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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主法和尚、各位法師、各位大德、各位同修：
　　大家好！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冬至祭祖法會。祭祖的目的是緬懷
祖德、提倡孝敬、知恩報恩。對於我們這一代人而言，最重要的使
命是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承傳下去，這是報答祖宗恩德的最佳方法
。
　　欣見國內外各地興起了學習傳統文化的熱潮，這是很好的現象
。然而，有些傳統文化學習班出現一些令人憂心的狀況，影響到一
般人對傳統文化的觀感和信心，不能不加以關注。這些問題往往跟
傳統文化的老師素質有關，所以我想藉這個機會，談談傳統文化老
師應當具備的素質。
　　關於傳統文化的教學，我們一直在講，最關鍵的在於老師，老
師必須自己先做到，然後才能教學生。我們發現很多地方的所謂傳
統文化班辦得不如法，問題很大的成分在於老師，老師本身沒有真
正力行傳統文化，沒有以傳統文化修正自己的習氣毛病，怎麼能把
學生教好？不要以為什麼人都能來做傳統文化的老師，要知道「誤
人子弟，罪業極重」，比庸醫殺人的罪還要重，因為你是斷人家的
法身慧命。學生受到誤導很容易，受誤導之後要回頭就很難了！
　　傳統文化老師應當具備哪些條件？我個人的看法是：內要學釋
迦牟尼佛，放下貪瞋痴慢疑這五種煩惱；外要學孔老夫子，表現出
溫良恭儉讓這五德。謹說明如下：
　　一、放下貪
　　傳統文化老師如果貪財、貪色、貪名、貪利，這四種當中只要



貪任何一種，就很難把老師做好、很難把學生教好。《禮記•曲禮
》說「欲不可從」，告誡人不可放縱自己的欲望。欲望是無底深坑
，人一旦被欲望掌控，成為欲望的奴隸，理智就受到了蒙蔽，嘴上
仁義道德講得再好都是假的，因為他自己根本做不到。這樣的人很
容易喪失師德，失去了為人師表應有的道德規範與行為準則。所以
《大學》講「明明德」，第一步就是要格物，革除自己的物欲，至
少要做到《曲禮》所講的節制自己的欲望，把精神和時間投注在學
習與落實傳統文化上，這樣才能致知，開顯自己本有的智慧，然後
才談得上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傳統文化老師必須具有承傳傳統文化的強烈使命感和責任心，
時時不忘這個最初的、崇高的發心，並且時常讀誦古聖先賢的經典
，具體落實《弟子規》、《太上感應篇》、《十善業道經》這三個
根，時常親近良師益友，才能保護自己不受財色名利的誘惑。《論
語》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通過認真學習傳統文化而得
到人生最高的享受，之後就不會受到各種物欲誘惑而變節，就像《
禮記•學記》所說的「強立而不反」，遇到事情不會迷惑、不會違
背師道，這樣的人才是理想的傳統文化老師。
　　二、放下瞋
　　傳統文化老師如果自身欠缺涵養，容易發脾氣，甚至把怒氣發
洩在學生身上，無論是懲罰或責罵的形式，都會傷害到學生，讓學
生內心產生陰影，嚴重的時候甚至造成學生人格的扭曲，因而排斥
傳統文化。這樣的老師不是在弘揚傳統文化，而是在破壞傳統文化
！《周易》說：「君子以懲忿窒欲」，君子的基本涵養就是克制忿
怒、抑制嗜欲。《論語》講「不遷怒」，不要讓怒氣在心中繼續遷
移發展，更不能發洩在別人身上。老師必須充分落實「行有不得，
反求諸己」的德行，學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老師一定要在自己身



上反省、檢討、改進，而不是怪罪在學生身上。掌控自己的情緒，
保持理智與涵養，這是傳統文化老師非常重要的基本素質。
　　老師對學生必須充滿愛心和耐心。有愛心，就會有高度的教學
熱忱，會真心去了解和體諒學生的狀況，發揮同理心，站在學生的
立場去考慮，應採取關懷和鼓勵的方式，避免對學生身心造成傷害
的言語與行為；有耐心就會心平氣和、不厭其煩的開導學生，給予
學生充分的時間去消化、吸收與提升。做老師的人最忌諱急於求成
，最忌諱互相攀比，如果傳統文化老師落入這樣的執著當中，就很
難保持平衡的心態，很難避免思想言行落入偏差，就會給學生不必
要的壓力與要求。這種不理智的做法，最終受害的是學生的健康成
長與傳統文化的美好聲譽，這樣做也是在破壞傳統文化。
　　三、放下痴
　　傳統文化的老師必須明白修身與教學的道理，要從古聖先賢的
教誨中學習到做人做事的智慧，要熟讀四書五經，具備倫理、道德
、因果、聖賢教育的正知正見，尤其是對《學記》要融會貫通，了
解古人正確的教學規範。老師也要了解正確的教學次第，要有明確
的教學目標、周到的教學計畫、公正的教學態度、有效的教學方法
，以及優良的教學質量；特別重要的是，老師要真心愛護學生，能
夠掌握學生的特性，因材施教。
　　教學的次第依《三字經》：「為學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
書。」「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經既明，方讀子
，撮其要，記其事。」「經子通，讀諸史，考世系，知終始。」其
中的「小學」是對兒童、少年實施初級教育，注重灑掃、應對、進
退等生活行為規範，培養德行的基礎，就像《弟子規》和朱子的《
童蒙須知》等等蒙學經典所教導的。所以德行教育最優先，然後才
是讀經、讀子、讀歷史。有了穩固的國學基礎之後，才選擇自己最



有興趣的一部經典專攻，一門深入，長時薰修。
　　學生的根基千差萬別，不能千篇一律的對每個人都教一樣的課
程，那是把教育僵化，會扼殺許多不同方面的人才。所以一定要因
材施教，並不是所有學生都要背誦許多經典才是好的，要看學生是
不是這方面的根器。所謂「行行出狀元」，老師應該深入了解學生
，引導他們，發展他們個人的特長，例如，對於具有藝術天賦與興
趣的學生，就應該引導他們走向藝術；對於技術方面具有天賦與興
趣的學生，就應該引導他們走向技術……餘可類推。如果很死板的
要求每個學生只能背誦經書，那會埋沒了許多特殊的人才，非常可
惜，這也是有些傳統文化教育班發生問題的地方。懂得因材施教的
老師，才會去發掘每個學生的優點和潛能，個別的加以培養。每個
學生都有特別的，都有自己的閃光點，老師如果能夠加以肯定，給
予學生信心，鼓勵學生發展自己的特質，每個學生都能成才。能夠
讓每個學生找到自己人生發展的方向，老師就是明師。
　　老師應該採用啟發式的教學法，而不是填鴨式的。很像《學記
》所說的，老師應該「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引導學
生學習，而不是加以強迫；不能強迫學生接受，不必要強迫學生馬
上明白，戒除急躁。勉勵學生上進，但並不壓制學生的發展；啟發
學生的悟性，而不要將結論和盤托出，不能把學生的悟門堵死了。
如果能夠這樣教學，達到的效果就是「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
易，開而弗達則思」。只加引導而不強迫學生，則學生學得很歡喜
；善加勉勵而不壓制，學生則容易發展自己的潛能；只加啟發而不
盡說其義，學生則能進一步深思窮究，開發悟性，這樣的老師才是
具備教學的智慧，善於教導學生。
　　四、放下慢
　　無論老師多麼優秀、成績多麼輝煌，都不應該傲慢，而應該謙



虛。《曲禮》說「敖不可長」，傲慢心不可任其擴大。一個人傲慢
心重，不懂得尊重別人，這樣的心態已經很危險了；如果還不知道
自我警惕，終究會變成自私、剛愎、殘暴的個性。何況傲慢心增長
一分，誠敬心就減退一分，不能不戒慎小心！《論語》說：「如有
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一個人即使有周公
一樣美好的才能，如果驕傲、吝嗇，也就不值得一提了。
　　老師必須誠敬謙和，虛心有禮，樂於接受別人的勸告，勇於改
正自己的過失。如果自以為高高在上，倨傲而不聽勸諫，怙惡而不
肯悔改，那是不足以為人師表的。老師必須有教無類，平等公正的
教育學生，對學生不能有高低貴賤的差別待遇。老師必須尊重學生
的尊嚴，以符合人性的教育，培養學生高尚的人格。如果一味追求
高分數、高表現而不擇手段，忽視學生的人性尊嚴與人格的發展，
那是畸形的教育，不是健全的教育，當然違背了傳統文化教育的原
則。
　　關於對學生的懲罰，那不是讓老師發洩怒氣，而是老師出於善
意，節制學生的頑劣，以及加深學生的記性。因此懲罰必須很有節
制、很有善巧，才不致造成學生身心的傷害。即便如此，古人還是
有「七不責」之教，很值得借鑒；即使只是責備學生，都必須避開
這七種情況。第一、對眾不責：在大庭廣眾之下不要責備孩子，要
在眾人面前給孩子以尊嚴。第二、愧悔不責：假如孩子已經為自己
的過失感到慚愧後悔了，大人就不要再責備他。第三、暮夜不責：
晚上睡覺前不要責備孩子，這個時候責備他，孩子帶著沮喪失落的
情緒上床，要麼夜不成眠，要麼噩夢連連。第四、飲食不責：正吃
飯的時候不要責備孩子，假如這個時候責備孩子，很容易導致孩子
脾胃虛弱。第五、歡慶不責：孩子特別高興的時候不要責備他。人
高興的時候，經脈處於暢通狀態，假如忽然被責備，經脈就會馬上



堵住，對孩子的身體傷害很大。第六、悲憂不責：孩子心情不好的
時候不要責備他。第七、疾病不責：孩子生病的時候不要責備他。
生病是人體最脆弱的時候，此時更需要父母師長的關愛、溫暖，這
比任何藥物都有療效。這個「七不責」的古訓非常重要，做老師的
人必須銘記在心，切實遵守。
　　五、放下疑
　　學習傳統文化和學習科學不同，學習科學注重懷疑；學習傳統
文化，則必須對古聖先賢的教誨有堅定的信心，不能懷疑，做老師
的人更是如此。《三字經》一開頭就說「人之初，性本善」；在佛
法講的就是「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肯定人性本善、人是教得好的
，這非常重要，老師必須對這個有信心，才能把學生教好。
　　古人教學主張一門深入，不主張同時雜學多門，如《弟子規》
所說的「方讀此，勿慕彼；此未終，彼勿起」。研究學問要專一，
專精才能深入。不能這本書才開始讀沒多久，又羨慕其他的書，想
去看看其他的書，這樣永遠也定不下心來；必須把這本書讀完，才
能讀另外一本。又古人重視讀誦，開啟悟性，如朱子《童蒙須知》
裡說，「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熟讀則不待解說，自曉
其義也」。如果對這些教誨沒有信心，自己就很難堅持做下去，也
很難堅定的要求學生按照這些規範去做。必須對古聖先賢、老祖宗
的教誨具有信心，才能制定常規，徹底執行，傳統文化教育才會純
正，教學才會日進有功。
　　六、溫和
　　傳統文化的老師必須溫文儒雅，處眾和睦，心平氣和，和顏悅
色，讓人有和藹可親的感覺。
　　七、善良
　　傳統文化的老師必須心地善良，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做



好人，把傳統文化仁慈博愛的精神展現出來。
　　八、恭敬
　　傳統文化的老師對一切人、事、物都要恭敬，正如《曲禮》所
說的「毋不敬」，任何時候都要心存恭敬，不要有不敬之心。一分
誠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老師要給學生做出恭敬的
好榜樣。
　　九、節儉
　　養成節儉的美德非常重要，正如老子在《道德經》上所說的：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尤其現在講究環保，節儉是珍惜自己的福報，也是愛護環境。
　　十、禮讓
　　聖人教我們忍讓、謙讓、禮讓，一路讓到底，沒有競爭。「讓
」是性德；大家都讓，這個世界就沒有衝突。
　　綜上而言，如果能夠具備以上十種素質，學習到釋迦牟尼佛和
孔老夫子這兩位偉大教育家的優點，就可算是合格的傳統文化老師
。這樣的老師能夠真正承傳古聖先賢的傳統文化，並且發揚光大，
以優秀的傳統文化來造福人群、造福社會、造福國家、造福世界。
　　附語
　　附帶在此說明一件事，最近有人做文章批評《弟子規》，認為
是清代人編寫的，歷史很短，而且只適用於社會下層人士學習，不
屬於傳統經典。這是對《弟子規》的內容沒有真正了解，才會講出
這樣的話。《弟子規》可說是童蒙經典的集大成，它的內容出自於
《禮記》和古代的蒙書，可說是源遠流長，並不是清代人自己的創
作。它的宗旨是要落實《論語》所說的「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
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裡面包含了孝悌
、忠信、篤敬、仁愛、親賢、學文的重要精神與實踐，是傳統文化



教學極重要的基礎經典。
　　按照《弟子規》去落實，就做到了篤行，而篤行正是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的最終目的，是真正能夠產生利益和力量的環節。
真正落實《弟子規》，就具備傳統文化老師應有的基本德行，能夠
給人做出德行的好榜樣，因為身教重於言教，所謂「其身正，不令
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已經有許許多多的人由於落實《弟
子規》而改邪歸正、棄惡向善、端正心念，獲得幸福美滿的人生，
所以，希望大家堅定對《弟子規》的信心，不要被個人評議所動搖
。
　　以上是我個人對傳統文化老師素質的一點淺見，提供給大家參
考。希望傳統文化的弘揚愈來愈順暢，希望大家齊心合力，為往聖
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最後，祝福在座的諸位六時吉祥、光壽無
量！祝福傳統文化振興昌盛，永世弘揚！祝福祖國國運昌隆、國泰
民安！祝福世界安定和平、盛世大同！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