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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師父上人，尊敬的諸位法師，諸位同修，阿彌陀佛！我
們早上進入《弟子規》第五個單元「汎愛眾」，汎愛眾的內容，用
現在的名詞來講，就是如何經營好人際關係，最重要的要先懂得付
出、懂得愛人，所謂「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些
朋友會說，我先生假如對我好，我一定對他好；我的朋友先對我好
，我再對他好。這樣好不好？人生一直在那裡等，累死了，患得患
失。當我們講一句好話給予他人，誰先受益？當這個好的話語在我
們腦中產生的時候，我們全身的細胞已經都得利益了。所以確實利
人一定利己，損人一定不利己，而且是損己。我們看到壞人的臉色
怎麼樣？我們看演電影的時候，一看就知道是好人還是壞人。為什
麼他的臉會變成這樣？不都是起了惡念以後，相由心生。自己身體
搞壞了，而且又折掉了自己的福分，所以損人絕對不利己。當我們
了解這個真相，應該用一分真心去對待任何一切人事物。
　　我們早上也提到，一個人的愛心，一個人的關懷之心，一定是
從家庭培養起，從對父母的孝延伸到對一切父母、一切長者的尊敬
、恭敬。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所有整個社會就是一個互助的
團體，假如今天沒有各行各業的工作付出，那我們食、衣、住、行
、育樂都將出現狀況。我記得在海口，我的背包背斷了，我走到一
個車站門前，讓一位修理的工人幫我把它弄好，弄完以後我很高興
，結果他說多少錢？他說一塊錢。一塊錢就把我們的袋子救活了，
確實很感謝他，因為我們生活當中，確實需要很多專業的人來成就
我們。所以我們也應該尊重每個行業，用一分平等心、恭敬心，當



我們長輩有這樣的態度，下一代也會有這樣的恭敬心。
　　有一班的學生，有一天就對老師說：老師，這個幫我們每天換
水的叔叔很辛苦。有個叔叔每天來幫他們換飲用水，都是相當的重
。學生就提議：老師，我們明天是不是應該謝謝這個叔叔？學生這
樣的提議，老師聽了也很歡喜，就說：好！我們明天來謝謝這個叔
叔。當這個叔叔走進來的時候，面無表情，好像每天都是例行公事
一樣。學生一看他走進來，就集體對他說：叔叔好！他還是沒有回
過神來，點點頭，後來當這個叔叔在換水的時候，所有的小朋友又
說：謝謝叔叔，您辛苦了。這個叔叔馬上露出燦爛的微笑，從此以
後，叔叔只要到了這一班同學的教室，馬上都是燦爛的笑容。所以
當我們敬人，人會尊敬我們，當我們處處感謝他人，那人與人就會
相處的非常和諧。
　　我們生活當中只要遇到不同的人群，都應該給予尊重、給予肯
定。記得在過年前夕，我們也會看到很多打工的人（打些臨時工的
人）都會在郵局前面排得很長。這些朋友準備做什麼？要寄錢回故
鄉給他的家人，雖然他賺得並不多，但是他也是時時念著要孝順父
母，要奉獻他的家庭，我們也從中看到他們值得讓我們尊敬的地方
。
　　除了各行各業應該敬愛以外，我們也引導孩子，還有哪些人需
要我們的關懷？諸位同修，在我們的社會當中，還有哪些人需要我
們關懷？現在講的弱勢團體，比較沒有生活能力的這些人群。其實
愛護弱勢團體的態度，在中國幾千年前的教誨當中就已經提到了。
在《禮記．禮運大同篇》裡面，聖賢人給我們的教誨是「大道之行
也，天下為公」，代表期許我們一個人的心應該時時是為社會、為
國家；而「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還有「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鰥寡孤獨就是



人生比較困苦的人群，「鰥」是失去了太太，「寡」是失去了先生
，「孤」是失去了父母，「獨」是老年喪失了孩子，還有包含一些
身體肢體殘障的人，都應該我們帶頭來對他們多關懷、多尊重。當
有這樣的態度的時候，整個社會就會彌漫著祥和之氣，只要社會風
氣一轉，我們生活在其中也會其樂融融。
　　誰開始來做？我們在《論語》裡面也提到，「里仁為美，擇不
處仁，焉得知」？居住在一個很有仁德之心的地方很好，能夠增長
自己的道德、學問。這個有仁慈之心的地方去哪裡找？現在好不好
找？我們責無旁貸，「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從自己開始，從我
們在社區當中懂得去撿垃圾，懂得敦親睦鄰。當這樣的風氣慢慢從
我們轉動起來，就能夠喚醒很多人的這分善行。
　　有個老先生他住在一棟公寓裡面，這棟公寓這些鄰居都老死不
相往來。老先生有一天就對隔壁的人家跟他敲了門，然後就對他說
：我的兒子寄了一籃的葡萄來，我吃不完，你們家有沒有一些盤子
可以裝，我來分給大家。對面的年輕人就拿了一些盤子，然後裝了
這些葡萄就開始分發到整棟大樓裡面去。本來也不是很認識，由於
開始送這個葡萄，大家就開始有了交談，就熟悉起來。本來樓下的
腳踏車大家都是排得亂七八糟，後來因為有了接觸，大家就開始互
相尊重，腳踏車也自動排整齊。有些鄰居家裡的孩子找不到工作，
剛好其中一戶他也是開公司的，熟了以後他也主動讓這個晚輩到他
的公司去工作。所以就自然而然互動起來。
　　人跟人假如沒有溝通就會愈來愈疏遠，假如有人帶動以後，事
實上都能喚醒人這種人情味。後來有一天，這個年輕人遠遠看到這
位老先生走在路上，迎面而來一個水果攤販，就對著這個老先生說
：老先生，你還要不要再買一箱葡萄？這年輕人一聽，才了解到那
籃葡萄不是老先生他兒子送來的，是老先生自己花錢買的。鄰里之



間也要透過我們的真誠去帶動，所以諸位同修，您回去以後，就可
以先來弘揚什麼？《弟子規》！要多請客、多送禮，來的時候請大
家吃吃水果、吃吃餅乾，不到兩、三次，保證餅乾你也不用拿，水
果你也不用拿，相不相信？絕對的，人心都是善良的。
　　我們在海口推展中國文化，推展了一、二個月以後，每次下完
課走進廚房，地上就有蔬菜、有水果，也不知道誰拿來的？諸位同
修，為什麼不知道誰拿來的？我們平常給人家送禮，送禮的時候怕
主人沒有看到我們送什麼，還要舉起來告訴他「這是我送的」，很
怕別人沒有記住這個人情；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都是用有求的心
在與人交往，太累了！而當我們是用無求真誠的心對人，別人也會
希望不求回饋的付出，所以確實拿來的很多都根本不知道誰拿來的
。而且他們也是歡喜讓這些東西又給所有的老師可以共享，這也是
表達他們的一種感謝、感恩。所以「里仁為美」要靠每個人從自己
的修身、齊家做起，進而很自然的把影響力擴充開來。
　　除了這些弱勢團體需要愛，諸位同修，壞人需不需要愛？可惡
之人必有可憐之處，我們都很明白，原因就在「性相近，習相遠，
苟不教，性乃遷」。在海口我們遇到了一個監獄長，他主動來跟我
們中心的老師吃飯，他就說到：我希望把監獄辦成一個學校，因為
這些人這幾年都在這裡，假如能夠有好的教育給他，說不定可以重
新做人。我們聽了心生歡喜，確實佛菩薩示現各行各業都有，連監
獄裡面都有菩薩。我們也很熱忱給予他回饋，只要有什麼需要，我
們中心老師一定全力支持。當然更重要的要跟他溝通，學校要教學
要給這些監獄的受刑人，到底要從哪裡著手才能夠讓他的觀念轉變
，讓他的德行提升。這個方法就有賴我們去引導，我們去分享。
　　假如監獄要辦課程，諸位同修，要從哪裡辦？你們要準備好，
說不定回去就有人來找你。從哪裡開始辦？從《弟子規》。「為學



者，必有初，小學終，至四書」，其實讀書是有次第的，德行的建
立一定是從《小學》開始紮起。這個《小學》不是念書的小學，是
一本書，是朱熹朱夫子編的，專門教導做人、做事、灑掃、應對、
進退之禮，而做人首要又以孝為本。但是這本書離我們已經數百年
，它的內容當中有些用詞跟我們現在的社會狀況差距比較遠。而清
朝時候李毓秀李夫子，他重新以《小學》這本書內容的重點把它抓
出來，然後以孔老夫子在《論語》裡面的一段話為綱領，把它編成
《弟子規》。《論語》裡面提到「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
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以這七個綱領再加
上所有《小學》裡面的重點，編成了一千零八十個字的《弟子規》
，他掌握了整個做人做事的綱領所在。所以只要要增長德行，我們
就可以從孝道、從《弟子規》下手。
　　壞人也需要我們好好去引導、去包容、去寬恕，他們才有空間
改過自新。不然他假如常常受到排斥，很可能又會犯下更大的過失
，所謂「揚人惡，即是惡，疾之甚，禍且作」。在去年發生一個很
大的刑案，就是有個大學生叫馬加爵，他殺了四個同學，在輿論界
、在教育界也造成很大的震撼，很多的討論。我也問了一些朋友，
說馬加爵殺了四個朋友，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有些人他會覺得
，這樣的人趕快把他槍斃了。問一些從事教育的人，他們的態度就
比較不是這樣，他們會覺得一個大學生還這麼年輕，都還沒有步入
社會，為什麼會做出這麼樣違背人性的事情？諸位同修，為什麼？
他還沒進入社會，他受到的是什麼影響？家庭影響，學校影響。
　　我們從馬加爵來看，原因就在於他這些同學常常會譏笑他、會
辱罵他，所以他的怨氣慢慢上升起來。等到忍受不了的時候，才會
做出這麼殘酷的事情，所以他殺了四個同學。馬加爵沒學過《弟子
規》，假如他學到「言語忍，忿自泯」，假如他學到「凡是人，皆



須愛；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因為他的生命當中都
沒有這些理智的教誨，所以遇到境界根本不可能提起這樣的態度，
都是隨順憤怒、隨順煩惱。換另外一個角度看，為什麼這四個同學
會得到殺身之禍？也是沒有學《弟子規》，「人有短，切莫揭，人
有私，切莫說；揚人惡，即是惡；勿諂富，勿驕貧」。不要去瞧不
起人，他們的傲慢惹來了殺身之禍。其中本來還有一個同學也應該
是會被他殺害，結果這個同學逃過一劫，後來才了解到，因為這個
同學曾經主動幫他盛過一次飯，他記在心上，這個同學才逃過一劫
。
　　所以再惡的人，他知不知道誰對他好，誰對他不好？他很清楚
。當我們的孩子對人都是一片恭敬之心，他人生就會化掉非常多的
惡緣跟災難。假如沒有學到這樣的恭敬心，很有可能在人生旅途會
增添非常多的危機跟阻力。馬加爵已經被槍決了，但是我們為人父
母、為人老師也要就這件事件好好來思考。孩子只要沒有理智，他
的人生確實很難去走；孩子只要從小懂得恭敬，懂得有愛心，他的
人生將會愈走愈寬廣。
　　除了人要愛以外，我們還要愛什麼眾生？愛一切的動物。在西
藏的草原上有很多的藏羚羊，有一天有個獵人他一睡醒走出來的時
候，看到遠方站著一隻藏羚羊，他馬上就拿起他的獵槍做好瞄準的
動作。這隻藏羚羊因為也知道自己跑不動，來不及了，所以站在那
裡看著這個獵人，瞬間牠的雙膝就跪下去了。這個獵人也很驚訝，
因為他打獵至今沒有看過這個場面，不過他還是扣了他的扳機，把
這隻藏羚羊射死了。後來他把牠拿回來以後，剖開來一看，原來這
隻藏羚羊的腹部已經懷孕了，懷了牠的孩子，所以牠這一跪是祈求
他饒了牠的孩子。這個獵人看到這一幕，自己心裡也相當感動、也
相當後悔，所以他就因為這個事件把他的獵槍丟掉，從此不再殺害



動物。
　　白居易先生寫了一首詩，提到，「誰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
一般皮，勸君莫打枝頭鳥，子在巢中望母歸」。人絕對不能因為自
己的欲望，自己好玩就去玩弄動物、去傷害動物，這個果報會非常
慘烈。佛陀也說到，若要世上沒有刀兵劫，除非眾生不吃肉，除非
人不要去殘害這些生靈，不然只會冤冤相報，沒完沒了。我們用這
分體恤的心也去感受到動物也會痛，動物也有牠的天倫之愛，我們
不應該讓牠們痛苦，把我們的快樂建築在牠們的痛苦之上。
　　有個獵人放了一個捕獸器，他要抓黃鼠狼，那天他就看到這個
陷阱已經抓住黃鼠狼，當他就近一看，原來只剩下黃鼠狼的皮。他
很驚訝，這隻黃鼠狼到底去哪裡了？他就順著留下來的血跡跟蹤過
去，結果這隻黃鼠狼是使盡全力撕開自己的皮逃走。當他找到了黃
鼠狼居住的地方，就近一看這隻黃鼠狼已經死了，倒在洞裡面，而
牠的孩子正在吃這隻黃鼠狼的奶水。所以我們也看到，動物之間確
實是有天倫，都會愛惜子女，還會孝順父母。我們應該彼此尊重，
彼此學習。
　　現在有些商人他會拿些小動物出來賣，小朋友一看很好玩，就
買回家裡去，結果會怎麼樣？很多都玩死了，把牠玩弄死掉了，也
不知道牠吃些什麼。所以，我們也要教育孩子不能去買這些小動物
，因為我們愈買商人就抓愈多；我們不買，這些不法的商人他就沒
有利潤，他就不會去做這件事情。
　　在汕頭，因為是沿海地方，海產就特別多，殺業也特別重。在
汕頭有家素食館，叫覺西園，當初這個覺西園要設立，它的目的就
是希望讓更多的人能夠吃素，不要殺生，而且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夠
聞到佛法，能夠破迷開悟。由於這樣的動機他們就開設了這家素食
館。這家素食館一餐三塊錢吃到飽，而且菜色都是幾十樣菜，讓每



個吃的人都歡歡喜喜，他們還常常變換菜色。本來一開始他們打算
每個月虧個幾萬塊，最起碼能夠讓更多的人不要吃肉，又能夠看到
這些佛法、聖賢學問。他們也抱持著假如一天五百個人來吃，有五
十個人拿書回去，有五個人看，有一個人看進去，那就值得了。假
如那一個人一看進去往生成佛，他這個店也值回票價。抱持著念念
為眾生想的這樣的存心，就開業了。
　　前一個禮拜還供眾，免費讓人家吃，一天都擠進上千人，一、
二千人。結果從開幕至今不只沒有貼錢，還賺錢。一頓有五百個人
左右來吃飯，而且還不只是我們佛教徒來吃，因為他們把整個房間
佈置得很好，上面有基督教的教誨，還有伊斯蘭教的教誨，把老和
尚多元文化的觀念也放進去。所以很多基督教他們開完會，幾十個
人也一起到他們的餐館來吃飯。由於這麼多人吃，他們收入也都能
夠維持得很好，而且剩下來的錢還可以再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固
定去放生，它的基金第一個拿來放生，第二個拿來印佛書、印聖賢
書，第三個還可以去看望他們地方當中一些老弱婦孺，比較貧窮的
人。
　　所以諸位同修，一般的人會覺得這樣的生意能不能做，假如是
你，你敢不敢做？一般這個給普通的商人一聽：這種生意絕對賠錢
。但是我們不能隨順世間看法，要隨順真理思考，所謂愈施就愈多
。而他們面對一些流浪漢都免費給他們吃，而且給他們吃的東西不
是剩菜，都拿新鮮的給他們吃；這真正在修平等心，沒有高下之心
。他們當地的官員也都會到他們那裡吃飯，然後告訴他們，你們幹
的是實事，為我們這個社會謀福利。結果他們當地地區的犯罪率有
明顯下降的趨勢。
　　一些初中生、高中生來吃，吃了以後還會主動把袖子捲起來，
一起到廚房幫忙洗碗，所以這種良善的風氣確實是可以不斷帶動起



來。還有當地的計程車司機免費載法寶，只要要載法寶，打一通電
話給他，他就來了。然後他自己每天捐十塊來幫忙做這些好事，他
自己計程車後面都會放著師父上人的法寶，只要坐車的人感興趣，
他就在他的計程車上轉法輪，廣宣流布。所以確實，這個世間有太
多的事需要做，需要我們去帶頭。師長也給我們教誨，別人要做的
事情讓給別人做，別人不做的事，最缺乏的事情，我們要主動帶頭
來做。他們護持了眾生不要再造殺業，同時也讓更多的人能夠遇到
百千萬劫難遭遇的法緣，相信他們這個餐館一定會愈開愈好。我聽
說好像馬來西亞已經要開分店了，這個好事希望大家能夠共襄盛舉
，要相信「人有善願，天必從之」。
　　對於動物要愛護，對於植物我們也應該愛惜，其實整個生物與
我們人類是生命共同體。剛剛有一隻蒼蠅飛過來，突然讓我想到，
我在一個山區教書，山上有蚊子。我們學佛就知道「一切眾生，皆
有如來智慧德相」，你把一隻蚊子殺死，就殺一尊佛，所以要平等
對待牠，我們就歡喜供養牠。不過那時候因為我還沒有認識楊老師
，楊老師說可以跟蚊子溝通，叫牠不要叮在一些會讓她很沒面子的
地方，要叮在一些看不到的地方。果然隔天醒過來的時候都叮在這
裡，還有叮在眼鏡托住的地方，剛好戴上去就看不到，還有叮在這
個眉毛這邊，真是很好商量，精誠所至，金石為開。還有一次因為
客人到他們家裡，她就對蚊子說：眾蚊子，這些是我的客人，你們
不能撒野，要叮只能叮我。所以隔天問了這些客人說，昨天睡得好
嗎？他們都說睡得不錯。
　　我就在蚊子叮我的時候，我就開始念佛，觀想佛光注照牠，然
後我就勸牠：你本來是真如本性，不要把自己搞得這麼墮落。結果
你都不動的時候，牠會吸得很痛快，一次吸到底，然後飛走的時候
也不大會癢；因為你很驚恐的時候，你也會驚嚇到牠，反而這樣會



比較癢。牠吸完以後，就非常自在停在我的牆壁上。下完課我回到
房間裡面，也看看牠，祝福祝福牠。結果兩天以後，牠還停在原來
的位置，我就很納悶，兩天都不動，過去一看，牠死了，而且還黏
在牆壁上。我真希望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樣我往生就有人可以
拉我的右手，我再找一個人拉我的左手。
　　因為在山上，所以非常多的鳥類，常常因為玻璃是透明的，很
多鳥類牠不知道是玻璃，直接很快的速度就撞上玻璃，一撞就死掉
了。因為我們學校這些學生都知道我在學佛，只要看到鳥的屍體一
定會有三、五個小朋友快步跑過來，把這個屍體遞給我。我們都知
道，人斷了氣以後，靈魂脫離開來要八個小時到十二個小時，但是
我不知道鳥要幾個小時才會脫離。可是當拿到我們手上的時候還是
熱的，我們趕快跑回房間，把牠放在念佛機的旁邊，開始幫牠助念
。念完以後，因為我有課要上，我就會去上課，回來一有空就趕快
幫牠助念。這個鳥牠只要是死於非命，牠的全身都是僵硬的，當我
們幾個小時為牠助念下來，牠的身體都是柔軟的，等到柔軟以後，
我們再把牠埋好。所以確實我們也從動物身上了解到，統統都是有
靈魂、有知覺的，我們也用平等心對待牠們。
　　諸位同修，你們回去不要去找動物的屍體來助念，隨緣就好。
不過佛法還是要靠我們去印證，信解行證。當我們印證到這一點的
時候，對一切眾生都不會輕慢，甚至對於花草樹木也要恭敬。
　　所以一切這些樹木花草，很有可能都有樹神、花神住在裡面，
天地之間的萬物可能都有神靈住在其中。我們讀《地藏經》也會了
解到，山神、海神、樹神、川澤神、苗稼神，我們面對所有的萬物
都應該用一個恭敬之心，不可怠慢。你看孩子到了大自然當中，吵
吵鬧鬧，大聲小聲，這都是對眾神靈不恭敬，這都不好。我們也看
過孩子他覺得好玩，拿著木棍就在那裡打樹。諸位同修怎麼辦？這



是機會點，也應該給予他們一些引導，這個時候你走過去：樹怎麼
可以打，真調皮！他就跑了，他下一次打不打？他下一次會更厲害
，都在人家看不到時候打。所以要讓他了解到樹木的價值，他才不
會去破壞。
　　我們就在課堂上告訴學生，諸位同學，人可以三天不吃飯也不
會餓死，但是人只要三、五分鐘沒有一個東西，命就保不住了。哪
個東西？空氣。空氣裡面最重要的是什麼？氧氣。諸位小朋友，氧
氣從哪裡來的？從植物的光合作用裡來。所以樹木每天提供你最重
要的東西，它時時在保護你的生命，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怎麼可以
拿著棍子去打救命恩人？那實在太忘恩負義了。當我們用這樣的引
導，讓他了解到植物跟他是息息相關，不應該去殘害、去破壞。所
以確實都需要循循善誘。「泛愛眾」，要愛一切眾生。經句第一句
我們來念一下：
　　【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
　　確實我們人同樣生活在這個天地之間，萬物也同樣生活在這個
天地之間，都是被大地所滋養才能夠得以生存。所以其實當我們在
愛護一切萬物的時候，也是做到了孝跟悌。當我們愛護萬物，不破
壞這個大自然、這個大地，大地就好像母親一樣，而它所滋養出來
的萬物就好像兄弟姐妹，那我們也是落實了圓滿的孝悌之道。佛在
《無量壽經》也期許我們，「常運慈心拔有情，度盡無邊苦眾生，
我行決定堅固力，唯佛聖智能證知，縱使身止諸苦中，如是願心永
不退」。阿彌陀佛他已經契入了眾生與他皆一體，所以他時時是抱
著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深怕一切萬物受苦、墮落。我們既然依止
《無量壽經》，也要學習阿彌陀佛的行持，對一切眾生都要盡力愛
護，希望他們都能破迷開悟。
　　所以面對蜎飛蠕動我們也應該處處關懷，剛好跟我們有緣趕快



幫牠們做三皈依，念佛祝福牠們，迴向給牠們。我就曾經遇過一隻
狗，我們在讀誦經典的時候，牠也會跑到旁邊來。當我們敲引磬以
後，牠就會仰天開始發出吼聲，那種吼聲你可以聽出來牠非常的恭
敬，而且每天都來做功課沒有缺席。有時候可能稍微忘記時間，當
我們引磬一敲下去，牠突然覺得自己遲到了，就會發出很慘烈的聲
音，一邊跑一邊在那裡叫。所以確實我們修行都是無始劫以來的事
情，為什麼修行修到最後會到畜生道去了？
　　牠也很有福報，到佛寺裡來三餐都不用愁，而且牠很有善根，
跟我們吃素都不挑食。剛好有一陣子牠們正值狗的發春期，很多的
公狗為了爭一隻母狗，就咬得很慘烈，牠回來的時候整個嘴唇都裂
開來。牠跟我是師兄弟，我有責任「善相勸，德皆建，過不規，道
兩虧」，所以我就把牠叫過來，狠狠罵了一頓說：你都還搞不清楚
自己為什麼墮到狗道去，就是太愚痴了！當我在講話的時候，牠露
出慚愧的眼神，頭低低的。其實眾生很可憐，習性太重，自己明明
知道不對，但是也很難轉過來。所以確實要有善知識教導，要有一
群善友依眾靠眾。所以我們也隨分隨力來協助、來幫忙。我們看下
一句經文：
　　【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
服。非言大。】
　　一個人有德行的時候，自然而然他會名副其實。所謂「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他的德行自然就會讓很多有心學習的人主動來跟
他學習、參學。中國人最尊崇的就是至聖先師孔夫子，夫子為什麼
值得我們尊重？我們要了解到夫子他是怎麼樣的存心，才會贏得眾
人對他的尊重？夫子曾經就提到他有四件憂慮的事情，「德之不修
，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所以夫子每
天擔心的是自己的道德沒有增長，自己所領會的道理沒有能夠好好



的讓學生、讓眾人受益。聞義不能徙，當他知道道義的事情，他不
能馬上去做，他就覺得不好受。不善不能改，當他了解到自己不好
的地方，他就要趕快把它改掉，不然他就會很難受。這是夫子他每
天憂慮的事。
　　諸位同修，您憂慮的事跟夫子一不一樣？所以我們就可以了解
到，為什麼夫子值得我們尊敬，念念自行化他，念念克己復禮。「
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唯有透過教育才能夠真正徹底解決一
個人人生的問題。所以夫子才說「學之不講」是不行的，唯有教育
才能夠真正徹底幫助人。當我們以這樣的存心去處事待人，相信也
能夠增長德行，也能夠贏得他人對我們的敬重；絕對不是因為長得
很帥，『非貌高』。現在的年輕人都以什麼為偶像？都以長得很帥
的為偶像，所以現在的青少年影星親，父母不親，這都是由於他們
沒有機緣聞到聖教的原因。
　　所以教育刻不容緩，不然孩子的認知會有相當的偏頗。我們從
這裡也領會到，推展中國文化刻不容緩。我在一次中學演講的時候
，也感受到這些中學生都很善良，當他看到我們是義務講學，他當
場眼淚都掉下來。還有些同學聽完以後，他們的分享我們也很驚訝
，有好幾個孩子拿起麥克風都說：我今天聽完以後，深深感覺我不
夠孝順，我以後一定要再加把勁好好孝順父母。所以善根都是容易
調動起來的，我們一定要趕快盡力扭轉社會風氣。
　　『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才」是才華，而才
華也必須奠基在德行的基礎之上，所以「德」擺在前面，「才」擺
在後面。因為我們也發現現在有很多高科技的人才，因為沒有德行
，都做些犯法、犯罪的事，而且影響面都很大。所以德才兼備，「
德」一定要排在前面，這個「才」才能利人利己。這節課我們先上
到這邊，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