你擁有這樣的信念，你就不會再分

膚色，也不會再以國界為限制，而

是能夠互相合作、整合，共同為地

球的永續發展進行思考。我們需要

用這樣的新思維來面對我們所面臨

的許多實際問題。只有透過這樣的

轉變，我們才能更有效地解決全球

暖化等問題，跨越國界展開思考。

儒佛智慧的當代價值：談地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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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智慧的當代價值：談人口老化的挑戰

林建德教授：

有關人口老化的議題，其實也涉

及少子化的現象，這是目前整個世代

正在面臨的嚴重問題。現今社會出生

率大幅下降，老年人口持續增加，因

此有報導說當今這個世代是「生不如

死」，用佛教另一個詞彙來說，就是

「不生不滅」（不生指少子化，不滅指

人口老化），因為出生率遠遠低於死

亡率，老年人也因為現在醫藥的發達

而壽命延長，造成人口老化的問題，

這在臺灣非常明顯。

那麼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

何應對這個世代的少子化和老年化現

象，以及與家庭價值的關聯。如果現

在的年輕人不生小孩，那麼未來家庭

的觀念也會受到影響。在這種情況下，

該如何看待儒家「不孝有三，無後為

大」的觀念？未來不生小孩的年輕人

是否是不孝順的孩子呢？

在儒家的觀念中，家庭的倫常關

係是非常核心的，三代之間的關係也

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孝順的價值。當

然，在佛教的觀念中，出家就是遠離

煩惱，家庭則是一種束縛、牽絆和限

制。出家是大丈夫的行為，為了追求

更高的理想，將天下視為家。這代表

著佛教與儒家在家庭觀念方面的不同

見解。

因此，這整個世代面臨的少子化

和人口老化的問題，也涉及到家庭倫

理在當代社會的意義。從儒家和佛教

的角度來看，我們將會得到不同的答

案。

陳復教授：

人口老化涉及到非常多的層面。

從年輕一代的少子化和不生的問題，

到老年人如何應對晚年的問題，這些

都是現代社會的大哉問。現今年輕人

不婚的現象，在某些角度來看其實是

理所當然的。例如女性受教育程度的

提高，使得她們的經濟生活不再需要

依附於男人，也就對結婚沒有了強烈

需求。相反地，對於男性來說，結婚

需要的成本越來越高，如果他沒有房

子，就很難和女性結婚。最終，這種

現象形成了草食男、草食女的現象。

當然還有一些多元化的現象，不僅是

兩性之間的不婚不育，還有同性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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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狀態。這些社會現象，都與少子

化問題息息相關。

針對這個議題，我覺得有兩個原

則。第一個是重構倫理的觀點，即儒

家思想強調的倫理觀。每個時代的倫

理觀不同，但儒家一直追求將人與人

之間的互動，回歸到倫理化的狀態中，

以達到秩序化和有序化。這是儒家思

想始終堅持的觀點。第二個是價值包

容，也就是說，在面對婚姻或性別問

題時，必須包容不同的價值觀。

儒家一向非常重視「血脈」和「道

脈」兩種傳承方式。但是，這兩者之

間的結合一直是儒家探討的課題。若

僅有血統而缺乏道德信仰，傳承就會

變得非常脆弱。同樣地，若只注重道

德方面的教育，而忽略血脈的傳承，

也將無法維持家族傳承的延續。

但是現代社會已經不再像古代那

樣，以血脈傳承為主要手段。隨著社

會的改變和進步，人們的價值觀也在

轉變。一個人是否傳承家族傳統，並

不僅僅取決於他的血統、性別以及是

否結婚生育等因素。因此，我們需要

將血脈和道脈兩者結合起來，並不再

區分性別和傳承方式。只有這樣才能

真正實現有意義的傳承，否則傳承就

變得毫無價值。不結婚、不生育等問

題與傳承本身並無直接關聯，我認為

我們應該更客觀地看待少子化問題。

另一個議題是關於老年人如何安

度晚年，這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議題。

在臺灣，平均長照時間需要九年，才

能從生命中退入死亡的狀態，我們需

要反思這個現象。我並不支持安樂死，

但我認為當今世代的人們在步入晚年

之時，尤其需要修養心性。

從佛教的高僧到儒家的先聖先賢

的行傳中，有不少人在其晚年以進入

類似寂滅而逝世的案例。例如心學家

王陽明、歐陽德、羅洪先等，他們都

是在靜坐中逝去。因此，我們談修養

心性不僅僅是探討「生」的品質，更

是強調「死亡」的品質。我們需要以

高品質的狀態來面對死亡，甚至可以

在自主控制自己的身心狀態下，走入

寂滅的境界。我認為，進入 AI 時代後，

沒有一個年代比我們這個年代更有機

會開始去思考怎麼成聖成賢，怎樣有

品質的走完人生，有品質的邁向死亡。

最後，再補充一個觀點：在當前

這個年代，面對高齡化所形成的社會

危機，若我們能消除國界的概念，避

免人與人之間對立的意識，思想上實

現天下一家，從大區域的角度來看待

這個世界，將能更好的應對老化形勢，

儒佛智慧的當代價值：談人口老化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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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全球人類的和平共存與安頓。

以 日 本 為 例， 它 是 一 個 超 高 齡

化的社會，整個社會已經呈現了一定

程度沒有活力的狀態，加上時常面臨

地震和各種災難，想要維持這樣一個

國家的能量，是非常辛苦的。如果能

以整體的大區域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問

題，不要過於執著保存日本血統的純

正性而拒絕外來移民，而是嘗試以整

合性的角度思考這些問題，讓更多人

進入到日本社會，豐富整個國家的活

力。因此，放下種族和國界的限制，

從人類整體的角度來思考，才是改善

高齡化問題的解決之道。

張蘭石教授：

關於少子化及高齡化的社會問

題，還是要回歸佛教六道輪迴及緣起

的觀念。若能以此觀念出發看待少子

化，便可如陳復教授所提到的不會太

過執著與分別自己的血統或他國血統

的問題。如此，在看待少子化問題時，

便不會過於關注那些對於人口數量的

不精確印象。如臺灣人口減少，東南

亞國家人口增加等等。實際上，我們

的人力並未因此減少。相反地，可能

是我們自己侷限了自己。因此，最重

要的是要精確地看到產生問題所在，

不一定只是少子化問題。

例如在現代社會中，家庭倫理也

面臨著許多挑戰。隨著時代的變遷，

有些人選擇結婚而不生育、有些人選

擇同性婚姻，有些人則因為家庭或自

身的問題而選擇不婚等，這些問題也

都牽涉到高齡化的相關問題。

另 一 個 要 探 討 問 題 是， 傳 統 中

國人的概念認為「不孝有三，無後為

大」，因此有人會指責佛教出家修行，

是不重視家庭倫理的表現，其實這是

一個長期以來的誤解。隨著不同文化

進入中國，我們可能尚未完全理解其

文化特質，就開始談論一些表面現象，

如出家制度，且誤解為佛教不敬拜祖
中場休息備有美味點心

活動現場一隅——來賓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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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其實，佛教確實非常重視孝道，

只是思考角度與傳統中國文化不同。

佛教重視輪迴與緣起觀念，因此

我們不會把孩子看作是我們的產物，

因為在佛教的觀念中，孩子的前世可

能是我們的父母、仇人，甚或恩人。

相信在座的許多佛教徒，看到自己的

孩子時，不會純粹只是想到他們是自

己的兒子或女兒，而是用更包容的態

度、更寬闊的心胸去對待他們。不論

身分差別，總是希望彼此能在輪迴當

中共同成長，互相圓成。

佛教中強調「上報四重恩，下濟

三塗苦。」其中，四重恩裡的父母恩

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也是佛教

重視家庭倫理的證明之一，此外，從

儒佛智慧的當代價值：談人口老化的挑戰

《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佛說善

生經》中也可以窺見一二。雖然在佛

教中，出家人會割捨俗世的感情，但

這不表示對家人、親友的關係可以忽

略不計。尤其在菩薩道中，人與人之

間的關係及良善的互動尤其重要。

來賓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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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炬佛學交流平
台，邀請校友鬥

陣來！

慧炬佛學交流平
台，邀請校友鬥

陣來！

慧炬機構對佛教在台灣的發展，具有關鍵性的貢獻，尤其引導青年學子學佛及研究佛學，
更是勠力不息。慧炬自創辦以來便札根校園，輔導過的佛學社團，在全盛時期多達97個。
在 2023 年上半年度董事會議中，本機構執行董事梁茂生居士提出慧炬未來規劃，期能召
集過往各大學院校的佛學社團畢業校友成立校友會，並開放慧炬場地，做為各校友會的交
流聚會場所，共享學佛時光。藉由凝聚校友的力量，也進一步提供在校佛學社團學佛資源，
以紹繼慧炬創辦人周宣德居士「弘傳正法、淨化人心、獎學育才、利益眾生」之宏願。在
此特別祈請各方佛學社校友共襄盛舉，同為各大學院校佛學社團盡一份心力。

有關各大學院校佛學社校友會之成立及佛學交流平台相關事宜，歡迎各方善士來電指教。

聯絡窗口：慧炬機構活動企劃，許文筆居士
聯絡電話：（02）2707-5802 分機 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