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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諸位長輩、諸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我們剛
剛講到孝悌之至，確實可以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在很
多我們古聖先賢的表演當中，我們也體會得很深刻。剛剛講到王希
海先生，你看他在睡夢當中，還是念念想著要治好他父親的病，改
善他父親的病情。所以從樓梯上摔下來，他直覺還是想到父親應該
是腳出狀況。
　　剛好帶著父親到醫院去檢查，他們中風的病患都有個例行性的
檢查，醫生就問他：你父親中風多久了？他說二十多年了，當下那
個醫生就眼睛瞪得很大，心裡想怎麼可以騙我們醫生？因為醫生檢
查的過程，他父親身體皮膚非常有彈性，二十幾年不可能有這種皮
膚的狀態。當下就出去，去找他父親的病歷過來。過了一會，這個
醫生回來，那個病歷是厚厚一疊，二十多年的病歷拿過來的時候，
這個醫生含著淚水對著他說：你可以去我們醫學院給這些護士上課
，你的護理水平都是他們的老師，都可以當他們的教授。你看一個
大男人，最後那個護理的能力能遠高過於這些專業人員，為什麼他
能辦到？他從孝心當中那個能力就啟發起來。所以假如有人告訴他
說只要你得諾貝爾獎，你父親的病就好了，你看他會不會得諾貝爾
獎？你看他那個至孝通於神明，他的潛力就完全可以發揮出來。
　　大舜你看他的至孝現前，他的智慧福分都達到頂點。在《中庸
》裡面提的「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
，宗廟饗之」，歷代都祭祀他。「子孫保之」。他的福分可以庇蔭
到幾千年後的子孫。那天我們講到姓陳的、姓胡的很多這些姓氏都



是大舜的後代。諸位老師們，您是大舜後代，這幾天走路不一樣！
有沒有「步從容，立端正，揖深圓，拜恭敬」？不可以給大舜丟臉
。其他的老師、其他的長輩朋友也不要難過，我已經去幫你們做戶
口調查，你們要不是堯舜禹湯，就是文武周公的後代。為什麼？因
為只有聖賢人的後代，他的子孫才能綿延幾千年。全世界僅此一家
別無分號。這都不是偶然的，很多人生的道理看明白了，感恩的心
就起來了。
　　《易經》告訴我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全世界這麼多民族現在都已經斷掉了，那是餘慶不足，祖宗的
智慧德能沒有達到那種境界。我們就是因為有這麼好的祖宗，才能
綿延到現在不衰。那很重要的，我們這個民族要繼續能昌盛下去，
很重要的一點要「承先啟後」，這個智慧繼續傳下去才行，才能「
繼往開來」。諸位長輩朋友，這八個字遙不遙遠？這八個字是不是
以前寫作文才會出現？有沒有在我們的心地裡面時時提起來？這是
我們的本分。不行，我們家庭的本分、社會民族的本分好像都比較
遙遠，我們提起來的就是趕快好好念書，以後有好工作、有好收入
。假如一個人的視野都這麼短淺，這個民族能興嗎？
　　我們中華民族從全世界最有智慧的民族，在短短三十年左右的
歲月，變成全世界最短視的民族。短視到什麼程度？短視到會為了
幾千塊錢把父母都給殺了。我有時候讀到這句「以祖宗之心為心，
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你看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祖宗們的心
境來看，他傳給我們這麼高度的智慧，結果現在他的後代子孫居然
殺父害母，居然短視到這種程度，居然給全世界看笑話。我們祖宗
傷不傷心？難不難過？給祖宗、給父母難過，大不孝。一個人大不
孝還會有福報嗎？一個人大不孝，難道往後的人生還會有好的發展
嗎？不然大家很冷靜的去看看，你站在大學校門或者站在火車站前



面一看，現在的年青人長得有沒有福報？你們都沒有留心，你們都
沒有把下一代放在心上。像我就常常在那裡觀察，真的，你現在要
看到臉很圓，耳垂很大的，都不多見了，福都折掉了。是！孝道是
善的根本，是福的根本，教孝比什麼都重要。
　　我們既然讀懂了，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這個時候我們感恩祖宗
的心起來了；假如祖宗沒有這種德行，我們早就消失了，消失在這
個世界上了。但是一來是生起感恩的心，再來是生起責任心，我是
人家的子孫，我也將是人家的祖宗。諸位長輩朋友們，請問兩百年
之後我們的後代會怎麼看我們？到時候耳朵會很癢。後代在那裡：
你留給我們的是什麼空氣？你留給我們的是什麼政治赤字、預算赤
字？每個人都負債，你們花得那麼高興，全部都我們要扛。五千年
來沒出過這種祖宗，為了自己的享受，把債都留給後代，有沒有這
種祖宗？現在快要有了。
　　我們整個文化裡面，父母都是一心一意怎麼讓孩子更好。你看
我們文化最重要的這個核心字，上面一個老，下面一個子，完全融
成一體是這個「孝」字。兒子背老子，老子時時想著兒子，是一體
的，要給他有好的思想、好的未來。我們忽略了這些孝道，忽略了
這些仁義道德，都想著自己的享受而已，那我們的後代堪憂。結果
現在變成：下一代有下一代的想法，我顧不上了。這種話真是超級
不負責任。孩子生下來就要給人家教好，不然你就不要生，又沒人
逼你，是不是？這就是做人的道義。
　　我以前教書的時候，有些家長他的學歷不是很高，我去家庭訪
問。老師，調皮你就打他，好好教他、教訓他。我不會奢望我孩子
以後要賺大錢，但是我最不願意看到的是他還成為社會的負擔，那
我太對不起社會了。聽得真的眼淚都快掉下來。他雖然沒有很高的
學歷，但是他的態度是對社會有分責任，對孩子有分責任。這句孩



子有孩子的想法，這不是一個為人長者的心態。縱使他現在不對，
我們無法了解他什麼時候回頭，可是我們「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
愧我心」。最起碼我盡心盡力，盡了我這分道義，我也無愧於人。
怎麼可以退縮自己的責任？
　　我們將是別人的祖宗，我們希望以後的後代怎麼看我們？我們
這個民族的根其實紮得很深，春風一吹就開始發芽、開始茁壯。我
們整個這幾年來辦的課程，很多年輕人來參加，沒有一個說不好，
聽完當下轉變的都有。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聽了三天的課，回去寢
室（很多男眾住在一起），回去以後就給他父親跪下來，給他父親
懺悔，以前做太多讓父親傷心的事情。當下不只是他父親掉眼淚，
整個寢室的人都陪著他父子在那裡流淚。那個父親講了一句話：我
當了十六年的父親，第一次感覺到什麼叫幸福。被點燃。
　　他的父親現在是我們中心一個重要的幹部。你看他自己的孩子
轉變得利益了，他希望天下的孩子都能這樣，我們這個民族的那種
善良，都是「己欲利而利人，己欲達而達人」。像很多捐款支持我
們，一個母親她所有的儲蓄差不多拿出來四分之三，都捐出去了，
他說妳不留一點？她說因為我的女兒聽了以後懂事了，我希望更多
的孩子能聽到這樣的課程。心量都很寬廣。
　　我記得那時候去澳洲雪梨有幾天的課，講完以後有對夫妻，他
們的女兒來聽，聽完課隔天一大早，他送我們要去坐飛機。但這個
父親早上起來，剛好碰到他的大女兒，他愣了一下：妳今天怎麼這
麼早就起床？他女兒笑一笑沒說話，然後就走進廚房去做飯。這個
爸爸一看，這麼有效，從來沒進廚房，三天就進廚房煮早餐。我們
寒假一月二十一號到一月二十六號六天大專幸福人生講座，可以歡
迎大家親戚五十，朋友六十，一起來聽。但是你不要把兒子報名來
上完，六天回去沒給你煮早餐，不能來找我。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
　　結果這個爸爸很高興，吃完早餐去送機，跟我們分享這個喜悅
。分享之後加了一句話，不知道可以撐幾天？我說你都用那個語言
就說撐不了！撐不了！她一定跟你：不幹了！你要她做一點點，太
信任她了，她一定可以更好。那個信任的眼神，她就被你鼓舞了，
是吧！一個人要形成一個好的習慣，也是循序漸進，我們也不能操
之過急。今天先生回去了，興高采烈：來，今天我幫妳洗碗。洗完
以後，妳一去看，沒有半個乾淨的，這個時候怎麼辦？你搞什麼？
別洗了，洗那麼差。算了那不洗了。你就感恩，好，沒有半塊是不
是？剛好有一塊算乾淨，還沒出去以前先沖一下，居然有人可以把
碗洗得這麼乾淨！日光燈照一下，他馬上：好，明天也由我來洗。
慢慢的他那個習慣就養成了。
　　所以聰明的人懂得鼓掌，加油加油！欣賞，所以少說批評的話
，多說鼓勵的話；批評造成隔閡，鼓勵激發潛能。我們剛剛講見人
家的心性，不要先著在那個形象當中。有的先生他也喜歡忙東忙西
，有時候買回來一些一百塊錢十個茶杯，一下子賺死了，趕快這個
還雕得不錯，買了十個回來。高高興興的：太太，回來了。回來就
回來有什麼大驚小怪的？然後他一坐下：你看我買這個杯子，很便
宜！家裡都一堆了，你還買什麼買，浪費錢！心都怎麼樣？涼了。
家庭的和睦要靠自己經營，妳說真有眼光，買這麼便宜，真好真好
，來來，坐坐，拿這個泡一杯，你買十個不夠，要買一萬個！他一
聽就懂了。一開始要順勢而為，大禹教我們要用疏導的，不要用防
堵的，防堵的最後都不知道沖到哪裡去了，這都是智慧。他的心情
我們能理解，慢慢再溝通，不要一時間就一定要強迫人家接受自己
的想法、看法。怎麼說到這裡來？
　　我們這個民族的根是紮得很牢，只要有春風過來，只要營養的



水分給它澆下來，我們這個民族的復興就很快。孝要復興，仁義禮
智信都要復興，從我們的內心復興起。你看我們現在有沒有仁愛的
心去關懷別人、去照顧別人？我曾經聽那個幼兒園，記者去訪問小
朋友：小朋友，你看到一隻貓被雨淋溼了，感冒了，在那裡顫抖，
奄奄一息，小朋友你會怎麼做？問幼兒園的孩子，超過一半的答案
是殺了牠，而且還把具體的方法說出來，有的說電死牠。從哪裡學
來的？你看那些電視拿著電，把人家電得跳起來，然後放下來。孩
子在哪裡笑得咯咯的，把傷害人都當作好玩的事情。老師教五天，
比不上那個魔王電視教一個小時；老師教的時候他還會分神，電視
教的時候聚精會神。真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個邪思攝受力
也很強的。
　　不要說孩子，我們自己去試試就知道了。你看那個電視有時候
我媽媽叫：吃飯了！真的聽不到。叫了好幾聲，媽媽走到面前來，
我叫你幾聲了，吃飯了。有嗎？那個威力真的太厲害了。真的要把
孩子教好沒有別的，電視收起來。（這個我們內部流通，不然會有
很多青少年來找我拼命）。收也要用疏導的，要用循序漸進的，你
回去馬上收，說蔡老師說的，那他不只會跟你拼命，還會跟我拼命
。要怎麼樣？慢慢長他的善：兒子，今天兩個小時我們先別看電視
，來看幸福人生講座，來，爸爸跟你一起來看。還是看，慢慢的把
他看電視的時間縮短，不要一下子結束。而當他能接觸到這些正氣
的東西、正念的東西，他提起來以後，對那些邪的東西慢慢的也會
不喜歡。可是你一下子全否定那些電視，他一下子不能接受。
　　很多母親真是用心良苦，希望她的孩子來學習這些古聖先賢的
教誨，都是打很好的早餐給兒子吃，兒子邊吃趕快放電視給孩子看
，一天三句、五句都好，循序漸進。還有的婆婆要放給媳婦看，而
且還挑哪一段最重要，然後剛好那一段的時候，挑那一段放，剛好



媳婦來了：我去廚房，坐一下，妳慢慢看。妳不要坐在那裡陪她一
起看，陪她看談婆媳關係，她看了怪怪的，這個時候妳要清場讓她
自己看。有的媳婦：婆婆這麼溺愛孩子，也不知道怎麼辦。剛好挑
那一段「孩子不能寵」，然後專門放那一片，一直放一直放，放到
剛好有一天婆婆來，坐下來：我去洗菜。去洗，剛好婆婆就看。都
要用善巧方便，設身處地顧及人的面子，人情不可以拂逆，要順著
人情，這樣才會皆大歡喜。
　　我們剛剛講到這父親說，不知道她能撐幾天。人家不相信我們
，我們一點都不難過，這樣才是君子，「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
乎」。諸位長輩朋友，這幾天回去最少《論語》第一句話要會念，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
不慍，不亦君子乎」。這一段話對我們進德修業是關鍵，你看第一
句學而時習，時就是什麼？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道也者，不可須
臾離也」。習叫練習、叫實踐，所以學了東西一定是實踐在生活工
作處事待人。假如我們學習沒有喜悅，就是時習沒有做到，不然一
定高興。當我們把貪心放下、當我們把嫉妒放下，高興就來了。我
們昨天唱「愛的真諦」，都忘了嗎？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
張狂。其實你看一個人在自誇、在張狂的時候，舒不舒服？都要別
人看著他，很愛面子，累死了！放下這些習氣，身心輕安，那才有
快樂。你看一個人脾氣很大，他高興嗎？都不高興。
　　說到這個脾氣一定要斷掉，脾氣不除，這輩子不可能利益任何
人，真的，沒有中間地帶。俄羅斯剛好公演一部《浮士德》的戲劇
，大家聽過浮士德沒有？這好像也是國外一個比較知名的戲劇片。
結果公演前面先有一段排演練習，預演。這個片子其中一段是男主
角浮士德他火冒三丈的狀態，那個演員叫做安德烈夫。結果剛好演
到那一幕的時候，底下有工作人員在做事情，不小心工具掉了，那



個聲音很響，他剛好在演戲，突然把那個憤怒的眼神轉移到了這個
工作人員身上，就看著他。這個工作人員也看著安德烈夫這個演員
，一看之後就倒下去了，送醫隔天就死了，解剖，猝死沒有病因。
　　後來正式公演，一個死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正式公演又演到
那一慕。因為要演到那個火冒三丈的時候，一定都有一個前奏，那
個氛圍就愈來愈，情緒愈來愈高漲。結果這個交響樂的指揮就受到
那個氣氛的影響，自己有點分神，一分神這個奏樂，這個交響樂就
有點荒腔走調。結果一走調以後，那個演員他都是融入在那音樂裡
面，突然聽到走調了，他那個憤怒的眼神就移到了那個指揮。結果
指揮也看著他，然後停了幾秒倒下去了。倒下去在地上呻吟的時候
說：他的眼睛。兩天以後走了。人家不敢演，已經兩條人命了。
　　結果這個老闆他出錢找他們來，你們不演，那一張票多貴！我
損失多少錢，一定要演。沒辦法，只好想個方法，你要演那一幕的
時候不要看人，就看哪個地方沒人，你就看那裡。安德烈夫這個演
員就去調查哪裡沒人，他發現一個包廂裡面沒人去看，而且開始演
的時候也沒有人，他就比較放心繼續演。演到那一幕他趕快看那個
包廂。演完了大家鬆口氣，終於演完了。才鬆完又傳來那個老闆把
那個包廂包起來，老闆把包廂包起來，但是他晚到，根本不知道他
後面進去那個包廂看，所以安德烈夫那時候又看過去，剛好那個老
闆就坐在裡面，所以那個老闆也一命嗚呼哀哉。你看看憤怒傷人傷
得多深！
　　我們有時候脾氣伏不住，可能造成人家一輩子的傷害。所以老
祖宗教誨我們「憤思難」，憤怒起來要想收拾很難，話出去了收不
回來，惡語傷人恨難消。所以修養自己瞋憤，節制自己的憤怒很重
要。結果三個人走了，造成很大的轟動，派國家高級研究人員來調
查。後來沒辦法不敢拿人做實驗，拿猴子做實驗。結果猴子比較聰



明，比較敏感，當那個氣氛很憤怒的時候，那隻猴子根本不看演員
，然後開始跳來跳去在那裡吱吱叫。人傻傻的一直看，看到最後就
中鏢了。所以就實驗出來，真的那個憤怒威力太恐怖了。剛剛跟大
家講到的，現在的孩子為什麼這麼暴力？因為電視裡面太多這些情
景，他的仁慈心沒有提起來，都是暴戾之氣。剛剛跟大家講到，你
看幼兒園說電死牠、拿棍子打死牠，都從電視上學來的。
　　有個長輩剛好人家送他一隻羊跟一隻活魚，這個羊是已經扒了
皮的。結果拿回去，他那個小孫女三歲左右，她爺爺就要把那個羊
剁成一塊一塊，那個孩子說：爺爺，牠會痛！你看人的仁慈心不只
對人，小孩子對一切萬物，甚至於沒有生命的洋娃娃，她都愛護它
。仁愛心是本有的，可是這顆仁愛心為什麼到最後連父母都不關懷
？那我們到底是在幫孩子還是在害孩子？我們當老師的、當父母的
要省思。然後這個爺爺說：牠痛，妳不痛。後來那個魚很大，放在
一個盆子裡面放不下，尾巴都翹出來了。結果爺爺馬上拿剪刀把牠
的尾巴給剪掉，那個血就流出來了。那個孩子一看到馬上：爺爺，
好痛！眼淚就掉下來。你看魚痛，她痛不痛？她也痛，不然她眼淚
掉不來。那個民胞物與的心，仁義禮智信是一個孩子本善裡面本有
的，我們應該是把他那分仁愛繼續保留下去。
　　諸位長輩朋友，一個孩子連動物都不想傷害的時候，請問他有
沒有福報？那福報一定大。當他看到這麼多的生命，這麼多的生靈
，他可以看著那一條魚：我就要這一條，現場活煮了。你看他福報
會比較大嗎？他的心已經感覺不到這些生命，怎麼可能福報會更大
？所以真正要利益孩子，最重要就是啟發他的善心，量大福就大。
像那個很小的孩子，你看二、三個人走在一起，突然前面那個人倒
下來，摔得很重，摔的人還沒哭，站在後面那個人就哭起來了，大
家有沒有看過這一幕？為什麼他哭起來了？他還沒有分別你是你我



是我，孩子的心還很柔軟，所以他感覺別人的能力很強，下去了，
他馬上就感覺好痛，就哭了。這個時候父母應該是：來來，孩子，
他太痛了，我們趕快幫他擦擦藥。有的家長不是這麼教，孩子是他
跌倒，他痛你不痛，別哭！那可能都反過來了。
　　所以我們的心真的要去體恤到。怎麼去啟發這些善心？仁、義
、禮、智、信都要復興。你看義，夫妻是道義，結果現在還沒結婚
就要財產公證。看大家都沒什麼反應，代表大家都沒走這條路。我
們沒走是好事，但我們的孩子也不能走。還沒結婚就想要離婚，我
看八九不離十會怎麼樣？會離婚。夫妻這個感情是一個媒介，真正
要能走得長久，那一定是道義相交，假如還沒有相交，都沒提起道
義就已經想到財產要先分清楚了，都是利害的心，怎麼可能能經營
得好？這種天倫、天性現在不教好，反而你看我們現在進步了，都
有法律。到底是進步還是退步？當父子關係都要用法律說：兒子要
贍養父母。好事還是壞事？壞事！完蛋了。現在大陸很多地區都是
得用法律要求孩子贍養父母，天性假如變成法律，那就很悲哀了。
　　義，社會的道義；禮，對人的那分恭敬心。我有次去看了一個
學校，當地的鎮民看到我們，我們跟她打招呼，她也很親切笑一笑
說，你們不是中國人吧！我們一些同仁在一起，我當然是中國人。
結果那個婦女很不好意思說：那你們怎麼這麼有禮貌？一個民族悲
哀到什麼程度？連自己的人都不相信自己，這是真悲哀。其實我們
整個炎黃子孫，這個華夏民族現在最危機的就是信心危機，都是外
國的月亮比較圓，其實太盲從，沒有智慧。
　　我們很冷靜的用大局去看，西方的文明在這二、三百年來快速
崛起，請問短短的這兩百年的歲月，這個地球變成什麼樣？對！我
們這個民族有多少次的盛世，但卻沒有把這個地球帶來這麼大的災
難，因為我們的祖宗敬天敬地。我們看看現在天變成什麼樣子？溫



室效應，臭氧層都破洞了，地變成什麼樣子？挖得支離破碎，挖得
還很高興。你挖了這麼多，那以後子孫怎麼辦？以後子孫有以後子
孫的方法，我不管。所呈現的家庭更幸福了嗎？《朱子治家格言》
裡面講「家門和順，雖饔飧不繼，亦有餘歡」。我父親那一輩的經
濟比較匱乏，一枝冰棒，一枝冰棒六個、八個兄弟一人咬一口，你
看長大的時候還在那裡回憶那枝冰棒有多好吃，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兄弟那分感情。結果現在物價這麼豐沛了，兄弟之間反而都是計較
，人心都在墮落。我們都沒有看清楚，我們還拍著胸脯說：我們是
物質最文明的時代。狂妄！
　　什麼叫物質文明？最重要的物質是我們的地球，是不是？對。
當地球都快毀滅掉了，還談什麼物質文明？這個時代太狂妄了，人
心太狂妄了，不聽老人言，你看都搞成這樣。這個時代該我們冷靜
的時候。現在西方都覺得走競爭、鬥爭、戰爭，根本是一條死路，
都要回過頭來好好的學習整個我們東方這些聖哲人的智慧，結果我
們的整個教育方向都還跟著美國，跟著他們在學，真是太不冷靜了
。你看美國現在隔沒多久就有一個槍擊案，然後都是幾個人掃射都
死掉了，那是教育的結果，我們希望我們往後是這樣嗎？學的應該
是學一個民族四五千年大一統，能夠團結在一起，這在西方社會他
覺得是不可思議的狀況。
　　仁義、禮貌要恢復從我們開始，所以回去之後看到先生，九十
度鞠躬：先生你好，辛苦了！趕快把他的公事包提過來。妳先生會
愣在那裡三秒鐘，然後會說妳藥吃了沒？好，沒有關係，這個時候
想起哪一句話？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所以剛剛跟大家提到
時習，你真正去落實了，你一定有喜悅。
　　真的，有個在銀行界的主管，他聽了課以後孝心啟發了，以前
都比較少去關懷他的父親，孝心起來了，剛好他的父親重病，他請



假去看他的父親。他父親就很捨不得，話都講不起來了，講不大清
楚，用寫的：你回去工作、回去工作，不要耽擱工作。父親在這麼
不舒服的狀況，都還是為孩子的前途著想。孩子笑一笑，堅持要照
顧他的的父親。他父親剛好腸胃出狀況，排便排不出來，好幾天很
難受，醫生開了一些藥讓他能排泄出來，吃了一、二天才見效果。
因為他都守候在旁邊，開始排以後量太大，一下子來不及收拾，這
個兒子也是怕給人家弄得太嚴重，他很自然的用他的雙手去捧他父
親的糞便。當下他不覺得髒，為什麼？他高興，他父親的難受終於
解除掉了。所以真正去實踐，內心那種喜悅沒有辦法用言語來形容
。
　　其實我們回想一下，當我們來到這個世間，父母有沒有嫌過我
們髒？你看我們三歲以前都沒有行為能力，父母幫我們把屎把尿不
知道有多少次，有沒有嫌過我們髒？我們用這分孝都不及父母對我
們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我們的生命比他們的生命還要重要。有
個太太，她的孩子才幾個月，剛好有次我們在談話的時候，她說了
一句話讓我很驚訝。她說我的孩子在幾個月的時候，他的排泄正常
一出來，我覺得那個糞便一點都不臭，而且感覺還有點香。我對這
段話很震撼，為什麼她不覺得臭？因為當她看到排泄正常，她想的
是孩子的身體好，她沒有去嫌棄那個東西。當下一想到孩子身體很
好，很健康，母親都很寬慰。我們真能體會到父母那顆心，我們那
個孝心自然就提起來了。
　　你看整個懷胎十月的過程，非常的辛苦，那個到最後的時候，
真的連翻個身都不容易。剛好這次我到馬來西亞去，最後一天有個
訪談，有對夫妻剛好也去參與。他們在錄音室外聽，那個懷孕應該
也有五、六個月以上了，剛好講到這些懷胎母親的恩德的時候，那
個孩子突然就很明顯動了一下。那個母親出來說：聽到那一段時候



，我的孩子突然就振動得很明顯。你看天性，一講孩子在胎中馬上
就有感應。
　　在我們母親臨產的時候，那是非常辛苦的，古代都講生一次孩
子是過一次鬼門關。那樣的疼痛比癌症還要不舒服，可是你看母親
把我們生下來，這麼大的痛苦瞬間就完全拋在腦後。生完以後清醒
第一個念頭，孩子健不健康？所以我們唱到那一句父母倚窗扉，期
盼子女的消息，我們不管這一生做了多少對不起父母的事情，父母
那顆祝福我們、期望我們好的心，絲毫沒有減損。
　　有個足球選手，他十多歲就成名了，一下子賺了很多錢，賺了
十七年。賺了錢以後回到家，把家裡當旅館，晚上就出去賭錢。他
的母親等了他十七年，他每次出去賭錢，這個母親坐在他的房裡等
他。天亮了他走回家裡來，爸爸搖搖頭：你媽媽在房間等你。這個
大男生走進去，媽媽一句話都沒有罵他，看看他，安全就好，回來
就好，媽媽就出來了，你趕快休息！沒有責怪他，十七年，終於他
的良心發現了，剛好他那段時間開始學《弟子規》了，大大的懺悔
。
　　那天講的時候我們在場都為之動容，他苦口婆心的對底下的人
說到：諸位年輕的朋友，我們不要再幹讓父母傷心的事情，不要再
像我這樣糟蹋母親對我們的愛糟蹋了那麼久，你們絕對不要再像我
這樣；而為人父母者，也請你們相信，孩子總有一天會被你們的真
誠所感動，回過頭來。我們常說養兒方知親恩，其實這句話也是提
醒我們，不要到了自己真的當父母的時候才感覺到父母的恩。
　　其實只要我們能靜下來去感受，我們想到的是在我們整個一歲
、二歲、三歲的過程當中，你看父母常常想著要讓我們怎麼樣吃得
更健康，常常用一些料理，弄了半天、做了半天，端出來給我們。
結果我們一不小心就把它弄倒了，當下母親趕快給它收拾好，一句



怨言都沒有，又去趕快做出來，這個心我們體會得到。當我們糞便
、尿都失禁的時候，你看父母馬上趕快把它洗乾淨，也都沒有任何
的嫌棄。當我們在成長過程當中，看到某個東西想彈彈鋼琴、電子
琴，你看父母咬緊牙關，薪水拿出來買我們喜歡的東西，自己生活
要更加的困苦，都是滿我們的願。包含我們在求學的過程當中，那
些學費都是一點一滴省吃儉用下來的。我們會有這麼好的整個成長
環境，那父母在這點滴當中，不知道付出多少。
　　我常常會回想到我姊姊出嫁的那天，那個儀式最後是姊夫帶著
我姊姊給父母行三跪九叩禮。當下那個跪下去的瞬間，我父親的眼
淚就下來。我站在一旁觀禮，你看父親那分對孩子的至愛，那種心
境瞬間就充填在我的心裡，我在那一刻覺得我跟我父親好近，我跟
我父親是已經沒有任何的障礙。因為我們體會到父親那個淚水是感
動，你看好不容易這個女兒都快三十歲了，把她拉拔到這樣，現在
也幫她找個好的歸宿，心裡挺安慰的。父母的淚水是為我們流的，
是因為我們有好的歸宿、是因為我們懂事了，流的感動的淚。而當
我們不懂事以前，流了多少擔憂的淚水；當我們在婚姻生活假如不
能夠經營得很好，我們很不舒服，父母更擔憂；還要擔憂我們的下
一代，孫子、外孫都是。甚至於是連臨終前對我們都是掛念。
　　有位母親八十多歲了，她的女兒六十多歲，結果女兒得了癌症
，她的母親都已經面臨生死關頭，她也沒想自己。其實人的身體是
最難放下的，不舒服的時候很難過，但是這個母親完全放下了自己
，她對著她的女兒講：女兒，我希望把妳的病一起帶走。後來她母
親去世了，她的癌症真的好了，她時時想到母親那分至愛，那整個
內心就有無窮的動力去突破她的病苦。
　　父母用他們的雙腳踏出我們的前程，卻送走了自己的青春。所
以父母現在年老了，我們也要用父母在照顧我們、愛護我們成長的



那分心來孝養他們。當父母連鞋帶都綁得不好的時候，我們不要不
耐煩，因為在我們成長過程當中，父母不知道幫我們綁過多少次鞋
帶，不厭其煩。當父母在行走的愈來愈緩慢，需要我們去扶持的時
候，請不要嫌棄他們，因為在我們學走路的過程，我們不知道跌倒
了多少次，都是父母用愛把我們扶持起來，讓我們能一步一步走得
愈來愈順暢踏實。不只是學走路，包含我們的學業、包含我們人格
的建立，都是父母這種不厭其煩的教導，我們才有今天的成就。當
父母吃飯夾菜的時候不穩，掉在桌上，我們也不要不耐煩，因為在
我們學著如何吃飯的過程當中，父母也無數次的指導我們、愛護我
們。我們希望孝悌傳家，最重要的我們這顆至誠的孝心要真正發出
來，自然能夠讓父母安享晚年，也能讓我們的家道能承先啟後，繼
往開來。好，那這節一課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