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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學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諸位學友一
起來研討「如何讓人生能幸福」，我們這是「幸福人生講座」。首
先我先自我介紹，我姓蔡，禮貌的禮，旭日東升的旭，蔡禮旭。我
小時候有一個習慣，後來才知道這個習慣也挺好，就是只要有長輩
來到我們家，我只要聽到他的聲音，不管我是在何處，我一定先放
下我手邊的工作，到這位長輩面前跟他問好，我說叔叔好，阿姨好
。諸位學友，當我這麼一鞠躬下去，抬起頭來，長輩的表情非常高
興，摸摸我的頭說，你這個孩子真乖，我也很滿意，因為他肯定我
，我也很高興，我就走了。所以當一個孩子在做有德行的事，他在
力行聖賢教誨，聖賢教誨我們要當一個有禮貌的人，當他真正鞠下
躬去的時候，事實上他的內心會很歡喜，因為人本來就有好善好德
之心。所以我從小這個習慣就養成，後來也因為這個習慣得到非常
大的益處。
　　有一次剛好我在上電梯的時候，有一位女士跟我母親的年紀差
不多，我先進電梯，後來她也進來，我就會問她說，「這位女士，
請問您上幾樓？」諸位朋友，您坐電梯會這麼問的舉手。好，謝謝
。假如你進電梯的時候，有一個人跟你微笑說，「請問你上幾樓？
」諸位朋友，你的感受怎麼樣？很舒服，可能那一天心情都很好。
所以禮貌是人與人之間最優美的距離，這個禮貌不得不教。所以我
常常跟我的學生講，還有跟學生的家長講，我說「學禮貌重要，還
是考九十八分到一百分重要？」
　　問：是學禮貌重要，是學一生正確的態度觀念重要，還是把九



十八分拉到一百分重要？哪一個重要？
　　答：學禮貌重要。
　　都覺得禮貌重要。
　　問：請問現在的家長，在做前者的工作，還是在做後者的工作
？
　　答：後者。
　　為什麼？明明口頭上都覺得做人做事重要，但是實際上遇到孩
子的時候，都還是只逼他的功課。
　　問：所以問題到底出在哪？
　　答：望子成龍。
　　那分數一好了，就望子成龍了嗎？分數一好之後，他人生就幸
福美滿了嗎？所以很多的問題都需要我們深入思考，都需要我們用
智慧去判斷，才可能判斷正確。
　　我相信很多的家長都把孩子往分數那邊推，然後等孩子大學畢
業出來的時候，很可能連跟人家打招呼的能力都沒有。甚至於不要
說等大學畢業，很多大學生去念書念沒幾個月被學校退學，為什麼
被學校退學？人與人相處的能力太差了，還有自己生活自理的能力
太差了。與人相處能力跟生活自理的能力都是影響他一輩子，而九
十八分跟一百分差兩分，會不會影響他一輩子？不會。因為我也是
從升學主義之下產生的一個學生，而在十多年的讀書生涯當中，真
是回頭一看，沒學到什麼，所以我們有這個深刻的體會，就不願意
我的學生十多年的時間，耗在跟他人生沒有大關係的學習上面。所
以我們有這一份明白才會深入去思考，怎麼樣讓一個學生，讓一個
孩子，真正學到一生正確的態度跟觀念，然後讓他這一生的根基能
夠扎得很牢。
　　所以沒有學禮，他的人生可能會增加很多的阻力，因為他一失



禮，人家就可能不幫助他，甚至於還會障礙他。但是假如我們很有
禮貌的時候，人生可能會增加很多的助力，幫助我們的助力，所以
我們為人長輩應該去思考，學哪些東西可以幫助孩子一輩子。所以
我從小跟長輩問候的這個態度，也是因為父母的教誨，所以從小就
養成這個習慣。
　　當我跟這位女士打完招呼之後，她也很歡喜，那我接著就跟她
自我介紹。我說：妳好，我叫蔡禮旭。她說：你好，我叫丈母娘。
她聽成我叫蔡女婿，所以就跟她這樣就聊起來了，結果這麼一聊，
發現她的女兒跟我是同一屆的高中同學，所以也從這裡體會到諺語
常講的「有緣千里來相會」。所以諸位學友，我也是從海口飛到深
圳，又從深圳到了香港，所以加起來也超過一千里，所以我們也是
「有緣千里來相會」。
　　剛剛提到這個事情的過程，是從在電梯裡面向別人問好。而孔
夫子說「不學禮，無以立」，有禮貌的話，就很能夠在人群當中立
足。所以我們很歡喜別人向我們問好，相同的，假如我們肯主動去
跟別人問好，別人同樣也會很歡喜。假如今天在座諸位朋友，您都
來自於不同的社區，今天我們課程結束之後，每位學友回到自己的
社區的時候，幾十個社區同時都會響起問候的寒暄之語，都能夠互
相說「請問你上幾樓？」當幾十個社區都這樣子開始的時候，我們
相信香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定會起一個不小的變化。所以其實我
們希望社會更好，我們希望人與人之間能夠互相尊重、互相關懷，
應該從哪裡下手？絕對不是去要求別人先做到。互相尊重、互相關
懷是結果，因要從我們自己主動尊重別人、主動關懷別人開始做起
，相信整個人與人之間關懷尊重的風氣就會很快的形成，很快的變
化起來。
　　剛剛我們提到有緣才能來相會，所以緣分得來不易，所以我們



知道緣分難得就要「知緣」，知道緣分難得就懂得「惜緣」。珍惜
緣分，除了利益自己之外，還能利益家人，甚至於利益更多的人，
所以好的緣分，我們更進一步要懂得「造緣」。
　　今天有這個因緣跟諸位學友來討論一下「如何做一個如法的好
人」。這個緣最主要是因為我們中國老祖宗承傳了四千多年的智慧
，我們中國人才有這個機會來領受他們的教誨，所以這個緣是因為
老祖宗留下來的智慧，才能結識這個緣分。
　　我們的講座主題是「幸福人生」。諸位學友，人生怎麼幸福？
人生應該怎麼樣才能幸福？幸福的人生一定有幸福的思想觀念，你
有正確的思想觀念才會有正確的行為，有正確的行為才會有正確的
習慣，有正確的習慣就會有正確的性格，有了正確的性格就會有好
的命運。你有好的命運，人生一定會幸福。所以根源還在哪裡？一
個人人生幸不幸福，根源還在他的思想觀念，所以能夠讓思想觀念
正確，你的人生就扎下了正確的根基。
　　諸位學友，要依據誰的思想觀念來經營你的人生？甚至於是替
你的孩子扎下正確的人生根基，要依據誰的思想觀念？這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問題。一個人人生要幸福，也就是思想觀念要正確，思想
觀念一正確，才能做一個如法的好人。你是好人，那人生一定會走
得圓滿。
　　所以現在人很喜歡看書，尤其很多人喜歡研究心理學，我常常
會請教他們說，假如你看一個心理學家的書，他四十歲寫了一本書
，六十歲又寫了另外一本：
　　問：請問你會先看哪一本？
　　答：六十歲。
　　問：為什麼你們會覺得先看六十歲的？
　　答：心理更成熟了。



　　諸位朋友，我們剛剛這位學友說的，可能心理更成熟，更有智
慧，「可能」是不是一定？我們的命運，還有我們下一代的命運，
可不可以建築在「可能」上面？不行。我們重新再來思考一下：
　　問：一個二十歲的人比較單純，還是四十歲的人比較單純？那
是單純好，還是複雜一點好？
　　答：單純好。
　　對。我們說這個社會是一個大染缸，所以不見得六十歲的人一
定比四十歲的人有智慧。
　　所以現在這麼多的人都在看心理學，拿著心理學的理論來教育
他的孩子。有些人一開始先接觸蘇聯的理論，就拿蘇聯的來教育孩
子；改天又有人告訴他，義大利的不錯，他又用義大利的來試看看
；又有一天說歐洲的不錯，他又去拿歐洲的教育理論來教育孩子，
請問他的孩子變成什麼？很多人說變成實驗品。很多心理理論都是
用什麼來做實驗？拿動物，所以我們說現在的孩子就像小白老鼠一
樣，供人家做實驗。很可能實驗到最後，錯了，重新再來，可不可
能？不可能。所以人要下抉擇要很理智。到底什麼樣的思想觀念才
能讓一個孩子一生幸福美滿，成為一個如法的好人，這個我們要去
思考。
　　在社會上遇到一些滿成功的朋友，聽完我們一節課，他站在旁
邊久久不忍離去，等我跟很多的這些朋友交流完之後，他才走過來
。他對我說，「今天這句話我不講很難過」，他說「我今天聽蔡老
師講《弟子規》，我十多年的社會經驗，居然只是《弟子規》裡面
的一、兩句話」。諸位學友，他都已經四十歲了，他十幾年的人生
經驗摸索出來，只是聖賢教誨的一、兩句話。所以很多人人生走了
四十年、五十年，突然發覺，假如人生讓我再來一次，我一定會少
犯很多過失，我們有這樣的遺憾，請問我們的老祖宗有沒有這樣的



遺憾？會。所以老祖宗很慈悲，很替我們後代子孫想，你們感受到
了嗎？
　　我曾經聽一位長者問了一句話，讓我自己很震撼，我從來沒有
思考過這個問題。這位長者說，四大古文明只剩下哪一國？中國。
為什麼在全世界的歷史，幾千年當中只剩下一個古文明留下來？原
因在哪裡？這個很值得我們思考。會不會是四大古文明的老祖宗在
神明的面前說，「來，我們誰抽到可以不用滅亡，誰抽到了，那個
民族就不用滅亡」，是不是這樣？不是。是不是僥倖抽到了，這支
籤剛好被我們中國老祖宗抽到了，所以我們文化不用斷，絕對不是
這樣。
　　為什麼中國的古文明可以承傳幾千年？我相信埃及也好，西亞
也好，當初為什麼他們的祖宗發明文字，要把這些透過文字，把他
們的經驗寫下來？為什麼要寫？假如他每天只想到自己的食衣住行
過好就好了，他會不會在石頭上刻這些圖案、文字下來？不可能。
所以他們的老祖宗也有這一份心，希望把人生很重要的智慧經驗傳
承給下一代。但是他們並沒有傳承成功，而只有中國老祖宗傳承成
功，所以這個緣是全世界最希有的緣分。我們要把原因找出來，你
才能夠「知緣」，才能珍惜這個當中國人的緣分，「惜緣」。
　　為什麼中國文化可以承傳幾千年？原因在中國老祖宗觀察到語
跟文一定要分開來，才能把文化綿延幾千年而不斷，為什麼？因為
假如文章跟語言沒有分開，假如語言一直變化，變化了兩百年之後
，兩百年後的人聽懂不懂兩百年前的話？就聽不懂，一聽不懂，文
章也就看不懂。我們有一個朋友離開故鄉二十年，他二十年後回故
鄉去跟很多的親友聊天，有時候一些話還要經過解釋才聽得懂。所
以言語二十年就起一個小變化，那兩百年起大變化，那兩千年根本
就不知道他在寫什麼文章。老祖宗發現這一點，所以講話用當時的



語言，而寫文章就用統一幾千年的方法來寫，就是「文言文」。老
祖宗就因為設計了文言文這個法寶，所以能夠承傳幾千年的智慧而
不斷。
　　所以我們希望自己的人生不要摸索了幾十年才知道哪裡做錯了
，這樣就為時已晚。也不要讓我們的孩子摸索了幾十年之後，才知
道對跟錯、是跟非，這樣的遺憾千萬不要再發生。我自己也是到二
十五、六歲的時候才有這個機會遇到聖賢的學問，遇到老祖宗的教
誨，所以自己也覺得很遺憾。
　　當我知道之後，我很珍惜這個緣分，剛好我也進一步從事教育
工作，教小學。我有一個結拜大哥，他有兩個女兒，一個是小學二
年級，一個小學四年級，我就拿著兩本《弟子規》，就開著車子開
了三個小時去找我這個結拜大哥。在飯店裡面坐下來，飯都還沒吃
，我已經忍不住了，開始一條一條講解給他聽，告訴他說，這每一
句對孩子的一生，都是影響深遠，就這樣一直講過來。結果剛好講
到一半的時候，突然很悲傷，我的眼淚就嘩啦嘩啦就掉下來，當場
沈默了三分鐘。
　　後來我情緒比較平和下來，他就對我說，「我聽大學教授講課
，也沒有人講成你這個樣子」。我就跟他解釋了一下，我說「我剛
剛念到一半的時候突然覺得，假如我在小時候就有老師把這些道理
給我講清楚，我的人生可以少走多少冤枉路，少走多少彎路。走了
彎路還不打緊，在走這個彎路的過程，又不知道傷了多少人的心，
又不知道造成多少人的痛苦，所以突然覺得很悲傷，也很遺憾」。
有這麼深的一種感受，就不願意自己的學生，甚至於我們中國人的
下一代，再發生同樣的遺憾。所以我一有機會，絕對會把《弟子規
》都放在包包裡面去送給別人，在我的車上也常常會擺著聖賢的書
籍，隨時緣分成熟可以送給別人。



　　我們有一個朋友，他的孩子一個已經十八歲，一個二十歲，剛
好去年我們認識了，就把這些聖賢的教誨，包含《弟子規》，介紹
給他。他非常感慨，他說「我的兒子都已經這麼大了，來不及了」
。諸位朋友，會不會來不及？亡羊補牢，為時未晚。我就告訴他，
精誠所至，還是要用你的真誠心、耐心去扭轉孩子的思想觀念，當
然這個工程就比較大一點。他因為有這麼深刻的一種遺憾，他也是
隨時把《弟子規》放在他的包包。有一天去理頭髮，理頭髮一邊理
，不浪費時間，還把這些《弟子規》的教誨介紹給理髮師，那位理
髮師剛剛懷孕，還沒生孩子。一介紹給她之後，又把《弟子規》讀
誦的光盤送給她。所以這位理髮師回去之後，常常就放著《弟子規
》聽，後來也生了一個男孩。我們這位朋友又去剪頭髮，她就跟他
說，「只要我的兒子一吵鬧，我就把《弟子規》放下去念，他馬上
就不哭了」。
　　因為自己有深刻的遺憾，他不願意別人再重蹈覆轍他的錯誤的
路，所以這位朋友有這樣的一種存心，相信會積很大的福分，這個
福分也將庇蔭他的後代。我們也相信他的孩子一定會慢慢看到父親
的這些典範，進而去改善自己的行為。
　　我們既然知道老祖宗有這麼高度的智慧，承傳了幾千年的文化
下來，我們接下來就要好好深入理解，中國聖賢到底給我們什麼教
誨。我常常會問朋友一句話，我說你是中國人嗎？怎麼沒有回應？
你們還在考慮很久，這個問題要考慮這麼久嗎？
　　問：你是中國人嗎？
　　答：是。
　　聲音不是很大。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我常常問的時候，一開
始都是聲音很小，後來再問第二次，他們就很大聲說「是」，我說
聲音大就一定是嗎？我們要重本質，重實質，不是聲音大就有奶吃



。
　　我常會問他們一個問題，我說假如有一個人從出生就在美國長
大，而他的父母都是中國人，我們敢保證他的血液一定是正統的中
國人血液：
　　問：但是他的思想是誰的思想？
　　答：西方人的思想。
　　請問血液比較重要，還是思想觀念比較重要？他的血液會影響
他一輩子嗎？他的思想觀念會影響他一輩子的存心，跟與人交往的
態度，所以思想是更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們雖然是流著中國人的血
，諸位朋友，我們的思想是不是中國人的思想？這個就有賴我們細
細的去思考。我們中國聖賢教誨，坦白說，已經斷了兩、三代了，
所以我們現在喊很大聲，「是」，但是也要真正理解自己現在的思
想觀念，到底是東方人的思想觀念，還是西方人的思想觀念。現在
全世界文明國家，這個文明要打括號，是物質文明，而不是精神文
明，這個物質文明發達的國家，他們的思想觀念都是偏向西方思想
，我們來觀察一下，自己是不是也是偏向西方思想？
　　西方人的思考以自我為中心，自我再提升，人與人的交往就會
形成「競爭」狀態，競爭到某一種程度又會提升到一個境界，就開
始互相攻擊，「戰爭」，戰爭再提升，變成「世界末日」。我常常
走在路上看到電線桿上貼著四個字，叫「末日到了」，諸位朋友，
末日到了沒有？很多人會覺得末日就是原子彈炸下去了，核子彈炸
下去，然後地球壞了，不是這樣。末日是什麼？當人的思想都不像
人的時候，那過的日子可難受了，當道德倫理都淪喪的時候，人的
生活跟禽獸就沒有兩樣。
　　那一天我們到汕頭去演講，他們汕頭推展了一個多月的經典讀
誦，教導孩子做人做事，也是從《弟子規》開始教起。一個多月之



後，老師辦了一個小小的活動，請每位小朋友分享一下他們一個多
月以來學習的心得。有一位七歲的孩子，他就上臺去，他說「我學
了《弟子規》之後，才知道做人應該要孝順」，這句話有味道，他
學了之後才知道做人應該孝順。所以現在很多的長者面對這些孩子
也好，青少年也好，都會很生氣，「你不知道應該孝順嗎？」他們
知不知道？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義」，你能怪這些孩子嗎
？是因為大人已經不了解做人的根本在哪，所以沒有傳下去，所以
根源還在我們大人身上，不能把現在孩子這種這麼偏頗的行為，統
統把責任推給他們，那一點都不公平。
　　這個孩子接著就說了，「我還沒去學《弟子規》以前，每天都
想著如何謀害父母」，七歲。這句話講出來的時候，他的母親瞠目
結舌，那個表情非常驚訝。我相信她這一輩子，她孩子已經七歲了
，從來沒想過她的孩子會這麼想，一邊聽，一邊眼淚止不住，一直
流。為什麼？孩子說，每天逼我上這個，上那個，而且夫妻兩個又
忙得要死。忙得要死，孩子能不能感受你愛護他？感受不到，所以
父子無親了。你還逼他去學一大堆東西，請問逼孩子去學一大堆東
西的目的在哪？講好聽一點叫做望子成龍、望女成鳳，講難聽一點
就是怕孩子學的東西不夠多，他的面子掛不住。
　　所以當我們老師講到這個例子的時候，另外一位老師馬上就上
臺來跟我們一起分享，他說他今天剛剛問了一個孩子，也七歲，他
問孩子說，你喜歡爸爸多一點，還是喜歡媽媽多一點？當然問這個
問題好不好？問得很不好，問這種問題分明就是要讓孩子生分別，
生好惡，害了孩子，孩子的心胸應該是很寬廣的，都被我們這些大
人的錯誤思想給他錯誤引導。應該是引導他要多孝順父母、關懷父
母，還在問他喜歡誰。結果這個孩子連想都沒有想，他說「我兩個
都不愛，兩個我都很恨」。這位老師一問，很驚訝，為什麼驚訝？



因為他的父母在跟這位老師提到他孩子的時候是得意洋洋，你看我
的孩子鋼琴學那麼好，你看我的孩子代表學校出去參加什麼比賽，
都是名列前茅，所以他很引以為榮。但是曾幾何時，他有沒有去想
過他的孩子在想什麼，他的孩子的感受是什麼。
　　所以大人不是真正去理解到孩子的感受，大人只是用他覺得好
的方法強壓在孩子身上。這樣的孩子壓下來，他的人生會幸福嗎？
他的人生已經生病了，他的思想已經生病了。縱使他拿到的是某一
個名校的大學畢業，他的人生就幸福了嗎？所以值得我們思考，到
底現在的下一代，孩子在想什麼。
　　有一個初三的孩子親自煮飯給他父親吃，結果他父親吃完之後
就死了，倒在地上抽搐就死了。過了沒多久的時間，他的母親同樣
的，吃完飯之後也死了。結果當他在祭拜他的父母的時候，一祭拜
完，馬上不耐煩的就把這些祭拜的食物倒到水溝裡面去。他的嬸嬸
看到這一幕，心裡一驚，這個孩子對父母一點恭敬心都沒有。突然
這個孩子又走過來問他的嬸嬸說，他說「嬸嬸，我爸爸跟媽媽是不
是有買保險？」這句話一出來，他嬸嬸突然覺得全身起雞皮疙瘩，
不對勁，馬上報警調查，調查結果才發現，都是他親手下毒，是四
川的一個十三歲的孩子。調查完之後，諸位學友，您知道為什麼殺
父母嗎？保險費才一萬多塊，動機更是讓我們嚇死了，動機是為了
買一台手機。我們聽到這種故事，覺得這是真正末日到了。一個孩
子居然為了要買一個手機，把最親的父母都殺了，他的心中已經沒
有恩義，沒有道義了，只有欲望。
　　我們回過頭來來思考一下，孩子對物質有這麼強烈的欲望是從
什麼時候開始的？從小教孩子欲望：
　　問：誰教的？
　　答：父母。



　　所以現在這個時代的父母不冷靜下來思考，絕大部分的父母走
到中年的時候，他會覺得人生很苦，忙了大半輩子，教出來的孩子
會讓他每天睡不著覺。所以人不懂道理，人生真的會走出一大堆讓
他非常感嘆、非常無奈的一些結局出來。
　　我們反觀一下，我們現在跟孩子互動是用什麼方法？都是物質
。你這次月考假如考得好，帶你去吃幾百塊的雪糕，這是小學時候
；上了初中，你假如考試考得好，就買一台腳踏車給你。孩子拚命
在幹的動力是什麼？不是要成就自己的人生，然後進而可以奉養父
母，不是，是為了達到他的目的。高中的時候考試考好，為什麼？
因為可以拿一台數碼相機，所有人生的動力都是物質。有一個初中
生剛考完高中，考完的時候對他母親說，他說：媽媽，你應該幫我
買幾件上千塊的名牌衣服。他媽媽說：為什麼？這個孩子說：我考
上高中，幫父親省了幾萬塊。不然我沒有考上高中，爸爸還要去幫
我張羅，花一大堆錢，幫我買一個高中念。所以你看孩子的腦子裡
裝的是什麼？都是欲望，都是用錢在衡量任何價值。所以當往後的
下一代統統是以欲望為追求的時候，就會做出多少傷天害理的事情
出來。
　　所以我們說，不是核子彈爆炸了叫末日，是當所有人的思想觀
念都已經不是人的思想觀念的時候，那個時候就是真正末日到了。
所以我常常對一些老師演講，我就會跟他們說，你們一定要好好把
你的學生教好，為什麼？假如我們不好好把我們的學生教好，將來
的國家跟社會是交到誰的手上？都是交到他們的手上。假如他們的
脾氣特別大，假如他們連關懷別人的心都沒有，都是自私自利，等
到他們成為國家的棟樑的時候，我們的晚年會很淒慘。假如他們沒
有聽過孔老夫子的教誨，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應該要照顧自
己的父母，自己的這些老的長輩，也要同時去照顧別人的父母跟長



輩。他都沒有這個思想觀念，每天腦子裡只想著自己，當我們老的
時候，他們會說老就老了，就讓他們自生自滅，到時候我們可很悽
慘。
　　所以我們為人長者，為人老師，甚至於你為人上司，都應該把
下一代，把你的晚輩，你的部屬，盡心盡力去教導，社會是一個共
同體，密不可分。所以當我們有這個警覺性之後，一定要抓到教育
的核心，絕對不能從自我開始，自我再講比較白一點，就是自私自
利的態度出來了。與其我們在那裡怕未來社會會很亂，不如現在從
自己做起，從自己的家庭做起，不要再走這一條路了，這一條路是
死路一條。
　　我們在教育界常常聽到一股聲音，什麼聲音？教育一定要改，
這一條路我們一定堅持走下去，絕對不回頭，一定要繼續改下去，
繼續改。我說，當這一條路走到的是一個懸崖，要不要繼續走？繼
續走之後就變怎樣？掉下去。我們的教育一直在改，請問教出來的
孩子是愈來愈優秀？還是愈來愈差勁？所以人做事要理智去深入思
考，不能意氣用事。不能想說我是教育部長，我是教育局長，我已
經開口說要改了，就不能往後退，不然我沒面子，把全國、全社會
的教育思想就賭在自己的意氣用事當中，那可不得了。改的方向一
定要正確才行。
　　而中國對於教育的本質抓得非常清楚。什麼叫「教」？中國東
漢許慎編了一本書叫《說文解字》，把每個字的義理開顯得非常精
闢，而且都是一句話就開通，所以我常常看古書都會打從心裡佩服
聖賢人。「教者，上所施，下所效」，所以教育最重要的本質是要
以身作則。「育」是「教子使作善也」，教孩子使他能夠做善人，
所以這個「育」當中最重要的關鍵字是「善」，而「善」要有標準
，孩子才懂得他做人的分寸。我常常說，以前的讀書人是志在聖賢



，現在的人讀書志在賺錢。聖賢跟賺錢差很多，賺錢是都為了自私
自利，所以這樣育出來的孩子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善人，這樣育出來
的方向是偏頗、是錯誤的。當方向不正確的時候，應該趕快迷途知
返，要拉回來，所以這個拉回來的動作是刻不容緩。
　　而中國的教育政策綿延了幾千年從來沒有改過，甚至於連元朝
、清朝入主中國的時候都沒有改。為什麼元朝、清朝都已經入主中
國，也沒有改中國的教育政策？因為他深刻體會中國文化的博大精
深，跟對一個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深遠影響，所以他們不動
，知道好。我們看一下清朝盛世的時候，康熙、雍正、乾隆，都是
最喜歡中國文化的皇帝，所以他們是深入研究中國聖賢教誨，知道
這樣的教育政策能夠讓家庭和樂、社會安定昌盛，所以他們才沒改
。
　　結果我們現在的教育是拚命改，而且說實在的，改的人知不知
道他要改到哪裡去？可能又有新的理論又出來了，他又拿來參考一
下，而這些理論都源自於西方思想，西方思想觀念已經主導了這個
世界一、兩百年的時間。我們不是不願意讓人家站在前面讓他們引
導，我們是要冷靜下來，到底引導到哪一個路上去了？
　　諸位朋友，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整個社會跟世界狀況，是不是
就是這一條路？確確實實是。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的孩子很會競爭
，競爭之下的心量特別狹窄，人的心量一狹窄，日子就會很痛苦，
每天都是患得患失。競爭到最後，對人就有攻擊性，就變戰爭。所
以我們每天打開新聞，必然有戰爭的報導。假如戰爭真正能解決事
情，那我們也可以接受，問題是戰爭有沒有解決問題？甚至於把問
題更加嚴重。所以我們看看現在美國所帶動的戰爭，有沒有好結果
？沒有好結果。美國曾經管過的戰事，沒有一件是好的收場。當然
我們對美國人不能責怪他們，因為他們沒有像中國這樣的老祖宗，



沒有幾千年聖賢的傳承，甚至於因為沒有學過《弟子規》。《弟子
規》當中有一句話，他聽懂了，學會了，他就不會用戰爭的方式去
解決問題。哪一句？「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
　　你用權勢、武力去壓迫別人，人家的心怎麼樣？「不然」，絕
對一有機會馬上就起來報復你。「理服人」，你用真正做人的道理
去對待他，去替他設想，去關懷他，他就能夠打從心裡佩服你，進
而與你和睦相處。你看這麼樣重要的一句話，就在我們中國聖賢教
育裡面第一本童蒙的書裡面就教到了。所以美國現在帶動了很多的
戰事，全世界也都捲入了戰爭的陰影之下。而美國這樣的表現對他
的下一代是什麼影響？好還是不好？不好的影響。所以剛剛說的「
教者，上所施，下所效」，所以上面的假如施的是好的，他會學好
的；上面教的是壞的，他學壞的。
　　所以現在美國青少年教育問題非常嚴重，美國二００二年把原
來品格教育的預算兩億五千萬美元，調成七億五千萬，瞬間提升三
倍，有沒有效？諸位家長，現在人有一個錯誤的思惟方式，什麼方
式？他覺得花錢就能解決問題。中國人的教誨，錢是最後才考慮的
，但是現在人卻把最後考慮的搬到最前面，所以現在人確確實實思
想倒過來。美國人都用錢來解決問題，我們待會兒就一個美國現實
的青少年的心理分析來看看，到底他錢花下去之後，會不會有好的
結果。好，我們這一節課先上到這邊，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