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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法師，諸位長輩，諸位學長們，大家午安！我們接續著早
上《弟子規》的這個進度，我們看到「弟子規科會甲二」這個地方
，就是「學文實處」。我們早上把《弟子規》的總敘給大家略略的
做一個說明，而總敘已經把《弟子規》的所有的綱領都講得非常的
清楚。下午我們開始從「學文實處」來跟大家一起學習。
　　早上我們也講到，「入則孝」是發蒙的初機，我們用現在的話
來講就是一個人學習，接受教育最基礎的學科，那就是「入則孝」
。早上我們也講到過蒙以養正的重要性，這個我們就不再重複。唯
一要跟大家再探討的，那就是這樣的教育不是單靠言教，而是靠身
教。換句話說，《弟子規》不是僅僅給孩子讀的。我們看「弟子」
，好像是小孩子才要學習的，其實不是的，其實我們都是聖人的弟
子。小孩怎麼學《弟子規》？因為我們知道，童蒙的時候，他的智
慧還沒有開顯，這個時候他的學習完全是靠模仿。我們來思考一下
，什麼叫教育？教就是「上所施，下所效」，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講
就是上行下效。用更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模仿，它就是模仿。用科學
的語言來講叫做遺傳。我們總覺得基因會遺傳，但是我們不要忘了
，情緒會不會遺傳？會遺傳。脾氣會不會遺傳？會遺傳。這個就是
教育。所以，《弟子規》是父母表演給孩子看的，這就是教育，它
叫身教。而在孩子智慧還沒有開發之前，他就模仿對的事情，就形
成了對的習慣，對他日後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就我們早上說的，就
像一條河流，它的源頭是清澈的，將來它流到了中下游的時候，它
能夠嘉惠的群眾就相當的廣泛，無法計算。這是童蒙養正的重要。



而第一點就要表演孝道給孩子來學習。
　　而在這個「科會」當中，末學借用了《孝經》談到的五種孝道
來做為《弟子規．入則孝》的段落的分析。當然這也是李毓秀夫子
在寫《弟子規》的時候，他老人家學問道德都已經成就了，所引用
的都是聖賢人的言教和脈絡，自然它會吻合聖人的意旨。所以我們
從「入則孝」通篇來看，正好跟《孝經》的五種孝行吻合。在《孝
經》裡面談到，我們已經寫在這個白板上，「居則致其敬，養則致
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
事親」。這五條缺了一條，侍奉父母的這一個孝道就不圓滿。所以
，這五條在我們談「入則孝」的時候是一條都不能夠缺少。
　　而從「父母呼，應勿緩」到「父母責，須順承」，這一條是「
居則致其敬」，它強調的是一個恭敬的那個敬字。這一條是總綱領
，換句話說，有了這一條，下面這四條才能夠趨近於圓滿。這一條
有了缺失，下面的四條就做不成功了。從「冬則溫，夏則凊」就開
始談到「養則致其樂」。可是養則致其樂它又分成四個脈絡，養父
母之身、養父母之心、養父母之志，還有養父母之慧。所以這個養
，它的範圍相當的廣泛，包括了有形以及無形的點點滴滴。因此在
「冬則溫，夏則凊」，這個是強調養身，把父母之身體照顧好。這
一條，大家可以看到舉得很少，不是說它不重要，而是相對於後面
的養父母之心、養父母之志、養父母之慧，這一條是最基本的，把
父母的身體照顧好這是最基本的。接下來從「晨則省，昏則定」一
直到「身有傷，貽親憂」，這個是養父母之心，讓父母安心，不要
讓父母操心我們，這個是養父母之心。再來，「德有傷，貽親羞」
開始，到「親憎我，孝方賢」，這是養父母之志，志向，這是指道
德方面的、品格方面的。最後，「親有過，諫使更」到「號泣隨，
撻無怨」，這是養父母之慧，成就父母的智慧。接下來，「親有疾



，藥先嘗，晝夜侍，不離床」，這是「病則致其憂」。「喪三年」
到「喪盡禮」，這是「喪則致其哀」。「祭盡誠」到「事死者，如
事生」，這是「祭則致其嚴」。
　　總共這五條，我們看到李毓秀夫子他在編輯「入則孝」的時候
就是按照《孝經》的這個脈絡來指導我們一條一條怎麼樣圓滿落實
孝道。所以可見得古人的學養都是有本有源，他不是自己杜撰的。
我們很佩服李夫子這樣的一個眼光，為什麼？因為從頭到尾，我們
如果按照這個脈絡去做，一條都不會漏掉。換句話說，我們早上講
的「餘力學文」，學文的目的在哪裡？學文的目的在圓滿孝道。沒
有學文，我們空憑一個孝心，能不能把孝道做得很圓滿？未必。因
為我們有心，可是不明理，可能在無形當中虧了孝道我們自己都不
知道。所以餘力學文告訴我們的是，學問的寄託是在於經典。而經
典是死的，需要人把它演出來，所以我們要依靠老師。所以我們叫
「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親仁就是表師承，而餘力學文就是學問
的依據，那就是經典。這兩者合起來，我們學問就有落實處了，落
實在哪裡？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就落實在這裡。所
以為什麼叫餘力？告訴我們，學必須要有根本，無本之學不可取。
這我們前面強調過了。我們看過脈絡之後，我們回頭過來，我們一
條一條來學習。第一句：
　　【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須敬聽。父母
責，須順承。】
　　這一個大的方向講的就是居則致其敬，講的是這個。所以只要
我們守住了那一個「敬」字，這幾句話它的綱領我們就守住了。為
什麼『父母呼』我們會應？因為恭敬。所以李夫子在這裡只是提出
了兩條，第一條，我們看「科會」，第一條叫「服勤」，第二條叫
「承訓」。服勤跟承訓就是，服勤當然就是幫父母代勞，「有事，



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當然這個是指對老師的，對父母
亦復如是，對老師的恭敬和對父母的恭敬沒有兩樣。可是「曾是以
為孝乎」，孔老夫子說，如果拿對老師的恭敬來對父母，這個孝道
夠不夠？不夠。為什麼不夠？差在哪裡？差在親情。對老師，因為
老師沒有血緣關係，所以那個恭敬是全然的恭敬，「有事，弟子服
其勞；有酒食，先生饌」，可是對父母還要再加上親情，這個重要
。但是如果從長養慧命的角度來看，事實上老師的恩德超過父母。
可是中國人講禮，因為父母跟我們有血緣關係，而且在我們沒有辦
法自理，就是零歲到三歲無法自理的時候，父母全身心的照顧我們
，這個恩德是第一大的恩德，所以父母之喪必須三年，以報父母這
個恩德。父母之喪有喪服，可是老師之喪沒有喪服，一樣是三年，
可是無服，沒有喪服，叫心喪三年，父母之喪是服喪三年。
　　這個清楚之後，我們就知道服勤跟承訓這個是必要的，這兩條
就是我們講孝順。孝表現在哪裡？表現在順，而順就講了兩條，第
一條是服勤，第二條是承訓，就講這兩條。其實事實上不只包括這
兩條，只要掌握到恭敬，敬這一條的綱領原則，我們就曉得不只這
兩條，那太多太多了。什麼是敬？居則致其敬，誰敬？兒子要敬，
兒女要敬。很多人說，我很恭敬，我非常的恭敬，到底恭敬是什麼
，它有沒有標準？有標準。恭敬表現出來的行為就是讓，無所不讓
。
　　在周朝開國之前，有一個故事就是泰伯讓國的故事。大家知道
，周朝的天下是我們歷史上最長的一個朝代。而這麼長的朝代，我
們現在研究歷史，我們不得不把它拿出來做研究。為什麼？因為沒
有一個朝代這麼長的。我們現在來講，沒有一家公司開超過八百年
的，沒有。為什麼沒有？因為不懂得原理原則。周朝的天下八百年
的歷史怎麼來的？以現在的教育來講，我們都認為是爭來的。可是



末學告訴大家，周朝的天下不但不是爭來的，它是讓來的。所以爭
不到，讓才能夠讓出長久的天下。
　　在還沒有建國之前，周朝還沒建國之前，它是一個西方的小諸
侯，一個很小的諸侯。它的始祖叫古公亶父，因為夷狄常常侵略他
們的住所來掠奪食物、掠奪財寶，所以古公亶父決定把那個地方，
那麼肥沃的土地讓給夷狄，他自己搬走，搬到比較貧瘠的土地，岐
山之下。什麼時候搬走？因為怕人民不讓他走，他是一個仁君，他
們舉家半夜遷走，我們就說逃走，像逃走一樣逃掉了。他跟他的人
民，人民跟他講說，沒關係，我挺你，你跟他打仗沒有關係。他說
，做一個君主，我怎麼能夠讓我的子民因為我的地位而失去了父親
，而失去了兄長？他說這個我做不到。所以他逃走了。結果一早上
起來，人民看到古公亶父逃走了，所有的人民都扶老攜幼的跟著他
一起走，追上他，大家願意跟他一起吃苦。到了岐山底下，他們開
始建立新的家園。
　　古公生了三個兒子，這三個兒子，你看這樣的一個心行生出來
的兒子會差嗎？三個都是聖人，老大叫泰伯，老二叫仲雍，老三叫
季歷。而依照當時的儲君的規矩，那是嫡長子繼承他國君的位子。
可是就在這三個孩子都成家之後，季歷生了他的長子，這個長子，
這是第三個孩子的長子出生了，就是我們後來的文王，我們叫姬昌
，文王。這個文王一出生，古公去看這個孫子，他一不經意的就講
出了一句話，他說以後興我周家的大概就是這個孩子。我們看歷史
，講老實話我們要會看。古公亶父怎麼知道？這個不容易，一個孩
子才剛出生而已，古公亶父他就預言，將來興我周家的就是這個孩
子。古公亶父有沒有預言錯誤？沒有，我們看到後來的歷史，確實
興周家的就是文王。他怎麼知道？我們怎麼不知道？你看這就是研
究經典的意趣，這叫見地，這叫智慧。你看學習經典就學這個，這



個沒辦法教，「向上一著，千聖不傳」，這沒辦法教的。
　　所以誰聽到了？這個話泰伯聽到了。泰伯就在想，大家能夠看
到『父母呼，應勿緩』，我們就能夠知道泰伯心裡在想什麼。你看
將來興我周家的就是這個孫子，泰伯在想什麼？如果我繼承了王位
，這個孫子能繼位嗎？就不行了，繼承王位就是我的長子了，他就
不可能繼位了。而他不可能繼位，周家可能就不能興盛。所以父親
的這一句話，聽在泰伯的耳裡，他聽懂了沒有？他聽懂了。你看父
母有沒有呼？父母沒有呼，泰伯應了，這了不起。你看，古公亶父
跟泰伯父子之間這個默契就形成了。什麼默契？讓國的默契就形成
了，這句話就形成了。父親沒有暗示他，也沒有明示他，結果泰伯
他就知道了。趁著父親生病的時候，他告訴父親，我要去採藥了，
「出必告，返必面」，告訴父親，我要到江南去採藥。父親答應了
，為什麼？父子之間有默契，心照不宣，老大就走了。
　　老大走了，我們要注意，老二難道是書呆子嗎？老二說，老大
走了，這個王位落在誰身上？那不是落在我身上了嗎？老二也走了
，「出必告，返必面」，跟父王稟報，我陪哥哥去採藥了。古公亶
父點頭，去吧。兄弟兩個人就去了。老三難道是書呆子嗎？老三為
什麼不走？老三不能走，因為古公就三個孩子，老三要留下來怎麼
樣？侍奉父親。你看這一招高，沒有理由，你老三不能走。老三就
被留下來了。老三心裡怎麼樣？老三心裡明白，可是有苦難言。
　　到了古公亶父病危的時候，他就告訴季歷，他說把你兩個哥哥
找回來，找回來做什麼？奔喪。大家曉得，父子有默契的，找回來
他還是要讓國。怎麼讓？確實發喪了，兩個哥哥回來了，回來之後
一看，這兩個哥哥斷髮紋身。什麼叫斷髮紋身？江南一帶我們叫蠻
夷之地，文明沒有開發的地方，沒有開發的地方我們就叫野蠻之處
，他的衣著，他的整個打扮，跟文明的地方不一樣。我們中原是什



麼？把頭髮束起來，他那邊是什麼？剪短頭髮，斷髮就是剪短頭髮
，他不是把頭髮束起來，所以披頭散髮。紋身就是在身體上、在臉
上有紋身的這些花紋。就像我們高山族原住民他們也有這種黥面人
這樣的一種風俗，這在古代都有。但是就中原的角度來講，只有什
麼人才紋身？罪犯。在五刑當中有一個墨刑，這個就是紋身，在臉
上刺字。
　　結果回來之後，三弟就告訴大哥說，大哥，我一定要讓你繼位
。大哥說我不能再繼位了。為什麼？因為我斷髮紋身。那你說你為
什麼要斷髮紋身？這不是我願意的，這是我到了江南一帶，發現什
麼？那裡的人需要教化，如果我是用一個中原人的打扮，文明人的
打扮，他無法接受，我要現同類身，他才能接受。就像我們看到新
加坡的一個慈善家，許哲女士，她一百多歲了，記者在採訪她的時
候，她穿的那個衣服破破爛爛的。記者說，妳這個衣服怎麼這麼破
？她說我是從垃圾堆撿來的。為什麼妳穿這麼破的衣服？許哲女士
就說了，她說我如果沒有穿得這麼的破，被我服務的那些人都是窮
人，他們無法接受。我穿著西裝，打著領帶，我穿著高級布料的衣
服我去服務他們，他們無法接受，這樣對他們不敬。你看這個是仁
者的思想。泰伯就是本著這個思想，他現同類身，我沒有比你更高
，在同事的過程當中，把好的、文明的思想，就是我們現在講的這
個孝悌忠信的思想，傳播到夷狄的這個地方去。所以我一定要斷髮
紋身。
　　所以你看這個理由好不好？太好了，找不到破綻。為什麼不讓
人家找到破綻？這就是仁者之心。你看他讓國讓得一點痕跡都沒有
。讓國，在古公，就是他爸爸的立場上，能不能講？不能講。為什
麼？因為這是祖制，這是祖先的遺制。再來對他的三弟來講，三弟
心裡難受。你看，他們都是聖人，平白無故我得到這個天下，難受



，他不願意。這個天下是哥哥的，我怎麼能平白無故的拿到手？所
以哥哥讓弟弟怎麼樣？心裡一點罣礙都沒有，讓爸爸一點罣礙都沒
有，孝道。你看他讓國讓得這麼樣的自然，而且歷史上一句話都沒
有記載，為什麼一句話都沒有記載？講老實話，這個就是我們的學
處，一般我們對人家好，我們要付出，我們總希望別人記住我們，
有沒有？所以送人家一個禮物，還要跟人家叮嚀一下，這是我上次
出國專門給你帶回來的，人情。可是泰伯讓國，歷史卻一點記載都
沒有，為什麼？他沒掛在嘴裡，他什麼話都沒講，讓得一點痕跡都
沒有，讓人家不著痕跡，了不起。在爸爸的心裡面，你看沒有負擔
，在弟弟的心裡面也沒負擔。
　　末學告訴大家，我們讀到這些故事，真講老實話，才知道什麼
叫孝道。我們今天讓父母心裡有一點點的罣礙，我們都是不敬，那
個敬不夠。為什麼會讓父母心裡有負擔？我們智慧還是不夠。你看
泰伯這個智慧，還有古公亶父的智慧，你看對這個兒子他有信心，
兩個怎麼樣？心心相印，這叫父子關係。我們看看，這個在周朝，
可以想而知，周朝的開國是這樣開國的，你看看難怪它八百年，這
個叫家和萬事興，他一家和，你看一國就和了。一家讓，一國興讓
。可是反過來，一人貪戾，一國作亂。這個都是在指導我們如何來
經營一個家庭，經營一個團體，這個是教育的開始。所以這裡我們
看到泰伯採藥，就能夠知道什麼叫「父母呼，應勿緩」，我們就了
解，什麼叫『父母命，行勿懶』，我們就清楚了。所以這個敬意不
是掛在嘴邊的，而是他能夠做到無所不讓，沒有爭執的。所以我們
後面「出則弟」會看到一句話叫做「兄弟睦，孝在中」，從泰伯這
裡我們統統都看到了，他的孝道、他的悌道做到了圓滿，非常的圓
滿。所以這個敬，泰伯無愧於這個敬字。這個是我們的學處。
　　再往下，『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這也是講敬



。但是我們要思考，我們這個敬是在表皮上的敬，還是在內心真正
的恭敬。在古代有一個人叫做俞麟，這個俞先生他是文昌社的一個
社員，同是這個文昌社的社員裡面還有一個人叫做王用予，他們都
是讀書人。讀書人過去都會結文昌社，做什麼？諸惡莫作，眾善奉
行，在鄉裡面造橋鋪路，再教導大家惜愛字紙，就講這些東西。讀
書人他明理，他要做起社會的榜樣，所以過去文昌社很多。這個王
用予先生因為他事奉帝君非常的謹慎，怎麼樣謹慎？我們講依教奉
行，對於帝君的教誨沒有打折扣，非常的謹慎。結果有一天，他就
夢到帝君來給他托夢，告訴他，你因為德行非常的謹慎，所以來年
你在考試的時候你一定會高中國家的考試，來跟他先預告。
　　王用予先生他受到帝君這樣的一個托夢，他就很好奇，他就問
說，因為他跟這個俞先生交往甚密，兩個人交情非常的好，他就問
說我們同社的這位俞麟，俞先生，他來年成績如何？帝君就講，他
說這個俞麟他因為侍奉父母用腹誹法，這腹是肚子那個腹，腹部的
腹，誹是誹謗的誹，一個言字旁再一個非，腹誹法，所以他的功名
已經被革除了。王用予先生以前沒聽過什麼叫腹誹法，他就很好奇
的問帝君什麼叫做腹誹？帝君就告訴王先生說，腹誹就是俞先生他
在侍奉父母的時候，表面上父母教他敬聽，父母責他也順承，表面
上都是非常的服從父母，非常的聽父母的話，可是他的肚子裡面，
腹，他肚子裡面有抵觸，肚子裡面有誹謗，肚子裡面有不高興，所
以那叫腹誹。所以你看他表面上看起來人家總覺得這個俞先生是一
個好人，是一個孝順的人，沒想到他的敬意怎麼樣？十分的不足，
沒有恭敬心。換句話說，他只是做表面功夫，給別人怎麼樣？稱讚
他是好人，這個敬不是真的。所以上天已經革去他的功名了。果然
這個俞先生終身不第，沒有考上科舉。從這個故事我們就了解到什
麼叫做承訓，還是在那個敬意，完全的恭敬。所以這一條是總綱領



，是一切孝行的總綱領。
　　下面講到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
，統統都是從這一條怎麼樣？發展出來的。所以教導孩子恭敬十分
的要緊。我們現在怎麼教敬？很重要，我們早上講，第一個夫妻配
合，第二個親師配合。你看夫妻怎麼配合？夫妻之間互相讚歎，不
要爭執。因為我們說到，敬的表現就是讓。而讓，我們用現在的話
來講，大家容易明白，叫做心裡真的有對方。一個人心裡有對方，
他展現出來的就是什麼？禮讓，無所不讓。就是我們說到的什麼？
所以夫妻之間無所不讓。這個禮讓，心裡真的有別人，真的把對方
放在心裡面，他一定做到我們孔老夫子說的恕道，「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他一定能做到什麼？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因為他心裡
真的有別人，真的把別人放在心裡；換句話說，他不是以自我為中
心。我們就了解到，確實如果從這個標準來看的話，現代教育確實
它的方向值得我們去深思。有很多的教育理念都是從自我為中心出
發來學習的，而這樣的教育沒有辦法教恭敬，他心裡只有自己的時
候，他完全不會想到對方。這個重要。所以夫妻之間能做到完全的
把對方放在心裡，他互相的恭敬，這一點孩子就能學到。
　　我們也要看到社會的現實來思考這個問題。現在確實整個社會
的狀況，離婚率很高，怎麼教敬？可以教。夫妻兩個人可能沒有學
傳統文化之前，有任何的紛爭而因此分開。學了傳統文化之後怎麼
辦？怎麼教敬？末學遇到這樣的個案，末學都建議他們在孩子面前
不要數落對方的不是。過去就讓它譬如昨日死，明日種種譬如明日
生，過去就讓它過去了。在孩子的面前還是維護對方的尊嚴，不要
批評對方；換句話說，不要找對方的毛病，找對方的優點，這就對
了。有一個婦女告訴末學說，他真的對我們加害、暴力。末學就說
了，沒有錯，善惡你要讓孩子能分辨，可是不要產生對立，這就對



了，不要產生對立。這是一個總原則，真正把對立從我們內心當中
消除，這個就是恭敬。沒有從這裡學，其實對孩子來講是一大損失
。過去我們確實聽到，過去的家長了不起，了不起在哪裡？你看，
爸爸會跟孩子講，他說孩子，你這一生你可以不要孝順我，可是你
不能不孝順你媽，因為你媽為你付出這個這個、那個那個。媽媽會
跟這孩子講，孩子，你可以不要孝順我，但是你不能不孝順你爸。
你看互相的，夫妻之間互相的尊敬對方，這個是教導敬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麼？父親教導孩子恭敬老師，這個是我們老教授給
我們的，從他小時候的經驗說到。你看求學的第一天，爸爸帶著孩
子到私塾裡面去拜師。首先準備好禮物，在大成至聖先師面前，老
師先帶著家長和學生先向夫子行三跪九叩禮。行完了之後，再把老
師請到台上，爸爸在前面，帶著孩子跟老師行三跪九叩禮，把禮物
奉上。老人家就講到，這一個表演，讓一個孩子這一生對老師的恭
敬心牢牢的紮在心裡面一輩子，不管在這個世界遇到什麼樣的大風
大浪，什麼樣的誘惑，人生的誘惑，這一輩子這個恭敬心沒有改變
。所謂一分誠敬得一分學問的利益，十分誠敬得十分學問的利益。
要不要去盯他說你要去讀書，明天要考試了？不用。他的恭敬心紮
下去了，他自己能夠在百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了不起。
　　我跟很多家長在交流的時候，末學都跟他們說到，我說教導孩
子恭敬老師，這個是您給孩子最寶貴的無形資產。有一位副校長，
這個是在馬來西亞，他跟末學在交流學校狀況的時候，就曾經跟末
學說過這樣的一個案例，其實這個案例太多了。他就說，經常現在
的家長動不動就帶著孩子來學校要跟老師討回公道，為什麼？因為
老師也許是體罰了孩子，也許是責備了孩子，家長不能接受。所以
有一次就鬧得很嚴重，他身為副校長，他親自當著孩子的面跟家長
賠禮道歉。末學就很感慨，告訴這位副校長，我說他這個賠禮道歉



所得到的，我們所謂的尊嚴，比起他孩子一生所失去的，不知道相
差幾千萬倍都不止。他的孩子這一生，你這個副校長這一個躬鞠下
去，孩子這一生的恭敬心就毀掉了，就被這個家長給毀了。而毀掉
一個孩子的恭敬心，你看他這一生怎麼樣？末學告訴大家，如果他
沒有特殊的因緣，他的法身慧命就斷了。能比我們一個面子還要重
要嗎？
　　所以這一個問題，我們不去深思，我們不能體會其中的重要性
。你看居則致其敬怎麼教？還是要從一個大原則，什麼大原則？這
個是末學看民國初年有一位大善人，叫做王鳳儀老先生，王善人的
《言行錄》，特別王善人告訴我們的一個口訣，他說「找好處」，
還有「認不是」。老人家說什麼？「找好處開了天堂路，認不是關
了地獄門。」天堂路怎麼開？找好處，找誰的好處？找任何人的好
處。先生就找太太的好處，太太找先生的好處。五倫關係，沒有一
個關係不能這樣子做，找好處天堂路就開了。再來，認不是，地獄
門就關上了。有什麼不是？誰的不是？我的不是。君子求諸己，小
人求諸人，那個求是什麼意思？就是責備的意思，君子遇到過失總
是責備自己。
　　我們不認識君子跟小人，看什麼就知道了？看他肯不肯吃虧就
知道了。肯吃虧，這個人必定是君子。到處都要佔便宜，小至什麼
？爭一口氣，這一口氣我嚥不下去；大至什麼都要爭，什麼都不肯
讓，這個一定是小人。這個很容易分辨的。凡是責備自己，不要求
別人的，這個我們要跟他學習。大家就了解到，「愚人爭理」，愚
人在爭什麼？爭道理；「賢人爭罪」，爭過失，爭罪過，確實不一
樣。所以這裡教恭敬特別從這兩條下手就能教。而展現在家庭裡面
，對父母親就是完全的順從，沒有什麼？沒有腹誹，就是剛剛我們
看到的，俞先生教導我們的，沒有腹誹。其實都是反面教育，正面



也是教育，反面也是教育，他都有功德。我們學習了之後，這些人
物統統都有功德。下面：
　　【冬則溫，夏則凊。】
　　這個已經進入到養則致其樂。我們從文法上來看，居則致其敬
是兒女要敬，養則致其樂誰樂？兒女要樂，這個文法很清楚。換句
話說，就是告訴我們，侍奉父母要帶著和顏悅色。父母有沒有和顏
悅色不要緊，我一定要和顏悅色。所以養則致其樂不是說一定要讓
父母和顏悅色，那不一定，因為因緣不同，可是我一定要和顏悅色
，養則致其樂是這個意思。第一條就是養父母之身。這裡只舉出一
條，就是『冬則溫，夏則凊』，就舉這一條。但是我們看，「冬則
溫，夏則凊」是講誰？是誰的典故？黃香，東漢的黃香，「江夏黃
香」，這是皇帝給他的封號，「舉世無雙」。為什麼無雙？因為他
九歲的時候母親過世了，他奉養父親，九歲就懂得冬天的時候幫父
親暖被，夏天的時候幫父親扇席，讓父親能夠睡得很好。難道他只
做到這一條嗎？決定不是。這一條只是什麼？他百行當中的代表而
已。我們要注意黃香那時候幾歲？九歲。我們三、四十歲看這個九
歲的，我們就起了什麼？起了慚愧之心。
　　為什麼李毓秀夫子在這裡只提到這一條？這一條就夠了，它包
括了。舉他的年齡，就包括了所有的年齡；舉他的事跡，就包括了
所有養父母的事跡。告訴我們這一條是最基本的，這太基本了。如
果連這一條我們都做不到，我們說要給父母什麼樣的山珍海味，蓋
什麼樣大的房子讓父母住，其實那都是空話。從哪裡做起？「冬則
溫，夏則凊」開始做起，只有九歲。所以黃香這一個故事就把養父
母之身所有的行為統統包含進去了。而且就兩句話告訴我們這是最
基本的，告訴我們現代人，不要認為我們把父母身體照顧好了我們
就是盡孝道了，還怎麼樣？還差得很遠。



　　所以我們古人講，這個是曾子在《大戴禮記》裡面告訴我們，
他說養父母，「養可能也，敬為難」。他說養父母每一個人都做得
到，可能做得到，有的人當然做不到，「養可能也，敬為難」，就
是要恭敬的去養父母就難了。再來，「敬可能也，安為難」，你很
恭敬的養父母可能做到，可是你要做到什麼？很安心，讓父母很安
心，你也很安心，什麼意思？沒有壓力，安為難，做不到。再來，
「安可能也，久為難」，就是你可以很安，可是怎樣？你持續多久
？再來，「久可能也，卒為難」，就是最後到了人生的盡頭還能夠
保持下去，這個太難了。可見得非常的不容易！我們這節課先講到
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