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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法師，諸位長輩，諸位學長們，大家早安！我們翻開講義
，《弟子規科會》，我們昨天講到了養父母之心，養父母之志，養
父母之慧，講到這裡。在養父母之慧這一段，我們剛開始講，還沒
有講完，我們繼續從這裡開始講。就是：
　　【親有過。諫使更。怡吾色。柔吾聲。諫不入。悅復諫。號泣
隨。撻無怨。】
　　這裡。我們都知道父母也是平凡人，父母也會犯錯，但是子女
對於父母，不忍心見到父母的過失，所以我們在上一集末後，末學
就引用我們俗話有一句話講，「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並不是說父
母永遠不會犯錯，而是做子女的不忍心看到父母的過失，不忍心把
父母的過失放在心上。大舜沒有見到他父母的過失，所以他終於成
就了一個孝子的美名，進而成就他聖人的地位，都是從這一分不忍
見父母之過而引申出來的。閔子騫沒有見父母之過，所以他能夠說
出「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這樣的一個道理。他們的心是清
淨的、是平等的、是真誠的，所以在家庭裡面有這樣的一個態度，
他再到社會上去的時候，就能用這樣的態度，來面對一切所接觸的
人、事、物，這樣的一個環境。所以在這一段我們看到『親有過』
，確實親會有過失，父母會有過失，但是這些過失，由於孩子不忍
心看到，所以必須要勸諫，『諫使更』。而態度是怎麼樣？『怡吾
色，柔吾聲』。為什麼「怡吾色，柔吾聲」？因為恭敬父母。我們
昨天講到，敬到了極處，就像子路負米，又像泰伯採藥，完全的把
心放在父母的身上，這是態度。『諫不入，悅復諫』，這是告訴我



們「孝志不移」。為什麼他的孝志堅定不移？因為對父母的孝心沒
有改變。最後『號泣隨，撻無怨』，是「心意終敬」。這幾句話都
是因為沒有看到父母的過失，才做得出來，並不是父母真的沒有過
失。
　　孔老夫子在《論語》裡面跟我們講到，「事父母幾諫」，這是
告訴我們勸諫的時機。「幾諫」這個幾是幾個的幾，我們念「基」
，這個幾是什麼意思？我們大家都知道，事物很微小的時候，那個
叫幾。譬如大家知道，槍枝扣的那個叫板機，為什麼叫板機？就是
它扣的力量很小，可是子彈發出去的力量卻非常的大，很大。所以
這個幾所描述的就是事物剛剛發展的時候非常的小，可是它的影響
力卻會非常非常的大，這個叫幾。在前幾次我們提到「事雖小，勿
擅為」，這個也是幾。為什麼「事雖小，勿擅為」？我們都了解到
，我做一個比喻，神木，合抱之木，幾個人才能把它圍起來，可是
這麼大的樹木，它的種子有多大？那種子大概只有我們小指頭這麼
大的種子，那樣子小不小？很小，可是條件具足，它就能長那麼大
。換句話說，有智慧的人，他是在小的原因上就留意了，不會等到
結果出現了才來抱憾，不會的。所以「事父母幾諫」，意思就是說
，事奉父母，在什麼時候勸？在父母的過失還沒有形成之前就要勸
諫。而幾就是過失還在隱微之處，他就去勸諫，不會讓父母的壞習
慣已經形成，或者是過失已經形成，他才來勸諫。那個時候太晚了
，怎麼說？因為壞習慣一養成，不容易改變。
　　現在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父母的過失在很微小的時候，為人
子的可以發現？這個是我們要研究的地方，為什麼我們可以發現？
因為我們全心全意的在父母的身上，關心父母，他就可以做得到。
因此有幾個重點，我們必須要了解的就是一個孝子，當他在過失隱
微之處就開始勸諫，第一個它的效果好、容易成功，能幫助父母改



正這個過失；第二個，這個孩子在勸諫之後，因為很容易成功，很
容易把父母的過失轉化掉，所以孩子在外界的看法當中，這個孩子
就沒有博取孝子美名這樣的一個，我們叫副作用。怎麼說？等到父
母的過失很大的時候，為人子的要勸諫，很難勸諫。可是有些人他
的居心並不是非常的良善，為了博取孝子的美名，這個我們在歷史
上也見過的，養成父母之惡，或者是養成兄弟之惡，再來勸諫，讓
社會大眾稱讚他是孝子，這個是有發生過的，但是這個居心是非常
不好的。
　　特別在《大戴禮．曾子事父母》這一篇文章有講到這個道理。
有一次曾子的學生叫單居離，簡單的單，那個字要念「善」，單居
離。他問曾子，問曾子什麼？他說「事父母有道乎？」事奉父母有
沒有道理？有什麼道理？有沒有方法？曾子說「有」，很簡單的就
告訴他的學生，「愛而敬」，對父母就是愛，而且是敬，就這兩個
字。其實這兩個字我們經常提到，但是我們一般的人對它認識得不
深刻。你說中國的教育教什麼？就是教這兩個字，愛跟敬，換句話
說，中國儒家的教育就是愛的教育。我們今天講孝道，孝道是愛行
於父子之間，這就叫孝道；悌道，愛行於兄弟之間，這叫悌道；仁
，愛行於一切的人事物之間，這就是仁，它不是很複雜的。但是由
於我們對愛沒有經驗，什麼意思？因為人生下來，我們如果沒有給
他創造一個學習愛的環境，他不懂得什麼叫愛。我們現在的家庭功
能喪失了，家庭的功能式微了，所以孩子一出生，在這個家庭當中
他感受不到父母之愛，其後遺症是他長大之後他不懂得怎麼愛人。
我們現在經常聽到很多人說，我是為你好！為你好，可是他用的方
法讓別人很難受，為什麼？他不會愛人，他不懂得如何愛人。
　　所以我們看到社會上作奸犯科的人，這已經是情況比較嚴重的
，大多數的人雖然他沒有作奸犯科，可是他的人際關係不良，或者



是到處跟人家相處起衝突，讓人反感，為什麼？他不懂得愛。為什
麼不懂？回到他的家庭，就發現他家庭的功能有缺失。這個也是我
們很多在監獄裡面做教誨師的朋友，跟我們做過這樣的分享。他告
訴我們，有非常多的朋友，他誤入了歧途到監獄裡面，他們就去統
計，發現到監獄裡面的這些朋友，大概有非常高的一個比例，是來
自於一個缺陷的家庭，家庭有缺陷的。所以我們為人父母的，一定
要非常注意一點就是家裡要營造一個親情的氛圍出來，我們每一天
花多少時間陪我們的孩子？這個就是在教孝，在教孝道，他才知道
一個「愛而敬」。所以我們對孩子能愛，能夠付出我們的愛，孩子
長大他就能夠愛人。所以我們觀察，世界上真的沒有壞人，你說那
他為什麼作惡？因為他少愛，他不是壞，沒有壞孩子，只有少愛的
孩子。他會去傷害別人，是因為他不懂愛。
　　所以曾子這裡告訴單居離，他的學生，「愛而敬」，非常簡短
，可是已經抓到核心的部分，把這個愛字的核心抓住了。愛是無條
件的付出，譬如說我們的左手幫助右手，你看左手受傷了，右手幫
助它，這是沒有條件的，它是一個整體，同體的一個狀況，這個是
真愛，父母對孩子都是如此。這個愛的能力會被欲望給破壞掉，換
句話說，人為什麼對於愛會疏忽了？因為他貪著欲望。愛跟欲望是
一個互相消長的，欲望多，愛就少；愛多，欲望就淡薄。可是現在
麻煩的事情是什麼？我們的下一代把欲望當成是愛，那這個就麻煩
了，明明增長的是自己的貪欲，結果他把它誤認為這是愛，尤其是
男女之間這樣的相處。你看為什麼現在男女之間這麼多不理智的相
處？比如家庭暴力也好，或者是言語上的暴力也好，或者是男女交
往分開之後互相傷害，這種狀況很多，為什麼？把欲望當成是愛，
他不是真愛，他不是無條件的為對方付出，不是這個。所以學習愛
從哪裡學習？從父母身上學習。



　　曾子就講，「愛而敬」。再來他說，如果父母的行為符合道理
，我們叫順應自然，符合道理，做孩子的要遵從。如果父母的行為
不合乎道理，就是這裡講的「親有過」，就要勸諫，這個就是做孩
子的義務。但是如果勸諫了，父母沒辦法接受，要注意，父母沒辦
法接受的時候，必然產生一些過失，這些過失會導致父母受到社會
大眾的指責跟批評，為人子的不忍心看到這樣的狀況。所以曾子就
講，如果勸諫，父母沒有接受，怎麼辦？要讓社會大眾認為父母這
個過失是因為我這個孩子所引起的；換句話說，就把罪過攬在自己
身上，這是曾子說的。你看，曾子他做到了，他才能說出這樣的話
。但是後面曾子又補了一句話，他說「從而不諫，非孝也」，只是
一味的盲從父母而不去勸諫父母，這個不是孝道。「諫而不從，亦
非孝也」，就是只是勸諫父母，但是不去順著父母，這個也不是孝
道，因為已經跟父母對立了，這也不是孝道。所以你看孝道是非常
深刻的，它是恭敬到極處的，否則沒有辦法做到這個。而這一些都
是我們做人的基礎，只有做到這個基礎，下面的謹、信、汎愛眾那
才能談。沒有做到這個基礎，一下子要跳到汎愛眾，做不到。
　　所以他又說，「孝子之諫」，一個孝子的勸諫，「達善而不敢
爭辨」，什麼叫達善而不敢爭辨？就是孝子的勸諫都是，我們叫合
情、合理、合法，我們現在說，孝子的勸諫非常的有道理。可是有
道理，換句話說，那就是父母沒道理？不能有這樣的心，所以他不
敢爭辯，他沒有一個跟父母爭辯道理的那顆心，沒有。我們想想看
，我們一般人都認為有道理應該怎麼樣？據理力爭，應該要得理不
饒人，那就錯了。你看中國的文字，大家想想看，道理道理這兩個
字，有道才有理，道是放在理的前面。什麼叫做據理力爭？這個據
理，沒錯，他有理，他佔理，所以他據理，可是力爭無道，他沒有
道。再來，得理不饒人，得理，他有理，可是不饒人，他無道，他



沒有道。那我們就曉得了，沒有道的理能叫道理嗎？沒有道的理就
傷人，就把人給傷了。
　　所以我們很清楚的就是為什麼孝道這麼的重要？因為它讓我們
了解到，在這個世界上，你有理，你要怎麼把這個理傳出去？得有
道，有道，別人才能接受。所以中國文化講一個什麼？講一個化字
，感化、教化。為什麼是這個化字？因為它有道。換句話說，沒有
道，必然是什麼？對立，對立就無法感化、無法教化。所以真的是
，我們要從這裡體會的話，我們就會了解到，要改變這個世界，首
先要先改變自己；要幫助一個人，首先我們自己要先幫助自己；我
們要讓別人受益，首先我們自己要先能受益。所以「達善而不敢爭
辨」，你看他明明有理，可是怎麼樣？不敢爭辯。他不會覺得父母
你怎麼水準這麼差，連這個道理你都不懂，你看他不會有這個想法
，所以他不敢爭辯。
　　曾子繼續講，「爭辨者」，如果以為我有道理，我就跟父母據
理力爭，給父母很大的壓力，甚至於舉很多的道理來壓父母，他說
「爭辨者，作亂之所由興也」。社會為什麼這麼亂？就是因為孩子
在他成長的過程當中，在家裡跟父母就形成這樣的對立，那就是他
作亂的根苗。他到社會上去，他學得愈多，他懂得愈多，他批判的
能力就愈強，換句話說，就形成了傲慢的習氣。為什麼叫傲慢？傲
慢我們用四個字來跟大家解釋就比較清楚，叫做「自是非他」，這
個是就是自己對，我對；非他，非是否定，否定就是你錯，我對你
錯就是傲慢。凡是我們心裡有一個念頭，就是「豈有此理」，這就
是傲慢，高下心存在著，這個就是傲慢。而那個根苗從哪裡來的？
從事父母有爭辯的心，就是我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腹誹」，事父
母用腹誹法，父母講我們，表面上很恭敬，可是肚子裡面不高興，
肚子裡面牴觸。末學告訴大家，其實古人還能做到表面恭敬，現在



是連表面恭敬也不存在了。所以這個是「作亂之所由興也」，我們
就很清楚，為什麼社會這麼亂？父子關係起衝突，他的衝突太大了
。而父子關係的衝突來自於什麼？教育先後次第怎麼樣？顛倒了，
這我們昨天講的，先教知識技能，忽略了品格，忽略了孝道。所以
曾子是真懂的人，他講這幾句話。
　　再來他就講到，勸諫父母，動機非常的重要。而我們就要自己
觀照自己的動機，曾子講「由己為無咎，則寧」。什麼意思？由己
勸諫父母，讓父母能夠改善他的過失，是因為害怕、擔心父母養成
這一個壞的習慣之後，父母受到社會大眾的批評，或者是自己傷害
自己。他如果出發點是這一個愛父母的心，「則寧」，就是天下太
平，因為這顆心是愛心，這顆心是恭敬心。下面這句話重要，「由
己為賢人，則亂」，這個就是說，勸諫父母，想要博取孝子的美名
，這個念頭就是名聞利養的念頭，就是大亂的根源。所以曾子講的
這句話太重要了，我們不能做偽君子，任何東西只要摻雜虛偽，它
就變質了。一絲一毫的虛偽都不能摻雜，這叫真誠。孝心是真誠心
的什麼？具體的表現，而中國人的學問就是紮在這個孝道的基礎上
面，之後他才有可能把這個至誠心擴大，對象把它擴大，不僅僅對
父母，下一篇我們要講的就是「出則弟」，還要對兄弟。最後曾子
就講了一句話，他說「孝子無私樂」，孝子沒自己私人的，我們現
在講嗜好、興趣，沒有。他說「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
孝子沒有自己的興趣、嗜好，沒有的，父母憂心的就是我憂心的，
父母操心的就是我操心的，父母喜好的就是我喜好的，憂父母之憂
，樂父母之樂。所以這個是養父母之慧，幫助父母智慧怎麼樣？提
升。
　　有沒有一種情況是勸了一輩子，父母都不接受的？有沒有？有
，怎麼辦？我們現在勸了一、二次，我們就煩了，不跟你講，沒有



辦法溝通。事實上勸了一輩子，父母都沒有接受的例子，我們在佛
經裡看到的，《地藏菩薩本願經》我們看到的。你看婆羅門女勸她
的母親，勸了一輩子她的母親有沒有接受？沒有接受。婆羅門女有
沒有跳腳？有沒有爭辯？你看「達善而不敢爭辨」，沒有，她沒有
爭辯，她怎麼樣？順從，還是順從。最後她的母親怎麼得到她的幫
助？你看母親過世了，一輩子都沒有聽她的，你說這樣子她的母親
受益嗎？受益。為什麼受益？因為她孝志不移，她孝的志向沒有受
到任何的動搖，沒有說算了，我就不孝順妳，妳冥頑不化，放棄了
，她沒有。一直到她的母親過世，她怎麼樣？她因為對母親的孝道
，她怎麼樣？她提升自己的德行，她契入了聖賢人的境界，就這一
分心幫助了她的母親，她母親得度了。所以學這一段，養父母之慧
，我們千萬不能只看眼前，好像我講的你必定要接受，不是這個樣
子的。所以這一條，我們在《地藏菩薩本願經》裡面看到，她圓滿
了，她真圓滿了。
　　幫助父母是如是，幫助一切有緣的人，是不是也是如是？沒錯
。可能我們在講學的過程當中，你看，我們看到孔子講了一輩子，
他是周遊列國，到處去推銷，沒有人理他，沒有人接受他，可是他
有沒有氣餒？沒有，勸了一輩子，「親有過，諫使更」，他勸了一
輩子，沒有人接受。可是孔老夫子的學問，最後不在當代起作用，
而在後世奠定了中華文化綿延不絕的基礎，一直到清朝末年。我們
就可以了解到，確實，如果他老人家勸了一、二次，別人不聽，他
就放棄，他的志向就動搖了，永遠都不可能有這樣的，我們這一輩
的人沒有辦法受益。所以我們要以他們為榜樣，這是養慧，養父母
之慧，乃至於養一切人之慧、幫助一切人覺悟，都要用這個態度。
這個我們就講過去了。再來「病則致其憂」，這是下一段：
　　【親有疾。藥先嘗。晝夜侍。不離床。】



　　這一段確實，我們思考一下，在我們現代這個社會上，經常看
到有老人被遺棄，老人生病了，或者是在養老院裡面，或者是在家
裡面被遺棄，我們看到的。有一句話叫做「久病床前無孝子」，這
一句話是誰說的？其實我們現在聽話一定要非常的謹慎，它是不是
從經典出來的？如果不是從經典出來的，這句話不能聽。這句話是
不願意承擔責任的人說的，我們現在講藉口，為什麼？因為我們看
到了久病床前的孝子，我們看到了。在中國大陸大連有一個孝子叫
王希海，這個年輕人他三十幾歲，事業正在走高峰的時候，他的父
親中風了。他本來有一個機會能夠到國外去任職，他的公司要派他
到國外去任職，這是很好的一個機會，但是因為父親在這個關頭中
風了，他毅然決然毫不考慮的辭去他的工作。注意，他的母親還在
。很多人會講說，我現在好不容易有這麼好的工作，我把它辭掉，
我沒有收入，我就沒有辦法負擔父親的醫藥費，所以我一定要去工
作，為自己找藉口，很多。母親在，母親照顧就好了；再不然，我
努力的再賺錢，我們請幫傭來照顧就好。王希海的想法不是這樣子
，為什麼不是這樣子？因為他覺得別人來照顧，他不放心，所以他
把工作辭掉。
　　那沒有收入怎麼辦？領救濟金，他就是領一個微薄的救濟金，
他都寧願照顧他的父親。不是像我們想的，我要去賺更多的錢，才
能負擔父親的醫藥費，不是的。結果他辭職之後，他照顧父親的方
法令人感動，令人佩服。因為中風的人，我們知道就是臥病在床，
他就在想，將心比心，完全放在父親身上，那個心。他在想說，如
果父親這樣久臥病床，棉被一定會有熱氣，這個熱氣就會造成，潮
濕的熱氣讓身體很不舒服，所以他想到這一點，他天天換被單，天
天幫他的父親換被單，天天洗被單。你看一個大男人，一般的人是
做不到的。後來人家訪問他，問他為什麼這樣？他說我就怕我的父



親不舒服，那個熱氣不舒服。再來，每隔十五分鐘一定要幫父親翻
一次身體。人家就問他，那你其他的工作不用做嗎？你十五分鐘就
要來翻一次身體，其他的工作不用做嗎？他說當然要，所以我每一
次到超市裡面去買東西，我都是用跑的，爭取時間。跑到超市裡面
，一買完東西，立刻怎麼樣？又跑回去，生怕時間太久，讓父親因
為沒有翻身，容易長褥瘡，他要翻身，他就是用跑的，然後天天幫
父親按摩。
　　因為他的心都在父親身上，有一次他的父親發燒了，發燒好幾
天，燒沒有退，我們知道發燒必然是感染，由感染引起的。可是父
親中風又沒有辦法說話，沒有辦法表達，到底是哪裡痛，不知道，
一直找不到問題在哪裡，他很擔心。結果有一天他在晚上睡覺的時
候，其實他晚上都沒有好好的睡過一場覺，因為他半夜一定要定期
起來幫父親翻身，他在睡覺的時候就夢到他爬一個樓梯，結果這個
樓梯斷了，突然斷了，他就醒來了。他就在想，這個夢是不是在告
訴我什麼？我們就了解到，真的是「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
海，無所不通」。你看，他就在想的過程當中，他就想樓梯應該是
什麼？是不是我父親的腳有問題？他就聯想到腳。於是乎他就開始
檢查他父親的腳，果不其然，腳有一個很小的傷口，但是裡面已經
有感染，我們現在講的蜂窩性組織炎，有感染，所以他父親發燒，
沒有發現，很小的洞。於是乎就帶他的父親到醫院，把這個問題給
化解掉。
　　有一次回診的時候，他帶他父親到醫院去回診，回診的時候，
複診，正好有一個醫師，他可能是過去沒有接觸過他父親的一個醫
師，不是他的主治醫師，但是也是一個很資深的醫師，來幫他的父
親看診。但是因為以前沒有接觸過這個病患，倉促之間他也沒有看
病歷，就先問王希海，他說你的父親中風有多久、這樣的狀況有多



久？王希海就告訴這個醫生，已經有二十四年了。這個醫生臉色突
然拉下來，非常的不高興，為什麼不高興？因為他的父親根本不像
是中風二十四年的樣子，以他專業的醫學素養來講，中風二十四年
，怎麼可能皮膚這麼完好？怎麼可能這麼光滑？他就臭罵了王希海
，他說你這是侮辱我的專業。他認為王希海是在騙他的，認為這個
年輕人不老實，臭罵他一頓。他說醫生，真的我沒有騙你，要不然
你去看看他的病歷。結果這個醫生就氣沖沖的跑出去找病歷。結果
沒有想到病歷找來的時候，這個醫生是含著眼淚進來的，為什麼？
這不可思議！這個人他臥床二十四年，居然皮膚這麼的光滑，這麼
的完整。他把所有的護士都叫過來，他告訴所有的護士說，這一個
大男人，他照顧臥床病患的經驗，統統可以當你們護理專科畢業這
些護士的老師，他可以當你們的老師。那是照顧得太好了，這個是
很不可思議！你看二十四年如一日，這麼樣的一個人。你看久病床
前，這個夠久了，而且這個病夠重了，他的心也夠細的。所以我們
非常感佩這樣的一個例子，這是「病則致其憂」，他真做到了。再
來我們看下面：
　　【喪三年。常悲咽。居處變。酒肉絕。喪盡禮。】
　　到這裡是「喪則致其哀」。現在幾乎三年的守喪已經看不到了
，我們相信還有孝子是這樣在做的，還是有的。我們認識一位醫師
，他就是這樣，守喪三年，他的母親過世之後，他就是守喪三年，
依照古制，但是這樣的例子太少了。末學在一本書裡面，就是講到
《王善人言行錄》，這是民國初年的一位大善人，他是一個農民，
不認識字，他因為他的至孝，還有他的至忠，他就從忠孝這兩門入
門，開了大智慧，開了智慧。他一個字都不認識，他居然能替人講
病，替人治病，而且他的名聲遠播，聲名遠播，他的智慧開了。所
以這個事情跟讀不讀書沒有關係，跟什麼有關？跟智慧有關。而智



慧為什麼被封閉住？欲望驅使，私欲所驅使，智慧就封閉了。王善
人不認識一個字，他能替人治病，能替人講道，他的影響力遍及整
個中國，而且一直延伸到現在。有一個團體叫做「道德會」，道德
會現在都還在稟持著善人行善的言行，在我們這個世界上默默的在
從事社會慈善跟社會教育的工作，值得我們讚歎。
　　善人他就是守喪三年。他為什麼知道要守喪三年？因為他有一
次在看戲，聽說書，這在東北很有名，就是唱大鼓書。大鼓書提到
了一個楊孝子，就是古代一個叫做楊一，楊孝子。楊一他是一個乞
丐，討飯孝親，他就去討飯來養活他的父母。他討飯養父母，他的
父母過世的時候，他就為父母守喪三年。結果守喪三年的過程當中
，發現了一窖的銀子，也許是上天感動他的孝行，賜給他一窖的銀
子，很多。結果他發現銀子之後，不但沒有高興，反面嚎啕大哭，
他哭什麼？他說過去有老人在，我還可以用銀子來奉養我的老人，
但是現在老人過世了，我要這些銀子做什麼？嚎啕大哭，哭得很傷
心。於是乎他把這些銀子就拿去分送給所有村子裡面的人。你看他
是一個乞丐，他不但沒有貪財，還把所有的銀子拿去分給村裡所有
的人。然後每到一戶人家送銀子的時候，就告訴這個人家的孩子，
你就拿這些銀子來孝順你們的父母，我的老人不在了，你們要好好
的孝順你們的父母。
　　結果王善人聽到了楊孝子的這個故事之後，他就立志，我一定
要效法楊孝子，一定要效法他。他的父親過世之後，他就在父親的
墳墓旁邊築了一個茅蓬。而這個茅蓬說也奇怪，正好下面有一個石
頭，有一塊大石頭，他就在這個石頭上面蓋了一個茅蓬。他的打算
就是，這個石頭很大，因為很大，想要做成什麼？炕。東北很冷，
冬天下雪非常非常的冷，他希望這個石頭下面可以放柴火，可以把
石頭烤暖之後，他可以在上面睡。可是他那一天住進去之後，晚上



他要升火，他把柴火點燃，把柴火送到石板下面的時候，說也奇怪
，這些柴火一放進去就被噴出來，一放進去又被噴出來，連續三次
。他就覺得很奇怪，於是乎他就往這個石板下面一看，發現裡面有
一條大蛇住在裡面，有一條大的蛇住在裡面，實際上是在冬眠，在
裡面。結果他就想說，算了，蛇在下面，我也不好干擾牠，於是乎
他就沒有再燒柴火，他就睡在這個石板上面。他說，說也奇怪，那
一年的冬天，他居然就這樣熬過來了；就是說不但不冷，反而他說
暖暖的，他睡在上頭，反而覺得暖暖的。
　　再來，他的家人，不就因為他在守墳嗎？每一天都會送飯來給
他吃。他說飯送來的時候，他都先供他的父親，供完了之後再吃這
些冷的飯菜。結果他說，他吃了一個冬天冷的飯菜，不但肚子沒有
吃壞，反而愈來愈健康。真的，末學看到這裡，我每一次看到王善
人的《言行錄》，真的都會非常的動容，這是至誠心。我們想想看
，我們現在人講養生，要保養，要吃什麼吃什麼，吃這個吃那個，
還要搭配什麼東西。其實末學都覺得，這個是枝末。如果我們存著
一顆歹毒的心，我們吃再好的、再補的東西，都變成了毒素。換句
話說，你看王善人這一分真誠的心，那一分孝悌之心，他吃什麼樣
不好的東西下去，都化成養分，都化成正氣。因此你看，『喪三年
，常悲咽，居處變』，就是這裡講的遷居，你看，他改變了他的居
住環境，到守喪的墓地搭一個草蓬。而且他講，他說當時如果他的
志向不夠堅定，這一條蛇就把他給嚇走了。他居然可以跟這條蛇和
睦相處，你看，考驗他的志向，他的孝志有沒有堅固、有沒有堅定
。因此他做到了，「居處變」。再來，『酒肉絕』，王善人也做到
。這個是什麼？『喪盡禮』，他已經盡到守喪的人子之禮，孝子之
禮。下面講：
　　【祭盡誠。事死者。如事生。】



　　這是「祭則致其嚴」。祭則致其嚴，我們就看到了漢朝丁蘭他
刻木的故事。丁蘭的父母過世之後，他太想念父母，於是把父母的
形相刻成木頭，『事死者，如事生』的供奉。有一次他的鄰居來借
東西，因為丁蘭不在，丁蘭的太太還是很尊敬公婆，所以借東西還
是不敢怎麼樣？自己做主，於是卜筶，就是我們說的卜杯，卜筶問
公婆，說鄰居要借這個東西，能不能借他？不許，卜筶沒有得到應
許，結果就拒絕了。結果這一個鄰居就很生氣，不但怒罵堂上的這
兩尊木像，而且還用東西去砸木像。結果說也奇怪，丁蘭從外頭回
來，看到這個木像怎麼有滿臉不高興的神情？你看看，一般人對這
個沒有辦法理解的，這個木像居然露出不高興的神情。丁蘭看到就
問他的太太，說我堂上的兩尊我的父母，為什麼今天看起來這麼不
高興？丁蘭的太太就把事情告訴他。於是他就去找他的鄰居興師問
罪，說你怎麼可以砸我父母的木像？可能太衝動了，一下就怎麼樣
？起了衝突。結果官府的人來就把丁蘭給逮捕、抓走，結果發現什
麼？要逮捕他的時候，居然木像流下眼淚。你看，這是至誠感通。
結果這件事情被皇帝知道了之後，知道他的孝行感人，於是就下令
赦免他的過失。我們從歷史上看到這些故事，都了解到這一條我們
應該怎麼做。這一節課我們時間到了，我們就先跟大家上到這裡，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