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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王會長賢伉儷，諸位領導，諸位貴賓，諸位兄弟姐妹們
，大家晚上好。感謝主辦單位給禮旭這一個跟大家一起學習請教的
機會。這一次，許多我們講課的老師，像下午我們劉余莉教授，我
常常在網上都聽她講《群書治要》。她們在北京有一個團隊，非常
用心深入《群書治要》的教誨。像蕭祥劍老師他們編纂《群書治要
譯註》，那是很大的工程，他們在這部書下了非常多的心血。我們
在網上都常聽他們的教誨、講課。等於是這一次也是來向諸位老師
，還有諸位兄弟姐妹們請教。因為這一部書確確實實是博大精深，
而假如沒有師長這個先人指路重視這部書，我們可能並不能看懂它
的價值。就像早上凌孜會長強調到，老人家在十多年前就強調要從
《弟子規》學起，而從《弟子規》學起，就是從根救起，從德行紮
起。
　　早上師長老人家也提到，當初二００六年到英國參觀劍橋大學
，之後還有參觀牛津大學、倫敦大學。師長分享當中有講到，這些
漢學家確實也不簡單，很了不起，他們用儒釋道三教的教誨，可以
寫博士論文，可以寫碩士論文。剛好那一次禮旭也在現場，聽他們
講的非常標準的北京話，所以聽了都覺得很汗顏，自己的北京話還
沒有他標準。當時候，一來覺得講得沒人標準很慚愧，另外有一個
影像在提醒著自己，可不能三十年、五十年之後，在我們中國的大
學殿堂上，是站著英國的漢學家給我們講漢學。這一幕想到的時候
，覺得非常的警惕。聖人教誨我們要有羞恥心，「知恥近乎勇」，
祖先留這麼好的教誨給我們，我們不認真學，最後還變成英國人、



外國人來教我們，那我們真的是沒有臉見我們的祖宗了。而師長去
了劍橋這幾所大學之後，老人家非常感嘆，說到，中華傳統文化是
心性之學，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智慧，怎麼被認識成是學術、
是知識而已？它應該可以利益家庭、利益社會國家，進而利益全世
界才對，而不是拿著漢學只是去領一份薪水，拿一份文憑而已。所
以我們聽老人家這一段話，可以體會到他老人家非常的惋惜，五千
年高度的智慧，居然沒有被世界所看懂、所深入。
　　而我們看到，像我們劉余莉教授，她是黨校的教授，每一次看
到她們都會很佩服。因為她們除了教學，還在學校要帶博士生、帶
一些學生之外，我們各地很多傳統文化的論壇邀請她們去，她們確
實都不辭勞苦，有時候一個月甚至於出去好幾次的時間。所以她們
這個體力、精力都消耗得比較大。但是她們從來沒有說辛苦。所以
看到她們就想到，我們《論語》當中講到的，「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
　　因為我們跟著師長的教誨，可以了解得到現今的社會種種亂象
。從家庭，夫妻離婚率高，現在父子兄弟衝突，甚至上法院的都有
，家庭情況頻傳。延伸到整個社會犯罪率，包含整個環境的問題，
甚至於國與國的衝突，種種這些現象，那都是結果。我們跟著師長
學習做個明白的人，做個覺悟的人，就是從每一件事情當中，可以
找到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心缺乏教化。我們在很多種種
現象當中，好像很複雜，可是回到那個根本點上，其實並不複雜，
就是人心壞了。可人心為什麼會壞？師長早上也講到，「苟不教，
性乃遷」，「人不學，不知道」，「人不學，不知義」，沒有人教
他，那他當然很容易受到整個環境的污染。所以人心要好，一定要
透過聖賢的教育。所以我們這一次主辦單位定的題目，最重要的就
是「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我們整個背景有師長老人家的墨寶，



「安身立命，教學為先；創業齊家，教學為先；建國君民，教學為
先；禮義之邦，教學為先；國豐民安，教學為先」，要長治久安，
要太平盛世，都是要教學為先。所以這些美好都是果項，都必須透
過教學。
　　而剛剛我們劉余莉教授講到，她曾經在課程當中講了宋弘的故
事，他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這是夫妻之間的情義、道義。而有一個官員聽了劉教授這個故
事，他本來要離婚的，就不離婚了。那請問大家，用您的電腦算一
算，劉教授這一堂課的功德是多少？這個不好算，俗話說，「寧拆
十座橋，不破一樁婚」，能成就人家夫妻的和諧，而且這一個官員
他又帶領了多少的人民跟群眾，他這個觀念一正，他可以教化一方
。他觀念錯誤，他可能會誤導很多的人。我們曾經接觸到一個江蘇
的官員，他到任之後才了解到，他那個單位離婚率非常的高。結果
他去了以後，他就以身作則，然後他的太太常常還煮好吃的端到單
位請同仁。結果這些同仁看到他們夫妻相敬如賓，又這麼樣的有情
義，都受感動，從他去了之後，就沒有再有任何一個同仁再離婚。
　　所以看到這個例子，我們就想到詩經上面的一句話，「君子如
祉」，君子就像人民的福分福祉一樣，「亂庶遄已」，這個禍患、
這個混亂，他到了以後，很快這個禍患就能夠化解掉。這個單位離
婚率這麼高，是因為沒有人教他們。但這個好官一來，他以身作則
，這個災禍就化掉了。所以這一個官員夫妻的榜樣也積了很厚的陰
德，本來該離婚的沒有離婚，本來可能他就沒有完整家的孩子，現
在有完整的家了。所以「為官一任，造福一方」。
　　所以我們中華文化有一個非常核心的精神，就是不忘本，就是
知恩報恩。在《中庸》當中講到，「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
祭以大夫」。這一段話裡面講到，一個老人家，他是一般的讀書人



，可是他的兒子是大夫，他死的時候，因為他的身分是讀書人，就
用讀書人的禮葬他，但是每一年祭祀他，全部用大夫的禮祭這個老
人，時時不忘這個老人為國家培養了一個棟梁之材。所以看到這些
經文，非常非常的感動我們老人家那個不忘本。包含我們中華文化
非常的有包容性。所以印度的佛家的教誨傳到我們東土，是在東漢
明帝的時候，而所建的第一個佛寺叫白馬寺。因為去印度取回來的
經書是白馬馱回來的，由於長途跋涉，最後這個白馬累死了，我們
感懷這個白馬的恩德，所以第一座佛寺叫白馬寺，就永遠記得牠對
我們國家社會的恩德。
　　而這一次馬來西亞的首相，納吉首相，他在二月份邀請師長到
馬來西亞講經一個月。我們看了就想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興
盛，甚至一個家庭要興盛，詩書為起家之本，他重視老祖宗的教誨
，他就有智慧、有福報，這個家、這個國就要興盛。所以清朝它二
十萬軍隊入主中國，能夠創造一百多年的盛世，這個在全世界是少
有的。康熙、雍正、乾隆，將近一百五十年的盛世，最重要的就是
康熙、雍正、乾隆他們帶頭學傳統文化。甚至於吳三桂叛亂的時候
，康熙皇帝在宮廷裡面講經都沒有斷過，他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
能夠真正把國家治理好的關鍵所在。所以領導人帶頭學。而師長老
人家也講到，我們中華文化應該是世界的遺產，因為老祖宗在經典
當中都是講天下，希望天下都好。所以我們中華的文化在這一個大
時代當中，我們應該有一種胸懷、責任把它弘揚到全世界。
　　一九七０年代，湯恩比教授講到，「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
題，唯有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諸位長輩，諸位兄弟姐妹，您有
聽過這句話的請舉手。大部分的人都聽過了，請放下。請問大家，
你聽了這一句話之後，有沒有感覺你的生命不一樣了？有沒有感覺
那一天……大家細細讀這句話，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唯有



，唯一有，孔孟學說跟大乘佛法。那孔孟學說、大乘佛法在哪裡？
在中國，幾千年的傳承。所以諸位長輩，諸位兄弟姐妹，這句話聽
完以後，你們有沒有感覺，啊！開悟了，原來我這一輩子來投胎來
幹什麼的我搞清楚了。師長常常勉勵我們，人生短短數十寒暑，絕
對不能白白來這個世間一遭，一定要為家族、為社會、為國家、為
世界做出貢獻，能夠利益後世的人，不能白來。
　　而孔老夫子又教誨我們要見義勇為，「見義不為，無勇也」。
全世界唯有靠我們中華文化才能救，那這個擔子我們中國人不擔起
來，那不是見義不為了嗎？那不是見死不救了嗎？那請問大家，假
如見死不救，會到哪裡去？你們自己講了，我沒有講。所以恭喜大
家，大家沒有後路可以走了，你們只能往前衝，承擔這個歷史的使
命。而其實我們之所以道業不能成就，就是還有後路可以走，才會
退縮，才會不敢承擔，才會不敢發菩提心，不敢發大慈大悲的心。
所以把後路斬斷，往前走。
　　而我們很欣喜，馬來西亞的首相他特別看得懂師長的教誨，跟
我們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誨。而我們中國跟馬來西亞的互動非常的好
，好像在廣西有一個專門為我們馬來西亞華人建的工業園區，然後
在馬來西亞彭亨州也有一個專門為我們中國人建的一個工業園區，
所以兩方的互動非常好。聽說還有大型的現場舞台劇，好像是張藝
謀先生導演的。你們的消息好像沒有我靈通。我知道你們，你們都
是老實人，都聽師長講，不看電視、不看報紙。但是因為這個是我
們兩國交好的大事，要在馬六甲拍大型的現場舞台劇，叫「馬六甲
印象」。剛好我們漢學院又建在馬六甲，所以非常有這個因緣。
　　而納吉首相他在馬來西亞漢學院動土的時候，他對我們鄭和下
西洋這個歷史非常的佩服，他有提到，很多國家強盛以後都是強佔
人家的土地跟資源，唯有中國人到了馬六甲，把好的文化，好的謀



生的能力，就是最好的禮物，都送到了馬六甲。所以這個首相也非
常認同漢學，希望馬六甲漢學院能夠真正培養出漢學人才，然後利
益整個世界的漢學的復興。所以他邀請師長，我們說人逢知己精神
爽，是千杯少，不過喝一、二杯就好了，這個很助興就好了，酒不
要喝多，喝多了會亂性的。所以人生能逢知己，這是人生的大樂。
所以師長歡喜，到馬來西亞講經一個月。而更讓我們很感動，納吉
首相的夫人親自聽老人家教誨，對著老人家講，你講的教誨這麼好
，不能只有講給我聽，你要講給我們馬來西亞全國的人民聽。所以
安排了兩次國家電視台，讓老人家直接上馬來西亞國家電視台講傳
統文化。
　　而師長在這個因緣當中，讓我們學生學到非常多，老人家一舉
手一投足都是悲智雙運，裡面是智慧，又含著利益眾生的慈悲。我
記得當時候師長第一天下飛機，那當時候是下午了，剛好一些工作
人員，我們的同仁，在師長的精舍，老人家很慈祥，給我們發紅包
。結果就看到丹斯里李金友先生兩個外孫，年齡應該一個差不多六
歲，一個差不多三、四歲，他們也非常懂得尊師，就帶外孫來給師
父頂禮。來的時候，老人家看到這兩個孩子，因為本來手上是這麼
一大疊的紅包，而且這個紅包，每一個紅包都有一個德行，一個德
目，比方有和字、有謙字、有孝字、有仁字，很多不一樣的德目。
結果當這小孩來到面前，老人家不疾不徐，很有定力，在那裡找啊
找啊找啊，最後找出了兩個紅包都寫著孝字。智慧在哪裡？慈悲在
哪？在每一個舉手投足當中。假如是我的話，趕快發一發，把事情
幹完就沒了，哪有悲、哪有智在裡面？所以想到這裡就知道自己定
力不夠，還有常常應付很多事情、很多人事，這個太不恭敬了，比
起師長那差得太遠了。所以，就是這麼幾秒鐘的時間，把孩子這個
孝根深深紮下去。



　　好，主辦單位有講到，禮旭只能在桌子跟白板間走動，其他地
方沒有光線。所以，這一個紙條太重要了，代表學習聖教首先要學
規矩，不能不懂規矩，不能隨意。隨意會增長自己的自我，然後就
不能隨時守不同因緣的規矩了。
　　所以老人家發紅包，就看出了對每一個因緣的恭敬，對每一個
人的成就在這個小地方就看出來。包含那一天，剛好航空公司的服
務人員看到師長的這個證件，好像剛好生日，還送了師長一個蛋糕
。所以當天就吃蛋糕。結果我們就看到師長吃蛋糕，吃乾淨以後，
拿著那個小湯匙在那裡刮奶油，這個節儉都做到這麼細膩的地方。
而師長在這一次馬來西亞之旅，講經一個月，親自去拜訪納吉首相
的母親，這都是把知恩報恩演給我們學生看。
　　說到這裡，就想到我們江蘇固鍀公司，我們吳念博董事長。他
們在去年中秋節，他的員工有兩千多人，中秋節訂了釣魚台的月餅
，送給每一個員工的父母。這個也是感謝他的父母，感謝他的家庭
，對這一個員工的栽培之恩。而且這個月餅裡面，是快遞送過去，
裡面有每一個員工寫給父母的家書，感謝父母的恩德。我相信這兩
千多封信過去，不知道有多少父母非常的感動跟欣慰。而且真正了
解到這個做法的，可能是員工的父母、家人的這些親朋好友，了解
到之後，我相信他們都會非常認同公司，也會非常認同公司推展中
華傳統文化的學習。那就有更多我們中國人愈來愈能夠看懂，愈來
愈能珍惜老祖宗的教誨了。
　　所以，讓我們中國人，以至於讓世界所有的人，能接觸到傳統
文化非常重要。為什麼？人生總在遇緣不同，他沒有緣分，他就沒
有那個機會去深入。就好像禮旭自己，在還沒有遇到師長以前，也
是隨著這個時代的價值觀隨波逐流。所以，在《韓詩外傳》當中講
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像師長這樣的善知識難遭，我們能



遇到，我們的人生整個價值的扭曲才可以導正回來。
　　而我們自己本身受到中華文化，受到師長這麼大的恩德，我們
怎麼來報這個恩？《了凡四訓》當中有一段話非常的精闢，了凡先
生講到，「愛敬眾人即是愛敬聖賢」，因為聖賢人他最希望的就是
人民安樂幸福。我們的祖先也是這麼希望我們，所有三教的聖人都
是這麼希望，人民能夠真正過上幸福快樂的日子。所以愛敬眾人即
是愛敬聖賢。人通眾人之志，現在整個我們全天下的人最需要的是
什麼我們能體會到，能去幫助他，就是通聖賢之志。因為聖賢之志
就是希望所有的人各得其所。我們盡力的讓他們能夠接觸到傳統文
化，就是古聖先賢、老祖先最欣慰的事情。而且因為外面的誘惑太
多，人現在不遇聖教的話，墮落的速度沒有辦法想像，那個速度太
快了。
　　我前不久聽到一位大學的老師講，他說他有一個學生是體育系
的，一個女孩子，進去的時候非常的壯，一看就是體育系的。出來
的時候，腰只剩這樣子而已。為什麼？因為她沒有學習倫理道德，
這個老師知道她墮過的胎就有四個，不知道的就不清楚了。所以一
個孩子在這樣的年華，因為人不學不知道，造下連老虎都不會傷害
自己孩子的這個惡行，居然是我們萬物之靈的人類做出來的，而且
做了這麼多，她把她的身體給搞壞了。而我們體會體會，親自殺害
自己的孩子，這個造的罪業是滿大的，而不止一個，四個以上。這
個孩子還沒有經營她的家庭，她的福報已經快要折光了。
　　所以我聽到這裡，內心就想起在二００五年，當時國家非常重
視倫理道德，強調八榮八恥的榮辱觀。當時有這個機會到大學去，
跟北京幾所大學交流傳統文化，還有八榮八恥。我記得在我們前總
理溫總理的母校地質大學，剛好有連續九堂課，當時候應該有八、
九百個學生聚在一個會場。我在講課當中被學生深深的震憾，因為



當講課的過程當中，他們的專注的程度到什麼程度？我講一句話跟
另一句話的空檔，那個差不多一秒鐘的時間，他們鴉雀無聲，好像
那個一根針掉下去的時候都聽得到。所以我那時候的震撼在哪裡？
我們不能怪大學生，我們不能怪年輕人，他們不是不願意學，他們
沒有這個緣。您看遇到的時候是這麼樣的認真跟專注。
　　而當時候另外一個女老師她跟我提到，她說我們到大學去講傳
統文化刻不容緩。因為她說前幾天，他們學校找了一個成功人士到
地質大學去給學生講課。這個成功人士是賺不少錢，事業賺了不少
錢。結果這一位企業家上台去，他跟學生講，他說諸位同學，你這
一生想要有成就的話，首先要把道德兩個字放下，只要不殺人、不
放火、不犯法，什麼事都可以幹。當時候這個女老師就在底下，她
說她聽得冷汗直流。可是更讓她吃驚的是，當這一個企業家講完之
後，學生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他們沒有判斷的能力，近朱則赤，
近墨則黑。所以每一次我遇到企業家，而且又是很有道德的企業家
，我都握著他們的手，你們有空到大學去講課，你們現在是成功人
士，我們是窮書生，大學生不一定聽我們講。現在到書局去，暢銷
書裡面成功人士自傳，十本裡面可能企業家佔了八本。所以這個時
代企業興國，整個國家的強盛跟整個中華傳統文化的復興，確實要
靠企業家，因為現在他們的地位高。而地位高，同時有一分責任，
就是給社會帶向倫理道德，帶向幸福安康的大道。這是被尊重，同
時也要有這一分義務，把社會大眾帶向康莊的大道。這是我在大學
分享的時候的感觸。
　　又有一次到女子監獄去講了兩個小時，所有的服刑人員目不轉
睛。我當時真的很痛心在哪裡？我感覺我對不起她們。因為我是小
學老師，假如我們小學老師都把老祖宗的教誨都講給她們聽了，她
們今天還會在監獄裡面嗎？而且她們是兩個小時目不轉睛，沒有人



逼她們一定要這麼專注學。所以看到這些現象，我們可以了解到，
從小孩到老人，到各行各業，到每一個家庭，統統需要傳統文化，
不然他的人生方向目標他找不到。而且是什麼？救人如救火。諸位
長輩，諸位兄弟姐妹，您清不清楚你身邊有哪些人準備要離婚的，
有沒有？你要趕緊去拉他一把。我記得有一個朋友他跑來給我講了
一件事，也非常感慨，他說到，他有個朋友跟他要光碟，結果他剛
好忙，想說隔幾天再送給他。他那個朋友是主動要光碟，他耽擱了
幾天，結果還沒送去，他的朋友自殺了。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遺憾，
假如他早一點送去了，很可能一念轉過來，他這個劫難就化過去了
。
　　而我人生，實實在在，假如沒有遇到師長，真的，現在還有沒
有活在這個世間都很難講，因為我本身就是短命相。我記得當時候
，師長，我們在香港錄了十天，請老人家指導，送到澳洲給老人家
指導。老人家光碟一放，短命相。而且那一天，我們齊居士她會看
手相，我剛好就給她看了一下。她一看，我這個生命線斷成三截。
我二十九歲那一年，開車在高速公路睡著好幾次。真的，沒有祖宗
保佑，我早就沒命了。所以這個人生也變得單純，這個命也是老祖
宗留給我的，這個命是師長給我救回來的，所以往後的人生就報祖
宗恩，報師長的恩，這個人生也過得比較單純。而且諸位長輩、兄
弟姐妹，你們要幫助我，我有時候也會迷糊，迷惑顛倒，我假如不
幹這個事情，你們一定要把我拉回來，因為我不幹就沒命了。
　　本來我是大學畢業就想做生意，而且還做了一段時間的Sales，
而且是Top
Sales。我曾經到幾所公司去，業績都是最好的。我是行銷什麼？行
銷課程，那課程有的上三天的課，台幣要六萬塊錢。那個時候收費
，那十多年前的事情，很貴！結果我行銷這個課程，很多朋友來上



了，上了幾天很激動，差不多一個禮拜就恢復原狀了。可是恢復原
狀以後，因為她來聽課是刷信用卡聽的，所以她開始要面對她丈夫
對她的指責，「妳怎麼去聽這麼貴的課？」所以我在業績最高的時
候，我就幹不下去，這樣不是增加人家家庭的煩惱嗎？結果真的有
感應。什麼感應？當你覺得賺這種錢良心不安的時候，你不去賺，
你就有福報來了。人真的有時候一念之間禍福就完全不一樣，我們
覺得賺不下去了，沒有真正能利益他，這個時候我有一個同事就送
了一套老人家講經的光碟給我，一聽覺得，怎麼有這樣的長者可以
把道理講得這麼清楚？我們所有人生的疑惑慢慢都解掉了。
　　結果接觸老人家以後，剛好有一個機會去代課兩個月。我本來
都沒想過要當老師，雖然說我家裡面很多親戚都是當老師的，但沒
有起過這個念頭。後來是因為遇到師長，才了解到只有教育才能徹
底解決所有家庭、社會、國家、天下的事情，我們對教育慢慢的認
同。那老祖宗保佑就讓我有一個到學校去代課兩個月的機會。剛好
有一個老師生產，那一年台灣的法律調整，要大學畢業才可以代課
，結果整個鄉找不到大學生。我是從高雄跑到台東，坐了幾百公里
的路到了台東，剛好找不到大學生，我就去代了這兩個月的課。結
果代了課，當時候我記得我把這個消息傳回家裡來，我母親是教書
教了三十多年，她一聽我要代課，我母親馬上寶刀出鞘。她已經退
休很多年了，退休十來年了，寶刀出鞘，來，坐了幾百公里的路，
趕到台東來，說我先上給你看。
　　所以人這一生最幸福的就是有好的父母，好的兄弟姐妹，你這
一生不管遇到什麼樣的挫折、困難，只要回到這個溫暖的家，馬上
煙消雲散，他們是毫無保留的幫助我們。而我母親去了就問，「你
要帶幾個學生？」我說七個。我母親說，「想當年我帶六十幾個一
班」，我母親是胸有成竹。結果上完課第一天，跟著我母親回來，



回到休息的地方，我媽媽說，「怎麼七個比六十幾個還難帶？」原
來我母親不知道這個十來年，孩子的功夫是愈來愈高了。而我們也
看到、也聽到很多教育界的這些同道們，他們有時候也會感嘆，說
現在的孩子愈來愈難教，五年前、十年前那些孩子比較好。
　　其實我們很冷靜的來想一想，我們覺得很難、很苦，到底是誰
造成的？諸位長輩，諸位兄弟姐妹，我們覺得我們現在所存在人生
的困難、痛苦，到底是誰造成的？禪宗有一個公案，就六祖大師在
獵人隊裡十五年，出來之後剛好在一個佛寺裡出現了一個景象，剛
好風吹過來，幡動了。當下第一個人說了，風動了。第二個人說，
幡動了。六祖大師說，仁者，不是風動，也不是幡動，是仁者的心
動了。所以是外在的人事環境、物質環境，這是一個緣，之所以會
動心，之所以會有煩惱的因，是在我們的內心產生了比較，有一個
好教、不好教，苦就來了；有一個難、有一個易，苦就來了。所以
我覺得困難，這個我是煩惱的根源所在。
　　今天假如我們不是先想我，而是先想孩子，可能這個苦就不存
在了。怎麼說？孩子愈難教，代表他往後的人生愈苦，我們現在不
把他拉起來，他以後的人生不堪設想。所以遇到愈難教的孩子，假
如我們一心為他，那我們會愈來愈有動力，愈來愈不疲不厭。就像
孔子教導學生，就像師長教導我們一樣的精神。而當我們不疲不厭
去教導學生的時候，最受益的就是自己。自己的愛心、自己的耐心
不斷提升上來，學而後知不足，教而後知困。所以我們家裡的親生
的孩子，那是老天爺送來提升我們道德修養的寶，由於他們來到我
們的家，才能讓我們看清我們的修養還有哪些不足，在教育他的時
候能夠反求諸己。
　　所以其實學聖教，學習的態度非常重要，學習的心態非常重要
。我們今天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會遇到煩惱，會遇到瓶頸，很可能是



我們一開始接觸聖教，我們的觀念跟態度偏掉了。比方傳統文化是
內學，它是往內求的學問，就不能把責任往外推，那就不能怪孩子
難教，不能怪學生難帶，不能怪員工不好教導。這個時候應該是往
內，反求諸己。而有這個往內的時候，那就像佛門講的善財童子五
十三參，所有一切人事物都是來提醒我們的不足，都是來提醒我們
還有什麼貪、還有什麼瞋、還有什麼慢，是透過他提醒我，他是我
的貴人，我們應該感謝他。遇到一個學生教到我們脾氣起來了，那
就提醒我們耐性不夠，瞋恨心還很重。所以這一個心態有了，看一
切人都是老師，都是聖賢、佛菩薩的化身，那怎麼可能會有煩惱？
諸位長輩、兄弟姐妹，您站在聖賢、佛菩薩像前應該很歡喜！這一
分恭敬，這一分歡喜，我們應該把它用在對一切的人，那就一切皆
恭敬了，那我們普賢菩薩的行持就在當下就在落實。
　　所以我們學聖教一定要把根本原因找到，根本原因一定在我們
自身上。我記得新加坡有一對夫妻，他們在一次傳統文化學習分享
當中，剛好這個先生就說到，他這一輩子最幸運的就是能娶到這麼
賢慧的太太。結果他的太太也說，她人生最大的福分就是嫁給她丈
夫。大家聽了這個對話，心裡有什麼感受？有沒有感覺好像在聽一
首非常美妙的歌曲？你們沒有反應。因為你們有反應，我接下來這
一句經句比較用得上，「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妻子好合，如
鼓瑟琴」，這夫妻這麼好合，就好像在彈古琴，彈瑟，奏起來人間
多美的音樂！剛好他們在分享的時候，她這個丈夫就說到，說我太
太很好，有時候遇到我母親誤會她了，對她很凶，她還跪下去給我
母親道歉，那時候我覺得我太太挺委屈的。
　　我們體會到的道理要馬上做，就是要馬上來守規矩一下，要走
到白板這邊來。因為剛剛跟大家交流到就是說，學習的態度非常的
重要。其中有一個態度，有一個很重要的態度是什麼？「聞教便行



，奚待更勸」，一個人聞到好的經教，好的善知識教誨，便行就是
馬上就去做，這個態度能建立起來，他這一生的道業智慧決定可以
成就。因為他太主動，他真幹，不用其他人再勸他。那等於是，我
們在課程當中、在經典當中學到的道理，我們很珍惜學到的這個機
緣，然後每一句都把它放在心上，今天就把它落實。有這個態度，
決定三年五年都有非常大的提升跟成就。所以待會這個故事我們聽
完，這個媳婦的精神我們就學到，好嗎？假如用這個態度來學習，
每一堂課來聽老人家講經，很可能你在家裡聽聽聽，開悟了，因為
你馬上就放下習氣了。
　　那當這個丈夫講到自己的太太挺委屈的，他的太太把話接過來
，她說我一點都不覺得委屈，因為老太太，我的婆婆，是我們家裡
的寶。「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這是家裡最大的福田，你的家道
就是靠著老人家讓你種福才傳下去的。而當我看到我婆婆生氣了，
我非常的著急，不能氣壞她老人家的身體，所以我想怎麼讓她老人
家息怒？跪下來道歉，老人家馬上氣就下來。所以她那個跪下去道
歉，當看到她婆婆氣消下來了，她是更心安，而不是覺得委屈！所
以當我們是想自己，就委屈了；想婆婆，歡喜，跪下去都是歡喜。
　　可能有沒有女同胞聽到這裡，有一點吞不下去了？還要做到這
個，還要跪下去這樣子道歉，那我不是很吃虧嗎？老祖宗又有一句
話等著我們，叫「吃虧是福」。其實我們現在面對很多事情，我們
的心非常浮躁，都被一個行為，說不能，人家不能誤會我。看到別
人誤會暴跳如雷，被一個境界就已經氣得不行。要靜下心來去體會
，吃虧確實是福。今天婆婆誤會這個媳婦，日久見人心，總有一天
事情會真相大白。二、三天以後，比方說婆婆罵她哪個東西給她弄
丟了，結果二、三天以後看到，我自己放的，忘了，還罵她。當下
這個婆婆有什麼感受？我誤會她，她還跪下來給我道歉，這樣的媳



婦去哪裡找？那不就把媳婦就變成自己的心肝寶貝、心肝女兒了嗎
？那這個吃虧不是很大的福嗎？而且人都被自己的情緒給障住了，
一個媽媽非常能忍辱，她的孩子最佩服的就是自己的母親。而哪一
個人踏出社會不用修忍辱？他的人生怎麼可能一帆風順？所以在他
母親的身上，他學到了應該以大局為重，應該要懂得忍下來。而且
他常常看到母親為整個家庭在忍，等到他能有能力的時候，他決定
要回報最讓他感佩的母親。所以真的，「人欠你，天會還你」。這
個老天，只要我們跟道德相應，一定會得到好的回報。
　　而當時候我到學校，我母親覺得這個很難教，我就想到了，曾
經聽老人家講經的時候說，佛陀是第八千次來到這個世間給我們講
經說法，讓我們能夠覺悟。這個佛陀的行持對我從事學校教育非常
大的啟示，我們往後去教書的時候，給孩子提醒勸導一次、二次，
突然脾氣要上來了，就上不來。為什麼？這個學生比我還好，我才
勸他兩次而已，釋迦牟尼佛勸我八千次，我還在這裡墮落，我沒有
資格笑這個孩子。所以這個心理建設好了。而且我們要跟孔夫子學
，要跟釋迦牟尼佛學，那他們一生不疲不厭，我們怎麼勸兩次就發
脾氣？所以科學家還講，提醒一個人，要讓他記住，要二十一次。
所以諸位長輩，諸位兄弟姐妹，當你覺得你提醒那個人提醒到你快
要發火的時候，你就要告訴自己，二十一次沒有、二十一次沒有，
而且是記住！知道還要悟到，還要做到，還要得到。記住就要二十
一次了。所以要有耐心，釋迦牟尼佛最後一次還勸了我們四十九年
。
　　而且孩子他就好像農夫耕田，我們老師是耕這個心田，農夫這
一畝田已經荒耕十年，請問這個農夫他擁有這塊地以後，他會不會
想半年以後我要豐收，有沒有可能？不可能，他能好好的去改善土
壤，二、三年以後豐收，他已經很高明的農夫了。我們的學生，我



們的孩子，我們的下屬，他們很可能都已經十幾歲，甚至成年了，
他們失教的時間愈長，我們應該愈憐憫，應該愈有耐性教他們才對
，這個才是正確的邏輯。愈小的孩子愈好教，愈大的人愈難教，是
吧？所以我常遇到一些婦女，她有時候會很生氣，我先生這麼大了
，連這個都不懂。我跟她說，妳先生是身體大，他的心沒有接受傳
統文化，他的心還很年輕，還很小，而且因為他已經是成人了，染
濁更深，所以應該教丈夫的耐性要遠遠超過兒子，這個才是符合邏
輯的。諸位女同胞要鼓掌給我回應一下。所以我們思考什麼事情要
符合邏輯才對。
　　而那一次的代課，確確實實是這個因緣成就我，孩子成就我。
因為我去教書，第一個禮拜，剛好看到幾隻螞蟻往生了，這是佛家
術語，去世了。結果入土為安，我就蹲下來挖個洞把牠們埋了。我
記得有三個孩子剛好經過，看到我在蹲下來不知道做什麼，那些孩
子說，老師，你在幹什麼？我轉個頭，印象很深，因為其中有一個
男孩頭很大，皮膚很白，耳垂又很厚，像彌勒佛一樣。他說老師，
你在幹什麼？非常誠懇的問我。所以孩子那一分誠懇讓我這個回答
也顯得非常慎重，我說我在埋螞蟻，讓牠們入土為安。結果隔天，
我在走廊上看到那三個孩子蹲在那裡不知道幹什麼，我就過去看，
我說你們三個在幹什麼？那孩子轉過來，那個認真的眼神還印在我
的心上，說埋螞蟻。所以，從那一刻開始，我就堅定了教育這一條
路一定這一生走到底，因為這個太有意義了。因為這個孩子你才就
這麼跟他講，他的慈悲心就起來了，這個教學的這個行業太有價值
了。
　　我們這一生來到這個世間，老天爺既然把我們生下來了，反正
又不會餓死，是吧？那到底要做什麼事情？陳弘謀先生他是編《五
種遺規》的聖哲，他的人生觀裡面有一個態度，他說人這一生必成



為這個世間最不可以少的那種人，必做世間人不願意去做的事情，
而且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責無旁貸去做。那這樣的人生態度，這一
生絕對不會虛度，不會白來。所以當看到我們二十多歲的年齡，整
個社會、整個國家栽培我們，我們應該怎麼來回報？教育這些孩子
、下一代很有意義，所以我就從那時候開始，代完課就回去準備考
老師了。後來確確實實也是老祖宗保佑，就順利的走上了這個教學
的路。
　　而我們走上教學的路，很慶幸的是先接觸經典，先接觸了師長
的教誨，我們能判斷什麼樣的教育理論才是跟心性相應，才是跟聖
賢的教誨相應，有這個判斷力。因為現在整個世界，它的知見比較
混亂。我記得了解到大學的教科書裡面有編到，好像經濟方面的教
科書裡面編到的是，企業唯一目的，賺取利潤，這一句話在大學的
教科書裡面，很長一段時間。請問大家這一句話正確嗎？唯一一個
目的就是賺取他的錢，賺取他的利潤，這個跟聖賢教誨是違背的，
可是卻在教科書裡面。所以現在這個時代為什麼亂？因為聖人的教
誨被人家丟棄了，邪知邪見反而起來了。還有一個國家的報紙上寫
了好大的幾個字，叫貪婪是人類進步的動力。報紙！那這個國家的
政府都沒有保護人民的純淨純善的心，都誤導了。
　　有一次哀公請教孔子。我們先翻到一百七十九頁，三百零四句
，這個經文，這段話是在《群書３６０》的「敬慎」第三個綱，「
治亂」，就整個家庭、社會、國家的盛衰興亡、治亂關鍵，這些句
子都有把它彰顯出來，三百零四句。我們一起把它念一次好嗎？「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
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棄老而取幼，
家之不祥也；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
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



東益不與焉。」我們看這個經句也要能體會到聖賢的存心。哀公是
國君，他請教孔子，我聽說把房子往東邊蓋不吉祥，這樣的說法能
相信嗎？藉由哀公這個國君問的這個問題，孔子順勢而為，把整個
治理國家興衰的大道理供養給了國君。那是什麼？抓住任何一個機
會提升國君的智慧。因為國君一有智慧，利益的就是全國的人民。
　　所以我們也要抓住每一個機會點，能夠勸導身邊的人學習傳統
文化。因為他們可能為人父、為人母，可能是為人君、為人師，種
種重要的角色，他們影響的人都不少，都影響這一生的有緣人。假
如你抓住了這個機會把他的觀念導正，很可能他又能造福很多人。
所以事實上，人應該非常珍惜每一個來到我們生命當中的人，因為
全世界有七十億人，我們能相遇，從機率來算的話，幾乎快等於零
，很不容易的。所以大家看看左右的兄弟姐妹們，這個都是很難得
的因緣，「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五百年修得坐在
一起學習傳統文化。所以人珍惜這個緣分，他在每一個當下都非常
的恭敬每個人、每個事，他才能很誠懇的把這些好的東西給他。
　　所以孔子接著就講到了，不祥有五個事情，但是房子往東邊蓋
不算不吉祥，就把它引到最重要的怎麼讓天下吉祥。第一個，損人
而自益，身之不祥，損害別人，然後自己獲得利益，就是自私自利
的人生，這是不吉祥。其實損人決定不可能利己，損人的時候自己
的福報已經折掉了，怎麼可能會利己？所以真正把道理搞明白的人
，他絕對不幹損人的事情。因為「福田靠心耕」，都是利益別人，
福報增加；損害別人，福報一定是減少的。所以「君子樂得作君子
，小人冤枉作小人」。而這一句話，當父母的人你能夠讓孩子這一
生以助人為樂，這個孩子鐵定有福報，你都不用擔心他。可是假如
我們父母的觀念錯誤了，真的還教他自私，都只想自己，可能父母
的這個引導是把災禍給孩子。



　　我們有聽過一個真實的例子，有一個學校的老師，他是做主管
，學校的老師他是有一個福分去當學校老師，因為當學校老師他是
公務員，那個是鐵飯碗，有福報才能夠有這樣的職位。所以人要珍
惜每一個福分，然後去盡自己的道義，不能空享福。而且雖然在學
校服務，但是不見得懂教育。比方今天剛好有跟朋友在聊，他們就
會覺得，現在的教育非常的普及。我接著跟他講，現在是學歷很普
及，不是教育很普及。學校假如主要教知識跟技能的傳授，那是知
識傳習所，那是拿得一個文憑而已，他不見得真正受過教育。真正
受過教育的人一定懂得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同學，一定懂得應對進
退，接待客人。現在大學畢業都不見得會接待客人，所以一定要受
過教育才懂。
　　這一位在學校服務的主管，他的孩子也在學校念書，念小學一
年級，他這個孩子天性也很好，每一次下課，他覺得父親是行政人
員比較晚走，他都服務整個班級，自己把門窗都巡視完，都是最後
走。而助人為樂是跟每個人的性德相應，這個孩子做了以後都很歡
喜，然後就邊走邊跳的到他父親的辦公室，他覺得今天又做了好事
了。結果做了一段時間，突然有一天他的父親跟他講，「你怎麼這
麼笨？都是你做，別人都不做，你多吃虧！」那孩子當下愣住了，
他才小學一年級，他還沒有很強的判斷力，可是父母、老師在他的
心目當中地位很高，所以父親這一句話他就聽進去了。從那一天開
始，他都不幹了，他不主動再去付出，慢慢慢慢的變得很會計較。
所以人的心，他的德行每天都有變化的，「學如逆水行舟」，不進
就會往後退。結果這個孩子就變得非常計較、苛刻，不願意再付出
了。
　　升上去以後，三、四年級，苛刻到什麼程度？人家同學的父親
不幸去世了，他還笑人家沒有父親。那個同學很傷心，哭著去告訴



老師，他都不覺得不對。結果當他罵完同學沒父親過沒多久，他們
家遭小偷，他的父親脾氣大，發現那個小偷就窮追不捨，追到那個
小偷沒有路可以走了，追到死巷子，他還不罷休。老祖宗說，「窮
寇莫追」，算了，不要跟他一般計較。但是他就很生氣要打那個小
偷，結果那個小偷就慌了，拿出一把刀刺了他一刀，剛好刺到要害
。所以他的兒子才罵人家沒父親沒多久，他的兒子就變沒父親了。
所以父母的價值觀偏掉了，不知道會帶領孩子走上什麼樣的錯誤都
不清楚。所以其實我們當父母的人，教兒教女要先教我們自己。教
育者，要首先受教育，我們的思想觀念是不是正確，這個是首先最
重要我們要下的功夫。所以您看這裡講了，「損人而自益，身之不
祥」，應該引導孩子處處替人家想才對。
　　接著講，「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都不管老人，都把孩子
擺在前面，這個家道就傳不下去。我們在台灣，青年有十二個守則
，這個教誨很好，都是抓根本。其中孝順為齊家之本，家裡沒有孝
了，這個家道一定要中落。那我們冷靜想一想，現在全家要出去玩
，先問老人還是先問小孩？那「棄老取幼」，問小孩都是去那個遊
樂園，然後還坐那個什麼雲霄飛車，還做那個很激烈的活動，那老
人做不了，只能在底下打瞌睡。包含出去吃飯，先問老人還是先問
小孩？而且現在有一個現象很值得我們警惕，現在不幫老人祝壽，
居然幫一歲、二歲、三歲、五歲這樣的小孩祝壽。祝壽是他有貢獻
，他對家、對社會有貢獻，所以幫老人祝壽是時時不忘老人家的貢
獻。他三歲、五歲有什麼貢獻？他都是讓父母在辛勞的、在付出的
。所以現在小孩子從小就過生日，還請一大堆人，花一大堆錢，那
福報都花掉了。所以現在的小孩愈來愈沒有福氣，小時候就花得很
凶。你們現在冷靜去看看，現在的孩子有沒有長得像彌勒佛這樣子
的，不多吧？都長得跟我一樣比較瘦的。所以我們施教幾十年，現



在慢慢把它轉過來才行。所以不能棄老取幼，這個家之不祥。
　　「釋賢而用不肖，國之不祥」，一個國家、一個團體興衰的關
鍵，就像諸葛孔明在《出師表》講的，「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
所以興隆也」，西漢為什麼可以興盛？就是尊賢。「親小人」，親
近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這個東漢末年為什麼敗
？就是用了小人。那請問大家，當您聽到這一句的時候，比方您是
老闆、主管，您會不會想到說，我絕對不會用小人，我一定用賢德
的人。其實真能用賢德的人必然是自己能夠接受別人的批評，他才
能夠用得到賢德的人。因為賢德的人很正直，他是為了成就你的德
行，為了成就整個公司的福利，他不會是為了討你的好，諂媚、奉
承你。所以假如我們喜歡聽好話，那就用不了賢德的人。首先得要
《弟子規》那個「聞譽恐，聞過欣；直諒士，漸相親」的態度有，
自自然然就能感召賢德的人到身邊來了。
　　接著下一句講，「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上一輩
的人不教，晚輩不學了，整個社會的風俗會愈來愈差。我當時候有
聽到社會的人士在講，「做什麼沒關係，只要能賺到錢就好了」，
這些說法都是很錯誤的。像孔子、范公，這些非常有家教的家族，
他們的子孫選擇行業都是要選那個跟道德相應的行業，真正能利國
利民的行業他們才做，決定不會去做會損害人民的行業。所以這個
都要教，不能不教。還有長輩說，「年輕人有年輕人的想法，我們
管不了了」。我聽到這個人這麼講，我就跟他說，你從今天開始不
能再講這句話，因為你講這句話會造很大的業。因為你這句話講給
別人聽，別人也這麼覺得，好了，不教了，下一代有下一代的想法
，那整個下一代不就毀掉了？所以我們從這一位朋友講的話，我們
要汲取一個教訓，人的口業是很容易造的，只要跟經典不相應的話
講出去有可能會誤導人。所以要養成一個態度，講的話一定跟經典



相應，相應的話才講出去。不然福報會從嘴巴整個會漏掉，禍從口
出，病從口入。
　　最後，「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也」。剛剛跟大家提
到很多大學的教科書教的都是偏頗掉的，所以愚者擅權，聖人的教
誨反而不被重視，伏匿了。我們感覺香港是福地，能夠請到我們師
長來給大家勉勵，所以香港這一塊寶地要好好珍惜師長他老人家的
這個教誨。常常請他老人家來給大家引導正確的思想觀念，讓大家
轉惡為善、轉迷為悟、轉凡成聖，這個就能讓香港一片吉祥，千祥
雲集，這個聖賢人統統都出來教化。這句話我們就懂得怎麼，世界
上不懂，但我們一定把它轉過來，轉成吉祥。因為我們有接受聖人
的教誨，我們就有判斷力。比方教科書上說企業唯一目的賺取利潤
，可是孔子在《論語》教我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假
如教科書裡教出來的大學生都是想著我怎麼謀取我的利益，都只想
自己的利益，那教出來不都是小人嗎？君子應該是想著我怎麼盡道
義。那有孔子這個標準，我們就能判斷邪知邪見。
　　我記得二００八年，剛好馬來西亞宗教訪問團到廬江，參與課
程。結果我們坐在一桌，我的正對面坐了一個伊斯蘭教的長老。跟
大家分享這個故事是給大家提一個醒，這件事可能以後你們也會發
生。什麼情況？伊斯蘭教的長老，我們坐下來吃飯，還沒開始吃，
這一位長者就問了我一個問題。他說，「請問你知道陳蔡絕糧嗎？
」孔子曾經在陳國、蔡國絕糧七天，七天沒有飯吃。一個伊斯蘭教
的長老問我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知不知道陳蔡絕糧？我當時候真的
流冷汗，然後我心裡咯噔一下子，幸好知道，假如不知道就糗大了
。我以前曾經聽，到外國去留學的大學生，說去的時候人家問他，
你讀過《論語》嗎？搖頭。你讀過《老子》嗎？搖頭。結果那個人
很失望的走了。人家覺得很奇怪，你們的聖人怎麼你們都不認識？



所以這個長老一問，就是問這麼深入的問題。
　　而且這個長老在二００九年，我們在馬來西亞北方大學辦了一
個傳統文化課程，有二千五百多個校長老師參與，他是其中一個主
講老師，他就專門講孔子，那一堂課他就講孔子。結果馬來西亞剛
好接到一個聯合國的刊物，到馬來西亞來，說提供給他們做教育用
。結果國家就交給了這個長老說，你先審核一下，看看這個能不能
用？結果這個長老審核完了，他把聯合國的書退回去。他怎麼說？
這一本書裡面連孔子的思想都沒有提到，這本書不合格，退回去。
您看回教長老都以孔老夫子的教誨來評斷這個是不是好的教育教材
。所以確確實實，我們要接受孔子這些聖賢人的教誨，我們才有判
斷力，我們這個慧眼才能夠開得了，我們才能真正帶領孩子，帶領
自己的學生、員工，走上幸福的人生。
　　諸位長輩，諸位兄弟姐妹，請問你們幸福嗎？請問您希望你的
孩子跟你過同樣的人生嗎？你們現在都已經過得很幸福了，所以可
以讓孩子跟我們過一樣的人生。其實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為人君、為
人親、為人師思考。因為真的孩子每天都看著我們，都跟在我們後
面，所以我們早一天有智慧，他們就早一天有福報，早一天長智慧
。所以一個人真的有使命感的時候，他的學習是不需要人家推的，
他會非常積極主動的去提升自己。因為他知道孩子不能等，學生不
能等。
　　而這一次一開始跟大家分享交流到的是，我們在一百二十五頁
，二百零八句，開始是「為政」當中第五個大綱領，「教化」。因
為我們這一次的主題是「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而這個教化的句
子，在《群書治要》當中有非常精闢的教誨。我們先看二百零八句
就把孔子的教誨編進去了。「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其實
，古聖先賢的教誨，只要一句聽懂、肯做，人生就保證不一樣。因



為這是心性之學，一句照做了，整個靈性、智慧就往上提升。而孔
子告訴我們，人的本性都是相近的。「人之初，性本善」，每一個
人都有純淨純善的性德，也跟《大學》講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這個明德就是本善。而我們首先不懷疑古聖先賢的教誨。這一
句話真正相信，從今天開始不會懷疑自己了。人有很多的精力都是
因為懷疑自己，都是自己沮喪退縮了，不知道耗了我們多少的時光
跟精神。而這一句真讀懂了，決定不再懷疑自己，時時都相信，「
勿自暴，勿自棄；聖與賢，可馴致」。
　　我讀了這一句以後，我從此不再自卑。我以前是比較沒有信心
的人，大家看得出來嗎？我以前沒有信心到還做心理測驗，那個心
理測驗結果說，你很像無尾熊型的，你很像老虎型的，或者孔雀型
的。人沒有信心，還要借助於這個心理測驗，然後測驗完之後跑去
告訴別人，「我很像孔雀」。我們了解，沒有經典，人開不了智慧
，會遺失到什麼程度？像畜生都可以高興老半天。所以我都感覺，
我們這一代的災禍在哪裡？喪失民族自信心。這個是西方傳過來的
心理測驗，就覺得像寶一樣。假如是我們中國人來做這個心理測驗
，那他做出來的心理測驗是說，你有大舜的志向，你有堯帝的仁慈
，是吧？你有唐太宗的恢宏大度。那應該是測驗出來是告訴我們，
你有很多聖賢人的特質，你要好好努力效法他們，怎麼學到最後都
是去跟畜生比？我告訴大家，我們去讀教育學科的時候，真的拿狗
、拿貓、拿老鼠做出來的實驗，最後拿來教誰？教人。最後把人教
成什麼？目標是狗跟貓，一不小心就不如狗跟貓了，因為你定的目
標是貓跟狗。所以現在整個教育，貓跟狗牠是動物，牠是欲望要滿
足，你怎麼把人都引向欲望的人生觀去了？
　　老祖宗說，「欲是深淵」。你看現在的孩子，大學還沒有畢業
，這麼會花錢，那不都是順著那些欲望的理論教出來的孩子嗎？怎



麼會偶然？事出都必有因的。所以這個災禍來自於我們沒有信心，
外國的月亮比較圓，都沒有判斷就把它們都拿來用。所以有時候還
會問朋友，問同事，因為沒信心，就問說，「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麼
樣？」然後，朋友就會很嚴肅的說，「你要聽真的還是假的？」聽
真的可能心臟還要做好準備，不然心臟病發作。確實沒有信心。但
是讀了這些經句，我們堅信，老祖宗講的都是真實語，不會騙我們
，所以一下心安了，我有本善，我有明德，不會自卑。
　　但老祖宗又告訴我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我們也
染上了一些惡習慣，所以有自知之明，不會傲慢，趕緊要對治這些
習氣，一刻都不能停留，那不可能會傲慢，因為自己都知道自己還
有很多不足。不自卑又不傲慢的人生態度，在一句教誨當中，你領
納進來，你的心靈、你的人格就轉了。所以學的不在學很多，在句
句都能領納，句句都能去做，就能有很大的受用。而這個性相近，
不只是自己有了信心，我們堅信這一點以後，我們面對任何一個生
命當中的有緣人，我們決定不會懷疑他們。您當老師，你相信每個
孩子以後都可以成聖成賢；你當父母，你相信一定可以把孩子教好
；你當老板，你當領導者，你堅信不疑，「人之初，性本善」。這
一分信任，那一分眼神，能夠感動你生命當中非常多的有緣人，您
那個眼神會讓他特別的震動他的心靈，覺得好像很久沒有被這樣的
眼神信任過了。
　　我記得我當時在學校教書，有一個孩子已經被三所學校趕出來
，到我們學校是第四所。結果這個孩子有一天又犯了大的錯，就很
落寞，坐在樓梯口。我看到他的背影，覺得他可能是很沮喪，我就
坐過來陪他。他當時就說，「老師，我想死。」我說你為什麼想死
？「大家都不喜歡我。」「那人家為什麼不喜歡你？」他自己也把
原因找出來，「我都打人，我都罵人」。其實在他最沮喪的時候，



我們陪他坐一下，這個孩子就很信任我們。結果過一、二天，因為
我當時就送給他一些書看。結果一、二天之後，他到我的辦公室門
口，很害羞的樣子，在那裡走來走去。我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找
我的。我就出去，然後我說，有什麼事要找老師嗎？他在他的手臂
上自己畫了一尊釋迦牟尼佛，畫得非常好，他還遮起來，很害羞，
怕我看，慢慢慢慢把手放下來給我看。諸位長輩，諸位兄弟姐妹，
大家想一想，他在畫那一尊釋迦牟尼佛，他那個當下的念頭是什麼
？是佛陀那個慈悲的相，他的整個心靈都跟這個慈悲的相相應。所
以我們信任他，他會覺得要好好做，不能讓信任他的人失望。所以
人一相信每個人都是可以成聖賢的，您的眼神就可以積功累德，您
的眼神就可以喚醒很多人的信心跟志氣。
　　我自己成長過程當中，我資質也是不好。我記得我一到四年級
成績都不好，有時候還考，班上才四十多個同學，我有時候考二十
幾名。而且我媽媽就跟我同一個學校。一般來講，學校老師的孩子
，印象都是不是第一名最少也要第二名，好像這個是行規。那老師
都會比來比去，假如孩子這一次考第二名，其他老師的孩子考第一
名，那個老師嘴巴會翹得很高，心情很不好。我考這麼差，我媽媽
從來沒有跟人家攀比成績，還是相信我慢慢慢慢會進步起來。每一
次考不好，我就聽到我爸爸的摩托車聲，我就在樓梯口等我爸爸，
要跟我爸爸懺悔。結果每一次，都沒等我爸爸上樓梯，我就在樓梯
上給爸爸講，「哎呀，又考不好了」。我記得我父親每一次都是笑
著對我說，「加油，加油」，從來沒有因為成績跟人攀比然後罵過
我。但是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父母都很喜歡讀書，吃完飯就去看
書，整個家裡面它形成一個讀書的氛圍。其實最重要的還是以身作
則。
　　我後來遇到一個我們青島的校長，他講的一段話很好，他說，



教育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急於求成，會揠苗助長，適得其反。你今
天把一顆蛋放到鹹水裡面去，請問這個蛋會變成什麼？鹹蛋。請問
你把這顆蛋放到甜水裡面去，它會變成什麼？甜蛋。它遲早的事情
，是吧？你有好的環境，那孩子遲早都會成材，你幹嘛急於一時？
去跟人家攀比，攀比到最後，你壓力也很大，孩子壓力也很大。攀
比來攀比去，真的造成整個家庭跟社會壓力很大。我曾經聽，我們
國家有一個頂尖的專業人才，他在大學教書，而且他那個專業是非
常少人懂的。後來因為太太常常攀比，某某教授房子又變大了，某
某教授收入又多少。比到最後，這個教授壓力太大，最後自殺了。
所以這個攀比的過程，無形當中會讓身邊的人增加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人這一生，家人能同在一個屋簷下，那個是多深的緣分，
要互相理解，互相疼愛，不是互相製造一堆的壓力。愛是互相體諒
的地方，愛是無私付出的地方，愛不是造成很大負擔的地方。我確
實在方方面面，成績，包含才華，我從小到大都沒參加過什麼比賽
，還有長得又不帥，所以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就沒有信心。但是我
的父母始終都是很信任我。後來那分信任到什麼程度？信任到不忍
心讓父母失望，你就會變得非常自立自強，希望父母對我們恩德這
麼大，應該做出讓他們欣慰的事情。
　　在一百二十九頁，二百一十七句，也是在「教化」當中，我們
看這個句子提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這個是春秋戰國時代
三位政治領袖，他們治理國家，治理一個地區的成效。子產治理鄭
國，他的能力非常好，他設立的制度也非常完整，百姓不能欺騙他
，這個要很高的能力才做得到。「子賤治單父」，他治單父這個縣
，「人不忍欺」，就是感他的恩德，不忍心欺騙他。孔子有一個學
生叫巫馬期，在宓子賤治理單父三年之後，孔子派巫馬期來了解自
己同學治理的情況。剛好到的時候是晚上，有一個漁夫在打魚，結



果打上來的魚，看了以後又把牠放掉。巫馬期很好奇，就去請教這
個漁夫。結果這個漁夫就說，宓子賤大人教導我們，萬物牠都有生
長的時間，這些小魚剛好就是在生長當中，我們不應該捕小魚。對
這些萬物都應該讓牠生長，生生不息下去，不可以損害這些生機。
結果巫馬期聽完以後就很感動。就在晚上，宓子賤大人都看不到的
情況，老百姓感他的恩德，都不忍心欺騙他，對他的教誨都記在心
上。
　　諸位長輩，諸位兄弟姐妹們，假如你的孩子去讀大學，念念都
想著父母的教誨，不忍心讓父母擔心，那你往後這個孩子你就不用
擔心了。所以管理教育能夠達到不忍欺，這是非常好的境界。但那
個不忍欺是很自然的交感，因為你信任孩子，你成就他，他非常感
動父母的愛，自然交感。所以人生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有感
有應，父母無私的信任、奉獻，感來的就是孩子不忍心欺騙父母。
其實我們家是公務人員的家庭，收入並不多，等於是說溫飽，可是
我們三個姐弟都會覺得是最幸福的人。我們沒有很多錢，可是我們
覺得我們是最幸福的人。這不是我的心聲，每一次跟我兩個姐姐聊
起來，都是這種感覺。所以我們就覺得是幸福的人，內心裡有父母
濃濃的愛，我們沒有匱乏感，不會去要求別人要對我們好。但我們
會很願意的把父母給我們這分愛再去分享給別人。
　　而父母給我們的愛都是在很多細節的地方。我記得我父親是公
務員，要買車很不容易，結果我父親買了一部人家已經開過十年的
車，而且那個車也是小車。當時候，我們三個姐弟坐在後座，父母
坐前面，後座的椅子是傾斜的，又是十年車，座位還傾斜，我們三
個姐弟都是傾著身擠在那個車子裡面，但是我們的感覺是非常的幸
福。我記得那一台車因為已經舊了，剛好有一次在台南的關子嶺爬
坡，爬到往後退，全家人尖叫。現在想起來都是全家人一輩子的回



憶。我們沒有很多錢，可是父親買那台車，我們就知道，父親已經
把他全部的力量都拿出來，就為了讓我們成長過程中有這些天倫之
樂，所以孩子感覺到了。那一次，我們全家是下來推車，把它推上
去的。所以看到這個不忍欺，確實對自己成長是很觸動。
　　接著這個經句講，「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他非常嚴苛，
底下的人民看到他的嚴刑峻法都嚇得發抖，不敢欺騙他。所以這三
個領導者的治理政治的才能，誰最賢？我們去判斷，應該不難判斷
出是宓子賤，真的用真愛去對待老百姓，他感來的就是老百姓把他
當父母一樣的尊重。所以以前的好官要離開一個地方的時候，那真
的，老百姓好像就像丟了自己親生父母一樣的難過。就像明朝的海
瑞去世的時候，萬人空巷，整個南京城所有的百姓排著送他走。
　　所以這個第一句，性相近也，這個信任自己。我記得我的父親
只有在我調皮做出很不可理喻的事的時候，他才會教訓我。而且教
訓的時候，會把一根棍子放在旁邊，那個是家法，我看到那個棍子
就想到「識時務者為俊傑」，所以這個時候要老實接受父親的教誨
。我記得，剛好有一次，就是這幾年的事情，剛好在家裡，我爸爸
媽媽就笑著說，「我們兩個都不大會講話，話都很少，怎麼生一個
兒子這麼會吹牛？」結果，我當時聽到父母親這麼講，我馬上第一
個反應，就想到我父親每一次我犯錯教訓我的景象。我就跟我父親
講，我說，「爸，每一次你教訓我的時候辯才無礙，連個逗點都沒
有，所以那個口才是跟你學的」。父親平常話很少，但是為什麼在
教育孩子的時候會講得這麼順？因為他是真心為我好，為孩子好。
所以他那個真心流露，句句都非常的懇切。我母親還問我，「你爸
爸這麼教訓你，你到底聽懂不懂？」我媽媽每一次都在旁邊，她都
不插嘴。我媽媽很有教育敏感度，她一插手，就壞了我爸爸教育我
，她都沒有插手過。但是她有個問號，到底兒子聽懂不懂？當我母



親問我的時候，我說媽，全聽懂了。真的，真心是離文字的，那直
接可以心與心是可以感受到的。
　　尤其我父親講得最多的一句話，「孩子，你要自愛」。所以，
師父今天早上講的，聖學就是先教自愛，懂得自愛就能夠去愛人。
所以那個自愛兩個字就深深印在自己的心中，時時在自己的一言一
行當中要自愛，不要做出糟蹋自己的事情。人被人家欺負了還不可
悲哀，被自己糟蹋了才是人生最可悲的事情。所以，因為父親相信
我們性本善，所以一直提醒我們，要自愛、要自愛。這個自愛就是
能在這一生真正能夠恢復我們的明德跟性德，性相近，給我們人生
，以至於給我們面對任何一個人，非常重要的一個態度，相信每個
人都能成聖成賢。而習相遠，對自己來講有自知之明，然後就像《
大學》教的，要格物，時時都拿自己的習氣開刀，對自己的習氣趕
盡殺絕。因為假如我們妥協了，我們放縱了，慢慢這個習氣它會愈
來愈坐大，這個都是不知不覺當中，只要我們沒有那個警覺性，沒
有馬上把習氣、邪念轉掉的話，它會坐大。
　　這個習相遠就讓我們體會到，我們每一天接觸的緣分非常重要
，所以近朱則赤，近墨則黑。我們的教育就從胎教就開始，就從胎
中就給他最好的環境。他的母親每一個念頭都是善的，孩子開始接
受母親的教化。目不視惡色，眼睛不看不好的；耳不聽淫聲，耳朵
聽的都是中正之樂，好的音樂；口不出傲言，母親講話都是非常柔
順的，沒有講粗話、傲慢的話。這個孩子在胎中就稟承母親的正氣
，生下來三歲以前，每一天又看著母親的行儀，這個德行的根就紮
下去了，三歲看八十。近朱則赤，母親是他最好的榜樣，給他最好
的學習環境。所以周朝最重視胎教，周朝的領導者是歷代出最多聖
人的一個朝代，所以它不是偶然的。那不只胎教，三歲以前做好教
育，包含歷史當中孟母三遷，孟子的母親還找到一個學校附近讓孟



子住下來，每天都可以去聽學校的老師講聖賢的教誨。
　　這個習相遠就讓我們感覺到，接觸的環境非常重要。而且，學
好終年不足，學壞一日有餘。比方說我們今天聽四天、聽五天的課
，結果五天以後去看一片戰爭片、殺人片，一看完，可能這五天學
習的效果都退回去了。學好終年不足，一接觸不好的，可能染上這
些習性，就要花很大的時間再去把它去掉。所以這個是要非常了解
我們整個學習的狀態。就像你一滴墨汁滴到清水裡面，不到一秒鍾
的時間滴進去的，你要再把它清出來，不知道要花幾十倍，甚至幾
百倍的時間。
　　《論語》當中又提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一
定要找一個好的環境來提升自己，來教育自己的下一代。我們讀到
里仁為美，這個地方的人都有仁德之心，這個地方是個好環境。那
可能大家都在找，哪裡才有這樣的地方？其實這個時代接觸傳統文
化的人少，所以應該每一個接觸傳統文化的人都要期許自己，自己
在的地方要變成里仁，從自己帶動起。所謂和諧社會從我心做起，
從自己帶頭來做，把這個地方變成里仁。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期許
，我相信社會風氣的轉變指日可待。而我們的孩子，假如跟著父母
，都是同樣有這樣的態度，父母帶著孩子看到垃圾就撿起來，看到
鄰居很恭敬的向他鞠躬，我們相信一個禮拜、二個禮拜之後，這個
地區的風氣就開始轉變。
　　所以面對整個傳統文化的復興，我們時時都期許自己。像早上
師長也有教誨到，「學為人師，行為世範」。有這樣的使命感，我
們不會放縱，我們一言一行都會謹慎，都會提醒自己要給身邊的人
做好的影響。有這樣的責任，我們隨時都在自我教育，也在教化身
邊所有的人。好，今天晚上先跟大家分享交流到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