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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法師，諸位長輩，諸位學長們，大家早安！我們延續上一
次我們講到「謹」的最後面，上一次我們分享到：
　　【鬥鬧場。絕勿近。邪僻事。絕勿問。】
　　特別我們說明到，這個『鬥鬧場』，過去是在市集，在人多的
地方，現在即使是在鄉野、在深山裡頭，我們都有可能把全世界各
地的「鬥鬧場」藉由兩條線引到我們家裡，這個叫防不勝防。過去
把門關起來就與世隔絕，在很深山的地方干擾也比較少，但是現在
不一樣了。所以我們生長在現在這個社會，一定要有更高度的警覺
。換句話說，在「謹」這一條，我們分了六個大類的生活方方面面
要守禮、要謹慎的地方，從作息、儀表，還有飲食、衣服，乃至於
到容止威儀，還有待人處事接物，這幾個大類方方面面都能夠謹慎
，都能夠守禮。而在與人、事、物接觸的過程當中，第一個考慮到
的是修養自己，成就自己，第二個還要考慮到不能夠為外界所污染
，一方面是我們自己做好的樣子來影響社會大眾，另外一方面，不
能被外面壞的樣子給我們干擾，給我們造成污染，這就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這一條，「接物正則」，我們把它分做一個是修養自己，
一個是防止污染，這個脈絡我們給大家做參考。
　　在這裡再次的跟大家補充，這次我們所發的這個科會的資料，
這個是末學個人的心得體會，不是標準答案，大家一定要清楚，這
個不是標準答案，換句話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可以有各
種不同的分類方法。主要科會是讓我們便於學習，就是一篇文章這
麼長，我們怎麼學？所以首先你看，李夫子就按照《論語》的次第



，入則孝，出則弟，謹，信，愛眾，親仁，餘力學文，就分成七個
段落。你看，所以古人在寫文章或者是在講話，非常的注重次第。
這有兩個方面，第一個修養自己，我們前面講到要定。古人念念定
，臨終安得散亂；今人念念散亂，臨終安得正定？所以定的表現就
是次第。寫文章亦復如是。這是對於自己的。對於他人？有次第的
表達能夠讓人容易攝受，進而容易落實，換句話說，次第的彰顯能
夠讓我們在平常學習的時候容易落實，有章法。因此在接物正則這
裡末學是這樣分，但是是不是一定是這個樣子？不是的，每一個人
的看法角度不一樣，可能把它分類或者是歸納的方式都不同，所以
沒有一個標準的答案。我們看到古德在學習經教的過程當中，也都
是採取這樣子的一個方法，幫助自己學習，也幫助在講解的時候社
會大眾能夠比較抓住綱領。
　　下來就是「待人箴規」，有接物當然就有待人。日常生活當中
不外就是處事待人接物，待人他這裡也是很綱領性的提出幾條，要
謹慎的態度。末學先念一遍：
　　【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人問誰。對以名。吾與
我。不分明。用人物。須明求。倘不問。即為偷。借人物。及時還
。後有急。借不難。】
　　這幾句話講的就是我們平常在跟人接觸的時候，有哪幾個態度
是比較需要謹慎的。我們這幾天這樣講下來就發現到，李夫子在寫
《弟子規》，他實際上就是把中國五千年的家規做集大成，把儒家
的思想融會在這一千零八十個字裡面。文章很短，要表達的意義很
深廣。所以我們一定要切記，不能只執著在這個文字，他這個文字
表達只是表達我們日常生活當中與人接觸萬境交集，這麼多境界現
前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抓住綱領。像『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
聲必揚』，這個雖然只是描述一個人要進門的時候先敲門，或者是



走入一個廳堂的時候，生怕在這個堂上的人會突然被我們嚇到，所
以必須要出一點聲音，讓裡頭的人有警戒，知道有人要進來。雖然
這一條講的是這個態度，但事實上我們就了解到，這個態度背後的
心態是什麼？要學那個心態。換句話說，那個心態我們具足了，不
管將來是在任何的場合，這個心態就能夠應用得上去，不一定是入
門的時候或者是上堂的時候，不一定的。所以末學這裡就想，接眾
要誠、要篤，這個篤就是厚道。我們為什麼進人家的門要先敲門？
厚道，讓人有所防備，讓人感覺到舒服、感覺到尊重。別人怎麼才
能感到尊重？誠懇，這個誠懇的態度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李夫子在
這裡雖然講這一條，但是我們就知道，我們學的時候學什麼？學真
誠、學誠懇，再來，學篤實、學厚道。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常常跟
大家分享的，這個禮，謹慎的態度就是禮的態度，自卑而尊人，把
自己放低，把別人抬高，把別人的地位抬高，不管自己是什麼身分
，對待下屬一樣的，自卑而尊人，慢慢的我們恭敬、真誠還有厚道
的心就提起來了。自卑而尊人的人他能把對方放在心裡，放在心目
當中，所以他能做到這個態度。
　　『人問誰，對以名，吾與我，不分明』，這個已經從內心的態
度表達出來他的言語，從他的言語當中表達出來。什麼態度？對應
恭謹，跟人家應對的時候非常的恭敬、非常的謹慎。那麼多的境界
，李夫子就用這一句話來做代表。人家問我們的時候，我要對答要
以自己的名字來對答，不是吾，不是我，人家遠遠叫我們，「你們
是誰？」「我」，我是誰？沒人曉得。所以為什麼態度不夠謹慎？
都來自於平常的訓練，我們對自己的要求，真誠心、還有恭敬心、
篤實的態度不夠。所以舉這一條，不能只是死在這一條，一定要把
它擴大，這個方方面面的態度我們就謹慎，言語就謹慎，這條是講
言語。



　　下面「慎意防過」，從意識再延伸到行為，從自己的意念頭上
面謹慎，謹慎到行為，防止過失的行為。我們看，『用人物，須明
求，倘不問，即為偷』，這個就是已經從意念上升到行為。這裡講
到的是戒不與取。與就是別人贈送給我們。什麼叫不與？就是別人
沒有說要給我們，而我們就怎麼樣？就拿了，那個取就是拿，人家
沒說給我們，我們就拿了，這是這一條。沒有說要給我們，而我們
自己取來，這個態度叫什麼？叫偷盜。他並沒有說價值多少，沒有
。譬如說我們臨時需要一張紙，我們看到別人桌上有一張紙，我們
就怎麼樣？就把它拿過來，然後我就開始用這張紙。雖然它的價值
很低，但是已經怎麼樣？已經不與取了，已經偷盜了。
　　這個古人態度都非常的謹慎，在元朝末年的時候有一個讀書人
叫許衡，許衡這個人他是非常有德行的人，因為朝代在末世的時候
是比較亂的，於是有戰爭，他們幾個讀書人就逃難。逃難的過程當
中有好幾天沒有吃東西，肚子很餓。結果到了一個，等於說是逃難
的時候有到這種沒有人的這種村莊裡面，就看到有一棵梨子樹，上
面結的果實結得很好，結果很多的人就上去，因為肚子餓，就摘了
很多的梨子下來就開始吃。可是吃的過程當中有人就發現許衡沒有
吃，就告訴他，你也吃一個。許衡說我不吃，這個是有人家種的，
我沒有問過人家，我怎麼能夠隨便吃？他說這個是無主之梨，無主
，他說這個梨是不屬於任何人的，因為現在亂世，大家逃難，哪還
有什麼屬於誰的不屬於誰的？他就說，梨無主，吾心豈無主哉？這
個梨沒有主，但是我的心還有主，我還可以做主。當我們看到這些
故事，都非常的佩服，為什麼？你看這些讀書人念念都做得了主。
我們就想想看我們做得了主嗎？我們看到好吃的，做得了主嗎？看
到財富現前，看到美色現前，我們做得了主嗎？他做得了主。你看
這是讀書給我們莫大的利益，它提醒我們，我們要做主，如果我們



不做主，我們心就隨著境轉動，人一生得不到自在。但是這一關很
不容易。就是因為難，所以我們需要薰習，需要修學，需要提醒，
需要觀照。這個是不與取。
　　所以我們接下來看，也是一個讀書人的故事，有一個讀書人叫
羅倫，他後來考上狀元，我們叫羅狀元。羅倫他也是有一次進京考
試的時候，他就帶了一個隨從一起進京考試，結果走到半路的時候
，發現自己的盤纏好像不太夠，就跟這個隨從說，我們盤纏不太夠
，我們可能要節儉一點。這個隨從就講，他說主人你不用擔心。他
說為什麼不用擔心？他說我在半路撿到了一枝金釵，這個金釵我們
把它典當了之後我們不就有錢了嗎？結果羅倫一聽到這個話，平常
人聽到這個就說賺到了，這個正好可以解決我們的困難，羅倫不然
，他立刻臉色變化，一驚，就說你這個是什麼時候撿的？這個僕人
看到主人的這個眼色，就不敢說謊，就說五天以前我在某某村的某
戶人家門口撿到的。他說我們回去，掉頭回去。這個隨從就說為什
麼要掉頭？離你進京趕考的時間已經很趕了，我們已經走了五天，
掉頭回去還得五天，再走到這裡，一來一回就是十天，離你考試的
時間，因為一般人都是提前進京，然後安頓下來之後，心情安定了
，進考場能夠比較好的發揮，就勸主人說，你的功名要緊。主人不
以為然，羅狀元心裡就只有想著，這一個丟這個釵子的人，他就在
想，擁有這個金釵的人家必然是大戶人家，而大戶人家一定用了很
多的奴僕，而這個奴僕一定在他不小心的時候把這個金釵給掉了，
如果這個奴僕掉了這個金釵，主人一定會追究責任，最後你看付不
出這麼龐大的金額，這個奴僕性命可能就會堪慮。
　　果不其然，他們回到這個村莊的時候，他們才曉得，就是後來
把這個金釵還回去的時候才曉得，原來在這個五天的過程當中，確
實這個奴婢她在侍奉這個女主人的時候，不小心這個金釵掉到了臉



盆，然後把臉盆那個水往外一潑的時候，連這一個金釵一起潑出去
了，掉到外頭去了，因為不曉得裡面有金釵，所以當然潑水的時候
也沒有注意，就把它潑出去了。主人就以為是這一個奴婢偷了這枝
金釵，所以對這個奴婢百般的責問、逼問，甚至於要把她送到官府
去問罪。這個奴婢本來就在想，今天晚上要上吊自殺，因為這筆錢
太大了，再找不到那我就一定要上吊，要不然我沒有拿性命來抵大
概也抵不上。再來，另外一頭，是這個男主人也責怪自己的妻子，
責怪自己的妻子，以為是這個妻子是不是拿去哪裡送給人或者是丟
掉了之類的，也責怪這個妻子。這個妻子也很委屈，也想要上吊。
你看一枝金釵關係著兩條的人命！
　　而羅狀元並不認為，你看過去我們的考試是三級的考試，秀才
、舉人，然後再來就是進士，秀才、舉人跟進士，這三級的考試。
一般三級的考試，每一年舉行一種，換句話說，每三年才會輪到一
次，今年考進士沒考上，還要怎麼樣？再等三年，它不是年年考的
。那大家就想到，十年寒窗等的就是什麼？一舉成名，等的就是這
個。可是羅倫完全沒有把功名放在心上，他只是想到什麼？不與取
，不可以不與取，即使是撿到的，這一定關係到人命。他回去之後
，沒想到把這個金釵送回去之後，救了兩條人命。大家想想看，兩
條人命比較重要還是中狀元比較重要？這個是需要，我們沒有讀聖
賢書不會做這樣的判斷，末學告訴大家，不會做這樣的判斷，讀了
聖賢書之後才懂得這樣的價值判斷，才懂。
　　各行各業其實現在都需要這樣的教育，為什麼？我們經常看到
現在有賣假貨的，食物當中摻妨礙人體健康的這些東西，我們就曉
得，這個就是沒有這樣的價值判斷。羅倫他做到了。結果進京趕考
他趕上時間了，但是時間非常的緊迫。而他中途不是盤纏快沒有了
嗎？他是寫字畫、賣字畫解決盤纏的問題，然後趕快進京考試，結



果一舉就中了狀元。我們看到他沒有損失，換句話說，他命裡有的
丟都丟不掉。你看一個人為了道義他願意犧牲自己，可是我們看到
他成就了。這個就是願意吃虧，不與取我們看到的兩個例子。
　　再來，『借人物，及時還，後有急，借不難』，這個是什麼？
「息妄守諾」，這是對人應該有的態度，跟人家借東西要不要借據
？不用借據。古人一句話就是借據，一諾千金。這個是我們古人一
個也是典故，這個是季布，季布一諾，古人就是說這個季布他一個
承諾，即使是一千兩黃金給他，他都不願意賣掉這個承諾，當然一
千兩黃金這是比喻，再多的錢，他不願意把這個承諾給賣掉，就是
一句承諾。這個我們看到很多，古人確實是這樣。我們現代還看到
，華人的社會看到。末學在廬江的時候遇到一個老人，這個老人他
把他的書，他小時候小學的書都保存得很好，小學的教科書，我們
去看他很歡喜。他小學的那個教科書末學真的覺得編得太好了，有
一本教科書是在教孩子怎麼寫信的，那整本都是寫信的。它怎麼編
排呢？它上面有畫圖案，插圖，因為給小朋友的，下面的信，我們
這樣翻開來，這一面是文言文，這一面是白話文，就是把那一封信
用文言文寫出來，然後另外一面用語體文，用我們的白話文寫出來
，非常的有深度。末學看了看都覺得很慚愧，這個我們現在博士班
的學生寫不出來，可是是當時，這個老人六、七十年前學的，小學
學的就是這個。我們現在大幅度的程度都退化了，教科書確實也是
一個關鍵，編教科書很重要。
　　看到這個教科書我們很歡喜，於是想跟這個老人借出來影印，
把它印下來，我們也想要保存一份。他就告訴我們，他說這個很寶
貴，現在已經都絕版了，可能市面上你要找也都很難找到。我們看
到老人這麼樣的珍惜這個書，我們就想給老人安心，於是我們就講
，要不然這樣子，老伯伯，我們給你寫一張借據，我們印完之後我



們儘快就拿來還。沒想到這個老伯伯一聽到借據這兩個字他就生氣
了，他說你把我看成什麼人，我借你們東西還要借據？你看我們侮
辱了人家，一不小心，我們不懂得禮，就侮辱了人家。這一輩的人
確實一諾還是千金的，為什麼？小時候受過這種教育。
　　借人物如果沒有還，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末學告訴大家，
絕對有影響。古時候有一個人叫張元，這個張元養了一頭驢，這頭
驢脾氣非常的拗，怎麼說？所有的人接近牠，牠一定會踢人。你知
道有些驢子踢人踢得可嚴重，脾氣很拗的一頭驢子，誰騎牠，牠都
把人家摔到地上，一騎上去就把人家摔到地上，是這樣的一頭驢，
張元家的驢。可是張元的家人，大大小小的家人騎牠的時候牠都非
常的溫馴，驢子非常的溫馴，牠會認人。可是有一天，說也奇怪，
張元家來了一個客人，姓楊，這個楊姓的客人，因為聽說這個驢子
脾氣很拗，他就想說我來試試看，他不信邪，試試看，來騎騎看。
沒想到這個楊姓的這個朋友一騎到這個驢子上的時候，說也奇怪，
這個驢子很乖，很溫馴，而且還載著這個楊姓的友人騎了二百八十
里的路，很遠，二百八十里很遠，就騎去了。到了目的地的時候已
經天黑了，這個楊姓友人他就找了一個旅館，跟這個張元父子就投
宿在這個旅館裡面。睡覺的時候，那天晚上就做了一個夢，夢到一
個黑衣人來找這個楊姓的友人，跟他講說，楊先生，明天拜託你再
騎二十里。他說為什麼？他說因為我上一輩子欠你三百錢，就像我
們現在講三百塊錢，欠你三百塊錢，一里路用一塊錢來折抵，你今
天騎了二百八十里，我還欠你二十塊，如果現在你不騎我的話我就
還不了，那這筆帳永遠都在，都記著，所以拜託你明天再騎二十里
。這個楊某就覺得奇怪，沒遇到這種事，醒來的時候就看看這個驢
子，確實，好像這個顏色很像昨天夢到的這個人穿的這個衣服的顏
色，索性也就相信了。他在夢裡面還問他，問他一個什麼？問說你



欠張家多少？這個驢子就告訴這個楊姓友人說，不可說，不可說，
我欠張家太多太多了！所以你看張家的大大小小騎牠都沒事。
　　結果隔天早上他就依照這個驢子的這個請求他就去騎了，果不
其然，到了正好二十里的地方，這個驢子獸性大發，就把這個楊姓
友人給摔出去，正好二十里。可是距離他要到的目的地還有十里路
，怎麼辦？於是這個楊姓友人就拜託這個驢子，他說拜託你，因為
我還有十里路，你要讓我自己走路那也很久，要不然這樣子，我用
十錢，就是十塊錢，買草料餵你，就很誠懇的跟牠商量，你讓我再
騎十里路，好不好？說也奇怪，這個驢子居然答應了，他就買了十
錢的草料給這個驢子，吃完之後，他又騎了十里路。大家就要了解
到，借人物，及時還，否則後來要不要還？末學告訴大家，賴不掉
的。
　　所以我們有這個謹慎的態度，你看我們怎麼？我們不欠人家。
那我們欠人家的呢？這一生要怎麼樣？要乾脆一點，還的時候要還
乾脆一點。所以我們東西掉了要不要報警？要不要去登記，去做案
子的登記？不用了，就了掉一筆，了了！真的，無債一身輕。別人
欠我們的呢？不要了，我們一筆勾消，為什麼？如果我們還要他還
的話，那我們還要再來跟他糾纏不清，因為還來還去總不能還到公
平，很難找到像那頭驢子那麼清醒的，很難，總是有時候，要人家
還，我們給人家要就多要了一點，將來那一點還要再來還，扯不清
，來來回回扯不清。這個事情不要再幹了。所以這一條，我們就要
待人處事接物絕不佔人便宜，絕對沒有一個佔人便宜的念頭，這個
態度就是謹慎。我們「謹」就講到這裡，下面我們進到「信」篇。
　　這個「信」在《弟子規》裡面相當重要，為什麼說重要？因為
口為禍福之門，這是一個層次，另一個層次，更深了，李夫子在這
個信篇特別用大概超過一半的篇幅來告訴我們，信不僅僅是言語，



因為言為心聲，言語是心的聲音。為什麼言語會謹慎？因為內心明
白，因為內心覺悟。大家就知道了，根源在哪裡？在我們自性的覺
迷。人為什麼說話傷害人？為什麼說話顛三倒四？因為內心迷惑顛
倒，智慧不開。所以這個信在這裡就分成兩個層次，丁二是「啟信
明德」，用兩個來說明，戊一是「善言養德」，最重要是那個德，
由善言來養德，戊二是「信道修德」。這個脈絡很重要，一個是由
外而內，你看言語是展現在外的，言語謹慎自然道德就修養，我們
由迷入覺就走這一條路線，這個是從枝末上下手。從根本上下手，
我們叫直截了當，叫做信道修德，直接就從根本下手。就像把一棵
毒樹砍掉，不是從葉子開始摘，不是的，直斷其根，從根本上去，
這個是信道修德。它分成這兩個層次，我們先講淺顯的，容易明白
的。
　　【凡出言。信為先。詐與妄。奚可焉。話說多。不如少。惟其
是。勿佞巧。奸巧語。穢污詞。市井氣。切戒之。見未真。勿輕言
。知未的。勿輕傳。】
　　我們先看到這裡。這四個段落，這四段話講的就是四種言語的
態度，守住這四種言語的態度我們稱它為信。大家注意，這個信是
一個會意字，旁邊一個「人」，左邊一個「人」，右邊一個「言」
，我們講人言為信。用現在的白話文來講，叫做人話，信是什麼？
這個人講的是人話。換句話說，如果違背了這四條，這個人講的是
不是人話？不是人話，很多人講「這個人不講人話」，那這個人講
什麼話？講鬼話，鬼話連篇。他既然講鬼話，那他能算人嗎？所以
你看信這一個字，一看到這個字我們就提起高度的警覺，為什麼？
因為我們還想當人，不要不把自己當人看，那確實對自己是很大的
侮辱。所以他守住這四條。
　　第一條戒妄語，『信為先』，不是騙為先，『詐與妄，奚可焉



』，戒妄語，他不願意說騙人的話，不願意說這個話。所以我們看
，司馬溫公曾經說到，他說我一生沒有什麼超過別人的，沒有，如
果說你說我一生有什麼過人之處，他說沒有，但是有一條，沒有愧
對自己，就是我盡這一生所做的任何事情，沒有不可以對別人說的
，我沒有辜負過任何人。這個是很重要的。所以他的學生就請教司
馬溫公，他的學生劉安世請教司馬光先生，他就講，他說我們人一
生要修養德行要從哪裡開始做起？司馬溫公就告訴他，從不妄語開
始做，從不妄語這一條開始守，一個人的德行就開始慢慢增長，這
個也是很重要的一條。
　　第二條『話說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這個告訴我們
，說話不在多，話不在多，在什麼？在於利益聽話的人，在利益交
談的對方，在利益他，不在多。再來下面，「惟其是，勿佞巧」，
告訴我們什麼呢？要就事論事，不在說話多麼的動聽，多麼的美妙
，不在這裡，換句話說，就是真誠，不是耍嘴皮子，不是講求言語
的美麗、言辭的豐富，不是這個，不是的。所以這裡上面寫「戒綺
語」，這個綺是什麼？其實這個綺，我們知道這個布，比較貴重的
布它繡的這個花邊都很漂亮，那個花邊就是這個綺，這個綺就是花
邊，就是那個很好的布料的花邊。所以綺語就是指的花言巧語，就
是我們孔老夫子說的巧言，巧言利口，指的就是這個，把話說得天
花亂墜。那問題來了，話說得天花亂墜好不好？不一定，為什麼？
其實如果這個人他是講利益眾生的言語，那綺語也沒有關係。可是
往往講綺語的人不是這個存心，佞巧的人不是這個存心，他是什麼
存心？他是採取欺騙或者是蒙蔽，或者是要操控別人的這個動機，
都有這些動機存在，想要騙取別人的稱讚還有名利，都有這些動機
。換句話說，我們學這一句話一定還是要從根本裡面去學，再問我
們自己，有沒有欺騙別人的動機，從這裡學。如果我們是一片真誠



，那麼還要注重我們的什麼？修辭，為什麼？希望別人在聽我們這
一片真誠之語的時候也能夠不要產生誤解，這就不是綺語了。所以
這一條很重要。但是我們現在社會上很容易犯這一條，怎麼說？我
們打開電視，很多綜藝節目就犯了這一條，這個我們要遠離。
　　「話說多，不如少」也給我們一個啟示，就是一個人寡言很重
要。《易經》裡面告訴我們，「吉人之辭寡」，吉人，就是那個吉
祥的吉，這個人很吉祥，什麼意思？這個人事業成功、家庭美滿、
身體健康，這個人吉祥。吉祥的人他的特徵是什麼？寡言，吉人之
辭寡，他的詞彙、他的言語很少。「躁人之辭多」，浮躁的人他表
現出來的就是什麼？言語很多，一刻都靜不下來，東家長、西家短
。我們從他的言語當中就觀察到他內心的狀態是什麼狀態？浮躁不
安，像熾盛的猛火一樣燒個不停，這個從他的言語就看出來。所以
古人也說到，他說「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水到了平地的時候它
就不流動，水會流動一定是這個地不平。換句話說，人為什麼會想
講話？心不平，不平則鳴。可是心不平，末學告訴大家，對自己傷
害很大。中國人的學問修養，修養什麼？心平氣和，修養這個，這
是中國的學問，我們要牢牢的記住這個核心。《中庸》裡面講，「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這個是修行的
綱領。換句話說，七情，一般人放縱七情是走迷惑顛倒的路線，修
道人他七情要把它做什麼？做調和。中節，什麼叫做中節？就是七
情五欲發出來的時候不過度，最好不發，但是要發要能夠知道中節
，中什麼節？禮節，中禮節，節度，有節度。修養到了某一個階段
的時候，展現出來的就是心平氣和，那就是「話說多，不如少」。
　　下一句，『奸巧語，穢污詞，市井氣，切戒之』，這個是戒惡
口，話不能夠粗暴，我們現在講的言語暴力，不可以，不要從言語
當中去傷害別人，從言語當中想佔對方的便宜，這個都傷害自己的



德行，傷德了。
　　再來，『見未真，勿輕言，知未的，勿輕傳』，這個是戒兩舌
。什麼叫兩舌？不是說這個舌頭有兩個，不是的，這兩舌的意思就
是說，我們講挑撥離間，在甲這一個地方講一種話，在乙那個地方
又講另外一種話。目的在哪裡？目的在讓甲跟乙兩個人的感情受到
影響，分裂他們的情感，中傷他們的情感，這個是兩舌，挑撥離間
。大家要了解到，這一個現象也經常的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存在，存
在在我們生活當中。
　　這四種言語的過失都傷害我們的德行，嚴重傷害我們的德行。
所謂「禍從口出」，為什麼口會出禍？口不但會出禍，而且會挑起
戰爭、爭端，為什麼？因為犯這四種過失。沒有這四種過失這個口
講出來的話，我們說口吐蓮花，他吐出來的就是蓮花，為什麼？遠
離這四種過失。所以大家就知道，這四種過失嚴重，十分的嚴重。
怎麼做到能夠把這四種過失降低？寡言，總一句話，從寡言下手。
當然我們下面講到「信道修德」，那個是更深層次的，從我們內心
的起心動念就把虛妄的那一念給止住，這個是更深層次的，但是如
果我們要開始修養這四條的時候，唯一的一個好辦法就是少說話，
甚至於可以採取止語。在修行的道場我們可以發一個牌子掛在身上
，「止語」，就學止語，這個有莫大的好處。
　　這四種言語通常人為什麼會犯？因為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為
了傷害別人取得自己的利益，這個是他的目的。因此我們如果能夠
時時刻刻的把別人放在心裡，時時刻刻的提醒自己損己利人，也能
夠克服或者是降低這四種言語的過失所帶給我們的傷害。我們這一
節課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