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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朋友，大家好。看到大家的神采飛揚，代表每天都有按時
服用這帖中藥，藥效要發揮得很好，一定要持之以恆才行。不只是
早晚持之以恆，更重要的，在我們處事待人接物當中，也要提起《
弟子規》的教誨，能提的起來你就不會被境轉，而能夠轉境界。有
個朋友就跟我提到，他說他最難的就是不講別人的是非。（怎麼這
麼多人笑得這麼燦爛），他早晚讀了以後，每次要講別人的是非，
那句「人有短，切莫揭」，就好像一支寶劍一樣，就跑進他的腦袋
裡，所以他馬上就止住了這些是非的言語。我自己回想到，很不習
慣去論人家的是非，講一句都覺得渾身不自在。我們不習慣去講別
人的是非，它是一個結果，諸位朋友，原因在哪？原因在家庭教育
的根。所以家庭教育對一個人的人格影響，會隨著你的年齡增長，
體會更深。因為我的父母沒有在我們面前談過哪個朋友的是是非非
，所以家裡面就常保一種祥和之氣。長期在這樣的環境薰習，就很
不習慣去講別人的壞話。因為從小學、初中，我父母也很好客，家
裡有一間公寓，結果我兩個姐姐跟我，我們的同學會都是在我們家
裡開。所以三個姐弟人際關係的能力也由於家長好客，很自然就得
到很多的學習跟成長。
　　昨天我們提到進諫父母，進諫所有的親友，應該注意哪些道理
。進諫他人首先一定要先觀照自己的存心，再來還要觀察態度、觀
察時機、檢討方法，然後再拿出耐性。因為我們骨子裡面有很多是
不正確的態度跟思想，這也要透過我們常常觀照自己才看得清楚。
所以第一天我們就問說：你是中國人嗎？到底我們骨子裡面有多少



聖賢的思想，聖賢告訴我們「欲速則不達」。我相信這幾天課程下
來，很多人已經躍躍欲試，心都快按捺不住，可能回去馬上要把兒
子拉過來：你給我做好。欲速會有反效果，所以我們還是要冷靜對
待，孩子的問題假如十多年，你能夠花三年把他導正，那你已經是
功力很深厚。
　　人與人思想都有一個波動，當你的波動很不穩定，他遇到你也
會很雜亂；當你的波非常的平穩，他慢慢就會受你影響。你愈急躁
，對方絕對不可能靜下心來，所以你首先要安住自己的心。要安住
自己的心當然道理要先明白，所謂「理得心安」。自己道理要明白
，自己要有智慧去應對進退，那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辦到的。所以
我們現在要專注，在回去以後我一定要長期薰修，老老實實的學。
很多的朋友、很多老師，他抓到了這個重點，回去以後都是自己當
榜樣給學生、給孩子看，「為人演說」，演得漂亮才有說的空間；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勸誡別人應該演在前面，說在後面。
　　我們在課程當中也曾經提到「病從口入」，如何吃得健康，也
是我們應該要去注意的。假如一個父親身體不健康，可能整個家庭
都會受很大的牽連。所以我們也提到，在近代營養的角度都分析素
食比肉食更健康。因為現在的肉食含有太多的荷爾蒙、抗生素，現
在很多的女孩子還沒十歲，月經就來了，她來得愈早壽命愈短。所
以從飲食當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現在人有福嗎？到底什麼是福，人
真的要冷靜想一想。現在的雞跟鴨，聽說不到一個月就可以拿來宰
掉，因為牠都是吃這些荷爾蒙的食物，常常又打抗生素。
　　人類因為欲望，把很多的不人道加諸在動物身上，但是終歸這
個惡果會回到誰的身上？還是回到自己。所以這大自然的法則相當
奧妙，你打別人一拳，遲早有一天會怎麼樣？人家抓到時節因緣，
一定會回打你一拳。你對別人一個微笑，回回來的是一個微笑。有



一隻狗衝進了一個房間裡面，這個房間四面都是鏡子，這隻狗脾氣
很大，馬上對著鏡子狂吠，結果牠狂吠的時候四面八方的狗都怎麼
樣？也對牠狂吠。牠看到這種情境，不只沒有反省自己，反而叫得
更厲害，結果迎回來的依然是更嚴重的狂吠。牠就這樣叫了十多分
鐘，後來沒聲音了，因為牠累死了。因為暴怒傷肝，到最後內臟都
搞壞了。
　　從這個事例當中我們也可以去體會到，人與人、人與動物之間
都是如此。當我們的人際關係是處處充滿惡言相向，這個時候我們
必須回光返照，原來我們的笑容很少，嘴巴都往下垂。嘴巴假如往
下垂，我們說迎財神，誰可以迎財神？有喜神的人才會迎財神。所
以你看，假如我們的臉是這樣，你是財神要不要送錢給他？假如你
的臉是這樣，你看那個金元寶掉下來都滑掉了，留不住，而且會禍
不單行；這個元寶掉下來都接得穩穩當當，都不會掉。所以一個人
會不會發財，看臉就知道；一個人要找生意的夥伴，你要找哪一個
臉孔？當然是找笑臉的。我們從這樣子去思考，當我們去殘害動物
、殘害植物，回過頭來，損傷的還是自己，所以天道是真理。
　　我們了解到，剛剛說的吃素比較健康，因為假如家裡面的人不
健康，整個家庭都會拖累，所以健康這門課大家也要好好學習。在
香港講的四十片當中，其中有一片是專門講這個主題，現在時間關
係我就不多說。剛好有一位朋友聽完以後也很激動，回去以後就跟
她先生說，我為了你的健康著想，從今天開始我不煮肉給你吃了。
講得非常慷慨激昂，熱血沸騰，這樣會不會成功？一個禮拜以後，
她非常的沮喪到我們辦公室來，一坐下來她就說，我先生真不受教
，真沒有善根，就抱怨了一段時間。當然在抱怨當中，你就讓她這
股悶氣吐出來，不要阻止她。等到她的苦水都吐完了，我很冷靜的
對她說，我說：妳先生假如得高血壓你要負責任。她就一臉驚訝的



問我：為什麼我要負責任？接著我又說：妳先生假如有外遇你也要
負責任，妳兒子失去父愛你也要負責任。
　　接著我就跟她說，我說妳不煮給他吃，他有沒有吃？她說有，
都出去外面吃。外面煮的食物又鹹又油，所以吃了三年血壓就上升
得很高，到時候還得心臟病，那妳要不要負責？再來，你已經把他
趕出去了，他常常到飯店去吃飯，到時候又碰到很多漂亮的小姐，
誤入歧途怎麼辦？所以這個妳也要負責。再來，本來好好的爸爸回
家吃晚飯，父子之間還常常可以關懷交流，現在晚上都不在了，那
父子關係都被妳影響。她聽一聽，覺得很無辜的樣子。
　　後來我就跟她分析道，我說妳當初希望先生少吃肉，這個動機
是好還是不好？好的。結果妳現在有沒有達到這個目的？沒有，走
到半路把目的都忘記了，現在只是意氣用事，只是情緒做主，解決
不了問題。所以很多事要循序漸進，不可操之過急。妳一回去就開
始可以一點一點跟他講到吃素的好處，妳不要一次回去就講半個小
時，他一聽都快要受不了，就一、二句這樣講。然後他認識的人裡
面有吃素的，你就說那個某某某吃素吃了半年，你看氣色多好，年
輕了五、六歲，那他就有目標可以學習。然後你要告訴他（女人該
溫柔的時候要溫柔）說：你的健康就是我的幸福，也是孩子的寶藏
。他就覺得他愈來愈有價值。然後妳本來煮三道肉，過一禮拜變兩
道，再過一個月以後變一道，最後就潤物細無聲，都不讓他知道。
　　但是還有一點很重要，假如你的素菜煮得太難吃，那他也會受
不了，所以你要默默的學習如何把素菜煮好。我們看到塞納河的河
面上，有很多的天鵝、綠鴨在那裡悠遊的划水。你看到悠遊的時候
，事實上牠的雙腳拼命的在那裡努力，所以你在努力的時候不要被
你先生看到，還是表現得神態自若，慢慢他覺得素菜也很好吃。像
我就建議她把她先生一起帶到我們中心吃飯，中心很多老師煮得很



好吃，大夥就一起圍著吃飯，邊吃旁邊的老師就說：素菜好吃吧？
她先生說：對對對，很好吃。用團體的力量也會很有影響。慢慢幾
個月過去，自然而然就吃素。所以勸誡別人要能設身處地，善巧方
便。
　　人生兩件事不能等，第一件事是行孝，第二件事是行善，因為
人生在世難免都有吉凶禍福。諸位朋友，你有把握一定可以逢凶化
吉，長命百歲的舉手；長命百歲比較高，你覺得你一定可以逢凶化
吉，一定可以安享天年的舉手。怎麼這麼悲慘？你看我們小的時候
聽到老人家去世了，都在什麼時間？半夜睡了就走了。好死是五福
之一，所謂「五福臨門」，五福第一福是財富，第二福是健康，第
三福是長壽。其實一個人沒有健康，有錢、有壽命，有沒有用？那
叫活受罪。我們看到心血管疾病的病房裡面，很多也七十幾、八十
幾了，但是躺在那裡，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躺的，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結束，那不是真的福，所以要有健康才是真福。第四個福叫好德
，一個人的內心非常好善、好德，這是你的福分。其實前面三個福
都要從這一福生。假如一個人目前有前面的三福，而沒有一種好善
、好德之心，其實他是時時在折損自己的福分，他可能是因為祖宗
有餘德在庇蔭。那他這個好德之心沒有起來，他的晚年堪憂；再來
，他的後代子孫絕不可能帶有福分，因為他沒有做一個好的榜樣，
所以這好善好德是核心。
　　最後一個是善終，能夠終享天年。在這個時代當中很多罵人的
話都快變事實，我們以前罵人說「不得好死」，現在要找一個好死
的人還真不容易。為什麼福分差這麼多？所謂「福田靠心耕」，人
的心良善之後，自然有福又得善終。一個人要能善終，什麼時候開
始練功夫？現在就要練，你不要想說，我臨終以前再來練放下的功
夫，那來不及了。現在你就可以於世無求，什麼事都能放得下。但



是這個放下不是不管，這個放下是了解到「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
愧我心」。俗話說「兒孫自有兒孫福」，你盡力就好，不要太強求
。我們要得善終，首先心理要健康，心理一健康，身體也會健康。
　　人生有三件事最可悲，叫老年喪子，中年喪夫、喪妻，少年喪
父、喪母，這是人生三大悲慘的事。其實這三件事也是一件事，怎
麼說？當我們不愛惜身體，或者是沒有修福分、沒有修善行，中年
的時候遇到厄難去世了，那父母怎麼樣？喪子；我們的另一半喪夫
、喪妻，我們的孩子喪父、喪母，所以這樣的悲劇我們不能讓它上
演，這樣會讓很多人肝腸寸斷，所以一定要積福分，所謂「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凡事都能逢凶化吉。
　　諸位看到我也知道我是短命相，其實我差不多三十歲就活不了
，真的。我記得三十歲那年，因為有善人在旁邊用她的光芒給我保
住。三十歲那年我住在楊淑芬老師家，那時候我的身體狀況特別不
好，就覺得好像渾身無力，開車開一半在高速公路當中還會睡著。
睡著以後都是壓到高速公路上那個凸出來的一塊一塊的那個線上，
突然驚醒，還心有餘悸。所以楊老師每次我開車回高雄去，一路上
要給我打二、三通電話，有沒有睡著？
　　所以一個人的壽命確確實實有定數，但是定數當中有變數。如
何「命由我造，福自己求」，這個方法一定要學。我常比喻說人生
就像一盤棋，你不要急著拿起棋子來下，你首先要了解下棋的遊戲
規則，怎麼下才能下得有聲有色，而這個規則就是斷惡修善。在明
朝時代，袁了凡先生也很幸運，他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了一個長者，
姓孔，這個孔先生剛好是中國邵子皇極數的傳人，看到他就陪著他
一起，一開始的時候詢問他：你應該是仕途中人，去念書應該會有
成就，為什麼不去念書？了凡先生就對他說，因為父親對他有一分
期望，希望他當中醫師。後來了凡先生就帶著孔先生回自己家裡。



為什麼孔先生肯幫助他？也來自於了凡先生有家教，一定對這個長
者有禮貌，所以遇貴人的根源還在禮貌的態度。
　　回去以後，他的母親也是半信半疑，後來把他送去念書。告訴
他說他縣考第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把他考第幾
名的名次都算出來了，三處名數皆應。他母親很驚訝，就要求孔先
生說，那你把我兒子一生的命運都算。結果算完以後，命中沒有兒
子，而且也不可能考上進士，所以了凡先生就覺得這個命都是注定
的，沒什麼好努力的，往後就悠悠放任。幸好祖宗有德，又遇到了
另外一個貴人，他剛好去參訪雲谷禪師，雲谷禪師把聖賢的教誨告
訴他，《書經》上說的「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中庸》也提到「禍福將至」，一個人是禍是福看哪裡就看得出來
？「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在《老子》的教誨也提到「天
道無親，常與善人」。所以雲谷禪師這番開導，了凡先生回去以後
也非常積極的斷惡修善，命中無子，也生了孩子；命中考不上進士
，後來也考上了；命中本來只有五十三歲壽命，他在寫這篇文章的
時候已經六十九歲了，後來他活到七十四歲，足足壽命延長了二十
一年。
　　因為有師長的教誨，我們也明白這個道理，所以雖然短命相，
但是還要靠自己努力。我記得有一次我回高雄去，剛好做了一次大
放生，在台南安平港，差不多有十多輛卡車。我那時候還在咳嗽當
中，那次把這些生靈都放掉以後，我的咳嗽沒吃藥就好了，那次回
來以後氣色就慢慢好轉過來。所以確確實實人的命運吉凶絕對不向
外求。我有一個長者，他有一個朋友在美國工作，剛好在雙子星大
樓。九一一前一天晚上他怎麼睡就是睡不著，翻來覆去，也不知道
翻了多久才睡著。而他在這棟大樓服務也幾十年的時間（他已經五
十歲左右），他從來沒有遲到，就是那一天怎麼睡都睡不著。隔天



一醒過來一看，時間已經太晚了，早餐也沒吃，趕快往地鐵衝。當
他從地鐵走出來的時候，剛好看到雙子星大樓垮下來。假如按照十
多年的正常情況，他在哪裡？他就在裡面。所以善惡確實在庇蔭，
也在影響一個人，所以行善必然要及時。
　　而他會有這樣的感應也是福分所感召，中國很多的聖哲人在面
臨危難的時候，往往都是能夠逃過劫難，所以這個感應確實是真實
不虛，感應也時時在我們身上發現。今天你以孝悌傳家，感得的就
是賢良的子孫；今天你以禮待人，感得的就是人家和氣的回報；今
天你以認真的態度學《弟子規》，感得的就是進德修業；今天你「
凡出言，信為先」，感得的就是大眾對你的信任，所以感應是無時
不在。
　　在元朝時候有一個孝子，剛好元朝發生一個嚴重的大地震，有
一萬多戶的房屋完全倒塌。而這個地震在他們村莊裡面，那個震央
一直排山倒海的過來，到孝子李忠的家裡整個地震變成兩半繞過他
們家，等經過他們家以後，整個地震又合成一體，所以地震結束以
後，只有他們家沒有倒。所以人生絕無僥倖，有善就會感得這樣的
果報，不止天災可以去掉，一些禍患也可以感召，也可以化解。
　　在明朝時候有一個孝子叫包實夫，他剛好教書空檔，要回家事
奉他的父母。結果在半途當中遇到一隻老虎，老虎把他衣服咬住，
帶到了一個地方正準備吃他。他這個時候也沒有驚慌，他馬上跪下
來對老虎說：我被你抓是我的命，我不埋怨，但是我的父母都七十
多歲了，能否讓我奉養父母晚年，我再來給你吃。話講完，這個老
虎就走了。所以萬物都是有靈知的，你用真誠去對待，都能夠有所
感應。
　　歷代因為孝心善行，免於這些老虎，甚至於很多野獸的危害，
能逃過的不勝枚舉，所以行善要及時去做，不只為自己，更為了給



後代子孫一個好的榜樣。司馬光先生曾經提到「遺金於子孫，子孫
未必能守」，你留很多錢給子孫，子孫未必能守得住，甚至於可能
因為錢太多而好逸惡勞；「遺書於子孫，子孫未必會讀，不如於冥
冥之中留陰德，以為子孫長久之計」。而這個陰德不止庇蔭後代，
這個陰德在積累的過程，已經都成為子孫效法的榜樣。所以范仲淹
有留陰德，他也有留處事待人的規範給後代學習。傳家有道唯孝悌
，能孝悌傳家，家風必然可以興盛不敗。
　　一個人一生智慧、事業、家業能有所成就，除了父母的養育、
教育之外，更重要也要有老師的教誨，老師的提攜。所以一個人能
頂天立地，都要虧父母跟師長的指導。老師不在五倫之中，父子、
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在文字當中似乎不在五倫之中，但是他
的實質在五倫的哪一倫？問現在的年輕人他可能接不上，不知道擺
哪裡，他有可能擺到朋友那裡去，因為師道快不見了。而中國文化
能承傳數千年，最重要的兩股力量就是孝道跟師道，所以古代是「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而當一個學生有這樣的態度，他的學業才
能有所成就；當他對老師的恭敬不到這樣的程度，很有可能慢慢就
會陽奉陰違。而陽奉陰違之後，損失最大的不是老師，而是自己。
　　我們要感受師道，也可以從古代這些讀書人對老師的態度可以
略知一二。當孔夫子去世的時候，所有的弟子在夫子的墓旁整整守
孝三年。當然這三年不是只在旁邊啥事都不做，而是好好靜下來，
利用這三年的時間把所有師長的教誨，好好再溫習，好好再力行。
其中有一個弟子不止守了三年，守了六年，就是子貢。因為夫子去
世的時候子貢不在魯國，所以他覺得很遺憾，自己為了感念老師的
恩德，另外再加三年。
　　古代對老師的恭敬也做到了「慎於始」，當孩子第一次見老師
的面，這一分至誠的恭敬就應該要提得起來。所以古代很多的禮儀



都有它相當深的價值跟教育意義，只是我們現在人沒有靜下心來去
思考。比方說一個女兒要出嫁，禮儀當中一定會有一個拜別父母的
一個禮儀，這個禮儀就相當有意義。我記得我姐夫到我們家來迎娶
的時候，所有的儀式結束了，我姐夫帶著我姐姐給我父母行跪拜。
當我父母坐在那裡，我姐姐他們跪下去的那個當下，我父親的眼淚
就流出來。而我父親當下的一種感受，好像一道光芒一樣，射到了
我的腦袋裡，我跟我的父親幾乎是同時間掉眼淚，我突然覺得跟我
父親非常的接近，我完全可以領受到他當父親的一種心境。因為女
兒二十多歲，好不容易長大成人，也大學畢業，今天也找了一個好
的歸宿，內心裡面才有這麼一點點安慰、一點點寬心。而說實在的
，父母對子女的這分愛護關懷，會不會因為出嫁而減少？不會。所
以那時候我突然覺得為人父母真不容易。當內心有這分明白以後，
我也在心裡告訴自己，報父母的恩都來不及，哪還可以講一句忤逆
父母的話？我們都於心不忍。確實從那次這個禮儀的一種體會，我
也再也沒有講出一句急躁、講出一句發脾氣的言語對父母。
　　拜老師的禮儀也是有深遠的意義所在。古代拜師，父親帶著孩
子到學堂來，父親在前面，孩子在後面，先對著孔老夫子像行三跪
九叩首的禮。結束以後，請老師上座，同樣父親在前，孩子在後，
跟老師行三跪九叩禮。我們可以想像一下，孩子在五、六歲的年齡
，最尊敬的人是誰？你看六歲以前，孩子開口機率最高的一句口頭
禪是什麼？我爸爸說、我媽媽說；上了小學以後，我們老師說。所
以父母在他的心中是最祟高的。而父母對老師行這麼大的禮，他的
內心有相當的震撼，父親都對老師這麼恭敬，那我更應該恭敬。
　　老師接受學生父親這個禮，事實上也真是不容易。我記得我第
一年教書，有一位學生的奶奶，她爬了四樓上來找她的孫子。一見
到我，給我鞠了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然後對我說：蔡老師你好。



她這麼恭敬的行禮，我當下內心覺得，我如何對得起老人家這一個
躬？所以「老師」兩個字從此以後就壓在我的肩膀，右邊一個老，
左邊一個師，所以你看我都慢慢駝背起來。我們做人求個問心無愧
。當這位長者這樣跟我行禮，我突然感受到古代這些老師，在家長
、學生行三跪九叩的時候，他確實是如坐針氈。因為讀書人念念只
想利益別人，絕對沒有絲毫想去佔別人的存心，更何況是給他三跪
九叩。所以那一跪是為了誰？那一跪是為了成全孩子對老師的恭敬
之心。所以老師承接了這個大禮，他的內心會覺得，假如不好好把
人家的孩子教好，怎麼對得起他的父母！
　　而為人師者不單是怕對不起他的父母，還有很重要的一點，讀
書人的本分是要承先啟後，不能把聖賢的教誨斷送在自己的手上，
這樣子對不起老祖宗，也對不起後代子孫。古代在明朝時期有一個
賢臣，叫左光斗，左公學問很好，也是憂國憂民。有一次他擔任科
舉考試的主考官，他希望能在這次考試當中推舉能選出很多真正優
秀的棟梁之材，所以不等考試他就穿上平民的衣服，微服出巡。諸
位朋友，到哪裡去探訪人才？要不要到酒樓去？那些都是紈褲子弟
，考不上。往往都是有「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這
種苦讀的學子才會有成就。
　　俗話也說，所有建功立業的人，都來自貧困的家庭；所有敗家
喪身者，大都來自富貴之家。這句話當然沒有絕對，但是我們從這
句話也可以了解到，當家庭富裕的時候，這個時候更重要的是「子
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一定要讓孩子明白道理。而曾國藩先生
也說，看一個家庭興不興盛看三件事，第一個子孫睡覺睡到幾點，
假如睡得很晚，這個家家風必敗；第二個子孫幹不幹家事，假如都
不幹家事，那就會形成懶惰的習慣，就會好逸惡勞，那這個家風一
定敗；第三件事就是子孫有沒有讀聖賢經典。當然引導孩子讀聖賢



經典，家長也要配合，自己言行一致。假如富貴人家能夠堅持這些
重要的原則，這個富貴也能夠長盛不衰。
　　我們前幾天也說要立定志向，最起碼家風也要幾百年不衰？幾
百年？你們為什麼這樣茫然的看著我？要不讓古人，才是有志氣。
你假如說范仲淹是聖賢人，我比不上他。當你這句話講出來的時候
，范仲淹他會掉眼淚，我已經把我會的都教給你了，你還說不要超
過我，還說不可能比得上我，那我們怎麼對得起這些聖哲人給我們
的這些恩澤，所以要有志氣。
　　左光斗先生（左公）他到了一間寺廟，看到一個學子因為太累
了趴在桌上睡著了，剛好旁邊寫了一篇文章。他向前一看，看完以
後很感動，從這個文章當中感受到這個讀書人確實很有氣節，憂國
憂民，他那種愛才之情油然而生，馬上把他的大衣脫起來，披在這
個學子的身上。後來正式考試，左公在批改考卷的時候，當他批到
其中一篇文章，馬上很激動，就把它批上第一名，面署第一。這篇
文章是誰的？就是這個學子，這個學子叫史可法，明朝的忠臣。可
是他們的名字都是封起來的，為什麼可以判斷得出來？文章可以流
露出一個人的心境，所以他的老師很肯定就是他，後來果不其然，
史可法考上狀元。狀元都要拜老師，當史可法走進門來，他的老師
就對他的夫人講道：以後繼承我志向的，不是我的孩子，而是這個
學生。真正有智慧的人看人特別準。從左公這樣的一種胸襟，確確
實實，他看孩子並不是看在第一位，而是把能不能幫國家舉才，能
不能傳承聖賢教誨，擺在第一位，因為讀書人的胸襟是寬廣的。而
其實他這分寬廣的心，也才真正能給子孫當榜樣。
　　我從楊淑芬老師、從盧叔叔，還有從這幾年遇到的長者身上體
會特別深刻。我跟他們沒有血緣關係，可是他們對我的栽培，甚至
於勝過他自己的親人。因為有這些長者給我的榜樣，所以我們也期



許自己應該要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胸懷。這幾年為什麼
能夠有這麼多長者給我協助、提攜？根源還在我們是否有好學，是
否有承傳聖賢教誨的使命感。所以很多事莫向外求，能感是自己的
心，所感得的才是一切人事物。所以你的孩子有這分希聖希賢的心
，他往後一定會有很多賢人相助。這節課我們先上到這邊，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