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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法師、諸位同修，阿彌陀佛！我們的真誠要在一切時一切
處當中保持下去，生命當中就會有相當多的好戲連台。《弟子規》
最後兩節，「親仁」跟「餘力學文」，我們面對仁德之人，面對善
知識，也要真誠對待。對善知識如何真誠？中國特別重視師道，因
為唯有師道、孝道，才能讓文化延續下去。父母給了我們身命，老
師給了我們慧命。而真正對老師最重要的回饋，叫依教奉行。
　　在明朝末年有一個忠臣叫左光斗，後來這位大臣被封為「左忠
毅公」。他在一次科舉考試當中，因為擔任主考官，念念想著能為
國家舉棟梁之材，所以還沒考試以前，他就微服出巡，穿著平民的
衣服，到一些寺廟去巡視。諸位同修，為什麼到寺廟巡視，沒有到
酒樓、飯店去巡視，為什麼？因為酒樓、飯店住的都是養尊處優的
紈絝子弟，而往往在寺廟住的都是一些窮書生，都抱持著「十年寒
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一種鬥志。所以從這裡我們也體會
到，一個家風要能夠傳承下去，絕對不能養尊處優，好逸惡勞。假
如這樣下去，保證家風不可能延續三代，所謂「富不過三代」。這
句話現在不大適用，要與時俱進，改一下，叫「富不過一代」，很
多一代到晚年都敗喪掉。所以對於教育孩子一定要有正確的觀念。
曾國藩先生提到，看一個家風是興是衰，看三件事，第一個，子孫
睡到幾點。諸位同修，你們現在孩子睡到幾點？第二個，有沒有做
家事；第三個，有沒有讀聖賢書，從這三個角度看。諸位同修不要
皺眉頭，來者可追，現在開始一定要用正確的方法教。
　　左公就到寺廟去巡視這些書生。剛好看到一個書生寫了一篇策



論，累得睡著了，趴在桌上，他走向前，看完這篇文章，內心很感
動，體會到這麼年輕的讀書人就有憂國憂民的胸懷，所以忍不住把
他的大衣脫下來蓋在他的身上。我們從這個動作可以了解到，讀聖
賢書、有學問的人念念想著要栽培人才，他絕對不願意聖賢的教誨
在他的手上斷送掉。所以他可以沒有孩子，他絕對不能接受自己沒
有把聖學傳下去。所以諸位同修，我們有一顆好學的心，絕對得到
貴人相助，絕對得到冥冥當中佛菩薩的加持。後來正式考試，當左
公改到這個卷子，看完文章，馬上感受到這一篇就是這一位書生寫
的，這個書生叫史可法，給他面署第一，狀元。因為按照規定，所
有考上的書生都要認主考官為師，所以那一天史可法到了老師的家
中，老師看了很歡喜，對著他太太講，他說往後繼承我的志業不是
我的孩子，而是這個學生。
　　後來史可法跟老師同朝為官。但明朝末年宦官當政，老師被陷
害，進入獄中就很危險，被嚴刑拷打。史可法相當的擔心，透過各
種管道希望能夠到獄中去看老師。後來感動了監獄的士卒，就建議
他化妝成撿破爛的模樣潛入監獄。史可法走向老師所關的地方，當
他看到老師眼睛被燒紅的鐵片已經燒得面目全非，膝蓋以下又被切
掉，看了痛哭失聲，就撲過去。老師因為耳朵還聽得到，一聽到史
可法的聲音，馬上用他的雙手把黏住的眼皮拉開來，用他的眼睛看
著史可法，對他說，他說你是什麼身分？你是國家的棟梁之材。假
如這個時候你又被奸人所害，國家將陷入非常危急的狀況。與其被
奸人所害，不如現在我就活活把你打死！他老師馬上撿起地上的石
頭往他的方向扔過去。史可法看到老師這麼震怒，也快速離開。諸
位朋友，他的老師已經面臨生死關頭，但是他的心中時時刻刻念的
是什麼？念的是江山社稷，念的是自己學生的安危。
　　後來左公去世了，史可法也擔任國家很多重要的職位。當史可



法領兵在外戍守邊疆，他晚上都沒睡覺，跟著士兵，士兵分成三組
，跟他背靠背休息。他的士兵看不下去，勸他，「大人，你再不休
息，身體受不了」。史可法對著士兵講到，「假如我去睡覺，國家
陷入危難，那我就對不起朝廷，更對不起我老師的關愛、教誨」。
所以確確實實，時時依教奉行，不敢稍有閃失。史可法回到家鄉，
第一件事不是去看自己的家人，而是去看他老師的太太，還有老師
的子孫，真正做到「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從史可法與老師之間
的一分情義、恩義，我們可以從中體會到，應該如何來對待自己的
師長，一定要誠敬的學習，所謂「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誠敬
得十分利益」。
　　有一段開示很有味道，提到學子分四等，上等學子能接受師長
的折磨，忍耐上進；中等學子能接受師長的鼓勵，發憤圖強；下等
學子能接受師長的讚美，愛中成長；劣等學子什麼都不能接受，事
事叛逆。諸位同修，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人貴自知，我們是哪一等
心裡要有數；再來，我們現在用哪一等教法在教小孩？所以范仲淹
出得來嗎？這些聖哲人出得來嗎？大半都在哪？培養出來都是溫室
裡的花朵，一出來就謝掉了。我們一定要期許自己當上等學子。為
什麼？為什麼要折磨？因為對治習氣你要咬緊牙關，「玉不琢，不
成器」。而且我們常常提到，四弘誓願第一願叫「眾生無邊誓願度
」，而我們沒有接受折磨、忍耐，智慧出不來，能力出不來。所以
你晚一天成就，眾生就晚一天離苦得樂。你有這樣的胸襟、這樣的
志向，你就很快能成就道業。而大乘佛法大根大本就在慈悲心。所
以我們當父母的人就要趕快把德行、智慧提升，才能造福小孩；我
們當老師的人要快速累積教學經驗，才能造福我們的學生。
　　所以當初，剛好我在台中楊老師家裡，接到我師範院校同學的
電話，提到有一班學生是全校最難帶的，問我要不要去帶？我們當



下跟他說，我一定去。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其實更重要
的，我們希望能夠在短時間之內快速累積教學經驗，不能讓孩子的
人生空過，我們愈早明白，他們愈早得利益。在大陸演說的時候，
我們很多的老師都很年輕，都把教學的例子在課堂當中講出來，有
退休的老師走上前來對我們說，我教書四十多年，跟學生都沒有這
種感覺。所以真的，一個人的能力不一定是時間積累出來，還有更
重要一個因素，是有沒有用心、有沒有使命感。所以當我們能當上
等學子，將是給師長最大的回饋。
　　「餘力學文」裡面也有提到，「讀書法，有三到，心眼口，信
皆要」，所以當我們拿到經典，恭恭敬敬的讀，不打妄想，是真誠
恭敬對書本。而一個書本都是無量因緣的促成。佛經都是很多高僧
大德到西域去取來，去了上百人，回來的寥寥無幾，這些高僧大德
用生命供養我們。玄奘大師說，「寧向西方一步死，不向東土一步
生」。諸位同修，我們拿什麼回饋給玄奘大師？就是至誠恭敬把經
典學好，這樣才對得起他們，也對得起我們的良心。除了要冒著生
死把經典運過來之外，當下朝廷還要成立譯經團，上百人，甚至上
千人，成就這個大事因緣。接著歷代很多的戰亂，都必須有心人把
它保護好，才能傳到我們手上。像這一本《弟子規》，就是清朝李
毓秀夫子，相當有真知灼見，他提取孔老夫子在《論語．學而》第
六章的一句重要教誨，這一句教誨就是「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
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七個做人處世
的綱領抓到，把它編成這一本《弟子規》。雖然只有一千零八十個
字，卻做到了綱舉目張，這沒有高深的學問絕對辦不到。楊老師又
用她的真誠，一筆一劃寫出來供養我們。所以得來不易，我們用這
一分誠敬的心來學習、來實踐。
　　真誠心、清淨心，怎麼修清淨心？就是不受到污染，保持我們



的清淨。什麼在污染我們？七情五欲是污染。當然我們對七情五欲
要有很高的警覺性，所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諸位同修，您
現在假如不起七情五欲，那您一定要來找我，您不能再坐在家裡，
要出來弘法利生才行。所謂「八風吹不動」，八風是哪八風？利、
衰、毀、譽、稱、譏、苦、樂。諸位同修，您看看這八風，您最常
吹哪一風，然後你就要很小心，要有高度警覺性。利、衰、毀、譽
、稱讚、譏毀，還有苦跟樂，當這八風吹過來，我們馬上情緒就波
動了，就被污染，要趕快起覺照，不能讓它繼續下去，不能回過神
來又過了三天，那三天又浪費掉了。諸位同修，哪一風最厲害？
　　在宋朝時候，有一個讀書人叫蘇軾，他跟當時候一個高僧常常
有交流，佛印禪師。剛好那一天蘇東坡坐在蒲團上，覺得自己沒有
什麼煩惱，心很清淨，就作了一首詩，「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
；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境界能不能貪？很多人坐了覺得很
舒服，都不想去跟別人講話，因為一講話把我的清淨都打亂了。這
種清淨不是真的清淨，清淨是要在五欲六塵當中鍛鍊，都能夠不受
污染。所以老和尚說，去逛百貨公司鍊清淨心，鍊定功，看了這個
五顏六色的東西如如不動。蘇東坡就把這首詩叫人傳給佛印，佛印
大師拿來一看完，給他批了一個字，叫「屁」。一拿回來，蘇東坡
一看，馬上火冒三丈。八風動了沒有？人家對他的譏毀馬上就受不
了，就衝到禪師門口來。結果還沒進門，看到門前貼了兩行對聯，
講「八風吹不動，一屁打過江」，馬上就把他氣得渡江而來。蘇東
坡一看，覺得很慚愧。
　　蘇東坡這個慚愧沒有到底，又有一次跟佛印一起禪坐，坐完以
後，他就跟佛印講到，他說你看我坐在蒲團上面像什麼？佛印說你
真像一尊佛。蘇東坡說，我像佛，佛是無上，那我不就贏定了嗎？
他就問佛印，那你覺得我看你像什麼？佛印大師說，你覺得呢？蘇



東坡說，我看你像一坨糞。因為佛印大師身材比較胖。結果蘇東坡
很高興，回到家裡洋洋得意。家裡的人一看就問他，你在高興什麼
？他就把這段過程說了，你看我像一尊佛，他像糞。家裡人就告訴
他，你輸得太慘了！佛印禪師心中有佛，見人是佛；你心中有糞，
見人是糞。所以佛菩薩看眾生都是什麼？都是佛。從這裡，相由心
生，我們要好好觀照自己。
　　七情五欲是污染，七情是喜、怒、哀、懼、愛、惡、欲。其實
說實在的，只要我們是用情欲在對待一切人，縱使當下跟他處得很
好，到頭來都有流弊問題。因為情欲它的本質是控制、是佔有，到
時候緣分不具足，必須分開的時候，那就苦了。所以愛一個人絕對
不能產生佔有欲。有一對夫妻好得不得了，所有的人羨慕得要死，
結果先生突然意外去世，太太過沒多久自殺了，她無法接受一個人
生活。所以你真正愛你的伴侶，應該是時時想著，假如我不幸離開
的時候，他還能夠過得很快樂。應該用這樣的方式去經營才是理智
，而不是膩在一起。這個欲，財色名食睡，五欲，我們一定不能讓
這五欲污染。我們來看看，財、色、名、食、睡，懂道理，自然而
然就很有免疫系統，有抵抗力。
　　我們都了解，財是不是搶來的？絕對不是。「一飲一啄，莫非
前定」。所以只要積功累德，該是你的絕對跑不掉。「財物輕，怨
何生」，當我們能捨財、能讓財，表面上看好像失去了，事實上這
一個讓財，將帶給自己莫大的方便。怎麼說？在五代時候，有一個
讀書人叫張士選，他的叔叔跟他父親，兩個兄弟，因為父親比較早
去世，所以他的叔叔把撫養長大。當他已經成人了，他的叔叔把他
叫過來，說我現在把爺爺留下來的財產分成兩份，一份給你，一份
給我。諸位同修，這樣好不好？他的叔叔有七個小孩，張士選馬上
跟他叔叔講，不應該分成兩份，要分成八份，因為我有七個兄弟。



本來叔叔很堅持要分成兩份，但是看到自己的姪兒這麼樣肯定，一
定要分成八份，後來也就分成八份。這麼一讓財，成就了什麼？首
先成就了他的德行，他不貪。一個人不貪，一個人欲望愈低，智慧
愈彰顯。後來他走到京城趕考，剛好遇到一個道士，看著他的面相
就對他說，年輕人，你的臉上有很多陰騭紋，你積了很厚的福德，
你這一次考試必然會高中。後來確實順利考上，家風、家道很快就
興旺起來。所以讓出了他跟後代的福分，也讓出了整個家族的一團
和氣。所以捨財、讓財，絕對利人又利己。
　　不只要讓錢財，自己有才能也應該多多盡心盡力幫助別人，所
謂「己有能，勿自私」，會的能力都應該盡力去服務他人。當我們
這麼做的時候，也在做法布施、做財布施，用內財、用智慧，當然
就會得財富，又得聰明智慧。孩子這一分服務他人的心一定要從小
扎根。我小時候就比較熱心，熱心比較好聽，那時候我記得同學都
寫我比較雞婆。這個特質在人生的體會上，也印證確實法布施得聰
明智慧。記得那時候我參加老師的考試，之前我在補習班補了四個
多月，要考十三科，我已經離開學校好多年，那些內容都顯得很生
疏。但是一件事情的成敗首先在信心。因為我分析了一下，我沒交
女朋友，所以心比較定，第一個贏的地方。第二個，我有佛力加持
，他們可能沒有。因為我們是為了教育，為了承傳正法，所以一定
會得佛力加持。再來又告訴自己，只剩這麼短的時間，上課的時候
聽完馬上要會，絕對沒有時間打包回家消化。所以每一節課都非常
專注。
　　我記得大半都是女同學來準備，我都坐在第一排，旁邊都是女
的，百花叢中過，不是，百花叢中一點綠，很有意思。後面的同學
都知道前面坐了一個男生，因為比較高，頭都突出來，所以後面的
人沒見過我，但是都知道前面坐了一個人叫師兄，因為她們知道我



學佛，都叫我師兄。我考上師範院校，還有同學跑過來說，你是不
是就是那個師兄？因為很明顯，一個男生坐在前面。
　　所以很多女同學過來問我問題，我都很盡心盡力教她，教到很
多男同學跑過來說，我好羨慕你！他沒有看到重點，因為我們希望
能夠給與這些同學一些幫忙。在這個過程當中我突然體會一個道理
，當我在教她的時候，不是她得最大利益，而是我得最大利益，她
只是學會把這一題做好，我必須提升到把她教會。所以解題的能力
愈來愈強，思考事情方方面面。所以後來，我連續考了三年的數學
科，後面兩年根本沒有時間念書，結果考下來的成績，第一年八十
八分，第二年九十分，第三年八十八分。因為境界已經怎麼樣？提
到不容易掉下來的程度。所以確實，法布施得聰明智慧。所以要捨
內財、捨外財，捨經驗、捨智慧幫人，那你孩子的心量就無限擴寬
。為人父母也要演出清廉，不愛財、不貪財的態度。這是「財物輕
」。
　　在漢朝時候有一個讀書人叫楊震，他在擔任東萊太守的時候提
拔了一個讀書人，那個讀書人叫王密。後來王密也升官到了昌邑縣
的縣令，離他很近，他就拿了十斤黃金要來謝謝楊震。那時已經晚
上，當楊震看到之後就對他說，他說令兄，我這麼了解你的才華，
所以提拔你，你怎麼這麼不了解我？接著王密就跟楊震說，沒有關
係，這是我要感謝你，反正沒有人看到。楊震接著對他說，他說怎
麼會沒有人看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還有沒有其他人知？
神目如電，那個一收，閻羅王那邊就記上去了，哪有不知的道理！
王密一聽很慚愧，就把錢拿回去。一個祖宗不貪財，樹立了家風已
經數千年不衰。因為楊家後來改成「四知堂」，哪四知？天知、地
知、你知、我知。所以當他的後代子孫一走入家裡的門，先看到什
麼？「四知堂」。所以這個風範垂範後代子孫。諸位同修，我們的



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所以我們一定要當上等
學子，要好好折磨、忍耐，您這一生的行持將產生永垂不朽的影響
。
　　再來，五欲第二，色欲，女色。我常常會問，唐朝楊貴妃還沒
有出現以前，出現了開元之治，天下大治；楊貴妃出現以後，從開
元之治變成安史之亂，天下大亂。所以誰造成的？諸位同修，誰造
成的？當唐玄宗帶著楊貴妃跟軍隊一直逃亡，幸好唐朝有餘福，有
忠臣幫助它，張巡、許遠死守睢陽城，把安祿山的大軍整個擋住，
不然唐朝很可能就滅亡。軍隊走到一個地方停下來，說楊貴妃不死
，我們就不走，這個時候唐玄宗頭低低的沒說話，後來楊貴妃就死
在那裡。誰應該對安史之亂負最大的責任？萬法因緣所生，緣在楊
貴妃，因在哪？因在唐玄宗好色。假如是堯帝、舜帝，楊貴妃來有
沒有用？所以很多話把真相都講出來，色不迷人人自迷。
　　如何能有定功，不被色所迷？也要從小扎根。所以您要擔心以
後孩子會被色迷，那是多餘的，現在要養他浩然正氣。這個色關不
過，很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尤其現在誘惑
又很多。所以，孩子的定功，還有我們自己的定功，要在平常鍊。
《弟子規》講，「非聖書，屏勿視，蔽聰明，壞心志」。還有定功
不夠，不可以勉強，所以「鬥鬧場，絕勿近」，一些聲色場所絕對
要避免。當我們能夠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能夠在平常就這樣下功夫，定性就會慢慢形成。中國話講，「飽暖
思淫欲」，所以往往太好命才會犯色戒，每天游手好閒，那特別危
險。
　　我們要理解到，因為正氣不足，才會為邪所奪。正氣來自於哪
裡？來自於人生有沒有志向，來自於人生懂不懂得盡做人的本分。
當他從小就立志要當一個孝子，那他絕對不會做出讓父母丟臉的事



，因為「德有傷，貽親羞」。當從小讀書，你告訴他，國家對你有
多少栽培，老師對你有多少的愛護，你學有所成一定要回饋社會。
當他的思想觀念都是這樣的存心，他就長養正氣。當一個人有正氣
，一遇到邪氣，他會渾身不舒服，自然就會敬而遠之。所以假如現
在我們到舞廳去，可能一進去聽到那個音樂，三分鐘頭都快暈掉了
，就趕快跑了，已經有正氣就可以感受到邪氣不可待。
　　在《孟子》的教誨當中也提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
為大？守身為大」。事奉父母，人生第一大事；守節哪一件事最重
要？自己的身，不能壞了名節。在一間著名的大學，有一位老師是
這個大學一個學院的院長，後來因為嫖妓，四十多歲的教授，當場
被換了工作。而且他這個名譽的損害不只害了自己，還會讓家人抬
不起頭；不只對不起家人，對不起父母，更對不起國家社會對他這
麼多的栽培。所以人生一定要謹慎，所謂成名於一生，但是毀掉可
能在頃刻之間。而守身有莫大的利益，成就了自己的德行，又可以
感得來生很好的眷屬，又能讓後代子孫有好的榜樣。所以守身相當
重要。
　　現在社會現象也很亂，我們也發覺到有很多一夜情的狀況，此
風不可長，我們也要常常在一些場合當中，能夠把守身的重要性跟
有緣的朋友分享。很多守身的益處，不守身所產生的禍患，在《壽
康寶鑑》、在《安士全書》當中都有非常多的事例，我們要轉相教
誡，多督促。因為一有督促，每個人的正氣才提得起來。有時候很
多工作場合的氣氛，都還會講一些綺語、一些很輕慢的話，那都在
助長邪氣。有這樣的現象我們絕對不能一起起鬨，不能隨波逐流，
當你那時候非常嚴肅，他們可能就會收斂。
　　這是財、色、名、食、睡。這個名我們也要理解到，名不是拿
來炫耀，名是代表背後的責任，要照顧好員工、照顧好人民，我們



才對得起這個名，所謂名符其實，不然在享這個名的福報當中不知
道要造多少業了。
　　好，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邊，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