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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法師，諸位老師，大家早上好。我們剛剛談到化民成俗，
其實我們人生有非常多的角色。在家庭的角色，在我們工作團體的
角色，以至於我們站在社會、國家的角度上，我們是不是一個好的
公民？我們能夠自己先做好，正己自然能夠化人，所以整個社會的
風氣與我們是不可分的。當我們明白到這個道理，看到社會風氣墮
落，我們不會抱怨，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剛剛最後提到我國中的一個深刻的記憶，真的說起來的時候，
那個影像馬上浮在眼前，是在哪一棟大樓的哪一個情境，都還記得
。為什麼記那麼深？因為那是校長發自內心做出來的行為，我們當
中雖然沒有打字幕，但是我們可以感受到，校長真的是把校園當作
是自己家一樣，把這些學生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的愛護。而這個影
像，真誠的心做出來的行為，它可以化成永恆，所以這個動作在我
的生命當中已經是不可抹滅掉了。從那一刻開始，我有沒有可能再
丟紙屑？你們居然不信任我。真的，你本來習慣要丟的時候，會突
然那個影像就出來了。我相信，許浚他的老師什麼時候把醫術教給
他，真正教給他不是那些藥怎麼開，老師那顆把受傷的人當作自己
家裡的人那種愛護的心，甚至看得比自己的命還要重要的這顆「心
醫」的心，深深的感動許浚的那一刻，其實師承才是真正傳過去了
。我們真正有孔老夫子那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心境的時候
，很多好的方法會自然在我們遇到的境界當中我們會自己去找出來
，會去請教，甚至於會從自己本有的智慧當中領悟到。
　　所以「士有百折不撓之真心，方有萬變不窮之妙用」，一個讀



書人、一個有使命感的人，他已經抱定我這輩子就把教育當我一生
的使命，我絕不往後再退一步，有這顆真心現前，方有萬變不窮之
妙用。往往看到學生的情況，在那裡想方法，想著想著好像快要沒
有方法了，然後另外一股聲音說不能放棄，最後又出來了。我記得
我最後帶的那個班，全校最不好帶的，每天都有花樣，真的就像在
跟學生鬥法一樣。但是在鬥法的時候還要裝著神態自若的樣子，兵
來將擋，水來土淹，汗都流在背後，不敢流在前面被他看到。後來
差不多過了一個多月，過了很多招了，學生終於知道老師果然有來
歷。稍微比較收斂以後，我們有一位學生他算成績很好，一個男生
，也很乖。他就過來很歡喜的跟我說到：老師，你看這一個多月之
後，我們班上的秩序變得挺好的，那些男生每天來學校都很害怕說
，老師今天不知道又要出哪一招。其實我聽到的時候我很緊張，你
知道嗎？其實我每一天都覺得我快沒招了，其實學生也在怕我出招
。所以我們只要挺住，祖宗會加持，不要擔心，方有萬變不窮之妙
用。
　　我當初第一次帶班的時候，一開始進去，小學的孩子都很單純
，但是我走進去的時候，覺得這個班上的氣氛有點詭異。我是帶六
年級，五年級的老師已經好像調去當行政人員。一進去的時候我覺
得氣氛有點不對，但是我也不知道原因出在哪，沒有多久，第一排
的一個小女孩，我現在講的時候這個都歷歷在目。她說「老師，你
會不會打人？」聽思聰，聽出什麼？有沒有聽出孩子的恐懼？有沒
有聽出她跟老師之間的隔閡？新老師來應該是很興奮的，結果他們
的表情讓我覺得渾身不自在。後來趕快去打聽一下情況，跟本來的
老師衝突比較大。我們當老師的要體會到，孩子雖然有不好的行為
，但是他們的心還是很天真、很淳樸。所以學生有這些不好的反應
，有時候我們也要反求諸己，因為學生很單純，其實很容易帶動，



你很真誠待他們，他們一定會很真誠給你回應。
　　之前他們跟老師衝突到，有一個女生成績很好，這個女孩子其
實是很乖的，但是她居然氣到寫紙條罵老師。罵完，其實我們覺得
這樣也好，是不是？不然她那個氣憋著會生病。她罵完揉一揉就丟
到垃圾筒，老師又去撿起來看。我說真的我們老師要反思，學生都
罵我們罵成這樣，我們不只不能去體會他們的心境，反而還要壓制
，叫那個女孩子跪下，我聽了都覺得很難過。老師的威嚴不是靠這
樣子出來的，「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
　　威嚴，我們要很體會到，有「道德之威、有暴察之威、有狂妄
之威」。「道德之威成乎安強」，小到家庭大到團體都是這樣。因
為之前有個朋友，那時候我們台灣通過零體罰，這位朋友就很憂心
的跟我講到，孩子不能打，那能管嗎？能不能管？我們要很冷靜來
看，威嚴是打出來的嗎？不是。我的父親這一輩子沒有打過我，當
然以後會不會？應該不會，要有信心。你看統統沒有打過我，但是
我們為什麼這麼尊重父親？我記得小時候也是花樣很多，會做出一
些讓父母非常生氣的事情。我的爸爸棍子拿過來，然後開始跟我分
析你到底錯在哪，不可以這樣。但是他棍子一拿過來，我就變得很
乖，所以叫識實務者為俊傑，一個人只要知錯，就不會挨打。然後
我父親就跟我談，那個父親在告誡我們、在教誨我們的影像真的非
常清晰。我都覺得父親在跟我講道理的時候，我聽了很感動，是講
什麼其實我不大記得了，但印象最深的是父親那種心境，還有那一
句「孩子你要自愛！你不要自己糟蹋你自己。」自愛那兩個字終身
不忘。
　　我母親在我父親處罰我的時候她都在旁邊，她一句話也沒說，
她也不會插手，都是看著我父親教訓我。然後我母親就說到，以前
你爸爸在你小時候跟你講一堆道理，我在旁邊想，到底聽不聽得懂



？我跟我媽說：都聽懂了。那是父親的真心在讓孩子感受。我父母
言語很少，他們都比較沉默寡言，所以他們兩個人常常對我說，我
們兩個都不會說話，你怎麼這麼會吹牛？我就會跟我爸說，你們不
知道，爸爸在罵我的時候真是辯才無礙，我就是學到爸爸在罵人那
種辯才無礙。後來我自己當老師了，我們有那一分愛護孩子的心，
真的有時候罵學生不是罵到他哭，罵到我哭了。為什麼哭？因為我
覺得我講得太感人了，那些話都是很有道義，自己聽了都很感動。
所以當我們的心裡面都是這種愛心、這種道義，口才也是本有的。
　　你看夫子平常在家的時候都不講什麼話，為什麼？在家裡面都
是一些親戚長輩，對著長輩哪是講道理的時候！可是夫子站在朝廷
當中為民喉舌的時候，就辯才無礙，左右逢源。所以諸位老師，你
們上講台的時候有沒有這種感覺？有沒有？有時候我在講數學題，
勁比較不足，突然講到德育故事，學生會說「老師，你為什麼講數
學的時候沒什麼聲音？為什麼講德育故事突然聲音都變這麼大？」
因為講這些都慷慨激昂。所以，道德之威是以身作則，行為示範就
有道德之威。
　　我們張秀葵老師今天到監獄去講課，她不在，我就可以講她的
事。當然我們在背後一定是讚歎，在人前讚歎背後也讚歎。因為張
老師長者的精神讓我們很感動，我們每次讀書會，張老師都坐在前
面，七十五歲了。我們的老師坐在後面，每次要打瞌睡的時候，突
然看到那個身影，慚愧的心就起來了，就沒人打瞌睡。到目前為止
，已經過了八個月，還沒有人打瞌睡，這是我們張老師的功勞。張
老師有一次就講到她小的時候一個很深刻的記憶，就是她的父親每
天早上一起來，會到奶奶的床前給她問安。然後一個大男人就把自
己母親的尿桶，這個便器扛上肩上，就很踏實的去洗，數十年如一
日就這樣洗。張老師他們的腦海裡常常就看到父親拿著稻草在刷那



個尿桶，刷了好一段時間之後，她的父親會把尿桶往自己的鼻子移
，聞聞假如還有點味道，又再用力的刷，一定刷到都沒有味道才再
拿回來。你看那個聞的味道烙在孩子的心目當中一輩子都忘不了，
身教一下子就承傳下去。而當子女感受到父親那分至孝，對他是肅
然起敬，所以道德之威成乎安強。這個班級、這個家庭瀰漫在德行
的風範當中，很安定，而且會愈來愈興盛。
　　暴察之威就是用暴力，察就是緊迫盯人，嚴以律人，寬以待己
，那樣子沒有幾個人受得了。所以暴察之威最後會變成什麼？危弱
。因為暴察就會把人比較天性的部分把它壓下去，就變得心裡很壓
抑，東怕西怕的，他整個天性、潛能就沒有辦法把它開發出來。這
個察，假如整個家庭氣氛好像搞監聽、白色恐怖，感覺好不好？當
然很不好。然後家庭也好或者是國家也好，它慢慢的就會很危險，
然後就會敗下來，危弱。我們現在要反觀我們自己，是道德之威還
是暴察之威。
　　再來是「狂妄之威」，自大到極處，「成乎滅亡」。你看夏桀
、商紂這些末代的帝王，到最後都是很狂妄。夏桀他聽說人民已經
對他很不滿，有可能會推翻他了，結果夏桀說，天哪有可能會滅亡
！你看他完全不反省，天哪有可能會滅亡！人民聽到他這句話就說
到，天什麼時候滅亡，我們要跟他拼了。他沒有反思，人民馬上就
反他，最後他就會被推翻掉了。而且這夏桀狂妄到已經被推翻了也
沒反省。湯王並沒有傷害他，又畫了一塊土地讓他還有他們同族的
人去那裡生活。夏桀走在路上，他沒有反省，他居然還說早知道我
就把商湯給殺了。所以人最可悲的是自欺，最可悲的是完全不知道
自己的錯誤在哪，這一生很多歲月都空過了，太可惜了！這是我們
剛剛講到的，真實的威嚴從道德來，從以身作則來，家風、班風也
一定是從我們自身開始做起。



　　很可能是我們無形當中的一舉一動，其實都已經在影響周圍的
人。像我本來這個班級跟老師是有距離感的，我們要多布施距離就
會拉近，所以那時候我就主動煮東西請他們吃。你看，我吃虧了沒
有？幸好我是煮東西給他們吃，不然我到海口去就要斷炊了，幸好
前面還做了些熱身。煮東西給他們吃，而且「己有能，勿自私」。
我那時候就開始，我記得我第一次煮是煮芝麻紅豆湯圓，因為那很
香，不用威力大一點的，怕他們不能上鉤。我就禮拜五用電鍋煮給
他們吃，一打開來香氣逼人，說同學們一個人吃一碗。看到有一半
的學生不吃，他們的表情是富貴不能淫，這樣的孩子我肅然起敬，
這麼香的東西對他沒有誘惑。然後就會看到很多的孩子撐不了了，
就會趕快過去吃。還有的說，「老師，還可不可以再吃第二碗」，
那個就可以把他收買過來。但是大家要看到我的存心，我們收買過
來是為了更了解每一個學生，要因材施教，很重要的一點，你一定
要對他了解。
　　過來之後，就了解到一些情況，我們就懂得如何去關懷每一個
學生。第二週又煮，第三週再下來，最後就全軍覆沒了，最後所有
的孩子跟我們就沒有距離感。我心裡想，這樣我再繼續煮下去，不
知要煮到什麼時候。然後靈機一動：諸位同學，我們人生以服務為
目的，服務為快樂之本，老師已經服務了這幾次，有沒有同學願意
把你最拿手的東西來服務同學？你們放心，一個班級裡面一定會有
很熱心的孩子，他一定「我，老師，我」，「來，排時間，你下一
個禮拜，你下下個禮拜」。就這樣，為班級付出的風氣就帶起來了
，有的煮得很好，你看機會點都來了。
　　有一個語文老師講到，他說我站上台我就是老師。這句話對不
對？我們什麼時候是老師？隨時隨地都是老師！心態不對了，就錯
到底了。我有一次到北京師範大學演講，我站在師範大學的講堂，



我都會很感動，因為我的父母都是台南師範學院畢業的，我也是南
師畢業。所以我考上南師那天，我跟我父母講，「爸爸、媽媽，我
今天升級了，我要叫你們學長」。走在南師的校園，感覺特別親切
，早在二十幾年前我的父母在這裡相遇，假如沒有的話，我就不見
了，所以這些因緣都是很關鍵的。
　　那堂課我也講得很歡喜，回來之後，我們一位老師，當初是在
海口最早開始跟我們一起推廣的一位李老師。他回來之後，我們很
多老師們一起去，回來大家一起交流，他就說：蔡老師最強的能力
，就是一上台就把大家變成兄弟姊妹。這句話對不對？對。聽起來
對，錯得很離譜。上台來就把大家變成兄弟姊妹，那下台去的時候
呢？上台的時候就是兄弟姊妹，上台來才笑，那會讓人起雞皮疙瘩
，是不是？就好像一個人去做行銷，你只要對人綻放笑容你就可以
賺到他的錢。本來都不笑，一定要笑，一定要笑，學完隔天去對人
家笑，人家一定覺得全身不自在，因為不自然。所以人的智慧被什
麼障住？被分別障住，被執著障住。當我們起一個念頭，台上才叫
老師，這是什麼？這是分別執著。應該是一切時候都是這樣的真誠
，這樣的仁愛的心境，一真才能夠一切的地方都真。
　　後來同學們他們自己就來擔任這些工作，有的煮得很好的，隔
壁班的老師還會跑過來，說這個是誰煮的？突然看到一個小男生說
，我。那個老師就問他步驟怎麼做，他就這樣跟他解釋。我們就看
到孩子的信心都在這些事情當中在提升。我們以前為什麼患得患失
？為什麼沒自信？好像考試考不好，天就快塌下來了，把人生看得
非常狹窄，其實人生是很寬廣的，行行出狀元。這句話是掛在口上
的，還是我們真的是這樣的心境在引導我們的學生，這都跟他的價
值觀會有很重要的影響關鍵。
　　所以，一個老師教學要教得好，第一要格物，自己欲望要低。



自己欲望高的時候，往往有些機會點出現，我們不知道教導孩子。
比方說學生煮好東西了，香噴噴，端到你面前：老師請吃。這時候
老師怎麼做？真好，我肚子好餓。當下是不是教育的機會點？是。
可是老師假如沒有格物的功夫，他可能當下所有的注意力不是貪就
是瞋、就是痴。我們就問他，你們除了想到老師之外還應該想到誰
？有時候反而沒有給他固定的答案，讓他自己去想。當我們這麼跟
學生講完之後，這孩子若有所思，就跑掉了。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去
哪裡了，後來才知道他拿去給他低年級、中年級的老師。後來一家
烤肉萬家香，很多老師都知道我們教室在煮好吃的。這些孩子當他
拿著東西要給老師的時候，他是滿心的喜悅，很充實。當他拿給老
師，老師那分安慰的笑容會激勵他一輩子。
　　所以我們無心插柳柳成蔭，本來是要跟孩子打好關係，後來把
他們服務的態度，以至於這種感恩的態度，慢慢調動起來。甚至做
事的方法，他今天要負責那件事情，人、事、時、地、物他都要考
量。他還要做財物管理，老師給你兩百塊，不要亂花，都要有發票
拿回來，要報帳。你需要哪些人員、物品的支援，你自己要聯絡好
。所以我爸爸還接到一通電話是我學生打來的，「請你轉告我們老
師，明天要幫我們帶一個瓦斯爐來」，我背那個很輕便的瓦斯爐去
。所以，一個孩子做事的能力難道是大學畢業才學嗎？他在家庭、
學校都是最好的學習機會。很多時候當我們能夠去感悟到，提升孩
子的心性是教育的核心，哪時候會離開心性！哪個時候不是教育的
機會！剛剛我跟大家講到，有個校長問我們說學校很髒都管理不好
。當下我們問，那怎麼辦？我們的答案是以身作則。其實這個答案
有沒有落到實處？還沒有，這時候要接著再引導，以身作則，從什
麼做起？去撿。
　　有一個老師因為他剛帶班，他發現沒有板擦。他就跟學生講，



他說同學們，什麼是聰明？你看萬變不窮的功夫都來自一個成全孩
子的心。什麼是聰明？在孩子的腦海裡什麼叫聰明？什麼叫活潑？
好像動來動去叫活潑，不然。能時時為人家著想，他走到哪裡人家
都歡歡喜喜，他一定可以給我們大幫忙，那叫腦筋非常的活躍，非
常的活潑。而不是做一大堆行為讓人家很難受，那個叫隨便，不叫
活潑。聰明是什麼？聰明不是今天沒寫作業，騙老師，逃過一劫，
好聰明。這算不算聰明？這個叫愚笨。「倘揜飾，增一辜」，而且
紙是包不了火，終究還是會讓人家知道，知道以後可能自己的人格
都落地了。而且說實在的，當我們欺騙別人的時候，其實吃最大虧
的是誰？自己，自己的良心不見了，自己的能力愈來愈退步。所以
聰明，孔老夫子講君子有九思，叫聰明。「視思明，聽思聰」，看
的時候明明白白發生什麼事了，看到別人的需要，聽到別人的需要
，懂得去幫助別人，這個叫聰明。
　　「諸位同學們，現在你們看到老師需要什麼？」他們就說「老
師需要板擦」，因為剛好沒板擦。他接著就跟孩子們講：那同學們
，你們現在聽到老師的需要，可以做什麼？學生說：找板擦。沒有
人動，找板擦。老師這個時候就是耐性，這個時候如果發一頓脾氣
，他們匆匆忙忙去撿，記得的是什麼？這個老師這麼兇。所以不能
動氣，發脾氣就不能教孩子，教孩子的時候絕對不能發脾氣。舉一
反多少？這句話可以再轉述什麼？真正要引導人的時候絕對不能發
脾氣，發脾氣的時候就不要跟人講道理。
　　當下這個老師很有耐性，用真誠的眼睛看著他的學生，然後微
微的笑，「那你們可以做什麼？」。突然有一個學生開竅了，起來
去找，後來找回來了。找回來之後，老師就說「大家應該給這個同
學」，他們就鼓掌。這個孩子回去之後，老師就問他們，「你們鼓
掌幹什麼？」學生愣住了。他們為什麼鼓掌？有一點感動。老師也



引導他們，因為這個同學值得我們肯定在老師說了他馬上就去做。
諸位同學們，你們知不知道當一個人形成知道一件好事、善事就馬
上去做，他這一輩子會有多高的成就，你們知道嗎？他可以成為聖
人。
　　在《孟子》裡面，孟子提到大舜當初還沒聞到這些聖賢道理以
前，大舜是住在山裡面，跟山上的野人一樣，睡覺的時候旁邊還有
野豬的鼾聲，他都跟一般人都差不多。但差異在哪裡？差異在當大
舜聽到這些善言，德行的行為他看到的時候，他馬上去效法。所以
《孟子》裡面提到：「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之能禦也。」你看，我們又講到慕賢當慕其心，這是大舜行道的
心境。他真聽到好的這些道理，拳拳服膺在心中。力行的態度就好
像江河很勇猛，把堤防都沖破了，誰也抵擋不了他，改過向善的心
莫之能禦也。我們跟大舜比較比較，他只要聽到好的事，千萬個人
阻止他也阻止不了他去行善，我們現在要去行善，一、兩個人給我
們洩洩氣，我們就不幹了。差距就在行道的力行的力度，勇猛精進
。這個大舜的態度在哪裡可以教？就在生活的每一個情境當中，可
以點醒孩子的這個心境。但是假如老師沒有這樣的敏感度，他可能
就「給你們講半天也不會撿，真是不受教」，然後自己跑去撿回來
，這個機會不就沒有了嗎？
　　我們剛剛講到的士有百折不撓之真心，我們真心出來了，這些
方法都能夠應運而生。所以老師當務之急是要開自己的智慧。《孟
子》講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以前賢德之人，昭昭就是智慧，他對人生的感悟然後去自覺覺他
，引導別人也覺悟。現在是以其昏昏，自己都搞不清楚，然後說你
要懂做人，你要會做事，我們自己不會。那孩子也好，學生也好，
他不能夠接受的，他也不佩服的。我常說比方女兒接近結婚年齡了



，媽媽帶著女兒，對女兒講你趕快結婚，因為年齡一天一天大了，
催女兒結婚。結果這個女兒回她一句話：妳都不幸福，幹嘛叫我嫁
。這個影像有沒有曾經看過？
　　我們再打一個比喻，比方你今天走在人生的道路當中，突然不
小心跌到一個坑洞裡面去，摔個四腳朝天，滿身的灰塵。有夠倒楣
，今天怎麼會這樣？我們從這個坑洞爬出來的下一個念頭是什麼？
你們居然想那麼久，你們還有良心嗎？怎麼做？把坑洞補起來，是
不是？我們有沒有爬起來就說我怎麼這麼倒楣？但是人生要公平一
點，不能只有我一個倒楣。幸災樂禍的心態，在我們整個升學主義
之下多不多？太多了。而這個心態會把一個人的福折掉多少？無法
想像。所以我今天工作一年可以換十個老闆，原因在哪？因為以前
幸災樂禍，福氣都花光了。我們教育孩子是成就他的心地，他的心
地到底是在進步還是在退步，我們視而不見。我們教育同仁只看到
分數，只看到金子，什麼都看不到。
　　有一個四年級的老師，他們班上的學生有一天有個女孩請假，
這個女孩是全班數學第一名。同學就很驚訝的問，「老師，她今天
怎麼沒來考試？」老師回答到，「這個同學的爺爺去世了，她去送
爺爺」。這個女孩的爺爺是數學博士、數學教授，數學特別好，常
常會教導他的孫女，所以她數學第一名。而全班的同學聽到她爺爺
死的時候，反應就是她爺爺終於死了。這個老師當下對回回來的話
，他在那裡想，我到底在教一群什麼？一群狼嗎？這是競爭之後產
生孩子人格上的偏頗。人家的喪祖父之痛完全感受不到，他只想著
我有沒有機會超過她的分數。所以那時候，我們成績好一點，考得
不好，嫉妒人家，有什麼了不起；自己考得比隔壁同學還好，拿著
考卷晃兩下，我都沒怎麼讀，就考得比你還高。這句話要耗掉多少
福分？差點命就沒有了。



　　真是這樣的，我到二十九歲那年就差點沒命了。那時候連開車
都會開到睡著，真的很賣力張開眼睛，但是它還是不聽話。幸好還
有點善念，冥冥當中有祖宗庇蔭，差不多該醒過來的時候就醒了。
什麼時候該醒？車子去壓到旁邊晚上會亮的那個燈，突然驚醒，覺
得好像恍若隔世。後來楊老師知道我會有這種情況，我每一次從台
中開車要回家，她要打好幾通電話，沒睡著吧！所以人真的行孝不
能等，行善也不能等。行善就好比在銀行裡儲蓄，而你災難一來，
比方說你存了三十萬，災難一來要拿你二十萬，你遊刃有餘，就逢
凶化吉。但是假如都沒存，只有五萬塊，這個災難要你二十萬，命
就不見了。所以不能等，行善要及時。而福田靠心耕，一個人時時
心想著天下、想著眾生，一念都可以集廣大的福分，所以積善不難
。
　　我們在《了凡四訓》當中就了解到，宋朝的衛仲達他被閻羅王
叫去了，他做的壞事，紀錄可以像裝滿一間房間一樣。他說我還沒
四十歲怎麼會有這麼多惡事？他很有福氣，是不是？他能被閻羅王
給他講道理、開示，這樣的福氣希不希望有？這麼問好像怪怪的，
我的意思是希不希望有人給我們開導、啟發？大家這兩天可以到地
下去走走，地下有「地獄變相圖」，走一遭我們就開悟了。我們那
時候看到這「地獄變相圖」，感受到什麼？感受到地獄還有多少眾
生都在那兒苦不堪言，假如現在我們有地藏菩薩的修行，到地獄去
，他又跟我們有緣，可能一句話，他心念一轉他就能脫離地獄。所
以有時候我們在懈怠當中，這個地獄變相圖的影像，眾生的那種痛
苦浮現在我們腦海裡。我們不能懈怠，趕快提起來，念念想著這一
聲佛號，光芒能注照到地獄去。所以，地獄的眾生也是在成就我們
的這一分慈悲心。
　　衛仲達問了以後心裡就知道，原來壞事不是做了才叫壞事，起



了壞的念頭都有記載。在他本來的認知裡面，他是覺得行為才是惡
，其實念頭也是惡。他的善，只有像一根筷子一樣的紀錄而已。閻
羅王說，拿秤來秤，居然是這一根筷子的卷宗比較重，「盈庭者」
那個惡錄都已經裝滿房間的量，居然比它還輕。就把這個打開來一
看，因為皇帝要建三山石橋，一定會弄得民不聊生，他想到的是萬
民，「君之一念，已在萬民」，所以福分很大。衛仲達說，皇帝也
沒聽我的話。閰羅王告訴他，假如皇帝聽了，你的福報就更大。所
以其實行善並不困難。
　　剛剛跟大家講到的掉下去之後，我們下一個念頭應該是想著，
不要再有後面的人再跌下去，就把它填滿。相同的，今天我們都搞
不清楚的事情，搞不清楚的未來，能不能把孩子跟學生都推向那個
方向？行不行？諸位老師，十六年以上的升學路途對我們人生是正
確的路嗎？這種活在題海當中的人生是最好的嗎？有沒有更好的人
生？我們願不願意孩子跟我們走一樣的路途？不希望。可是我們現
在有沒有在幹同樣的事情？有，那不行。就好像這個母親說你趕快
結婚，請問她這句話出於什麼動機？是女兒的幸福還是自己的面子
？人生有抉擇，拿個秤來，女兒的幸福重，還是面子重？哪裡重？
你們還秤半天。孩子健全的人格重，還是我們多賺十萬塊、一百萬
重？你看人生都在抉擇，抉擇錯了會錯到底。
　　所以這個媽媽不應該叫女兒趕快結婚，自己都不幸福還叫女兒
嫁，不就是把她推到那個洞裡面去嗎？這時候不是叫女兒趕快結婚
，趕快學《弟子規》，是不是？她學了《弟子規》，她對人生有正
確的價值觀，有判斷力，她才有可能找到好的對象。不只她的女兒
能夠提升，《弟子規》還可以當護身符。比方可能有人對她的女兒
有好感，這個時候叫女兒先丟一本《弟子規》給這個男的。假如一
丟下去就石沉大海，好險！逃過一劫。假如丟過去的時候，他會覺



得這本書很好，哪句話對我有體會，這個可以繼續觀察。進一步再
來了解他的家庭，「選田要選好田底，娶妻要看好娘酹」，他的家
道如何？那個才叫看得準。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當然要謹慎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一定是先明白了才能讓人明白，我們為人父母、為人
老師的，以至於我們為人領導，有一分責任使命感的人，首先第一
要事是開智慧，沒有比這個更急的事。而又有多少個人把人生第一
個重點放在開智慧？我們今天沒有智慧，叫愈幫愈忙，盲人引路，
相偕入火坑，都掉下去了。我們很冷靜，我們自己要覺悟了才能幫
人覺悟，不然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現在把所有急躁的心放下，一
個人要開智慧要向內求，叫內學。首先先把那個控制別人的心放下
，看別人不是的心先放下，首先先求自己，從我自己開始學起、開
始做起。不然心靜不下來，精進清淨心才能生智慧，淨極光通達，
心裡還有誰的不是，那個都沒有辦法開智慧。要開智慧就要好學，
「好學近乎智」，而智慧要經過信、解、行、證四個過程。我們下
午來好好的深入來體會，如何在信解行證中能夠紮紮實實，只要能
信解行證，必開智慧。這節課我們先上到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