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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長輩，諸位老師，諸位學長，大家上午好。上一週
我們邀請張老師給我們談到，在大學落實推展中華文化倫理道德的
一些經驗做法，很多學長聽了之後也都非常積極，希望在自己的地
區也能讓這些大學生受益。這麼多學長這麼積極，確實勵志格言都
念到心裡了，「任重而道遠」。但好的想法它也要循序漸進，要看
到一件事情它的關鍵在哪裡，它的門道在哪裡。我們看張老師在分
享的時候，確實念念想著要利益這些大學生。所謂「慈悲為本」，
有這分慈愛的心，方法方式也要循序，也要因地因時制宜。關鍵第
一個在公家的單位做事，他的領導者認同是相當重要的基礎，假如
沒有領導人認同，你有心想做不見得做得起來。所以李處長是關鍵
的關鍵，「人存政舉」。「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像人民的
福祉，很多禍亂就因為他而停止下來。大家看這些大學生，在大一
的時候都能懂得這些做人的道理，他這四年能充實，他這四年能少
造很多罪業，不是化了他的災難！包含課程當中還提到那個時候流
感，是SARS是吧？甲流，流感，那個時候很嚴重，居然完全化險為
夷。所以經典這些話是真實不虛的，一個至誠的善人，他的心念可
以護佑這一方的孩子。
　　所以我們看每一個成功的個案，都是他的主事者有正確的認知
，沒有正確的認知，反而事情會做得很亂，瞎忙一場都有可能。松
花江中學為什麼成功？有呂杰校長，他是掌舵的。海南省監獄系統
為什麼成功？張發廳長掌舵。他們的腦子，都非常的冷靜，做事非



常的有條理。大家要看到這一點。不然好心做壞事，就是太熱情了
，沒有章法，把事情給做壞了。我們看張發廳長，他首先自己帶頭
，李處長自己帶頭，呂杰校長也是自己帶頭，自己去參與課程，帶
領大家去學習。而且骨幹要跟上，張廳長到廬江去的時候，他九個
主要幹部一起去的。就像蓋房子，這個柱子你要先把它立穩，接著
房子好蓋，事情好推展。有護持的人，也要有很好弘法的人、講學
的人，而這個講學的人要無私無我。王琦老師本來可以做副校長不
做，就為了好好帶孩子，讓孩子能真正得力於中華文化的教誨，把
這個名（功名）捨掉，所產生對整個民族社會的影響更大。他一個
班級做榜樣影響一個學校，一個學校當榜樣，現在可以說影響全球
知道這個事情的華人。包含去年我們在馬來西亞北方大學辦課，二
千五百個教育界的同仁參與，就請到呂杰校長跟王琦老師給大家現
身說法。所以這幾個條件重要，這個學校的領導者認不認同？再來
，有沒有真誠的講師去推展？還有，還要有一些好的學生做影響眾
，這都是很重要的步驟。大家都想一蹴可及、一步登天，這些條件
要看清楚。
　　張老師是先在一個社團，這一些很有善根的孩子們學了一段時
間，他們有變化，他們的整個行持、氣質會讓其他的同學覺得很不
一樣。而我們從張老師談的過程當中，可以深刻感覺到苦口婆心、
設身處地為大學生的現況以及他的未來著想。不知道大家記住哪些
話？什麼能感人？無私能感人。一開始為什麼這麼多社團邀請？因
為不用錢的。無私能感通！我自己在海口，曾經到一所中學去講課
，這個中學算是社會當中認為很好的學校。我剛開始上課的時候，
高中的學生拿著教課本在底下看，他們可能是被強迫來的。當下我
們看到這些學生，還沒聽課就拿本書，我們心裡做何感受？能不能
動心？我來給你們講課，你們還這麼不尊重。那就被轉了。能來就



好，能聽一句、兩句都好。對人不要要求太多，要求自己就好，不
要要求別人。所以君子責己不責人，求己不求人，身心才能自在；
有求人、有責人，身心不安。結果在講的過程當中，我們體會孩子
很善良，聽到老祖宗這些叮嚀非常有共鳴，慢慢的頭都抬起來了。
最後一個半小時結束，校領導安排讓孩子們說說話，第一個舉手的
，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舉手一講話，第一句話說，「現在講課居
然還有人沒收錢」，他講到這裡就哭了。大家看這些孩子善不善良
？就不收錢給他們講課，他就能感動到一個男孩子當場就落淚了。
我們為人父母、為人老師、為人長輩的人，真正能依照經典去做，
哪有不把孩子的善良喚醒的道理！所以那天聽張老師談到這一點，
我就回想到那一幕。真的，孩子很可愛！
　　我那時候到大學講了應該有十來個月的時間，孩子們都是目不
轉睛。他愈專注，我都覺得我們愈對不起他們，他這麼想學，我們
當長輩、當老師的教了他什麼？而張老師提到，其實也是不斷的激
勵孩子的志氣，所謂「學貴立志」。他告訴孩子，你可以不是第一
流的學校、第一流的科系，可是你可以做第一流的大學生。這話誰
聽了不受鼓舞！讓他在進入大學的一開始，這是緣分的開始，慎始
慎終，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所以在這些關鍵點上，我們身為老
師、長輩的有沒有抓住這個時間點，舉一反三？不只是在學校當中
我們重視每一個因緣的開始，我們身邊的親人要去上大學，我們給
了他們什麼叮嚀？讓他提起最正確的學習態度，以至於跟人相處的
態度？他沒有正確的觀念，去了之後又是同學們人云亦云，等到他
醒過來的時候，都不知道已經是做了多少錯事。包含我們的孩子要
到一個單位去上班，我們交代了他什麼？到一個領域去，我們又提
醒了他們什麼？比方我從事小學教育，我的長輩提醒了我，這些孩
子都是他父母的心上肉，國家信任你，他們的父母信任你，你要對



得起人，而不是看著老師的薪水很穩定，那是見利就會忘義。
　　今天孩子要走入婚姻，那是一個重要的機會點，我們又交代了
他什麼？那個機會點抓住終身不會忘記。親朋好友跟我們這一生的
緣分這麼難得，我們真的利益他什麼了？要趕緊長智慧，隨時都能
供養身邊的人、成就身邊的人。一個人為什麼學習可以不間斷、不
懈怠？因為他有使命，他有慈悲心，他有源源不絕的動力。劉芳總
裁，她的父親在她結婚當天跟她講，「結婚，該幹活了，該扛責任
，該懂得吃苦了。第二個，別給人添麻煩。」你看多厚道。「第三
，別丟臉。」「身有傷，貽親憂；德有傷，貽親羞。」早上我們一
個同仁講到，他出去講課，那個公司的一個員工（一個朋友），聽
到他是台灣人，對他非常熱情，為什麼？因為他曾經被一個台灣人
救過。結果一個人見義勇為，台灣人全沾光了，是不？但注意，一
個人造孽，整個地區的人都被他侮辱，都被他拖下水。我到海口去
的時候，跟一個朋友出去兩天，第二天晚上，他可能對我有點信任
，有一些心裡話就跟我講了，他說蔡先生，你是我見過第一個不找
女人的台灣男人。我那個時候聽到的時候，我說這些台灣的男人造
了多大的孽，把寶島的形象就這麼毀了。枉為台灣從小都有中華文
化，一九六八年還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這麼好的環
境離開家鄉還出去造孽。所以我們隨時要想到，我們代表自己的國
家民族，一言一行可別侮辱了祖先跟自己的國家，人有這種使命感
，怎麼會放肆！所以慎於始，我們要有這樣的敏感度，很真誠的去
提醒、去護念有緣的親朋好友，像這些大學的孩子。
　　為什麼言語能有共鳴、能有懇切？還是這一顆愛心。所以大家
聽了老半天可別只聽到那些做法，而沒有看到最核心的愛心。我在
聽的時候也是跟著在流眼淚，不過我流眼淚有點功力，只在眼圈打
轉，就把它趕快吸收掉，不能流下來擦。因為我現在很怕流下來在



那裡擦眼淚會驚動身邊的人，他們會擔心，所以我流眼淚盡量練到
不要滴下來。因為有一次我記得我們辦「幸福人生講座」，二００
四年七月好像是十三號，在海口辦第一期「幸福人生講座」，第三
天的時候，海口市教育局長親自來聽我們的課程。我那個時候很感
動，因為又讀了很多《德育故事》那些好官，看教育局長親自來聽
，後來我就親自送局長回去，車子開走，我就突然被這些仁慈的官
員感動了，我就蹲下來哭，忍不住了。身邊的人嚇壞了，怎麼了、
怎麼了？但是這樣的淚流多一點痛快。人生能遇到這些至心為人民
的人，都能讓我們的生命受到很大的震動跟啟發。
　　所以真正有官員愛民如子，我們有多少力量都要盡心盡力幫助
這個地方，因為那個地方的緣成熟。這個時候就不能分自分他，那
不是我的故鄉。你的故鄉還沒成熟，你又那麼執著，不是把力量全
分散了嗎？哪個地方成熟、許可的話，盡力幫它，那個地方做起來
不就帶動了全國嗎？所以做事的原理原則，成熟的地方集中人力、
物力、財力來幫助這個地方做起來。所以很多事情是可以有很好的
發展，但是人都分自分他，都把力量給拆散了。分自分他不打緊，
還在那裡比來比去，對立衝突就更麻煩。當然，想要整合力量是一
個好的心境，但隨緣就好，也不要強求。最重要的以德服人，以德
感召人。什麼德？無私無我最重要。「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
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錢財、人才都過來了。尤其在大陸，
善心的人太多太多了，有民族國家使命感的人也非常非常的多，真
看到無私的人，一定會感來很多助力。
　　張老師又提到，他給孩子們講，你今天在一個單純的人際環境
都不能夠跟人家相處得好，你再踏出社會，你很難跟人處得好。把
孩子的思想、視野拉遠，拉到未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你人和都達不到，你怎麼真正去利益你的團體？首先要修養



好自己的德行，能跟人家相處融洽。他大一聽到這樣的話，他就知
道他有一科必修科目，人際關係。我們聽了將近三個小時的課，留
在我們心中的有哪些東西？用心聽，這些東西都會吸收。為什麼用
心？有責任心，抓住每一個機緣去利益有緣的人。這個時候，我們
有這一分存心跟責任，抓住每一個機會吸收經驗、提升智慧。很多
人聽人家講課吸收的程度不一樣，其實吸收多少跟他的心量成正比
。他心量很廣，就像孔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哪一個年齡層的他都關心，
所以任何人講話，他都能從中吸收到利益各個年齡層的這些好的教
誨。可是今天我們聽課的時候只有自己的家，只有自己的孩子，可
能聽百分之八十都覺得這跟我沒關係。吸收程度跟心量成正比。
　　而真正要吸取別人的經驗，最好的方法還是跟一段時間，才能
看到一些門道。當初我要去學校教書以前也很幸運，我同學的太太
，她的小學老師陳真老師，我曾經去看過她現場教學，很不一樣。
當天看完還可以請教她，非常耐心、細心給我們講得很清楚。可能
有人說，我沒有這個機會。又在向外求了，是不？傳統文化是內學
，因緣是自己的心感召來的。這一次馬來西亞好像有四個還是五個
老師，到台灣去學了二十幾天。這些老師很有愛心，教到很大的瓶
頸跨不過去，但是他無私的心還是感來好因緣，陳老師親自帶了他
們將近一個月的時間，問題都解決了。每個人要有信心，只要自己
是真心、至誠，可以感來殊勝因緣。所以之前跟大家提過，台灣三
重市兩位老師發心做了十三年，她們一月初兩個都會來。其中一個
是得到台灣師鐸獎，全台灣的師鐸獎，愛心都受到整個政府的認同
，給大家現身說法。所以大家應該可以體會到誠則感通。實在不知
道七十幾位學長到底是什麼來歷，怎麼這些第一線無私無我的人統
統都被大家感召來了。所以這些勵志格言有感通，大家念得很誠，



「任重而道遠」。而這些老師們，只要大家願意學，確實掏心掏肺
都在所不辭。
　　大家假如要學到在大學裡面落實的經驗，建議大家比方七天、
十天，真正去跟著李處長、張老師他們的運作看一下，看了十天之
後再來發問。也不要耽擱他們太多時間。修養的功夫在哪？處處為
人著想是世間第一等學問。這些老師們體力都是大量透支，講話很
耗氣，這叫開口神氣散。你真正都看完了再來問，更準確、更到位
。都還沒看就問一大堆，人家又熱心一直給你講，你都沒有體恤這
些老師，他們連吃紅薯的時間都快沒有了。我聽的時候那個影像都
好像浮在腦海裡，在那裡趕場。一個學生處的處長，本來可以做副
校長的人，你看為了傳統文化奔波成這個樣子。尤其是他做事的那
種嚴謹，是我們最重要要學到的。謹慎為保家之本，要保全一個因
緣，因為守成不易。尤其在學校，很多規定絕對要遵守、要謹慎，
不能讓這些領導認同我們、支持我們，最後變成我們給他添麻煩，
這情何以堪！不能激動，要冷靜處事，國家規定的這些事情要遵守
。我現在講的都是已經發生的事情。有一個地區，當地的官員全部
支持他，官員出面來幫他辦活動，結果沒有遵守一些規定，發一些
宗教的東西，最後那些官員全部被他的上級調去調查。你看人家的
熱心就因為我們不謹慎，給人家添了多少麻煩。人家本來一心一意
要為傳統文化，結果你看給人家這麼大打擊。為什麼「屈志老成，
急則可相依」？做事牢靠，不浮躁、不急躁，穩紮穩打。
　　大家昨天去了馬六甲，看大家今天精神挺好，體力不錯，還是
因為憋了很久，終於可以出去透透氣了。大家有沒有看到我們胡主
席、溫總理走過的足跡？所以四海的華人都是一心的，現在是同一
個方向、同一個目標，共建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共同為中華
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而我們承傳聖賢的精神，鄭和就是我們的



榜樣。在那個時代，帶給全世界這麼大的福祉，他也昭示世人，中
國人的強大只會帶給人類幸福。而我們更要以實際的行為做出來，
面對不同的宗教、種族、國度的人，我們要仁慈。就像當時奧運會
的時候，「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我們中國人是好客的，華
人有好客的特質。
　　上個禮拜我們講到學習不畫地自限，而且要以聖人為目標。孔
子留給我們一個千古作聖的祕訣，「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
，四十而…」。你們看不懂我的眼神嗎？我的功力太差了，都已經
第四個禮拜，默契還沒有培養成。想當年，我在打羽毛球的時候，
跟我的partner（拍檔）默契很好，稍微嗯一下就知道意思。真的那
個肢體都不用言語就知道要怎麼移位，人的默契可以到這個樣子。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兩個都是無名小卒，居然在體育場上遇到我們
高中，全校排名第二名跟第五名的人，他們兩個聯手跟我們兩個打
。大家想一想勝敗如何？你們看我笑這麼開心就知道了。所以這個
默契太關鍵了。他們雖然是高手，但默契不足，最後我們還是勝了
。結果旁邊很多女生拍手，但是不可以貪著，因為我高中念男校，
只有一個音樂班是女孩子。我感覺男女分校好，為什麼？那種年齡
不分校很麻煩。為什麼？孩子他定力就不夠！定力不夠，你還推他
到那些他根本就定不了的境界，講一大堆很好的理想理念。其實還
是要實事求是。
　　好，所以剛剛我們講要有默契。而且很重要的，我們在四十集
當中跟大家交流一個學習的態度，就是今天學的今天消化，「今日
事今日畢」。因為我那個時候到補習班去，離考試時間只有四個多
月，要準備十三科。所以我沒有時間再分神，就全神貫注聽每一節
課，聽不懂一下課我馬上去問老師。結果有幾位老師，我一下課追
他追不上，因為他要追火車。補習班老師過的日子，也真的不是人



過的日子，排滿了，高雄上完，上台中去，又上台北去，他整個台
灣補習班跑。我看補習班老師壽命不會太長，就這麼跑的，壽命不
會太長。現在的人，有時候真的是拿命來換錢。而我們身為一個領
導者、一個企業家，可別真的拿錢去買人家的命，要有父母的心，
不能把人當工具用，用壞了就把他扔了。大家不要太敏感，我不是
說誰，你們這幾位企業家都是我非常佩服的人，都是民之父母，用
父母的心對待下屬。
　　這樣的態度才能讓我們學東西紮實。假如覺得還有明天，明天
再說，「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磋砣」，
蹉跎光陰。所以《了凡四訓》有一段話，大家可以不把《了凡四訓
》背起來，可是最關鍵的、最懇切的教誨，時時拿起來叮嚀自己。
了凡先生講，「世間聰明俊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
只為因循二字，耽擱一生」。這是最值得悲痛的事，明明是可以成
聖成賢的料。「彼何以百世為師，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塵情」，
這麼多的染著，擋不了這些誘惑，「私行不義」，做出很多對不起
良心的事，「謂人不知，傲然無愧」，覺得沒人看到，一點羞恥心
都沒有，「將日淪於禽獸而不自知矣」。所以不能因循、不能懈怠
，要精進。而且這個精進不只要保持，還要更提升，這才是進步。
我們那個時候在補習班保持這種狀態，現在我們聽任何一個人講課
都保持在這個狀態。要不我複講一下張老師的課給你們看一下。你
們拍手就是不信任我，因為後面的課還挺多的。上一次我表演給大
家看，你們可以去看上一屆進修班，劉芳總裁講完我隔天複講。大
家在我們一起共學的時候，每一段道理我們有沒有真正把它領納，
變成我們的態度跟習慣？這才能受益！所以這一句千古作聖祕訣！
你們都不背，不是太可惜了嗎？孔子把他一生成聖的方法都說出來
了，我們時時以這句話要求自己，「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我們上一節課跟大家講到，修學有四個階段，學、道、立、權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
與權」。我們第三個階段是任何境界屹立不搖，達到這個境界。我
們也舉了八德的例子，大家記得吧？上個禮拜有一節課專門談如何
屹立不搖，從這些聖賢的榜樣當中我們效法。而孔子在《論語》當
中的教誨，「君子義以為質」，學君子之道都要遵循道義，最重要
的君子本質就是恩義、情義、道義的態度，絕沒有自私自利。孟子
就這個心境做了一個註解，讓我們看了很有體會，「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我們在看這些經句的背後，看到孟
子處世的態度沒有？行一個不符合道義的事情，殺一個無辜的人，
或者是傷害一個無辜的人，而能得到天下，絕不做。我們說，先傷
害這個人，我得了天下，我一定施仁政，有沒有道理？當下都不能
保證為人著想，還能保證有權力之後為人著想嗎？
　　所以佛門有一句話讓我們洞察自己的心態，也洞察很多事物是
真的還是假的，不能只聽這些話語，因為人很容易讓自己錯誤的行
為合理化，講得好像很有道理，事實上從這些話去看就知道沒有道
理，叫「因地不真，果招迂曲」。他在因地所存的心不是真心，不
可能會有好果，善因善果，惡因惡果。我記得我那時候在海口，有
一些朋友來，他看我在做這個事情，他就說，「等我有錢，我一定
做這些善事。」結果七年多過去了，他們都還沒來找我。就是連眼
前隨分隨力的善事都提不起來，那還能保證以後嗎？所以妳兒子跟
妳講，「媽，以後我會給妳買大房子，會給妳買大車子」，然後妳
就高興了半天，結果啥事也不幫忙，那都是花言巧語。不是男人會
花言巧語，現在的孩子也會花言巧語。你要引導孩子都要落到當下
的實處，而不要講空話。我們面對任何境界都是以道義為準繩，沒



有什麼東西不能做，合乎道義的，縱使有生命危險都做；不符合道
義的，天大的好處絕不起心動念。所以李處長覺得道義所當為，副
校長也不要了，這個就是給我們表演，可以立，屹立不搖。「富貴
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們在做這個事情過程一定有很多問難的
，可是他們不會退卻。再來，「可與立，未可與權變」，更高一級
，不只要屹立不搖，還能通權達變。
　　我們現在翻到《古文讀本》五十六頁。八德也要會權變。我們
看到曾子這一篇，這是「孝篇」的通權達變。「曾子芸瓜而誤斬其
根」，這個芸跟耕耘的耘一個意思。他在照顧瓜的時候，不小心把
瓜藤給弄斷了，那整個瓜就毀了，就活不了了。結果「曾皙怒」，
曾皙是他的父親，很生氣。「援大杖擊之」，剛好手邊有一個粗的
棍子，太生氣了，拿起來就打。「曾子仆地」，看到父親把棍子拿
起來，曾子連閃都沒有閃，覺得自己做不對，接受父親的責罰。結
果一打他就昏過去了，「有頃蘇」，頃就是很短的時間，蘇是蘇醒
，「蹶然而起」。大家看，要看到文字背後的心境。第一個，被父
親打得那麼重，眼睛一張開首先想到什麼？我們入一下故事，假如
是我們，「哎喲、哎喲」，是不？「氣死我了，我爸怎麼可以這樣
對我，我去跟他理論。」但是我們看曾子，這是我們不可及的地方
在哪？他醒過來考慮到的是，「哎呀，我睡多久了，我父親一定很
擔心」，馬上跳起來，蹶然就是驚起，很快的就爬起來，然後趕緊
看他爸爸的情況。孝子心中只有父母，沒有自我的。馬上「進曰」
，恭敬的對他父親講，「曩者參得罪於大人」，曩就是剛才的意思
。「大人用力教參」，父親你很用心的教育我。「得無疾乎」，父
親，您沒有不舒服吧？您沒有氣壞吧？都是為他父親著想。「退屏
鼓琴而歌」，這個字在《孔子家語》是「退房鼓琴而歌」。不過屏
也好、房也好，不影響意思。屏可以當作退到屏風後面去，進入房



裡去，都可以。為什麼要彈古琴？「欲令曾皙聽其歌聲，令知其平
也」，要讓他父親聽到他唱歌還這麼嘹亮，知道他很平安，沒事。
在那唱，他父親一聽沒事，寬心了，因為父親打完一定也很後悔。
　　「孔子聞之」，孔子知道這個事了，「告門人曰」，告訴他的
學生，「參來勿內也」，曾參這個學生來了，不要讓他進來見我。
曾子聽到了，「自以無罪」，他覺得我這麼做應該沒有錯，但是可
貴在哪？「使人謝孔子」，這個謝就是請問。這提醒我們，假如師
長說我們錯了，我們還覺得自己對，還是要請教，不能固執己見。
甚至於不能不信任師長，你看我對，師長不對，那就麻煩了，這就
沒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要相信自己的師長。「孔子曰：汝
聞瞽叟有子」，不是跟你說過了，瞽叟有個兒子名曰舜。「舜之事
父也」，他侍奉父親，「索而使之」，索就是找，找他來幹什麼？
來使喚、來服務的時候，「未嘗不在側」，一定在旁邊等著父親使
喚，很恭敬、很體恤父母的需要。「求而殺之」，如果剛好起了不
好的念頭很生氣，父母想要加害於他，「未嘗可得」，就找不到他
了。這個孝心裡面有智慧，很機靈的。「小棰則待」，父親生氣拿
著小棍子，乖乖的接受責罰；「大棰則走」，棍子太大，超過幾釐
米，趕緊跑，這叫權變。「以逃暴怒也」，逃什麼？父親那個時候
剛好生氣，有時候控制不了情緒，這個時候就要權變，趕緊離開，
不能還在那老老實實被打。「今子委身以待暴怒」，你今天屈著身
就等著你爸拿這麼大的棍子打你，「立體而不去」，你馬上身體立
在那裡被打，倒下來了，你都沒有走開、逃走，「殺身以陷父不義
」，你命假如沒了，不是陷你父親於不義嗎？而且你父親一輩子有
傷子之痛，還要背殺兒子的名。「不孝孰是大乎？汝非天子之民邪
？」你不是天子的子民嗎？你這個行為讓你自己死了，不是殺天子
之民嗎？「罪奚如」，你這個罪就很大。「以曾子之材」，曾子是



很用功的、很善良的，「又居孔子之門，有罪不自知，處義難矣！
」就是處理事情能到恰到好處，合乎義理，這是要功夫的，要不斷
提升。
　　從這一段我們就看到，為什麼「但力行，不學文，任己見，昧
理真」，有很多道理它有更高的境界，你要深入，你就能理解、就
能權變。權變在哪？對於當下的因緣很冷靜的可以分析清楚。不然
我們聽這個課程，我們跟大家講到第六是「不畫地自限」，第七「
慕賢當慕其心」。為什麼我要問大家？因為我本來列好的，一講就
變了，所以我也得要確認一下。但是我都列出來了，可是剛好講到
那個理，有些排在第十位的它就到第七，「慕賢當慕其心」。第八
，「只有自己是學生」，這是第八。第九，「要善學」，而善學當
中要用心，要有悟性。其實悟性還是要用真心去感悟，善學就能舉
一反三、聞一知十，這都是善學。而且要「依義不依語」，聽了這
些道理要依它的義理、精神，不是依它字面上的一些表相而已，不
然就會學得很呆板。比方《弟子規》說，「財物輕，怨何生」，表
相上就是錢財不要跟兄弟計較，這是不是表相？有人聽完，好，不
跟兄弟計較，回去之後拿一大筆錢給他弟弟，結果他弟弟拿去賭博
，那他就是依語了！義在哪？義在不跟兄弟計較，兄弟有什麼困難
盡力幫他，這才是義，又不是鸚鵡學舌。而且所有的義理，它有一
個核心就是愛，就是真正能利益對方，這個精神抓住，權變就不難
。不然統統死在文字上，而且愈學愈不自在。
　　比方前陣子師長發起六和敬化解災難，希望大家都依照經典修
學，把功德迴向化解世間的災難，這大好事。結果強調做不到先不
要簽這六和敬，很多人就說，我沒簽，我沒法做了。請問大家，化
解災難誰不能做，要簽名才能做嗎？不是都死在文字上了嗎？都死
在形式上了嗎？精神在哪？念念為眾生著想，有絲毫的功德絕不求



自己的福分，全部迴向，那誰不能做！可是為什麼還是要有這個形
式？因為沒形式人很容易懈怠，沒有規定功課，拖啊拖啊，明日復
明日，就懈怠了。所以規定、固定功課是為了什麼？為了讓我們不
能夠蹉跎這些時光，有了這個數目，你每天有督促，趕緊要把它做
好。可是可別做到最後又變例行公事，變應付，早上騙聖賢人一次
，晚上又騙聖賢人一次，結果你念了半年、一年過去了，這些經典
都沒有落實在生活，我看也沒啥功德。最重要的功德是什麼？如說
修行供養，要把這些經典真做到，這是大功德。念了半年、念了一
年都變形式，該怎麼隨順習氣還是怎麼隨順習氣，那還有多少功德
？一天當中邪念比正念多，邪行比正行多。所以我們在領納一個因
緣，都要從它的精神跟實質去領受。
　　那可能又有人的狀況會出現，他現在就不斷的在做利眾的工作
，可是剛好參與六和敬要做這些功課，結果要做這個功課，反而把
本來因緣裡面該做的事給耽擱了，有沒有可能？那就是不會變通。
你現在做的不都是為了人民嗎？這不是功德嗎？難道就要做那個作
業才叫功德嗎？所以人有時候一大堆煩惱，就是沒從自己的心去關
照，沒從事物的本質去思考，統統落在言語表相上面、形式上面，
不得自在。可是很重要的一點，可別想自在，最後根本統統都是因
循苟且。哎呀！不要執著，不要執著，結果自己統統非常懈怠，還
在那裡唱高調，那就真是要不得。所以最重要的只要是念念為人民
，絕不能浪費一分一秒，全部都用在自我提升跟利益大眾上就對了
。所以依義很重要，絕對不離利眾的這個根本，利益對方的根本。
　　我們再來舉一個例子，翻到《德育古鑑》四十五頁。最後這是
悌道的權變，這很有味道。「趙彥霄與兄彥雲，親喪」，他父母親
去世了。「同居二十年」，也很難得，兄弟同居二十年。「彥雲浪
游廢業」，他的哥哥比較遊手好閒，荒廢學業、事業。「彥霄數諫



不聽」，勸他哥哥，他哥哥沒有聽進去。「遂求分析」，分析就是
分財產。大家想分財產對不對？不對，那是形式上不對，但是每一
個道理都有權變、有開緣。「分後五年，兄之產業蕩然」，全部都
花完了。不只花完，「逋負盈門」，逋負就是他欠人家錢，很多債
主來了。負就是負債，逋字就是拖欠的意思。逋負盈門，債主在他
們家好多，塞滿了家裡面。「漸欲逃亡」，慘到什麼？實在沒有辦
法在人群立足，就要逃走，逃債了。「弟因除夕置酒」，了解這個
情況，剛好接近過年，除夕的這一天就邀請他的兄嫂，「迎兄嫂飲
」，請他們共用年夜飯。「告曰：弟初無分析之心」，哥，一開始
我絕對沒想說要跟您分家。「以兄用度不節」，因為您那時候用錢
還不是很節制。「惟恐悉皆蕩盡」，怕祖上留下來的產業統統花盡
。「不得已而分」，那時候不得已提出來分財產。今天「幸守先業
之半」，還守住了祖先一半的基業，「尚足供伏臘之需」，這些財
務還可以足夠，伏是指夏天的祭祀，臘是冬天的祭祀，臘月是十二
月。「今日兄嫂仍復同居，以主家事」，從今天以後我們還是住在
一起不分，而且由您跟大嫂，你們是長輩，這個家由你們來操持。
　　我們想一想，他的哥哥走到這種地步，自己也很懊悔。人在這
種時候會反省。而他的弟弟卻是至誠的心，不分你我，完全信任他
，就把他的良心給喚醒了。「即取分書焚之」，就把分家的契約燒
掉，「倉庫管鑰」，倉庫的這些鑰匙、這些帳簿，「悉付兄嫂收掌
」。不只是真心，真做！「更出所蓄」，而且還把積的錢拿出來幫
哥哥還債，「償諸負者」。「兄嫂愧謝不已」，太感動、太慚愧了
。「既受之後」，良心發現了，人就能改過遷善。人為什麼不能改
過？還沒有到讓他良心感動。所以我們真的不能感動人，還是先反
思己之德未修，所以感未至。所以「處事謹節，治家勤儉」。說到
這裡我們就想到一句俗話，「浪子回頭金不換」。「彥霄與子，其



年同登第」。我們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他讓出去損失了嗎
？兒子跟自己同年都考上進士。
　　我在看這些德育故事的時候很吃驚，這個孝悌傳家出好多進士
。像「吳孫勸夫」，吳子田的太太孫氏，她先生跟後母很可能要衝
突起來，都是她把他先生勸下去的，後來孫氏生了三個兒子，三個
都是進士。百分之百，這有品質保證。一個家族要出一個都難，她
生三個三個都是，孝悌傳家。包含唐朝的「崔唐乳姑」，唐氏的媳
婦這麼孝敬她崔氏的婆婆，他的家族是唐朝出最多士大夫、最多官
員的一個家族，孝傳家。所以曾國藩先生很有見地，他說到要三世
、四世不衰，要勤儉傳家；五代、六代不衰，要樸謹傳家，謹慎又
樸實，很實在，不張揚、不奢侈，謹樸；要八代、十代以上，一定
要孝悌傳家。大家昨天去馬六甲有沒有看到相關的門聯？「忠孝傳
家遠，詩書繼世長」，都是在提醒我們，家道最重要的還在孝悌。
　　我們看後面有一段評語，評得非常有見地。「此等處」，像這
種情況。「全要純是一片惻怛至誠」，惻是憐憫，怛是哀憐，就不
忍心自己的兄嫂變成這個樣子，惻怛至誠。「纔得泯然無迹」，泯
然無迹就是所有以前發生過的事全部都沒有放在心上。誠心絕不能
夾雜對親人的看法，對他們有看法，遇到一些情境，刻薄的話、指
責的話就出去了。所以「泯然無迹，兩兩相忘」。因為他的兄嫂，
有這種遭遇的人其實都很敏感，我們家族裡面有人曾經犯錯的，那
都很敏感。我們真正不見他過了，那種真誠就能感動；可是假如還
是見他過，有時候一、兩句對他有看法的話出來，可能他就沮喪了
，或者惱羞成怒，都有可能。所以說「若有纖毫芥蒂」，還有這些
疙瘩在心裡，「便觸人心目」。你說他的弟弟，或者他的太太，假
如真的跟兄嫂在一起，這些態度一出現，兄嫂就難過了，觸人心目
。你們以前怎麼樣怎麼樣，這種話一出來就麻煩，「兄嫂受之，亦



決不能安矣」。尤其每一次在講這個男子很有德行，告訴大家，他
的太太更令人佩服。為什麼？那是他的親人，那有血緣關係，他的
太太沒有血緣關係，更能隨喜成就先生的德行，這個女人太有修養
了。這是孝、悌。
　　忠也有通權達變。我們看《古文讀本》五十四頁。好，這再舉
下去很長，我們就舉到這個為止。我之前在「幸福人生講座」，尤
其是進修班都有講到這些八德的權變，大家可以參考前一、二期的
資料。假如前一、二期講得比較多的，這一期我就比較少講，補一
些可能我們現在大家遇到比較多，但是之前又講得不夠的部分，請
大家諒解。我們看五十四頁裡面，「子路為蒲令」，蒲是縣城，魏
國的一個縣城。「備水患」，那個時候有水災。子路不簡單，防微
杜漸，居安思危，趕緊要防止水患。「與民春修溝瀆」，修整這些
溝渠才能夠防止水患。「為人煩苦」，為了人民煩勞辛苦，不只他
辛苦，老百姓在做這個事情也是非常的辛勞。他感覺到這些老百姓
很辛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他心很軟，趕緊賜給這些人
民，簞是圓形盛飯的竹器，給他們飯吃，給他們水喝，一壺漿。「
孔子聞之」，孔子知道這個事，「使子貢復之」，交代子貢去把子
路煮飯的那些器具把它給推倒，傾覆掉。結果，「子路忿然不悅」
，子路就很生氣，「往見夫子曰」，他們都很難得，不高興歸不高
興，還是要去問個明白，不會跟夫子鬧情緒，「哼，不理你了」，
不會這樣。「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說老師
，我是因為暴雨要來了，害怕有水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
跟老百姓趕緊做好準備。「而民多匱於食」，匱就是匱乏，沒飯吃
，「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卻叫端木賜來制止
我這個事。「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你不是止住我仁慈的行為
嗎？為人民著想的行為嗎？「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



」,夫子你每天都在強調仁慈、仁德的教誨，結果我行仁德你還阻止
我，那這我接受不了。子路這一點特別可愛，他很直率，有不理解
的，他不會悶著，直接表達。
　　「子曰：爾以民為餓」，你覺得人民很餓是很對的，你能感同
身受。「何不告於君」，你為什麼不跟你的君王講？「發倉廩以給
食之」，倉是裝穀的倉庫，廩是裝米的，你何不讓君王開這些糧食
去給人民賑災？「而以爾私饋之」，你卻以你私自的名義給了人民
。「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你這麼做是讓人民不知道
他的國君仁慈，可以給他們恩惠，就只知道你這個大人很得意，就
你有德行，你的國君沒德行。「速已則可矣」，你趕緊收一收，還
是讓你的國君來開倉賑災。「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不然你功高
震主，你麻煩就來了。「子路心服而退也」。告訴我們推展中華文
化，「讓功於上，讓民於上」，要會權變。我們做的是大好事，怎
麼會遇到障礙？還是自己人情事理不敏感，不通權達變。「行有不
得，反求諸己」。
　　所以處事當中溫良恭儉讓這個「讓」字太重要了，要禮讓、要
忍讓、要謙讓。「讓民於上」，上面的人有美名他好做事，人民對
他有信心，你要名幹啥！「讓功於眾」，一件事情做成了，都能看
到眾人的功勞，大家很受鼓舞，齊心協力去做好事。好事做完了，
都不說別人有功，就自己功最大，這都不妥當。「讓位於賢」，真
正有賢德之人，趕緊把更好的位子，甚至讓他坐在我們上面都沒關
係。所以鮑叔牙推薦管仲，管仲變成他的上司，這是真正明理的人
。「讓食於幼」，為什麼讓食於幼？可是《弟子規》又說，「或飲
食，或坐走，長者先，幼者後」，請問大家，有沒有矛盾？你看，
我們剛剛講依義不依語，我們碰到了。義在哪？懂這個義理沒有？
「長者先，幼者後」是讓孩子養成一個恭敬長輩的心。可是讓食是



代表什麼？長輩的慈愛。什麼時候讓食於幼？就是剛好那個年齡是
長身體的時候，這個時候他營養不夠，可能他體質一輩子都不好。
所以你看我們的記憶當中，父母寧可少吃，甚至於有很多媽媽都裝
著吃飽了，都給孩子吃。孩子後來知道了，非常非常的感激這些長
輩父母的恩德。現在這個時代，物質都比較豐沛，所以還是「長者
先，幼者後」，這個機會會比較多。貧苦，了解孩子在成長，這就
很重要。好，今兒就先到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