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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諸位長輩，諸位學長們，大家午安。我們上
一節課講到「汎愛眾」，這是入道的階梯，而怎麼把心量擴開？因
為它的事相跟「入則孝」沒有兩樣，差別在用心不同。怎麼樣把用
心給轉化？這裡提的就是這個事情，怎麼轉化？第一條布施，就從
布施開始下手。原來只肯對我有血緣關係的人，我付出，現在連沒
有血緣關係的人，我都願意付出。從哪裡開始做起？還是從布施，
從為他人無條件的服務開始。而這個服務，他一定先從比較簡單的
下手，就是自己不需要的東西先給，慢慢的自己喜歡的東西也能給
，一層一層的提升上去。再來，從財物的布施到了什麼？服務，就
是我們的體力也願意去服務。譬如說願意去做志工，願意服務，願
意用自己的去付出，再來，自己的經驗智慧也願意付出。而重點在
哪裡？其實末學告訴大家，不管我們付出的有多少，最重要的核心
是把那個用心給轉過來，本來是為自己的用心，轉成是為別人，百
分之百的為別人。這就是「汎愛眾」，用心要怎麼轉，從這裡下手
來學。所以關鍵點不在於我們布施什麼東西，關鍵點在用心，這個
重要，學那個用心。
　　末學舉一個例子，有一次我們跟著朋友到一個慈善團體去參觀
，參觀的時候這個團體我們很讚歎。為什麼讚歎？他勸人捐器官，
就是我們人過世了，把器官捐出來給需要的人用，我們很讚歎，他
救了很多的人。從這單位出來朋友就跟末學在討論這個事情，但是
末學就問他，「那你也想捐是嗎？」想捐器官，我們很佩服他們。
我說「那你什麼時候捐？」他看著末學十分疑惑，意思就是當然是



死後才捐，問這個不是很奇怪的問題嗎？我說我不用到死後才捐，
我現在就可以捐。那他眼睛睜得更大了，你現在怎麼捐？末學就告
訴他，一個人只要他把自私自利的心放下，他全身的器官當下都捐
出去，不用等到死後。再來，捐給幾個人？你死後全身的器官，你
再厲害，能捐給一百個人嗎？我看不容易。連那個骨髓都捐出來，
頭目腦髓都捐出來也救不了那麼多人。可是當你現在把自私自利的
心放下，你所捐的是盡虛空遍法界。你看我們要學哪個？這布施。
　　【己有能。勿自私。】
　　強調那個『私』字，你看重要！這是施眼。就像我們看私，最
重要的眼睛就是這個字，「勿自私」，就是這個字。所以捐不捐？
捐什麼？這個重點要把它搞清楚，在用心。我們覺得也很擔憂的是
教育，現在都往腦在發展，沒往心在發展。什麼意思？就是我們現
在的孩子腦力很發達，可是怎麼樣？不會用心，他沒有辦法用心去
領悟。他的腦子很發達，邏輯推演能力很強，可是感受力很弱，這
也是我們擔心的事情。所以這個教育要教布施，布施絕不是在攀比
，大家要注意不是在攀比。末學跟大家舉個例子，就是學校有個小
學一年級的學生，他回去跟爸爸要二十塊錢，這是中國大陸的例子
，中國大陸有一種紙幣是面額就是二十塊的，爸爸就拿了一個面額
二十塊的給他。孩子就說「爸爸，我要兩張十塊的。」爸爸說「那
不是一樣嗎？」他說「不一樣，爸爸，不一樣。」「哪裡不一樣？
」「我這兩張十塊的我要分兩次送到教務處，做什麼？拾金不昧。
」就是我可以送兩次十塊的，我就有兩次拾金不昧的記錄，就能記
兩次嘉獎。大家要曉得，這個事情好還是不好？你看這麼小就會騙
人，這個錢不是他去撿的，而是他跟他爸爸要的。換句話說，他是
拿錢去買什麼？買榮譽。可是他的父親居然跟他說，「你好聰明。
」這大家就知道了，我們現在是在增加腦力沒有在增加什麼？我們



的感受力、我們的領悟力，我們的用心沒有在增加這個。所以這是
教育的引導重要，非常的重要。布施這裡不是在攀比，不是，而是
在什麼？強調用心，真能用心，一文可消千劫之罪，這是真的。所
以進修的第一步是布施，當然我們初學，從比較容易布施的開始下
手，但是這一條一定要做，無論如何一定要做，才能怎麼樣？才能
轉變我們的命運。第二條：
　　【人所能。勿輕訾。】
　　這個『訾』是毀謗的意思，人家有能力，你不要毀謗他，要怎
麼樣？要讚歎他、要稱讚他。一方面降伏自己的傲慢跟嫉妒的習氣
，一方面鼓勵別人做得更好，隨喜他的功德。這是第二步，「謙讚
」，自己謙虛，讚歎別人。這個儒家跟佛法都講到，不可以自讚毀
他，不能說自己，就是我們現在講的不能吹牛，不能夠說自己多厲
害，這個不可以。但是我們又很擔心，為什麼？現在競選大家曉得
，競選你不說自己好怎麼行？這個風氣，確實我們現在學儒，覺得
很困難，很難下手，不容易下手。而別人，我們要讚歎別人，讚歎
他什麼？讚歎他與八德相應的這些德行。與性德相應的德行，我們
要讚歎他，不應吝於讚歎，為什麼？因為我們讚歎了人家，人家會
做得更好。而他做跟我做一不一樣？一樣，這個態度非常的重要。
所謂「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這個態度重
要。古人都有這個態度，為什麼？心量很大。
　　這是歷史記載的，有一次楚國的人掉了一把弓，很好的弓掉了
，人家就問他你掉了這把弓，心疼不疼？會不會很心疼？他說不會
，為什麼？因為楚人失弓，楚人得弓。我掉了這把弓箭沒關係，楚
國人撿去了一樣，一家人對吧！我的弓跟楚國人的弓那不是一樣嗎
？他撿去了。孔老夫子聽到了很讚歎，他老人家就講了，「不如講
楚人失弓，天下人得弓」，你看這個心量又擴大了。所以「見人之



得，如己之得」，你們家幸福美滿，跟我家幸福美滿一樣；你們家
和睦相處，跟我們家和睦相處一樣。我希望你們家也和睦相處對吧
！態度非常的重要，「人所能，勿輕訾」，不要輕視他，不要毀謗
他，這個心態就能讓我們的用心轉變。你看拓開心量，都在轉我們
那顆自私自利的心，把它轉過來，這個轉化是關鍵。為什麼？沒有
這個轉化，就停留在「入則孝」那個基礎裡面，這個不是教育的最
終目的，而真正的孝道也不可能圓滿。所以要經過這個轉化，這是
第二步，這是第二種方法。第三種方法：
　　【勿諂富。勿驕貧。勿厭故。勿喜新。】
　　這個在培養什麼？平等，平等心。富跟貧這都是什麼？都是境
界。故跟新這也是境界，對待這些境界平等一如，這是轉化用心的
另外一種練習，我們要做這個練習，否則我們沒辦法平等。前面講
的普愛跟平等，這個用心靠什麼轉？靠這個。如果我們對待境界，
我們的心是散亂的、我們的心是浮動的，一點定功都沒有，我們就
受影響，動心了，動心不可能普愛、不可能平等，一定是私愛、一
定是偏愛，一定的。所以要學這個，這是第三個戊三。再來：
　　【人不閒。勿事攪。人不安。勿話擾。】
　　這是慈悲，這是對人要關懷，我們現在話就是關懷，要照顧，
這裡講的都是什麼？原理原則，不是只有這條，這條是大原則。你
看『人不閒，勿事攪』，為什麼？因為我關懷他，我知道他現在正
在忙，我不能去打擾他。現在他可能在吃飯，吃飯時間到，我不能
打手機給他，為什麼？怕他消化不良對吧！他現在是吃飯時間，我
最好不要在那個時候登門拜訪，為什麼？人家在吃飯，怕打擾人家
吃飯。人家在辦公的時候，上班時間盡量不要去打擾人家，譬如說
公務人員在上班時間，我們又去打擾人家，那他上班的時間就被我
們打擾。你看心裡真的有對方，關懷對方、照顧對方，這是平等、



普愛的基礎，學習就從這裡學起。如果連這個敏感度我們都沒有，
那確實我們很難做到「汎愛眾」，很難！
　　再來，『人不安，勿話擾』，人家在那裡心情不好的時候，我
們確實觀察到了之後，先不去打擾他，讓他可以靜一靜。這都是原
理原則，有了這個原理原則，他就可以拓展開來，在任何的環境之
下，我們都把別人放在心裡，慢慢的我們那顆心柔軟了，這是培養
柔軟心才能「汎愛眾」。
　　【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說。】
　　這也是對自己，培養一顆清淨心而說的。換句話說，一個人如
果別人有短我們去揭，別人有私我們去說，這個人心裡不乾淨、不
清淨。我們前面說到的，專門盯著別人的過失在看，這個人觀察自
己的能力就降低。君子應該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對自己責備
要深一點，對別人要能夠諒解，我們要能體諒別人、要寬恕別人。
『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說』，這是專門對培養自己的清
淨心而說，而心愈清淨我們就愈平等，就能平等。換句話說，一個
人為什麼不能平等？心不清淨見人的過失，這個我們知道。所以在
明朝的時候，文徵明這個人他個性就不喜歡聽人的過失，所以人家
在講過失的時候，他總是百般的方便把這個談話給轉掉。當然意思
就是說不讓人家難受，把他那個話給他轉掉，使不得言，讓他沒有
辦法再繼續講別人的壞話。
　　再來，漢朝的馬伏波將軍，這個馬將軍他曾經對他的侄子就講
，我願意我這一生最想看到的，「吾願汝曹」，我希望你們聞人有
過，如聞父母之名。聽到人家有過失，聽到人家有一條過失，就像
聽到父母的名字一樣。聽到父母的名字，什麼意思？我們前面講「
稱尊長，勿呼名」，不能叫父母的名諱，所以他說「耳可得聞，口
不得而言」。這可以聽，但是不能講，為什麼？你不能把人家嘴巴



塞住，叫他不要講對吧！可是你聽了之後聽如不聽，你不能講，這
是馬伏波將軍講的。
　　再來，龜山的楊先生，楊龜山先生他就講，對過失他比馬伏波
將軍更深一層，他說口固不得言，就是嘴巴固然不能講別人的過失
，耳朵最好也不要聽，為什麼？就落印象了！你知道那個人有過失
，以後下次看到那個人心裡總是覺得怪怪的，人很難不落印象。換
句話說，人很難平等，知道他有那個過失的時候，就很難對他不另
眼相看。這裡有個前輩他說古人就講捏造歌謠的，外界在捏造一些
歌謠，非為不當作，不但不應該去做這些說人家過失的歌謠，而且
也不應該去聽，為什麼？徒損心術，讓自己的清淨心被破壞，長浮
華的風氣。這就告訴「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說」，已經
擴大到什麼？一切的綺語不要聽。為什麼？都會影響我們的清淨心
。這是擺在最後這一條，表示這一條重要，這一條是我們修道的，
就轉化我們用心，開拓我們心量，非常重要的提醒，不見世間過非
常重要的提醒。這句是「進修」。
　　再來，下面「長施普澤」，我們就知道前面那一段利益的是誰
？自利，這一段以後是利他。「汎愛眾」自己怎麼先做到？自利，
自修前面這一段講的。後面這一段真正要愛眾，要讓社會大眾，要
讓凡是人都得到我們的愛，要怎麼做？就這一段要講的。我們就要
知道，要讓一切的人都得到我們的愛心怎麼做？什麼樣的做法是最
徹底的、是最圓滿的？給他錢嗎？不是的。為什麼？因為我沒那麼
多錢，即使有天下的財富你都不能每個人都救濟到，不可能，你救
濟不到。而且講老實話，我們愈研究經典，我們就愈體察到，貧窮
怎麼來的，貧窮是精神上的貧窮，不是物質上的貧窮。所以貧窮怎
麼來的？是他知見不夠端正來的，他的看法、想法、做法有問題，
所以他貧窮，這是貧窮的根源。所以我們拿任何的財物去救濟他、



去幫助他，那不是真正的、徹底的愛他，那不叫汎愛眾，那只是暫
時性的解除他的困難而已，暫時的。所謂救急不救窮，因為窮無法
救，窮一定不是物質生活的窮，都是因為他不明理所造成的，不明
理才會窮，這一定要修道的人才能夠比較有深刻的體會，這很重要
。所以怎麼樣來愛眾？教育，辦教育才能夠真正的汎愛眾。所以這
裡談的是什麼？「教化蒙益」，這一段談教化蒙益就是辦教育的。
而教育的總綱領是什麼？下面講了：
　　【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揚人惡。即是惡。疾之
甚。禍且作。】
　　「嘉勵良善，哀矜不能」，這就是教育，教化的總則是什麼？
隱惡揚善，隱惡揚善這是教化的總則。所以這條我們要了解到，確
實辦教育的人要非常的注意，什麼人是在辦教育的？末學告訴大家
，教育有四種教育，第一個家庭教育、第二個學校教育、第三個社
會教育、第四個宗教教育。而這四種教育的總原則就是引人向善，
棄惡向善這就是它的總原則。怎麼做到？『道人善，即是善；揚人
惡，即是惡』。我們隨便舉一條社會教育來說好了，我們隨便舉一
條就社會教育來講，你看媒體、報紙、廣播、電視，總原則隱惡揚
善，這就是它教育的總原則。換句話說，社會教育怎麼達到利益大
眾的目標？隱惡揚善，就是這個目標，就是這個原則。所以這裡就
把教化的總原則給我們講出來。為什麼要隱惡？末學體會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人做錯，他不外乎有幾個原因，第一個，沒有人教他，
他的機會比我們還要不好，他沒有遇到好的機會，他沒有遇到好的
老師，他沒有遇到好的環境，所以他會犯過失。對於這樣的人，我
們應該怎麼樣來面對他？我們應該憐憫，不應該落井下石。他不願
意犯錯，他犯錯的原因，是因為沒有好的機會、緣分，可以讓他學
到正確的人生態度。這個時候我們再去揚他的惡，那對他的是第二



度的傷害，二度傷害。
　　我們就了解到天底下真的沒有壞人，只有什麼？只有少愛的人
，因為他少愛，所以他去傷害別人。我們觀察所有去傷害別人的人
，就是因為他對愛了解得不夠透徹。一旦他這個人真的對愛了解得
非常透徹，他的內心的愛是滿滿的，他不會去傷害任何一個人。而
且愛有一個特色愈給愈多，它有這個特色，而且愈給自己愈法喜、
愈喜悅，它有這個特色。所以「揚人惡」確實「即是惡」，為什麼
？對他造成二度傷害，而其作用是什麼？有沒有幫助說他去改過？
沒有，他會說：好，你們都瞧不起我，我就怎麼樣？我就壞給你看
，他更壞。他那個壞怎麼樣？我們如果嘲笑他，我們也是幫凶。所
以『疾之甚，禍且作』，什麼意思？「疾」，我們叫嫉惡如仇，這
個疾就是那個意思，這個疾是批評的意思，是得理不饒人。到什麼
程度？超過，甚就是超過，太超過了。結果狗急跳牆就是「禍且作
」，他不但壞給你看，還加倍的更壞。為什麼？他已經感受不到愛
了，結果所有人都還恨他，還仇視他，這個時候他的仇恨更加重。
　　我們舉一個例子，過去有個流寇叫張獻忠大家知道，張獻忠這
個人我們知道他是個叛賊，我們現在講的。他小時候很窮曾經在路
上乞討，有個婦女不但沒有給他錢。當然我們講老實話，我們不給
就算，就走了。不但沒有說給他錢，還怎麼樣？還踹他一腳，他對
這一腳十分的記恨。後來他起兵造反，每到一個地方看到婦女就砍
婦女的腳，「疾之甚，禍且作」。我們看到這些故事的時候，我們
都很感慨他被逼出來，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要包容。俗語有一句話
說，寧可得罪十個君子，都不願意得罪一個小人，為什麼？因為小
人記恨，他很會記恨。為什麼？沒有人教他，沒有人給他愛。所以
不得罪他，是要將來有機會怎麼樣？傳遞愛給他，是這個道理。不
是考慮自己，是考慮對方。是做到什麼？做到感化，你看「教化總



則」，教化做到這個。下面「略示益弊」：
　　【善相勸。德皆建。過不規。道兩虧。】
　　這是教學，這就是教學，教學的內容是什麼？『善相勸』，這
是教學。他的利益是什麼？『德皆建』，勸人的人道德提升了，被
勸的人道德也提升了，這叫雙贏。有一次有個老師他就跟末學討論
，問到一個問題，什麼問題？他說學生跟老師雙贏的方法怎麼做？
末學就想到《禮記‧學記》裡面的一段話，哪一段話？「學，然後
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
強也」。我說這就是雙贏，你看教學相長，學的人固然他提升，學
然後知不足，他知道自己不足在哪裡，可是教的人也獲益，教然後
知困，教的人也獲益了。所以知不足的人，他知道不足他能自反也
，能夠自己反求諸己，繼續的提升。知困，教的人知困，困難，知
道說教不下去了，肚子空空的，然後自強也，繼續回去讀書。這是
什麼？雙贏。你看就是「善相勸，德皆建」，就是這「相長舉益」
。
　　可是『過不規，道兩虧』，沒有教學兩個都墮落，這沒有辦法
汎愛眾。兩個都墮落了，就是「雙墮示弊」，沒有教學的過失就在
這裡。往下我們要知道汎愛眾愛多久？愛一天嗎？愛一個禮拜嗎？
永遠愛下去。什麼力量保持我們那種永遠能夠不斷的愛心？下面講
到「保任要道」，保任就是保持。保持的要道在哪裡？
　　【凡取與。貴分曉。與宜多。取宜少。將加人。先問己。己不
欲。即速已。恩欲報。怨欲忘。報怨短。報恩長。】
　　在這裡，在這三條對人的愛心，那種滿滿的愛心怎麼樣保持不
退？第一條「養廉」。換句話說，我們剛開始服務別人，那種熱誠
、那種恭敬心、那種關懷，那是初發心非常的勇猛。可是服務到了
某一個階段之後，別人也知道這個人是善人，這個人是好人，於是



乎就給你表揚，就給你供養，結果表揚多了、供養多了怎麼樣？退
轉了。他退轉來自於哪裡？貪念起來了。所以怎麼保持？第一條養
廉，儉以養廉。養廉怎麼做？節儉。不管我們幫助的人有多少，不
管我們做的事有多少，最終不忘初心，還是過著物質生活最基礎的
水平，這要養廉。所以『凡取與，貴分曉，與宜多，取宜少』，付
出的不要計較，可是接受社會大眾，我們怎麼樣？我們要知道節制
，我們要知道怎麼樣把它轉化掉。才不至於在行善的過程當中，在
服務社會大眾的過程當中，被這些讚歎、被這些名利給沖昏了腦袋
，這樣才能真正的汎愛眾，大眾對我們的信心才能真正的長養起來
。所以重要養廉，這是保任要道第一個，一定要過著最基本的物質
生活享受，不要再追求了。再來別人給的肯定要適時的怎麼樣？把
它轉化，這不是我的功勞。為什麼不是我的功勞？是我應該要做的
。
　　下面這裡講的「仁恕」，『將加人，先問己，己不欲，即速已
』。他為什麼保持得住？他有真正的仁愛之心，人飢己飢，人溺己
溺，這是兩個聖人的心境。你看人飢己飢是誰？后稷。后稷他教導
人民種稻穀，為什麼？因為他看到人家飢餓，就像自己飢餓一樣。
而大禹王為什麼治水？他看到人家溺在水裡面，就像自己溺在水裡
面一樣，人溺己溺，你看這是仁愛之心，這是恕道。所以人有這個
不忍人之心，他的慈悲心就保住了，怎麼保住？要養自己恕道的心
，隨時隨地的換位思考，隨時隨地的替別人著想。所以這一條重要
，這一條就是孔老夫子學術思想入門的基礎，因為孔老夫子的學生
子貢曾經問夫子，他說「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一言是什
麼？一言是一個字。譬如說我們講五言絕句、七言絕句有沒有？那
個言代表字數。老子的《道德經》叫五千言，五千個字，所以一言
就是一個字。這不是平常人可以問的問題，子貢才問得出來。再來



，子貢也不會隨便問，為什麼？因為這個問題不是孔老夫子沒有人
有能力答，這是真的，子貢也不是隨便問。孔老夫子跟他講「其恕
乎」，一個字恕，就是恕，這個人一生都可以去做，而且可以圓滿
證到聖人的這個地位。孔老夫子告訴他恕，就是恕。而孔老夫子自
己做個註解，什麼註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孔老夫子
親自為恕做的註解，這在《論語》裡面記載，就是這一條保任。我
們對一切大眾的愛怎麼保持下去？養自己的恕道，時時刻刻養這個
恕道，終身行之者，終身把它行下去就是這個，這重要！
　　第三條『恩欲報，怨欲忘，報怨短，報恩長』，「報本」，這
一條是保持初發心，非常重要的心境，念恩。念誰的恩？念大眾之
恩、念老師之恩、念國家之恩、念父母之恩，念這四種恩德。人真
的把這四種恩德都放在心上的時候，末學告訴大家，這個人不愛別
人他都做不到，他一定愛，而且他普愛，他真能普愛。那為什麼我
們生不起來？愛別人的心為什麼生不起來？念恩的態度不夠，就對
這四種恩，父母恩、師長恩、眾生恩、國家恩我們提不起來，沒有
提起來。所以這個保任要道重要，沒有這三條保不了，汎愛眾的態
度保持不住，保持不住他就退轉，退轉入道就沒有機會。往下看「
結前特舉」，什麼叫結前特舉？就是最後做個結尾，然後把前面的
結論再做個特別的闡述。
　　【待婢僕。身貴端。雖貴端。慈而寬。勢服人。心不然。理服
人。方無言。】
　　我們先看第一條「舉僕賅餘」，什麼叫舉僕賅餘？就是把僕人
，這條舉僕人舉出來，這個賅是總括，總括什麼？總括一切的人。
為什麼舉僕人？因為僕人的地位比較低。舉低的當然就包括什麼？
包括高的，都包括了，圓滿包括了，舉僕賅餘。所以這裡就講汎愛
眾具體的落實是什麼？這一條對任何的人都要怎麼樣？都要端、都



要寬。對僕做到了，對僕役最低下的，社會地位最低的人你都能慈
、都能寬、都能端，那對任何一個人就做到了，這就是普愛、平等
的展現。袁了凡先生他的姑父叫做沈新松，沈先生他是個很有德行
的人，袁了凡先生在敘述他的姑父怎麼對待僕人，曾經寫下這樣的
記載，他說有一次他的姑父帶著這些僕人，就是去赴宴會，主人沒
喝醉，結果僕人都喝醉了，主人就把僕人一個一個送回家去，叫僕
人的太太好好的照顧他們，沈先生就把僕人給送回去。古人都很早
起對不對？那天早上，這個沈先生就刻意的起得很晚，故意的。太
太就問他說你今天怎麼起得這麼晚？沈先生就說因為昨天晚上他們
都喝醉了，喝醉的人隔天上班一定怎麼樣？遲到對吧！他一定會比
較晚到，頭腦不清醒。如果我很早出去，他們看到我會不好意思。
所以我要等他們都來上班的時候，我再裝著我剛起床的樣子出去，
僕人看到了就比較不會不好意思，他們會覺得說主人跟我一樣，昨
天也喝醉了，心裡就沒有壓力。他就說他的姑父你看這點很厚道，
非常的厚道。
　　末學真的從古人的記載裡面，我們還看到一個故事，就是有個
盜賊，我們說是小偷，到了一個有德行的讀書人家裡偷竹筍，偷筍
子。這個有德行的讀書人看到他來偷筍子，因為他們家筍園要渡過
一條小溪，就覺得很心疼，這個人越過小溪，因為當時他去採冬筍
，冬天水很冷，覺得很心疼。結果隔天去幫他搭了一座橋，你要來
偷也不要涉水，你就從橋過去，那不就好了嗎？這個末學真的都很
感動。末學在這裡跟大家講一個故事，末學小時候很調皮，我們去
給人家偷摘番薯，什麼地方去偷摘番薯？修道院，在我們家那裡有
個叫聖本篤修道院去偷番薯。做什麼？去硿窯，偷番薯去硿窯。結
果被修女逮到，很害怕，那個時候很害怕，可是那個修女居然一點
都不生氣，而且還幫我們摘。這個給末學太深的印象，你看這些宗



教家真的都是非常有愛心，十分有愛心的。所以他把這個僕人舉出
來，就包括一切人，對這些人都這麼有愛心，何況是對其他人。
　　再來，「化器歸道」，什麼意思？『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
，方無言』，意思告訴我們，教學不是崇尚技能，不是崇尚知識，
崇尚什麼？道德。那個器就是知識，就是才能，不是崇尚這個。崇
尚什麼？崇尚道德。你真要讓一個人獲益，真要讓一個人得到利益
，你要用道德來教化他。下面「甲三，道統所寄」，第三段，你看
我們進入到第三段就師承。末學念一遍，這是「果人助道」，什麼
是果人？已經成就的人，注意「助」，助道這個助重要，這個助就
是還是要得自己幹，這個成就的人只能怎麼樣？助緣，只是幫助我
們而已，這叫「親仁」。我們看：
　　【同是人。類不齊。流俗眾。仁者希。】
　　這一條「難遭」，很難遭遇，告訴我們太難太難了，叫如珍如
瑞，像珠寶一樣很難遇到，太難了。再來：
　　【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諱。色不媚。】
　　他除了難遇到之外，他還很難分辨，所以告訴我們分辨的原理
原則。一個真正成就的人，他是怎麼樣的做法？『言不諱，色不媚
』。這裡我們用兩個字來做代表，就是把公私怎麼樣？分得很清楚
，就從公私這兩條來看就對了。一個人完全的為公這個人就是仁人
，裡面還有夾雜一點私那就不算。全然的為公，這是「辨擇」的基
礎。再來，「雙示奉違」，我們看「奉益」：
　　【能親仁。無限好。德日進。過日少。】
　　這就是事奉仁人得到的益處，『德日進，過日少』這就是我們
的成果。
　　【不親仁。無限害。小人進。百事壞。】
　　「違弊」，我們『不親仁』，我們就親近什麼？不仁。有沒有



中間的？沒有中間的，「不親仁」就親不仁，所以這條我們不能不
注意，這是「道統所寄，果人助道」，這個重要，這條重要，所以
這條講的是師道。
　　最後「學文滿行，餘力學文」，餘力學文，不是說我們有能力
再來學文，不是這個意思，而是學要根本。學的根本在哪裡？在力
行。在圓滿什麼行為？圓滿入則孝、圓滿出則悌、圓滿謹、圓滿信
、圓滿愛眾、圓滿親仁，就圓滿這個，所以學文滿行，就是餘力學
文。第一句：
　　【不力行。但學文。長浮華。成何人。】
　　你看力行，學做什麼？力行做，如果『不力行』只是學文，「
有解無行，增長邪見」，我們所學的統統都是邪知邪見，記問之學
。再來：
　　【但力行。不學文。任己見。昧理真。】
　　反過來力行很重要對不對？我只有『力行』，可是我不去學文
，我不依照聖賢人的經典，這個「有行無解，增長無明」，這個大
家改一下，增長無明。一個是「邪解弊」，一個是「盲行弊」，所
以第一個「遣執防弊」告訴我們，我們執著的把它遣掉，防止弊端
，叫我們要「解行相應」，因為解行不是兩個，是一個。往下修學
綱要，怎麼學？第一個：
　　【讀書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
　　這是就方法來給我們講的，告訴我們用什麼方法學習？一心。
『心眼口，信皆要』就是一心，不能夠分心。第二條：
　　【方讀此。勿慕彼。此未終。彼勿起。】
　　這是什麼？就學習的境界來說的，告訴我們一門。再來：
　　【寬為限。緊用功。工夫到。滯塞通。】
　　這是老實，修正要老實，要勤懇，要戒浮躁，不能夠急躁。最



後：
　　【心有疑。隨札記。就人問。求確義。】
　　這個叫我們斷疑生信，這是「約惑難」。最後「實學規範」，
第一條助功，我們求學問，協助我們求學問的態度第一個：
　　【房室清。牆壁淨。几案潔。筆硯正。】
　　「心主定靜」，心展現在我們的環境，環境亂七八糟的，這個
人心一定亂七八糟的，所以看他的桌面，看他的房間。
　　【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
　　「切戒浮躁」，浮躁學不到東西。
　　【列典籍。有定處。讀看畢。還原處。】
　　「動物歸原」，因為心念是定的，展現出來就是這個。
　　【雖有急。卷束齊。有缺壞。就補之。】
　　這是主敬跟主誠，「主敬存誠」，對於學習的工具非常的恭敬
、非常的誠懇。最後「正修抉擇」，要看什麼書？
　　【非聖書。屏勿視。蔽聰明。壞心志。】
　　「正修抉擇」，所以從這裡到前面的這是「堪擬正宗」，這個
正宗分。最後一句：
　　【勿自暴。勿自棄。聖與賢。可馴致。】
　　這是「流通分」，而這一分它的分量並不亞於前面兩分，為什
麼？你看『聖於賢，可馴致』。為什麼？人人可為聖賢，人人可為
堯舜，人人可為聖人、佛菩薩，所以這是學習最後的目標，也是初
發心要定的目標。我們今天很榮幸有這個機會，用這麼短的時間來
跟大家很精要的，把《弟子規》學習過一次，錯誤還有疏漏的地方
一定很多。所以希望我們諸位法師，諸位長輩，諸位學長們，大家
能夠批評指正，感謝大家，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