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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釋淨空老教授，尊敬的法寶法師，尊敬的各位法師、各
位長老、各位大德，尊敬的各位來賓女士、先生們，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本次會議的主辦國、主辦單位，給
我們這樣一個機會，讓我們能夠在這裡，對我們學習、實踐、推廣
古代聖賢教誨的，這樣一些活動做個會報，我們感到非常的榮幸。
　　這兩天我是住在一個賓館裡，賓館有位服務人員，他看見我們
以後，就不停的跟我們講kung fu、kung fu，就是Chinese kung
fu。我看到之後就有點恐懼，我說難道他們認為我們有功夫，想要
從後面來偷襲我們一下不成？後來想為什麼認為有功夫？可能因為
我們穿的是中國唐裝。在咱們國家，中國的一些電影裡面，往往這
樣一些武功的大師們都是穿著唐裝的，所以他看我們穿唐裝，就認
為我們有功夫。由此，我就想到一點，其實我們每個人的言行舉止
，包括我們的服裝、處事待人接物的態度，都會對我們的周圍環境
產生影響。我們的服裝也表達我們對世界的一種態度，所以我們穿
得非常端莊的服裝，非常能夠讓人感到一種肅穆，一種莊嚴，一種
自愛的服裝，別人對我們就會生起一種尊敬之心。古人講我們要自
己尊敬自己，然後別人才能夠尊敬我們。
　　我們又想到中國古代聖賢人，他在為我們子孫後代所設想的、
所考慮的，這些生活方式也好，言行舉止也好，還有起心動念也好
，無不是考慮來幫助我們，提升我們的智慧。讓我們天天在所住的
生活環境裡面，能夠不斷的提升我們的境界，不斷的拓展我們的胸
懷，不斷的提高我們的才能、提高我們的智慧，讓我們的生命不要



空過，讓我們到人世間能夠有個極大的提升。對人類的社會，對生
命能夠做出貢獻，對子孫後代也能做出個榜樣。
　　在今天給我的題目，是介紹一下傳統價值觀的教學和經驗。我
們回觀在湯池的這樣一些實踐活動，就有個很深的感受，為什麼在
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在湯池當地人民的生活、工作中，就會發
生這樣許多令人震撼心靈的變化？這樣一種活動在其他地方是不是
也在開展？為什麼在湯池就會有這樣很好的效果？當我們靜下心來
，反覆觀察思考，就會發現實際上還是我們的老師們，他的言傳、
身教，以身作則感動了當地的人。
　　首先我們的校長，釋淨空老教授用他一生的努力，來傳播中國
古代聖賢的這些教誨，用他一生的生命奉獻給祖國的人民，奉獻給
世界的人。他的言行風範，他一生到現在為止，依然每天教學、每
天講課。一生是不要自己的道場，也不去化緣，也不去建寺院，把
所有這些精力、財力都用於教育事業，用於對子孫後代永遠能夠提
升境界這種教育事業，這為我們這些年輕的後學們，做出很好的榜
樣。所以到湯池來學習的這些老師們，都是受到老人家的感化，都
是被老人家這樣一顆赤誠的，為人類、為生命所思所想的一顆心所
感動的。受到老人家感動到我們這裡來工作的這些老師們，也有很
現實的一些例子，也有很現實的一些榜樣。這些榜樣是誰？那就是
我們的楊老師和蔡老師。
　　很多的老師都提到，他們之所以願意到湯池來學習、來工作，
願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聖賢教誨，這種學習、實踐和傳承，是因
為看到我們尊敬的老教授，還有老教授的這些弟子們，楊老師、蔡
老師他們這種捨身忘死奉獻的姿態和精神，所以他們才到這裡來。
在教學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我們老師是怎麼教學的？並不是說打
開個書本，把聖賢人的教誨就開始要求大家來背誦，然後我們查許



多複雜的資料，來考證哪句話是從哪裡來的，做這樣一種學術性的
探討，並不是這樣一種教學方法。教學方法，我們提到是「學一句
做一句」，要真正每句話都能落實在自己的生活工作當中，每句話
都內化為自己的德行，每句話都變成自己的行為規範，每句話都變
成自己起心動念檢查的標準。用這樣一種方法來每天反省自己，反
思自己的言行舉止，反思自己的起心動念，是不是和聖賢人的教誨
相契合？是不是和一顆仁愛的心相契合？是這樣一種學習的方法。
　　這樣一種學習的方法，我也有幸在生活中進行了嘗試，發現是
非常有益處。因為在以往我們經常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向外來
尋求我們的世界，幸福也要向外尋求。當我們發現生活中遇到許多
不順利的情況，也到外面去尋找原因，而不是反省自己，不是「行
有不得，反求諸己」，從自己的角度來檢查我們的言行舉止。曾經
，我有個小孩子，是個女兒，她在九歲以前，我和我的夫人（太太
）就非常的苦惱。有件事情非常的苦惱，就是這個孩子她不會叫人
，她見到尊長她不會打招呼，我們就很煩惱。然後見到長輩，我就
講妳去叫叔叔好、叫阿姨好、叫爺爺好、叫奶奶好；她不叫，而且
還躲在我的後面，躲在我的衣服後面，揪著我的衣服，所以我也不
知道怎麼辦好。又是一個女孩子，我也不好意思來打她，如果是男
孩，可能打兩個巴掌還可以，但是是個女孩，我也不好意思打她。
　　後來在學習了《弟子規》，學習了傳統文化以後，我們就感到
很震撼。因為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的老師提出來，孩子是父母的
一面鏡子，孩子身上的優點是父母身上的優點，孩子身上的缺點是
父母身上的缺點。因為孩子從小，從生下來，甚至在胎中就開始受
父母的影響。當他生出來以後，看著父母的言行舉止來長大，所以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而且是他生命中一直的老師，一直到父
母逝世為止，父母都在對孩子起著很大的作用。



　　孩子的這些身上的優點，他是源自於父母，比如說很謙虛、很
節儉，這些都是源自於父母。但是他的缺點，說也源自於父母，我
聽到這句話以後就感到很震撼。因為我們不認為孩子的缺點是源於
自己的，認為孩子的缺點是源於社會、源於學校、源於同學的影響
。但是我們漸漸的發現，原來確實是源於自己，因為我們進入社會
以後人變得很傲慢，覺得已經成為社會中的主要人物，已經成為社
會中的中流砥柱，對人就失去了謙卑之心。所以，對待長者我們不
去鞠躬、不去敬禮，不向長者來學習，不向長者來表達我們這樣一
分恭敬之心。因此孩子在跟我們在一起，從來就沒有看見我們做父
母的、做長輩的如何去恭敬他人，如何向他人致敬，他沒有看見過
，沒有榜樣。所以孩子沒做好，原因不在孩子，而在於我們做成人
的、做父母的沒有做好，這是真正的原因所在。
　　我們明白這個道理，應該怎麼做？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我們
從自己開始做起。當我們開始對父母、對親人去鞠躬敬禮，當我們
對長輩開始去敬禮，孩子的眼睛開始亮起來，她看到她父母從來沒
有過的舉止，她覺得很奇怪。但是她在學習一個星期以後，有天我
回到家裡，發現孩子跑過來，恭恭敬敬的給我鞠了一躬，這是從來
沒有過的事情。因為以往都是我回到家裡以後要去看孩子，孩子怎
麼會出來看看父母？我們的教育，教育錯了。結果孩子恭恭敬敬的
給我們敬個禮，當時這個感受身中一片溫暖，心中一片溫暖。
　　突然之間我就體會到一點，體會到了什麼？天下的父母都在希
望自己的孩子回頭，天下的父母都在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知道父母
的養育之恩，哪怕有一點點的回報之恩，父母心中都會有很深的感
動，這是一個體會。通過這個體會，我們又了解到要想改變別人，
實際上是很困難。你看看讓孩子變得很有禮貌這件事情，按理說是
件很簡單的事情，但是因為孩子沒有榜樣，所以她就不會學習對他



人如何恭敬。可是當我們從自身來開始改變，孩子很快就被改變，
很快就會做到。中國老祖宗講，「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也
就是說一個有智慧的人，他是從自身來找原因；一個有智慧的人，
他是從提升自己來影響這個世界、來改變這個世界。而沒有智慧的
人，把一切的原因都推到別人身上，向別人那裡去找原因，怨天尤
人，怨氣沖天。
　　我們在整個學習教育過程中，對我們的老師都是這樣要求的，
要求老師們從反省自己開始做起，從以身作則開始做起。我們主講
的老師，帶頭這樣天天的反省自己，也要求學習的老師們以這樣一
種心態來觀察自己的起心動念，到底是為自己，還是為社會？到底
是為了自己的未來，還是為國家、社會、人類和子孫後代的未來？
通過這樣一種反覆的反省自己的方法，來不斷提升每個人的心胸和
境界。
　　可能我們有些朋友已經了解到，在上午聽我們蔡老師講課的過
程中，已經知道我們在湯池鎮的實踐活動。湯池的鎮民在開始發生
變化，而且這種變化在不斷的擴展，在不斷的拓展開來。在這個過
程中，我們也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剛開始確實由於當地的人民，包
括我們自己在內，都是長期的缺乏聖賢教誨的感染，因此有很多的
惡習。所以《三字經》上講「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
茍不教，性乃遷」。由於我們國家歷史上的一些原因，對於聖賢人
的教誨，對於孔孟之道聖賢人的教誨我們缺失了很多年，可能不只
是一代，甚至是二代和三代。所以很多的孩子們，甚至孩子的父母
，甚至孩子的父母的父母，都沒有接受聖賢人的教誨，都沒有學習
到如何做人這樣些詳盡的道理，因此在當地，也有這樣一些很不盡
人意的事情。
　　我們就考慮如何能夠用最快的方法，來落實聖賢人的教誨，來



實踐我們淨空老教授提出的一些方針，能夠迅速的幫助當地的人民
改變風氣。我們就想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現在我們再回想起來，在
社會中我們給人民、給子孫後代，立的是什麼榜樣？看看我們的電
視，看看我們的電視節目，看看我們的新聞報導，看看我們很多這
樣一些媒體，可以看到引誘的，引導著孩子們的，引導社會大眾都
是向名利來追求。孟老夫子曾經講過，「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也就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世界，如果從上到下，從自己
的國家到其他的國家，從一個民族到另外一個民族，全都是去追名
逐利，爭權奪利，這個國家很危險，民族很危險，社會很危險，世
界也會變得很危險。
　　我們在想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做？那就是來樹立良好的榜樣。現
在最重要的榜樣是哪裡？最重要的榜樣就是讓孩子們、讓社會大眾
，能夠知道我們每個人應盡的義務。我們每個人應盡什麼樣的義務
？我們每個人對上我們是為人子女，對下我們是為人父母；我們還
有兄弟姊妹，可能是為人兄長；我們還有太太和先生，可能是家庭
中的另外一半。所以我們要在日常的生活工作當中，為每個人做出
榜樣，為我們自己所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要把它做好。所以我
們在湯池鎮，就和鎮政府一起舉辦了敬老活動。舉辦敬老活動，上
午是束先生也做了個介紹。
　　湯池鎮有四萬八千人，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有二千四百多人，八
十歲以上的老人有將近五百人。我們在今年的春節期間，就舉辦一
個敬老活動，給七十歲以上的老人，我們發敬老金；給八十歲以上
的老人，我們還送了個龍頭柺杖。這個活動做了以後，在當地的人
民當中就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有位老人他對我們老師講，他把我們
和鎮政府送給他的敬老金，擺在家裡頭最顯要的位置，把它敬奉在
那裡。然後他對我們的老師講：我們家裡所有的錢財都花光了，我



也不會使用這個敬老金，我要把它永久的保存下去。為什麼？我希
望它能夠為子孫後代做個榜樣，我把它做傳家寶傳下去，讓子孫後
代都知道應該尊敬老人，孝敬父母，尊老愛幼。還有位老人，我們
跟他交談，老人家很激動，他說我活了這麼大，還從來沒有收過紅
包，都是我發給孩子們紅包，從來還沒有人給我來敬紅包。他非常
的激動，也非常的感動。我們老師聽了之後，也非常的感動。
　　老師們在這個活動的過程中，深深的體會到，「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這樣一分愛心。在過程中體會到愛自己的父母，並用愛自己
父母的心去關愛這些老人。還有位老人我們去探望他，這個老人家
他對我們的老師，和對他的子孫們反覆的講：中心的老師希望我多
活，希望我多活，希望我多活。反覆說了十幾次。為什麼這麼說？
後來我們細細的觀察，體察到老人家的用心，是希望他的子孫能夠
在這次敬老的活動中，能夠喚起孝敬長輩、孝敬父母的心，能夠體
察到父母長輩這樣一顆對子孫後代無盡的愛心，希望他們能夠把這
顆對父母、對於長輩的恭敬孝敬之心傳承下去，這是老人。
　　我們回觀一下現在社會中，老人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態？做父母
的對自己的孩子都是很用心的，但是我們對老人是這樣的用心嗎？
我曾經看到一個報導，有位老人在過馬路，因為他身體不適，拄著
柺杖過馬路，過得很慢。當他走到馬路中間，正好綠燈就變成紅燈
，他就不能夠繼續往前走。而馬路的兩邊，這左邊的車道也好，右
邊的車道也好，都不為這位老人來停車，所有的車都快速的通過。
這個老人拄著柺杖站在馬路中間，直在那瑟瑟的發抖。
　　所以我們在考慮，我們國家這樣一些道路的設計也好，設施的
設計也好，我們考慮到老人的需要了嗎？我們考慮到老人他慢慢的
步伐，走過道路需要的時間嗎？我們考慮的很可能是年輕人快速的
通過道路，可以去馬上工作，可以去馬上賺錢，但是沒有考慮到老



人的需要。還有現在在中國也是這樣，在其他國家可能也是這樣，
許多的老人在房間裡頭，年紀大了以後不願意出來，不願意到街上
散步。為什麼老人們不願意到街上散步？因為他走到街上以後，會
發現街上人們的眼裡頭，街上的年輕人的眼中沒有老人。
　　我們也是做父母的，做父母的是什麼心態？做父母的心態是不
希望給孩子添一點點的麻煩。有位老師正好是在今天，這次也參加
了我們的大會，他有個孩子在我們廬江工作。後來這個老師見到我
以後，就跟我講，他說希望我們能夠和他的孩子很好的一起工作，
希望我們多幫助他的孩子。同時他告訴我，他的腿都很有毛病，腿
安的是假肢，身體經常是害病，但是他從不想告訴他的孩子。他只
希望他的孩子能夠好好的學習，能夠把自己的生命奉獻出來，去關
懷天下的老人，去關懷天下的人們，去關懷天下的子孫。他任何的
困難都想自己來扛著，不想告訴自己的孩子，不想讓孩子擔憂，這
就是天下父母的心，也是天下老人的心。
　　所以很多的長輩、老人，他不願意給社會增添更多的麻煩，當
他發現進到社會裡頭，整個的社會為他們沒有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
，沒有給他們提供良好的服務，他們會覺得：我們活著在給大家添
麻煩，我就盡量少添麻煩，就躲在房間裡不出來。老人們不出房間
那是因為我們關照得不夠，因為我們考慮得不周。我們把父母丟在
家鄉，丟在家中不管，我們平時都在街上、在工作崗位裡，只考慮
自己的事情，沒有考慮到自己的父母親人。我們心中考慮不到自己
的父母親人，更考慮不到其他的老人，所以眼中無父母，自然也無
老人了。
　　我們在學習傳統文化，也知道這樣個道理，在《孝經》裡頭曾
經講，「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
謂之悖禮」。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也就是說一個人，如果不去愛敬



、愛護自己的父母親人，他去愛別的人，去關懷別的人，那是違反
一個人做人應具的品德。如果一個人他不去恭敬自己的父母，恭敬
自己的長輩，對其他的人非常的恭敬，他違反了一個人做人基本倫
理，基本規範，禮儀規範。我們聽到這句話以後，實際上剛一開始
聽到會很震撼，身上在冒冷汗。我們通過這句話就可以發現我們自
己有許多的問題，許多的毛病。我們對待長者的態度，細細的觀察
一下，我們對待長者、對待老師的態度，不會超過我們對待父母的
態度。如果我們是個有良知的人，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對待長輩為什
麼不好？因為我們心中平時對待父母也不好。
　　我們對待一個不熟悉的長輩，對待他們的態度，不會超過我們
對待父母的態度；我們對待周圍人的態度、同齡人的態度，不會超
過我們對待兄弟姊妹的態度。所以古代的聖賢人他深深明白這個道
理，明白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當我們心中有一顆真正仁愛的
心，對待所有的人都會有這顆仁愛的心。當我們心中對待父母親人
，都沒有一顆真誠的愛心，我們對待其他人也都是妄心。孔老夫子
在《孝經》裡面就提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
，上下無怨」。提的是什麼？就是孝道。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古代
的聖賢人，古代的聖王他發現了最好的德行，最好的治國的方法，
可以讓天下的人民都心平氣和，讓天下的人民都能夠同心協力共同
來建設我們的國家，讓天下的人民都能夠和睦相處，沒有怨氣。最
好的方法是什麼？就是孝道，從孝敬自己的父母開始，從友愛自己
的兄弟姊妹開始。
　　我們在湯池從事敬老的活動，為什麼能夠做得這樣好？我們不
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為什麼能有這樣的想法？就是因為提出這個
建議的老師們，首先已經做到在家中孝敬自己的父母，所以他能夠
體察到長輩的這樣一顆心，能夠體察到父母對子女的期待，能夠體



察到長輩對社會的期待。才有這樣一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心，才
能夠把孝敬自己父母的這顆心，推廣到對其他人，推廣到對其他的
老人，推廣到與自己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的老人那裡，這是仁愛之心
發生的原點。
　　我們在湯池還從事一項活動，就是評選好婆婆、好媳婦的活動
。因為在一個家庭中比較難以相處的，就是婆婆和媳婦的關係，這
尤其是在一個大家庭中。所以一個女兒可能她會孝敬自己的母親，
但是她能不能夠去用她孝敬母親的這顆心，來孝敬自己的婆婆？一
個母親她可能會很愛自己的女兒，那她能不能用愛自己女兒這顆心
，來愛自己的兒媳婦？我們在學習聖賢教誨的過程中，就深深的體
會到聖賢人他為子孫後代所設立這些教化的方法，無一不是為子孫
後代的境界提升所著想。所以一個人他在家中能夠孝敬自己的母親
，這是愛的原點，這是仁愛的原點，但這不是愛的全部，這只是說
他有了根、有了源。在家庭生活中一樣可以把自己的這分愛心，不
斷的拓展出來。
　　所以一個女性，她孝敬自己的母親，當她嫁到了丈夫家，和丈
夫共同生活，她就把這顆愛心可以拓展到對自己的婆婆身上，這是
一顆愛心的拓展過程。一個不孝敬自己母親的人，很難孝敬自己的
婆婆，因為她沒有愛的原點。她孝敬自己的母親，但是如果她的心
量沒有打開，只是考慮只愛自己的親人，而不愛其他的人，她的愛
心也不能夠真正的拓展開來。所以聖賢人的教誨，無一不是告訴我
們，不斷的提升境界，拓展心胸。
　　我們在湯池也從事這個評選活動，結果從事評選活動以後，我
們很震驚，因為我們發現在湯池好婆婆、好媳婦非常多。很多的家
庭，她的婆婆都是很優秀，都是好婆婆，媳婦也都是好媳婦。我們
去採訪，很多的好媳婦她告訴我們一個祕訣，怎麼孝敬老人？怎麼



孝敬自己的婆婆？那就是一心一意的為婆婆著想，一心一意的為家
庭著想，一心一意的為長輩著想，這就可以做好。我們在採訪這些
好婆婆，也發現這些好婆婆她們的心胸都很大，她不僅對自己的孩
子好，對自己的兒媳婦好，而且她對於鄰居的家，對於鄰里鄉黨也
非常好。她對於其他人家的孩子們，也像自己孩子一樣去關照，她
甚至於對同年齡的這些老婆婆們，她們也去幫助和關懷。所以一個
有仁愛之心的人，她用她這顆仁愛的心，可以不斷的對所有走進她
生活中的每個人，這就是仁愛之心的原點。
　　我們在湯池除了舉辦這樣一些活動以外，我們還有一個重要的
內容，就是辦班教學。所以聖賢人的教誨，如果沒有人教那是很難
領悟的，佛法無人說，雖智莫得解。中國的孔孟教誨，儒家的教誨
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沒有人解釋，沒有人以身作則把它做出來，
沒有人通過自己的體悟，把聖賢人的存心把它表達出來，把它演出
來，我們很難體會到聖賢人的存心。所以用憶想的方法，用自己的
感覺，甚至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這樣一些方法，來理解聖賢人的教誨
，只會離聖賢人的教誨愈來愈遠，甚至會誤導他人。誤導他人這是
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怎麼才能夠契入聖賢人的教誨？首先是我
們老師們要不斷提升自己的境界，以聖賢人的存心來學習聖賢人的
教誨。聖賢人的教誨怎麼樣才能明白？我們通過學習也有些體會，
那就是當我們真正做到的時候，才能夠明白這句話的含義，做不到
很難明白。這就是一個過程，先要學習，然後就去做，做完之後通
過我們的驗證，確實證明聖賢人的教誨是能夠落實在生活工作（音
檔缺）
　　第三個會場裝不下，再闢第四個會場，往往是這樣一種情況，
我們也不敢公開的報名，一報名就會有很多的人來參加。
　　在辦班教學的過程中，我們有這樣個想法，現在社會大眾，包



括孩子們都特別渴望學習聖賢教誨。全國各地有許多的省分政府的
主管部門、教育機構，甚至是省一級的領導部門發邀請函，邀請我
們老師去講課；也有些海外地區也發邀請函，邀請我們老師去講課
。要是從讓更多的人來學習到聖賢教誨的角度考慮，哪種方法更好
？我們也在考量。最好的方法是培養更多的老師，讓這些老師們都
能到全國各地，和全世界各地去講課。
　　所以我們在辦班教學也是側重於這點，側重於能夠培訓老師這
樣個方法。因此參加辦班教學的，主要都是各地教育部門的領導、
校長、老師，有幼兒園的、有小學的、中學的、大學的老師還有校
長，還有長期從事傳統文化和《弟子規》教學的這樣一些骨幹老師
，這是一方面。還有一方面我們也發現個特點，哪些地區傳統文化
、倫理道德能夠開展得比較好，關鍵在這地區的領導。當領導理解
到教化人民的重要性，理解到倫理道德是社會中，決不可缺少的人
生重要內容，領導就會全力的來推廣這件事情。一個領導的認知，
一個領導的認同，會為這個地區帶來無盡的福氣，為子孫後代帶來
無盡的財富和寶藏。我們考慮到這點，也側重了對領導來進行講解
。
　　現在有許多地區的領導，在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和這些道德問
題，他們也非常痛心疾首，也希望自己所在的地區人民和子孫後代
，都能有良好的教育環境，都能有良好的品德，都能夠在家孝敬父
母，在社會能夠盡忠職守，成為一個好的公民，成為一個忠於國家
、忠於人民、熱愛生命的人。所以很多的領導也認同這點，也非常
願意學習。比如說鞍山市教育局，他們就認識到倫理道德的教育，
尤其是通過這種以身作則的方法，通過身體力行的方法，來體悟聖
賢人的教誨，並將這種體會傳播給子孫後代的方法，這種方法非常
好。所以他們就派人到這裡來學習，前後來了四次。第一次派了領



導到這來學，第二次教育局的主要領導又組團帶著地區的教育局，
還有些校長到湯池來學習。第三次他們又派了三十個人的代表團，
專門到湯池來學習。在學習的過程中他們就有了很深刻的體會，所
以回去以後，他們在鞍山市也主持了這樣個辦班教學的活動，請我
們老師們到那裡去講學。由於他們學習得很深入，由於他們體會得
也很深入，而且方法也很得當，所以他們就學得比較好。
　　比如說我們在辦班教學的過程中，其中是有些比較好的方法的
。一個方法，我們是每個來學習的這些參學者，都把他們組成一個
一個的小班，然後每個小班我們都派有輔導員，這些輔導員都是我
們的優秀的老師。這些老師在和這些學習的人員，每天在一起生活
，幫助他們，指導他們，把自己的學習經驗和體會介紹給他們，輔
導員這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是一方面。還有我們就提出來，中
心的所有的員工都是老師，要求每個人，包括我們自己在內，都能
夠做到「學為人師，行為世範」，都能夠以身作則，身體力行。我
們提出來，比如說中心的司機，司機去接站，接站可能有很多參學
的朋友們，首先看到的是司機，司機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就為
每個參學人員表現出他學習聖賢教誨體會的程度，他的境界程度。
　　聖賢人的教誨不是拿來說的，也不是拿來討論的，也不是拿來
做論文，也不是拿來搞學術研究的，而是在生活中做到，應該在生
活中做到，而且完全能夠做到。所以我們的這些司機，去接這些參
學的朋友們，這一路就給大家做了很多的講解。比如說從飛機場到
湯池有高速公路，快一點的話，五十分鐘就到了。在這個過程中我
們的司機，當然他也保證安全開車的前提下，把自己的一些學習體
會，就可以介紹給每位來參學的朋友。有位參學的朋友跟我講，他
很震撼，我說怎麼震撼？他說我們出來看見那個司機，他在地上撿
垃圾，就在火車站、在飛機場接站口那裡，他在撿垃圾。我們看到



很震撼！我們就是這樣的來要求我們的員工們。
　　剛開始我們給員工們講，我們不叫大家師兄、師姊，我們稱大
家為老師。很多的員工還有點不適應，但是他們聽到老師的稱號以
後，都認為自己的言行舉止，自己的起心動念，要和老師的稱號相
符合。所以時時刻刻都用體察自己的內心、體察自己的起心動念，
來檢查自己的言行舉止是不是能夠做到為人師表？還有比如說我們
在廚房裡工作的這些員工們，我們也稱之為老師。所以他們在做飯
，在提供服務，都在考慮到我們的言行舉止，會為每個人帶來什麼
樣的影響。所謂「修身為本，教學為先」，所謂的教學，不是說僅
僅是站在講台上講課。站在講堂上講課確實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
把在講課學習過程中，聽到聖賢人的教誨，要在生活中我們把它做
到，把它變成我們自己的言行舉止，以此來自然而然的影響我們周
圍的人，不是刻意的去影響，而是自然而然的影響。
　　還有像我們去打掃衛生清潔的這些員工老師們，他們在打掃衛
生，也都是時時刻刻考慮到居住的人，時時刻刻考慮到在這裡工作
的人，不要給他們添麻煩，當他們出去的時候，再進房間打掃衛生
，所以都安排得非常的周到，非常的巧妙。這並不是用制度來約束
出來的，而是當我們這些員工們，這顆能夠關懷、體貼他人的心煥
發出來以後，這顆本善的心顯發出來以後，這顆用孝敬自己父母的
心對待他人的態度顯現出來以後，自然而然的能夠體察到他人的需
要，自然而然的能夠感受到每個人的需要，設身處地的為每個人著
想。這樣一種教學的方法，確實會讓到湯池來學習的每個人，都有
種震撼和感動。曾經有位曲阜的領導，他到湯池來學習以後，他就
提出來：我們原來以為聖賢人，孔孟之道，聖賢教誨還在曲阜；但
是到了湯池以後，我們才發現原來孔學的真傳是在湯池。
　　在學習的過程中，其中有海南省的監獄管理局，他們也到這裡



來學習。他們學習的經驗，我們看到以後也很震撼，也覺得值得我
們反思。因為海南省有六個監獄，他們一直在考慮如何對犯人進行
倫理道德教育。因為很多的服刑人員，他們有句話講，叫做「服管
不服罪」，也就是說他並沒有認為自己是犯罪，但是沒有辦法，進
到監獄裡我只好接受這個強制的管理。怎麼能夠讓這些服刑人員、
讓這些犯人真正發自內心的懺悔，真正發自內心反省自己的錯誤？
能夠懺悔自己錯誤，能夠從起心動念處體察到當初為什麼這一念之
差，而走進了犯罪的深淵。
　　這些監獄的領導們，都一心一意的想幫助犯人們能夠解決這個
問題。他們摸索了幾年，沒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後來這個領導，監
獄管理局的局長，帶著他的很多骨幹這些幹部們，到湯池來學習，
整整學了四天。這位領導他在學習的過程中，四天那是眼睛都沒眨
，全副身心的來聽我們老師的講學。這位領導一邊在聽老師講課，
一邊說每個老師都講得特別好，我希望這些老師都能到我們海南來
講課。所以能夠看出他求賢若渴這顆真誠的心。
　　他們回去以後就得到一些體會，一個是傳統文化倫理道德，原
來認為很複雜、很難；但是經過了這四天的學習，他們得到一個結
論，其實也很容易，只要按《弟子規》做就可以了。但是要真正把
《弟子規》做到，那也是很不容易的，他們這是明白了一個道理。
還有他們又明白了一個道理，原來他們是希望去改造犯人，想去教
育犯人。因為監獄的警察，監獄的幹警，他是國家的幹部，是管理
者；而服刑人員是犯罪分子，他們是受管理者、被管理者，受鎮壓
的、受監管的這樣一些人群。他們原來想的是如何來改造這些犯人
，到湯池學習以後，他們明白一個道理，「教兒教女，先教自己」
。
　　我們要想讓我們的孩子有個光明的未來，我們做父母的，我們



做長輩的，我們在社會、在各個崗位中承擔起重責大任的人們，應
該為子孫後代做出榜樣，給子孫後代引光明的道路。所以教兒教女
，先教自己，這樣才能為孩子做出榜樣。要想改造這些犯人，他們
也明白一個道理，首先要改造自己。幹警、警察們我們先要來學習
，而不是要求犯人來學習。他們說犯人學習，犯人學習了弟子規，
一個個都變成了好人；可是我們警察如果沒學弟子規，還不如犯人
，那個時候多不好意思！所以他們提出來，就是警察、警官要來先
學習。然後他們又明白一個道理，說讓警察來學習，讓警官來學習
，還得要有人起帶頭作用。誰？領導要來先學習，所謂上行下效。
　　中國古代的教誨，對於教育是有個定義的，什麼叫教？「上所
施，下所效」，也就是上行下效。犯人看幹警，幹警看領導，他們
能認識到這點，那是一個人生的飛越。因為很多的人，甚至很多的
國家和地區，我們在考慮和平問題，安全問題，國家赤字的問題，
甚至在考慮到貧富差別如何來改變問題，都沒有考慮到以身作則，
從我做起這樣的一個方法。而這些幹部們他認知到這點，要想改造
犯人，首先做為警察要來改造。要想讓警察能夠有個很好的學習態
度和精神，領導要帶頭來實行、帶頭來學習，所以領導們就帶頭來
學習。現在這些領導們，據我們了解，每天都在看光盤，都在學習
，自己在那裡學習。
　　他們還認識到一點，依靠別人不如依靠自己。什麼意思？本來
他們希望我們「廬江文化教育中心」，能夠派老師到他那裡長住，
天天給他們服刑人員、給犯人來講課。後來他們發現這個方法不是
長久之計，長久之計要培養自己的老師。所以他們就在監獄裡，在
各大監獄選拔優秀的老師，選拔這些優秀的幹警把他們集中起來，
來培訓、來學習。這些幹警在學習的過程中，一開始也並不是都很
順利的，因為很多的幹警，剛開始是沒有接觸到傳統文化和倫理道



德。但是他們在政府、在領導的命令下，在領導的計畫安排下，大
家都集中到這裡來學習，整整的學習一個月。這些幹警們都在監獄
的一個招待所裡面，學習了整整的一個月。
　　後來我們也派最優秀的老師，到那裡去給這些幹警們講課，然
後給這些種子老師來講課，同時進行。給幹警講課，這些領導全都
來學習，全都來參學，認真的來做。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逐漸的體
會到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對自己生命的重要性。很多的這些幹警他
學完了以後，回家馬上就去實施，就去做。比如說對待自己的孩子
，原來他們都認為自己教育孩子教育得很好，後來發現教育孩子方
面有很多出了偏差。所以回家以後就開始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從
教育自己的孩子開始入手，來體會聖賢人的教誨是真實不虛的。還
有的人原來認為自己是很孝敬父母，學習了以後就發現自己原來離
孝敬父母這顆心，孝敬父母之心差得還是很遠，所以他們就開始在
那裡做。
　　後來我們在學習過程中，也跟幹警和他們的領導有很多的交流
，其中有位幹警就跟我們講了個故事。說犯人（就是服刑人員）在
離開監獄之前，要有一個出監談話，要和犯人有個談話。幹警就問
犯人：（有個犯人在監獄裡服刑，服了很長時間要出獄了）你出獄
以後去幹什麼？這位服刑人員講：我出獄以後要去一個縣城打打工
，去工作。幹警就問你為什麼要去打工？他說我想掙點錢。你為什
麼要掙錢？他說因為我在監獄裡待了很長時間，也沒有存款。我想
回家看望我父母，想給他們買點水果，買點點心，想去看望我的父
母。這就是這個服刑人員的想法。
　　我們大家可以考慮一下，這個服刑人員的想法對不對？我剛開
始聽到這個回答，我也猶疑了一下。很多人還認為這個服刑人員是
做得對的，你看他想去孝敬他的父母，所以他要給他的父母帶些禮



物。通常看都不看的，他還要去看一看，那是很難得的！幹警就跟
服刑人員講：你是大不孝！他說我怎麼是大不孝？幹警就講：你知
不知道，你在監獄裡頭服刑一天，你的父母親人在監獄外邊也在那
裡服刑，在監獄外邊也在服刑。你在監獄裡頭服刑了八年，你的父
母親人在監獄外邊也服刑了八年。而且他們在監獄外邊所承受的痛
苦，所蒙受的恥辱，比你還要高出十倍不止。你的父母，很多人會
指著他說你看他的兒子在監獄裡頭，幹了壞事所以進監獄了。
　　如果要是有太太，那太太更要蒙受無盡的恥辱。本來希望先生
能夠把家庭的重責大任承擔起來，不但沒有承擔，而且還讓太太蒙
羞、蒙恥；如果要是有孩子，孩子很可能從此就一蹶不振。因為社
會大眾，還有年輕的人，他不能夠容忍家庭中，有犯罪父母這樣的
孩子，不願意跟他交往，甚至會去侮辱他。所以孩子會沒有朋友，
會在同齡人面前抬不起頭來，很可能會一蹶不振。所以在監獄裡頭
經常會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就是父親出獄的時候，正好是兒子入獄
。因為父親在監獄裡服刑期間，沒有辦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沒有
辦法去關懷自己的孩子，所以孩子也走向犯罪。如果明白了這個道
理，不是要給父母買點水果，去看望父母這叫孝；而是你馬上回家
，到你父母親人那裡去報告，你已經出獄了，讓父母親人也從心靈
的地獄中走出來。
　　這個故事讓我們有很多的反思，我們很多的情況下，認為我們
是了解別人、是愛護別人，甚至認為我們自己是孝敬父母的！我們
要去探望父母，但是我們並沒有真正做到了解父母的心。父母親人
的心是什麼心？他是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夠健康的成長，都有一份
安定的工作，都有個和諧的家庭，都能對子孫後代有個很好的教育
。每個人生活的環境是種祥和的、和平的環境，每個人所處在的群
體，相互之間都是互相幫助的，這是父母的心。我們能夠理解到父



母的心，才能夠真正的孝敬父母的心。我們能夠理解到父母的這顆
心，我們將心比心，就可以了解到天下的父母都有這顆心，天下的
父母都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有個健康快樂的未來，有個良好的
生活環境，這就叫做將心比心。
　　所以孔老夫子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什麼我們不能夠
了解其他的民族？為什麼我們不能夠了解其他的國家？為什麼我們
不能夠了解其他的族群？為什麼我們不能夠了解其他的黨派？為什
麼我們不能夠了解他人？為什麼？因為我們連自己的父母都不了解
，我們對自己父母的這顆真誠愛心還沒有開啟出來。我們所謂對他
人的愛，那是沒有根的，那都是自己的想像，那是按照我們自己的
要求在設計別人，要求別人按照我們的生活方式，按照我們的理解
來生活，認為這是愛。實際上我們沒有了解別人，沒有站在他人的
立場上替他人思考，如果我是他會有什麼樣的想法。因為我們連自
己身邊最親愛的人，我們都不了解。
　　我們知道這個道理，才明白為什麼古代的聖賢，中國的孔老夫
子、孟老夫子告訴我們，孝是德行的根本，「百善孝為先」。因為
如果我們對自己的父母親人這顆孝心和愛心都開啟不來，我們對待
其他人的愛心很難開啟出來。很多情況下就變成了口號，很多情況
下就變成了妄想，很多情況下變成以愛的名義來追求自己的名和利
，追求自己的所處黨派的名和利，追求自己的民族的名和利，甚至
於追求自己國家的名和利，這都是自私自利的擴展而已，以愛的名
義在擴展自私自利而不是真實的愛。而真實的愛是什麼？用愛自己
父母親人的態度，去愛我們生活中的每個人，用愛父母的態度去愛
我們的民族，用愛父母的態度去愛其他的民族，用愛父母的態度去
關愛每個生命，這才是真實的愛，這才是有根之愛。否則都變成了
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我們能夠深深的體會到，原來聖賢人是告訴



我們這樣一個道理。
　　我們在監獄管理局的這樣個活動中，就發現了他們的學習效果
是非常的好。因為他們在對幹警教育開展一個月以後，馬上就開始
對服刑人員的教育。對服刑人員是誰來講課的？是由這樣一些接受
教育的幹警們他來講課。幹警們講課都是從反躬自省，從自身來把
學習體會總結出來，尋找自身的原因，不斷的提升自己的境界，用
這樣一種方法來體察聖賢人的教誨，把學習體會介紹給服刑人。以
身作則的態度、身體力行的態度最具有感人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
他們的領導，比如說他們的監獄長、監獄的政委，包括監獄管理局
的局長，身體力行，以身作則，走到監獄也好，走到大門也好，遇
到垃圾他們都親自去撿垃圾。所以一個領導去撿垃圾，做為部下看
到了，會是什麼樣的感受？肯定也要去撿垃圾，他不好意思，起碼
是不好意思再丟垃圾。領導去撿垃圾，部下、幹警也撿垃圾，服刑
人員也不好意思再丟垃圾。
　　所以在湯池，我們為什麼能夠這麼快的時間裡頭，讓湯池的衛
生環境有個很大的改觀？關鍵是我們的老師們親自去撿垃圾，而沒
有靠政府的強制命令，或者說丟一個煙頭罰十塊錢，或者是丟一塊
垃圾罰五塊錢，吐一口痰罰五塊錢。不是靠法律強制，也不是靠有
人來監督，而是我們的老師們去身體力行，以身作則。甚至到湯池
去學習的這些朋友們，也和我們老師們一起在那裡撿垃圾。當地的
孩子們看到了，也和我們老師們一起來撿垃圾；當地的這些居民看
到了，也和我們老師們一起來撿垃圾。把自己的門前、窗前都打掃
得乾乾淨淨，這就是以身作則的力量。
　　以身作則的力量，我們把它拓展出來可以發現，實際上這是我
們解決社會問題最好的方法。所以很難想像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如
果本人，譬如說生活上很不檢點，對於自己的家庭很不忠誠；然後



要求他的人民、要求他的國民都要對家庭忠誠，都要去遵守夫婦之
道，這是很不可能做到。一個國家在對外採取暴力，用武力去征服
、去控制其他的國家；然後要求他的人民不要用武器，要求他的子
孫後代，要求孩子不要用槍，不要有校園暴力，不要用槍去傷害他
人，不要用武力來發生社會衝突，這也是不可能。因為這是領導的
作用，以身作則，為子孫後代做出了榜樣。所以好人是教出來的，
壞人也是教出來的，誰教的？對於子孫後代，對於孩子來講是父母
教的，對於年輕一代來講是我們成人教的，對於公民、人民來講是
領導教的。
　　一個國家，我們這些大國、這些強國在拼命的發展核武器，然
後要求窮國、弱國，你們不要發展核武器，這怎麼可能？這也是這
樣的。所以現在社會中的這樣一種動亂，原因在哪裡？我們細細的
體察，首先的原因在每個人自私自利，然後把這種自私自利拓展到
一個國家，大國和強國為國際社會做出了不好的榜樣，所以國際社
會競相仿之。我們如果明白了這樣個道理，做為大國、做為強國、
做為發達的國家，如何來為發展中國家、為窮國做出榜樣，這就是
我們要做的事情，這是對一個國家來講。對我們一個團體來講，我
們的團體也為每個人，為我們接觸到的每個人在做出榜樣。所以我
們每個人都可以用我們的力量，來影響這個社會，來改變這個社會
，只要是一顆真誠的心就能夠救這個世界。
　　所以在湯池，我們這樣一種實踐就了解到，雖然是個小小的地
點，雖然是一個人口不多的地方，雖然那裡也有很多的困難，現在
也有很多的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解決。但是當我們的老師們，在老
教授的理念感化下，用我們這顆真誠心和奉獻的心真正的身體力行
，真正的去實幹、真幹，就會對周圍的世界、對周圍的環境慢慢的
產生影響，也會感召全國和全世界這些善心人士和仁人志士來共同



努力、共同改變。好，我對我們學習體會的一些會報就到這裡。也
感謝主持人，感謝我們的各位法師、各位大德、長老，還有來自於
本地和世界各地的朋友們，來共聚一堂，來共同學習聖賢的教誨。
也感謝大家給我們這樣一個會報的機會，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