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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尊敬的諸位長輩，諸位學長們，大家午安！
我們翻開《弟子規》科會，在上一節課我們講到「善兄舉要」，這
是「出則弟」的前半段，這裡我們看到其實李毓秀夫子用一千零八
十個字要把中國文化的精華濃縮在這裡面，所以他老人家所寫的都
是原則性的問題，就是一個原則。前面講到「伯友仲恭」，這個伯
指的是哥哥，這個仲指的是弟弟，哥哥要友愛，弟弟要恭敬。伯友
仲恭舉出了兩條，就是輕財和息爭，第一個是對財物的看淡，把財
物看淡。我們要知道財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這每一個人都會講，
可是遇到的時候都會有爭的念頭，這個爭的念頭就造成了破壞兄弟
情感的根源。所以這裡舉的這兩條，一個是財物、一個是言語，這
兩個是我們在家庭當中特別要關照的，換句話說，培養孩子的價值
觀非常的重要。我們讓孩子求學，一個很重要的出發點，一定要從
小就灌輸孩子，讀書是為了明理，不僅僅只是為了謀生而已。現在
的教育變得非常的狹隘，好像讀書就一定是跟將來就業賺多少錢要
聯繫得上關係，這太狹隘了，這樣的價值觀反而把孩子的路給堵死
了。原本一個人學一個技能目的是在於服務社會大眾，為什麼我們
要有一技之長？服務社會大眾。服務社會大眾講求的是什麼？是付
出，而不是獲得。
　　所以我們現在的人物質生活愈來愈豐富，為什麼憂鬱症愈來愈
多，精神疾病愈來愈多，自殺率愈來愈高？因為把人生的方向給弄
顛倒了，人生是服務，而不是講求利益交換。我們在過去學習蔡老
師講的四十集「細講弟子規」，蔡老師在課程裡面講到，家庭不是



講求利益交換的地方。我們很多同仁一起共修共學的時候，末學就
會問大家：請問，哪裡是講求利益交換的地方？家庭不是講利益交
換的地方，哪裡是？大家就想，沒有，沒有一個地方是講求利益交
換的地方，確實沒有。只要我們有一個利益交換的念頭，我們就不
快樂。
　　末學跟大家報告，因為我們跟很多的企業家朋友經常交流，末
學就提出一個問題，大家知道為什麼我們現在賺這麼多錢還這麼痛
苦嗎？我說，企業家痛苦的根源來自於哪裡？很多人想了很久，我
就告訴大家，就末學的體會，粗淺的體會是，企業家的痛苦來自於
他對他的服務標價。他的服務只要標上一個價格，他的痛苦就從裡
面產生，服務是無價的，服務沒有價格，服務只有什麼？只有價值
，當我們認識了這個服務的價值，我們就不在意它的價格。換句話
說，我們很在意它的價格，那個時候我們完全沒有看到服務的價值
。當一個人服務沒有任何價值的時候，他的痛苦就出來了。大家想
一想有沒有道理？你看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他真正能夠體現出
他活著的意義跟目標的就是他的價值，而不是他的價格。我們現在
把方向搞顛倒了，而且搞狹隘了。當我們自己體驗了人生的價值，
不在乎我們的價格的時候，請問難道我們真的會餓死嗎？我們的金
錢會少嗎？物質生活會匱乏嗎？不見得，不見得。
　　所以當我們都是這樣在灌輸孩子、引導孩子這樣的觀念的時候
，財物輕，那個態度就紮下去了，不需要去教他不要去爭，因為不
爭那個念頭是在實際生活的過程當中，我們父母真的放下跟一切人
的對立，要把那個東西放下。首先要把夫妻之間的對立給放下，因
為其實孩子學爭執，第一個最顯著的目標就是夫妻，就是爸爸媽媽
的表率。一般來說，一個和睦的家庭，孩子都是比較溫和，但是這
不一定。我們今天雖然講儒，但是我們知道儒釋道三家都有這樣的



說法，就是他有過去生的影響，這不一定，但是教育能夠扭轉，如
果我們只評估教育的這一個功能的時候，我們確實也發現，一個比
較沒有爭執的家庭，孩子也是比較淡薄爭執的，對爭執這件事情是
比較看淡的。所以我們前面講到這兩條非常的重要。
　　後面善兄舉要，這是悌道，悌道是善事兄長，他也只能舉出一
個什麼要點，舉出一個要點，就是不可能面面都舉到，可是只要掌
握這個原理原則，大概就沒有問題了。他也是舉了兩條，我們看戊
一跟戊二就是「敬謹」，還有「順遜」，我們上一節課講到這裡，
敬謹，代勞和恭謙我們講過了，恭謙我們講過了。其實悌道，讓一
個人學習到的就是孝道延伸，孝道的延伸，這在《論語》裡面有子
就講到，「學而篇」的第二章，「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
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大家看看這幾
句話，它所標示的內容是什麼？其為人也孝弟，這是修身，而好犯
上者鮮矣，這是齊家，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這是治國
。他用這三句話把修身、齊家、治國的脈絡為我們講出來，所以古
人了不起！幾句話就抓到根本。其為人也孝弟，孝悌修身。這是什
麼？這是根本，所謂修身為本，這是根本，它發揮出來的效果是什
麼？而好犯上者鮮矣，齊家，他的家就齊了。而這個家不是我們現
在認識的三口之家、四口之家，不是的，是我們昨天講的，九世之
家，八世之家，是這個大家庭，一個家庭都是上千人這樣的規模，
跟我們現在一個大企業是一樣的，上千個人，甚至於更超過的都有
，那個家族那麼大，這是齊家，而齊家的根本是什麼？修身，還是
修身。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的就是，它是一體的。一個人修身，身修
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那個「而後」是自然而然。
　　我們用一個大家也許可以比較理解的話說就是遇緣不同。這個
人是身修，遇到了齊家的緣，他家就齊了，遇到了治國的緣，他國



就治了，就是他被舉出來當大官，他國就治了。換句話說，他身沒
有修，他遇到了齊家的緣，他的家庭就亂了，他遇到了治國的緣，
他的國就亂了，那他那個位置就不保。換句話說，齊家跟治國是福
報、是福分，他如果沒有修身的功夫，那個位置就是他的福感來的
，他如果沒有修身的功夫，那個福享完了之後就沒了。這幾天我們
看到接下來有《太上感應篇》，我們接著《太上感應篇》的一句話
就是「算盡則死」，這是家破人亡，或者是國破家亡，為什麼？還
是沒有修身。換句話說，如果他有修身，他就不是靠福來治家、來
齊家，或者是來治國，不是的，他靠什麼？靠德，他靠的是德，這
才是可靠的。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大企業家，你說他做人也不
怎麼樣，他也沒有學過傳統文化，沒錯，那是他的福。那他福享完
了？我們從歷史上就看得太清楚了，因此，我們都替他捏一把冷汗
！末學告訴大家，這是真的，為什麼？因為他不懂得修身。
　　所以這些原理原則非常的要緊，修身，完了之後你看，悌道講
到的，剛剛講的孝道，現在講悌道，悌道就講到他的什麼？齊家，
他孝悌修身，而好犯上者鮮矣。他為什麼不犯上？因為他謙卑，因
為他恭敬，就這兩條，敬謹，還有順遜，他能做到這個。換句話說
，一個沒有孝道的人能不能做到這個？做不到，他就做不到。所以
孝道的基礎為什麼重要？大家都知道，孝悌修身重要。所以這是一
個原則性的問題，而順遜這一條分成兩大類，第一個「約接遇」，
第二個「約應對」，這個約用我們白話來講就是就什麼方面來講，
就兩個方面來講，第一個是接遇，這個接跟那個遇是一樣的，交接
，就是人跟人之間會碰面，這叫接遇，遇到了。三條，第一個「遭
塗」，就是在路上碰到，那個遭一樣是遇到，遭遇，塗跟中途的途
是一樣的，路途的途是一樣的，一模一樣，古字一模一樣。
　　【路遇長。疾趨揖。長無言。退恭立。】



　　就是在路上遇到長輩，應該行這個禮。再來「迎送」，就是接
待客人，還有送客人的禮節。
　　【騎下馬。乘下車。過猶待。百步餘。】
　　這是接待客人、送客人的禮節，送長輩的禮節。再來「居侍」
，就是一般日常生活怎麼樣奉事長輩的禮節。
　　【長者立。幼勿坐。長者坐。命乃坐。】
　　大家看到這三條就是接遇，就是人跟人接觸的時候的基本禮節
。下面「約應對」，我們先把經文念完，末學再一起跟大家做討論
。應對就是我們現在說的「灑掃應對進退」，這是孩子還沒有入學
就要教的，這是待人處事接物，應對兩條，第一個是「言語」：
　　【尊長前。聲要低。低不聞。卻非宜。】
　　這是應對的時候的一個基本禮貌，聲音要低，但是不能低得讓
人家聽不到，因為如果聲音太高，就是把長輩給嚇到了，就不禮貌
。下面「神態」：
　　【進必趨。退必遲。問起對。視勿移。】
　　大家看到這五條，這五條分成兩大類，都是講什麼？都是講禮
貌，都是講規矩。那我們要知道，為什麼要講禮貌？為什麼要講規
矩？這個末學也是學了傳統文化之後才知道。在過去我們確實教育
裡面忽略了這一塊，也受到了很多西方教育的一些影響，認為孩子
何必讓他這麼死死板板的？這就是講規矩，為什麼這麼死死板板的
？孩子很活潑很好，對不對？活活潑潑的，不要有給他什麼限制，
甚至於現在發明了一個名詞，這是末學最近才聽到的叫「威權」，
就是不要那麼威權，自由一點，開放一點，不是很好嗎？後來末學
觀察整個社會的狀況感覺到還是過去的好，還是過去死板好，活潑
不好，為什麼？從哪裡看得出來？
　　我們以前，不是古代，小時候，上學的時候，有髮禁，那個時



候確實當學生的時候不滿，覺得這個髮禁，我們都沒有辦法打扮了
，現在長大了，到了步入中年，我們才發現髮禁好。為什麼好？因
為末學經常在學校裡面演講，有到小學的，也有到中學的，也有到
大學的，才發現說，髮禁還是比較好。為什麼？因為現在的孩子從
小就沒有髮禁，他的頭髮可以隨便怎麼留，甚至於有的學校還可以
你怎麼染都可以，結果學生上課心在哪裡？在頭髮，上課的時候心
不在課本上面，在頭髮。有的孩子抽屜一打開就是一面鏡子，在上
課的時候，他不是在看老師，他是把抽屜打開來在那邊照自己，頭
髮要怎麼弄。他所接觸到的雜誌，所接觸到的平面媒體，大量的訊
息都是在教他怎麼打扮，他的心會在書本上嗎？所以還是講規矩好
。再來還有一點就是，末學就看到有一些男生，小孩子男生，半大
不小那種國中的男生，那個頭髮留得之長，沒有精神，一點年輕人
那種朝氣都看不到，頭髮這樣子蓋住，蓋著這樣子，就覺得一點朝
氣都看不到。那會不會影響學習？會，他的外表就影響他的學習，
他所有的注意力都分散在外表上面。末學告訴大家，定不下來，校
園裡面彌漫著一個浮躁的氣息，很浮躁。
　　而儒家的學問告訴我們，「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
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是所有學問的標準次第。
什麼是知止？這個知止有兩種說法，第一個，那個止就是什麼？有
目標，有方向，就是立志，就是有沒有志向，我們想想我們現在讀
書志向是什麼？以前講讀書志在聖賢，現在讀書志在賺錢，都是把
他往利益的方向在引導。末學告訴大家，學校過去是不講利益的，
不講利益的，末學聽得非常的多，我們長輩在講，就是以前的老師
，學生沒錢註冊，老師借錢都給他註冊，以前的學校是不講利益的
，現在的學校很少不講利益，我們就了解到，現在是知識商業化，
知識商品化。末學就感到憂心，為什麼？因為師道就沒有了。換句



話說，我們想想看，當學校把知識商品化的時候，那學校變成什麼
？學校變成商店，那學生是什麼？學生是顧客！過去我們在企業裡
面，末學在企業裡面待過，企業裡面大家耳熟能詳，顧客是什麼？
顧客是上帝，顧客是衣食父母，那完了，學生變上帝，學生變衣食
父母，那請問老師怎麼教？老師能夠教嗎？不能，為什麼？因為你
不能得罪他，他是上帝，他是衣食父母，你怎麼能得罪他？那我們
就了解到，老師就無法教，沒有辦法教，為什麼？沒有規矩。所以
那個知止，你看立志重要。
　　再來第二個目標，我們剛剛講立志，我們再補充一下，我們今
天學儒，我們的目標在哪裡？學儒要學誰？學儒學孔子，這是純粹
的，學儒就是找孔子學，不是找某某儒學大師，不是的，就是學孔
子，直接下手就是學孔子，所以說目標在哪裡？目標在成為孔子，
這才是直下承當，一定要有這樣的承當，這叫知止，就是立志、方
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要跟讓我成為孔子的目標相反的，那我一
概不理會，不予理會，打閒岔，不予理會，那個目標要清楚。一清
楚了，第二個意思就出來，那個知止的意思就是懂得節制，這個止
就是節制，怎麼節制？我們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過著最簡單的物質
生活，因為人需要的很少，一般都是什麼？想要，需要不等於想要
，人需要的很少，可是想要的很多，我們都是想要的。
　　所以什麼是入道的大障礙？想要的愈多，障礙就愈多，用直截
了當的說法，欲望就是入道的障礙，只要欲望愈高漲，我們就無法
體會學問的樂處，欲望增長一分，學問的樂處就被蒙蔽一分。那現
在不得了，現在是欲望大開，現在的理由就是刺激消費，消費才能
刺激生產，所以大家不斷的在擴充欲望，換句話說，沒有辦法知止
，他止不住。沒有辦法知止，下面那一個階段就入不進去了，我們
叫知止而後能定，定不了，他就定不了。你看一個孩子天天在這裡



照鏡子，看自己的頭髮有沒有更時髦一點，頭髮的顏色有沒有染得
均勻一點，跟這個明星要怎麼比，跟那個明星要怎麼去追求，現在
又在流行什麼。他如何定？定不下來，所以他是浮躁的，很顯然，
因為他定不下來，他就浮躁。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大家看
看，定了之後，就像那個水，你看一盆水，你若把它搖晃，它怎麼
樣？它是動的，而如果它止下來，平靜的水面它能照，它能夠照得
清清楚楚。所以人為什麼靜不下來？最根源的還是沒有知止，他靜
不下來。所以要能夠定，要能夠靜。
　　再來，靜而後能安，安是什麼？心平氣和，這也是我們中國學
問的一個目標跟方向，老祖先教導我們什麼是學問？學問不是學歷
，學問跟學歷不一樣，學歷是學習的經歷，可是學什麼？不知道，
學什麼要打一個大問號，可能學的是什麼？技能。如果一個人只是
學技能，或者一個學校只是教技能，那這個學校充其量不能稱為學
校，充其量只是叫做「知識技能的傳習所」，它不是學校，它是技
能的傳習所。換句話說，一個人他不管學得多少的技能，參與了多
少技能傳習所的培訓，那個跟他的學問無關，那個沒有關係。那學
問從哪裡看出來？「學問深時意氣平」。所以從他心能不能平和的
對待一切的人、事、物、生活，就能看出一個人的學問，從這裡看
。再來老祖宗還有一句話叫做「水平不流，人平不語」，人的心要
是平的，他不會喜歡講話，他不會喜歡東家長、西家短，表示這個
人他有修養，他有功夫。一個人都不喜歡跟人家講話，他怎麼會喜
歡跟人家爭辯？所以大家就了解到這一個中國的學問脈絡，這樣一
下來，我們自己對照自己學問，就清清楚楚我們在哪一個階段。
　　再來，安而後能慮，講到智慧，講到一個人考慮事情，為什麼
他可以方方面面，他能慮，為什麼？就像我們講諸葛亮，那麼樣的
英明，從哪裡來的？諸葛亮的智慧從哪裡來的？大家要了解到，現



在人覺得一個人要有智慧，要有聰明，多半都是什麼？要吸收資訊
，可是末學告訴大家，這是一個錯誤的路子，資訊吸收得愈多，心
裡愈亂，他走的不是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的路子，不是，他
走的是亂的路子。資訊愈多，讓頭腦的明智愈來愈閉塞，路子走錯
了。我們要記住，諸葛亮給他的孩子《誡子書》裡面講到什麼？惟
淡泊方能明志，寧靜才能致遠。淡泊明志，那個淡泊就是知止，過
的物質生活最低的，最低水平的物質生活，你看淡泊。然後，那個
淡泊是因，明志是果，他那個智慧就明出來了。所以智慧不是外來
的，智慧是本有的，這個儒家講的「明明德」從這裡來的，明德。
再來，寧靜，你看寧靜是因，致遠是果，致遠就是什麼？眼光遠大
，看得很遠。所以我們現在人說，我要攝取訊息，我一定要看報紙
，一定要看新聞，天天要看股票的漲跌，我才能掌握訊息的脈絡。
錯了，完全走到相反的方向去了。你看諸葛亮那個時候有沒有看股
票？有沒有看新聞報導？有沒有看報紙？沒有，人家是在南陽耕讀
，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隱居，那是跟外界隔絕的，完全隔絕的
。結果劉備去拜訪他的時候，他跟劉備在那個茅廬裡面，就已經把
三分天下的局勢分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往後一、二十年整
個國際形勢的發展，都沒有超出諸葛亮的預言。他怎麼知道？我怎
麼不知道？我們天天看電視，可是我們不知道，他沒看，他知道，
我們就曉得我們方向有問題，他那個方向是對的，他那個路子走對
了，我們走錯了，這都是真的。
　　所以慮而後能得，得什麼？得格物，得致知、誠意、正心、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果德，這是他最終顯示出來的利益
，就得這個。問題來了，大家要看到這一點，我們要能夠體會到什
麼？知止的程度就決定了我們最後得的程度，知止一分，定一分，
定一分幫助我們靜一分，靜一分又幫助我們安一分，安一分又幫助



我們慮一分，慮一分幫助我們得一分，得一分回過頭來幫助我們知
止兩分，它是這個樣子上去的，所以知止的程度愈高，最後程度就
愈高。那你說，有沒有人一下子就百分之百知止的？很少，這叫天
才班的人，我們一般這個程度的都是一分一分的去放，一分一分的
放。你說有沒有？有，顏回就是的，孔老夫子問他，「吾與回言終
日，不違如愚」。為什麼他沒有問題？因為人家一聽就放下了，他
一聽就百分之百知止了，他一下子就做到了，我們做不到。做不到
學誰？學曾子，曾子你看，「參也魯」，曾子怎麼？很魯鈍。可是
怎麼樣？曾子成功了。曾子怎麼做的？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家做一
次成功，我做十次。「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人家
做十次可以成功，我做一千次，一樣成功。他的成功在什麼？不在
他的聰明才智、敏捷的這種反應，不是的，在哪裡？在他有恆心，
在他不屈不撓，在他鍥而不捨。
　　所以我們反過頭來講這一章書，為什麼要講禮貌？禮貌就是知
止，禮就是知止，就是那一套一套的規矩，讓我們把心怎麼樣？止
住了。『路遇長，疾趨揖』，把什麼東西止住了？把傲慢心止住了
，『長無言，退恭立』，你看止住了。『騎下馬，乘下車，過猶待
，百步餘』，把急躁心止住了。『長者立，幼勿坐，長者坐，命乃
坐』，都是把那一分不恭敬的心給止住了。知止而後有定，這是智
慧的根源，除非我們說我不要智慧，事實上有沒有這種人？沒有，
因為不要智慧就是跟自己過不去，有沒有人說我不要幸福快樂，我
要折磨我自己、自虐？那就沒有辦法。所以真要得智慧、真要開智
慧、真要讓你的子弟學習到真實學問，從哪裡做起？從禮開始做起
。
　　而學禮還有一個好處，這是我們老教授，釋淨空老教授在講課
的時候跟我們提到，他在年輕的時候，跟雪廬老人學習的時候，曾



經啟請老人家講《禮記》，老人家一直都沒有答應。他說為什麼？
因為用不到了，因為《禮記》用不到了。這個事實上是告訴我們，
現在確實沒有禮了，沒有禮了。過去政權，建立政權，前三年一定
是制禮作樂，制禮作樂完了之後，頒布天下，天下太平，天下就太
平，太平的時間多半都能延續一、二百年，大概都能延續到一、二
百年。所以中國亂世少，治世多，是在這個道理，禮跟樂是教學的
內容，我們講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教什麼？它的教學內容是什麼？
就是禮樂。
　　而整部《弟子規》講什麼？講禮樂，就講這個。你看「入則孝
」是什麼？禮行於父子之間。「出則弟」？禮行於兄弟之間，行於
長幼之間，就是出則悌，那都很清楚的。「汎愛眾」、「謹而信」
，禮行於一切人之間，一切人都要謹，都要信，都是禮，所以這是
教學內容就是禮。所以這幾條我們就了解到，老人家就講，現在用
不到，為什麼？沒有制禮作樂。那麼後來老人家很為難的答應了，
因為我們的師長啟請了很多次，老人家就答應了。第一次講的時候
就講到，他說這個禮，我們訂一個最低的標準，我們學禮的最低標
準是什麼？學了禮，不讓人討厭，最低的標準，再高我們也達不到
，標準不要訂太高，最低的標準就是學了禮不讓人討厭，為什麼？
他知道話怎麼說，他知道怎麼樣跟人家，這裡講的待人處事接物，
怎麼樣應對進退，他知道。所以我們要了解到禮是什麼？怎麼樣才
能不讓人討厭？總原則就是恭敬，而恭敬表現出來的就是什麼？自
卑而尊人，把自己擺在低的地方，把別人擺在高的地方。我們看看
，「出則弟」這幾條，是不是都是如此？都是，都是自卑而尊人。
而在這個時代，不是只有對長輩這個樣子，對平輩，對晚輩，我們
都要做到的話，至少禮多人不怪。「騎下馬，乘下車，過猶待，百
步餘」，你看，對平輩，對於晚輩，都能這樣做的話，這個人了不



起，他有修養。
　　所以學禮有三個很重要的一個過程，自卑而尊人就是什麼？就
是讓！把別人抬上去，把自己放下來，就是讓。而讓開始做的時候
不容易做，忍讓，要忍，做不到怎麼樣？要求自己做到，你在那邊
「過猶待，百步餘」，在那邊怎麼樣？這個人怎麼走這麼慢？還是
得站在那邊，站久了之後，那種恭敬心出來了，就不覺得時間很長
。甚至於你看，那一種關懷，那一種照顧，在那個過程當中被怎麼
樣？那種心，那種柔軟心被提起來。所以禮是提起我們恭敬心很重
要的一個方法，所以自卑而尊人，第一個學忍讓，要忍。忍到最後
，禮讓就出來了，禮讓就出來了，他不是壓，忍是壓，可是禮讓就
是什麼？就不是壓，他是明白道理，我應該要這麼做。做到最後，
謙讓，連對平輩、對晚輩都能一片的謙和，那他就成功了。而他的
德行雖然很高，可是他能夠下人，我們所謂的「慮以下人」，這是
孔老夫子講君子的條件，其中的一個條件，慮以下人。就是君子只
要起心動念，君子起心動念就是什麼？就是擺在低的地方，不願意
高過別人，不願意把別人壓下去，他不願意這樣做，他沒有那種心
態。
　　慮以下人，那個慮就是有幾種解釋，我們先不講那麼複雜的，
我們就講思慮，其實可以不做這種講法，但是這個講法好懂，就是
他的起心動念都是什麼？都是在人之下，不願意在人之上。你看現
在跟我們的教育完全相反，我們現在教育教什麼？真的，這在「憲
問篇」，大家如果去看《論語》的話，「憲問篇」就第一章而已，
原憲問孔老夫子，問什麼？「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那
個克就是什麼？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攻克的克，伐就是征伐的伐，怨
，抱怨的怨，欲，欲望的欲，他說這四條如果能夠不行，不行的意
思就是伏得住，還沒有斷，伏住而不行，可為仁矣，這樣算仁了嗎



？孔老夫子說，可為難矣。這個很難，但是還沒有到仁的地步。
　　末學讀到這一章的時候很感慨，為什麼？古人要把這四條斷掉
了都很難，盡他一生的力氣去伏，我們說伏，還不是斷，去伏這四
條都很難，我們現在的教育是天天在長這四條。什麼是克？克就是
好勝心，把別人壓下去就叫克。伐是什麼？伐是表揚自己，就是我
們現在講的推銷自己，用台語來講就是膨風，自己二、三分，可以
吹牛吹到十分，可以吹到十分。你說你不這樣做，寫這履歷你不膨
風，那你有機會嗎？很多人就說那你就沒有機會了。所以要教什麼
？教吹牛，伐，第二條你看。怨，抱怨，天天批判社會，批判政策
，抱怨，怨。欲是欲望，整天在引導我們增加我們的欲望，這四條
在現在教育很流行。克就是教人怎麼把別人壓下去，好勝心。我們
就了解到，不妙，往智慧的反方向在操作，那確實都跟禮背道而馳
。大家就了解到學禮重不重要？重要，太重要太重要，所以這幾條
我們都要做。再來：
　　【事諸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
　　這是「敬順推移」。什麼叫敬順推移？就是把對於家庭裡面，
我們對兄長的這種敬意推到哪裡？擴充到一切的長輩身上。『事諸
父，如事父，事諸兄，如事兄』，那個諸父諸兄就是叔父、伯父，
就是堂兄、表兄，就是這個，把它推出去。這還在家族裡面，到後
面我們會看到，推到哪裡去？推到一切人身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到整個家族去，我們就了解到，不是只有
對自己的父親、對自己的兄弟是這個樣子，不是的，對一切家族的
長輩都要是這個樣子。
　　我們在《德育故事》裡面看到，有個賢人他叫張士選，張士選
因為他的父親很早就過世，所以他是由他的叔父給養大的，而叔父
有七個兒子，很多，七個兒子，張士選就跟這七個堂兄弟一起長大



。到了張士選快要成年的時候，這個叔父就開始在想，因為古人都
很厚道，他說：你快要成年人了，成人了，我對你的照顧也到了一
個階段，這個時候你應該可以自己成家立業，所以我準備把你父親
那一分財產要分給你。所以他就把他的財產，譬如說他的財產，我
們叫百分之百的財產，這個一百份的財產，他把它分成一半，為什
麼？這是你爸爸一份，我一份，財產要分成一半，所以這一份給你
，這一份就給我七個兒子。張士選說，不可以這樣。他說叔父，雖
然您跟我的父親兄弟兩個人共同擁有這一份財產，可是因為我是您
養大的，這七個兄弟跟我是像親兄弟沒有兩樣，所以你應該把百分
之百的財產分成八份，平分成八份，我只得其中的一份就夠了，我
不能把它分成一半。這不是數學問題，這是什麼問題？這是悌道的
問題，不是數學問題。所以你看古人爭什麼？爭讓，他是在讓。結
果叔叔怎麼樣都不同意，他說那我不是佔你的便宜了嗎？但是士選
非常的堅持，後來他的叔叔不得已就同意了，就把財產分成了八份
。
　　結果張士選十七歲的時候，他入京參加考試，應舉，到了考試
的時候，因為當時的考生都住在同一個飯店裡面，我們叫客棧，其
中有一個相士，有一個就是看相的人，他就看這些考生的面貌，他
唯獨跟張士選講，今年的科舉你必然會考取。可是很多的朋友都不
認同，你又不認識他，你又不知道他的文章寫得怎麼樣，你怎麼會
知道他會考取？這個相士就講，文章的好壞不是重點，重點在哪裡
？這個少年滿臉的陰騭紋，他的陰德太厚了，所以必然會中選。考
完之後，結果怎麼樣？果然如這個相士所言。所以我們就了解到張
士選這個讓產的事情增加了他的陰德，這就是我們敬順推移的表率
。
　　這一節課我們先講到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