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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諸位老師，大家早上好。
　　我們昨天提到，我們要恢復我們的智慧、德能、相好，這是本
有的。必須去掉我們的習染、我們的壞習慣，從貪、瞋、痴、慢、
疑去去除。說到昨天提的瞋，有一句古訓很值得我們去體會，「各
自責，天清地寧；各相責，天翻地覆」。而我們在領受每一句經句
，都能體會得到這句經句它不只是用在某一個關係上，它可以用在
一切人與人的關係上。所以，「人無倫外之人，學無倫外之學」，
這個倫是指五倫。不只夫婦之間應該先反省自己、先要求自己，其
實在君臣關係上也是如此，甚至於兄弟、同事、朋友之間亦如是。
比方我們今天開會，針對我們已經辦過的活動，或是已經執行的一
些業務，大家坐下來做個檢討。開會不能夠開了都不會，不能夠愈
開愈誤會，結果變成批鬥大會，那就不好。其實我們說的家和萬事
興，團體亦如是，假如變成批鬥大會，這個公司凶相已露。
　　假如開會的時候我們是首先，我這一次哪裡做得不是很好。一
個主管首先反思自己，當下那個氣氛就會非常受感染，可能那一場
會議開下來，每個人都是反思自己的問題。都反思之後，這次活動
就會積累很多寶貴的經驗，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大家記取這次的
經驗，就能夠再往上提升。所以各自責，真的是天清地寧。當然也
不能開會的時候都不說話，開完會之後意見才一大堆，這都不是處
世、講話適當的分寸。而我們在談話當中，我們的目標是如何能做
得更好，去利益大眾、服務大眾。所以對事不對人，開完會之後出
去都是好的夥伴、好的同仁。這是我們講到五倫。



　　其實在五倫關係當中，還有一個師生關係非常重要。沒有師生
關係，這五倫關係就很難非常融洽，因為「人不學，不知道」，這
些道理透過老師的開顯，所以中國人講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而且
師生當中也是各自責，天清地寧。在台中蓮社我們的師公有一次教
學，學生秩序比較混亂一點點，師公並沒有說什麼，但是學生馬上
就反應到自己失禮了。那節課下課之後，學生就集體到了老師的跟
前跪了下來，拿了一根棍子請老師責罰。這當下師公拿起了這枝棍
子就往自己身上打，他說是我自己做得不好，我自己沒有當榜樣，
我沒有教好。所有的學生看到老師這一幕，都流下了淚水。
　　這個故事是我在好幾年前，在台中參觀李炳南老師的紀念館，
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好幾樣東西讓我們感受非常的深刻。我們看到了
印光大師親筆給李老師的回信，李老師都把它保存得非常好，把老
師的教誨深深放在心上。所以師公到了台灣，一輩子三十多年將近
四十年的歲月，如一日一般弘揚儒道釋三教的文化。這是師志如己
志，給我們做了表率。後來我又看到了那根棍子，我們第一個反應
，原來這是李老師的教鞭。後來這位長輩才告訴我，這不是李老師
的教鞭，是當初學生遞給老師請老師責罰的棍子。所有的老師感念
老師的德行，把這枝棍子一直保留到現在。
　　所以自我反省，自然就能夠調伏自己不好的脾氣。我們走在弘
揚文化的道路上，我們的初心是希望每一人、每個家庭，甚至我們
的民族得利，這是我們的初衷。我們絕不因為我們一個傲慢的眼神
、一個粗魯的言語、一個意氣用事的行為，而障礙了任何一個人修
學的道路，這是我們絕對不願意看到的。當我們有這樣的心境，自
然就會謹慎、就會柔軟，更不可能會發脾氣。在這方面我們曾子，
曾夫子非常用心在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不希望給我們古聖
先賢、給聖教抹黑了。我們每天出門前要先照鏡子，照了看了很順



眼，出去不會嚇人的時候才可以出門。所以諸位老師們，我們修普
賢十願，「咸共遵修普賢大士之德」，從每天照鏡子照到滿意再出
去，但是不要把鏡子照破了，這樣就沒有禮敬諸佛，鏡子也要尊重
。我們能以喜悅的心面對他人，這個叫廣修供養。「面上無瞋供養
具，口裡無瞋吐妙香，心上無瞋是珍寶」，所以我們的一言、我們
的一行，我們所有的表情、動作都可以讓眾生生歡喜心。這個是瞋
。
　　再來痴，我們要用智慧才能夠破愚痴。孟夫子講的「學問之道
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以真有智慧的人，事事看到根本就是那
顆心地。我們今天教導自己的孩子、教導學生也要看到心地上，不
然很多事情我們可能自己聽起來都似是而非。比方我們在教育的行
列上，特別強調要教出有素質的下一代、素質的學生。諸位老師們
，什麼是有素質的學生？今年老師應試可以再加一題，「你覺得什
麼樣的學生有素質？」這幾題問下來，保證他冷汗直流。以後就會
流傳，假如要考上正式老師，必須上《弟子規》研習營。
　　諸位老師，我們想想什麼樣的孩子才有素質？從哪裡看？從心
地上看。比方大家希望孩子有獨立生活的能力，甚至於懂得感恩、
懂得付出，在家庭裡面去幫父母、長輩分擔家務，這個非常好，叫
習勞。他真正去做，才能感覺到家人的辛勞，家人的不容易，所以
讓他勞動。有個女孩，初中生，她們學校派一個作業叫「炒土豆絲
」。諸位老師，在大陸的土豆叫馬鈴薯，我們的土豆叫花生，所以
他們是炒馬鈴薯絲。這個小女孩那天就炒馬鈴薯絲，炒好以後，剛
好我們有位老師到她家去，她就端出來給這個老師嘗。這老師嘗了
兩口，「挺好吃的」，這個女孩馬上拿出一張紙說，「那請你幫我
打個分」。她叫這個老師幫她打個分，她要回去交差、交作業。
　　諸位老師們，當我們看到這張考卷，這張單子，我們會怎麼做



？很好吃，我下次再來吃，然後給她打一百。她有素質了嗎？請問
她炒土豆絲的目的是什麼？都是功利主義，她的心性長了沒有？她
可能就是應付一下，分數打完之後，從此以後她還炒不炒馬鈴薯絲
？她不見得炒。我們這個素質教育假如只是在外在搞一大堆活動，
都沒看到孩子心性的狀態，徒勞無功！所以我們冷靜來想想，我們
現在的教師所費的時間、精神比起兩百年前的老師多還是少？多。
以前的老師悠哉悠哉，我們現在為什麼這麼累，反而沒效果？要找
到根本！根本是心地，我們前幾天講到，你水要澆在根上，不能澆
在葉子上，不能把葉子泡在水裡，適得其反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老師就問她，就告訴她，假如今天妳是用孝心來炒，
是用體貼的心來炒這盤菜，希望家裡的長輩、父母多休息，妳炒得
再難吃妳都是一百分，因為妳會不斷進步，最可貴的是妳這顆心。
但假如妳只是為了分數，根本沒想到要幫父母分擔家務，妳這個心
是不及格的心。這個孩子突然聽到這樣的引導，覺得滿新鮮的，「
老師你講得很有道理，不過，你還是幫我打個分吧！」你看現在你
跟這些孩子講這些道理，因為他已經長期沒有感受到這種心性的學
問，我有時候跟學生講，講了十幾分，「老師，你講的考試又不會
考」，他的悟門一點一滴都快被塞住了。所以我們到底是在啟發孩
子，還是在把孩子的悟門給堵住？
　　這個老師又問了，妳剛剛炒完土豆絲，妳那個鍋子有沒有洗？
說沒有，奶奶還在洗。那土豆絲誰切的？媽媽幫我切好的。她怎麼
樣？她就是所有都做好了，她就丟下鍋炒，沒我的事了。她能得到
真正的啟發嗎？不行。所以，素質教育還得我們自己時時能觀照自
己的心境，我們才有可能去引導孩子時時觀照自己的心。比方看到
孩子在打掃，一看，有些孩子很有責任心、很有熱忱。他在工作的
時候非常歡喜，掃得都是笑口常開，掃好了跑過來跟老師說「老師



，我做好了，您可以來檢查一下」，他是歡喜心做。有的孩子愁眉
苦臉的在那裡「煩死了，又得做打掃」。同樣是把掃地工作做好，
但這兩個孩子的人生命運一不一樣？完全不一樣。
　　這時候假如老師引導，福田心耕，這個同學他以後面對事業、
家庭的能力都在提升，他會很有福報。可是假如我們是心不甘，情
不願的做，我們當下就在墮落。今天有個同學在回答問題，當下我
們「笨死了，連這個都答不好，老師，我、我」，那你舉這個手也
是折福，因為你瞧不起人。但是你假如聽了這個同學講完之後，你
是想幫助他的心，然後你舉手說「老師我有其他的看法提供這個同
學參考，請多指教」，這個心是助人的心，是謙卑的心，增福田。
所以一個人福分就好像存在銀行裡面的錢，愈存愈多。
　　我們現在來思考一下，有一句古話講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文藝就是他的技術、知識、能力這方面。我們往後看到先後都
要很謹慎，先後不能顛倒，顛倒了就麻煩了。我們來看看現在的教
育，器是肚量、愛心，識是他的見識、智慧，現在是先啟發他的文
藝，啟發他的才能、知識，還是先啟發他的心地？我們現在看到這
個顛倒了，縱使是博士畢業，可能會把太太給氣死、會把父母給氣
死。我們到國外去讀書，其實很危險的一點，大家要冷靜去觀照。
外國講權利，一個人重權利，他就輕義務，那就是心地的消長，他
時時想著我應該有什麼，他就忽略了他應該付出什麼。當一個人提
起了我的道義是什麼、我的本分是什麼，他就不會去爭權利；他不
爭，但該是他的還是他的。可是太強調自己的權益，那自私自利就
會消長，就會愈來愈膨脹。所以從外國回來，假如增長了自私自利
，那可能就不是我們當初想要的。
　　而且到海外去，他們說講話很直率，他可能就顧及不到人情。
舉一個例子，有個女孩她博士畢業回來了，另外一個男士也是博士



，兩個先見見面，應該算相親。這個女孩的爸爸帶著這個女孩，就
到了男方的家裡面去。男方家還有個奶奶，應該也八十歲了。這個
奶奶坐在那裡，這個女孩，父母帶著她，她爸爸看到這個老奶奶說
「奶奶，您氣色很好，沒什麼皺紋」。這個老奶奶確實氣色很好。
結果這個女孩馬上說，「爸爸，奶奶皺紋一大堆，你還說沒皺紋，
你說謊」。當場氣氛完全凝固，沒有人話接得下去，不知要說什麼
。你看，她覺得這是直率，但是她感受不到那種人情當中互相的肯
定，隨喜的味道在哪，她不懂。甚至於她講完之後所有的人情緒很
低落，她還會覺得我最對，是不是？所以，思想決定命運，不是學
歷決定命運。
　　有個孩子他小時候成績特別好，他還有個妹妹，因為他成績好
，妹妹比較不會讀書，爸爸重視哥哥，全心全意栽培他。這個妹妹
讀書天分，下面這句話要講對，讀書天分起得比較晚，你不要說讀
書天分沒有，那不對。很多人是他起得晚，但並不是他沒有這個能
力。「人之初，性本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只要有好的
緣，這個女孩還是會讀得很好。之前我在補習班的時候，有一個同
學她讀文科的，物理、化學、數學都很頭大。後來在我的壓迫之下
、在我的淫威之下，她每天在那裡咬緊牙根算物理，做題目。後來
考上以後還回補習班教物理、化學，女的，還大我七歲。這次還有
我補習班的同學來了，這都不能亂講話的。所以我們對人生要正確
的認知，假如認知不對，很可能我們的意念都在讓別人的信心摧毀
掉。你看他不行，那個眼光就是瞧不起他。所以對任何人都不能懷
疑他的能力，只要他的障礙、煩惱去除掉，他的智慧就起來了。我
們堅信、不懷疑，這分無盡的慈悲心就出來了。
　　你看父親對兒子好，對女兒比較忽略，那麻煩了，對誰都沒好
處，小女兒就自卑，兒子就傲慢了。後來這個兒子讀到博士回來，



爸爸還想帶兒子出去繞兩圈，你看我兒子，名牌大學博士畢業。爸
爸都還來不及這麼做，兒子走到他的面前來：爸，我也不知道你什
麼時候會死，你底下還這麼多房子，趕快先過戶給我們。他講的有
沒有道理？他講的每句話好像都沒錯。「爸爸，我不知道你什麼時
候會死」，對不對？對。每一句好像都沒錯，可是會把你氣到吐血
，這樣才厲害。所以先後順序倒了，培養出來的可能是會讓一切愛
護他的人，最後在那裡搖頭說不出話來。他講了這番話，他爸爸都
快要精神出狀況了，他還不知道。隔幾天看爸爸沒有動作，又到郵
局寄了個存證信函，跟他爸爸說「你假如再不給我，我跟你斷絕父
子關係」。你看他有沒有素質？連自己的父親痛苦成這樣都感覺不
到，他有素質嗎？這些情況都在給我們老師啟示。諸位老師們，假
如這個是我們的學生，我們該光榮嗎？我們該在別人面前說，我這
個學生博士。講不出口。
　　後來他的爸爸幾乎已經是在進出精神病院的邊緣，幸好他的女
兒孝順，站出來照顧他，給父親講「父親，我們統統不要你的錢，
我每個月還給你五千塊錢，我跟我先生一定會好好照顧你，您安心
養病」，才把他爸爸給救回來。當然這個兒子這樣對待自己的父親
，那是大不孝。後來他的兒子生孩子，不到一歲，進出醫院動了三
、四次大手術。好事壞事？很可能在這個當下，他的兒子或許能醒
過來，「手抱孩兒，才知父母時」。所以諸位老師，我們不要只看
到相上面在那裡分斷好壞，有時候反而這些境界現前，才會讓人反
思自己的內心、自己的行為。往往都到生病很嚴重了，人才想到該
吃素、該有慈悲心。
　　我們現在來思考一下，哪些心地才是真正的素質？諸位老師，
哪些心地是真正的素質？當然孝心不用說一定排第一位。再來什麼
心？真誠的心。我們很冷靜來看，這些心地是隨著學歷愈高而增加



還是減少？減少。那我們到底是在幹啥？你看那個讀到博士的，十
個裡面可能有五個人他的眼睛長哪兒去了？所以，謙卑的心是素質
。再來，謹慎的心是不是素質？是，不然會一失足成千古恨。勤儉
，這些都很關鍵，他沒有節儉，這一生必敗無疑；他沒有勤勞，他
這事業絕對不可能有好的進展。這些心態都是成敗的關鍵。還有沒
有？慈悲的心，這是仁愛心、感恩心。諸位老師，這所有的心在哪
裡教？大家冷靜去看，這所有的心都能從孝心出來。「愛親者，不
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一個人很有孝心，他謹不謹慎
？他會不會勤儉？一定會。所以百善孝為先，孝開，百善都開，「
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
者也」。求學問很有趣。
　　諸位老師，這所有的心，在吃飯的時候能不能全教到？能不能
？可以。吃飯前先幫忙，菜要節儉，不要浪費。侍候父母、侍候爺
爺奶奶吃飯，而不是在那邊好好吃，一直吞。他會看看爺爺飯快吃
完了，爺爺我幫你盛一碗飯，他多高興，爺爺多高興，他也很高興
，時時都能夠顧全到他人的情況。吃一碗飯，吃一頓飯，他的心地
能長很多素質。假如家裡有客人來了，我們當主人的能不能吃得很
快？柔軟的心都從這裡來。客人才吃一半，你馬上都吞完了，「慢
慢吃」，人家吃得很緊張。包含對自己動作的謹慎，你不能拿著筷
子，「我吃完了，你們慢慢吃」，這些動作都有出現。在吃飯的時
候，很怕人家不知道很好吃，嚼的聲音響徹雲霄，每個人都看他，
他還搞不清楚狀況。
　　時時替人著想的心，用公筷是不是替人著想？是。還有挾菜是
不是替人著想？是。自從我講了「天堂跟地獄」的故事之後，從此
大家都很會挾菜。大家要注意，要中庸之道，都挾到讓人快撐死了
，一直挾，他又不好意思不吃，到最後嚇到下次都不敢來你家裡吃



。所以那個度要掌握好。客人他會客氣，所以一開始挾，但也不要
挾多。每個人的口味不一樣，挾一個量，盡我們地主之誼，後半段
各自自立自強就好了，每個人再挾他喜歡吃的就可以了。不然有時
候有些菜不好咬，他可能後面的臼齒都已經掉得差不多了，你挾給
他，他又不能不吃，然後嚼半天，他會很頭痛的。這個都是為人著
想的心。再來感恩的心，「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
　　諸位老師們，生活的禮儀在《弟子規》當中，大家還可以參考
李炳南老師編的《常禮舉要》，裡面講得也非常詳細。每一句我們
都是從心地去給孩子開解，這樣他們在做這些行為的時候，會很自
然的去觀照我的心念有沒有正確、有沒有偏頗。我們也能教導孩子
從小就知道善觀己心，就知道從根本修，這是沒有障礙的。這是我
們剛剛講到的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貪、瞋、痴、慢也會障礙智慧德能，所以荀子說「百事之成，
必在敬之」，他有恭敬心，「其敗也，必在慢之」。我們看到這一
句，今天一個學生沒有形成謙卑、恭敬的態度，他這一生不用說，
一定敗，不要有任何僥倖。當我們老師體會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們
會時時啟發孩子的恭敬心，比他的分數更重要。往往分數高的人，
慢就一點一滴的增長了。我們看到《史記》這本經典，非常寶貴，
後代的歷史都是以《史記》為圭臬、為榜樣來寫。司馬遷先生非常
有學問、德行、有孝心，他能完成這個曠世巨作，他的原動力也在
孝心。因為他的父親臨死前，遺憾自己沒有寫出這樣的書，寄望於
他。五百年會出聖賢，孔子以後到現在也五百年了，司馬遷聽思聰
，他的父親期望他也能像夫子一樣，把文化給承傳下來，他也做得
非常的努力。
　　我們看到司馬遷在編《史記》，編本紀、表、書、世家、列傳
，連本紀、連世家、列傳挑得都是很有深意。本紀第一個是堯帝，



世家第一個是泰伯，列傳第一個是伯夷、叔齊列傳，你看都是在強
調德行。不管他是什麼身分，到皇帝還是到一般的平民百姓，最值
得尊貴的就是德行。他們統統把天下給讓出來，泰伯把天下讓了，
堯帝把天下讓了，伯夷、叔齊是列傳，但是他們也不想國王，讓出
來。你看為了兄弟，高度的財富他也棄如敝屣，這個都是我們的學
處。
　　其中在本紀當中有一個人特別特殊，沒當皇帝也在裡面。在世
家裡面，也有不是世家、不是諸侯，但是列在世家，就是孔老夫子
。他雖不是諸侯，但他的影響性遠遠超過歷代的諸侯跟皇帝。從司
馬遷編的這些用心，我們可以感覺到司馬遷的德行很高。本紀裡面
，「項羽本紀」，項羽，楚漢相爭的時候被打敗了，他也沒做皇帝
，為什麼把他挑出來？因為項羽有絕對的優勢當皇帝，但他的下場
是烏江自刎，給後世做提醒，給後世引以為戒。他是常勝軍，從來
沒敗仗，劉邦是每次打敗仗，常常跑，沒打過勝仗，最後一仗他勝
了，結果他是皇帝。但是兩個人的心態差很多，項羽傲慢、嫉妒心
重，劉邦比較謙虛。他打到天下的時候說，這個天下不是我打的，
這天下都是這些大臣們的功勞。你看他說漢初三傑，張良、韓信、
蕭何，他都讚歎他們。所以項羽這麼大的福分，這麼強的武力，最
後他敗了。
　　而且其中有個忠臣輔佐劉邦，叫紀信，紀信有一次劉邦被團團
圍住了，逃不出去，紀信在這個危機當中赤膽忠臣，不願意看到自
己的君上死掉。想了一個方法，穿著劉邦的服裝，坐著他的座車從
東門衝出去。項羽的軍隊就跟過去，然後劉邦再趕快從西門逃掉。
你看忠、勇、智都在其中。結果項羽抓到這樣的忠臣，傲慢、忿怒
，當場把他放火給燒死。你看，他那一把火燒掉之後，他的軍隊的
人心有沒有開始退掉？甚至天下人聽到了，慢慢都唾棄他。但項羽



知不知道？完全不知，他感覺能力不見了。所以，一個人的傲慢居
然能障住他的智慧，障得這麼嚴重。後來項羽敗了，到了烏江，大
家最熟悉的是哪句話？「無顏見江東父老」，其實這句還不是重點
，司馬遷先生在最後寫到那段項羽說的話，項羽說「天亡我，非用
兵之罪也」，是上天要亡我，不是我不會打仗。你看他敗得這麼慘
，他有沒有反省自己？沒有。當一個人、一個孩子慢心起來，他這
輩子可能無法聽進別人的勸誡、雅言。
　　所以要去貪、瞋、痴、慢，還要去疑。我們在看到貪瞋痴慢疑
的時候，絕對是反觀要求自己，不能都想誰貪、誰疑、誰慢。我們
假如很會看別人，保證不會看自己，因為能量都耗在外面了。剛好
有一次有位女士到中心來幫忙，在那裡割草，我也過去跟她一起幫
忙。她突然跟我說，她說蔡老師，我們到了中心來，覺得人之初，
性本善。諸位老師，當你聽到這段話會怎麼樣？沒有，是您不嫌棄
。八風吹過來了，這時候我們假如覺得我們還不錯，就失去了一個
非常好交流的機會。諸位老師們，我們再來想，聽這句話，「我到
了中心以後，覺得人之初，性本善」，這句話對不對？對錯不是重
點。
　　我們從這裡聽到，要讓眾生起信心必須演出來，這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縱使她起了信心，危不危險？危險！假如她一開始來覺
得大家都很好，但是相處久了，會不會看到毛病？那她的信心還保
不保得住？所以不是戀愛的男女有熱戀期，人與人相處一開始都比
較好，但是一開始的那分真誠能保持下去，絕對一生是知己。可是
一般不容易做到。是否能時時記住別人對我們的好、記住別人的善
，然後「善相勸，德皆建」，這個就能是終身的朋友。所以，我也
跟這位朋友講，我說我們往後人生不管遇到任何的人，我們都應該
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我們絕不懷疑別人，但他人懷疑我們，我們



不掛礙，「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而且他是幫我們消業障
。
　　有一次孔夫子遇到了一個一般人看算是劫難，叫陳蔡絕糧。在
陳國、蔡國當中七天沒飯吃，諸位老師，我們有沒有七天沒飯吃的
經驗？假如沒有，就不能說七天沒飯吃也沒什麼，要餓過才能這麼
講。在那個時候，學生都快餓死了，餓了。但是孔夫子還在那裡彈
琴，非常自在慷慨講誦，在那裡講課，弦歌不斷。所有的學生在挨
餓，這樣還能唱得出歌來，這時候就看出功力了。子貢很聰明，他
又有錢，他就衝出軍隊去弄了一點糧食回來，大家可以煮稀粥先充
充饑。諸位老師們，你們會找誰去煮粥？會找那個不會偷吃的，找
德行最好的顏回去煮粥。
　　顏回就在那裡煮著煮著，突然房子上面，因為那是土房，水蒸
氣上去了，它潮濕之後就掉了一塊泥土下來。顏回馬上用杓子舀起
來，不然整鍋粥都毀掉了。一舀起來，好不容易有糧食，丟了很可
惜，給其他同學吃，他絕對不願意，自己吃。說時遲那時快，子貢
走進來：顏回，到關鍵時候你居然先下手。看完之後馬上跑去找老
師：「老師，仁人廉士，窮改節乎？」這些志士仁人，遇到很困窮
的時候，會不會改變他的氣節？夫子說絕對不會。顏回是不是仁人
廉士？夫子說絕對是，我觀察顏回很久了。我剛剛明明看他偷粥吃
。你看同學都幾十年交情，「見未真，勿輕言」。所以《弟子規》
要不要學好？不然幾十年交情也會化為烏有。
　　所以當下我們看到什麼？這個故事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太多了
。這麼久的交情，能不能懷疑對方？再來，當下子貢說，我明明看
到顏回偷粥吃。這時候夫子怎麼對應？大家從夫子的言談當中去感
受，溫和、善良、恭敬、節儉、謙讓。當下假如夫子說：不可能，
一定你看錯了。子貢一定說：老師你都疼顏回、你都偏袒顏回，我



走了。可能這個學生一輩子就很抑鬱而死。所以這時候沒有正面反
駁他，夫子馬上說，雖然你這麼說，我想可能另有原因。沒有給他
吐糟。就先走出來，學生也跟著就走到廚房去看看。夫子走進廚房
，看到顏回會怎麼說？「顏回，你有沒有偷粥吃？」能不能這麼講
？不行。這樣子顏回，有修養的人被誤會了也不解釋。
　　這時候夫子是說，「顏回，我昨天作夢夢到了我的祖先，可能
是我的祖先要幫忙我們脫離劫難，所以我想先拿粥祭祀祖宗。」老
師非常了解學生，知道不管他是什麼原因吃過粥，只要他吃過了，
他絕對不敢拿去祭祖宗，那不敬。而夫子這麼一問，顏回為什麼吃
粥的答案就自然就出來了。當場顏回就說了：「老師，不行，這粥
我已經吃過了，那時候這個土掉下來了，我覺得丟了很可惜，我自
己先喝掉了。」你看在這個故事當中，師生之間的信任、了解很深
。當下說原來是這樣。這時候夫子能不能走到子貢面前說「你看，
你看」？這樣子貢會很鬱卒。這個時候，原來是這樣！也沒看子貢
就走出去了，學生也跟著走出去，就看到一個人杵在那裡。所以不
能疑。
　　我們修學的過程，「信」，信自己，還要信一切的人。再來「
解」，解要能夠一門深入，長時薰修，解要能夠慕賢當慕其心，解
要能夠通權達變，才解得圓融，不然會適得其反。如何解得圓融？
我們只剩一分鐘，請看上個禮拜在孔廟講的，剛好講到通權達變，
講了一個小時，大家可以上去交流一下。「行」，行的態度，力行
的態度就要想起大舜的態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
沛然莫之能禦」，誰也不能阻擋他行善；「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而弗失之」，這是顏回的境界。我們力行的力度要這樣子。勤首菩
薩也講到，一個人修行像鑽木取火一樣，要怎麼樣？能不能停下來
？能不能鑽三分鐘，我休息十秒就好，那個十秒，三分鐘的功力全



不見了，一定要磨到火出來。所以一個人修身、修行一定要到開智
慧才能停下來，其實有這樣力行的態度，一定能開智慧，一定能學
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我們就能契入聖賢的境界，就能真正得天下
英才而教之，我們這一生就留取丹心照汗青。這節課就跟大家分享
到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