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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上好！諸位同學，鳳凰要飛了，鳳凰是誰？中國人，是
不是你？是。首先哪一隻鳳凰要先飛？我們自己要先飛。所以中國
文化說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根本」，修誰的身
？修自己。當我們每個中國人都從自我的修身開始提升的時候，那
將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君子務本」，根本就一定要從
自己做起。我們要了解整個中國文化為什麼會退喪下來的根源在哪
？在知行不合一。假如在這一、二百年所有的讀書人都知行合一，
中國文化會不會敗喪下來？支持都來不及，所謂「桃李不語，下自
成蹊」，還有可能來破壞嗎？
　　我每到一個地方會去看當地的人文，因為當地有一位聖哲人出
現，都將可以教化一方。所以我到海口去的時候就去參訪當地有位
聖哲叫海瑞，明朝的一位忠臣，我們一定都聽過海瑞怎麼樣？罷官
。那當時我走進去的時候，看到哪一句話？我們當老師都有一個壞
習慣都會考試，你們第二節沒專心聽，哪一句話？來，掌聲鼓勵！
很認真聽，「粉身碎骨全不顧，只留清白在人間」。海瑞用他的一
生演出了什麼德行？廉潔有守，為國為民的德行。
　　所以弘揚文化是用說的還是怎麼樣？做更重要。假如只有說而
沒有做，不只對文化沒有貢獻，還會讓他人瞧不起文化。現在對中
國文化認知清楚的人多不多？不多！假如現在我們開始學習，結果
回到家裡也不孝順父母，這樣不只沒有弘揚文化還毀了文化。你爸
爸媽媽會說：學中國文化學成這樣，學《弟子規》學成這樣。那就
麻煩，不只無功，還有過失。



　　諸位同學，你這個禮拜早上有跟爸爸媽媽說早上好的舉手？好
，孔夫子說舉一隅要以三隅反，「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我們要舉一反三，問候父母是一個孝心，一個恭敬心。那在學校
裡面，誰是我們的父母？老師，你們沒聽過一句話嗎？孺子可教也
。所以我們這一份恭敬心可以對我們的師長，有跟老師說：老師，
早上好，昨天睡得好嗎？有沒有？你看都沒有。假如有很多同學都
這麼問，我們一定可以發現地質大學的老師那一天走路都是用飛的
，心情太愉快了。對一切長輩我們都可以把這一份孝敬之心提上來
。所以真能力行一定可以提升自己，一定可以感化別人。
　　所以海瑞一生為國為民，他要到的地方還沒就任，當地所有的
貪官污吏，還有地方這些社會比較霸道的人，統統都先撤離了。因
為他們知道海瑞來，他們絕對沒有生存的空間，自己就走了。所有
的人民都非常愛戴他。當然，他的一生也宦海沈浮，有時候也被領
導者誤解，但是他絲毫不減效國之心，後來也都被朝廷大大的啟用
。他最後一任是在南京當官，結果在任內就去世了。因為中國人重
視的是落葉歸根，所以他死後就要把他的靈柩運回海南來。當要離
開南京的時候，萬人空巷，所有的人民都穿著孝服幫他送終，如喪
考妣，就像死了自己的父母一樣。當我們每個讀書人、每個知識分
子都真正把聖賢的教誨做出來，這是真正弘揚中國文化。所以學貴
力行，學問貴在能夠身體力行。
　　在唐朝時候有個讀書人叫白居易，他晚年學佛。那「佛」是什
麼？中國字我們看一下，他晚年學佛，這是形聲字，我們六書造字
是含有人生的智慧在裡面，左邊一個「人」，右邊一個「弗」，所
以佛是什麼？佛是人修出來的叫佛，在印度話叫佛陀耶。用中國可
以理解的文字解釋，這個佛的意思就叫覺悟的人；再白話一點，叫
明白人，當一個明白人。我們來看一下，學習、學習，這個學就是



學什麼？就是學覺悟。「讀書志在聖賢」，聖賢是什麼？就是明白
人。聖賢人不是供得高高的叫聖賢人，聖賢人是在當兒子的時候知
道如何當一個孝子；在當先生的時候，如何當一個好先生他明白；
在當父親的時候，他知道如何教育好他的孩子，這叫聖賢人。
　　我們中國文化博大精深非常有包容性，所以在這幾千年來各種
宗教文化一進入中國都融合成一體。在清朝時候，曾經儒道釋三教
也發生一些衝突、一些批評，互相批評。那時候的皇帝雍正寫了一
篇「上諭」就提到這三教「理同出於一原，道並行而不悖」，這三
教的教化統統是同一個根源。哪個根源？「人之初，性本善」的根
源。所以諸位同學，中國沒有宗教，中國所談的教都是教育，一家
之言。這個「宗教」的名詞是外國傳過來的。在中國的宗教是什麼
意思？宗是指禪宗，教是指教下，都是修學教育的學科、法門。所
以中國人重視的是教化的工作。所以讀書人在這三教的薰陶之下，
不斷提升自己的學問。
　　所以白居易他就上了高山去請教鳥窠禪師，那是當代的一個高
僧。諸位同學，為什麼很多讀書人都要上山去請教高僧？這都有原
由的。因為古代的高僧要出家，這些出家人要出家必須先考試，而
這個考試的難度跟科舉差不多，所以他必須考過了這個試，國家發
給他一個證書，你們都不知道？對！發給他一個證書，然後他拿著
這個證書可以到各地的佛寺去住，他有這個資格。他只要考過了，
他出家可以所有的佛寺都應該給他住，所謂「十方來十方去」，十
方道場，都有這個規定。出家人的道德學問特別高，所以當地的一
些官員都會去跟他們切磋。
　　這個規定現在有沒有？沒有。誰把它廢除的？清朝有個皇帝特
別喜歡佛法，叫順治皇帝，他好幾次都出家，後來好像也出家了。
他就覺得出家很好，所以希望所有的人，只要有願意的就讓他來出



家。他的心好不好？好，那好心會不會做錯事？所以要有智慧，不
是當下你覺得好就好，你還要看到它往後的影響。智慧是可以高瞻
遠矚。他的用心很好，所以好，誰都可以出家，阿貓跟阿狗也可以
出家，整個弘揚佛學的素質馬上怎麼樣？快速下降。所以很多人一
接觸到出家人都說：你是不是有哪裡想不開？你還是不是受到什麼
刺激才出家？這個我們要對文化了解。
　　出家人是一個行業、是一個職業，他們是搞教育的。他把頭剃
掉只是告訴你，他是代佛陀說法。我們了解一下，西方的佛陀一生
做什麼事？他四十九年都教書，是一個徹徹底底的教育者，社會教
育工作者。出家的人是幹跟佛陀一樣的教育工作，所以那是行業。
我們要尊重他的行業，他的價值。所以你看一個好心卻把佛門的素
質整個都當下來，這叫正中偏。所以這個善你要會判斷，不然會以
善心行惡事，這叫正中偏。
　　如何去看流弊問題，在孔老夫子對待他的學生當中有兩個例子
，我們可以去體會看看。有一次子貢他出外做生意，魯國有個規定
，只要你在其他的國家看到自己的人民，你只要把他贖回來，比方
說你用一兩把他贖回來，之後國家會把贖金還給你。那你贖人有沒
有負擔？沒有負擔，而且又可以救自己的國人，所以大家很歡喜去
做這一件事。剛好子貢遇到了自己的國人被賣了當奴隸，他就把他
贖回來。結果贖回來以後官府要給他錢，子貢有的是錢，所以子貢
說不用了。他沒有拿。當他走出官府，當這個消息傳開的時候，所
有的人民對他的評價是什麼？好清高！是不是？你看子貢走出去，
走路都怎麼樣？有風。所有一般的人民都稱讚子貢好清高。結果子
貢走到老師的面前，還雄赳赳氣昂昂，夫子跟他說：子貢，你做錯
了。他很驚訝，為什麼我做錯？
　　另外有一件事，子路有天走在路上，看到一個人掉到水裡快要



溺斃了，子路的個性怎麼樣？見義勇為。他腦子還沒起第二個念頭
，都還沒想到我跳下去會不會淹死，馬上就跳下去救人，把那個人
救起來。他本來已經到鬼門關繞了好幾圈了，現在被子路救回來，
內心非常感謝，太高興了，就把他的牛牽來：子路，送給你。要不
要收？要。子路看他盛情難卻就把這個牛牽回來，孔子說：你做對
了。
　　一般的人民會稱讚誰？會覺得誰比較高尚？子貢。子貢不拿人
家的贖金為優，子路牽人家的牛走為劣。但是孔子就分析給他的學
生聽，他說魯國窮人多，富人很少，當他要去贖人的時候，他的經
濟上都有壓力。假如他要去贖人的時候突然想到，子貢贖人都不拿
贖金，假如我贖人拿了贖金，那我比子貢就矮一截差一等。當他在
那裡猶豫的時候，有沒有可能造成他不救人？有可能。假如一百個
人要救人，突然有一個人因為這件事而猶豫沒救人，那可能就讓一
個人不能得到自由，甚至於是讓一個家庭不能得到美滿，不能得到
男主人的照顧，那影響就很大！所以孔子告訴子貢，你做一件事要
能審時度勢，要能看到整個社會的狀況。因為你是讀書人，一個動
作會影響社會風氣。那子路跳下去救人，這是見義勇為，所以這件
事情一傳開，大家會覺得好心有好報，可以得到一隻牛。民風就會
轉而勇於去助人、去行善。所以善還要看到它往後的影響，往後的
流弊問題。
　　那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今天幫助身旁的親友，你也要看
深遠一點。比方朋友之間有所謂的通財之義，朋友沒有錢的時候，
我們要在道義上去幫助他，這樣講是對的；但是你也要有理智去判
斷他拿著這個錢要做什麼？假如他是拿去賭博，你要不要借給他？
當然不要；假如他是拿著錢去請女朋友吃飯，要不要？你們很有判
斷力。不能因為交了女朋友，為了打腫臉充胖子，到最後那個臉會



怎麼樣？會爆掉。他在打腫臉的時候，連他的家人都要遭殃，可能
常常要寫信回去，字跡潦草，但是裡面有一個字寫得特別清楚，你
們怎麼知道？所以對待事情要有理智，要有判斷力。
　　當時候的讀書人常常，我們俗話講「無事不登三寶殿」，因為
這些寺廟都蓋在很高的山上。除非生活上、工作上有問題，不然很
少人會去佛寺。白居易到了寺院之後就問鳥窠禪師說：如何學佛？
如何當一個明白人？接著鳥窠禪師講了八個字「諸惡莫作，眾善奉
行」。講完之後，白居易哈哈大笑，他說：三歲小孩都知道。鳥窠
禪師接他下一句，八十老翁做不得。
　　三歲小孩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得。諸位同學，這句話已經點
出來學問的樞紐、學問的得力處在哪？在做，不然不得受用。俗話
講「真龍」，真正的龍，「得一滴水，可以遍雨世界」，他得一滴
水就可以遍雨世界，他懂得拿著這一滴好好去發揮。一個人能懂力
行一個善言，將可以利益一方。我們看到古代這些聖哲學習的態度
，像顏淵，顏淵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他得到一
個善言就徹徹底底去把它落實，那他就提升自己又造福別人。這是
「真龍得一滴水，可以遍雨一世界」。那泥龍，「泥龍縱泡之水中
，也不免喪身之禍」。雖然牠得了那麼多水，牠不會用，最後怎麼
樣？被水淹死了。
　　所以諸位同學，求學問只有好處而沒壞處嗎？不見得。所以《
弟子規》有一句話很重要，叫「不力行，但學文；長浮華，成何人
」。我們今天求學問，學了不去做，不只沒有好處，還會長我們的
傲慢、浮華之氣。諸位同學回想一下，在四、五千年的歷史長流當
中，禍國殃民者讀的書多不多？多。對！為什麼最後會禍國殃民？
他的學問沒扎根。扎根在知行合一才是真紮了根。
　　有個朋友，他已經研究所畢業，有天回家幫母親做一些家事，



有一件比較簡單的事他把它搞砸了，他母親隨口就說：你怎麼這麼
笨，怎麼連這點事都沒做好。這位朋友聽完以後很生氣，板著一個
臉對他媽媽說：我都已經研究所畢業了，你還罵我笨。諸位同學，
研究所給了他什麼？你還罵我笨！你看，活到老學到老。社會很多
學問，生活有很多啟示，都需要我們用謙卑的心去領受。假如因為
讀的知識多了、學歷高了，我們不去落實生活，很可能會形成人生
的障礙。
　　諸位同學，好跟壞是相對的。今天我們出去工作，學歷對你來
講可能是一把利器，但是當我們處事做人的態度不對了，十年以後
，這個學歷會是傷害你的利器。因為你會高不成、低不就，到時候
你會覺得很難受，心裡會有很多掙扎。所以我們有高的學歷更應該
謙卑待人，那將讓你得到更多的優勢跟好處。因為你學歷愈高愈謙
卑，人家的印象特別深刻，他會覺得孺子可教也。所以「學貴力行
」這個態度一定要從一開始就要建立好。
　　我到深圳去上課，有一群孩子已經讀經讀了一年多，他們背的
經典可能在我之上，背得很多。那時候我一走進去，我就跟這些小
朋友說：來，老師今天跟你們上《弟子規》。我話才講完，這些孩
子說：老師，我們學過了，我們都會背了。你看小朋友才六歲，他
的態度怎麼樣？這個時候你要冷靜，不能被他們影響。我就不急不
徐在黑板上寫了一個字：「道」，讀經典的目的在哪？要當一個有
道德之人。諸位小朋友，人生演什麼要像什麼，諸位小朋友，中國
字六書造字，這個字是會意字，右邊一個首先的「首」，左邊一個
「辶」字旁，這個辶字旁，走字旁是代表實踐力行。你們看看很多
有這個辶字旁的，是前進的「進」，都是代表一種要去實踐的意味
在。所以什麼是道德之人？首先能做到的人才是道德之人。
　　諸位小朋友，你們怎麼都沒有應？哪一句你們做到了？這些孩



子本來頭是仰著的，突然腦子一想：《弟子規》第一句話叫「父母
呼，應勿緩」，自己有沒有做到？沒有做到。父母在叫的時候都說
：幹嘛！突然從高高仰著的頭慢慢低下來。你看孩子可不可愛？孩
子很可愛。你只要理給他講通了，他馬上可以修正。大人容不容易
？因為大人有一個東西最貴，賣不掉，你們怎麼知道？我專門買這
個東西，看會後你們要不要賣，算我便宜一點。所以孩子的態度就
不一樣了。我就開始跟他們講，一句一句告訴他如何落實在生活之
中。有個小孩回去之後，在他的日記上寫了一句話，他說：今天我
們上《弟子規》，蔡老師說《弟子規》是拿來做的，而不只是拿來
背而已。所以是態度決定成就，而不是成就以後才來修正態度。你
要深入聖賢教誨，一開始的態度一定要正確。所以要立大志，然後
要努力去力行每一句教誨，您的德行的提升就會「德日進，過日少
」。
　　有沒有哪位同學，這一、二個禮拜聽了某一個道理，回去有實
踐的，有沒有？都沒有。還是你們已經落實一個中國的美德叫謙卑
，做了都不好意思講？要給我一下信心，不然我都快撐不下去了。
有沒有？來，這位同學，我們掌聲鼓勵一下。你現在是不是後悔舉
手？來來來，上來跟大家講一下。諸位同學，一個人一生的福分，
每天都有加減乘除。她已經翻山越嶺才上來。
　　女同學：剛剛我聽到馬克吐溫說，並不是每個人都在意你的時
候，你應該知道當你受到委屈或者其他時候，你要想到這一句話。
　　蔡老師：我沒聽清楚。我突然想到馬克吐溫的另外一句話。您
再講一遍好嗎？對不起。
　　女同學：就是有個青年去拜訪馬克吐溫，馬克吐溫為了迎接他
，就舉行了一次宴會，那個青年非常緊張怕自己會說錯話，馬克吐
溫告訴他一句話，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在意你。



　　蔡老師：好，掌聲鼓勵。那這句話對您的人生有什麼啟示（什
麼幫助）？
　　女同學：就是當你看到很多的人，假如你自己覺得做了很偉大
的事，而其他人並不在意的時候，你應該想其實並不是每個人都在
意你，你只要做到問心無愧就可以了。
　　好，掌聲鼓勵！這位同學是說她現在就遇到這種情境，她可以
用這句話來調適自己的心情。我們前兩次的課程所提到的這些觀念
，您有沒有哪句話有去力行，去體會？她說我教得太多，她都忘了
。掌聲鼓勵。我講過責任的承擔怎麼樣？你們也都忘了。聖賢人教
導我們不要強人所難，好的，我們謝謝她。所以就是學過的東西可
以用在生活當中。其實，還有沒有人要說說看？我是很不容易放棄
的人，我是對大家充滿信心的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
天地之悠悠」，你們絕對不要讓我「獨愴然而涕下」。其實我們要
理解到當一個人很真心希望去成就別人的時候，別人能不能感受到
？可以！《中庸》說「至誠如神」，「至誠感通」。所以我們不要
小看自己，「勿自暴，勿自棄；聖與賢，可馴致」。
　　諸位同學，您看你站上來，把你的體會給予他人、幫助他人，
你這段話可以幫助多少人？我們地質大學沒有數學系是不是？有，
多少？看得到的有多少？應該有三百人。看不到的有多少？你們沒
有看到那個攝相機嗎？從那裡再出去有多少看不到的人？成千上萬
。這叫空間！空間裡就存在多少人得利益了，那時間？三百多個人
以後為人父、為人母、為人師、為人君，愈有影響力的人，他腦中
的一個觀念就利益更多的人。所以要當仁不讓！
　　諸位同學，人生你要懂得如何去經營，你才能夠求什麼得什麼
，我們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人生假如是一盤棋，我們不要
急著去拿起棋子東走西走。有一件比拿起棋子更重要的事，就是要



首先了解這一盤棋的遊戲規則怎麼走，怎麼樣的規矩法度可以走得
有聲有色，從容不迫，甚至於可以決戰於千里之外的見解。當你連
遊戲規則都搞不清楚，那你每走一步一定是舉棋不定，這樣好嗎？
那樣好嗎？所以人生這盤棋如何走、如何經營？我們必須要找到好
的目標，往這個目標邁進。
　　諸位同學，你的人生求什麼？你們都不求？真是人若無求品自
高，還是你從來沒想過我人生要往哪裡走？那你驀然回首，三十年
就過去了。我有個朋友說他有一天醒過來，突然間想到他已經四十
歲了，身上打哆嗦，我都四十了。人生求什麼？世間人都求些什麼
？追名逐利。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是壞事。我們要看到我們愛
財、取財，這個財用在哪裡？假如用在個人的享受、揮霍，染上一
大堆壞習慣，那這個財是禍。所以中國人老子說禍福相倚，相當有
道理。但是我們拿著這個財是要利益家庭、奉養父母、造福社會，
那這個財有大用。所以凡事看你的存心，凡事看你人生的目標方向
有沒有正確。愛財。
　　還有沒有？求什麼？幫助人，所謂「施比受更有福」。幫助人
，今天我像子路一樣要去救人，看到人家快淹死了，突然我要跳下
去的時候，我不會游泳。所以助人的先決條件要提升自己的能力。
能力當中有一個關鍵點，是什麼？生涯規劃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是什
麼？（歸去來辭田園將蕪）智慧！有智慧才有判斷力，才能下對抉
擇，不然你幫人會愈幫愈忙。所以要求得智慧，才能利人利己。
　　還有，現在人很重視身體健康，身體健康是人生一個重要的財
富。諸位同學，財富怎麼求？諸位同學說說看，您說，不損害他人
的利益之下去求。很好，掌聲鼓勵。這是取之有道。還有沒有其他
的體會？怎麼去求財富，來，您說，（首先應該辛勤勞動，用自己
的勞動取得應該得的報酬）。來，掌聲鼓勵！



　　諸位同學，你有沒有看過一些長者，他人生很努力，也很有才
華，但是他四、五十歲的時候，他會心理很不平衡，他覺得跟他一
樣的同事，才華也不比他高，但是官升得比他快，積累的財富也比
他多，所以他內心很不平衡。有沒有這樣的長者？他很憤世嫉俗。
憤世嫉俗有沒有幫助？有什麼幫助？哪一位同學說的？做人要勇於
承認，憤世嫉俗有什麼幫助？他沒什麼過失，他努力工作，後來的
結果並沒有很有錢。所以有幫助，幫助他得癌症，每天鬱鬱寡歡。
所以明理重要。人生明理，你才會走得很自在，不會患得患失。
　　我們復習一下，「大道不器」，大的道理放諸四海皆準。我們
之前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理，「萬法」，所有世間的事物都是「因
緣所生」，財富的因在哪？財富的緣在哪？財富的果在哪？我們之
前也提到種一顆綠豆是因，必須有什麼緣它才會成長？才會再長出
其他的綠豆出來？緣在哪？你們怎麼都還給初中老師了，緣在哪？
陽光、空氣、水、土壤，會結果。
　　諸位同學，很多的道理，它可以運用在所有的事物當中。我們
應試教育會有一種延伸出來的問題，好像一個問題裡面只有一種答
案，所以會讓我們的領悟能力受到侷限，這個要靠自己去打破。所
以物理化學如此，人世間一切道理亦如此。沒有種子，有上好的水
跟土壤有沒有用？你身旁有總裁、有總經理，結果你沒有努力的心
，這些貴人發揮不了作用；相同的，我們有種子，但是這些緣沒有
遇到，那也不可能結果。所以剛剛提到努力工作，這是緣，努力工
作；再來，有貴人相助，我們說機會點出現。
　　您注意去看很多成名的，一些有成就的人，他的自傳裡面你一
定可以看到很多緣，但是往往因沒有透露出來。因，我們要從歷史
上去得到答案，中國的財神是誰？不會是關公！好，我們今天要把
答案講出來，要還他清白，范蠡，陶朱公。因為范蠡跟文種輔佐越



王勾踐復國，復國以後，范蠡很會判斷人，他很有智慧。所以諸位
同學，你注意去看，一個建功立業的君王都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很有可能是誰真有智慧？輔佐他的那種股肱之臣往往智慧都比他高
，但是他有福分。這麼多人肯來幫他，他有福分，再加上他肯用人
，往往都能夠創造他的事業出來。
　　但是范蠡發現勾踐有嫉妒心，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同富貴。現在
已經復國了，他的才華又比他高，會壓到他，所以他覺得先離開為
妙。就告訴文種，你假如不離開，很可能會有殺身之禍。文種想這
麼多的榮華富貴就在面前，我假如丟下了就會怎麼樣？很可惜。所
以禍福相倚。文種不肯走，結果後來勾踐賜文種自殺。范蠡就帶著
西施到江南一帶去做生意，沒有多久就發財；發了財以後，他把他
的財富統統施給一些貧困的人家，然後又從小生意做起，又沒多久
又發大財。史書上記載「三聚財，三散財」。
　　諸位同學，很多人都覺得眼睛看不到叫沒有，其實當我們把財
富施給最貧困、最患難的人，錢已經給他了，請問所產生的影響性
在哪？社會風氣改變。再來，這筆錢在他的心目當中留下了什麼印
象？感恩，留下了感動。所以他一有力量會想怎麼樣？回報。中國
人講「積財喪道」，一個人財富積累很多，旁邊的人都在挨餓，有
損自己的仁慈之心，都不肯去幫助別人。突然有一天他們家失火了
，有沒有人來幫忙？不只沒有人來幫忙，他們還站在外面說老天有
眼。
　　中國的風水都提到有水斯有財，為什麼水表財？水是流動的。
水假如不流動會怎麼樣？就發臭。所以流水不腐。當我們的錢財都
能用在關懷他人，用在道上，天道好還，財富自然而然就會流動回
來，而且告訴我們一個真相，它還會加利息。我到汕頭去演講，在
一個會議廳裡面叫林百欣紀念館，裡面可以容納兩千人。這是汕頭



一個企業家，他愈有錢，他愈懂得知恩回饋自己的故鄉。潮汕地區
有另外一個企業家，香港的首富李嘉誠先生，他對於家鄉、對社會
也做了相當大的回饋貢獻。所以因在哪？因在懂得財物要布施，這
才是真因。
　　有一個商人姓周，他在上海做生意，我們第一次有提過這個周
姓商人，他的財富之道就是聚而不散。有一次發生天災，他某個地
方錢莊的負責人拿了五百兩去捐，捐了以後被他罵得要死，他很生
氣，怎麼可以把我的錢給別人。他還津津樂道告訴別人，這就是我
的致富之道。結果當他去世的時候，那時候已經是民國年間了，換
成銀元他有三千萬圓，有沒有錢？有錢。結果他分給十個子孫，這
十個子孫在短短幾十年當中統統敗光，其中還有一、二個德行還稍
微不錯，同樣家風、家道中落。這個事例也印證一個事實，「積善
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所以我們的德行好與
壞對後代子孫影響很大。
　　有一本書叫《保富法》，曾國藩先生的外孫聶雲臺先生寫的，
你要把這本書好好看一看，您才知道如何去經營生命中的財富。所
以布施是因，還有眾多的緣聚集就能夠有財富的結果。財布施得財
富，那怎麼得智慧？法布施。你把你知道的聖賢學問，把你知道很
多做人做事的方法經驗，無私的告訴別人，你的智慧就會一天一天
增長。你常常有做這件事的舉手？你們怎麼都跟我一樣，都沒做，
我也沒做。為什麼？因為從小應試教育，看到別人考得比我高心裡
很難受。我們班功課很好的人，到學校裡來都說：我昨天都沒念書
。他就拼命玩，我們想說他也沒念書，我們就跟他玩。結果月考考
出來，他很高，我們低，奇怪，那個時候又智慧沒開不會判斷；他
在家裡都看到半夜一、二點，我們還在睡大頭覺。所以心胸狹隘。
　　我還聽過一個故事，一對姐妹在對話，小學生，她姐姐就說：



今天有個同學問我數學問題，我不告訴他。她妹妹就說：假如是我
，我會告訴他，我會把錯的告訴他。我還聽到一個更誇張的，諸位
同學，這是事實。有一個四年級的班級，他們班的一位女同學每次
數學都是最高分，有一天數學課她沒來，剛好又考試，同學很驚訝
她今天沒來。就問老師：老師，這位同學為什麼沒來？老師說：這
位同學的爺爺過世了。她爺爺是數學系的教授，其他的同學說：死
得好。你看功利的心、比較的心會把人的善念怎麼樣？整個都掩蓋
住了。這種心念也會把你的智慧掩蓋住。往往考試分數很高的人，
又不願意幫助別人的人，他往往在學業以外的生活能力、處事待人
接物的能力就會怎麼樣？愈來愈差。我曾經翻開一篇報紙，很大的
標題寫了一個字，「專業的高材生，生活的低能兒」，我們來看一
下離婚率最高的是什麼學歷的？你們沒有去調查？
　　所以真的，人要主動把經驗智慧傳遞，你的智慧會愈來愈高。
這點我自己有體會，因為後來開始擴寬心量，我不願意再小鼻子、
小眼睛，所以學到的東西，主動跟別人分享。那時候我決定要去考
老師，我都坐在那一個位置，都坐在前面第一排、第二排。剛好去
考老師的差不多百分之八十都是女生，所以一團女生當中百花叢中
一點綠，而且頭又凸出來，所以很多後面的同學都知道我，但是沒
看過我的正臉，我那時候應該回眸一笑怎麼樣？
　　因為我是學理科的，女孩子理科怎麼樣？我告訴你這句話是錯
的，女孩子的理科不會比男孩子差，都被心理障礙住了，真的是這
樣。萬法由什麼？由心。障礙不在外在裡。為什麼我講那麼大聲？
因為我做了一次實驗。男孩子跟女孩子的理解力發展不一樣，那種
邏輯思考，男孩子啟得早，但是對人的體貼、一種成熟度，男的高
女的高？女的高。我們男同學也說女的高，學貴自知，來給他們掌
聲鼓勵一下。但是諸位同學，那是普遍現象，但是我們就要衝破這



個普遍現象，要拾回男人的尊嚴。所以這是男女在整個身心發展上
的不同點。但是那只是一開始，只要透過你的努力一定可以突破。
　　我有一個女同學，她是文組，她要去考老師的時候，她心裡很
恐懼，面對物理、化學她覺得她學不來，然後剛好那個時候又面臨
人生很大的困厄。但是很有意思，我跟她見了第二次面的時候，她
就把她的身家性命，不是，把她人生很多的問題都告訴我。當我聽
完她的話，突然有一滴汗滴下來，我說這個人真不要命了，她把所
有的祕密都告訴我，假如我是大嘴巴怎麼辦？雖然我的嘴巴真的很
大，此大非彼大。
　　我從她敘述的整個人生困厄當中，突然會覺得我怎麼這麼幸福
，真的人生很苦的人大有人在，你那種苦小巫見大巫。但是在她敘
述的過程，讓我有一種很感動的體會，就是縱使她人生這麼多的困
厄，她沒有一句對別人的怨言，總是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好。諸位
同學，當你遇到這樣的人，你會怎麼做？要兩肋插刀，在所不辭。
所以從那一天開始，我陪著她讀書，你們笑什麼？諸位同學，要看
到人的存心，不要被外在的行為所迷惑了。我們是純而不雜，只想
要成就她的學業，雖然在那段時間裡面也有很多的風風雨雨，流言
蜚語。但是人生你去解釋是解釋不完的，自己的心能夠「仰不愧於
天，俯不怍於人」就好。
　　所以這個同學她的物理化學就開始進步。然後我對她非常嚴格
，今天光學丟給她，今天回去把它統統做完，明天來檢討。所以她
對我是又愛，不是，又尊敬又怎麼樣？咬牙切齒。您覺得這樣比較
乾脆是不是？又愛又恨，這個愛叫做尊敬，你們不要誤會了。後來
她考試，她很認真，結果沒考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一點都不痛
快，我恨不得是她考上。因為很怕她撐不過去，你看很多朋友怕她
整個心理突破不了。



　　結果後來因為她已經打下一定的基礎，差幾分就考上，我很怕
她放棄。所以我擺起我的臉孔，擺起我的威儀，打電話命令她，明
天去補習班報到，她對我是怎麼？言聽計從，你怎麼知道？她對我
尊敬，不得不遵守我的這一個要求。還是我到補習班門口硬是把她
拉進去，本來是去報名，結果報名完說今天已經開始上課了，我說
：你就上去！就這樣推上去了。結果第二年她考試，考完之後打電
話給我，她說：前一天發高燒，所以考試很有可能答案是要寫橫的
，她可能把它寫成直的。我都覺得她考試是在考她還是在考我，因
為我告訴她「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因為我告訴她善有善報。她
那一年在補習班當中，只要她會的都告訴同學，所以她在補習班非
常有名。假如她再考不上，我不知道怎麼接話了。後來出來，比標
準分數多了五十多分，五十多分考上了。
　　結果補習班還邀請她回去跟往後下面兩、三屆的考生，告訴他
如何讀書，如何準備物理、化學。結果她在教人，別人就說你為什
麼懂得這樣去思考？她就說：是某某同學教我的。你們怎麼笑，你
們認識他嗎？諸位同學，我為什麼能教給她這個東西？我終於領會
出來，法布施，你把智慧經驗告訴別人，得利益最大的是誰？自己
。因為你是要教會他這一題，他只要會了就好了，他學了是要會這
一題，你是要學什麼？我如何教會這個人，不是會算這一題，所以
你的境界是往更高的一種位置在思考。所以往往他們很多人是變成
算題的機器，而你是變成解題的能手，思惟的能手。
　　所以很多人生的道理要透過什麼？我們說求學問有四個大關鍵
，哪四個關鍵？信、解、行、體證。你真正去體會到了，你的信心
會怎麼樣？愈堅定。所以這個信解行證是一個良性的循環。聖賢人
說得真有道理，你會更積極去落實，而且會心安理得。
　　我記得在去年的七月十三號，我在海口辦第一天中國文化研習



，一次是五天，每一天六到七個小時，連續五天。諸位同學，我們
一分錢都沒有收。現在的人都覺得把一件事情做好的第一個條件是
什麼？錢，是吧？這個思惟對不對？很多人覺得對。諸位同學，你
看我有錢嗎？很多的道理，你要細細去思考，一個人有錢而無德，
他不只不能成事還會敗事。但是往往有德之後，很多其他附屬條件
就會慢慢具足。所以「大學」裡面的道理，每一句你不可以聽輕，
那是人生的真相。
　　「大學」說「財散人聚」，財聚人就散了；「大學」又說「有
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這個「土」我們要會去理解。古代是擁
有一片土地可以耕耘，可以教化人民，建立事業；在現代這個「土
」，我們可以把它變成你有一個職務、你有一個企業、你有一個市
場，必須靠誰去經營？靠人才才行。你今天有機會而沒有人才，能
不能把事辦好？現在是一個團隊合作的時代，對不對？諸位同學，
你們的反應怎麼這樣？對不對？對。不能怪你們，你們都還沒有去
工作，確實如此。所以有德才能吸引來好的人才。有錢會吸引什麼
人才？「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你既然有人又
有市場，你一定可以積累財富。「有財此有用」，這個財可以讓你
員工的家庭得到保障，這個財可以讓企業繼續發展，這個財可以利
益社會的建設，所以有財此有用。本末要抓住，本在哪？在德。所
以事業要有德，這才是好事，中國人講「德才兼備」，有沒有講才
德兼備？所以每句話都很有意味。
　　我們那時候辦演講，我記得那時候我要回家一趟，因為海南天
氣特別熱，那我們又是一介貧書生，所以只有電風扇在那裡轉，但
是溫度特別高，我在那裡很擔心五天假如辦下來，他們一邊在那裡
搧，熱死了，不知道課怎麼聽，有這個擔心。結果我要回去那一天
晚上，有個老闆請我吃飯，吃飯的過程剛好了解到我在海口講「朱



子治家格言」，他聽了以後很高興，因為他對這篇文章也非常認同
。所以他就告訴我：你回來講「朱子治家格言」一定要通知我，我
要去聽。
　　結果本來是另外一位朋友要送我回去，這位老闆就說：今天晚
上我送你回去，明天我送你去坐飛機。真好！然後坐在車上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從前孔子要講學，就是旁邊有一個子貢，很有錢，
當商人。你聽懂不懂？聽不懂？孔夫子教我們君子要有九思，「視
思明」，看要看清楚來龍去脈，「聽思聰」，聽話要怎麼樣？聽得
懂弦外之意，就是他很認同文化，他也願意支持文化。所以這一個
老闆，我們的老師還去給他們講過一輪八節課的中國文化，每一次
聽課，三、四百個員工來聽。
　　結果在路上的時候，他就告訴我：我們樓上有一間會議室很寬
，冷氣是二十噸，吹起來是特別涼。人有善願，天必從之。所以我
就馬上說：老闆，你可不可以借我們用一下？他說：沒問題，借你
用。不只場地借我們，他們穿著旗袍的幾位小姐，服務員，那五天
都來幫我們倒茶水，幫我們整理一些整潔工作，真是幫到底了。所
以場地就解決了。再來吃五天的飯菜，五天以後我們要去結帳，結
果他們的員工就說：錢已經都結完了。我們嚇一跳，誰結的？他說
老闆娘來結完了。老闆娘每天都來聽課，都坐在後面聽，然後每天
都在那裡哭，掉眼淚。她告訴我們，她說我的孩子都大了，沒有機
會聞到這些聖賢教誨。現在來聽課的一半以上都是學校老師，假如
他們懂了去教學生，那多少學生、多少家庭受益，所以她很感動，
每天都把帳簽掉了。
　　後來我們去深圳辦第二場、辦第三場，兩場辦完以後，一分錢
也沒有花，還剩下一千六百多塊，幸好沒有剩很多。剛剛好所有的
老師來學習回去的飛機費用都付完，還剩一點點。都是來學習的人



很感動，希望能夠去利益更多的人，都把這個財奉獻出來。所以愛
人者怎麼樣？人恆愛之。你要去體證這個真相。
　　我那時候在海口講課，因為我是前年的九月份到了海口，我的
第一場演講是在海口十月十一號開始。諸位同學，你看我的身材就
知道我容不容易緊張？不容易？你們沒有看到我的腳在發抖嗎？容
易緊張的人都不會胖，因為一緊張，誰先收到訊號？胃部就縮起來
，哪還吃得下東西！所以我大學聯考前一天都睡不著，太緊張了。
我的姑姑給我吃了兩顆鎮定劑，第一顆吃下去沒效，她還有先見之
明，怕一顆不夠，再來第二顆吃下去，沒效，一整夜沒睡著。第二
天第一科考國文，有效！在那裡都快要睡著了，所以國文也沒考及
格。大學聯考考得不好，諸位同學，障礙在哪？人不明理，患得患
失，意氣用事，沒幫助。所以我很容易緊張。
　　十月十一號要演講，是對三百多個老師，第一場。諸位同學，
在那之前我沒有對這麼多人演講的經驗，所以我確實是趕鴨子上架
。但是我又怕我會緊張，可是問題是緊張以後把事搞砸了就不好，
所以我前一天晚上就對著孔老夫子像三跪九叩，叩什麼？保佑我好
好睡一覺，明天可以心平氣和去講。果然有感應，有效！那一天一
覺到天亮。隔天講了第一場，前年十月十一號。
　　去年七月十三號第一場五天的培訓課程，剛好我看到底下有幾
位老師，他們是前年的十月十一號來聽過我講，事隔已經多久了？
將近九個多月了。所以我就問他：這位老師，您覺得前年我講的課
跟現在講的課，你覺得有沒有差別？他連想都沒想，他說：差別很
大。我問他：我前年是不是講得很差？你看他不假思索說差別很大
，代表前年這一場跟去年這一場功夫上有很大的一個提升。為什麼
能提升？你不斷的把經驗智慧給別人，法布施就得聰明智慧。所以
要如理如法去求，你的人生才能夠經營得踏實。所以《弟子規》說



「己有能，勿自私」，自己有的才華跟智慧能力不要吝嗇，只會讓
你愈來愈好，愈來愈提升。所以諸位同學，很多的理你去印證，你
就會信得更深，解得更切，行得更篤實、更紮實。
　　我們常常也在演講當中提到一句話，叫「愛人者，人恆愛之」
。相信的舉手？好，請放下。已經證明的舉手？相對減少，請放下
。假如愛人而沒有人愛，是不是這一句話錯了？不是。所以我們在
力行道理當中還要有一個正確的態度，叫「寧為成功找方法，不為
失敗找藉口」。所以幫人，你有好的心，但是方法對不對，你要去
分析、要去檢討。你可能方法錯了，人家當然體會不到。所以必須
要有這個態度，寧為成功找方法，不為失敗找藉口。你要找藉口，
能找多少？千千萬萬都找不完。但是你只要下定決心，這些藉口你
就不會再提起來。所以重要的是決心跟毅力，這相當重要。
　　你今天在行道的過程有一個態度，「勿畏難」，在行道過程會
不會有挑戰？當然會！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我記得
我要離開家的時候，我的父親就跟我說：文化這件事很不容易做，
沒有幾個人能夠做起來，有沒有道理？有。那有，好，走了，我不
做了，有道理！我就問我父親，我說：今天有一千個人來做，只有
一、二個人成功，蘇軾說：作文如行雲流水，當行於所當行，止於
不可不止。演講也是一樣，剛好講到重點，不講下去會很不舒服，
會得內傷。一千個人裡面只有一、二個人做成，請問我們是要去了
解九百九十八個人如何做不成，還是要問這一、二個人如何做成？
這個態度重不重要？諸位同學，現在人是看九百九十八還是看這一
、二個？一、二個，現在人都這樣？大半都被藉口就退下陣來了。
　　接著我又跟我父親講：那假如這一、二個人，他必須萬貫家財
，他必須是高官、必須是權貴，假如需要這樣才能做成，那我也不
行，因為我沒有這些條件。假如把這件事情做起來，不需要這麼高



的財富，不需要很多的權勢，而只需要一些因素，那我倒要好好來
思考一下這些因素我們能不能夠去具備。這值得我們去思考。我就
舉了我的老師釋淨空教授，他一個人都沒有錢，憑著一顆真誠好學
的心，寫信給知名的大學教授，他說：我只有初中畢業，又沒有錢
讀書，可不可以去聽你的課？他給好幾個教授都寫信，每個教授都
給他回信，都說要收他當學生。結果我的老師又從所有的教授當中
去挑一個最有學問的教授。因為能不能一下子去聽三個教授的課？
比方說你學哲學，可不可以跟三個哲學老師？注意了，「教之道，
貴以專」。
　　現在人很好學，但是學習的方法不對，一好學，讀一大堆書，
把腦子搞亂了。所以教要專注，教跟學是一件事，教者要專，學者
也要專。一個老師一條路，兩個老師兩條路，三個老師三叉路，四
個老師十字街頭。你要了解，要不你就跨過去，要不你就不要過去
，站在路中間特別怎麼樣？特別危險，會被車子撞到。所以一個老
師一條路，你只要信任確定這個老師有學問，你要專注跟他學，這
叫師承。中國文化源遠流長，都靠師道跟孝道傳承，所以這個師道
很重要。我們也看到很多學派都是一脈相承。什麼叫師道？什麼叫
師承？諸位同學，你們要去體會、要去了解一下。
　　我的老師後來他的第一位老師是方東美教授，相當有學問的一
個哲學家；那之後又跟了另外兩個老師學，都是他的老師。第二個
老師去世了，他又跟第三個老師學習，學得相當的好，憑的是一顆
好學的心。好學的心，要不要錢？要不要權勢？不要。除了好學的
心之外，學問的動力在讓自己學好以後可以利益人群。除了好學再
加上真誠的愛心，他老人家一個人把聖賢教誨弘揚到全世界五大洲
。
　　我就跟我父親講，這是我們能做到，不要把事情想得太複雜。



接著我就跟我父親說：父親，在這樣的時代當中，我已經看到文化
很重要，文化一定要留根；既然我已經看到，我也明白了，假如我
不去做，我這一輩子良心都不安。假如今天我看不明白，那又另當
別論，所謂人不可以見死不救。我記得看了一片電影叫《暖春》，
諸位同學，看過的舉手？您那一片看完之後有沒有覺得心裡很舒暢
？因為你的淚水都把我們的污濁洗掉了，把我們那個本來純善的心
喚醒。你看那個老人家，跟著村長坐在那裡，一站起來，他的人生
非常單純、非常可愛。他說：我只知道做人不能見死不救。這麼單
純的人生態度，也成就了他往後美滿的生活。所以他的後來孩子很
孝順，那個被他收養的小女孩最後留在當地教書。她想著這裡有愛
我的爺爺、父母，還有栽培我長大的這一片土地，這一些人群。這
是人的良知。人只要違背了良心，人生再有錢、再長壽，也不會有
痛快、快樂可言。
　　接著我又跟我父親講到：在這樣一個時代當中，中國文化不要
在我面前斷根，我就已經心滿意足。文化有沒有可能在一代之內再
復興起來？不容易。但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我跟我父親講
完以後，我父親有個特質，他不強人所難，所以他就告訴我：那你
先去做做看。他也抱著觀望的態度。所以事在人為，今天你要去做
一件對的事，你絕對不要渴望所有的親友都給你鼓掌，都排兩排給
你祝賀，好，幹得好！這種掌聲什麼時候才有？後來我去了海口三
、四個月，回家過年。一回家門，我行李剛放下就馬上去看我的爺
爺，當你對你的爺爺很有孝心的時候，誰最高興？當然是你的爸爸
。
　　所以我們今天孝順父母，要養父母之身，還要養父母之心、養
父母之智。很多的父母他對社會也很有使命感，但是他很多的心血
都放在誰身上？孩子身上，他也很希望這個社會好。再來，養父母



之智，一個人到晚年能不能生活得安樂，物質已經不是最主要，是
什麼？精神狀態，心靈境界。所以孔老夫子說：少者，戒之在色。
我們現在屬於什麼？你們屬於少者，我屬於壯者，「壯者，戒之在
鬥」，容易喜歡去競爭、鬥爭，喜歡去擊敗別人，覺得自己很有成
就感，這態度不對，會造成自己事業的障礙。而老者戒之在哪？「
戒之在得」。人老了常常會起貪心，患得患失，他們家的孩子怎麼
當到書記？他們家的孩子怎麼賺那麼多錢？每天不知足，有沒有快
樂可言？所以到晚年，孩子有智慧要引導父母有正確的人生態度，
他晚年才有幸福可言。
　　諸位同學，你要長父母之智，首先的先決條件是什麼？你自己
沒有智慧，怎麼長他人的智？所以有個廣告，剛好有一個老軍官在
那裡刮鬍子，在廁所裡面刮鬍子，突然有個年輕的軍官走進來，所
謂新官上任三把火，所以他連上廁所都是雄赳赳氣昂昂走進來。然
後上完廁所走到洗手台，剛好這軍官要刮鬍子，老軍官就跟新的軍
官講了一句話：要刮別人的鬍子，先把自己的刮乾淨。什麼意思？
你要訓別人以前，首先自己要能做得到。這才是領導者的風範。
　　《論語》裡面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一個人拿到權力以後，這個權力能不能用得好，端看這個人心理
的一種態度。假如他只拿了權力亂指使別人、亂訓斥別人，會招來
什麼結果？眾叛親離。魏徵跟唐太宗講了一段話，他告訴唐太宗：
「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所以面對下屬、面
對晚輩，我們要以德服人，這才是正確的一個態度。領導者如是，
我們今天要去影響別人亦如是，要找到根本，要先自己有智慧、自
己有德行才行。
　　我回去以後先去看望爺爺、奶奶，回來之後，在家裡那天晚上
就沒有出去，就跟我父親聊了二、三個小時，把在海口做的一些事



情跟他報告。尤其我提到海口哪些孩子，從不孝順變的懂得幫父母
倒茶，幫父母捧洗腳水，我父親聽話的過程，三度眼淚掉下來。我
記得，我後來離開回到海口，跟我家裡打的第一通電話，我的父親
說到：兒子，家裡一切都好，你不用擔心，你好好安心把你的事情
做好。所以父親本來是持保留的態度，到最後是全心全意支持我們
。所以這個很重要。你在做事的過程，不要去求掌聲，要讓掌聲自
然而然來，所謂水到渠成。
　　在我念大學的時候就深刻的記住一句話，這句話提到「在大人
的世界裡面，人們不會聽你說什麼，人們只會看你做什麼」。我這
個印象很深。所以做最重要，力行最重要。當你做出來，自然人家
就會去體會、會去觀察。但是後來我還是選擇了老師的行業，還是
在說，為什麼？大人不能用說的，小孩可以。因為小孩，你看那個
小朋友一、二年級跟家裡人講話、跟親友講話，第一句話說什麼？
我們老師說，老師說怎麼樣不可以改，老師是聖旨。在小學這個階
段，老師對他有很好的影響，所以我們才選擇教師這個行業。
　　我到海口去以後，我的國學老師是楊淑芬老師，剛好是她帶著
我到海口去的，那我父親，我臨行前，他就告訴我：你好好跟在楊
老師後面學習，先看老師怎麼做，老師怎麼教，你不要一開始就講
課。我說：好。躲在別人後面感覺怎麼樣？比較沒有壓力。結果我
是九月五號到海口，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我們就上了北京，之後
轉到山東拜孔子。為什麼要拜孔子？所有重要的經典都是經由孔夫
子的整理去發揚，中國文化貢獻最大的就是至聖先師孔子，所以我
們去拜孔子。結果在拜孔子當中有很多的體會，三孔門庭若市，人
山人海。結果到了周公廟，孔夫子一生最尊敬的聖人是誰？周公。
讀孔書的人對周公也很尊敬，所以我們拜完孔子之後又到了周公廟
去，結果周公廟連一個人都沒有，甚至於那個柏樹都已經傾斜了，



都沒有人去修理。
　　我們深刻感覺到，去孔府、孔廟、孔陵，門庭若市，這些人群
是去深入文化嗎？是不是？不是，去幹什麼？他很怕在一起吃飯的
時候說：你有沒有去過孔府？假如說沒有，會怎麼樣？好像很丟臉
，要趕快去一下。人很可憐，被虛榮心驅使。在吃飯的時候：哪一
本暢銷書你有沒有看過？假如沒看過，心裡怎麼樣？覺得很緊張，
趕快去買來看，也不知道那一本對自己有沒有好處。所以有一句俗
話說去旅遊，叫上車睡覺，下車尿尿，到處買藥，問他什麼都不知
道。所以人有福、有錢要用對地方，「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太可
惜了，這個福懂得去用，增長多少智慧。
　　回來以後，楊老師就告訴我，她說：中國文化退喪太快了，所
以我必須要提供一個平台，讓所有希望願意學習文化的人都可以如
他所願（就要架設一個文化網站）。所以你自己回海口去！我不能
跟你回去了。諸位同學，我到海口、到大陸來才一個禮拜，結果就
接到一道命令，什麼命令？你自己回去！諸位同學，這個時候你的
腦子是什麼？這個時候可不可以坐在地上哭泣？行不行？
　　人生有沒有真正把聖賢的學問放在心上，什麼時候看得出來？
太平盛世的時候看不看得出來？所以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慧
智出，有大偽；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往往在
亂世當中，你才知道誰是屹立不搖的英豪。所以南宋這麼灰暗、這
麼腐敗，出了哪個浩然正氣頂立於天地的聖哲？文天祥。所以突然
在那個時候，我的腦海裡就浮現了一句《論語》的話，「士不可以
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我終於有機會可以效法我的榜樣，孔明先生，所以也就欣然
接受回到海口。
　　楊老師只給我一句話，她說：你什麼都不用多想，先講三百場



演講。這個夢不要很單純，每天就想著一、二、三、四、五，這樣
去學習。楊老師也告訴我，底下一個人都講，甚至於只有桌椅板凳
都講，要講到板凳都會點頭，這樣就成功了。這就是要勿畏難，不
要害怕困難。我就這樣開始講起，大街小巷，城市鄉里。我記得還
曾經到一個鄉下去講課的時候，因為他們大半都只聽得懂海南話，
所以我演講的時候還有帶翻譯。我講一句，他們的鎮長就翻譯一句
，所以他們的笑聲都會隔一段時間才笑出來，很有意思。然後也到
企業、到監獄、到警察大學，很多地方去演講。在那段時間當中，
突然體會到什麼叫做披星戴月。我晚上還騎著一台腳踏車，因為沒
時間運動。
　　後來我在那段時間很多的朋友都告訴我，他說：你這樣會不會
很累？我就回答這個朋友，我說：人不怕身累，就怕心累。身體再
累，睡八個小時，隔天還是一條好漢；但是心累，哀莫大於心死。
你們有沒有這個經驗？尤其人在談戀愛的時候是不是這樣？當對方
都一直拒絕你的時候，你都會覺得今天就是世界末日。所以心累更
累。
　　我們每天做著有價值的事，心裡很踏實，每天一覺到天亮，也
都不會作夢。突然我的腦中就浮現了一段《孟子》的話，哪一段？
你們怎麼知道？「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
所不能」。我記得在高中的時候念到這一段，念完以後我告訴自己
，我絕對不要當聖賢人，這麼苦，我還是去吃麥當勞好一點。真的
，那時候沒有把聖賢人的存心告訴我們，也沒有立定志向，所以也
感受不到這種日子是什麼味道。結果那一段時間幾個月下來，我突
然了解到，因為要有這些鍛鍊才能夠提升我們的能力，所以叫動心
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你要有更好的能力才能把事情辦好。



　　我突然感受到人生有一個遺憾會隱隱作痛，就是當你覺得這一
件事很重要，必須做，一定要做，可是你卻沒有能力做，這個時候
你的內心會怎麼樣？很痛苦。我看到非常多家長，他很有心要把孩
子教好，但是他怎麼樣？沒有方法，每天看著孩子在那裡做那些不
好的行為，他就像熱鍋的螞蟻，心裡很痛苦、很煩燥。所以當我們
已經看到現在人必須要有聖賢道德文化的教化才能夠利益他，利益
家庭社會，我們已經了解了，生怕自己沒有能力去幫他，看到他在
那裡受苦，那才不舒服。因為愈辦課程愈體會到他人的需要，所以
孔老夫子說：力行近乎仁。唯有你去做的當中，你才能真正體會他
的辛苦、他的需要在哪。所以體會愈多，愈生怕自己能力不夠，反
而很遺憾。在這段《孟子》的教誨當中，我把它批了四個字，叫做
「甘之如飴」。
　　德為萬福之基，所以一個人有德行，你的人生、你的事業可以
立於不敗之地。剛剛我們郭老師也提到一個很重要的自然現象，一
個樹能夠有多高大，它的樹蔭能有多麼的寬廣，決定在哪？在根。
往往它根的覆蓋面大於它的樹蔭。而這個根在哪？人生的根在德行
。假如根紮得不牢，樹長得愈高大愈怎麼樣？愈危險。我曾經聽過
一個企業家演講，他也提到有一種情況是企業家的結果，哪種情況
？叫鋃鐺入獄。很可能你今天在報章雜誌當中看到百大首富，名列
在全國一百名之內的富翁，明年怎麼樣？在監獄裡面，在那裡算饅
頭。我還記得我在坐飛機離開北京，在飛機上看到一份報紙，俄羅
斯的首富現在已經關在監獄裡面。當人生面臨很大的事業、很多的
誘惑，而沒有德行，往往會敗下陣來。到時候不只毀了自己的人生
，還會怎麼樣？毀了家庭，甚至毀了父母親友的名譽都有可能。所
以我們說孝道是德行之本，孝開了，百善才會開。
　　我們整理一下，剛剛也提到養父母之身，養父母之心，養父母



之智。《弟子規》裡面就可以整理出這四個角度，比方說哪一句是
養父母之身？「冬則溫，夏則凊；晨則省，昏則定」，這「冬溫夏
凊」是照顧父母的生活起居。比方說春秋的天氣氣溫變化，很多時
候白天跟黑夜相差多少？二十度，很可能有。溫差這麼大，在這樣
的季節感冒的人特別多。那你能不能去冬則溫，夏則凊？行不行？
這麼困難嗎？還要我求你們做嗎？打一通電話：媽，我看了新聞報
導，明天天氣會下降，您多穿一些衣服。你相不相信今天你媽媽走
出去，鄰居說：你今天怎麼了？怎麼容光煥發？我們盡孝的時候，
父母那種喜悅不能用言語形容，甚至於那種喜悅還可以持續很久。
只要我們用心就可以讓父母的身心得到很大的一種欣慰。
　　剛剛也提到「晨則省，昏則定」，現在推展文化的過程有很多
的批評，這樣正不正常？正常。那為什麼他會批評？因為他不了解
。為什麼他不了解？因為沒有人說、沒有人做！所以還是我們的問
題，不是他的問題。我們要做對、說對才行。因為有位老師就打電
話給我，他說：蔡老師，《弟子規》裡面有糟粕。我說：這位老師
，哪一句話是糟粕？你要不要跟他辯論，要不要？要，一個巴掌拍
不響，兩個巴掌叮噹響，你就看到高手過招，縱使你把他打敗了，
他心裡怎麼樣？不服氣。「勢服人，心不然」，你言語縱使佔了上
風，也沒有辦法讓他的心折服。「理服人，方無言」，所以我們以
退為進，太極生兩儀，對不對？
　　我就請教他，請問哪一句話是糟粕？他說：晨則省，昏則定是
糟粕。我接著就問他：為什麼？他說一天問候媽媽兩次，真麻煩！
有沒有道理？我們一天問候媽媽兩次，關心媽媽兩次，那媽媽每天
把兒女放在心上多少次？「母活一百歲，常憂八十兒」，母親縱使
活到一百歲，還在關懷、擔心她八十歲的兒子，甚至於連半夜睡覺
還要掛著心，孩子會不會又踢被子、又感冒了。



　　所以我們如何去回報母親對我們這一份關懷？早上讓這個孩子
一起床：爸爸媽媽，早上好，昨天睡得好嗎？假如我這樣問你們，
你們會有什麼感受？很舒服，很欣慰！這麼樣的問候可以讓父母心
裡很愉快，一天的工作都情緒很好。他看到你來問候的時候：兒子
，你的額頭發亮，代表昨天睡得很好，他很安心。晚上回來，讀完
書回來了：媽媽，我回來了。媽媽不擔心了。假如沒有告知父母，
自己就跑進去打電腦、電玩，父母一看都幾點了，怎麼還沒回來，
那會心急如焚。我就遇過這種學生，媽媽打電話到學校來要人，後
來折騰了半天，在裡面打電腦。這是子女應該時時想著如何能夠減
少父母的擔憂，這叫養父母之什麼？心，要善體親心。善體父母的
用心，善體父母的辛勞，這樣才叫盡孝道。
　　這位老師聽完以後就說：蔡老師，你的中國文化學得不錯。他
馬上八風就吹過來。人一被稱讚會有什麼反應？尾巴怎麼樣？這個
時候你要如如不動，這個老師也很厲害，他馬上給我一個回馬槍。
他說：蔡老師，你自己都沒有做到這一條。有沒有道理？有？我們
教書的人最怕小孩子說：老師，你都沒做到，還叫我們做。聽到這
種話的時候冷汗直流。他就接著說：你看你離鄉背井，你有早上問
候你媽媽，晚上又問候你媽媽嗎？我就跟這位老師講：這位老師，
假如我早上打一通電話給我媽，晚上又打一通電話給我媽，我媽媽
一定會罵我，你不知道長途電話費很貴嗎，還打！所以學問重在通
權達變，不然你就學呆了。就變什麼？書呆子了。所以「冬溫夏凊
」是一個行為，它真正的目的在哪？它的存心在哪？
　　所以諸位同學，學聖賢道有一個最快的方法，直接從根本下手
，了解聖哲人的存心，了解這一句教誨的存心在哪，你就能提升得
很快。《孟子》有一段話提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因為「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



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所以一個人在立身行道，遵
從聖賢教誨的過程苦不苦？苦？你看我很苦嗎？我看起來像苦瓜嗎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哪來的苦？甘之如
飴。
　　所以那時候我的朋友，剛好我到海口一個多月，給他們打電話
，他們很緊張，你好嗎？我說：我用三句話來回答，第一句話叫「
德不孤，必有鄰」；第二句話叫「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他聽到這
兩句話說：你在那裡混得不錯。第三句話說：責任的承擔是成長的
開始。人確確實實有無限的潛能，但是往往因為沒有歷練糟蹋掉了
。所以一個人的潛能都因為兩個字毀掉，叫「因循」，得過且過，
太可惜了。
　　求學問首先要有知恥的心，所謂「知恥近乎勇」。我們看後代
讀書人稱讚韓愈，蘇軾稱讚韓愈，「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
下法」，韓愈可以達到這樣的人生，可是我們卻死了以後化為黃土
。甚至於死了以後，還有很多人起來鼓掌，這樣的人生有沒有意思
？就沒意思了。所以《弟子規》後面也勉勵我們「勿自暴，勿自棄
；聖與賢，可馴致」。確確實實以仁以禮存心，絕對不苦。
　　我們看看那一句，冬溫夏凊，「晨則省，昏則定」，晨昏定省
，時時讓父母安心，不操心，才是這句話的根本所在。你如何做才
能讓父母安心，那就是最適合的做法，你不能死在外在的行為上面
。我假如每天打兩通，媽媽會罵我，我只要每個禮拜固定打回去，
很有可能電話聲響了，我媽媽會說：兒子打回來了。因為母子連心
，很準！在那一通電話當中，我們趕快報告，我在這個禮拜的生活
狀況，讓她了解，讓她不操心。所以應該是從這裡去力行。
　　諸位同學，假如我們的德行不好，每天早飯、中飯、晚飯，一
天打三通電話回去給你媽媽，還講很多甜言蜜語，你媽媽會安心嗎



？對！所以「晨則省，昏則定」，最徹底的就是提升你的德行，讓
你的父母完全不為你操心；甚至於進一步以你為榮，那你的人生已
經在你的父母生命當中寫下最重要的歷史，你的孝心照到你父母的
人生裡面去，所謂「留取丹心照汗青」。
　　後面我們講養父母之智，我們父母用他的生命給我們很多的照
顧提攜，在經濟方面也非常的竭盡全力支持我們，讓我們有這麼好
的機會可以學習，可以讀到大學以上。所以我們要感念父母的這一
份付出。而很有可能我們的父母在知識面、在文化面吸收的比我們
少，所以我們應該用我們的成就也去成就他們的人生。所以也要時
時能夠提升父母的智慧。
　　《弟子規》裡面講「親有過，諫使更，怡吾色，柔吾聲」，這
一句經文我們就了解孝順是不是什麼都順？假如什麼都順，對也順
、不對也順，那個叫愚孝。請問中國文化裡面有沒有愚孝？《弟子
規》裡面有沒有教你愚孝？《孝經》裡面有沒有教你愚孝？都沒有
。請問罵愚孝從哪裡來？很多罵中國文化的人，連一本完整的重要
經典可能都沒有讀過。那當我們對這些經典文化都還沒有讀過，然
後來批評它，這樣的態度科不科學？理不理智？這樣不好，這樣有
損自己的德行。所以我們要批評一件事要先了解才行，要先設身處
地才行。所以孝不是愚孝，要懂得在父母不對的時候規勸，這就在
力行養父母之智。
　　你有規勸過父母的舉手？有成功的手舉著！還有不少。那你們
真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在很多地方體會到，古來征戰怎麼
樣？很多人都覺得效果不彰，「寧為成功找方法，不為失敗找藉口
」，勸同學跟勸父母態度一不一樣？不一樣。你能不能像對待同學
一樣的去指責你的父母？不行，他一定受不了。所以我們勸父母要
「怡吾色，柔吾聲」，首先你的存心要對，是念念為父母好，而不



是一種控制欲望，你得聽我的。假如你用這種態度勸父母，有沒有
效？會適得其反。所以存心要念念為他著想。
　　再來，態度要對。《弟子規》一句話您不要輕看，怡吾色，柔
吾聲是什麼？態度。「諫不入」，要有耐心，你不能勸一次說他不
聽就算了，這樣對不對？你有沒有勸一個人告訴他，他馬上：謝謝
你，指出我的缺點。然後就去改過來，你有這種朋友的舉手？假如
有，待會要留下名字來，我懷疑他是顏淵轉世，現在還有這種人，
「不遷怒，不貳過」，這都不是普通人，要趕快出來弘揚文化。一
般很難，因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不可能勸一次馬上可
以勸動。
　　所以要有好的態度，還要加上什麼？耐心。有些人要勸三次、
有些人要勸十次，有些人要勸三年、有些人要勸三十年，有些人要
下輩子才行。能不能覺得勸不聽就不勸？這不是人生態度。我們勸
是我們自己做人的本分，心安理得，而不是求他來聽我的，所以你
會勸得理得心安。而往往你是這麼無所求的勸，反而對方愈能感受
到你的真誠。那你那種控制欲望很強，他都跑著給你追。所以這個
存心、這個態度很重要。
　　再來要考慮到方法，「諫不入，悅復諫」，這個「悅」是什麼
？時機，悅，喜悅的時候。所以勸父母要等他怎麼樣？比較高興的
時候。他在氣頭上，你再給他火上加油就麻煩了。「復」是指耐心
，不厭其煩去進諫。而這個時機、這些方法你也要去看。我們之前
也提到方法之一，要勸別人一個過失，首先要先講他兩點好、三點
好。不然，你不要一、二個月沒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來，我告訴
你，你哪個地方做不好。他馬上本來是微笑變什麼？這樣很尷尬了
。所以這個方法。還有「揚善於公堂，歸過於私室」，你稱揚一個
人的善行可以在大庭廣眾，但是要規勸一個人的過失，尤其他已經



是成人了，要怎麼樣？私底下談，不然他會很沒面子，這樣就會適
得其反。所以這個很重要。
　　還有「交淺不言深」，這個也要注意。你今天到一個公司去，
一進門第一天上完班，第二天走到總經理的門口：總經理，我這個
人有一個很好的特質叫正直，我昨天看到公司有很多做法不大好。
就把十大罪狀撐開來，要做忠臣，總經理看完以後跟你說：你明天
不用來了。所以這個時機重要。
　　我們要了解，勸一個人以前有一個先決條件，進諫，先決條件
要信任。「君子，信而後諫」，你還沒有取得信任，你就勸諫他，
「未信，則以為謗己也」，他覺得你是不是看我不順眼？你是不是
毀謗我？所以很多人好心反而沒有效果。所以要先信任。如何取得
人的信任？你能不能交朋友說：來，我很值得信任，你要信任我。
建築在哪？很多人都很羨慕，那個女同學人緣怎麼這麼好？你要去
觀察，她絕對不是長得很漂亮，而是什麼？懂得付出，人家跟她相
處覺得如沐春風。有沒有一些同學很會付出，但是很多人看到他就
跑了？拜託你不要對我這麼好，我壓力很大。你們怎麼笑成這樣？
你們很有經驗是不是？你們是受害者還是？所以付出要懂得針對他
人的需要。
　　「人不閒，勿事攪；人不安，無話擾」，明明就看他臉色很難
看，你就硬要走過去，你是不是失戀了？所以付出要針對需要，而
且要先觀察。假如看你的室友臉色很難看，你就知道可能發生了些
事。這個時候人心很浮躁，「人不閒」，不要去打擾他，讓他靜一
下。所以這個時候你會觀察，倒一杯溫開水，然後走過去放在他的
桌上，然後臉不要看他；你臉看他，他會怎麼樣？他說你看什麼看
？要處處替他著想，走過去放一杯溫溫的開水，這個動作告訴他什
麼？只要你什麼時候需要我，我就到了。盡在不言中，然後你就離



開，不要打擾他。我告訴你，人只要覺得身旁有人在關心他，他絕
對不會去自殺。這句話對不對？人只要到了絕望的時候才會自殺，
所以你稍安毋躁，先讓他靜一下。等到他心靜下來，第一個想到誰
？想到這一個這麼體貼的朋友。這個時候你再告訴他，《弟子規》
告訴我們什麼。理智才能真正轉人生的逆境，感情用事轉不了的。
　　諸位同學，幫助一個人容不容易？不容易。所以諸位同學，身
旁有念念為了你的親友，你要好好珍惜、好好回饋、好好報恩！這
樣的人生才會愈走愈踏實。當然首先一定要回報誰？父母。諸位同
學，「大道不器」，這個道理絕對不是放在勸父母、勸同學，而是
放在一切人與人的關係上都適用。所以在君臣關係適不適用？適用
。在兄弟關係、夫婦關係適不適用？適用。
　　假如今天一個媳婦嫁過去，當天走到廚房：婆婆，這裡要放那
，那裡要放哪，這個菜怎麼煮這麼難吃。你一看敗相已露，她嫁過
去好不好過？我們要記住，到一個新的環境，多看、多聽，怎麼樣
？少說，多做付出。你這個付出愈多，厚積薄發。你不要一開始又
要上萬言書，要怎麼樣？遇到一件事丟一句、丟兩句，他不聽你的
，可是事後結果怎麼樣？你講得對，他慢慢對你的信任就轉過來了
。所以要明理！不然婆媳問題都解不了。為什麼？她們是一家人，
她們一家人多少年了？二、三十年了。你要能夠去體會，能夠去包
容，能夠去付出，就可以化解開來。
　　諸位同學，我又沒當過媳婦我怎麼懂？人要善學，很多坑不是
要，這個洞很深，跌下去又很痛，這樣就學笨了。觀察，觀察誰？
觀察我母親。我母親她講話是在接近三十年以後才開始講的，所以
我父親、我爺爺奶奶都非常尊重她。那當然今天假如我們是當人家
的婆婆，當人家的公公，你們笑什麼？我話還沒講完！當人家的小
姑，當人家的小叔，你應該去體諒到一個人從她的家嫁到我們家裡



來，面對另外一個新環境，她的內心怎麼樣？比較不安，比較惶恐
，我們更應該去多關懷接納，這個家和就萬事興。設身處地，人同
此心，心同此理。這很重要！
　　中國的「父子有親」，因為父母對我們影響甚深。另外還有一
個貴人對我們的生命影響也很深，叫師長、老師。所以中國人對老
師的態度是什麼？「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當我們用這麼恭敬的
態度對老師，才能真正得到學問的利益。所以學問從哪裡求？學問
的成就關鍵點在哪裡我們要看得出來。在哪？在存心。所以同樣一
個老師教出來，他的學生成就都不一樣，有一個關鍵點叫「一分誠
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你對老師愈恭敬、愈真誠
，得到的學問愈多。
　　我們看到古代拜師之禮，你們有沒有看過拜師禮？沒有。父親
帶著五、六歲的孩子到祠堂，當時候私塾都在比較有錢的人家的祠
堂裡面，為什麼在祠堂教書？你看祖先天上有知，子孫這麼好學，
很寬慰。那拜師，首先父親在前面，孩子在後面，給孔老夫子像行
三跪九叩首的禮；拜完之後，老師上座，一樣父親在前，孩子在後
，給老師行三跪九叩首之禮。
　　諸位同學，一個孩子五、六歲以前，最尊敬的人是誰？你看那
孩子，我爸爸說、我媽媽說。最尊敬的人對於師長行這麼大的禮，
所以在他的心中，他會生起一個很深的感受，父親這麼尊重老師，
我一定要聽老師的話。而且父親這個禮做下去，也同時告訴孩子，
我跟老師是配合的，你一定要好好跟老師學。「親師合作」，孩子
的行為很快循規蹈矩。所以這個禮儀最重要的是成就誰？成就孩子
、成就學生的誠敬之心。
　　我當初第一年教書，剛好有個孩子東西沒帶，他的奶奶六、七
十歲，我教六年級，她必須爬到四樓。爬上四樓上氣不接下氣，一



看到我，這個老奶奶馬上給我行一個九十度鞠躬禮，她說：蔡老師
，你好。非常的恭敬，從那一幕以後，我的肩膀就駝了。老師好不
好扛？不好扛。假如我們不認真教書，對得起這個長者的一鞠躬嗎
？對得起父母對我們的信任嗎？每個孩子都是他父母的心上肉，我
們要對得起他的父母對我們的尊敬才行。所以讀聖賢書的人你會慢
慢體會到，絕對不佔任何一個人的便宜，所謂「嚴以律己，寬以待
人」，佔人便宜尚且不願意，願意讓人家給你磕頭嗎？不願意！那
個禮拜完之後，有沒有很舒服？要對得起人家父母，生怕這個學生
不能成長。所以我是當了老師以後，才深刻體會到師道真正的目的
：成全孩子的恭敬之心。
　　在這三、四年過程當中，我得到很多長者、師長的提攜，也源
自於我對他們很恭敬。之前我也跟諸位同學提到，我跟盧叔叔一鞠
躬，發生了化學變化。他給我很多企業的觀念，我才能夠去企業講
課。我記得他給我最深的一句教誨，他說：對自己要趕盡殺絕，對
別人要厚道三分。「對自己要趕盡殺絕」，什麼意思？你不要回去
之後拿起刀來，我不負責任。這個趕盡殺絕是對自己壞的習慣不能
因循苟且，而對別人要能同理心去原諒他，用寬恕的態度才能贏得
人和。楊淑芬老師給我一句話，她說：把好學生教好不希奇，把壞
學生教好，那才是老師應該幹的事情。所以句句話，我們以誠敬的
心非常珍惜有這樣的機會，有這樣的老師給我們教誨，我們就能得
真實的利益。
　　諸位同學，今天是最後一節課，所以今天是不是結束？今天是
開始，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我們深刻感受到能夠當中國人的一
種幸運跟榮耀，我們應該能夠承先啟後。而這個承先啟後絕不困難
，只要從我們當下的修身，當下的處事待人去力行、去付出。在這
個時代的傳承文化當中，也會留下我們的付出、我們的努力、我們



的真誠、我們的知恩報恩。好，今天課就先上到這邊。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