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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浩瀚，教學研究傳故啟新、開發心靈， 

只要智慧活水源源不絕，就能川流大海，成就多元浩瀚之美。 

活水堂，傳智啟慧，為廣博醫海不斷引入源泉活水。 

半畝方塘一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 

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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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牛津大���研��的彼得克拉克�授 (Peter B. Clarke)從二
○○�年開�，��三年���參���。�在二○一○年的十二月
參��一�「��論�──�����研��」��，在�思��以
「為���個�界����？」為題����。�說：「�個�界，

尤其��，��都在式��中。��是，��，或以��為���成
的��，日�嚴重，��已����界的�裂。」彼得克拉克�授說：
「����嚴上���入���，大��國界的����當�的��
是一種���提升。」克拉克�授�自������參�作��，�
�想把�����向��。克拉克�授��「����相�，當�的
��崩解是上�的��，是�����，不������挽�」，�
�得�����付�行動，落���、落�生活，������的責
�，�是其�������的��。

二○一一年六月，�者����，參�在�國�羅旺���的「國
����科�年� (ISSR)》������回���靈轉�的論�。�
是克拉克�授把�����向��界的用���想。����者�畫
��一�����專書，大���劃�，預�在兩年內�成，�利用
�國研��見面��，�論�書����度。不料，克拉克�授在�
者��巴黎�間，�����塞�成������生，在國����
科�年�召開�兩�����，�����百��國����者��
的�悼��惜。

���者個�而�，我失�了一個��界的良師�友。���而
�，失�了一�大力����的國���界的�知識。�者從�國研

與慈濟結識三年，

彼得克拉克教授邀

請慈濟基金會發言

人何日生參加國際

宗教與科學年會，

希望將慈濟精神

推向全世界。圖為

二○一○年十二月

「環境與宗教研討

會」一景，左起：

慈濟志工陳金海、

河南佛學院創辦人

王國全、何日生、

彼得克拉克。攝影

／張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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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向�嚴上��告克拉克�授的�況，上��惜�生�
常，�同���克拉克�授在�生�一��在為��事用�奔�。�
�我們失�了一�友�，但是�的������，�����的�勵
���，��在�����觸的����中���烙��。克拉克�
授�期在�國牛津大�、倫�大�，以���、日�、巴⻄��研
�����並從事相����。��為��的��������，

其��������重�並�入��工作。��提���，在其�
����不同的國度����工作，必須重�����性（Culture 
continuity）；��，了解當���的��性，並找���相�、相�
��，同�不�離����������。�是���������
��必�面�的挑戰。

克拉克�授��為，���已�在�轉 (Reverse Globalization)，以
�是東�向⻄���，現在是⻄��向東���。��作為一個�者
�必須中立，�界�����的�����揣測，但其��個��向
入�的��，�別是以利�為主的��是�的��。��說，�是一
��主��徒（Catholic Buddhist)。��是為什�彼得克拉克�授�

英國牛津大學彼得

克 拉 克 (Peter B. 

Clarke) 教 授 認 為

現在是西方要像東

方學習的全球化逆

轉現象，非常支持

慈濟入世實踐的精

神。圖為克拉克教

授參加「環境與宗

教研討會」。攝影

／張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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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界各��揚��的��。

���從⻄�向東�轉向；而��，正是��東����的代��
一。

�國��大�����主�理�����授 (Richard Madsen)�是
在二○○�年�受�者的�����來參�。����授用頗為流利
的中�在�思����。�在��中提�：「����當年的�典。

�典�������崩解，但尚未�解，�����未形成�歷史轉
�點，�的政���理�都十���。在�種����，現����
���，�����現�界性的���。」

�是�國����爾��� (Carl Jasper)的見解。����授說：

「�種歷史����現在的��，而��的���可�成為�界一�
重�的���。」

理�����授一��○年代在����中�，��是�主��
�。�來成為��大�的����，����大��������
��年。��� Democracy,s Dharma : Religious Renaissanc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aiwan(�主�師 )一書，������的�
個��的������的��。����授�說：「��作為一個�
�利��，是������的重�成�。但是和⻄�����中的�
�利、�政���不同��，在����和政��作，但�不失政�
的中立。不�⻄�的��利��，不是�政��制，�是�政��
立。」����現其�正是��裡不�不倚的圓�智�。����授
同�說：「⻄�的���落�⻄元三����，羅馬把基��列為國
���。��必須�政����離；並永�����一�服務的溫暖、

���動。�������的�僚�。」�����力��一�的服
務，上�希�������政���一個��的��、中立的立場，

正是理�����授�中的當代��的典�。����授�正為�嚴
上��修��的�思�，期�以�國�的�觸�理解，�⻄����
嚴上�的智���。

當��界都在�����和政����形成的���立，以��成
�怖主義��，����壘不��升�。������現的大��國
界、���、�種����別的思想��踐�式，正是⻄�向東��
�的歷史�����。�是彼得克拉克�授生���一�見�的��
希���；�是理�����授�正參��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