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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法師、諸位同修，阿彌陀佛！我們上一節課提到要學佛的
存心、佛的用心，我們的學習從根本下手。佛心就是菩提心。菩提
心，老和尚相當慈悲，用五心讓我們去體會、去領受。五心就是菩
提心，所謂「真誠、清淨、平等、正覺、慈悲」。一開頭我們也提
到真誠的心，真誠的心當然也是落實在生活之中、處世待人之中。
我們從「入則孝」，對父母講話的態度是否誠敬；再來，我們在規
勸他人的時候，這一顆真誠的心是否能夠保持，能夠時時觀照。《
弟子規》每一句話，如果諸位同修懂得心行一如，行為即是存心，
每一句教誨都能夠消歸自性來觀照，相信我們的悟性會很快提升。
　　第一句，「父母呼，應勿緩」，那就時時觀照我們的恭敬之心
。一個人有恭敬之心，對他往後的人生重不重要？相當重要。包含
他在社會與人相交，假如沒有恭敬之心，必然會形成很多阻力，因
為他無禮，別人就會障礙他；當他有恭敬之心，他人生會得到非常
多的助力。所以，阻力與助力只在一個態度，就有天壤之別，所謂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我們為人長者必須對這個很敏銳，所謂
防微杜漸。我們現在年紀大了，在修學的過程很希望自己不要傲慢
，不要輕慢他人，但是可能遇到境界都會伏不住。諸位同修有沒有
這個感覺？明明道理就知道，但是就是辦不到。所以當習氣已經養
成就相當費力。為什麼中國人這麼重視家庭教育？因為了解到習氣
不好伏，一定要在小時候把這些正確態度形成，他將受益一生。
　　對人有誠敬的態度，他做起事來，父母交代的事，他敢不敢拖
拖拉拉？上司交代的工作，他也一定如期完成，所謂「受人之託，



忠人之事」。而做事的態度往往根植於他對人的一種態度。為什麼
教做人這麼重要？因為做人的態度一打開來，對事、對物同樣是從
他這一分對人的存心延伸開來的。荀子也曾經提到，「百事之成」
，所有事情之所以能夠成就，原因在哪？就在這個敬，真誠恭敬，
「必在敬之」；一件事情敗了，「其敗也，必在慢之」，一個人事
業有成就了，開始貢高我慢，那就敗相已露。我們從這裡也理解到
，事情成敗的根本就在真誠心。所以當初我讀到《中庸》裡面一句
話很震撼，「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真誠、恭敬是一件事
情成敗的根本、始末，而不誠，不真誠、不恭敬，無物，絕對不可
能成就事業。
　　很多人會說到，他很傲慢，但是他現在事業做得很大。這樣說
有沒有道理？他這個事業能不能永久？不行，早晚會眾叛親離。所
以一個人沒有真誠的心，沒有智慧，他有福報是件壞事，所謂禍福
相倚，當他沒有智慧，有福報，必然會養尊處優、會恃才傲物，到
時候事業敗下來，過程又造了很多罪業，那就有得受了。所以佛家
講「三世怨」，第一世修福，第二世享福，第三世墮落，而且這一
墮會怎麼樣？萬劫不復。諸位同修，我們現在台灣人在哪一世？第
三世？你跑得比較快。現在是台灣福報現前，在第二世。
　　我當初翻開《菜根譚》，第一句話給我很大的震憾，寫到「弄
權一時，淒涼萬古」。我們看秦檜當時掌權的時候威不威風？很威
風，還用十二道金牌把岳飛調回來，你看他可以一手遮天。但是短
短幾十年，他到晚年的時候權力也退下來，大限來了，等他命終必
然是墮到三途惡道。不只在三途惡道受苦，他還有雕像，在杭州的
岳王廟，跪在那裡，讓眾人唾棄。我看地上很多口水，我看就不要
吐了，吐的話我們又不真誠，因為秦檜也是阿彌陀佛，只是他現在
不知道。不只他弄權一時害了自己，他後代子孫有沒有受影響？所



謂「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現在秦檜的後代敢不敢承認？都不
敢。所以我們看事情要把來龍去脈看清楚，不要羨慕他當下這麼威
風，那可能都是在造業。
　　唯有真誠的事業才可以不敗，甚至於超越時空。我們可以思考
到，孔老夫子死了嗎？范仲淹死了嗎？他們的精神長存。他們的事
業如何做起來的？有沒有非常顯赫的背景？有沒有非常多的金錢？
現在世間人想的，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他第一個念頭是什麼？一定
要先有金錢。確確實實，「人不學，不知道」，不知道道理，往往
把根本當枝末，把枝末當什麼？根本。《大學》裡面就提到，一個
人成就事業一定根本在德行，所謂「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
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結果現在是
，財者，本也；德者，末也。所以現在世間人演出來的戲夠不夠顛
倒？對！養孩子，有錢最重要，德行沒注重，所以變成孩子的奴隸
，因為你都用錢養他，他覺得都是理所當然。我常說，雖然現在沒
有以前皇帝時代的奴婢，但是新時代的奴婢也出來了，孝子孝子，
也顛倒了，本來是孩子孝順父母叫孝子，現在呢？孝順兒子、女兒
叫孝子。
　　我在念師範院校的時候，有一天下午，我的老師剛好走出來。
師範院校旁邊都有一個附屬小學，大半都是教授、老師、大學的員
工的孩子在那裡念，所以看起來「素質」都不錯，這個「素質」要
打框框，就是穿的衣服都有模有樣。一輛高級的轎車駛過來，一個
母親趕快把雨傘打開，正準備要去接她在門口的女兒。女兒一看到
母親走出來，馬上對她說：「妳白痴啊！現在才來！」我們老師本
來還在行走，聽到這句話都愣住了，一動也不動。這個母親繼續往
女兒的方向走過去，對著她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來晚了
！」所以不用德行教孩子，教出來的孩子會讓你的人生有很大的遺



憾。所以「不聽老人言，吃虧會在眼前」。我們閩南話講到，「寵
豬舉灶，寵子不孝，寵妻吵鬧，寵夫半夜爬起來哭，寵女兒難入人
家的家教」。我很喜歡念俚語，俚語都是幾千幾百年積累出來的真
相，你把它好好體會，你人生可以少走太多的冤枉路。所以我們現
在來看，是不是這種現象？很多的寵物你把牠寵壞了，跳到沙發上
面去搞得亂七八糟，主人在那裡，「你給我下來」，牠甩都不甩你
。動物都不能寵，更何況是人？所以寵子不孝。
　　我們也聽到很多的個案，很多農民把孩子栽培到大學之後，又
讓他出國留學，回來以後都不跟父母住，甚至於沒有去探望父母。
因為從小父母就跟他說，「你只要把書念好就好，我以你為榮」，
把他當寶貝一樣守護著，他都沒有做什麼，你事事都幫他準備好，
他只會覺得理所當然。等到大學畢業，有地位、有名氣，他就瞧不
起父母。還有一個個案，養了六個兒子，高不高興？生六個，多子
多孫。給他們都娶好老婆，還幫他們各買了一棟房子，真是盡心盡
力，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結果下場是夫妻兩個沒有地方
睡覺，六個孩子都不養。大兒子找了一個豬舍旁邊蓋了個小木屋，
老夫老妻住那裡。旁邊的鄰居看不下去，對他們說，「要告你的兒
子，叫他們要奉養你！」諸位朋友，要不要告？要不要控告？《朱
子治家格言》說，「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只要告上法庭，絕
對沒有和氣可言；一沒有和氣，整個家庭家族必然走下坡，所謂「
和氣生財」、「家和萬事興」。假如真的告了，法院判他勝訴，六
個兒子輪流奉養，一個人養兩個月，結果夫妻兩個，從大兒子開始
輪到六兒子，輪的過程，他的兒子跟媳婦有沒有孝心？念念想著，
還到法院告我，多不給我面子！媳婦在給他們吃飯都用命令式的，
「你趕快吃，我要收掉了！」每天壓力很大，本來應該陽壽還有二
十年，在這種氣氛之下，三、五年就宣布得癌症，有沒有可能？癌



症從心病起。所以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所以與人相處，要記住「
慎於始」，一開始很重要，你一定要把孩子教對。
　　再來，太太要不要教？先生要不要教？你看我們古代是相夫教
子。我們已經接受聖賢教誨的人又責無旁貸，因為沒有接觸的人他
沒有機會學，我們一定要做好的模範走在前面，讓他們也歡喜的來
學習。剛剛這句也提到，「寵妻吵鬧」，你把太太寵壞了，她就會
一哭二鬧。怎麼你們這麼清楚？再來，「寵夫半夜爬起來哭」，妳
沒有好好管教他，他在外面就流連忘返，妳在家裡就孤枕難眠，獨
自哭泣。最後，「寵女兒難入人家的家教」，你把女兒寵壞了，非
常嬌慣，嫁到人家家裡，搞得人家人仰馬翻、雞飛狗跳，三天兩頭
說我要回娘家。假如你女兒要回娘家，你要怎麼跟她講？你要告訴
她，當人家的媳婦要多看、多聽、少講、多做。很多父母看女兒不
高興，說「來來來！回來回來，爸爸這裡給妳靠」，這樣對不對？
這不是愛女兒，是把女兒害了。
　　人的一生有很多的功課要做、要修，尤其當媳婦的，有一個功
夫一定要練，哪一個功夫？忍功。確實當人家媳婦不容易，因為我
也有經驗，有我媽媽的經驗，要忍。畢竟嫁到夫家，兩個人是來自
不同的家庭，有很多價值觀、生活方式都需要包容、需要寬恕，才
能慢慢合為一體。這是一個過渡，我們要循序漸進。所以這個忍就
顯得特別重要。忍是帶著明白，因為了解到先生家庭帶給他的行為
模式，自然就包容。進一步要引導，往更正確的夫妻相處方向。比
方說，現在小家庭多，夫妻都有工作，也都滿辛苦的，我們也希望
先生能一起幫忙做些家務。男人都比較嬌慣，因為重男輕女，有一
點明顯，不會太明顯，所以男孩大部分都是比較少做家事，我們要
包容，進一步引導。剛好今天先生心血來潮，幫妳洗碗，結果一看
，洗得很髒，十個裡面有九個洗不乾淨，怎麼辦？趕快把那一個僅



有洗得乾淨的拿起來，走到外面去，「哇！這個碗怎麼洗這麼乾淨
？」還讓他看一下，「我第一次洗碗哪有可能洗這麼乾淨？你真有
天分！」妳先生聽完說：「好，下次我再幫妳洗」。所以不只孩子
要鼓勵，一切人都需要鼓勵，這樣可以循循善誘。
　　除了一種寬恕的忍，另外為大局著想。夫妻的相處，對於整個
家庭氣氛是直接的影響。有一個女孩，十多歲就離家出走，因為父
母常吵架，所以她覺得家沒有溫暖，恨不得趕快離開。在這樣的家
庭氣氛成長，內心非常的空虛、非常的脆弱，很消極。所以她十多
歲就在社會流浪，接觸的人也相當複雜。她說她最強的一個能力就
是跟人家打架，而且沒有輸過，女的。為什麼沒有輸過？她說她跟
人家打架都全力以赴。她說恨不得對方把她打死她才快活。她根本
不想活。所以跟一個不想活的人打架，絕對打不贏。我們聽到這裡
，我們去感受一個人對人生這麼絕望，很可憐。後來遇到她的先生
，她的先生說很愛她，不希望她離開他，所以就拿毒品給她吸。這
樣是不是愛她？她先生口口聲聲，我不忍心讓她離開我。那不叫愛
，那叫欲望、叫控制。這個女孩接受訪問的時候三十出頭，她說她
現在最掛念的一件事就是她的女兒，她女兒才幾歲，她不希望她女
兒的人生再重蹈她的覆轍。所以你看，一個人生走得這麼崎嶇的人
，她的內心還是有這一分愛，希望她的女兒不要像她一樣。所以其
實人都不願自甘墮落，我們應該用一分真誠心去做誤入歧途人的明
燈、的助力。當然這個根本問題還在家庭的影響，影響了她的人格
。
　　所以夫妻要理解，家庭的氣氛直接影響孩子一生的人生態度。
因為我的父母，我們從小到大，沒有在我們面前吵過一次架，沒有
，私底下也沒有。不是說孩子在的時候不吵，孩子不在就什麼渾身
解數就拿出來，這樣也不真誠，遲早會露出馬腳來。我就從這裡體



會到，我母親忍的功夫很好，顧全大局，成就孩子，這就是母親偉
大之處。人欠你，天還你，所以人不要怕付出，你愈付出，福分積
累愈厚，保證中晚年以後福報一定現前，所以吃虧是福。我母親退
休差不多十年，因為對家庭無怨無悔，所以公公婆婆沒話說；小姑
、小叔從小她都照顧到，因為我父親是長子；孩子也盡力照顧，所
以五十多歲福報現前，也不用工作，然後孩子不用擔心，家庭對她
都很尊敬。所以一個人的福分在什麼時候享？晚年時候享，那是真
正的福分。
　　所以教女兒要教忍，而不是放縱她。我記得小時候，我的外公
、外婆到我們家來，當然來的次數很少，十隻手指頭可能都算得出
來。每一次外公、外婆來，我都會看到一幕，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我的外婆就拉著我奶奶的手，就開始說到，「哎呀！我女兒嘴巴不
甜，我女兒動作慢吞吞的」，我的外婆就開始把我母親的缺點從頭
數落到尾。然後一路走就一路講，講到兩個老人家都坐到椅子上面
，接著就是我奶奶開始講，她說沒有，這個媳婦好，好在很認真照
顧小孩，好在哪裡哪裡。諸位同修，兩個老人家演出這場戲我看不
懂，怎麼可能罵自己的女兒？現在長大了，人情練達皆文章，壞的
自己講，好的留給他人講，我們這樣的態度才是真正愛護自己的女
兒。
　　確確實實，人生的道理我們要抓到根本，不可在枝末打轉。所
以當我們明瞭到真誠的心是成就事情的根本，做起事來就不會顯得
太複雜。當初楊老師，那時候在澳洲打了一通電話給我，那時候我
正準備考試，因為已經把老師的工作辭掉了，要回學校就必須重考
，老師也交代說你好好考，我就參加了好幾次的考試。我記得第一
場考試，一百九十一個人報名，錄取二十一個進複試，我進去了。
那個學校就在我們家對面三百公尺，我在那裡打如意算盤，以後可



以以校為家。二十一個進複試的人只有一個男生，其他二十個都是
女生，那一個男士你們認識嗎？我記得我要進入考場以前，我就合
掌對著這片土地講，我說只要你們保佑我考上，我一定盡心盡力教
你們的子孫。突然覺得頭皮發麻，想說應該十拿九穩。我要進去考
試以前，那個學校的工作人員、學校老師還告訴我，我們學校最缺
男生。然後我一進去，考場的主考官看到我對我說，今天還有男生
！結果考試結束，在家裡等放榜，沒上，備取。去考了高雄縣，也
備取。考高雄市，幾千個人考，錄取一百二十多個人進複試，我也
進去了。
　　所以從頭考到尾，每次都有機會，但是每次都失望。我父親陪
我去考試，考到後面，我說爸，你就別跟我去了，我實在太不忍心
了。後來考完最後一次，確定沒上，我的內心沒有失落感，「一飲
一啄，莫非前定」，一切佛菩薩安排，不要有順境、逆境的分別。
只是在這次考試我相當遺憾一件事，因為有很多的朋友幫我念佛、
幫我誦經，害他們失望，過意不去。我馬上載著《弟子規》課本、
載著一些法寶，到淨宗學會去發放，那幾天為了考試，想做的事都
不能做，很難受，開始發放。
　　結果，剛好楊老師回來，我就上台中，楊老師見到我，第一句
話就告訴我，她說你還沒有考以前，我早就確定你考不上。楊老師
為什麼這麼說？她說，因為我已經在老和尚面前拍了胸脯，我有一
個姪子馬上可以跟著我一起到海口去推展中國文化。所以，楊老師
的願力已發，這個感應道交不可思議。楊老師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但是根源在誰？在自己。因為我又沒有求要考上老師，我們求的是
能夠為教育、為文化付出，所以佛菩薩一定會安排到最適當的位置
。所以要信佛，遇到逆境，那也是對你最好的安排，你都可以在當
下提升自己的境界。因為我們確實已經體會到文化、德行的重要，



所以這一分安排，我們接到以後也非常平和，就邁向這個路途去。
　　要去以前，我的父親還是擔心，他就對我說，他說這樣的事情
不好做，可能一千個人當中，一、二個都不一定能做到。有沒有道
理？我就跟我父親提到，我說雖然九百多個人沒有做到，但是還有
一、二個人做到。所以我們是要去問這九百個人如何沒做到，還是
要問這一、二個如何做到？寧為成功找方法。假如這做到的志士仁
人，他必須有很多的錢，他必須是立法委員的兒子，必須是高官的
兒子，那這件事我也別做了，因為我也沒能力，我沒有這些條件。
假如它並不是需要這個，而是需要另外的東西，而我們也有，那當
然要去做。所以我就舉到師父上人，我跟我父親講到，老和尚來到
台灣舉目無親，又沒有錢，很窮，憑的是一顆向學之心、一顆仁慈
之心，所以感動了三位好的老師教導他，不只沒錢供養老師，還時
常老師請他吃飯。因為這一分弘法利生仁愛之心，所以感來這麼多
的護法護持他、幫助他。所以一點都不複雜，只是一顆誠心。所以
老和尚也印證《中庸》說的真實不虛。所以成就一件事並不複雜，
所謂「至誠感通」。
　　我父親聽我這麼講，他也不強我所難，他說你先去做看看。我
接著也跟我父親提到，我沒有妄想說中國文化可以在我面前開花結
果，畢竟我已經走入教育，也看到聖賢教誨的重要，已經看明白了
而不做，對不起良心，一輩子都不會快樂的。所以文化不要在我面
前斷根，我就心滿意足了。後來到了大陸去，確實，我們真心去做
，感得佛菩薩加持，而且老和尚的威德在中國大陸有相當大的影響
。所以真正辛苦的路不是我們做學生的人走的，辛苦的路誰走過？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那一天剛好聽到老和尚不經意的一句話，他
說一開始講經二十多年，都是一個人飛來飛去，哪有像我們現在走
到哪都能遇到老和尚的弟子給我們協助，給我們護持。這麼難的路



師長都走過，我們更應該效法，應該全力以赴。所以「誠者，物之
終始」，只要有一分誠心，絕對可以讓家庭非常的和樂，事業非常
發達。
　　在《弟子規》「信」的這個部分、「泛愛眾」的部分，也都是
在實踐我們的真誠心。像「泛愛眾」提到，「待婢僕，身貴端，雖
貴端，慈而寬」，所以縱使家裡的佣人，我們依然要了解，他是本
覺本有，我們應該真誠平等心對待他。有緣才能相會，所以應該珍
惜這一分緣分去愛護他、去教育他，希望他明理之後能改變自己的
人生，改變他世世代代子孫的命運。您在當下就是真誠現前。古代
君臣有義，都流露出一種以身作則，對下屬真誠愛護的存心。所以
一個組織帶不好，絕對不能怪下屬，要反過頭來反省自己。
　　在堯舜時代，堯帝剛好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了兩個犯人，堯
帝很緊張，馬上跑過去，問士兵說，他們兩個犯了什麼罪？怎麼被
抓起來？犯人直接回答到，我們兩個因為偷人家東西被抓，我們也
是不得已，因為久旱不雨，我們沒糧食吃，才走此下策。堯帝就對
士兵講到，他說你把這兩個犯人放掉，把我抓起來。士兵很驚訝，
怎麼可以把君王抓起來？堯帝接著說到，我犯了兩大過失，第一個
，因為我沒有德行，所以上天才久旱不雨；再來，我沒有把我的子
民教好，他們才會偷人家東西。所以最應該處罰的是我，而不是他
們。一個領導者有這樣的德行，必然感動一國之人都崇尚自我反省
、崇尚道德，整個國家的人心一轉，依報又隨著正報轉。所以古代
的官員，我們說叫「父母官」，確實是時時把人民放在心上。堯帝
的話才講完，天空馬上飄來烏雲，降下甘露。諸位同修，我們現在
有沒有這個功夫？你們怎麼搖頭？「勿自暴」，你看這個時候《弟
子規》都忘了。感應是隨時現，真實不虛，所以真心能感。
　　在元朝時候，有一個人叫李忠，他是一個孝子。那個時代發生



了一場大地震，一萬多戶人家倒塌，結果這個地震震到他們家的時
候，突然分成兩段，然後經過他們家以後，那個震央又合在一起。
所以所有人的家裡都倒了，就他們沒倒，孝感天地。諸位同修，地
震的時候你們家會不會倒？要問自己，感應絕對是真實的，要有信
心。另外有一個讀書人叫包實夫，他遇到了一隻老虎。你遇到老虎
會怎麼樣？不可以驚慌失措，要真誠拿出來。他馬上跪下來，對老
虎講，我的父母都七十多歲了，我希望好好奉養他們，被你抓到是
我的命，希望我奉養完父母再來讓你吃。真誠能感萬物，所以老虎
當下就走了。那個地方後來被稱為「拜虎崗」，就因為這個孝子留
名。諸位同修，老虎來了，你會不會驚慌失措？人生有很多際遇很
難講，你要隨時準備好。所以真誠確實能感。
　　記得我第一年教書，有一隻蚊子，我半夜在睡覺，牠來叮我，
怎麼辦？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蚊子也有，所以當牠在叮我
的時候，我們就想起要廣修供養。所以睡覺也可以修普賢十願，讓
牠吃飽，我們跟牠沒有高下之分。牠在叮我的時候，不能只做財供
養，還要做什麼？還要做法供養，我們就用真誠跟牠溝通，說你很
可憐，因為愚痴墮到三惡道，你一定有真如本性，所以要跟著我一
起念佛，就用意念觀想佛光照牠。很有意思，你乖乖的讓牠咬，牠
也咬得很自在，然後飛起來的時候不大會癢，往往是你要去打牠、
趕牠特別癢。我就看牠飛起來，就停在牆壁上，牠停在那裡，我也
沒有去做什麼，過了兩天牠還在那裡，不動。我就很好奇，就走過
去，結果手稍微碰一下，牠已經死了，而且死的時候是站著走的，
已經死了還黏在上面。當然，我們不敢保證牠有沒有往生，但最起
碼我們這一分誠心牠一定可以感受到。說不定二十年以後，突然有
一個人在底下聽課，對我頻頻微笑，那可能就是二十年前怎麼樣？
所以，道就在時時刻刻，你時時刻刻都在道中，哪有不會法喜充滿



？
　　像我去給同事請客，吃素的都會有一個下場，就在邊邊角角吃
，不是一桌就是兩桌，有時候看別人在那裡吃肉又不舒服。修廣修
供養的機會來了，你知道在吃飯當中有多少冤魂在飄嗎？這個時候
你要用真誠的心開始勸牠們，「冤冤相報，沒完沒了」，所以盡此
報身，你們現在捨這個身了，不要起瞋恨，趕快要起懺悔心，要起
發願往生西方的心。用意念跟牠們溝通，然後接著要把方法告訴牠
，要把十念法，念十聲阿彌陀佛，教給牠。你去給人家請客的時候
你就不會不自在，而且會覺得太有收獲。有時候到海產店去吃飯，
水族箱裡的眾生可能今天都不一定活得過，所以我們走過去，就跟
每一個水族箱的眾生皈依，皈依過後一定要勸牠放下瞋恨心，也把
念佛的方法教給牠。所以我們人要看得深遠，很希望二十年以後，
牠們也可以跟我們結法緣，同生極樂國。當我們有這一分心，能感
受到一切萬物，只要我們真誠，都可以感通，時時處處都應該提起
為佛法、為眾生的心境。
　　好，這一節課我們先講到這邊，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