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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誉 会 长 一 诚 长 老 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 安

详示寂，全国佛教界四众弟子深感悲痛。回忆一诚

长老 2002 年至 2010 年， 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期间， 在东北亚佛教交流与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

会议（简称“三国会议”）方面珍视法谊、广交道友，

做出了无量贡献，永载中外佛教友好交流史册。

一

2005 年 是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胜 利 60 周 年 ，日

本文 部省却 批准了 一本否 定侵 略 的 历 史 教 科 书，

在中国 20 多个城市，上万名群众在 3 月底到 5 月

之间接连举行反日游行示威， 使中日关系陷入低

谷。

陷入低谷的中日关系， 引起日本净土宗的忧

虑， 净土门主中村康隆长老为此及时给一诚会长

特意发来一封亲笔信。

联想到最近由于日中关系中两国人民感情

的不成熟而引发的风波， 令我们深刻认识到佛

教徒自身的无能为力之处。 [1]

日本净土 宗 由 法 然（1133-1212）创 立 于 1175

年，以 信仰阿 弥陀佛 的平等 慈悲、宏 大愿力、称 念

“南无阿弥陀佛”名 号，净化 人心、奉 献社会、轻松

度过每一天，祈愿往生净土为宗旨。在日本及海外

有 7200 余座寺院，约 10500 名僧侣，600 余万信

徒 [2]。 日本净土宗是日本佛教十大宗派之一，也

是 担 任 全 日 本 佛 教 会 理 事 长 单 位 四 大 宗 派 之

一，在日本及世界佛教界影响很大。

日本净土宗因其宗祖法然“偏依善导一师”

而与我国佛教界法缘深厚， 是日本佛教界第一

个 建 立 友 好 组 织———日 中 友 好 净 土 宗 协 会

（1977）的 佛 教 宗 派；也 是 第 一 个 与 中 国 佛 教 协

会 共 同 定 期 举 行 佛 学 会 议———“中 日 佛 教 学 术

交流 会议”的 宗派，自 1986 年 起 已 成 功 举 办 15

次。 其创办的佛教大学还是第一所接纳我国佛

教界留学生的大学， 目前已为中国佛教协会培

养 20 余位佛教人才，名誉会长传印长老等二人

最早于 1981 年前往该校留学。 曾经担任净土宗

宗 务 总 长 、 佛 教 大 学 校 长 的 水 谷 幸 正 （1928-

2014） 是我会授予的第一位 “中日佛教友好使

者”，也是第一位向一诚会长等中国佛教协会第

七 届 新 领 导 班 子 当 面 祝 贺 的 海 外 友 好 人 士，更

是 他 于 1992 年 在 首 尔 参 加 东 北 亚 佛 教 领 导 人

和平会议期间， 首先建议赵朴初会长举办中韩

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

出 生 于 1906 年 的 中 村 康 隆 长 老 ， 德 高 望

重，曾担任大正大学校长和全日本佛教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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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兼任日本日中韩国际佛教交流协议会会长。

他坚定表示：

中日间过去有过一段不幸的历史。 仅靠政

治 和 经 济 交 流 而 尚 未 解 决 的 众 多 问 题 依 然 存

在……日 本 佛 教 徒 深 知 并 牢 记 一 千 五 百 年 前

中 国 佛 教 徒 的 传 承 大 恩 和 两 国 友 好 交 流 的 历

史。 当前正是需要在“黄金纽带”的基础上，在

佛 光 普 照 下 ， 进 一 步 加 深 中 日 友 好 的 关 键 时

刻。 这对当前的日中关系非常重要。 乞请一诚

会长座下予以慈察和共鸣。 我深信，积极开展

日中友好交流活动，必将有益于进一步加强与

韩国、朝鲜等东亚诸国的深层交流……为世界

创建和平。 [3]

一诚长老与中国佛教协会审时度势，经过慎

重 考 虑， 决 定 以 一 诚 会 长 的 名 义 给 中 村 长 老 回

信。 回信中，他首先回顾中日佛教友好交流的历

史：

自公元五世纪中叶，佛教从中国东传日本

以来，中日佛教界已有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友

好交流历史。 鉴真、隐元应邀东渡，开辟了日本

律宗和黄檗宗。 最澄、空海入唐，荣西、道元入

宋求法回国后创立了天台、真言、临济、曹洞等

宗。 法然上人虽未亲莅中国，仍尊善导大师为

高祖。 [4]

他表示自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以来，一直积极

致力于中日佛教友好交流。 1952 年 10 月， 出席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 的中国佛教界代

表赠送日本佛教界一尊药师像，打开了双方战后

恢复友好交流的大门。 一诚长老还指出，1961 年

5 月，大谷莹润长老访华时 向中国 佛教协 会赠送

1500 余 人 签 名 的 “日 中 不 战 之 誓 ”签 字 簿 ，表 达

了日本佛教界希望日中友好、永不再战的坚定决

心。 基于赵朴初会长倡导的中韩日三国佛教“黄

金纽 带”关 系 基 础 上 的“中 韩 日 佛 教 友 好 交 流 会

议”，对促进中日两国及亚洲、世界和平做出了无

以替代的巨大贡献。

一诚长老不回避中日关系的问题所在，严肃

指出：

近 几 年 来 ， 由 于 贵 国 政 府 在 参 拜 靖 国 神

社、历史教科书、台湾政策等问题上，违背佛陀

“不杀生”“和合”思想，无视中国人民的民族尊

严和感情，不顾中日佛教徒和人民友好和平的

强 烈 愿 望， 导 致 中 日 关 系 陷 入 今 日 的 困 难 局

面，引 起 了 中 日 两 国 佛 教 界 的 忧 虑，这 是 我 们

不愿看到的。 时代要求我们中日佛教徒运用佛

教智慧战胜面前困难，开创中日佛教交流和人

民友好的新局面。 [5]

一诚长老高度评价中村长老，他说，“当前正

是需要在‘黄金纽带’基础上和佛光普照下，进一

步加深中日友好的关键时刻”， 更要通过中村长

老、日本净土宗向日本佛教界和日本人民表达中

国佛教协会的庄严态度和决心：

中国佛教协会和广大的中国佛教徒，决 心

继承我会已故赵朴初会长的志业，珍惜中日佛

教界间的殊胜法谊，爱护中日友好来之不易的

成果， 一如既往地为促进中日佛教友好交流、

为促进亚洲及世界和平勇猛精进。 [6]

患难见真情。 两位跨世纪的佛教界泰斗，肝

胆 相 照，坚 持 中 日 友 好 矢 志 不 移，谱 写 了 当 代 中

日佛教友好交流史上的壮丽篇章，有力地巩固和

发展了两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见证了双方牢

不可破的传统法谊。

因此，2005 年 5 月 14 日，日本佛教界第二代

友 好 人 士、日 中 友 好 宗 教 者 恳 话 会 副 会 长、真 宗

大 谷 派 枣 寺 住 持 菅 原 钧 长 老， 不 顾 身 患 重 症 之

躯，毅 然 携 子 率 团 访 华 拜 访 中 国 佛 教 协 会，向 一

诚长老庄严承诺：包括真宗大谷派在内的日本佛

教各宗派，不仅严格遵守佛教的第一戒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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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 生 戒，而 且 日 本 广 大 佛 教 徒 普 遍 认 为 ，否 定 和

离 开 中 国 文 化 就 不 会 有 日 本 人 民 今 天 的 日 常 生

活。 表示回国后将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

告诉信徒和亲友，将中国 佛教界 及中国 人民对 日

本佛教界和日本人民的深 情厚意 带回国 内，携手

为两国友好而精进努力。

一诚长老 在担任 中国佛 教协会 会长期 间，重

视 友 谊，广 结 善 缘 ，积 极 成 就 缔 结 了 北 京 灵 光 寺

与日本 京都灵 云院（2005）、陕 西法门 寺与韩 国 道

诜 寺 （2006）、 韩 国 首 尔 观 门 寺 与 北 京 灵 光 寺

（2007）、大 理崇圣 寺与日 本日中 临黄友 好交流 协

会（2009）等四对“友 好寺院”；授予日 本则竹 秀南

长 老 为“中 日 佛 教 友 好 使 者”、中 国 佛 学 院 “名 誉

教授”（2008）； 赴韩国 出席韩 中天台 宗历代 祖 师

殿 落成庆 典（2008）。 两次 赴日本 出席著 名的“比

叡 山 宗 教 首 脑 会 议 ”（2005、2007）；2002 年 末 ，邀

请 以 教 养 部 长 鱼 明 鲜 法 师 为 团 长 的 朝 鲜 佛 教 徒

联盟中央委员会代表团一行 8 人访华（2002 年 11

月）等。 在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

震 之 后，韩 日 佛 教 界 感 同 身 受 ，及 时 伸 出 援 助 之

手。 9 月 9 日，韩国曹溪宗社会局局长再镜法师，

通 过 会 见 他 的 一 诚 长 老 向 地 震 灾 区 捐 赠 一 亿 元

韩币；地震当天正在法源寺 拜访一 诚长老 的日本

日持上人显彰会当即捐赠 10 万日元；5 月 19 日，

日本天台宗宗务总长滨中 光礼长 老，以及 日本佛

教第二代友好人士则竹 秀南长 老，也专 程来京 拜

访中国佛教协会，慰 问地震 灾区人 民并捐 款。 据

不 完 全 统 计，日 本 全 日 本 佛 教 会 、日 中 韩 国 际 佛

教 交 流 协 议 会 、日 中 友 好 宗 教 者 恳 话 会 、日 中 临

黄友好交流协会、 灵 云院国 际禅交 流友好 协会、

曹 洞 宗 、净 土 真 宗 本 愿 寺 派 、净 土 宗 、真 宗 大 谷

派、日莲宗、天台宗、阿含宗、立正佼成会、创价学

会、佛教大学等通过各种方 式向我 国地震 灾区捐

款 6300 余万日元，韩国圆佛教捐款 12 万人民币。

二

2002 年 9 月 20 日，一诚长老在中国 佛教协

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 表了《继 承赵朴 初

会长遗愿， 同 心协力， 开创中 国佛教 事业新 局

面》的重要讲话，号召 全国佛 教徒向 已故赵 朴初

会长学习，“要继承赵朴初 会长的 遗愿， 努 力去

完 成 他 未 竟 的 事 业 ”，“要 把 赵 朴 初 会 长 的 崇 高

思想和美德，学习、运用到 开创中 国佛教事 业新

局面的实 践中去， 成为我 们不断 开拓前 进的强

大精神动力和提高四众素质的最好榜样”； [7]“进

一步发 扬我国 佛教国 际交往 的优良 传统， 积 极

开展 同各国 佛教界 的友好 交流……维 护 地 区 和

世界和平”。 [8]

其中，巩固和发展赵朴初会长倡导的中韩日

三 国 佛 教 “黄 金 纽 带”关 系 基 础 上 的 “中 韩 日 佛

教友好交 流会议” 就是完 成赵朴 初会长 未竟事

业、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的重要举措之一。

“中 国、韩 国 、日 本 佛 教 友 好 交 流 会 议 ”，从

1998 年 改 为 现 名 的 三 国 会 议 至 2017 年 召 开 了

20 次。

1995 年 5 月 22 日，赵朴初会长在《中国、韩

国、日本佛教友好交流会 议开幕 词》中详 细说明

了“黄 金 纽 带”，用 以 概 括 三 国 佛 教 的 过 去 和 未

来及其重要意义：

中韩日三国人民、三国佛教徒之间有着悠

久、深 厚的亲 缘关系。 在地缘 环境上，我 们 山

水比邻；在文化习俗上，我们同溯一源；在宗教

信仰上，我们一脉相承。 有许许多多的纽带把

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可分离。 在所有这些

纽 带中，有 一条源 远流长、至今还 闪闪发 光 的

纽带，那就是我们共同信仰的佛教。 我曾送给

它一个形象的名字：黄金纽带。 这条纽带史自

有来。 回溯历史，佛教在中韩日三国人民的文

化交流中起着媒介的作用。 可以说，佛教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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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作 与 交 流 是 中 韩 日 三 国 文 化 交 流 史 上 最 重

要、最核心的内容。 黄金，至为坚固、至为宝贵。

黄 金 纽 带，这 是 我 们 三 国 人 民、三 国 佛 教 徒 共

同拥有的财富。 这笔财富是无价的，在今天这

个时代尤其显得宝贵。 [9]

一诚会长对“三国会议”非常重视，在担任会

长期 间几乎 出席每 一次会 议。 2004 年，正 值“三

国会议”迎来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十个年头。 如何

在充分总结过去九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

发 展创 新，开 辟 光 明 美 好 未 来，中 国 佛 教 迎 来 了

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 10 月 23 日， 一诚长老在

《在第七次中国、韩国、日本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开

幕式上的致辞》中高度肯定了三国会议的不可替

代作用：

三 国 佛 教 界 十 年 来 遵 照 “友 好·合 作·和

平”的宗旨，以“重辉黄金纽带，维护世界和平”

“佛 教 在 21 世 纪 的 使 命 ”“让 佛 陀 的 教 诲 传 遍

世界”“佛教与环保”“佛教与世界和平”等为主

题，开展了深入广泛的讨论；在加强文化交流、

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信息交换、相互参访等方

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对于继承和发扬三国佛教

悠 久 的 传 统 友 谊，推 动 当 代 三 国 人 民、三 国 佛

教界的友好合作关系， 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

发挥了重要作用。 [10]

一 诚 长 老 进 一 步 分 析 了 中 韩 日 三 国 佛 教 界

所 带来 的 严 峻 挑 战：一 方 面，要 求 三 国 佛 教 界 进

一步发 展“黄金 纽带”的 亲 密 关 系；另 一 方 面，三

国佛 教 界 必 须 在 发 展 和 巩 固“黄 金 纽 带”关 系 的

基础 上，联 合 世 界 各 国 佛 教 徒，共 同 宣 传 佛 教 慈

悲、平等、和合共生的教义，让更多的人以佛陀的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从内心里消除仇恨、

战争与恐怖，使人类精神品格得到高度完善与净

化， 使 发 达 的 科 技 文 明 创 造 出 来 的 巨 大 物 质 财

富，全部用在人类的和平、自由、幸福和进步的事

业上。

日 本 日 中 韩 国 际 佛 教 交 流 协 议 会 会 长 中 村

康 隆 长 老 在 发 言 中 也 积 极 呼 应 ：21 世 纪 被 称 为

宗教的世纪。 中韩日三国佛教徒应进一步继承和

发展赵朴初先生提出的“黄金纽带”思想，以本次

交流大会为契机，将佛陀倡导的“和合共生”宗旨

弘扬推广为全人类认同归依的基本理念。 [11]

韩 国 佛 教 宗 团 协 议 会 副 会 长 智 霞 长 老 在 基

调发言中也有同感：“韩中日三国佛教界，为东北

亚和世 界的 和 平，弘 扬 佛 法，应 担 当 重 要 角 色”；

“实现世界和平， 振兴佛教， 创造出新的佛教历

史，使得佛陀正法发展成为‘世界一花’”。 [12]

在 众 缘 和 合、时 机 成 熟 的 基 础 上 ，一 诚 长 老

倡议：“适时在中国举办‘世界佛教论坛’，邀请世

界各国佛教徒真诚地坐在一起，进行友好、平等、

坦 诚 的 对 话，探 讨 人 类 普 遍 关 注 的 问 题，弘 扬 佛

教主张，以求得人心安宁，促进社会和睦，增进人

类福祉，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和平、保卫世

界和平做出贡献。 共同为创造一个平等、繁荣、和

平 的 美 好 世 界， 发 挥 积 极 的 作 用 ， 做 出 新 的 贡

献。 ”[13]

因此， 在得到韩日佛教界的大力支持下，在

10 月 23 日通过的《第七次 中国、韩 国、日本 佛教

友 好 交 流 会 议 共 同 宣 言》中，面 对 近 年 来 在 世 界

范围内恐怖主义活动日益蔓延、给世界各国人民

造成巨大痛苦、严重威胁人类和平与安全的严峻

形势，“与会代表一致赞同和积极响应” 由一诚、

本焕、星云、祜 巴龙庄 勐、惟觉、圣 辉、嘉 木 样·洛

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 觉光等中国两岸三地佛

教界高僧倡议适时在中国举办“世界佛教论坛”，

“旨在搭建一个平等、 多元、 开放的高层交流平

台，邀 请世界 各国佛 教 界 朋 友，进 行 平 等、友 好、

坦 诚 的 对 话，探 讨 人 类 普 遍 关 注 的 问 题，弘 扬 佛

教主张，以求得人心安宁，促进社会和睦，增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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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福祉，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和平、保卫世

界和平做出贡献”。 [14]

2006 年 4 月 13 日， 在杭州隆重召开了题为

“和谐世界 从心开始” 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来

自印度、尼泊尔、斯里兰 卡、不丹、蒙 古、俄 罗 斯、

朝鲜、德国、法国、英国、毛里求斯、南非、加拿大、

美国、巴西、中 国（包 括 中 国 大 陆 和 台 港 澳 地 区）

等 34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一 千 余 位 高 僧 大 德 出 席，

联合 国 秘 书 长 安 南、英 国 菲 利 普 亲 王、泰 国 代 僧

王 颂 德 拍 普 塔 瞻 座 下 等 发 来 贺 信 ， 盛 会 千 载 一

时、一时千载。

一诚长老为此非常欢喜赞叹：

世佛论坛法筵开，十方贤圣集会来。

无边悲智皆具足，我佛灵山赞奇哉！ [15]

一诚长老在《贯彻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共识座

谈会开幕词》中盛赞：

由 中 国 佛 教 协 会 和 中 华 宗 教 文 化 交 流 协

会主办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是佛教由印度传

入 二 千 多 年 来 在 我 国 举 办 的 第 一 次 世 界 性 佛

教大会。 会议的成功举办，有助于提高中国佛

教在亚洲及世界的地位，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佛教的新面貌、新气象，为一切热爱世界、

关 爱 众 生、护 持 佛 教 、慈 悲 为 怀 的 有 识 有 为 之

士，搭建起了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高层次对

话平台， 更好地阐发和传播佛陀的和平理念，

弘 扬 中 国 佛 教 文 化，维 护 祖 国 统 一，促 进 世 界

和平，增进人类福祉。 [16]

由 中 国 佛 教 协 会、国 际 佛 光 会、香 港 佛 教 联

合 会 和 中 华 宗 教 文 化 交 流 协 会 共 同 主 办 ， 题 为

“和谐世界 众缘和合”的第二届世界佛教论坛于

2009 年 3 月 28 日 在 江 苏 无 锡 隆 重 开 幕 ，4 月 1

日在台北圆满闭幕。 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

澳门和 韩国、日 本、印度、泰国、斯 里 兰 卡、缅 甸、

柬埔寨、老挝、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孟加拉国、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近 50 个

国家和地区的高僧大德近两千人共聚一堂，斯里

兰卡总统玛辛达·拉贾帕克萨、 澳大利亚总理陆

克文、 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会长潘·瓦那密提等发

来贺信。

一诚长老在 2009 年中国佛教协会第 七届理

事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认为，第二届世界佛

教 论 坛 展 示 了 我 国 社 会、经 济、文 化 综 合 发 展 的

整体形象，展示了中国佛教的包容、智慧和能力；

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极大地提

高 了 中 国 佛 教 在 世 界 佛 教 界 的 地 位 、 作 用 和 影

响。 论坛在无锡开幕、台北闭幕，两岸共襄盛举、

共沾法喜。 由两岸共同举办大型国际会议，在两

岸 交 流 上 还 是 第 一 次， 具 有 开 创 先 河 的 历 史 意

义， 必将进一步推动两岸佛教界的交流合作，进

一 步 增 进 两 岸 佛 教 徒、 两 岸 人 民 之 间 的 法 谊 亲

情，进一步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同时也是展示中

国 佛教文 化的一 场盛典，催生了“2008 佛教 外 语

交流会”、中 国 佛 教 交 响 乐《神 州 和 乐》与 韩 国 非

物质文化遗产《灵山斋》的互访演出、佛教英语培

训班等。 论坛意义重大。

从 一 封 亲 笔 信 到 重 视 传 统 法 谊 的 郑 重 承 诺

与复函，从中韩日佛教友好交流会议到两届世界

佛教论坛，在中国佛教界对东北亚佛教友好交流

的各项活动中，倾注了一诚长老的巨大心血与智

慧。 如今，一诚长老虽已安详示寂，但长老的风范

永存！

（作者单位为中国佛学院）

注 释：

[1][3] 《日本 净 土 门 主中 村 康 隆 长 老 致 一 诚 会 长 的 来

函》，载《法音》，2005 年第 7 期。

[2]水 谷 幸 正 著 ，张 琳 等 译 ：《日 本 净 土 宗 简 介 》，《法

音》，2000 年第 6 期。

[4][5][6] 《一诚 会 长 致 日本 净 土 门 主中 村 康 隆 长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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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门 人 物

本刊讯 2018 年 7 月 23 日， 以 “从文化

自觉到文化自信”为主题的纪念弘一大师出尘

一 百 周 年 系 列 活 动 启 动 式 在 京 举 行。 来 自 政

界、学界、宗 教界、书 画界、艺 术界 的 嘉 宾 雅 士

云集， 共同缅怀弘一大师一生的愿行事业，传

承弘扬弘一大师精神。 本次活动由大公网、中

国网联合主办，系列活动持续至今年 12 月。

中 国 佛 教 协 会 副 会 长 纯 一 法 师 在 发 言 中

说，弘一大师选择研究律宗，学律持律的道路，

做到 了“为往 圣继绝 学，为 万 世 开 太 平”，将 从

唐宋以来晦暗不明的南山律宗重新发扬光大。

弘一大师就是一个完整的人， 是一个从至情、

至性、至义迈 向至 真、圆 满 的 人 生。 大 师 出 家

后，常保出离心境，以南山律宗圆融大小二乘，

以“心法”为 戒体，并 发誓：“非 佛经不 书，非佛

事不做，非佛语不说”。 受戒后则沉潜笃行，发

愿不作主持，不开大座，谢绝一切名闻利养，以

戒为师，过午不食。 从“翩翩浊世佳公子”一变

而为“戒律精严之头陀”。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世 界 宗 教 研 究 所 原 所 长

卓新平在发言中提到，弘一大师经历了三个阶

段 的人生：第一个 阶 段 是 凡 尘 人 世，这 里 有 李

叔同他的寻觅，他的品鉴，也有他的迷惘，第二

个阶段是 艺术人 生，他 赴 海 外 求 学，把 西 方 许

多艺术方面的精华，比如西方的音乐、绘画、戏

剧、文学引入中国，而且身体力行。在近代中国

学术发展史上有其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三个阶

段是宗教人生，也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艰难。 宗

教 人 生 就 是 从 他 唯 美 升 华 自 我 到 达 真 正 超 越

自我的信仰境界。 弘一大师一生体现三个字，

极认 真。 弘一 大师 一 生 体 现 了“极 认 真”的 精

神，我们 要向弘 一 大 师 学 习，回 到 中 华 民 族 本

有的真、诚、信的境界，拒绝“虚假空”的不良社

会风气。 作为宗教学者，则应该好好挖掘宗教

文化 的真谛，信仰 精 神 的 底 蕴，而 不 能 谈 宗 色

变、不以为然。

北 京 大 学 宗 教 学 系 教 授 李 四 龙 在 发 言 中

说，弘一大师舍下俗世，遁入空门，实际上是在

寻求生命的尊严。出家要舍弃，舍什么？舍弃妨

碍生命的种种干扰。自信，不是要超过别人，而

是相信自己的价值， 用每个人卑微的力量，为

社会、为人类做点点滴滴的贡献。 弘一大师是

自信的，他相信生命自身的价值。 愿意用毕生

的努力去净化这个社会，为提振人类作一点点

的贡献，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信。

（伍彦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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