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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主題是「發現和諧社區的心力量」，為什麼用「心」這
個字？末學非常非常的認同，學習我們恩師淨空導師的教導，一切
從心下手。假如我們向外求法，一切了不可覓，就是講我們離開這
個心，什麼都是假的，只有從心下手。我上課沒有那麼乖，所以剛
放在這邊的時候覺得有點小緊張，我們用投影片好不好？我需要投
影片，我們下一張吧，謝謝。我可以自己操作嗎？我這邊想要跟你
們分享的，我們整個的原動力是在二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台灣它是
一個，套一句閩南語言，就是「台灣錢淹腳目」，就那時候錢，好
像台灣很有錢，發展了經濟，它整個一切都是向錢看的一個年代。
在這向錢看的年代裡面，我跟我的同學余素華余老師，她是國中學
校的老師。這個老師她有個特色，她只要擔任導師，一定會到每個
學生家裡面做家庭訪問。可是那時候的三重，台灣的三重是一個屬
於勞工階級的地方，去家庭訪問有時候會遇到一些比較特別的狀況
，所以她不敢一個人去。只要家庭訪問，就拉著末學一塊去。
　　我們在那個環境中，我們看到了有些孩子，他一個家裡面就只
有十二坪大，十二坪大我不知道這邊怎麼換算，說十二坪大概就是
我們這個區塊，從那攝影機到這大概這麼大而己，三分之二這麼大
。我們到那邊的時候，我們非常的驚訝，看到孩子他在廚房就在他
客廳，客廳就在廚房，他是跪著在茶几上寫功課，然後只有一房一
廳。阿公阿媽是住在一小間，他的爸爸媽媽住在樓下，一間隔成一
個夾層，他跟他的弟弟住在一起，一個姊姊跟弟弟住在一起，就是
圍一塊布，就這樣隔開來。當時我們看的時候竟然在台灣還有這樣



的環境，而且他的阿公、阿媽又是年事已高，身體也不好，整個家
庭環境上不是很好，可是那時候台灣的福利並不是真的很好。我們
也看到在晚上的時候，我們可以很輕易在街上就看到，這些國中生
、高中生就在街上打架，或是到凌晨二、三點，我們會去街上找孩
子回家，我們是做這些事。那時候余老師跟我，假日的時候我們就
到監獄去，監獄是屬於未滿十八歲的，在那邊叫做少觀所，少年觀
護所，或是少年輔育院，就是關這些犯法未滿十八歲的孩子。我每
年的寒暑假都會去。
　　有一年我去的時候看到一個孩子，就只有九歲這孩子，而且九
歲的孩子怎麼會關到牢裡來？跟他們上完課，也特別走過去就看看
他，我看他手上左手臂上刻個忍字，我就問這孩子，「這誰幫你刻
的？」我聽完他說的時候，我真的一直心裡很心疼，他說「我自己
刻的。」自己刺青的，一個九歲的孩子可以拿著尖刀在自己手上刺
青，刻上一個忍字，你可以想像他的毅力嗎？我問他「你為什麼要
刻？」他說「我希望不要再犯偷竊，我不要再關到牢裡面來。」我
開始了解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父親就是我們台灣退除役官兵，就從
大陸到了台灣，然後現在加入榮工處，到處在為台灣建造道路的老
兵。他的母親是輕度智障，母親有時候可以有一餐沒一餐的煮，所
以孩子就覺得母親煮的不好吃，就跟著這些國中生、高中生，一些
比較屬於偏差行為的孩子在一起去偷竊。他九歲而已，會騎摩托車
技術很棒，常常人家就慫恿他，你偷一部我給你一千塊，就這樣子
。有一次失風被抓，那些大哥哥都跑掉了。這個孩子，我在那時候
已經是二十年前，我跟這孩子約好，我們去少觀所做這些輔導工作
，是不可以留電話地址的，我就留給這個孩子，我說「你要守密，
我只給你，你出來一定要找老師，我一定會全力以赴的幫你。」很
快二十年了，這個孩子已經二十九歲，我告訴你，他現在英國留學



。
　　我覺得如何真的是在隨時的，願以一個為父的心、為母的心，
去疼愛我們下一代，這就是「事諸兄，如事兄」，這樣的心情。年
長者皆如我之父母兄姊，年幼者皆如我之兒女弟妹，這不就是我們
中華倫理文化嗎？我覺得這個理，尤其在台灣懂的人，比我過之而
不及，我不懂這麼深度的中國文學，我只想如何把它做出來。所以
各位，我沒有大道理，我只能跟你們講一些我生命的經歷，跟你們
做報告。好，謝謝。跳太快了？好。因為我們在這樣的一個十三年
前，我們常常聽到在台灣太多這樣的，包括到世界各地大家都在談
問題孩子。為什麼有問題孩子？問題孩子他種因於家庭，一切歸咎
於家庭教育失敗，歸咎於失職的父母，不斷的批評、不斷的指責、
不斷的抱怨，請問誰來解決問題？再來我們就覺得又開始怪學校，
當一個人犯罪，社會就怪罪學校，學校沒把孩子教好，老師失職，
會覺得他顯現於學校，所以讓這個社會給惡化。好吧，批評、抱怨
、指責、推卸責任、踢皮球，能夠解決問題嗎？不能。這時候余老
師跟我們在想，我們可不可以不隨這些抱怨的聲音起舞？我們能夠
為這個社會、這個國家做點什麼？我們在問我們自己，我們能夠做
點什麼？所以我今天要跟你們介紹這十三年，我們做了點什麼。我
在要講這時候，請讓我從小故事談起，我們覺得一個人在中華文化
裡面的愛，它在不在？它一直都在，它一直都在我們的內心深處，
在我們周圍環境裡面。只是我們心粗意躁，隨著經濟的繁榮、物質
的發展，我們忘了。我非常幸運，在我生命中我只遇到了貴人，我
的貴人是很多的好老師，所以在我來講，我是個非常非常尊敬老師
的人。我這邊要講的，我跟我父母住在一起的時間，這一生加起來
沒有超過九年，我的父母留給我的，是做事情的細心，跟對人的慷
慨。我的整個教化完成，要有點完成的話是老師，所以這邊要跟你



們介紹，我生命中一位很重要的老師。
　　在我小學五年級，我的父母，一樣跟著隨這一波台灣的經濟發
展，整個追逐金錢。那時候我是住在一個鄉下，在鄉下地方就有一
位六十歲的爺爺，我那時候是國小五年級，是一個十一歲的孩子，
然後九歲的弟弟，一個六歲的妹妹，我們住在鄉下，這樣有一餐沒
一餐的，一直到了國一。國一開始就是叛逆期，我在叛逆期開始，
我煮菜飯不是很會煮，有時候煮的魚沒煮熟，我就把它裝給我弟弟
妹妹吃，我心裡想著你到學校蒸熟就好吃了。我不帶便當，因為我
煮的不好吃，我自己都不喜歡吃，我讓我弟弟妹妹帶去吃。在國中
那樣有一餐沒一餐的午餐日子裡面，我的老師很可愛，她注意到我
沒有午餐，就把我叫來，「瑞珠來，今天老師去開會，多一個便當
妳幫我吃。」我是很有義氣的，「老師，我幫妳吃。」然後第二天
說，「瑞珠來，某某老師去開會多一個便當，妳幫她吃。」這種事
我來做沒問題，我幫她吃。我在那樣子常常幫老師們吃便當，當長
大之後就知道，老師是特地為我準備的，老師知道我個性拗，不喜
歡被人家幫助，老師顧及了我的尊嚴，所以常常這樣的方式來幫助
我。
　　我每年過年我都會回去看我的老師，從幼稚園、小學、國中，
一直到我所受教過的老師，我都會回去看他們。二十九歲那一年，
我去看這位常常給我準備便當的老師，我老師是基督徒，我就在大
年初一去跟她拜年。我說「老師，我常在想，假如我國中時期不是
遇到妳跟幾位老師的話，今天不知道是什麼樣子？老師妳真是我再
生父母，恩同再造。」老師看看我，「瑞珠，妳真的覺得老師對妳
的愛真有這麼深嗎？」我說「當然。」我老師就說，「好，妳答應
我一件事。」我不加思索就說，「老師，我答應妳。」我老師說，
「妳問都沒問，就說答應我？」「老師，我相信妳，我絕對全力以



赴，我知道妳一定叫我做有意義的事，我太了解妳了。」因為老師
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我老師就說，「好，假如妳真覺得老師對妳來
講，像個媽媽一樣的愛妳、幫助了妳，妳答應老師一件事，把愛傳
出去。」我一直記得，那個大年初一的中午我們師生兩個，我講不
出話來，我汨汨的流眼淚，老師就把我抱著，我們師生倆就汨汨的
流眼淚。我們師丈從外面進來，「妳們倆怎麼了？大過年的怎麼哭
在一塊？」那就好像是一種印可一樣，就把老師這分愛告訴自己要
傳下去。所以我覺得整個中華倫理的愛，是無私無悔的大愛，我們
只能把它傳下去。所以我今天來講，我就是在一個小社區，盡我的
本分把它做下去。我一直在想著，如何創造多一個家的愛，為什麼
要這麼做？好，下一張，我自己按嗎？好，謝謝。
　　我要跟你們講的，我這個老師很可愛，我在國中時期是個很調
皮的孩子。我記得我在國二的時候，國三的畢業生，因為他們的時
間跟我們不一樣，我們學校就掛個鐘，那個鐘掛在那裡，我就帶著
同學去打掃，打掃之後，我就頑皮看那個鐘，我就給它叮噹叮噹的
搖。後來我們的老師就來了「哪一個？」你知道他是外省老師，我
這個人沒有別的，還有個好習慣做錯就承認，我就舉手，「老師，
是我。」「過來。」就把我帶去訓導處：手伸出來。藤條就拿著了
打一下就講一句，連打十下講什麼？頑皮的孩子，你這沒有家教的
孩子、沒有家教的孩子。連續打了十下，打了之後，我這基督徒老
師在旁邊，打完之後就過來，「頑皮了。」就把手捧起來，把我手
揉一揉，就跟我說，「瑞珠，妳這雙手是可以做大事的手，是可以
幫助人的手，老師相信妳，妳會有一雙幫助人的大手。」我覺得那
是個很有溫度的訓勉，沒有一句責備，我覺得戲演得非常好，一個
像父親一樣的教訓了我，一位像母親一樣給我了溫暖，我非常記得
那一幕。雖然我父母沒有在身邊，我覺得那天那一頓打對我來講，



就像一對父母對我的管教。
　　所以我在每天早上，我都會做一件事，我伸出我這雙手告訴自
己：我這雙手是要幫助人的手，是要利益大眾的手，是一雙不可以
讓父母、師長失望的手。到了晚上我要睡覺前，我又看著我的手：
謝謝這雙手，讓我盡心盡力、全力以赴的，度過了這美好的一天。
各位，何其有幸，我們大家都在這裡，我們有一雙健全的手，我們
這雙手要做什麼？我常常會牽起孩子的手，也學我老師一樣告訴他
，「孩子，你有一雙健全的手，你有一雙會幫助人的手，你有一雙
會常常給人溫暖的手。」各位，當你遇到了另一半，當你遇到了你
的孩子、你的學生，是不是可以常常的牽起他的手，給他希望、給
他鼓勵、給他信心、給他安慰，重不重要？重要。再來，我們這雙
手可不可以更給了老人家溫暖、支持、安慰？所以我們如何把有形
化為無形的力量，也因為這樣，相信我們大家今天才坐在一起，所
以我們都是一雙可以利益大眾、幫助眾生的手對不對？讓我們彼此
給彼此鼓勵。我這邊要講一下，當我在覺得說，開始我在想我到底
該怎麼去愛，該怎麼樣去實踐我承諾老師的讓這分愛傳下去。余老
師跟我都在找，余老師在學校被學生頂嘴，我在整個功利社會的職
場上，遇到了爾虞我詐、人我鬥爭，我在想這分愛該怎麼傳下去？
我開始在掙扎、在尋找。非常可幸，我在二十九歲遇見了一位法師
，他點亮了我們這兩盞心燈，我們遇到了淨空師父，他告訴我們，
傳統倫理文化可以救世界。從那裡面我們找到了希望，所以我們是
二十九歲那一年開始學佛到現在。假如今生沒有遇到老法師，我們
不知道還要流浪迷途多久？所以這是慧命之師。各位今天有幸遇見
了明燈，我們要好好的珍惜。
　　再來講「一切」，但是我們講所有的一切，要從哪裡著手？我
們是如何的倒果為因，從根本下手。根本下手怎麼下手？從孝道。



我們看到台灣的問題，大家開始一切的往錢看之後，發展了經濟，
忘記了精神的富貴，忘記了孝順的重要，開始父母嫌棄孩子賺錢少
，孩子認為父母不會賺錢，這在台灣那時候都發生了，看到是什麼
？倫理價值迷失了，這個價值不在。所以開始我們就想：我們從根
本出發吧，怎麼做？原來這些小家庭可以把它串起來變成大家庭？
因為歷史的巨輪是往前走的，不可能可以回頭的，小家庭已經形成
了，每個人流離顛沛到另一個地方發展，到另一個社區落地生根，
怎麼辦？大家庭在崩解了，有沒有可能在這個時代可以建立大家庭
？余老師跟我在想有沒有可能？我心裡想，依法一定可能。而且我
們都是炎黃子孫，血脈相連，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可能的。所以我們
開始做一個夢想，我們想說：我們如何的來讓大家族重新崛起，崛
起什麼？崛起方式是不分你的孩子、我的孩子，都是我們的孩子，
我們來從愛孩子開始。因為那時候很多家長對孩子是沒皮條（辦法
），教不來，老師也面臨這種問題了。我們心裡想：那我們來做吧
，只要我們可以把孩子教好，我相信會很有說服力的。我想父母會
心服口服，只要我們把學校老師放棄的孩子可以教起來，我相信學
校會對我們刮目相看。我想我們就從最困難的地方入手，所以我們
做這個事情。
　　這邊有一張講義各位看一下，這張講義裡面講的是我們的信念
，今天師長也在告訴我們，人性本善。這是無量劫的習慣。末學是
一個人性本善的信仰者，我一向相信人性本善，我也相信修德積福
，我們相信人是可以教得好的。所以有很多的想法，在我還沒有遇
見老法師的時候，我就是這樣子天真。所以常常有很多同學笑我很
理想化，可當我遇到老法師的時候，我覺得老法師講的就是我心裡
想的，所以我很自然而然，我從我開始一學佛，遇見老法師到現在
，從來沒有改變過。尤其我那時候是因為我家境的關係，我的父母



做了一個示現，向經濟發展，向錢看的結果是一場空。我父母忙著
賺錢很辛苦，好不容易買個房子，但是小孩沒有教好，家裡面手足
之間，有他的困難，成長不是很好。所以我看著父母辛辛苦苦賺到
的錢，買了房子，到最後也賣掉了。父親在往生前的最後一年，最
後一個月，我們把父親最後一筆債還完之後，父親三個月後往生。
那時候覺得孝道盡到最後，就是父親一生都在還債。我心想著我們
如何的改變命運？所以當我遇見老法師講《了凡四訓》的時候，是
改造命運，創命法。我就發了狠，狠狠的聽它三百遍，三百遍聽完
之後死心塌地，就想父母已經走了這樣一個經濟發展，想要創造財
富的路。我來創命吧，所以我以自己的身命來做見證，從二十九歲
到現在，我就覺得太幸福了，從一個負債家庭到現在，我常常覺得
我是富貴年年，當然這是我覺得學佛，真的學聖賢之道，絕對會帶
來富貴有餘。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張講義，這邊要讓你們了解的，我們講的社
區、家庭、學校教育，社區學校這個完善方案。第一個，誠如師長
教導我們，一定要堅信人性本善，用這樣信念，絕對沒有時間去計
較一個人的過錯，每個人都是佛。他給我們逆上緣，是考驗我們意
志是不是堅定；他給我們如意，是看我們會不會生傲慢，我覺得這
是太好的一個考驗。所以我們在這裡面提的，這裡面要講的，要注
意到的，我們在這邊四大題都是老法師提的，最重要的，是讓各位
知道的是說我們社區學校的內容，內容的部分。內容部分最重要在
這裡，我們裡面教倫理教育、品德教育、因果教育、社會教育跟宗
教教育。所以我們是用社區學校，這在台灣的法令上可以接受的範
圍內，融入這一切。所以各位要知道說，它只是包裝不一樣而已，
整個教的內容，都是我們儒釋道三學。
　　我們不要跟體制衝撞，那絕對我們是輸的，為什麼？等於是拿



雞蛋去碰石頭。所以我們想要如何的能夠活下來，弘揚佛菩薩聖賢
教育，能夠活存在社區裡面，大家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們這樣想如
何善巧方便？因為我要想的方法，對不起，這不是陰謀，就如何的
積陰德，積陰德的方式來發展。各位可以看一下，它內容是這裡，
我們再來看，所以我們整個願景是希望，「愛、和諧、天下一家親
」。可是現在蔡老師跟有幾位師長也去過我們那邊，我們那邊現在
呈現的，坦白講跟這邊氣氛不一樣，這邊真的感覺到太美好了，好
像到了淨土。我的助理都說，「陳老師，我可以留在這邊嗎？」我
們回到那邊很多的工作，就像一個家一樣，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要
經營一個家，而且這些人都沒有學佛，沒有學聖賢之道，你怎麼度
他？怎麼讓他願意接受你？他不是為了看在佛菩薩面子上來認同你
的，他是看什麼？你怎麼做、你怎麼說。我們裡面社區沒有人學佛
，也沒有人認識淨空師父，是這樣子因緣。所以那時候我們在想的
，這是我們的緣分，我們就隨喜接納。
　　再來看看，我們看一下，我們最重要要有三個點，因為在早期
的時候，各位要了解這點是說，因為在過去我們的中華文化大家庭
、大家族、私塾，整個環境是扣在一起的，可是現在整個都瓦解掉
了。那時候我們在想，我們如何能夠創造一個教育模組？教育模組
然後帶動社區產業模組，再來是社會福利。為什麼我們必需要社區
產業？因為我們耕心蓮苑，完全不帶太多佛教的什麼法會等等，我
們沒有募款機制，那時候我們到底怎麼活下來的？有佛法就有辦法
，所以我們義工們會幫忙一起來創造。我們在這邊會有做一些社區
產業，來養我們這個社區學校，我們完全是如何的自己創造機會，
然後把這個社區學校養起來的。我們在外面的捐助不多，完全靠這
個社區的力量長肉的，所以現在很多人來看我們，說你們怎麼活過
來的？因為我們當初是跟余老師，我們一起到銀行去貸款，去貸款



辦學。十四年前在台灣，老法師也剛到新加坡，那時候台灣還沒有
正式的淨宗學會，是到一年半之後有華藏淨宗學會，是這樣子。我
們都不認識淨宗學會的學長，那時候就真的是靠佛法，用佛法真的
就有辦法，我今天要站在這邊跟你們做見證。一個貸款辦學，而且
房子是租的，然後老師是要付薪水的，到底怎麼活下來？又沒有募
款，又不計束脩，那時候我覺得這個課題太好了。收入是不穩定的
，支出是固定的，看看這個執行長怎麼當？我覺得佛菩薩很有意思
，就考驗一下你相信佛法嗎？我覺得十四年來，我站在這邊要跟你
們講，我堅定不移，真的有佛法就有辦法。
　　再看我們要知道在一個地方，假如做個社區學校，我們講社區
學校裡面，剛才也跟你們介紹過了，它整個的教育內容就是儒釋道
三學。不好意思，假設大陸來的同胞，你們要知道就推《弟子規》
，我到學校去也只有介紹儒學。在台灣只能介紹儒學進校園，這跟
在大陸是一模一樣。可是我去學校教學，到最後老師都希望把課全
部給我，為什麼？因為把他學生教乖了、教好了，教得會尊敬師長
，這樣一定會請你。要怎麼做，這裡很深很深很有趣的這些經營之
道。所以我們整個在這邊，我們做的工作，在社區裡面，我們教育
裡面有品格教育、經典教育、閱讀教育，一定要推閱讀。我們閱讀
什麼？閱讀經典，我們蓮苑的孩子們就閱讀經典。再來有安親的教
養，因為家長你讓他感覺到，他孩子就像我們《孝經》裡面的安親
怎麼做，再來是我們也會做服務學習，體驗學習。我們在社區產業
裡面，我們有一個廚房，剛剛在影片中有看到。再來我們會推有機
農業，我們是跟天主教的原住民，就是原住民他們種有機的產品，
我們幫他銷售，鼓勵他們好好種下去。我們會辦公益旅遊，會做食
品加工，文化創意這些資源環保。我們社區裡面就有這種做資源回
收，這樣的一個環保站，所以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現在很有趣，



現在比方說前一陣子美國的奧利岡州大學、菲律賓，現在我們台灣
很多社區營造的，都到我們那個社區去參觀。參觀什麼？都是小小
的不大，但是就是做到了，他們覺得很有意思。
　　我們再看，我們那邊還有一個叫社會福利，就是現在我們知道
有很多單親家庭、隔代教養，或者失能家庭，這種家庭是新住民。
就像說越南、印尼、中國大陸過來的這些同胞，在我們這邊來落地
生根，成為一家親的，我們怎樣來幫助他們、照顧他們？待會介紹
這些實際的一些故事給你們了解。所以這邊最主要是教育方面，我
們是集結仁人志士一起，是精神加盟。這跟老法師各地各自獨立，
互助合作是一樣的，我們所設計的一切的教材、經驗，在一般這些
補習班他們會變成是個版權所有，我們完全是版權所有，但是免費
分享。所以現在在台灣有幾家都跟我們一起聯盟，他聽到的是加盟
費要多少？我說不用錢，我們是免費的提供。為什麼要版權所有？
因為這樣的一個教育方式，它有一個知識管理。它在一般的安親班
、補習班，它是賺錢的，可是我們絕對不賣錢。所以要怕被人家模
仿之後被告，所以我們是版權所有，但是是免費分享，這是符合到
老法師的精神。就希望如何把這個法能夠傳遍天下，就是這樣做這
個部分。
　　我們再看，所以我們整個要讓大家體會什麼？就是要體會中華
民族家的善待力，這個家是什麼？家就是不計較，慷慨的擁抱每一
個同胞，讓他感覺到我們是一家親。計較是貧窮的開始，各位計較
是貧窮的開始，從我們開始計較之後，中華民族帶來多大的災難？
開始計較外國人比我們行，開始計較中國文化這個傳統的東西，太
沉重、太腐敗了，把它放掉不要了。機關算盡一場空，我們到現在
吃了大虧了，可憐了，所以我們是失教的一代。我們如何讓大家感
覺到我們是一家親，我們是炎黃子孫，我們是同胞。我們如何把這



個愛真的是做出來，自然而然人家就會體會到，什麼叫做中華倫理
文化的可貴，做出來之後我們再來說，這個味道就十足了對不對？
我們再看教育部分，這教育部分我們要談的是一個社區學校，它裡
面要找的人，老法師也這麼說，任何一件事情會成功，唯一的答案
就是熱情。假如我們今天做一件事情沒有熱情，只想著這裡面可以
得多大的名？可以獲多大的利？這已經違失了聖賢之道。做這件事
情要不怕苦、不怕難，甚至於不怕死，才會成功。在百年前，假如
沒有一批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沒有今天我們繼續長治久安的
今日。我們今天要做什麼事？我們今天要拋熱情、灑心血，捍衛聖
賢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們不需要再像先烈一樣
這麼的犧牲性命，我們有一片丹心可以照汗青。所以我們大家坐在
這裡，仁人志士有志一同，我們共同的努力把老祖先的法繼續的傳
承下去。
　　我們在這邊跟你們介紹，在社區學校裡面怎麼做，我們的第一
年，老師就是專心教《弟子規》，學生就是一年的時間，每天放學
回來之後，每天就是學《弟子規》，讀《弟子規》、學《弟子規》
、做《弟子規》。現在我們把《弟子規》做成教案，因為學校老師
太忙，很多人，現在中國大陸這邊也是一樣。像中國大陸那邊有個
公益團體，上禮拜到我們社區學校來參訪，我們已經談好了合作的
約定，都把《弟子規》的教案做好，我就提供給他。我跟他講你不
用付版權稅，我免費的提供給你，但是版權是屬於我們的。他聽了
很高興，為什麼？現在大陸那邊他們包了個工程，中國教育部給他
工程，這個工程很大，很有意思，所以相信我們好好的把它做起來
，絕對是中國人的時代，有沒有信心？有，好，我們加油。
　　但是有一點，各位，我們一定要了解，做一個聖賢之道的弘揚
者，第一個你別無選擇，以身作則，懂一句做一句，說一句做一句



，別無選擇，只有做出來，要不然沒有任何的說服力。所以品格力
，我在集訓老師裡面，第一個要求的是品格。第二個，我們要他是
有創意力，因為假如中國文化的東西讓人感覺到，過時、過氣、不
合乎時代了，裡面有些經文可以用，有些經文是不合時宜了。不是
老祖宗有問題，是我們有問題，我們學的不夠深、不夠好，不夠了
解，不夠融會貫通，我們一定要「讀書千遍，其義自見」。真的你
把《弟子規》，讀它一萬遍絕對是自然而然會心神領會，信手拈來
。像我們的小朋友就天天讀、天天念，社區有個孩子才小一，才來
兩個月，旁邊有同學拿東西，他馬上跟他講「借人物，須明求，倘
不問，即為偷」，小一的孩子。孩子回來我們蓮苑，孩子直接就進
門了，另外孩子就說「出必告，反必面」，你沒有跟佛菩薩行三鞠
躬禮。我們這些小朋友，自然而然就會教學相長，我看了欣慰。
　　有一次更經典，我們在《無量壽經》裡面有祈禱文，「佛所行
處，國邑丘聚，靡不蒙化」等等，「務修禮讓」，我們這一年級的
孩子都會念這個。有一次孩子在那邊擠，他就說「你要務修禮讓。
」為什麼？天天念，天天背，讀到最後就信手拈來就會用了，這讀
文言文的好處，而且非常環保。你看現在《弟子規》要解釋起來厚
厚一本，這讀熟就一千零八十個字。為什麼我很喜歡讀文言文？我
跟余老師有的時候晚上去操場健走，你知道我們健走的時候在做什
麼？有時候念佛，有時候做什麼？背經。就覺得太自在了，不用帶
一本書，走到哪裡就可以讀到哪裡。尤其我們有一年更有意思，那
時候初學佛，我們竟然不小心拿到一套錄音帶，這錄音帶是老法師
跟僧寶開示的，跟出家眾開示的，結果不知道為什麼會拿到我們手
上。我們就聽到一句，「不會背《無量壽經》，不是我的弟子。」
我跟余老師講，「余老師，老法師說不會背《無量壽經》，不是他
弟子。」余老師說「那就背。」好輕鬆那就背，余老師開始天天抄



，天天背，她下課後就開始；我在職場上工作比較忙，在二十九歲
的時候。結果她三年半的時間，把《無量壽經》背起來，我們背什
麼？是默寫的背，我花了五年半。所以我為什麼常常說她是我的老
師，我們講說誰先背好誰就當誰的老師，我們兩個人就這樣互勉，
所以余老師是我的老師，我常要聽她的。真的背起來好，文言文可
貴在這裡。
　　所以當我讀到《論語》，看到孔子帶著學生三、四月在春天的
時候，帶著學生去遊玩，都帶在這腦袋裡面。所以我想到老法師介
紹那個情境，我們現在會背經文的享受。不用像現在一些人出個門
帶很多書，不用，都裝在這裡面妙不妙、好不好？好，太好了。有
時候我心裡難過失志，會覺得做不去了，就想到經文裡面講的，經
文裡面什麼？「縱使身止諸苦中，如是願心永不退」。這經文讀熟
之後就浮起來，退都別想退，佛菩薩就加持，什麼叫加持？這就叫
加持。所以叫自性佛，自性佛燃起的時候你自然就成為自己的佛，
就體會到迷時師度，悟時自度的妙用，總要背幾部經吧，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背。我講的是一定要有創意，假如我們現在在教學上，
一定要讓中華老祖宗的東西，但是有一點，我講的創意一定要先能
夠讀熟、背熟、解熟，要發狠，要發這個勇猛心、精進心、不退心
，這個創意才會出來，而且記憶力好。現在年輕人跟我在一起最怕
我，為什麼？常常很多細節我記得很清楚。這各位要知道一點，什
麼叫做先入為主？我愈來愈能夠體會到，這跟你們做個心得報告。
為什麼一定要讓小朋友從小背經？在我們的腦神經的發展裡面，就
有個腦幹，腦幹神經，這腦幹神經它開始最先學到的東西最先吸收
，假如能夠百遍千遍，它記得最熟，然後慢慢發展這個觸鬚，神經
緣的觸鬚。發展到五十歲、六十歲之後，你會發現到怪了，五十歲
、六十歲，昨天剛碰過的事今天就忘了，想不起來，可是過去的事



特別記得。
　　所以常聽到老人家，就像放錄音帶一樣，嘮嘮叨叨談的是什麼
？我三十歲的時候，我二十歲的時候，我七歲那年，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問題？有。為什麼？神經緣觸鬚萎縮了。萎縮到什麼？有些人
萎縮到二十歲、十五歲、十三歲、八歲、七歲。老祖宗有沒有智慧
？太有智慧了。當我讀到神經緣這個醫學報告的時候，太棒了。假
如我們的腦神經緣先入為主，讀的是聖賢之道太好了，到老的時候
你這些邏輯系統會愈來愈好。所以當我們在開始腿走也不動了，手
也拿不動了，老態龍鍾了，就剩一張嘴。這張嘴做什麼？這張嘴講
的都是聖賢之道，都是智慧的法語，你走到哪人家就歡迎到哪，就
像老法師這樣好不好？好。你就可以體會到，中國老祖宗的智慧，
跟厚愛下一代這些後輩子孫的用心良苦。幼時，培福吃苦；到了壯
年，壯有所用，造福，造福做這個教育事利益大眾；到老來整個是
身經百戰，整個豐富的歷鍊，智慧可以幫助年輕人，等於說老了就
享福了。不然老了就被嫌、被嘮叨可不可憐？可憐，所以這一代的
老人可憐。我們看到老人家好像沒有用，為什麼？一方面腦神經緣
萎縮，記得都是以前那種，假如小時候是小貓叫、小狗叫，大家一
起汪汪叫，就記得這些東西就慘了。
　　要記得是什麼？大嬸婆那一年借了我們家錢沒還，過了兩天又
念，他天天念，就只會念這些。念念你小時候怎樣的生病，浪費了
我多少錢，又念，聽了就覺得整天在要債的感覺。老人家有沒有這
現象？有。怎麼辦？就是順他。整個來講，我現在就常常跟年輕人
講，孝一定要加上順，為什麼？我剛分析這個原因，他就能夠同理
了。我說你現在不好好的學習，你要小心，到老的時候就這個樣子
，你嫌老人家，你嫌就這個樣子。現在怎麼辦？好好讀經，好好聽
經，到了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滿口聖言道而且智慧法語，妙



語如珠，走到哪人家歡迎到哪，還搶著要你。像老法師說要到哪裡
，大家怎麼樣？鼓掌叫好對不對？就像現在蔡老師、李老師，各位
老師也是一樣，學聖賢之道，走到哪人家覺得巴望著，所以學聖賢
之道愈老愈享福，妙用在此。所以福要留來老了享，為什麼？剩一
張嘴而已了！重不重要？重要。所以大家要加油，我們一起加油。
　　所以講的變應力，這個變應力要注意到，學中華聖賢之道，一
定會看到變應力，尤其是危機處理。我的危機處理是很強，所以在
我們團隊裡面的人，他不服我也不行，為什麼？我都跟他們講有問
題找我，我就是會想出辦法，而且還很有創意，而且都是符合聖賢
之道。所以我們常講教不來學生，他們想要放棄的學生，找我。我
們至善的榮譽執行長傅瑞欽學長，有一次到我們蓮苑，剛好跟我談
一半，我說「對不起，學校的校長打電話來。」「說什麼？」「幫
他處理學校的學生問題。」學校處理學生問題都來找我，你說有什
麼特別之道？聖賢之道。那個孩子學校老師全部拿他沒皮條，回到
蓮苑就乖乖的。還說陳老師幫幫忙，這個鬧得我們老師都快教不下
去了。我說好，校長開口了，我就得出馬。我連續輔導了三次，學
生就：老師，我看妳的面子，我不跟那老師計較了。學生真的義氣
，他跟你來真的，所以國中這些孩子很可愛，他就是你要讓他心服
口服。我在前幾年，這孩子現在已經是高三，他在小學從小一一直
到小六，學校老師都認為他是一個離經叛道的惡小子，父母就覺得
怎麼會生了一個來討債的。可是就是妙，他回到我們那邊就乖，我
就有一天問他，他那時候已經國一，我就問他，「你為什麼在學校
、在家裡、在蓮苑根本就三個樣？」他說「老師，這還要問嗎？妳
一定知道的。」我說「我不知道。」他說「學校老師都把我發配邊
疆。」嫌他討厭，他很有自己意見，老師沒有辦法傾聽他的意見，
就覺得他很囉嗦，就把他發配邊疆，個子又小應該坐在最前面，他



就把他放在最後面，而且是垃圾桶旁邊。
　　回到家裡面，每次有什麼話跟爸媽表達，爸媽覺得小孩子有耳
無口嘴巴閉上，不聽我講。他說「蓮苑老師肯聽我講，而且蓮苑老
師以身作則，說到做到，做錯還跟我說對不起，我看得起蓮苑的老
師。」國一的孩子，他現在高三了。現在很好玩，他現在看起來比
我高一個半頭，他常跟人家說，「全蓮苑我最怕陳老師。」老師說
「她有虐待過你嗎？」「她沒有，就很奇怪看到她特別怕。」為什
麼？跟我辯論辯不過我。我們蓮苑這些叛逆的孩子在學校都可以吵
得過，跟學校的這些師長、家裡父母都鬥得過，就鬥不過我。為什
麼？所以要知道，讀聖賢之道絕對可以產生創意力跟變應力，不只
是品格力。假如我們不能夠演出這樣一個學聖賢之道好處的話，人
家不跟我們學的。所以現在學校老師，為什麼我常到學校裡面做分
享報告，就告訴他們怎麼對治這些教不來的孩子。他們聽了覺得很
受用，坦白講沒有太多招，真的用真誠去愛他，要拿出真誠來絕對
有效。真的嗎？有個老師最近試了，說有效。但是還要看幾本書，
最主要要願意聽經。
　　所以我們這邊在講的，在我們蓮苑裡面教的方式，養德的時候
是《弟子規》、《太上感應篇》、《文昌帝君陰騭文》。因為一年
級先學行門，規矩，二年級學什麼？深信因果，一定要深信因果。
打個比方我今天為什麼站在這邊，有這個結果？因為蔡老師。為什
麼跟蔡老師結了好緣？因為在二００五年他回到台灣，連續辦了四
場的《弟子規》種子教師培訓營，那時候末學有機會在旁邊幫助打
雜，蔡老師覺得我打雜還不錯，那是因，所以今天站在這裡。什麼
事都有因有果的，這一切要倒果為因，這叫因果，你不能深信因果
不可能把聖賢之道學得好。絕對要知道我們窮畢生之力，雖一世精
進勤苦，須臾間即得往生極樂世界，何樂不為？一輩子而已，五、



六十年，七、八十年這個便宜太好賺，這個財一定要賺。所以我心
裡想好吧，這一生豁出去了，為什麼？到極樂世界走一趟，去觀光
、去修學，然後再回入娑婆度眾生，永不墮、悔。就好像你們來過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培訓中心之後，回去各個地方要永不墮、悔，
把這邊當淨土好不好？
　　所以講的是到了我們三年級，三年級讀的是《論語》，一年的
時間讀《論語》，《論語》是什麼？養和，因為整部《論語》講的
是仁愛，講的是天下為公，所以用這個來養和。我的國中老師，打
我十下那個老師，就叫養和老師，所以覺得這個和養得很好。所以
再講養志，養志是什麼？《十善業道經》跟《無量壽經》。《十善
業道經》是五年級，五年級的小娃要學的，學一年，《無量壽經》
是六年級學的。到了國中因為課業比較重，就只有讀《太上感應篇
》跟《文昌帝君陰騭文》，反覆的溫故知新。為什麼要這樣？就讓
他們種下深信因果的教育，一個人有因果觀一定不敢在暗室裡做壞
事，因為舉頭三尺有神明。所以《十善業道經》整個講的都這些，
《無量壽經》講的是一個美麗的宇宙新世紀，要帶給孩子一個願景
。所以現在我們的孩子們都已經大學了，有大學畢業的。所以孩子
，我們只覺得十三年值得，尤其看到孩子真的就覺得值得。我常覺
得沒有十三年的開始，看不到十三年後孩子們大學畢業。所以那天
看一個孩子回來，我們孩子們都很習慣叫老師們，很習慣都叫媽，
會很習慣就擁抱，為什麼？因為他覺得這是他們，這孩子自己說的
，我從來沒想過，我只覺得我就在做這個，還沒想過。
　　結果孩子有一天說，「老師，蓮苑是我第二個家。」我心裡想
，一個高一的孩子，一個大一的孩子會這樣子告訴我，我說「你說
說看，為什麼有家的味道？」他就開始跟我講，「假如我爸媽嫌棄
我的時候，我爸媽對我沒信心的時候，蓮苑的老師總是對我充滿信



心。當學校老師覺得我成績不理想，是一個屬於該放棄的時候，可
回到蓮苑，我竟然是考個十分、二十分，老師都會說不可以垂頭喪
氣，你還賺了十分，還賺了二十分，你垂頭喪氣做什麼？只是還沒
學會而已，怕什麼？」我們老師們的語言總是正向的。所以性本善
，這個本善講的就是一個正善，一個向善，正善的力量。所以如何
願意常常給孩子信心，給他希望，給他關懷，給他支持，孩子的靈
魂自然而然就會活在一個和善的世界裡面，這樣一個本善就自然而
然的湧現，太難嗎？是很難。所以常常要跟聖賢對話，常讀聖賢書
，把自己的心思，讓聖賢無怨無悔、純淨純善思想，變成我們的思
想，來改造我們自己過去貪瞋痴慢疑五毒。當我們愈改造愈來愈好
的時候，自然而然我們的所言所行，自然而然五毒就愈來愈輕、愈
來愈淡，自然而然人家跟我們在一起，很像跟一尊菩薩在一起，所
以人人皆可成佛，人人皆可作聖賢。所以在座各位，我是學生，我
今天來跟你們各位報告，只是把我的心思，把我的想法說出來如此
而已，我也沒什麼大學問，沒有太難，肯做就好。
　　我們再看看，我這邊要提的，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關鍵，我常
常看到很多人學佛之後會有壓力，學聖賢之道會有壓力，可能會覺
得說我學聖賢之道，我還做不到，我不敢講，我不敢說，我覺得我
沒有資格，這是喪氣話。先看下一這邊，倫理生活一定是彼此支持
，再有一個群我的互動裡面，要保持自己個人的一個特色，為什麼
？因為世尊到人世間，是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這個尊是什麼？就是
我們每個人都有尊貴的靈魂，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只是我們迷惘了
，我們蒙蔽了，所以借助佛菩薩法水來洗淨我們蒙蔽的心。當這個
蒙蔽的心愈來愈透徹，愈來愈清亮之後我們就成為自己生命的主人
，所以每個人每個人有自己的特色。剛開始我們學習，讀誦、背誦
、複講，講到最後之後，你要很勇敢的把這些放下，我就是我。開



始我們會學老法師，會學蔡老師，會學李越李老師，都好，剛開始
就這麼去學，老老實實的學。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當你學到
某個程度的時候，尤其是你一定要願意去藉事鍊心去吃苦，去接受
困難的挑戰，到最後慢慢你就會演練出我就是這個樣子，這就是我
的本性，不違背本性，你就如如實實的演出屬於自己的特色，這個
部分自然而然的漢學家就出來了。所以你看孔子是溫良恭儉讓，孟
子他有時候是捲起袖子來就這樣，加油，加油，就這樣的特色，不
一樣。所以孟子也沒有說，他要完全學孔夫子那一套，不可能，每
個人都屬於獨一無二的尊貴的靈魂。所以相對對孩子也是一樣，我
們都常常覺得鼓勵孩子適性發展，待會我會談一下，看看時間夠不
夠。所以現在來講，一定要勤勞，勤儉習勞，這任何學習聖賢之道
的人，他不能夠勤儉習勞，這絕對是障道。所以現在來講，誰是奢
侈，誰是貪逸的，誰是不敢吃苦的，這個聖賢之道學不入味，絕對
要不怕苦、不怕難。
　　再來講的，孩子一定要讓他做家事，在不同的階段做不同的事
情，這在我們社區學校裡面是有飽滿的設計。再來是與愛，這句話
很抱歉，我希望你們真的要放在心上，一定要放在心上，我看到太
多人在學習愛的過程中，學得是跌跌撞撞，學到最後是躲起來、縮
起來。什麼叫做愛？聖賢之愛，我們一起來念這段話，一起來，請
，「不斷學習嘗試，修正自己去愛的方法，改進之中得到愛的真諦
」。所謂的「三人行，必有我師」，《弟子規》裡面就常講的，「
聞譽恐，聞過欣，直諒士，漸相親。見人善，即思齊，縱去遠，以
漸躋」。這裡面是什麼？當我們學這個愛，像這段話在談一個錯誤
的時候，你怎麼辦？我要不斷的原諒自己，給自己去嘗試修正的機
會。再來我們對別人也是一樣，我們眾生都有病，我也有病，所以
我們在這個惡習之中慢慢的修正，不斷的修正之中得到愛的真諦。



所以絕對不要輕易的去苛責任一個犯錯的眾生，也絕對不要這樣的
苛責自己。這樣子我們在學習這樣愛，這聖賢之愛才會圓滿，因為
它是無怨無悔的愛。所以今天來跟你們談情說愛，談長情、說大愛
就是聖賢之愛。
　　再來看我們蓮苑是一九九八年創辦的，我們在這過程中用哪些
工具，請你們看一下。我們重視的是一個品德倫理，我們安親隨喜
，課輔隨喜，英文義學。這義學就是跟范仲淹的「義田記」，這個
典故出自於那邊。因為那時候英文班是不開的，就是有一天小六有
兩位家長來找我，這家長就來拜託我，因為我之前有上過英文。家
長就說「陳老師，可以拜託你再開英文班好不好？」我那時候真是
忙到不行。我就說「你可不可以送去外面上？」他說「陳老師，我
們真的沒有錢，可是孩子已經小六了，他再不學，你看現在很多人
都學，我孩子到國中一跟不上的話，他就落了。」我心裡想這該怎
麼辦？我一直覺得我的時間真的擠不出來了，我這十三年，這兩年
比較好命一點，睡平均睡有七個小時到六個小時，過去都睡四個小
時。我說「不行，這都快被送去中國大陸當貓熊。」我想不行，心
想怎麼辦？就找一些經濟比較好的家長來，我說「我想跟你們談一
談，范仲淹義田記的故事。就大家撥出一塊田，耕了之後就送給這
些矜寡孤獨廢疾者，來幫助他們。是不是可以你們照著老師們的鐘
點，還有租房子這些費用，行政費用，你們出這工本費，然後再認
養孩子，我們不賺錢的，因為我已經沒有這樣的經費。」
　　這些家長就同意，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義學，我說這個義學，
假如有經費就辦，沒有經費就停辦，這是你們辦的不是我辦的。這
些家長一直護持到現在，這樣子已經九年了，所以你看我很多點子
都是跟聖賢學的。安親也是跟聖賢學的，不計束脩是跟孔子學的，
就老老實實就跟古聖先賢學習，也沒什麼特別的方法。但是有一點



，這邊還辦親子教育，在台灣叫親子教育，就是父母成長班。我常
跟家長們講，為什麼家長們願意來上課？我把孩子當成是自己的孩
子，就拜託父母，我不要你的錢，你隨喜多少我不在乎。但是我拜
託你，你要學習，你不學習，孩子在成長、在進步，你跟不上。到
時候你會覺得孩子會輕視你、看輕你，那會覺得我們沒教好。我說
拜託，你少賺一點錢，你就當作把他送去補習班的錢，你賺到了，
請你來上學，我拜託你。我常常是拜託家長來上學，所以家長就來
學習，就像我們義工團的家長，都是我們父母成長班的家長。他上
學之後，他才知道怎麼關心孩子、照顧孩子、經營家庭，回歸到一
個家庭的倫理，而且把這個家庭倫理的愛，又拓寬去愛一個社區。
所以我們這社區一家親，現在就這樣連結成功，是把一個又一個小
家庭串連起來，合作起來，共同的互助互愛、互助互諒，創造一個
社區的大家庭。在那邊有這麼一點味道了，所以我希望把這味道再
擴大一點，希望能擴到馬來西亞來。
　　再來是什麼？我們會辦體驗學習，什麼叫體驗學習？現在孩子
有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他白天在學校讀書，就坐在那邊，然後就
寫字。晚上到補習班還是讀書寫字，他整個生命的體驗是很淡薄的
。你叫他洗個碗不會洗，你叫他拿掃把不會拿，你叫他鞠個躬，我
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因為他一直成為消費者。當他一直被照顧
、被服務，他是個消費者，一個消費者是什麼？消費者的習慣是什
麼？各位可想而知，挑三揀四不滿意就給你退貨。所以現在很多的
父母、老師跟孩子的關係，是消費者的關係，嚴不嚴重？嚴重。讓
孩子如何成為奉獻者？讓他做家事，讓他去服務人，社區裡面幫忙
打掃等等，讓他從一個消費者成為奉獻者。在這奉獻過程中他臂痠
了、手累了、流汗了，得到了掌聲，他可以成為什麼？真有意思，
今天做這些會被人家讚美，他今天一切的苦都值得了。所以奉獻者



為什麼樂意做奉獻者？因為看到了成就大眾。所以我們如何從消費
者成為奉獻者？透過體驗學習要行動、行動、行動，去做、去做、
去做。所以「但學文，不力行」，會就「長浮華，成何人。」「但
力行，不學文，任己見，昧理真」，所以整個結構性，是必須要學
文跟力行合而為一的。就像一艘船一樣，你叫他只有划，但學文，
你就划在原地打轉。你只划，但力行也原地打轉，必須怎麼樣？要
雙槳合為一，但學文，但力行，才能夠學會解行並進的做人處世落
實之道。這是我們划船要划出一點聖賢之道來。所以這邊我們講整
個辦下來，可以看到孩子們，我們蓮苑的孩子們就這樣學習著。
　　養和，給各位提到的，我想時間也差不多，我想講完最後一個
故事，我們就來做暫告一個段落。這邊要跟你介紹的是，這邊每個
圖片都有故事，這是我去高關懷班。在台灣高關懷班什麼意思？就
是他已經是不去上學，三天打漁、兩天曬網，不上學。可是也還沒
到完全不去上學，到學校去打瞌睡就趴在那邊，所以學校找我來照
顧這些學生，叫高關懷班。這些學生到我們社區學校來上課，不是
在學校上課。在社區學校上課，我們就帶著他做活動，我就發現有
個孩子，他上課就打瞌睡，可是到有一次我們就做一個活動，這個
活動就是諾亞方舟，當然這很有意思，就是一小塊布當作船，然後
大家在那邊同舟共濟的共同生存。我看到他一馬當先的踏進去，就
把一個同學扛起來，扛起來之後說：來，我扛著你，然後你抱著我
。他就等於做個犧牲者，我看下來之後覺得這個孩子整個靈魂是什
麼？他有犧牲奉獻的特色，而開始跟這個孩子密切的相處。了解到
他家庭的背景，這孩子他現在也是高二，也是我的乾兒子。所以我
覺得說就像撿了一個兒子，因為他三歲的時候母親就沒在身邊，父
親又長年的打零工不在家，就跟著阿公阿媽，心裡面的感情，心裡
面沒有一個安定感。所以當我密切跟他相處之後，他很可愛，只要



我上課就特別賣面子。所以你們就知道人是有感情的，時間即是愛
，我們願意在時間裡面付出愛，雖然我們不是他的親生父母，我們
不是跟他有血緣關係，他感受到我們的愛，他會把心交給我們。所
以人性本善就是這樣子，我們真願意付出愛，人家絕對感受的到，
這叫磁場相應。
　　我們再看，我要跟你們介紹另外的故事，就是我有一年帶右邊
這個圖案，我帶孩子們去鄉下做體驗活動，去到那邊什麼？去到那
邊自己要想辦法煮飯吃，自己要去鄉下市場買菜，自己要想辦法煮
菜，去那邊社區做服務，去幫助原住民的阿公阿媽，就是去照顧這
些老人家，做這些活動。晚上帶他們去欣賞鄉下美好的星光月影，
這他去參觀的時候，結果就走到河邊孩子就說話，「老師，這個河
邊好多垃圾，這些人好缺德。」我說「我很高興你這樣認識，表示
你很有品德，所以你可以看出人家缺德。既然是這樣子的話，你這
麼有品德，你有什麼想法？」孩子就很義氣凜然說，「老師，我們
明天來撿垃圾好不好？」他這句話講出來之後，我們會怎麼說？好
！我們講好之後，會不會有同學說，有同學就怎麼樣？一群同學一
定有人贊成，有人不贊成。好，我們就講，原來第二天的活動是要
做團體的遊戲活動，要拿來撿垃圾，我們就開始要幫忙經營經營了
。「各位明天願意來撿垃圾的人舉手。」很妙，竟然有三分之二要
撿垃圾，三分之一是不撿垃圾的，好，我尊重。「明天要撿垃圾的
人，就跟著老師來撿垃圾，三分之一不撿垃圾的人也可以，我們尊
重你。但是你要在家裡面煮飯給我們吃，在我們營區煮飯給我們吃
。」孩子們說，「老師，我們要來撿。」我說「好，那我們大家來
撿，大家再一起回去煮午餐。」大家就好。
　　結果那天早上我們就在那邊撿，撿了第一天還有一半的還沒撿
完，就拿上來，第二天又繼續去撿，第二天我們很辛苦撿上來之後



，我就請他們喝一下冰的礦泉水，孩子。喝冰的東西，一定要先放
個五分鐘之後再喝，解凍、解寒，一定要放過才喝。在那邊很悠哉
悠哉喝的時候，鄉下的一個老者就過來，「你們哪裡來？」我說「
我們從台北來。」「台北哪裡？」「三重。」三重在我們台灣，不
是個很好的地方，你們知道嗎？那時候三重的名產，就是出那種不
乖的人，不是很好的人。他就講「待會你們要離開的時候，記得要
把你們的垃圾帶走。」我們孩子就知道他的味道是什麼？他認為那
垃圾是我們製造的，我當然要為我的孩子伸張正義。我說「阿公，
我跟你說，我們這些孩子是從台北三重來的，我們已經在這個河邊
撿了兩天垃圾，你看看那河邊變得乾不乾淨？」我特別帶他去看，
他說「真的，原來每次外來的遊客，都把我們這邊漂亮的河流弄得
髒兮兮的，真的很乾淨。」我說「這是我們孩子們的傑作，他們撿
的。」這個老先生好可愛：這麼乖，給他拍拍手。我們孩子們全部
都自己拍拍手。所以孩子們他會感覺，就跟我講「老師，他原來誤
會我們了對不對？」我說「對，可是當他知道我們三重的孩子，是
這麼有水準的時候，人家給我們拍拍手對不對？」所以說我們帶孩
子，知道了他要做，做了要給他肯定，肯定當中有被誤會，我們要
為他伸張正義，孩子才覺得，老師你永遠是跟我們站在一起的，跟
你在一起有意思。今天的時間，末學就報告到這裡。聽說晚上還要
繼續是不是？我們就晚上再下回分解。祝福大家，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