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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校長同道，諸位前輩，大家早上好。剛剛我們中心很細心
安排這五分鐘靜坐，讓大家身心放鬆放鬆。我看有校長功夫了得，
睡著了。一來，可以了解到校長真不容易幹；二來，可以了解到校
長他假如能夠馬上就睡著，能吃能睡，這是很有福報的人。您看現
在很多人很有錢，靠安眠藥睡覺，那是沒有福報的了。所以能吃能
睡是福。而且還具備了一個非常好的人生態度，他才能這麼好睡，
叫「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盡力就好。要有動力，不要
有壓力，壓力壓到最後自己的身心受損，家裡人也很有壓力，包含
可能這個壓力還會延續到學校，延續到我們所接觸的人。所以這個
壓力要把它轉化掉，變成動力，不要是壓力。
　　我自己是一個非常容易緊張的人，大家看得出來嗎？我以前特
別容易緊張，所以只要遇到重要的考試就會緊張得睡不著。我要考
大學聯考的時候，我的姑姑拿了兩顆鎮定劑給我，因為我的姑丈在
醫學院教書，她知道我特別容易緊張，怕我睡不著，拿了兩顆鎮定
劑來。結果十一點多真的睡不著，吃了第一顆；又翻來覆去到一點
多還是睡不著，吃了第二顆，最後還是一夜未眠。然後隔天考中文
，一出門全家總動員，因為我太容易緊張，所以搞得全家人都很緊
張。所以人要把不好的個性改掉，不然身邊人都有壓力。剛好坐滿
一輛車，我有兩個姐姐，父母一起。結果還沒進考場，遇到我一個
同學的媽媽，她跟我也很熟，她從沒看過我兩個姐姐，看到我們全
家都來了，她說：「禮旭，你真有福氣，兩個妹妹陪你來考試。」
兩個姐姐變妹妹了，還沒進考場，心情很鬱悶，弟弟都變哥哥了。



但是不要鬱悶，當時候我又不懂道理，現在懂了，為什麼看起來這
麼老氣橫秋？因為憂能使人老，你一擔憂之後老得很快。假如每天
都做自己歡喜的事情，都讀這些聖賢書，神交古人，這叫人逢喜事
精神就爽。所以容易緊張的性格讓自己身心受損之外，也讓身邊的
人都受累。
　　但後來，我是遇到傳統文化以後就不那麼緊張了。只要自己用
一顆真誠的心，跟所有有緣的人互相交流，用平常心就沒有壓力。
甚至於我剛要講課的時候，長輩們都鼓勵我，說反正你就講，有一
個你就講一個，沒有任何人，你就對著桌椅板凳講。那就沒有壓力
了，反正沒人也講。最好是能夠講到桌椅板凳都跳起來說，「還過
得去」，這個就是功夫了。古代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真誠
的心萬物都能夠感覺得到。這個真相，近代物理學家有證實了，近
代量子力學家他們做實驗，其實所有的萬物都是活的，都是隨時在
變化。像日本江本勝博士他做的水實驗，他給水講愛它、感恩它，
它結晶得很漂亮，這是物質；假如說恨它、討厭它，它結晶就很醜
陋。水如此，其實一切萬物都如此。所以人的意念可以改變物質，
人的意念可以讓身邊的人感到溫暖，讓身邊的人感到鼓舞，有信心
。
　　比方我們校長常常笑口常開，時時拍拍我們老師的肩膀，「加
油，沒問題的」，這個對他們的身心都是很大的幫助。甚至於可能
她剛好生產，或者懷孕期間種種，我們都給予適時的關懷，她每次
走進校園就好像走回自己的家一樣的溫暖，她會很有動力。老師如
此，學生亦如此。有好的校長、好的老師，學生都是催著爸爸媽媽
，「我要上學了，趕快趕快！」假如老師很凶，每次要上學好像要
他命一樣，拉都拉不動。而整個學校的氛圍對孩子的學習效果，那
是有直接的影響。我自己從事教育工作那幾年，我們深刻感覺到，



學生對老師、對校長非常的佩服、愛護，他的成績會進步得很快；
假如對老師害怕、恐懼，那他的成績會落得很快。
　　我曾經遇到一個胖嘟嘟的孩子，他當時候成績沒有一科及格，
都是六十分以下。我第一次見到他，對他有印象，是他媽媽載他來
學校上課。我們老師都是輪流到校園接孩子進來，其實我很喜歡到
校園門口接孩子，叫廣結善緣。而且我有一些同仁他們也住校，他
們的小孩有的二歲、三歲，有時候還有兩個帶在身邊，很辛苦，還
要當導護站在門口，她真是分身乏術。那我們是同仁，應該像兄弟
姐妹一樣，我們就主動跟她說：「這個禮拜我幫妳，幫妳站這個禮
拜，妳就不用這樣跑來跑去。」所以跟同仁相處起來感情就非常融
洽，你去愛護別人，人家自然就愛護你。多站，我就跟更多的學生
有這個結善緣的機會。比方說他車子開來了，我主動的把門打開，
那孩子下來，摸摸他的頭，「乖，進去」，他的爸爸媽媽看了就很
歡喜，下次見到我就會對我笑了。
　　那這個胖小孩，他媽媽載著她，他媽媽一點表情都沒有，沒有
任何笑容，好像人家欠她不少錢。結果更讓我吃驚的是，她的兒子
在後面的表情跟她一模一樣。所以父母、老師教育小孩，不是在台
上的時候教育，不是在跟他訓話的時候教育，是隨時隨地都給孩子
潛移默化的影響。所以看到這個表情，我們只是覺得父母需要受到
提醒。因為這個時代的父母，他們結婚以前，國家又沒有給他們辦
課程，怎麼當好爸爸、當好媽媽、好丈夫、好妻子，其實這個是最
需要上課的，因為這會影響他一輩子的幸福。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
人，學的東西好像都是考試用，而且用完就差不多快忘一半。然後
對一輩子最重要的做人做事的態度、智慧好像沒學，都要等到人生
有點喘不過氣來，他才覺得好像應該上上課。您看，一個人想說我
要去學學夫妻相處之道，什麼時候他想要學了？可能有點危險的時



候。
　　大家再冷靜看，這不是在夫妻相處的現象，它在一切處。比方
說健康，一個人非常重視健康的時候，什麼情況？醫生告訴他：「
這位先生，非常抱歉的告訴你，你的生命只剩半年。」晴天霹靂，
他才開始重視，買好幾本書開始看。可是到那個時候，要再挽回都
不容易。包含現在的家長，往往在孩子十三、四歲，他已經完全沒
有辦法教導的時候，他開始重視如何教育孩子。反應都比較慢，變
成什麼？頭痛才要醫頭，腳痛才要醫腳。但是我們整個聖賢的教育
，它強調的核心是什麼？防微杜漸。所以這個才是教育的智慧，不
能等問題嚴重了，不能等到現在殺父害母那麼多了再來教，很難。
教育如此，健康不也是如此嗎？夫妻相處不也是如此嗎？以至於經
營一個團體、經營一個事業，統統都要深謀遠慮、防微杜漸才好。
　　我們《群書治要３６Ｏ》兩百九十四句，一百七十四頁，大家
看，這是談養生之道，而事實上，養生跟教育的原理原則完全相同
。所以「上醫治未病」，高明的醫生是還沒有病就懂得把他體質調
整好。這裡提到春秋戰國時代，龐煖對著他的國君講：
　　【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
　　大王，你沒有聽聞過魏文侯問扁鵲的對話嗎？魏文侯問扁鵲說
：
　　【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
　　你們三個兄弟都是當中醫的，哪個人醫術最好？當時候誰都知
道扁鵲可以起死回生。結果扁鵲就講：
　　【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也。】
　　文侯說，我可以聽聽嗎？可以了解一下嗎？
　　【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
。故名不出於家。】



　　我的大哥，他的功夫是到能看這個人的神色就知道他可能哪裡
需要調養。所以病根本沒有形成就已經把它調節掉了。所以他的名
氣不會出這個病人的家，因為病人也覺得他沒病。但是事實上，他
是已經把那些症狀就調整好了。
　　【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
　　我的二哥治病，病情剛剛發作而已，才有一點病症，就能把病
治好。所以他的名氣不會出這個病人的巷子。
　　【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割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
　　輪到我治病，我要疏通他的血脈，還要用針灸刺他，還要開一
些可能會有副作用的湯藥，因為藥都有帶三分毒，它要調節。然後
甚至於是『割肌膚』，那是做手術來治病，那都是病情很嚴重了，
然後把他治，慢慢恢復健康。所以他的名氣最大。所以真正高明的
醫生是治未病。真正高明的教育者，這個孩子有說謊第一次就洞察
出來，馬上藉由這個機會讓他終身都不犯，這高明的教育家，這是
非常高的教育敏感度。
　　司馬光先生，他也是歷史當中一個德行的完人，他講了一句話
，「平生所為之事，無有不可語人者」，他這一生所做的事情，沒
有一件事是不可告人，不能給人家講的，他德行非常好。他小的時
候，有一次跟他的姐姐在剝胡桃皮（核桃皮），結果很難剝下來。
他姐姐剛好離開一會，他們家裡的婢女就跟他講，你用熱水燙一下
就很好剝。他就試了以後，真的很好剝。沒有一會他的姐姐回來了
，說你怎麼這麼會剝？司馬光說，「我自己發現的」。剛好被他爸
爸聽到，非常嚴厲的呵斥他。他深深記在心上，從此以後不敢再講
一句謊言。我們現在冷靜想想，現在的成年人會不會說謊？聽說有
一個片子叫「手機」，不知道大家看過沒有？那個「手機」說，平
均成人一天講二十幾個謊言。請問大家，這個是七、八年前片子的



話，請問現在應該是一天講幾個謊言？好像很多不好的現象是一直
在增加，為什麼？這個我們得找出病根才能對症下藥。
　　剛剛看到我們中心的簡介，最後那一幕，您看那個小女孩，她
說要播種太陽，太陽就是光明，就是智慧。現在的人，俗話講「家
家有本難念的經」，人人都有很多的苦悶，怎麼來化解？要有智慧
、光明才行。所以這個孩子要播種太陽。「一個給老爺爺，一個給
老奶奶」，這個小女孩跟孔子他的志願是一樣的。你們現在的小朋
友有沒有說我長大要做孔子？沒有。這個很重要，總在他接觸的緣
分不一樣。所以為什麼孟母要三遷？因為一開始剛好他們家住在墳
墓旁邊，常常都聽到「鏘鏘鏘」，孟子也學人家在那裡送葬，所以
他媽媽要搬家。接著搬到賣豬肉的旁邊，在那裡學著殺豬、賣豬肉
，又轉，趕快再轉，第三次轉到一個學校旁邊，孟子每天都去聽人
家講經典，就成為聖人了。現在像我們很多學校都把孔子像塑起來
，都把孔子的教誨搬入校園。我曾經到我們興華華小去學習參觀，
看到很多孔子的教誨都貼在牆壁上，「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每
個人都能跟孔子學習，他就能站在孔子高度聖人的智慧來經營他的
人生。
　　這一點我是非常有感觸。因為我念初中的時候還沒有接觸到聖
賢經典，所以我的書桌前面貼著一張席維斯．史特龍。你們不認識
他嗎？你們還是屬於比較清淨的年代，他不是演「第一滴血」嗎？
還有那個「Rocky」有沒有？你們都沒看過，你們都沒有受污染，
難怪可以當到校長，這不是偶然的。我看那些拳擊片、戰爭片看很
多，影響自己的性格，逞強鬥勝，大家看得出來嗎？你們現在有點
看不出來，是因為我這十幾年接受孔老夫子的教誨，沒有再誤入歧
途，不然那時候真的很逞強。每天練肌肉，練一隻手要拿十公斤的
啞鈴，這樣子練，練到（其實都是逞強）都傷了身體。所以現在都



有運動傷害，人家還不知道要下雨，我都先知道，氣象播報台。
　　我逞強到什麼程度？有一次不小心把左手給摔斷了，因為我練
啞鈴，練到臂力很強，全班第一名，看得出來嗎？瘦瘦的，全班第
一名。結果因為很多人輸給我，他很不服氣，敢怒不敢言，結果那
次我把手摔斷了，很多同學抓到機會報仇，「來呀，來呀，來呀」
，他看我背著一隻手，我這裡摔斷了。結果我到什麼程度？忍不過
他的挑釁，來就來，怕什麼？就真的跟他比。結果，那個比賽是什
麼結果？我就這樣跟他，「啊」，因為我一出力，開悟了，原來右
手跟左手是連在一起不能分開，所以右手一出力，我左手就痛得快
昏過去了。可是不能輸給他，又把他拉回來，還是我贏了。你就看
逞強到這個程度，真痛，但不能輸給他。而且回到家繼續練單手伏
地挺身。所以性格會害死自己，後來左手就常常痛，運動傷害也很
多。以前都打羽毛球，要跳得很高，打下來，這個都太激烈，要溫
和一點，不要這麼激烈。受到好萊塢電影的影響，所以逞強鬥狠，
包含男女那些錯誤的觀念、欲望，都被污染。
　　後來遇到孔老夫子，慢慢才察覺這些人生態度不對。您看好萊
塢常常很多都是很有錢，過那個生活很奢侈，我們都受影響。以前
上高中了，都要買Reebok，不然就要Nike的。我還有同學買六、七
雙，那一雙台幣就要兩千多塊錢，馬幣要兩百多塊錢。所以我們無
形當中都受到錯誤的染污。但沒有經典我們真的不清楚。
　　看到剛剛這個孩子，她從小接受傳統文化，她說送給老爺爺、
送給老奶奶。孔子說，「老者安之」，我們的下一代沒有敬老愛老
的心，請問我們老了還有未來嗎？人要會往遠處看、遠處想。而這
個孩子後面又講到，「一個掛在馬來西亞」，另外一個呢？「掛在
世界」。您看我們老祖先在經典裡面，一開口不是我的國家，是天
下。你看《大學》裡面講，「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天下興



亡，匹夫有責」，不是國家興亡而已，天下興亡。因為我們的祖先
非常清楚，整個世界它是息息相關的，一個國家錯誤的思想觀念它
會影響整個世界。我們這個世界跟著美國的價值觀走，非常慘。下
一代非常奢侈，大學還沒畢業，信用卡好幾張，這個都不符合勤儉
的美德，變成懶惰又奢侈，不勤儉。人一懶惰，腦子都胡思亂想。
然後懶惰的人不會感恩，都會覺得所有人給我的都是應該的，這是
懶惰的人；勤勞的人不一樣，勤勞的人他付出過，他知道辛苦，所
以他會感謝每個人的付出。
　　所以我們老祖先通達人性，他每一個德目，對一個人心性的影
響太深太廣了。就拿一個「勤」這個字就好，勤勞。第一，勤勞的
人身體健康。我父親小時候他是長子，都幫爺爺奶奶種田，小時候
他扛大便施肥，連讀大學回來還是扛大便，結果我爸爸體格非常壯
碩。您看勤勞的人反而獲得了一輩子健康的身體。我是從來沒有種
過田，所以就這麼瘦弱，兩歲的時候就在高雄市了，沒幹過什麼活
，從小就是比較有福。所以禍福相依，一個人年輕享太多福，中晚
年就沒有福報了；一個人肯先苦後甘，晚年就很有福報。我看諸位
校長的面相都很有後福，因為你們年輕的時候都很勤奮，都是如此
。但現在大家冷靜想想，去看現在年輕人的相貌，都比較沒有後福
，因為他們從小就安逸，就非常享受福報，這些都是整個西方功利
的價值觀對於我們全世界的影響。現在全世界對小孩就是，他是天
堂，讓他盡情的玩。可是問題來了，他已經放逸習慣了，你要叫他
專注容易嗎？所以現在大學生，聽說只能專心十五分鐘，接著你就
要講笑話給他聽，不然他就沒有辦法聽課了，那這樣的大學生以後
出去怎麼扛事業、怎麼扛責任？
　　所以我們站在教育的角度上，眼光應該是看著怎麼讓這個孩子
一生幸福，這是教育的目標。教育的目標不應該是放在這個月月考



他能不能考得好。假如是這樣，老師跟父母的眼光只能看到下一次
考試，請問孩子的眼光能看到哪裡？他就是什麼態度？應付考試，
他不會往遠處去想。所以現在的孩子不成熟、不會想，不能怪他。
我們父母、老師、教育工作者會不會想？尤其諸位校長是一校之長
，整個全校的老師都要接受你們的領導，你們的教育理念、教育使
命、教育這些敏感度，對他們都有很直接跟深遠的影響。尤其新進
的老師，他遇到一個肯教他的校長、領導，可能對他一輩子都很有
影響。我們中心陳真老師，她教學四十五年，她有非常多教育的理
念、態度就是她剛畢業二十歲左右遇到非常好的校長，影響她的一
輩子。諸位校長，假如您這分教育的理念跟教育愛影響了一個老師
，請問會影響幾個學生？可能是幾百，甚至上千。所以您影響了一
個老師，讓他成為一位有德的老師，您功德無量。一個老師就功德
無量了，更何況諸位校長你們會遇到、你們會帶的老師，可能也有
成百，甚至有可能上千。
　　我們看《群書治要３６Ｏ》三百一十八句，一九Ｏ頁，「應事
」。應事就是我們人生面對每件事，甚至於面對我們事業的態度，
非常重要。比方一個孩子要去讀大學，需不需要給他建立觀念，這
四年的意義是什麼？假如沒有，可能他這四年就揮霍了。我以前也
揮霍過。因為我遇到的那個學長告訴我，大學叫university，叫「由
你玩四年」，我就這麼被誤導了。所以當人家的長輩不能亂講話。
就覺得玩很正常，被誤導。但是假如這個大學生，他有長輩告訴他
：「孩子，你的父母栽培了你十多年，這個國家社會，你從學校這
樣念了十幾年書，整個社會國家栽培你這麼多，你現在要進大學了
，利用這四年學到做人做事的本事，你就可以孝順父母，你就可以
回報這個國家社會。」這個孩子一聽完，他也很單純，他就擁有了
一個好學的動力，這四年他不會揮霍。而且大學生的學習能力都很



強，四年不揮霍，有方向、有目標，努力提升自己的做人做事，跟
四年沒有目標揮霍，那是天壤之別。而且一揮霍、一沉溺在玩樂當
中，有的染上色欲、有的染上賭博、有的染上電玩，種種這些玩物
喪德、玩人喪志的事，就在一個孩子一、二十歲當中，他的人生就
陷了非常大的障難。
　　我那天遇到一個學員，一個學長，他在大學教書，他印象當中
，他有一個女學生，大一進來的時候體格壯壯的，因為是體育系的
，所以體格壯壯的。她大四出校門瘦得只剩這樣而已，完全就好像
都快要病倒的樣子。為什麼四年會變成這樣？他說他所了解這個女
同學，他知道的就有墮胎四次，不知道的就不清楚了。你說這樣的
孩子，她的人生還有福報嗎？墮一個自己的骨肉，這個罪業就很重
了，更何況是四個！虎毒都不食子，為什麼人類為萬物之靈，現在
卻出現這麼嚴重的悖倫現象？而這些觀念假如在孩子小時候，小學
、初中，就有老師非常有愛心懇切的提醒孩子，孩子可能就不會走
這麼嚴重的錯誤了。
　　在廣東有一個女校長，當時候她派出教務主任到深圳參與傳統
文化的課程五天。這個教務主任他五天上完，他給我們分享什麼？
他說，「我上師範學院上了四年的筆記，都少於我這五天記的筆記
」。當時我聽了很心痛，為什麼？這位教務主任，他為什麼選師範
學院？他有教育的使命。可是為什麼上了四年，居然沒抄什麼筆記
？因為所教的東西並沒有震動他的心靈，啟發他的教育愛。但是當
他遇到老祖宗這五天的課程，他感動了，他真想把孩子教好，他看
到原來教育的根本在孝道，孝心開，百善皆開。他了解到孔子講的
，「夫孝，德之本也」，孝是德行的大根大本，「教之所由生也」
，教育就要從孝道開始，他彷彿找到了非常正確的方向目標。
　　結果他一回去，找了幾個志同道合的同仁，他也很有智慧，他



也不是一下子去要求別人，他找了三個同仁，讓這三個同仁又到上
海去上課，也是上五天。他們四個人建立共識，每個禮拜四個人一
起學習，學傳統文化。然後另外三個老師在他們的班開始自己落實
《弟子規》，教導孩子孝悌、教導孩子做人，教《弟子規》。結果
這三班的孩子整個禮貌、德行轉變很大。校長注意到了，這個女校
長就開始觀察，最後請問他們，原來是教老祖宗的倫理道德。結果
這個校長她就非常重視這件事，就對著全校的老師講，英文可以慢
一點學，德行要先學，孝道要先學。她就在全校推展《弟子規》的
教育。
　　結果這個校長她這麼做，她的先生知道了，剛好她的丈夫在報
紙上看到一個教授說《弟子規》不能學，有愚孝。他就拿著報紙給
他太太看，說「妳要注意，人家教授說《弟子規》不能教，妳要注
意，妳不能犯路線錯誤，到時候上面怪下來，妳烏紗帽就沒有了」
。這個校長很有修養，她也沒有說那個教授錯。其實那個教授錯了
，《弟子規》裡面講，「親有過，諫使更」，哪有愚孝？所以現在
人很狂妄，他學歷一高什麼都敢講，他也不秤一秤，他自己是物理
學還是化學博士，他怎麼會懂教育？他是知識的專家，他不見得是
懂教育。教育是要深入經典，向孔老夫子學習，甚至於是聖人他才
能制禮作樂，那不是一般人的智慧能夠達得到的。
　　我們看近代的教育都跟著近代的這些理論走，很多還是拿狗做
實驗、拿貓做實驗、拿老鼠做實驗，最後的結果拿來教誰？結果把
人教成什麼？狗，你們說的，我沒說。告訴大家，你拿狗的成果來
教人，能教成狗算不錯了，你一不小心會比狗還不如，因為你的目
標是狗。你的目標是考第一名，你再怎麼差也不會十名之外吧！可
是目標就是畜生，很多情況會不如畜生。可是大家冷靜看看現在發
生的社會事件，真的很多現在的行為都不如畜生。所以現在的人沒



有受過倫理道德教育，一有點地位跟學歷，狂妄得不得了。
　　大家看，西醫瞧不起中醫。中醫多少歲了？最少也有五千歲了
，可是西醫多少歲？兩百歲、幾百歲。西醫假如不是當時候發明抗
生素，西醫很可能就不受重視了，因為他就束手無策了。而西醫看
人，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嘴巴是嘴巴。所以你要看醫生也挺
麻煩的，你說我要看哪科？我也不知道，就是不舒服。你還沒看醫
生以前要檢查很多，可能要檢查好幾次，到最後判斷可能是哪裡有
問題，你才能去看那個醫生。中醫給你把脈，對你全身的臟腑他可
以了解，然後幫你診斷。我們先不比較西醫跟中醫，但是您冷靜看
，態度不同。
　　大家有沒有發現，現在的年輕老師比較傲慢？你們點頭。這都
跟接受的教育有關，因為這個時代有一個非常錯誤的認知，就是新
的東西就是好、就是進步，其實不然。真正的真理不會因為時空而
改變，而人他落到枝末。新的東西一般都是方法，核心是什麼？教
育的愛心。你有教育的愛心，很可能你的誠心，你會想出非常好的
方法，叫「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且你有教育的愛，你在聽很
多有經驗的老師，你會觸類旁通，而且你會主動去跟有經驗的前輩
請教。可是現在，這個教育愛的根本沒有激發出來，學的都是新的
理論，然後看到一些教育的前輩，說我學的理論比你新，反而產生
傲慢，這個對他們從事教育工作都是一種障礙。所以這些正確的心
態要建立起來，真的都要靠校長提醒、引導學校裡面的老師。校長
也是扮演君、親、師的角色，是老師的領導、是老師的父母，也是
學校老師的老師，教導他們。你們是前輩，要引導他們，不然老師
的心態一不對，這條路要走好，要不造罪業也很困難。
　　這位女校長她並沒有指責這個教授，她只說，「他有他的看法
，我有我的責任。」接著她跟她先生講，「我們學校旁邊就有一個



初中，每次寒暑假長假過後，都會有不少初中的女孩去墮胎。我不
希望我學校畢業的孩子以後走的是那樣的路，我要對她們的一生負
責。」結果她講完了，她先生看著她肅然起敬，對她講，「我覺得
妳很適合做國家領導人」。國家領導人就要有這個心境，為後世著
想。以前古代有一句話，一個人不能看一百年不能做宰相。現在民
主政治他當官當多久？四年、五年。他想什麼？下次怎麼選上。那
他怎麼看一百年？那他怎麼辦教育？「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待
會我們在「教化」裡面都會提到這些句子。所以以後你們投票要投
給學過中華文化，學過《群書治要》的人，他才有治國的智慧。不
然都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所以這個時代遭這些難，「不聽老人
言，吃虧在眼前」。
　　我感覺我們遭這麼大的難，對我們中華民族的兒女，坦白講我
們不該遭難的，其他民族遭難情有可原，因為我們是全世界唯一一
個古文明還延續下來的，他們沒得學還情有可原，我們五千年唯一
存下來全世界的瑰寶，結果我們沒學。跟誰學？歐美的功利主義，
尤其我們跟美國學。請問大家，美國教好下一代了嗎？美國的下一
代現在不高興，拿著槍，「噠、噠、噠」，殺那麼多人，結果到警
察局問他，你怎麼這麼做？他說我今天心情不好，今天是十三號星
期五。嚴不嚴重？殺了這麼多人毫無悔意，統統沒有感覺到對方跟
他家人的苦痛。只有想到誰？我心情不好。教育假如教出來的下一
代自我、自私到這個程度，這個國家還有未來嗎？這個世界還有未
來嗎？所以有句俗話講，「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個對一個家
族來講很重要，你沒有好的下一代，這個家就完了。但是對整個國
家民族呢？「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是對我們教育界的人講的。
　　我記得我要去學校教書，當時候因為已經受到我師父（我師長
）釋淨空老教授的教導，老師是救人的慧命，這是非常神聖的工作



。老人家又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印象深刻，他說到，有一個人當
醫生不認真當，草菅人命，死了以後墮到十八層地獄去了。他墮到
十八層地獄，還在那很生氣找藉口，在那跺腳，「氣死我了，我又
不是故意的，判那麼重」，在那跺腳。很麻煩，墮到十八層地獄了
還不肯認錯，還不肯反求諸己，還把責任往外推，這個就嚴重了。
結果當他在那裡跺腳，突然聽到下面有人說，「老兄，你別跺腳了
，灰塵都落在我的身上了」。這個醫生嚇了一大跳，「我聽說地獄
只有十八層，怎麼底下還有人？你到底是幹哪一行的？」底下的人
說，我是做老師的。這雖是個故事，但是細細想想，不無道理。這
個醫生害人的命，是害那個人的一條命；老師把一個人的價值觀教
錯了，他以後當人家的爸爸媽媽，那不就誤了他下一代，他以後的
子孫都被誤了。假如他是當醫生，那可能誤了更多人；假如他是當
首相，他是當官員，他價值觀又錯，整個國家毀掉。
　　有一個官員，當很高的官，他晚年痛哭流涕。我們在電視上看
到他哭什麼？他掌權的時候忽略了教育，拼命發展經濟，結果二十
多年之後，整個社會犯罪率非常高，他流眼淚，「對不起，我那時
候沒有把教育擺在第一位」。可是哭也沒用了，社會已經亂了。所
以他當愈大的官，假如沒有智慧，他造的罪業愈大。而諸位校長，
假如我們教出來的孩子有一個是范仲淹，功德無量！你教出一個現
代孔子，您看孔子他的後代，超過一百萬，沒出一個敗家子，您看
那個德有多厚！所以當校長最重要的，讓你的後代千年不衰的家道
就在你的手上建立起來。
　　我請問大家，孔子那個時候辦教育比較難還是現在比較難？你
們不要客氣了，現在比較難，是吧？剛剛我們彭校長很感嘆，談了
一段話，我們可以感覺到我們彭校長那段話是忠臣之淚，他雖然沒
有哭出來，可是我們可以感覺他對教育那種忠誠，盡其一生，我們



一定要把他迎請到我們中心來。因為孔子教誨他的學生，經由曾子
傳給我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
乎？」為什麼？教育者、讀書人就是要弘揚仁愛大道。這個世界的
劫難都是人心引起的，人心自私自利才會有這麼多的衝突，才會感
來那麼多的天災。而人心都有孝心，對人都有愛心，天下就安定了
。所以讀書人明理，要把弘揚聖教、弘揚仁愛大道當作自己的責任
。所以不亦重乎這個「重」是非常重要、影響深遠，不是重量的重
。應該是「我能承擔起來，這一生沒有白來」，所以不會覺得有壓
力，反而是動力。
　　我的師長常常勉勵我們，人生短短數十寒暑，總不能白白來人
間一遭，應該幹有意義的事情。就像文天祥講的，「人生自古誰無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們離開這個學校，老師、學生懷念我們
的愛，懷念我們的精神；當我們離開這個世間，我們的家人，生命
中跟我們有緣的一切親戚朋友，都懷念我們給他人生的智慧跟啟示
，這樣的人生有意義。
　　我們剛剛看到三百一十八句，了解到：
　　【位也者。】
　　職位。
　　【立德之機也。】
　　一個人有一個官位、職位，那都是福報，祖先，還有自己修福
得來的。而有了這個職位，它是一個因緣，這個因緣讓我們做什麼
呢？讓我們能夠建功立業。諸位校長，一般的人要像你們影響這麼
多孩子他也不可能，他跟其他的人沒有那麼多緣。你說一個在餐館
裡面煮飯的人，怎麼可能像校長你們可以影響那麼多老師跟學生？
所以在一個因緣當中，第一個最重要的，提升自己的智慧跟靈性，
這樣我們在校長這個位置愈活愈自在、愈活愈充實、愈活智慧愈高



。諸位校長，大家要了解，現在的人愈活愈笑不出來。科學家統計
的數字，一個孩子一、二歲，平均一天笑一百八十次；成年以後，
平均一天笑七次。這個數字是好多年前，我看現在這個七不知道有
沒有下降，變成六還是五而已。這個是需要很冷靜來思考。請問你
們有沒有遇過有一個人說，我活著就是要愈活愈笑不出來？有沒有
人活著的目的是我就要活得笑不出來我才罷休？那這個人精神有問
題了。每個人活著的目的，要讓自己更幸福快樂，也要讓身邊的人
更幸福快樂，但是這個時代愈活愈笑不出來，鐵定是方向目標走錯
了。我們笑不出來也就罷了，別再讓下一代、下下一代都笑不出來
了。
　　就像剛剛跟大家講到那個孩子，他媽媽這麼苦的臉，他也那麼
苦。可是不能被她影響，人還是要有定力才轉得了緣分。我不受他
媽媽影響，我笑臉對著他媽媽，「辛苦了」。結果她的孩子一下來
，那個摩托車前面放著書包，我主動把書包拿起來，幫她的孩子套
上，然後送她的孩子進校門。一次、二次、三次，到第四天，他的
媽媽看到我，先笑了，不一樣了。所以坦白講，一個人對你很凶，
那也是假的，他也不願意，因為昨天股票掉了，他遇到不高興的事
，但是你真的很誠心對他，這個緣就轉過來了。結果這個孩子第一
次考試不及格，我教他們自然科，我就讓他重考。用紅字寫孩子的
成績有點不忍心，再給他一次機會。後來發現什麼？他其實不是不
會做題目，是連字很多都讀不懂，語文程度太差了，影響他其他的
科目。我就念給他作答，後來及格了。第二次考試進步了三十幾分
，考九十幾。我離開那個學校，他從那次以後，沒有掉到八十幾分
，都是九十分以上。你說他差嗎？差，他怎麼可以考那麼好？所以
他只要信任這個老師、信任這個學校，他會很認真努力去學習，提
升自己，人有很大的潛能。



　　所以正確的人生價值觀、態度非常重要。我以前也沒這個人生
態度，讀了《大學》，真是振聾發聵。我以前都是活在攀比當中，
人家都追到女朋友，我都沒有，就很傷心；人家長得這麼帥，我也
不帥，都是在這些比較當中痛苦，沒有信心。還要問別人，你覺得
我這個人怎樣？朋友說，你要聽真的還是假的？聽人家評論自己，
心臟跳得很快，沒有信心。還做心理測驗，心理測驗做出來，你的
個性很像無尾熊型的，很像老虎。做完實驗還跑去告訴人家，「我
很像老虎」，「我很像無尾熊」。人怎麼活得像畜生還可以高興半
天？你看可不可悲？假如是我們老祖宗做的心理測驗，是怎麼測驗
？測驗出來的結果告訴你，你有大舜的孝心、你有周公的深謀遠慮
、你有唐太宗的恢宏大度，所以他才做天下的「天可汗」，你有范
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去像聖賢，幹嘛
去像畜生？
　　所以我們這個時代中華民族遭難了，喪失民族自信心，外國的
月亮比較圓，整個社會價值觀都被他拉過去了，甚至整個政治制度
都跟他學。現在他們下一代完蛋了，美國教育部長自己承認他們的
教育失敗，然後他們花錢太凶，都花到第二代、第三代的錢了。大
家不要看法國福利很好，誰的錢？國家發公債都不知道花到第幾代
的錢了。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從來不花後代子孫的錢，都是為後
代子孫著想，哪有債留給後代子孫，說「反正我享受，管你的，管
你的」，哪有這種祖先？所以很麻煩。我們老祖先都是量入為出，
勤儉是美德、儲蓄是美德，這個不能變，一變，金融風暴瞬息萬變
。
　　剛剛跟大家講，一個人勤勞，身體好。一個人勤勞，他的內心
有什麼轉變？習勞知感恩，知道別人付出也很辛苦。自己做過飯的
人，當享受別人的招待，一定會跟人家講一句，「辛苦了，還留那



麼多汗」，是吧？他的心理會變化。再來，勤勞的人他的能力就在
提升，他就學到很多做事的本事。懶惰的人學不到，懶惰的人不感
恩，懶惰的人身體不好。而且勤勞的人會主動去付出，走到學校，
老師疼愛；走到公司，領導疼愛，他的人際關係會特別好。請問大
家，勤勞的人吃虧了嗎？所以老祖宗留了一句話給我們，「吃虧是
福」，肯吃虧、肯主動付出的人，他的心量大，量大福就大，所以
他有福報。一個勤勞，對他身心還有人生影響太多了。因為老祖宗
通達人性，他知道每一個美德對於一個人心性的影響有多深遠。但
是不是聖人他不清楚。大家有沒有看到，功利主義都是想著怎麼樣
不勞而獲，怎麼樣玩股票超短線賺很多錢？這些最後都很慘。所以
我們愈深入中華傳統文化愈有信心，我們就會非常堅定的把老祖宗
的道統傳下去，不受任何人的影響。
　　我們東北有一位中學校長，他是初中、高中六年的校長，呂杰
校長。他也曾經，我們邀請，他在北方大學對著兩千多個校長、老
師，有一個課程，非常難得，他有分享他的經驗，他說到，「為孩
子一生的幸福奠基」。這是他校長的胸懷，就是他在學校這六年，
孩子只要接觸了他這六年的德行教育的安排，應該可以為他一生幸
福的基礎打穩。我們李金樺校長很可貴，他真的是「仁以為己任，
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他退休以後幹得更起勁，到中
心來，每年要編一年的德育教育的教材。大家應該都有拿到他前兩
年編的，現在又在編第三年。就剛好我們教育的整個政策，一年級
、二年級，明年就要三年級要試用，他得編三年級的。真的是「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接著，因為教育要真正走上正確的軌道，真
正走回孔老夫子他們引領的這個正確的方向、目標，還有一段長路
要走。但大家不會孤獨，「德不孤，必有鄰」。而且二人同心，其
利可以斷金，況且我們今天有三十幾個人，大家都是同道中人。



　　遇到這樣的因緣，愈難做，比孔子還難，功德愈大；愈難做，
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功德愈圓滿。所以功德不是你事情要做到什
麼程度才叫圓滿，是你盡心盡力了就是圓滿，莫以成敗論英雄。孔
子當時候也沒有被理解，可是他是至聖先師。因為他有一個精神影
響了兩千五百多年的讀書人，叫「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知道這一
生再怎麼努力都不能看到成果，但是哪怕自己是鋪路石都在所不辭
。所以我們要把整個聖賢教育重新再發揚光大，得我們這幾代人鍥
而不捨、百折不撓，我們這個接力棒要傳給下一代、下下一代的人
，繼續來接。
　　我們看到三百一十八句談到的，建立仁德的織機。
　　【勢也者。行義之杼也。】
　　權勢，因為我們職位本身一定擁有一定的權力，可以去行使我
們的工作，造福我們所服務的人群，所以就比喻位置就像建立仁德
的紡織機，自己手上的權勢就好像施行道義的梭子。
　　【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
　　我們效法聖人從事教育工作，就好像踏著紡織機，手握著梭子
，都在弘揚仁義的大道，編織成天地的教化風氣。跟我們有緣的人
，我們一定把仁義孝悌深植在他的心中，這個是代天行化。這樣子
人都懂得怎麼做人，人倫就『正焉』；而人好了，萬物都受益。現
在人殘酷了，全世界的稀有動物都瀕臨絕種，人統統在殘殺他們。
所以教人太重要了，首重人倫。
　　而我們冷靜來考慮，教育的目標、教育的內容、教育的基礎。
教育的目標，讀書志在聖賢。我們教育孩子他懂得道德以後，不管
他以後，比方說女孩她可能是家庭主婦，她是好媽媽，她教出聖賢
孩子，對社會貢獻很大；或者他在各行各業他都行道，他在商有商
道，他在醫有醫道。不然很恐怖，他沒有德行他當總統，完了，禍



害整個國家人民。我們發現一個現象，值得我們省思，這個人是高
官，他上台的時候他的老師很高興，還講話，我是某某人的老師；
可是當他貪污下台的時候，那個老師沒有出來道歉。大家有沒有看
到？這個老師根本沒有責任感，他只有名利，他的學生當大官了他
出來秀一秀，後來被關進監獄了遺害國家社會，他怎麼沒有出來道
歉？所以要教廉恥。
　　今天我們在教育界，我們的孩子當醫生、拿到博士，這個都不
是值得高興的事情。是什麼？是他是一個真的好醫生，才值得高興
；他是博士，又孝順父母，才值得高興。假如他是博士，把父母氣
得要死，我們就覺得很慚愧，對不起他的父母。可是現在博士離婚
的很多，離婚的比例可能比小學畢業還高。高學歷、高離婚率、高
失業率，因為他讀那麼高他屈不下來了，「我是博士，你叫我幹這
種事！」他不肯從基層幹起了。
　　所以目標是聖賢。可是偏到西方的功利，目標是什麼？賺錢，
目標是考試、目標是大學、目標是那張大學畢業證書而已。所以變
成賺錢就不理想了。而且大家要了解，他的目標只有錢，「上下交
征利，而國危矣」。人第一個最重視的就是利益的時候，這個國家
就危險了，甚至於他的家就危險了。所以現在父子、兄弟爭財產，
這不是偶然的，因為當教育的目標是利，怎麼可能不會有這些現象
？剛剛那幾句，《群書治要》都有，我們之後再來翻。
　　內容是五經，《詩》、《書》、《禮》、《易》、《春秋》，
本來是六經，後來《樂經》失傳了，唯一留下來「樂」主要的一篇
就是《禮記》的「樂記」，也是非常精闢的有關音樂的教化。而現
在的內容科學知識多。基礎是什麼？整個五經教什麼？教人倫、教
天倫，教五倫關係，如何做人。父子有親，夫婦有別、有道義，兄
弟友愛，出社會君臣又有義，朋友有信，他的人際關係和諧，他的



人生是幸福的。人與人都不知道怎麼相處，衝突一大堆，他哪有可
能會笑得出來？那近代跟著西方功利走，他的基礎就是功利的一個
基礎價值觀。
　　剛剛這句跟大家談的，人生都有不同的機緣去坐一個位置，這
個位置最重要的是《大學》講的，「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
善」，這就是最重要的價值觀。真的很清楚的人，他在每個因緣當
中，明明德是什麼？不斷提升自己的靈性跟智慧。親民是什麼？利
益人民，就像校長不斷的利益老師跟學生，甚至於自己寶貴的經驗
再供養給其他的校長，那您利益的人群就更多了。成就自己跟利益
別人做到圓滿叫止於至善，這就是人生的意義。現在的人變成追求
物質的享受，都是身外之物，死了之後一樣也帶不走。追求欲望，
欲似深淵，滿足不了，愈來愈痛苦，笑不出來。
　　所以諸位校長，成就自己的智慧靈性，然後又積功累德，積功
累德完全可以留得下來，然後完全智慧可以帶得走。現在的人所忙
的統統帶不走，那意義不大。所以當校長，怎麼成就自己的德行？
不斷的好學，增長智慧；不斷的有愛心、擴寬心量，變得很有德行
。但是絕對不能變成，好像有這個位置了，然後慢慢慢慢變得有官
氣，變得「我是校長，怎麼沒有跟我敬禮？」有官氣那麻煩了，那
我們染上這些習氣就墮落了。「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我們
清清白白來到這個世間就要清清白白的走，要帶著圓滿的智慧走，
這個就有意義了。
　　好，這節課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