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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盧叔叔鞠完這個躬之後，隔天這位長者把我叫到客廳，都沒
有其他的人，他足足跟我講了兩個多小時的話，把他人生當中的經
驗跟智慧跟我娓娓道來，那時候真體會到什麼叫和盤托出。我一邊
聽一邊覺得很慚愧，因為這個長者剛好就坐在我的旁邊，我都不知
道他是何許人也，這麼好的寶山差點就沒挖到。但是為什麼沒去挖
？因為他看起來就好像隔壁家的叔叔，很親切。我也從中體會到，
真正有道德、學問的人非常謙卑，所謂稻穗愈豐滿垂得愈低，他絕
對不會在你面前炫耀。
　　我記得盧叔叔給我一句最震撼的話，他說對自己要趕盡殺絕，
對別人要厚道三分。諸位同修，對自己的習氣要怎麼樣？趕盡殺絕
，不能遲疑，你那麼一遲疑，它又生存了好幾天。聖狂之分在一念
，你讓它生存好幾天，請問那幾天我們在哪？就在煩惱之中。所以
對治習氣要愈戰愈勇，你不要停下來又在那裡反省半天，不要，反
省、懺悔就是後不再造，不是行為後不再造，而是念頭後不再造，
馬上把它轉掉。怎麼轉？這個答案相信大家都了然於心，一定是阿
彌陀佛。你在那個時候還在翻經典哪一句話來不及了，直接萬德洪
名搬上來最有效。從這樣去練，不出二年、三年，功夫到，滯塞就
通。你一開始節節敗退，那是很正常的。
　　我記得在看《三國演義》，其中有一幕，趙子龍救阿斗，趙子
龍把阿斗捆在身上，自己這樣單槍匹馬衝出去。面對幾十萬曹操大
軍，他有沒有其他的念頭？沒有！只有一個念頭，一定要把阿斗救
回去，衝出去。諸位同修，你現在也只能有一個念頭，要衝出三途



六道，要衝出輪迴，你這個衝出去的念頭假如稍微遲疑一下，馬上
就像幾十萬大軍又把你怎麼樣？打退回來。幾十萬大軍是什麼？無
始劫的煩惱習氣。阿斗是誰？那天有一個朋友跟我講，劉備的兒子
。阿斗是你的真如本性，要把它衝出去，叫橫出三界。就這麼一個
機會，要把握好。所以，只往前衝，退回來不要有其他念頭，再往
前衝，一定可以衝出去。所以以後遇到低潮的時候，腦筋要浮現趙
子龍那一幕，增加自己的鬥志。
　　盧叔叔這一句教誨我就記在心上。其實這一句教誨在中國的格
言裡面屢屢提到。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這個態度落實，所謂「嚴以律
己，寬以待人」，要能夠「嚴著此心」，嚴格對待自己的心，以拒
外來的誘惑。「須如一團烈火，遇物即燒」，遇到五欲六塵的透惑
，馬上要像一團烈火把它怎麼樣？燒了，不能遲疑。要「寬著此心
，以待同群」，以待一切人。「須如一片春陽」，就好像春天的陽
光，「無人不暖」。所以我們處世要讓接觸我們的人都感受到和氣
，感受到如沐春風，這個綱領一定要抓到。
　　因為得到很多收穫，內心也相當感動，所以當下我就起了一個
念頭，就要跪下去，因為實在太感動了，無以回報，就不自主的跪
下去。我也從中體會什麼叫師道，當一個善知識無怨無悔，不帶任
何的條件，盡心盡力教導我們，那時候我們的內心會自然而然生起
這種態度，那不是勉強的。就在我跪下去的那一刻，盧叔叔年輕的
時候學過柔道，所以動作特別快，馬上一把就把我抓起來，他說使
不得！從那一天以後，我在學院上課，上完，中午吃飽飯，盧叔叔
把我叫過來，來來來，今天聽了這些課有什麼體會、什麼收穫，報
告一下。我把我的體會告訴他，他會跟我說，你看事情看得太淺，
看得不夠廣，來，我分析給你聽。這個在大陸叫手把手教，好像以
前的師徒制，這樣教導，教了兩個月。我們回到台灣，他對我的關



懷沒有減少，我也常常在有問題的時候會打電話向他請教。所以在
這一、二年來，他給我相當多的提攜跟教誨。
　　所以諸位家長、諸位朋友，一個孩子有禮貌，他終生不知道會
遇多少貴人；一個孩子沒禮貌，他終生不知道會遇多少敵人，你看
一個態度就有天壤之別。往往我在課程當中提到這些事例，這些家
長聽完以後，不再說他孩子天生不叫人，回去就很積極教了，所以
很現實。有一個孩子特別明顯，對老師都不叫人，剛好她奶奶那天
晚上來聽課，聽完以後，可能回去就跟她的媳婦還有兒子講，說一
定要教禮貌，才會遇到貴人。所以隔天那個小女孩一進教室，就恭
恭敬敬跟老師鞠躬，老師都很驚訝。這個老師就想到，昨天晚上她
們家鋼琴也不彈了，然後歌也不唱、舞也不跳了，做什麼？練鞠躬
，練了一晚，成果馬上呈現出來。所以父母有禮，上行下效，父母
仁慈，家庭長養一個和諧的氣氛，孩子潛移默化都受影響。所以教
兒教女，我們要先教己，先把自己做好、做到，再循循善誘。
　　除了救失，再來要長善。當然在長善的過程，孩子的習性也會
慢慢消失掉。提到善，大家一定會有一句熟悉的話，叫做「百善孝
為先」。這句話有兩層意思，一個意思是孝為百善之首，另一個意
思是孝開了，百善自然開；孝不開，百善開不了。當初我記得在念
《孝經》，讀到孔夫子講的那句話，「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
也」，真正讀明白了，高興得都坐不住，覺得好像發現寶藏了。君
子務本，根本找到了，不怕不開花結果。我在北京講課，有一次來
了一個五、六十歲的師兄，他上完第一天課，因為第一天教「入則
孝」，他很激動，站在我們老師的旁邊跟我們說到，他說我學佛幾
十年不得力的原因終於找到了，就是孝做得不扎實。
　　有一個三年級的孩子，他剛好放暑假，放完暑假他的母親給老
師打了一通電話，家長一開始就說到，孩子暑假期間進步很多。暑



假進步很多，這一句話常不常聽到？都是什麼？我們當老師的，暑
假結束是要來開訓練營，重新把他們的魂魄拉回來。不只是暑假過
後是這個現象，禮拜一都有症候群，有沒有？有一題數學題叫五加
二等於多少？五加二等於多少？這題數學你們沒算過？這題不好算
。禮拜一到禮拜五，加上禮拜六、禮拜天，會變成多少？等於零還
謝天謝地，為什麼？還沒退步。大部分會小於零。假如等於零，孩
子不會愈來愈難教，只會差不多難教。他禮拜五晚上回去了，明天
放假，看電視看到半夜，隔天又睡到中午，生理時鐘都亂了，所以
禮拜一都爬不起來。所以父母的態度很重要，「居有常，業無變」
，生活要規律，不然孩子一定是都往好逸惡勞的方向去走。
　　結果這個家長接著又說，她說有一天我比較累，躺在床上就睡
著了，醒過來一看，身上已經蓋好被子，她女兒幫她蓋的。接著她
從房門走出來，聞到煮麵的香味，聞到麵的香味，她就順口講了一
句話，她說妳爸爸回來了嗎？她心裡想說，是不是先生把麵買回來
？接著她女兒說，爸爸還沒回來。那怎麼會有麵？女兒說我煮的。
媽媽很驚訝，妳啥時候會煮麵？接著女兒就說，她說我常常站在妳
旁邊看，妳這邊抓一下，那邊也抓一下，所以今天我試試看。結果
媽媽一吃，好不好吃？那個麵有加持力，小孩的愛心，吃起來心頭
特別溫暖。
　　諸位家長，孩子這個行為透露出她哪一些態度、哪一些存心？
有孝心；再來呢？很細心。有孝心之後，很多好的心都出來，因為
「冬則溫，夏則凊」，他會觀察父母生活所需去奉養，所以他變得
細心。再來，觀察力也提升了，然後還有勇於嘗試的心。這些特質
，保證諸位去翻，成功者的特質都有這幾條，那絕對不是長大了才
來練的，從小就培養。所以孝心開，這個孩子還要不要擔心他讀書
的問題？他那個動力就上來了，所謂「親所好」，他就「力為具」



。「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所以他成績不好，這有
損德行，他自己就會自我督促。所以這個孝一定要開。
　　既然知道它很重要，那回去就要落實。一個是以身作則，您能
真正做到，孩子感染這一分德風，他會起而效法；第二個，要跟老
師配合；第三個，夫妻配合；再來，跟生活多做結合。現在的人聽
道理聽久了就會打瞌睡，所以要多用故事給他引導。不然妳試試看
，妳假如只跟他講道理，講了五分鐘，他會打一個哈欠說媽，妳別
說了。不要說小孩，大人當然不會說蔡老師，你別說了，大人會開
始告訴我，你講得真有道理。我們要視思明。所以講課當中也要理
事無礙，道理跟事情搭配好，他聽起來就會比較專注，也比較能夠
領受，因為我們現在抽象思考能力比較差。我們剛剛提到親師合作
，所以在大陸的課程，我們每個禮拜都跟小孩上課，而小孩在上課
，我們都盡量要求家長一起在後面聽，他才知道今天教了「出必告
，反必面」，回去一要求，做一個禮拜就習慣了。假如你不知道教
什麼，又沒有配合好，孩子學就不踏實。所以除了另外跟家長開課
，孩子上的時候還是盡量能到。在上家長課的時候，就應該孩子不
要在，不然到時候，你兒子剛好十多歲，上完課以後就對父親講，
都是你錯，那怎麼辦？所以這個機緣也要分清楚才行。所以這個親
師搭配。
　　記得我第一次是三月十五號到深圳，十五號上完課，隔天一大
早，剛好我住在幼兒園裡面，他們的老師就請我跟大班的孩子上一
堂課程。我什麼都不會，我只會上《弟子規》，我就跟他們上《弟
子規》。一走進教室，我跟一群小朋友說：「來，今天我們來上《
弟子規》」。所有的孩子頭抬起來，「老師，我們都會了，我們都
會背了」。你看這個孩子才六歲，他對於學問的態度是什麼？會背
就好。所以教育要慎於始，當他對學問的態度是會背就好，那他就



會眼高手低，他就不懂得去落實。所以孩子求學問一開始的態度一
定要正確。不只孩子要正確，我們現在要學聖、學賢、學佛菩薩，
態度一定要正確。而這個態度，師長耳提面命，告訴我們，一定要
落實在生活、工作、處世待人，一定要解行相應，我們沒做到就不
能怪師長。
　　看到孩子這麼傲慢，說都學過了，都會了，我也很平和，就在
黑板上寫了一個字，道德的「道」，這個字是會意字，左邊一個辶
部，右邊一個首先的首。所以，道德之人，因為讀經就是要做道德
之人，而道就是首先能夠去力行，這個辶就代表實踐，能做到的人
才是有道德的人。我接著跟孩子說，你們哪一句做到了？孩子本來
頭是高的，聽完，突然想一下，「父母呼，應勿緩」，第一句話怎
麼樣？沒做到，開始頭就低下來。可愛！一講他不對他就反省。大
人呢？面子拉不下。面子拉不下苦了誰？自討苦吃，何苦來哉！看
孩子這樣的態度，我們開始一句一句告訴他如何落實在生活之中。
那一天晚上，其中一個孩子寫日記，第一句話就說，「今天蔡老師
來上《弟子規》，蔡老師說《弟子規》是拿來做的，而不是背而已
」。一個六歲的孩子寫下這一行的時候，印象深不深？那他以後做
學問一定會提起這個態度。另外有一個小女孩，隔天早上就站在她
父母的門前，父母一走出來，她馬上鞠了一個躬，「爸爸、媽媽早
上好！昨天睡得好嗎？」她爸爸很驚訝，馬上跟幼兒園打電話，昨
天發生什麼事了？這個是很敏銳的家長，知道要配合。假如她爸爸
看了以後摸摸她的頭，「女兒，妳今天有沒有發燒？」那就白教了
。配合，進一步成全孩子的孝心、孝行，你愈成全他，他做了之後
愈有法喜。
　　第三點是夫妻配合，先生要把太太的辛苦告訴孩子，太太要把
先生的辛勞跟孩子娓娓道來。妳不要在講到妳先生的辛苦還擺著一



張臉，很嚴肅，不要。家裡要多一些柔情、多一些溫暖，不要硬梆
梆的。妳就泡一杯茶，說「來來來，兒子坐」，很自然就聊起來。
「女兒啊！在妳小學三年級，有一天晚上突然發高燒，妳爸爸可急
死了！那一天把妳送到醫院，在急診室足足待了一夜，後來妳還病
了好幾天，都是妳爸爸在旁邊守候」，把這些辛勞跟她娓娓道來。
當父親的人就可以把母親整個懷胎、生產、養育的辛勞也給孩子講
，因為人都比較健忘，需要提醒。你假如不會講，可以看錄像帶，
了解一下。當然你不要拿一張稿子在那裡念，這樣不感人。一定要
先感動誰？要感動自己，「真感情，好文章」。這樣子一搭配，孩
子就能夠了解到父母的辛勞。今天你是當爸爸的，跟你兒子講，你
知不知你爸爸那時候在打天下多辛苦！穿著木屐來的，還不知道那
天晚上住哪裡！你兒子在那裡聽，說真的還是假的？是不是？講到
最後他會覺得你是老生常談，囉嗦。所以功勞不能自己講，要善巧
方便。
　　第四點是生活結合，教起來就比較活潑。像「父母教，須敬聽
；父母責，須順承」，這個在生活情境常常發生，我有去觀察，孩
子被責罰以後是什麼心境？你們有沒有去觀察？你們處罰完孩子都
不知道他想啥，要去觀察。大半的孩子被打完，腦子裡只有一個念
頭，好衰！下次不要被看到。這樣教誨他有沒有效果？我們說要有
始有終，這個收尾的動作就顯得重要。所以為什麼要有黑臉、有白
臉？白臉專門做後面收尾動作。媽媽罵完了，爸爸走進來，「你媽
媽身體就不好，再生氣會愈不好。你不知道生氣毒素都會冒出來，
都會傷身體，不要再讓你媽生氣」。「你媽為什麼寧可傷身體也要
發脾氣？因為怕你學壞，所以寧可傷身也要教導你，你要看到你母
親這一片苦心。當然要對得起媽媽罵你，挨罵要換得進步，下一次
不要再犯，那媽媽一定也很高興你進步了，你自己也提升。」這樣



收尾，孩子才會回歸到他自己犯的錯誤上面。當老師的人就要常常
幫父母說話，告訴孩子，有時候父母愛你的方式不見得是甜言蜜語
，有時候為了教導你也必須要怒目金剛，要善體父母的用心。從他
的生活當中去教導。
　　再來，可以跟故事做結合，有了故事，孩子的印象就會特別深
刻。在漢朝，有一個孩子叫陸績，當時候他去拜訪袁紹，袁紹是他
的長輩，袁紹請他吃橘子。吃完橘子要道別，他就跟袁紹行禮。結
果這麼一行禮，他藏了幾顆橘子在他的袖子裡面，就滾了下來。袁
紹一看，這個孩子不是很乖嗎，怎麼還藏東西？陸績很緊張，就跟
袁紹講到，他說因為我母親喜歡吃橘子，我希望帶回去給母親吃。
所以「親所好，力為具」。當然在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我會做一個
補充，要不要這樣藏？到時候人家還真以為你偷橘子，那可不好。
可以當面跟長輩直接坦承的說：「可不可以給我兩顆橘子？我母親
喜歡吃」，相信長者也很歡喜。我們問孩子，你媽媽喜歡吃什麼？
他會皺著眉頭在那裡用力想。看他想的那麼辛苦，我就接著問他另
外一個問題，你媽媽知不知道你喜歡吃什麼？他馬上從皺著眉頭破
涕為笑，沒有破涕，馬上露出笑容，什麼什麼，就開始如數家珍，
我媽媽都知道。這麼強烈的對比，我們進一步就說到，「你看媽媽
都知道你喜歡吃什麼，都這麼替你著想，你卻都沒有把媽媽的需要
放在心上」，這麼一點，他就警覺。所以往後出去外面買東西應該
先想到自己的父母才是。這是跟生活做結合。
　　所以孝養父母，我們落實先在教育自己的孩子上。當然，一個
人能夠成就德行，立身行道，這個孝道就能夠全面的圓滿。整本《
弟子規》絕對不是只有「入則孝」教孝，而是從頭至尾都教孝，我
們看到「出則弟」，「兄道友，弟道恭」，兄弟和睦，孝在其中。
所以你兄弟不和，誰最操心？父母。有一位老師，她的先生有一天



就跟她說到，他的妹妹在夏威夷工作，因為經濟上有困難，所以先
生想把一、二年的積蓄全部匯到夏威夷去幫助妹妹。諸位同修，假
如是妳先生，妳要不要匯過去？一、二年的積蓄統統匯。結果這個
太太，她是在教經典的老師，她馬上跟她先生提到，他說你這麼做
我很佩服，你這麼做母親最歡喜，兄妹會很和樂，就跟她先生講，
這一筆錢我去幫你匯。這句話講完，她先生的內心有什麼感受？一
定會覺得我這輩子真有福氣，娶了這個太太。這麼一捨，損失了嗎
？這麼一捨，成全了孝心，成全了兄妹之情，俗話講，家和萬事就
興。所以兄弟睦，孝在其中。
　　「出則弟」當中也提到如何對待長者、長輩，當我們恭謙的對
待長者，這些長者一遇到父母一定會說，你的孩子教得很好，父母
當然也很歡欣。再來「謹」，「朝起早，夜眠遲」，懂得珍惜時間
。當一個人不珍惜時間，他就不珍惜生命，而我們的身命來自父母
，所以浪費光陰其實也是浪費父母對我們的栽培。接著很多的生活
習慣，「冠必正，紐必結。置冠服，有定位，勿亂頓，致污穢」，
你有這些好的生活習慣，那父母才安心，因為你能獨立。接下來「
信」，「凡出言，信為先」，你的言語有信用，社會信用又好，那
你的事業就有好發展，父母當然歡喜。所以，《弟子規》「泛愛眾
」、「親仁」、「餘力學文」做到了，都是落實「入則孝」，「親
所好，力為具」。
　　淨業三福第一福，「孝養父母」，接下來是「奉事師長」。我
們的老師在物質上對我們也沒有任何的要求，所以我們能夠報效、
能夠回饋給師長的，最重要一定是要依教奉行。當能依教奉行，師
長一定最歡喜。我們可以感受到，老和尚是念念繫著眾生，念念繫
著化解災難，促進世界和平，所以可以看到帶頭做了很多重要的工
作，包含在新加坡跟九大宗教相處得好，這確實是做到「行為世範



，學為人師」。因為做得相當好，澳洲就請老和尚去指導，因為澳
洲也成立很多如何化解衝突的學院。在澳洲這段期間，因為做出了
很多的貢獻，結果聯合國也來請益老和尚，請教如何化解災難。老
和尚也告訴他，一定要從人心改變起，要有仁慈之心，而仁慈之心
的根本、愛的原點就在孝道。所以「父子有親」扎根了，就能夠延
伸出來對一切人的一種關懷。在這個世上，唯有孔孟學說跟大乘佛
法才能化解當前的危難。我們明白了，絕對不能繼續看到社會墮落
下去，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來自世界的人都很有善根，聽的都是聞所未聞的道理，但是當
下生歡喜。我記得三月份到澳洲演講，來了兩個大學老師，他們聽
了一天的課，晚上一起吃飯，一位女老師，她不會講中國話，她講
英文，告訴我說，她說今天我才聽二、三個小時，我已經記了六張
筆記，而且她還是同步翻譯過來，她覺得中國這些聖賢的教誨怎麼
這麼好！足足抄了六張。然後她的先生回去以後就在學校辦起了倫
理道德的講座。所以確實是很能接受。我們五月份要到法國巴黎，
就是老和尚直接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建議，要學《弟子規》、要學
《十善業道經》，而聯合國底下有相當多的管轄學校，所以只要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展出去，各國各種種族的人都同時一起學《弟
子規》，那人心一轉，災難自然就轉了。
　　確實，老人家一生表演華嚴的境界，處處都是「學為人師，行
為世範」。那我們也要繼承師長的志向，我們開始也要學為人師。
還有沒有？學為人父、人母；再來，學為什麼？人子；再來，為什
麼妻都排最後？學為人妻，人夫、人妻；再來，學為人君，學為人
臣，學為什麼？對，如何當一個有道義的朋友；再來，學為人媳婦
，有媳婦就要有什麼？要有女婿；再來，學為人公公。您自己的女
兒嫁出去了，希望她的夫家怎麼待她？希望怎麼樣？「將加人，先



問己，己不欲，即速已」，人只要肯拿三分愛女兒之情愛自己的媳
婦，家庭保證怎麼樣？很和樂。和樂全家都好，幹嘛不做？你對你
媳婦很好，她一定會說學佛真好，說不定她這一生成佛的機緣就怎
麼樣？就成熟。所以人生確實，活到老，學到老。
　　這麼多角色，我們只要掌握中國文化的三寶，從這三寶您就可
以把每一個角色都做好，就是君親師的態度，要「作之君、作之親
、作之師」。「君」代表領導者，領導者最重要的要能以身作則，
所謂的身教。所以要影響他人不能只用講的，首先要自己做到，以
身作則。再來「親」，當親人一樣，這是愛護、疼惜。所以面對剛
剛我們提到所有的角色，都應該有對待親人的一種胸襟。你面對自
己的員工也應該怎麼樣？一家親，那你的企業文化、工作氣氛一定
好，你的員工會說，我跟了這麼多長官，就是他最好。再來「師」
，師是教導，也就是機會教育，該教的時候一定要適時的給他指正
。只要我們時時想著我有沒有做到君的精神、親的精神、師的精神
，往往時時這樣觀照，那你每一個角色都會不斷提升。
　　我們剛剛看到，一開始學為人父母，我們發覺到，現在很多父
母覺得孩子不聽話，不好教，老師說學生不受教，老闆說員工怎麼
樣？不好管。所以錯都在誰？都在孩子、都在員工、都在學生。當
每一個人都找別人的錯，天下會怎麼樣？所以有一句話講得很有味
道，「各自責」，每一個人、每一個角色都是自我反省，各自責，
「天清地寧」，天空都顯得特別晴朗；「各相責」，彼此只會互相
責怪，「天翻地覆」。我們來看一下，為人父母者，有沒有做到君
？現在很多家長忽略這一點，都說教孩子是老師的事，不知道他的
身教早就影響甚深，所以他沒有作之君。再來，他說這一條我總有
做到吧？我很愛我的孩子。但是愛要用對方法，不然愛之足以什麼
？害之！所以這個時候你就要告訴他，「寵豬舉灶，寵子不孝」，



下一句是什麼？「寵妻吵鬧」。怎麼是男生記住了？所以這個也要
給他引導一下，不然他還覺得，「你看我全心全意」，還要用對方
法。再來，當父母的有沒有作之師？一有機會點，不是拼命罵，要
能夠恩威並濟。
　　我們接著再來看看，為人老師者有沒有做到君親師？君是身教
，所以一定老師自己要先立身行道才行。而現在教育大半比較注重
如何教書，這個教材教法怎麼教，對於教育愛，誘導不夠，啟發不
深，所以身教就顯得困難。作之親，老師有沒有把學生當作親人？
還是孩子一犯錯，心裡面第一個念頭，「怎麼又來了？」很煩，那
就沒有作之親。第三個，你說那我作之師總有做到了吧？「師者，
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我們現在問教書的老師什麼是道？他
可能會說，「道可道，非常道」。失教二、三代了，當老師的也不
是不願意教，內在也沒有，所以確實這個時代要全面一起來補習、
來學習。我們面對人生這麼多的角色，時時能用君親師來觀照，時
時能提起「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相信家庭一定會有微妙的變化
。
　　好，今天我們就上到這邊，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