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樣讓孩子真正快樂　　蔡禮旭老師主講　　（共一集）　
　2004/11/23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節錄自幸福人生講座-
如何做一個真正如法的好人52-115-15集）　　檔名：52-368
-0001

　　諸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們剛剛提到了「長幼有序」，就是
「兄友弟恭」，舉了一些我們古代聖賢人的例子，可以感受到聖賢
人的兄弟之情非常的深厚，可以為了兄弟捨掉生命，更何況是其他
的財物、其他的東西，都能夠為了兄弟之情而懂得謙讓，懂得放下
的功夫，所以這值得我們好好來效法。
　　有一首提到敘述兄弟之情的一個詩詞，我們可以來看一看，這
一段詩詞很有味道，這一段提到了「兄弟連枝各自榮」，我們看第
一句，「兄弟連枝各自榮」，兄弟是同氣連枝，都是同一對父母所
生，所以就好像一棵大樹一樣長出來很多的枝幹，各自發展，各自
能夠延伸出來，能夠枝繁葉茂。「些些言語莫傷情」，就是兄弟之
間的言語應該和睦一點，不要太衝，不要因為言語的不當而起了衝
突。我們都知道人與人當中最容易起衝突的是什麼？就是言語，所
以忍耐的功夫要從哪裡開始忍？慎言，謹言開始做到，所以「些些
言語莫傷情」。當兄弟之間有很衝的言語出來的時候，只要有一方
能夠退一步，能忍一時，就會風平浪靜。當你能忍得下來，等對方
情緒比較緩和下來的時候，他會想到我的態度不恰當，所以轉而會
生起一個愧疚之心，這樣整個關係就不會破裂，甚至於他會因為你
時時能忍能讓，兄弟之間會對你產生一種佩服恭敬之心，所以要以
德服人，要以德來服我們的兄弟姐妹，所以「些些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我們三、四十歲以後，這個感覺就會很
強烈了，每次相見可能一年見不到兩、三次，每一次一見好像皺紋



多一條，或者白頭髮多幾根出來，所以歲月催人老，所以要珍惜兄
弟相處友愛的機會。「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從這
句話我們感受到古代的人對於兄弟之情特別珍惜。有一三兄弟，每
次兄弟一聚會一定要三個兄弟睡一張床，那個親得可能連他老婆都
很嫉妒，所以這種兄弟之情很令我們羡慕。
　　「弟兄同居忍便安」，能夠忍得住。我們在《弟子規》裡面有
提到「財物輕，怨何生」，對於財物都懂得禮讓的時候就不容易起
衝突。我們看中國這個「財」字，財物的財，它又通另外一個含義
，是木材的「材」，木材夠用的話，燒起來就夠了，當你木材堆了
很多的時候，很可能太陽照太久了會燒起來，所以你財太多了，很
可能會引火自焚。所以當你時時都在搜刮財物，其實你自己的福分
已經在耗損、在折福。當你搜刮的這個動作又被你的下一代學得非
常徹底，所以你這個財物留得住嗎？所以人要深謀遠慮。當你們上
一輩就演出在那裡爭奪財產的樣子，那下一輩一定會學得很徹底。
　　我們說財產是五家共有，天災要你的錢，水災要你的錢，請問
現在天災多不多？多。水災、火災都屬於天災。為什麼災難那麼多
？我們的人心缺乏教化。所以現在有錢人自己心裡面踏不踏實？也
很難踏實。因為現在天災人禍太多了，這個錢很容易就守不住，所
以守住財富的方法特別重要。
　　在民國初年，曾國藩先生的外孫聶雲台先生，他在上海住了幾
十年的時間，而上海這個地方是人財富大起大落最明顯的一個地區
，聶先生把他幾十年所看的這些事實真相用筆記了下來，看到很多
富極一時的人到最後都破產，所以就提到如何真正能夠留住財富的
道理。所以我們經營一個家庭，到底怎麼把我們的財富留住，這個
理你不能不懂。
　　有一位周先生他們家很富有，開錢莊的，而且開很多分店，在



全國很多分店，他的財產有幾百萬兩。他有一個分店的主管，因為
當地發生天災，所以主管拿出五百兩來賑災，五百兩多不多？幾百
萬兩的人拿出五百兩來。結果被這位周老闆罵得狗血淋頭，這錢是
我的，你還給我拿去捐，這樣一罵下去，以後主管敢不敢去布施？
都不敢。所以他得意洋洋，都告訴別人，我這一生能夠留住這麼多
財富的方法就是進得來、出不去，一定把它握住；就像守財奴一樣
，非常吝嗇。
　　結果等他去世之後，剛好那個時候進入民國時代，他的財產轉
換成民國的單位是三千萬圓，多不多？多。三千萬圓，以前一個大
圓就不得了。三千萬圓假如換算成現在的單位，我看是幾十億了。
這麼多的錢分成十份，剛好他的子孫分成十份，結果這十份分完之
後，下一代在短短的幾十年當中完全敗光。因為他這麼吝嗇，他的
子孫一定覺得那些錢是誰的？他的子孫絕對不會說那是要回饋社會
的，他們都想那些都是我們的，所以他拿來之後會不會節儉？不會
，很快就揮霍完。甚至於十個子孫當中還有這麼一、兩個還比較有
德行，沒有這麼揮霍，但是也是接二連三遇到厄運，全部敗掉。為
什麼他的子孫連有一點德行的人還是敗掉？因為當身旁很多的人都
餓死的時候，而你還在那裡這麼富有，都不肯散財，這個損自己的
陰德，這非常折福。所以「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易經》
的話都是真實不虛的。所以這個餘殃殃及後代子孫。所以我們真正
不了解財富的道理的人，可能在這一生都會幹出很多讓子孫都會學
習錯誤的一些方法跟態度，所以人不明理很難把家庭經營好、把孩
子教育好。所以財富的真因還是要多多布施。
　　當然兄弟之間你也懂得布施，那就不會有爭吵。有一句話說「
人欠你，天會還你」，這個「天」就是天理，你的福分會水到渠成
。人往往不能忍一時之氣，就幹出了一些違背德行的事情，所以上



一代只要爭，下一代就沒好榜樣，所以要能夠忍耐得住。「莫因毫
末起爭端」，這「毫末」就是不要因為一些小小的事情，而兄弟爭
吵。
　　下一句，「眼前生子又兄弟」。兄弟姐妹又生了孩子，又有他
的兄弟了，所以我們這一輩要做好樣子，「留與子孫做樣看」，所
以這個就特別重要。我們一開始舉的周朝的例子，開國的幾個聖王
做出了孝跟悌的榜樣，所以因為有這麼好的榜樣，它的朝代可以享
國八百年，是中國歷史上最悠久的一個朝代，所以朝代能悠久都不
是偶然的，一個家族能興旺幾百年也絕對不是僥倖的。所以諸位朋
友，您的家族、您的家庭要興旺多久？你要有所志向才能教出很好
的子子孫孫。
　　在兄弟相處的過程當中還有一點很重要，當兄弟有過失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樣？兄弟有過失能不能視而不見？不行，你視而不
見，他可能愈走愈誤入歧途，我們怎麼可能忍心看到自己的手足繼
續做錯事，所以兄弟姐妹之間要懂得勸誡。那用什麼方法去勸？我
們要勸別人的時候一定要先考慮到兄弟對我們的信任到哪裡，而這
分信任一定要在平常相處的時候就開始積累，你不要等真正要勸他
的時候才說平常幾乎沒有在通電話，那這個時候去勸，他就覺得不
能接受。所以信任愈高，勸誡的效果愈好，所以很多的功夫要什麼
時候扎？平常就要扎。
　　古代的人勸自己的兄弟都非常有耐性，也很有智慧。在明朝的
時候有一位讀書人叫陳世恩，他的弟弟每天在外面遊手好閒不幹正
事，他的哥哥看了之後很生氣，每天弟弟三更半夜回來，大哥就給
他破口大罵，氣得半死：
　　問：結果持續一段時間，弟弟有沒有改善？
　　答：沒有改善。



　　問：你們怎麼都知道？你們有看到？你們可能體會到成年人最
難放下的是什麼？
　　答：面子。
　　你們怎麼又知道了，你們太有智慧了，最難放下的就是面子，
面子現在一斤多少？我們說要能夠增長學問，頭一件事要把面子賣
出去，要把它徹底賣出去。所謂「知恥近乎勇」，要知道自己有很
多過失，不要顧及這個面子的人，學問才會有很大的增長，才能夠
面對錯誤，但是我們在勸別人過失的時候還是要顧及他的面子。
　　所以陳世恩就跟他大哥說，他說「哥哥，你就別再罵弟弟了，
讓我來試試看」。當天晚上陳世恩就站在門口等他弟弟回來，結果
一看，十一點過去了，十二點過去了，一點，他弟弟才走進門來，
這個時候你會說什麼？你在那裡等，十一點、十二點，你會怎麼樣
？會不會火都上來了？所以很多時候都要靠我們的修養，靠我們忍
耐的功夫，所以有一句話叫一切法要成於忍耐的功夫。當他弟弟一
回來的時候，他馬上跑過去摸摸他弟弟的身體，「弟弟，你穿這麼
少，會不會冷？」然後就一邊扶著他說，「你肚子一定餓了，我叫
嫂子幫你煮一碗麵」。然後把他弟弟帶進來，還親自把門鎖好，然
後陪弟弟走進來。第二天還是一樣站在門口等，三天、四天都是這
樣做，而且每次見到弟弟的時候都是充滿一種關懷，一種愛護他，
把他帶進來。
　　其實一個人在外遊手好閒，他會不會覺得很快樂？他也會覺得
內心很空虛，所以當他能夠很感受到兄長對他的愛護，其實他會慢
慢走回頭，沒有人喜歡自甘墮落的，只要你讓他有台階下，只要你
讓他知道往怎麼樣走才是對的，你拉他一把，沒有人不願意接受的
。但是這種方法能夠讓對方感動、接受，這個就要靠我們的修養跟
智慧。所以後來他弟弟再也不出去遊手好閒。



　　我們常常聽這些德育故事，就覺得為什麼古代人常常都可以演
出好戲，為什麼我們都演不出好戲，而且是壞戲連篇，好像一直相
續都是在後悔，問題在哪？修養。所以任何事要成就一定要從自己
的修身開始，而不是要求任何一個人，所以「大學」給我們一句最
重要的提醒，就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不管你是天子也好，不
管你是一般的平民也好，你這一生要有事業，你這一生要把家庭經
營美滿，都要從哪一個起點開始？修養自己，修身的功夫。所以身
旁的親友不能感動，誰的問題？我們自己的問題，因為「德未修」
，道德不夠，所以「感未至」，沒有辦法讓人感動。所以儒家有句
心法，只要這句心法你時時能放在心上，那您儒家的學問會很高，
叫做「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任何事做不好不先檢討任何人，先
檢討自己還有哪裡做不好。當我們有這個存心的時候，你的時間絕
對不會耗在煩惱，你的時間也不會耗在批評別人，你的時間會馬上
回歸到我要怎麼樣做才能讓這個事情更好，所以這個態度至關重要
。當你時時處處都反省自己，身旁的親友跟你相處會很感動，會被
你的德行折服。
　　好，那我們從剛剛整個，從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從這些人與人的關係當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這些倫常關
係假如能夠經營得好，人生就會覺得非常踏實，非常快樂。我們說
人生要追求快樂，常常很多家長，我會問他們說，你希望你的孩子
以後是走什麼樣的人生？以後成為什麼樣的人？
　　問：諸位朋友，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後成為什麼樣的人？
　　答：孝順的人。
　　好，很好，來，給這位朋友掌聲鼓勵一下。你心裡要有想，因
為你是孩子的引路人，他很多思想觀念是要靠你幫他扎根的。假如
你的人生活一天算一天，都沒有目標，那你會把他帶到哪裡去！所



以當父母覺得孝順很重要，幫孩子扎孝順的根，那對他一生就很受
益。我們之前也提到，要扎孩子孝順的根要從哪裡開始做起？從自
己以身作則開始做起。
　　其他的朋友，您覺得你希望你的孩子人生經營成什麼樣？人生
往哪裡走？有沒有想過？假如我們都沒想過，那每天在帶孩子往哪
裡走？有些家長他會馬上說，「其實我也不求他以後什麼大富大貴
，我只希望他以後快樂一點就好」。聽起來願望很小，事實上很難
做到。我就問他，我說「你說快樂就好，那請問你快樂嗎？」他馬
上想，「對哦」。我說「你假如都快樂不起來，那你怎麼教你的孩
子快樂？」現在的家長都把孩子往哪裡推？都推向那個大洪流，就
是升學主義，就是一直考試一直考試，然後這樣考上去：
　　問：這一條路上去會不會快樂？會不會？
　　答：不會。
　　那一些希望孩子快樂的爸爸、媽媽也都把他們送上這一條路去
了。所以人常常都只是在那裡想而已，到底路走得對不對不會去考
慮，到底種子種得對不對，有沒有種給他往後人生會幸福快樂的種
子，有沒有種不知道，只在那邊想以後給他幸福快樂，這是不可能
達到的。
　　我也是被推到這條路上去的，升學主義，初中考高中，高中考
大學，本來我是有范仲淹的心胸的，結果考到最後變成什麼？小鼻
子，小眼睛，到處跟人家計較，看人家考試考比我多五分，內心很
不舒服。真的，人這樣競爭，人這樣只為自己打算的時候，整個心
量愈來愈狹窄。我們的孩子思想觀念只要愈狹窄，心胸愈窄，這一
生已經注定快樂不起來，所以有一句俗話講，「快樂不是擁有的多
，而是計較的少」，所以不計較才能讓人真正快樂。我們接受聖賢
教誨這五、六年來，從來不跟人家計較，因為不計較，反而擁有的



更多，這是真理，「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我們看新加坡許哲居士，一百零六歲的年輕人，因為她的身體
比我還好，她做那個瑜珈我都做不到，精氣神這麼好。你看她處處
替別人，都不跟任何人計較，所以她的冰箱裡面從來不缺菜，從來
沒買過菜，菜從哪裡來的她也不知道。但是我看到她不知道，我看
她為什麼這些送菜的人完全都不留名字，這個中有學問。因為許哲
女士在奉獻的時候，從沒有一個念頭去希望別人回報，所以別人受
的時候非常感動，所以念念想著一有機會回報給她，也不願意讓她
知道是誰。我們世間人的付出都有目的，提個禮物去都說「來，這
個是我送給你的」，這什麼意思？告訴別人你欠我一個人情，別人
受的也覺得吃人嘴軟，他也有壓力，所以現在這種人情送來送去不
會很痛快。而許哲女士這種付出是完全不求回饋的，就會把人心那
種無私的對待喚醒，所以誰送蔬菜水果給她的都不知道是誰。
　　楊老師教學生讀經、寫書法也是非常認真，甚至於教完之後，
家長有家庭問題的，楊老師還留下來輔導他們，有時候到半夜一、
兩點都有。所以楊老師每次上完課走到廚房去，一排蔬菜水果，也
不知道誰送來的。所以真正對人好，人家都對你好，這樣的人生很
快樂，而你心胸開闊不跟人計較，心上常常自在輕安。所以到底怎
麼樣的人生、什麼樣的種子才能讓你的孩子真正快樂？現在我們要
考慮要種哪些種子下去。
　　從剛剛幾個倫常大道當中我們也體會到天倫之樂，這種天倫之
樂跟世間吃一碗好吃的麵，那個感覺是截然不同。天倫的樂，當我
們的父母看到我們兄弟姐妹非常友愛、非常團結的時候，父母親的
喜悅是一輩子的。所以孟子說人生有三樂，第一樂是什麼？「父母
俱存」，孟子說的人生三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父母都很
健康，兄弟都沒有發生意外，都可以常常聚在一起互相鼓勵，互相



扶持，這是人生第一樂，天倫之樂，所以現在有父母可以奉養，那
真是人生一大樂事。
　　那一天我們一位朋友說她大學時候幫她父親洗頭，我們一位女
老師說幫她父親洗頭，她父親頭栽在我們洗手台，這個就很難洗，
她親手幫他洗。我聽了之後就很羡慕，為什麼？我沒有那個機會。
人生在報恩的時候，你的內心會覺得很舒坦，很踏實。所以我就想
，假如十年以後我有機會了，可以跟父母長期處在一起，我們就可
以點點滴滴服侍父母，那個內心會很愉快，而你的道德學問也會跟
著盡心盡力侍奉父母而提升，所以古代有道德學問的都是孝子，因
為這分孝心一起，道德學問、一個人的心量就往外一直擴。一個孝
子看到別人的父母會怎麼樣？也會生起恭敬之心。一個孝子看到別
人的孩子，他絕對不會去欺負他，因為他會想到假如我欺負他，他
的父母會很傷心，所以當一個人孝心啟發的時候，他的整個修養、
學識就會跟著一直上升。所以夫子說的「夫孝」，孝是什麼？「德
之本也」，道德的根本，所以一個人德行的啟發一定從孝下手。
　　我們看下一個，「兄弟無故」。兄弟姐妹能在一起互相扶持，
這也是人生很大的快樂。我們剛剛提到了，人生有兩股力量時時刻
刻支持著你，而且不求回饋，就是父母跟兄弟。而當兄弟能夠常常
聚在一起很和樂，就給下一代子女最好的榜樣。
　　第二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就是我們俗話講的「
俯仰無愧」，就是面對天地萬物你都覺得怎麼樣？不會覺得慚愧，
因為我們有盡心盡力去做到我們很多的本分，沒有去做虧心事。俗
話說的「平生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所以當一個人時時
坦坦蕩蕩，那個內心也是很充實，也是很快樂。我們看到目前很多
社會現象，有時候心裡也會覺得忿忿不平，為什麼這些人逃稅，還
是用了一些不好的方法，結果還賺了一些錢，可能我們看了也會覺



得心不平：
　　問：諸位朋友會不會這樣？會不會？
　　答：不會。
　　你們的心胸都非常的寬闊。我們來看一下，當他做錯事，當他
用不合法的手段贏得了他的財富之後，他真正快樂了嗎？是不是真
正快樂了？沒有。他每天在擔心什麼？擔心東窗事發，擔心露出馬
腳，所以這種日子不好過。甚至於本來可以活七十歲，因為每天擔
心東、擔心西，每天煩惱很多，到最後細胞病變，可能五十歲就得
癌症死掉了，折了自己二十年的壽命。憂能使人老，每天在擔憂會
被國家抓去，會被誰看到，哪有可能會長壽！不只命減短了，他真
正因為不法手段所賺到的錢，本來生命當中可以賺五百萬，因為他
用不法的手段，所以只拿到一百萬，把他的福分折損掉了。因為他
不明理，以為拿到了就是自己的，其實他命中不只如此，所以小人
冤枉做小人，而且不只做了小人之後，本來的五百萬變成一百萬，
往後還要因為犯錯還要接受法律的制裁，所以一生真是非常冤枉。
所以人不明理真的很可憐，他還以為他聰明，事實上他把他自己的
一生毀掉了。所以我們為人處事要坦坦蕩蕩，內心常常也會很坦然
，很充實，這是人生第二樂。
　　而俯仰無愧的人一生正氣凜然，我看也會長命百歲。而「俯不
怍於人」就是對得起別人，對得起我們的親友，這也要點點滴滴盡
自己本分才行。現在很多當爸爸的每天遊山玩水，說他很喜歡山、
很喜歡海，但是家裡孩子的教育都不管，請問這樣的人能不能俯不
怍於人？行不行？不行。而他常常遊山玩水，看起來心情好像很好
，其實他在逃避。現在很多的人不盡本分，專門去逃避、去麻醉自
己，有的遊山玩水麻痺，不想去想那些，有的是比方說到樓下去玩
跑馬，還是打麻將、賭博、喝酒，其實都是在麻醉自己，都對事情



於事無補。人只要肯有擔當，盡心盡力的時候，別人也都能夠感受
到他這分承擔，這個時候才能不愧於人。我們昨天有提到文天祥的
一句重要的對我們的教誨，「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所以人的一生要對得起關心我們的人，對得起照顧我們的人，對
得起我們的妻子兒女，這樣的人生走得才踏實，所以這是第二樂。
　　第三樂，「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第三樂，「得天下英才而教
之，三樂也」。諸位朋友應該在聽課過程能夠感受到，我當教師會
不會當得很苦？我當得很快樂。我常說現在有人，他說你來我公司
上班，每個月給你五萬塊，我幹不幹？不幹，錢夠用就好了，真正
快樂的是所做的事真正對學生有益，對社會有益，做起來特別踏實
。回首我這一年多，我們講的「中國文化講座」三百多場，回首看
來，我這一生從來沒有這種充實感，真的，所以內心很喜悅，所以
是能夠俯仰無愧，又能夠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所以我說拿再多的錢
，我這一生也不願意再做其他的行業了。因為我們作教育不是只看
眼前，孩子的正確思想觀念會影響到他往後面對的很多人，會影響
到他的孩子，甚至於他假如以後當老師，他還會影響到他很多的學
生。所以由於我們在生命當中遇到很多良師益友，而改變了我們的
人生，所以我們今天也定位自己要「學為人師」，進而能夠去成就
別人的人生，定位自己能夠當別人的貴人，所以這是第三樂。
　　很多朋友就說，「蔡老師，你是老師，所以你會有第三樂，我
沒有」。聖人的義理絕對不是侷限在一個角度而已，當我們有真正
全然的心去幫助別人、去引導別人的時候，對方一接受你的幫助跟
你的教誨，他也會記一輩子。所以常常我們在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時
候，他會提到說，我進了這家公司就是因為我哪一個同事對我點點
滴滴的教導，甚至於想起來當初我剛來的時候，因為人生地不熟，
也沒有帶足夠的衣物，後來還是這位同事拿了一個厚的被子送給我



，所以當這位朋友在談他另外一個朋友的時候，他的心境是什麼？
把他當什麼？當一輩子的良師益友。所以當你身旁的朋友一提到你
的時候，都是這麼樣的感動，這麼樣的尊敬，那你的人生已經成就
了這些人，你在他們心目當中就是老師。所以不管任何人，只要你
全心全意去對待別人，別人都會很尊敬你，把你當學習的榜樣，所
以你也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所以聖賢的學問，你要契入聖賢人的
生活，絕對是當下就可以做得到。
　　除了孟子的三樂之外，我們在很多聖賢的教誨當中還有哪些提
到什麼是樂，諸位朋友想想看。「助人為樂」，這個助人為樂小孩
子懂不懂？你看那小孩子沒有分別，他不自私，所以跟很多小朋友
在一起，有時候他東西就很自然的就送給別人。
　　我們海口有一班孩子，因為學了《弟子規》之後也很懂孝道，
所以今年的三八婦女節，學生就派代表來跟他的老師說，他說，老
師，三八婦女節到了，女性同胞很辛苦，所以他們決定買兩朵花。
這位男老師還沒反應過來為什麼要買兩朵，學生說一朵送給媽媽，
一朵送給學校女老師。這位老師馬上隨喜功德，太好了，太好了，
我支持你們，趕快去做。結果那天三八婦女節，他全班學生就拿著
花送給全校女老師，我們可以感受到那一天學校的氣氛洋溢著尊師
重道的態度。其中有一個孩子送完之後，一個男孩，回來很高興，
他跟他老師說：老師，我把這個花送出去的時候，看到那個女老師
的笑容，我很高興。結果老師接著問：你在這個時候體會到什麼？
學生想了一下說：施比受更有福；就是助人為樂。
　　校長看了很感動，是一位女校長，還親自到他們班上來給他們
肯定，給他們鼓勵，講到這位校長自己眼淚都掉下來，為什麼？因
為現在這種感動的事太少了。所以我們做人要演出更多的好事來滋
潤這個缺乏愛心關懷的社會，我們要有這分使命去助人為樂。



　　還有沒有什麼會讓人生很快樂？這個助人為樂，你要你的孩子
往後能感受助人為樂，那現在呢？他以後長大馬上就變助人為樂了
？現在要常常帶著他去關懷一些老人，去孤兒院走一走，當他常常
看到需要的人獲得東西的喜悅的時候，他就會生起一種很深的愛心
。所以許哲女士一生幾十年都在幫助別人，她說她就是因為小時候
在吃飯，剛好有人敲她們家的門，她母親一開門，看到幾位已經餓
得不行的人跟她們乞討食物，她母親馬上回來，一句話也沒講，把
桌上的菜都端給他們吃。許哲女士那時候很小，看到窮人餓了幾天
的那個模樣，吃進食物馬上笑容就綻放出來，給她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她覺得幫助別人很快樂。所以我們為人父母的人帶頭做到，孩
子就會起而效法，進而感受到助人的快樂。
　　問：諸位朋友，還有沒有？您會想到？
　　答：知足常樂。
　　給這位朋友掌聲鼓勵一下。「知足常樂」，確實，當你很知足
的時候，別人給我們一些幫助，我們都會很感謝，但是假如不知足
的話，人生不只沒有樂，還會很艱苦。人生只要不知足，煩惱一定
叢生，一定會活在患得患失當中。自己有兩百萬，看別人有五百萬
，又不高興；自己一千萬，別人有兩千萬，自己又不高興，所以他
高興不起來。我們想一想，有錢人比較快樂還是沒有錢的人？很多
人都覺得人生只要有錢就會幸福快樂，可是當他真有錢的時候，他
回首一看，我的煩惱怎麼愈來愈多。人只要一不知足是不可能有快
樂。所以我們看看現在有錢人，他出去的時候也要很小心，常常還
要換車子，出去還要帶保鏢，不只他生活要比較緊張，連他的孩子
上下課都要很多人護送，假如是我要去當有錢人的兒子，我也不幹
，太辛苦了。所以有錢人的煩惱比沒有錢的人多，他還會想到我這
些兒子假如不成材，我這些錢怎麼辦，還要天天擔心錢會不會縮水



，天天還要想我要去炒哪個股票才行。
　　我們再來看看，當人滿足欲望之後，他是不是真正快樂？比方
說他去買一件漂亮的衣服，卡刷下去，五千塊，穿三天很快樂，走
到哪裡還要人家看一看，「你看這件好不好看？」快樂三天，痛苦
多久？痛苦一個月，那一個月都要吃泡麵，因為薪水都花完了，所
以快樂三天，痛苦一個月。再來，買一台豪華轎車花了幾十萬，快
樂多久？可能快樂一個月，那一個月太太被打入冷宮，這台豪華跑
車比太太還重要，每天還在那邊擦它擦半天。快樂一個月，付貸款
痛苦多久？可能要付兩年、要付三年，這兩、三年薪水一進來，還
沒碰到就流過去了。不只要痛苦兩、三年，剛好開了半年之後又看
到別人有新款出來了，自己手又癢了，又把舊車賣掉，又要買新款
。所以人的欲望只要打開了，收不回來，所以古聖先賢說「欲是深
淵」，踩下去可不見底。所以人生假如一直在追求財物，你的人生
絕對沒有真正的快樂。
　　我們常看到現在人就覺得什麼叫成功、社會地位，就是要買一
個豪華別墅叫成功，這種價值引導非常錯誤。我們來想一想，一個
豪華別墅買下去，快樂多久？每年最多去住個幾次，其他時間你要
拚命賺錢拚命還貸款，所以你一年快樂沒幾天，痛苦多久？貸款要
付二十年、十五年，所以人生所有的工夫都耗在物質追求，很難有
真正的快樂。我們來思考一下，買房子的人一年住個幾次，而他還
要請傭人住在裡面幫他看房子，所以傭人一年住三百六十五天，他
只能住多久？他只能住幾天，所以諸位朋友，到底誰比較有福報？
是傭人比較有福報，他一生要拚死拚活賺錢，所以人生知足才會有
真正的快樂。好，我們這節課先到這邊，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