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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長輩，各位校長，各位老師，以及來自各國、各界的朋友
們，大家下午好。感恩這次的主辦方，讓呂校長和末學又多了一次
學習的機會。說句心裡話，來到這裡真的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因為
沒有一天晚上我睡得不安穩，沒有一次的飯菜我吃得不可口，真的
有一種回家的感覺。今天的中午，我與蔡老師、李越老師、呂校長
，我們到義工那看了一下，末學那種感恩之心油然而生。我一直想
說的這樣一句話，台下的才真正的是老師，坐在會場上的是老師，
在會場外、在賓館內服務的義工他才是真正的老師。請允許末學在
這裡感恩他們。
　　我不太習慣於坐著講，倒並不是說末學恭敬心達到何種的境界
，確確實實我覺得我站著講很適合我的性格。但是由於有一些我帶
來的孩子們的一些資料，恐怕需要提醒末學，到哪些應該去讀孩子
的一些信件，這樣能為我的匯報來增加點一分佐證。接著李越老師
的幾句話，末學想做一個小小的插序。當今的世界不知道怎麼的了
，災難頻繁，而人們的價值觀念也出現了一定的顛倒，表現得最明
顯的應該是我們的教育界。我常常說過這麼幾句話，就是「孩子無
辜、家長無奈、老師無法」。我在南京林業大學做的一場報告當中
，我說過這麼一首詩，「問渠哪得清如許，唯有源頭活水來」。我
們松花江中學回顧走過來兩年多近三年的歷程，確確實實用呂校長
的話說，「走出了一條切實可行，而行之有效的一條育人的路」。
這條育人的路，讓我們把我們心靈上的衣服真的是一層一層的脫下



去。
　　我們在長春機場穿的衣服，和在廣州機場穿的衣服，以及來到
這個會場穿的衣服，確確實實是不一樣，真是經歷了春夏秋冬的四
季。外面的衣服我們需要隨著季節的變化需要脫掉，可是我們心靈
上的衣服，那些污染，是不是也需要一層一層的脫掉？能不能還我
們那個清淨的、平等的那顆純淨純善的心？那麼你就會發現孩子們
的臉在笑，老師的臉在笑，家長的臉在笑，我們整個社會的人就是
在笑。為什麼出現今天的價值觀念的顛倒？是我們的心不夠清淨，
是我們的心有所污染，是我們的心有所執著。我真的想在這裡告訴
各位，末學今天真的是來為《弟子規》來做證明的，老祖宗留的東
西是管用的，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記得孩子們在畢業的時候，我送給孩子們三句話，寫在黑板上
。第一句話，我們仰慕聖賢，渴望擁有究竟圓滿的智慧，學為人師
，行為世範；第二句話，我們追求幸福美滿的人生，渴望聖賢文化
的啟迪與薰陶，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第三句話，我們追求心靈的
清淨與平等，渴望心靈悟性的提升，純淨純善，心平氣和。這三句
話末學是經過幾天的輾轉反側才敲定寫在黑板上的，這是一個「臨
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的像父母一樣的心。記得我曾經在一次報
告中說過，「只要心中充滿愛，哪個孩子不可愛」。這三句話真的
是孩子們臨畢業的時候，老師是那一分擔心，是那一分不放心，因
為三年來《弟子規》的學習，我真的怕孩子們在境界面前要動搖、
要退轉。真的，第一句話是我們仰慕聖賢，向聖人看齊，這是一個
人生的理想、方向和目標。而聖人和我們有什麼差別？差別就在於
他有一個究竟圓滿的智慧，差別就在他真的是學為人師，行為世範
，他的言行可以做為我們的楷模。而這言行的根源在哪？是他有究
竟圓滿的智慧。我們仰慕聖賢，渴望擁有究竟圓滿的智慧，學為人



師，行為世範。
　　第二句話，我們嚮往幸福美滿的人生。老師在每次報告中都要
問，「朋友們，你們幸福嗎？你們快樂嗎？」我們有的人可能要違
心的說出一句話，「幸福、快樂」，其實也是皮笑肉不笑，永遠沒
有我們蔡老師、李越老師笑得那麼燦爛、那麼真誠。因為他們心清
淨，他們心中沒有自己。李越老師說，王老師和呂校長不遠萬里，
其實我們做得差老遠了。當在飛機上三個小時、四個小時，腿發酸
、發麻的時候，我們想我們的蔡老師、我們的李越老師，他們比我
們更辛苦！一會兒台灣，一會兒南京，一會兒馬來西亞，只能是更
加增加呂校長和我下一步工作的信心和動力。我們的孩子真的要嚮
往幸福美滿的人生，應該用聖賢的文化來啟迪他、薰陶他。如果遇
到境界的時候，別忘了方法，「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向聖人看
齊，渴望擁有究竟圓滿的智慧，學為人師，行為世範。方向、目標
確立了，我們還嚮往幸福美滿的人生，要接受聖賢文化的啟迪與薰
陶，要知道在境界面前、困難面前，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第三句話，我們追求心靈的清淨與平等。聖人之所以成為聖人
，是因為他有究竟圓滿的智慧，他之所以智慧層出不窮，他心清淨
和平等。歸根結柢，心的清淨與平等應該是我們最終的目的。我們
要渴望心靈悟性的提升，歷事鍊心，像今天我們到義工那去學習，
我們真的就感覺到不是我在上課，是義工在給我上課，在在處處都
有老師在給我上課，就是看你有沒有那雙智慧的眼睛。真的在歷事
鍊心的前提下，心達到純淨純善、心平氣和，恭喜各位。我們的孩
子們記住老師這三句話，真的我相信他會明白老師的良苦用心，明
白父母的良苦用心，他們會好好把握住自己。這是接著李越老師那
段插序，末學也做了一個小小的補序。
　　回顧幾年來《弟子規》的摸爬滾打的經驗，我真的想把一些教



訓來告訴在座的各位，就是讓我們的踐行《弟子規》的老師們、朋
友們，希望各位不要走我們曾經走過的彎路。而如果我們的寶貴的
經驗，像呂校長說的那樣，真的能給各位帶來一點啟迪，它的專利
絕對不是我們，是老祖宗和像蔡老師那樣的優秀的老師。我們也是
學習中得來的。
　　在匯報《弟子規》學習的體會的時候，我覺得不能不講一個重
要的問題，還是我們李越老師說的信心的問題。信字，各位看一看
，左邊是個人，右邊是個言，從人言。人說的話，人說的話總要做
到，心裡才踏實一些。從這個意義上講，它和誠字就相通。誠字，
真誠的誠，言字旁，右邊是個成功的成。把說的話做到，誠是不是
也有這個含義？誠，它的意思是篤實，不自欺，也不欺他。所以信
字和誠字同義，誠，篤實、不自欺、不欺他。信心太重要了。按照
誠字的三個意思，篤實，我認為，篤實是不是要力行？要動真的，
不動真的那真的是自欺。自欺就可能欺他，欺他也被他人來欺，如
是因，如是果。所以我們覺得在力行《弟子規》的時候，是不是先
解決一個信心的問題？所以末學覺得我今天走上這個講台，既有壓
力，這麼大的會場；同時我發現我在後面講又佔了很大的便宜，為
什麼？這麼多老師講得好，我一個一個拿來為我所用。感恩前面講
、做報告的各位老師，他們真的幫助我，他們真的在成就我，讓我
知道我在開頭怎麼開，俗話說「萬事開頭難」，我這個開頭真的是
感謝以上做報告的所有老師。俗話說，「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真的是走到哪要學到哪。信心真的重要。
　　有這麼一首詩，我願意慢慢的讀給大家，因為我知道大家需要
我慢點去做報告、講，那麼大家聽得清楚。「學人」，學習的人，
「學人須如石頭頑」，就是志學的人應該他的心像石頭一樣堅硬；
「哪有功夫說苦酸」，哪有功夫嘮那些臭又長的事。「學人須學石



頭頑，哪有功夫說苦酸，煉得此心頑似鐵，風吹雨打不相干」。我
和呂校長一樣，是一條道跑到黑的人，我們湊到一起，俗話說，緣
！所以我在這裡真的不能不在這裡還要感恩我們的呂杰校長，末學
在這裡感恩！我為什麼在這裡要說感恩我們的呂校長？最開始我先
向夫子行了一個鞠躬禮，我每次在做報告的時候都有個習慣，喜歡
把夫子的像放在這，立在這，來提醒末學真的向聖人看齊。他在監
督我，他是監學，他是監工，看我「你說的、你做的怎麼樣？」所
以我們的呂校長真的來到了吉林松花江中學，我想說他來得晚了，
但我也想說他來得恰到好處。
　　在他來之前，我就已經，用蔡老師的話、呂校長的話，在默默
的做著這件事情，真的是摸著石頭過河，沒有什麼經驗可以照辦，
只有一本薄薄的藍皮的《弟子規》，然後有個註釋。一天就是黑板
上那麼四行、六行、八行，然後由我領孩子們去讀、去講解。記得
初一的一個學期就足足幹了十遍。然後到下學期，也像呂校長說的
那樣，可能心裡的念頭就想，是不是換點樣子了？一位長者跟我說
過，繼續幹。又幹了十遍。整個初一，我《弟子規》領孩子們一起
，記憶也好、背誦也好、默寫也好、講解也好、分享也好，真的幹
了二十遍，還是覺得根不深。到這學期新的學生來的時候，我就知
道怎麼幹了。我先把新班情況放一放，還是接著我剛才的話題來說
。
　　一年過去了，我是二００六年開始和孩子們一起學習《弟子規
》的，而一年後我們的呂校長來了。呂校長剛才給我留了一個小小
的作業，說把中考的事授權讓我來說，末學真的得完成呂校長的這
個作業。呂校長來了之後，他就在間操的時候他發現，有一個班怎
麼站得那麼直？怎麼站得那麼早？好像有時候我還有不下去跟班的
時候，當然我絕不是躺著睡覺。「這個班是哪個班？」呂校長就問



我們學生處的主任，最早是杜主任，後面是我們的張主任。他們告
訴是王琦老師的班，當時是八班。然後我們的呂校長就開始布旨作
業給兩個主任，馬上查一查，他怎麼帶這個班？這是有心人。我們
有的老師，或者是校長，我們都在抱怨。應該做個有心人，向內求
，不要向外求。
　　事實上，我們的呂校長要說《弟子規》的淵源，他恐怕要更早
歸功於他的老母親。我們的校長是一個孝子，我就講一個小故事大
家就能了解了。今年的七月份從一號到月末，用我們蔡老師的話說
，王琦老師是飛來飛去。本來這個事有一些是學校的行為，應該呂
校長帶隊領我去，又是校長授權給我，為什麼？老父親病重，八十
多歲了。他在和趙秋羽老師介紹他侍候老人的時候，老人大便乾燥
，我們的校長用手去為老人摳那個大便。末學深深的被這種精神感
染、感動，說「校長，你不要去了，我去。」一號到十號在南京居
美馨，十四號到十七號我們到大慶，二十號到二十四號在唐山，二
十四號晚上又飛到南京，在南京林業大學，參加的是江蘇省委文明
辦、江蘇省教育廳、江蘇省團省委、江蘇省婦聯、江蘇省電視台主
辦的有關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專題的會議。參加完這個會又馬
上飛到秦皇島，那面也很重要，是秦皇島市委，當然也有河北省委
，以及相應的單位，舉辦的秦皇島論壇。
　　所以我覺得我們走到今天，我真的覺得如果說信心堅定與否，
得先問問自己有沒有真幹，有沒有像呂校長那樣做個有心人，有沒
有像他那樣身體力行，在家庭中就去力行孝道？不然的話，在學校
裡，各位都知道，老師最難領導。別人的工作可能好做，老師的工
作不好做。所以我們的校長他堅定的信心，真的給末學很大的信心
。當然我們在這裡還不能不提到我們還有很多的恩人。記得在二０
０七年九月十五號，我們很榮幸有福報請到了鍾茂森博士的母親，



趙良玉老師，蒞臨吉林松花江中學給我們做了一場「母慈子孝」的
專題報告。而這裡邊不能不提到我們有兩個恩人，一個是張運成老
先生，和于老師，他們是大紅媒。讓我想起我們這次大會主辦方有
個王主任，我看這個人就是個大紅媒，他熱心的為《弟子規》的弘
揚在搭橋。其實這些人的工作熱心真的堅定我們的信心，而這些信
心真的你得先真幹。蒼天不負苦心人，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只要你有心，只要你肯幹，真的會增長信心。而到今天，愈幹信心
愈倍增，因為錦上添花處處有。
　　但是我們確確實實要深深的明白一件事，由於末學的修養還不
夠，我們自己所在的班級的學習方法和體會也不一定盡善盡美，孩
子的程度也不同，學校的各班級因為老師重視的程度，他們的個人
努力的程度，也都不一樣，初中和高中也不一樣，出現一些這樣、
那樣的問題，末學在這裡面也請各位多多的包涵。希望這些不要成
為阻礙各位力行《弟子規》的障礙，這些障礙是末學和我們做得不
好。如果能增長一分信心，這應該感恩我們的老祖宗，感恩那些熱
心弘揚《弟子規》的蔡老師、李越老師。如果有一些真的成為各位
弘揚《弟子規》的障礙，純屬是末學的個人修為不夠，在這裡末學
向各位抱歉。
　　好，下面我們就進入正題，「愛的歷程—我與《弟子規》共成
長」。這個題目是我與蔡老師共同商榷的，不知是怎麼回事，就順
口就把它說出來了。《弟子規》，在二００六年末學接了一個新班
，我們是初一、初二、初三，然後下來再初一、初二、初三，現在
末學已經又是一個新的初一十四班的班主任了。二００六年那個班
級叫初一八班，我剛才向各位已經匯報了，《弟子規》我們是幹了
二十遍。我在這裡必須要向各位說明白的是什麼？第一個，真的要
記憶背誦，背是前提，做是目的。「不力行，但學文，長浮華，成



何人」，這裡深深的告訴我們，《弟子規》關鍵在於力行，關鍵在
於落到實處。背，重要性有沒有？太重要了。背是前提，做是目的
。我到大慶做完匯報之後又加了一個，存心是關鍵。背是前提，做
是目的，存心是關鍵。背有什麼作用？我在這裡讀幾個孩子們寫的
小小的體會。
　　「今天是母親節，我已經學習《弟子規》第七遍了。這期間《
弟子規》給了我許多的啟示，使我有了很多的所思所想，給我印象
最深的是『列典籍，有定處；讀看畢，還原處』這兩句話。記得我
還沒有學《弟子規》以前，我就是沒有很好的習慣，看過的書幾乎
很少放回到原處，這樣下次找的時候就很浪費時間，一本書也沒有
一個固定的位置，這樣用起來很不方便。自從學了《弟子規》以後
，我漸漸的改掉了這個壞毛病，同時我也發現我自己的房間也比以
前有序多了（『房室清，牆壁淨』）。我想我們在學習《弟子規》
的同時，不僅是要將《弟子規》背下來，更重要的是落實到自己的
行動中去，在生活的點滴之處落實《弟子規》，這樣我們的學習才
更加的有意義。我們在學習《弟子規》的同時，不僅是在充實著我
們自己，更多的是在弘揚中華文化，使我們中華文化淵遠流長。」
　　這是一名小女孩鄭同學她寫的。我們落實《弟子規》的時候，
要求每週都要寫出《弟子規》的反饋，而且一句話也行，一件事也
行，不要分大小，不要限定字數，讓他真心去寫就好。我們這名小
女孩她就是注意到了「列典籍，有定處，讀看畢，還原處」。做為
班主任，各位恐怕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上課的時候有的孩子沒帶
書，交作業的時候他作業落家去，然後電話抄起來，「爸，我數學
書忘帶了，就在床頭那。爸，給我送來。」「媽，我英語作業忘帶
了。」這樣的事情我相信我們的班主任恐怕最清楚，現在我們的孩
子就學了《弟子規》，而且在會用。這個是上屆初一八班鄭同學寫



的。現在我讀一個這一屆初一十四班戴小朋友寫的。
　　「步入初中，我便開始了《弟子規》的學習生涯。剛開始學習
時，我覺得很陌生，也不了解，更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學習」，顯
然好像小學沒接觸。「但在以後的日子裡我受益匪淺，深深的喜歡
上了這本《弟子規》。雖然學習《弟子規》只有短短一個月的時間
」，各位記住，只有一個月時間，「但我的日常生活已經改變了許
多。說話時我已經學會了『話說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
往往說出的話都會很有價值。現在媽媽叫我的時候」，他沒寫出來
「父母呼」，「我會很快跑過去，媽媽讓我去辦的時候」，「父母
命」，「我會馬上去盡量完成得好一些。我也由衷的感謝媽媽，感
謝她把我帶到人世間，感謝她把我養大，我也感謝爸爸對我的關愛
。以前我做事是很忙亂的，往往把自己磕了這裡，撞了那裡」，其
實他應該加上一句「寬轉彎，勿觸棱」，但是我們不要去怪孩子，
允許他認識的程度有個漸進過程，這恐怕就是教育要真實，不要做
假，「事情還辦不好。可是我現在還學會了『事勿忙，忙多錯，勿
畏難，勿輕略』，做什麼事都開始用心，竟然變得細心起來。我也
特別願意參合」，老百姓的話，湊熱鬧，誰說啥，他願意湊過去，
「但學過《弟子規》中的『彼說長，此說短，不關己，莫閒管』後
，我就不會再參合那些跟我沒有關係的事。我要感謝《弟子規》，
感謝《弟子規》教誨我這麼多。」
　　我在這裡也要跟各位說一下，有的時候孩子們的反饋你要讀。
這裡有個小小的字母Ｂ，表示他寫的層面在Ｂ類。這個孩子他寫完
這個，馬上要做一下小小的評論，絕不是拿這個來幹什麼？王老師
來匯報來了，好像要評什麼，什麼也不評。呂校長說他不為名、不
為利，末學也跟各位說一句話，我已經是省特級教師了，再往前好
像也沒有什麼路了，只能是好好的落實《弟子規》，才是我真正的



路。以前的路我不想評價什麼，真的想走一條真正的自我成就的路
。孩子們的評價有的時候可以做這樣的分享，像他這個，讀的時候
，老師可以告訴這個位置是不是應該加上，「往往把自己磕了這裡
，撞了那裡」，然後說孩子們，怎麼能避免呢，用《弟子規》來說
？他沒講出來，讓孩子們說出來「寬轉彎，勿觸棱」。
　　然後他又說「彼說長，此說短，不關己，莫閒管」，王老師咋
評價？這個評價的事可多了。「話說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
；彼說長，此說短，不關己，莫閒管」。有這麼一首詩我願意送給
各位，叫做「莫議他人短與長，說來說去自招殃，若能閉口（把嘴
閉上）深藏舌，便是處世第一方」，就把這首詩，不管是哪一位前
輩，哪一位聖人、賢人說的話拿來為我所用。「莫議他人短與長，
說來說去自招殃，若能閉口深藏舌，便是處世第一方」，孩子們背
得朗朗上口，幹啥？提醒你。在以後這事，《弟子規》也是提醒。
《弟子規》，剛才我們匯報說背是前提，做是目的，各位有沒有看
到它的第一個功能出來了，背是提醒，背是觀照。告訴你哪些事該
怎麼做，哪些事不該做，哪些事比方說「鬥鬧場，絕勿近」，告訴
你不要去，「尊長前，聲要低」，都在告訴你應該怎麼做，不應該
怎麼做。老師在講到夾菜的時候，其實我們應該把第一口菜夾給座
中的長輩，「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些都應該在讀的時候給孩
子加上這樣的評議，讓孩子們明白，哪些事我認識到了，哪些事是
同學們和老師幫助的。背是提醒、是觀照，提醒你做什麼、不做什
麼，就是做什麼也要注意「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好，這是我們在孩子們的反饋當中，我們確確實實要提醒孩子
們，禍真的從口出，病從口入。我們的鄭金昌老師就跟我們講，這
個病怎麼來的？病真的是自己吃出來的。而我們的蔡老師今天上午
的報告，又把病告訴我們，人心情要好，人睡眠要好，人的飲食要



好，而還要人加入一些鍛鍊。這些老師他們的講的方法，真的告訴
我們病是吃出來的，而禍也是你這個嘴惹出來的。我在這裡也想冒
昧的跟各位想說，這個嘴真的是惹事。像我真的是沒有辦法，不能
不走上這個講台來為《弟子規》做個證明，老祖宗東西管用，人可
以教得好。如果各位做得都很好了，末學肯定願意去燒火、去做飯
，這個事非常好。真的我想我們盡量還是少說話，盡量是多幹活，
真的把《弟子規》落到實處。背是提醒，做是目的。做，我們再來
看一個孩子寫的《弟子規》的日記。
　　「我們讀《弟子規》、背《弟子規》，最重要的是落實《弟子
規》。這是王老師常對我們說的一句話」，這句話我說過，但不是
我的話，是蔡老師的話。至於蔡老師聽誰的？聽聖人的話，我想是
這樣。「我們知道這是老師給我們寫做人課的規範，因為做人才能
做學問」，沒記錯，這也是王老師曾說過的。「《弟子規》中給我
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應驗在那次參加婚禮上」，這是境界，在境界面
前看我們孩子怎麼做的。「結婚人大概是我們的近親，大人都去幫
忙了，快吃飯時才把我們六、七個孩子叫過去。記得很清楚，那地
方很大，人很多，大都在閒聊家裡的事。大人們都在張羅著，指揮
別人入座。好不容易才等大人空閒時候，把我們帶到屬於我們的一
桌。奶奶把我們安放在離台上的第二桌，小弟、小妹們爭著要入座
」，境界來了。「我一手按住小弟，腦中不由自主的想起《弟子規
》中的『長者立，幼勿坐，長者坐，命乃坐』」。
　　你看孩子們多可愛，就在這種境界當中，背誦就起功能了。我
們的呂校長在背誦的時候真的是雷厲風行。剛才是初二九班，不是
我的班，是我們班級旁邊那個班，那個班孩子寫的說服力恐怕更為
明顯。初二九班白同學寫的，那真的是，用他的話說是惡補，就是
使勁的補，來回的記、背，一遍又一遍的背，小字本一本一本的抄



。為啥？讓它朗朗上口。幹什麼？境界面前提醒你。現在我們的孩
子起作用了。「『長者立，幼勿坐，長者坐，命乃坐』，一句話，
我便指了一下奶奶，小弟很快就會意了」，你看我們的孩子，他這
一個境界面前把小弟拉住了，指指奶奶。我就想起一位老人說的話
，人怎麼這麼好教！就是你教不教。哥哥在教，父母要教，老師要
教，在座的各位都要教，老祖宗東西管用，人可以教得好。中心的
實驗就已經告訴我們，人怎麼這麼好教！我愈來愈感覺到，這次我
來的時候我就想，我真的是想為《弟子規》做證明。事實上一會兒
我就完成呂校長的作業，匯報一下我們的成績，大家看一看，人真
的好教。
　　「我便指了一下奶奶，小弟很快就會意了，又主動的請奶奶入
座，小妹也站起來了」，你看這多好，「放下爭鬥的成果，讓給了
別人」，把她坐的那座位站起來讓給了別人。「因為大哥哥、大姊
姊也站在一旁」，老一輩坐了，哥哥姊姊要坐，看我們小弟弟、小
妹妹，「因為每次都是我們入座了，他們才動身。這次看到我們的
舉動他們很吃驚，在不遠處搬了幾個塑料凳分給我們坐了。而且我
還看見奶奶臉上藏不住的笑容，因為她的孫子們都懂事了，都孝順
了。雖然我們小孩子都坐的是硬塑料凳，但是在心裡可比坐所謂的
大凳子要舒服得多，因為我們才真正體會到孝順的成果。孝順並不
是想像得很複雜，只要落實《弟子規》、服從《弟子規》，就可以
做得很好了。」
　　這是我們一個小朋友寫的。背是提醒，背是觀照，我們的孩子
們在生活中去做了、去落實了。我再讀一個這次初一十四班的孩子
，剛才是初一八班，都是我的班。剛才那個孩子叫張亭鶴，下面我
讀一下王思文他寫的《弟子規》反饋。「在王老師的班裡不知怎了
，覺得自己比以前懂事多了。爸爸回家我給他按摩，發現他的腳都



磨出泡了。爹媽吵架了，以前我都不管，這次卻不由自主的勸住了
他們。媽媽病了，她不去醫院，沒勁，我給媽媽弄到醫院。二姨從
湖南帶回來大禮包，我一個，大姊一個，大姊拿著大禮包回到了學
校與同學吃，都沒給我大姨、大姨夫吃。我當時在姥姥家」，就是
他母親的母親，外祖母，「我早已把禮包打開和姥姥、姥爺一起吃
，回了家，我又把我留的吃的給父母和大姨」，對比，姊姊拿學校
與同學吃；我，姥姥、姥爺吃，還留下一些給爸爸、媽媽、大姨吃
，看看我們的孩子，這樣的存心。「回了家，我又把我留的吃的給
父母和大姨、大姨夫吃，我只吃了一點點」，就吃了一點點。「我
想大姊這麼做不對，可她畢竟是我姊」，你看這孩子，「我就打這
事忍住不說，心裡卻想教導她一番」，這孩子。「我學了《弟子規
》以後我懂事了，孝順父母長輩了，能更好的辨明是非了。」
　　你看「言語忍，忿自泯」，他就知道「兄道友，弟道恭」。而
且我在這裡真的想跟各位說，「真有修養人，不見他人過，常見自
己過，與道即相當」，經常的眼睛看自己，察過去習勿自欺，察自
己的過錯，去掉自己的煩惱習氣，不要自己欺騙自己，更不能口是
心非。所以我們的孩子他就能做到「言語忍，忿自泯」，然後管自
己不管別人。這個小書籤裡面有的，是「靜坐常思己過，閒談莫論
人非」，當然「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只看好樣子，
不看壞樣子」，「看一切人都是聖賢，唯我一人實在平庸，果能依
此修身，決定成聖成賢」。看我們的孩子一點點這麼做。謝謝。這
樣的孩子的反饋，老師應該去做必要的點評，甚至要拔高，那你真
的得備課。我是教數學的，我是數學老師。《弟子規》的反饋拿來
，我得回家備課，甚至還要查一些資料，做一下必要的點評。你這
個怎麼說，剛才我說的就是這麼做的，說的是大實話。
　　剛才我們確確實實在跟各位老師匯報，說王老師，《弟子規》



背是前提、做是目的，那我問，有的孩子真不好管，那個孩子我一
說啥他就頂。真的我理解各位家長。請看這名小女孩她寫的《弟子
規》的學習心得，她是怎麼做的，她又是怎麼變的。「在學習《弟
子規》前我是一個任性又彆扭的孩子，聽不得父母的嘮叨，罵我一
句我有幾十句話飛過去，常常令他們無言以對，最後獨自嘆息」，
為啥？沒辦法，自己的孩子打不得、罵不得、說不得。放學了，大
家知道都是爸爸媽媽書包一背，她那頭連蹦帶跳的，真是那樣的，
我相信各位都有這樣的感觸。「而在學完了《弟子規》和聽了許多
蔡老師、鍾博士的講座後，明白了『百善孝為先』，懂了『父母呼
，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
。每當母親慈慈的守候在我回家必經的路口時，我不會滿臉擔心的
嚷著，『妳怎麼在這，快回家去，以後別在這裡站』」，跟她媽媽
這麼說話。
　　「每當父親習慣性的幫我背上書包的時候，我不會再一副心安
理得的樣子蹦蹦跳跳的跑在前邊，把父親遠遠的甩在後面。每當我
的父母的嘮叨聲聲叮嚀切切的時候，我不會再不耐煩的大肆批評，
『真嘮叨，真討厭』。無論動機如何、初心如何，哪怕我是因為擔
心父母雙親、牽掛雙親、憐惜雙親，而對他們的呵責不斷時也應該
反省」，這個她有標點符號沒斷開，我讀得可能有點問題。「也應
該反省，以這種惡劣的態度展示出來的愛還是那樣的美好嗎？如今
，每當我想到對父母頂撞時都會想起《弟子規》，並在剎那間平靜
下來，彷彿聆聽到了世間最動人的樂章。一點點小小的感悟，不敢
略美，寫出來只為與有同感者共勉。如今能每天聽到父母的嘮叨，
是我每天最幸福的事。」
　　我想跟各位說，這名小女孩應該說代表著一類小男孩、小女孩
，我們的爸爸媽媽的嘮叨他們認為多餘、麻煩，甚至這樣的提醒他



都覺得，他比我們還清楚。記得有一次我與另一位老師和幾名孩子
到龍潭山去遊玩，有一名孩子，由於我們去得很早，他穿得很多，
上山的時候很熱，他走到我跟前說了一句話，「王老師」，他把這
個扣解開，「你瞅瞅這裡邊，真是我親媽，給我穿這麼多。」他上
山的時候，由於運動，他就出汗了，然後他就怪他媽，「給我穿這
麼多」。他就沒意識到一大早天涼，孩子你要不運動，恐怕不一定
這麼熱，這麼出汗。可到下山的時候，天漸漸的涼了，我又湊到他
跟前去，我說，「這回你覺得你媽媽給你穿的衣服怎麼樣？」他低
下頭不吱聲了。
　　為什麼？比方說上學，天氣預報有雨，我們的媽媽、爸爸會告
訴，「兒子、姑娘，帶把傘」，聽話的當然去做了，不聽話的，拿
那幹什麼？尤其男孩。而最有意思的是到放學的時候有可能還沒有
下雨，回到家裡把傘往沙發上一扔，「都是你，你看看，讓我拿這
個」，多餘。可是如果巧的是在放學的時候、回家的時候，路上真
的下雨了，他可能那個抱怨，「哎呀，我媽說得真對」。往往在需
要的時候他才感受到父親、母親、老師的愛，在沒有那種感受的時
候他真的是抱怨。現在的孩子真的不太好管、不太好教。真的我們
想告訴各位，我們的學校和我自己的班級真的在探索這條路上，走
了一條真的是切實可行、行之有效的路，《弟子規》真的能解決這
個問題。背是提醒，做是目的，做就是落到生活實踐當中。
　　王老師，你讀了這麼多。下面我真的想講一個過生日的故事。
這個過生日的故事，大家知道現在的小皇帝很了不起，爺爺奶奶心
中的寶貝，爸爸媽媽真的含在嘴裡怕化了，捧在手裡怕嚇了。他們
一旦過生日，就開始互相攀比，送一些各種各樣的禮物，甚至回家
的時候要訂餐館，或者在家裡要做上很多可口的飯菜，誰也不敢上
桌，等著這個小皇帝回來。我們這名小女孩回到家，把門打開，這



個時候我們都感受到那種爸爸、媽媽、奶奶站在那盼著孫女回來。
而我們這個小女孩很有意思，進屋了，當然這個書包由爸爸、媽媽
接過去，然後我們看這個孩子幹什麼了？把凳子拽過來兩個，一個
、兩個。告爸爸坐那，告媽媽坐那，然後我們的孩子跪下了，給爸
爸媽媽各磕了三個頭。第一個頭磕下去，「感謝爸爸媽媽把我帶到
了人世間」。生命是父母給的，「人之初，性本善」，那個本善的
心要把它打開。怎麼打開？得去教。第二個頭磕下去了，「感謝爸
爸媽媽十三年來的養育之恩」，第二個頭。第三個頭又磕下去了，
「感謝爸爸媽媽為我選擇了這麼好的學校、這麼好的班級，我將來
學業有成，報答父母、報答祖國」。然後我們的孩子看看爸爸媽媽
的眼角、臉色，他們眼角濕潤了，他們激動了，他們更感到很詫異
。
　　是什麼讓孩子改變了？是《弟子規》，這裡面需要你班主任老
師要做鋪墊、做引導。她是我們班第一個為父母叩頭的女孩，叫周
絮。我們為了這個過生日，我們開了小小的班會，大家都來討論一
下，「兒的生日，娘的苦日」，我們學《弟子規》總不能流於世俗
，應該讓孩子在自己的生日感受到娘的苦處。長老的報告讓我也很
感動，我們的先知也是這麼教育我們的，母親是偉大的。甚至母親
，一次又一次問你世界上最可愛的人，母親、母親、母親，最後才
是父親，母親真的偉大。我們的孩子在學了《弟子規》，在老師的
班級的鋪墊下她去用了，她自己這身的行動感染了父母。奶奶在旁
邊幹什麼了？把筷子放下了，回到小屋去了。爸爸馬上也把筷子放
下，幹啥？也跑過去了。我們的小朋友說啥？「媽媽，媽媽，爸爸
幹什麼去了？」媽媽很幽默的說：「妳爸幹妳那事去了。」第二天
早晨，老人家起了個大早，奶奶起了個大早，堅持要送孫女上學，
為啥？高興。走在路上，我們的小孫女問：「奶奶，我爸昨天晚上



上妳那屋幹什麼去了？」奶奶說：「沒幹啥，把小貓嚇夠嗆。」爸
爸進屋撲通一下跪下了，當然把貓嚇夠嗆了。我們的孩子把《弟子
規》演出來了，落實了，也感染了父母，也感染了父母的父母。我
們的《弟子規》真的是這樣的。
　　我再讀一個張同學寫的《弟子規》過生日的故事。「去年過年
」，當然是二００七年，「我們是去姥爺家過的，因為姥爺的生日
是臘月二十九，所以我們就連年一起在姥爺家過了。因為舅舅、姨
都和姥爺在一起，所以過年的時候全家非常熱鬧」，家和萬事興。
「吃飯的時候，我告訴舅舅和姨們要念感恩詞」，落實，「我當場
領著他們念了感恩詞。他們念了感恩詞以後，都覺得感恩詞中說得
很對，都說感恩詞很好。吃完晚飯後，我請姥爺坐在了床上」，看
看要幹什麼？「我提醒媽媽說，過生日和過年要給父母叩頭，因為
在家長會上老師說過，這個媽媽應該知道。我當場就跪下去給媽媽
叩了個頭。媽媽明白了我的意思，笑笑說，起來吧。然後我媽媽就
要去給姥爺叩頭，因為媽媽是大姊，所以我媽媽跪下去後，舅舅和
姨們也跪了下去，最令我感動的是舅媽和姨父們也跪了下去，一起
給姥爺叩了三個頭。叩完以後，姥爺十分高興，說我活了這麼多年
，還真沒人給我叩過頭！」
　　《弟子規》是落實在生活中真的能教育我們的孩子，教育我們
的父母，真的能教育我們整個的家庭和家族，孩子們多可愛。下面
我想對背是前提，做是目的，王老師，存心是關鍵。我讀一個小朋
友的小故事。「那天走在街上，一個乞丐在街上不住的叩頭。我走
在街上，不知不覺的走到乞丐的附近」，我加了個括號，為什麼？
「人之初，性本善」，「我的腦中不知怎的出現是否會上當的想法
」，轉念了，這念頭本來最開始的那個念頭是要幫助他，現在腦中
又出了一個念頭了，第一念是真，第二念是假，加上自己的判斷。



「是不是他不是窮人？是不是他並不是殘疾？是不是…但最後我拋
下了這些想法」，他為什麼拋下這些想法？「王老師曾說過，不要
管那個人是否騙了你，只要做到自己問心無愧就行了。我走上前去
，向乞丐的碗中放下了兩塊錢，我的心中不知怎的一下變得喜悅起
來，我覺得十分值得，最起碼我買了一服提高善心的藥。在這裡我
要感謝王老師，老師的辛勤使我的心境得到了提升，我已不再是那
個被周圍同學視為冷血的人，因為我的心已被融化，血自然也變得
熱而柔軟。」
　　我們這個孩子在給乞丐放錢的時候，第一個是自覺不自覺的走
過去，人之初，性本善，接著來念頭出來了，第二個念出來了，出
來了幹什麼？他是不是騙子？不要管他是否在騙你，真的是在乎自
己去怎麼做。怎麼能戰勝那個第二念？是老師的話、是《弟子規》
的話能給他幫助，境界面前歷事鍊心。存什麼心？善心、好心、幫
助人的心。記得有這麼一首詩，我也願意在這裡跟各位分享。「事
來心不亂」，事情來的時候，心不要亂，「人忙心不忙」，人可以
忙，心不要忙，「一切且隨緣，風過水無痕」。什麼意思？我們人
生總要面對一些境界，和人打交道，和事打交道，當然也和物要打
交道，事來了，心不要亂，人可以忙跑，但是心不要忙。而你每一
個事來的時候，都是你必須要面對的，你躲不掉，面對它，接受它
，處理它，放下它，風過水無痕。
　　王老師，這是事來了，那請問人來了怎麼辦？人也可以來，「
人來心先定」，人來了給自己提個醒。我們為什麼有時候說錯話、
做錯事？就是在境界面前沒有定住自己，所謂的六神無主了。心有
所主，不為境轉。就是心裡面的那個主沒有了，老百姓的話說沒有
主意了，然後就被這個人、被這個事把你整得心忙意亂。我們蔡老
師在上午講課的時候，忙，豎心加個死亡的亡，人的心死了，然後



就開始茫然了。一切都是告訴我們什麼？那個時候心中沒有主人了
。王老師，「人來心先定，謹言又慎行」，謹慎言行，因為有可能
來說是非者，必是是非人，謹言要慎行。「但存利人心」，就存一
個什麼？利人的心，「莫懷益己意」，不要懷著對自己有利益的念
頭，但存利人心，莫懷益己意。告訴孩子們把《弟子規》背下來，
把這些詩也背下來，幹什麼？提醒、觀照，做什麼、不做什麼，境
界來的時候，「人來心先定，謹言又慎行，但存利人心，莫懷益己
意」，「事來心不亂，人忙心不忙，一切且隨緣，風過水無痕」。
成了，就這麼個事，謝謝。
　　我們幹什麼？告訴孩子們歷事鍊心，我們大膽的想像我們的孩
子在畢業後，甚至大學畢業後，他這些詩一定能朗朗上口背誦下來
，幹啥？提醒自己，做自己命運的主人，命運握在你手中，福也是
自己求來的。我們不要去迷信，要相信自己，自己是命運的主人，
我們真正要做自己的主人。大家看一看命運的命，這是我們的梁老
師講給我的，命運的命，上面是個人字，底下是一橫，再往下是叩
頭的叩，人一叩頭命運就改變。什麼意思？叩頭是恭敬，一分誠敬
得一分利益，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人如果都能禮敬一切人，禮敬
一切事，禮敬一切物，請問命運能不能改變？我相信大家都會能說
出一句話，能。我們對自己有信心，對古聖先賢要有信心，真的就
會發生這樣的變化，真的就會發生變化。所以我在這裡真的想跟各
位說，這些《弟子規》和名言警句，有的是王老師自己，可能由於
才疏學淺，也沒有什麼過多的理論根據，但是大家能讀出來王老師
那顆心，是告訴孩子們向上、向善的心。我們沒有什麼考證，但是
覺得這麼講，王老師有道理，告訴孩子們向上、向善。我不敢說我
這個是智慧，但至少我的心我相信各位真的能體會到，存一個好心
，說好話，行好事，做好人。謝謝。



　　既然說到這了，就把班級的小小的布置也稍帶說一句。在我的
班級靠窗戶那面有三個聯，第一個聯是「存好心，說好話，行好事
，做好人」。王老師，這和你以前做的報告怎麼不一樣了？是不一
樣了，原來我們一年級、二年級在一樓，我現在在六樓。原來我班
級是五十人，現在我九十六人。環境變了，條件變了，教室也變了
，很大的教室。我這個班享受著比較特殊的待遇，兩個大彩電，還
有一個大屏幕，然後在桌面上就有電腦，這真的要感謝我們的呂杰
校長。有老師說王老師笑得好燦爛，不燦爛，今天上午那個才燦爛
，我們的李越老師才燦爛。誰要想笑得燦爛一些，我希望大家向我
們蔡老師學習，真的把《弟子規》落到究竟圓滿，我相信也能和蔡
老師笑得一樣燦爛。但是我一定要向我們的老師去看齊，因為我的
笑我自己知道，不能總做到那麼究竟、做到那麼圓滿，但是我一定
笑得很真誠。大家也能看出來剛才那個笑絕不是裝出來的，而是真
的是很高興。
　　人來也好，事來也好，真的給孩子們在提醒。其實人的禍福，
老師也說了，在一念間。那一念間你做好自己的主，把握好自己，
你就成功。否則的話，你六神無主，為境所轉，你就說了很多錯話
，做了很多錯事。記得有這麼一個提示，叫「盛怒之中，勿答人書
；盛喜之中，勿許人物」，在高興的時候不要答應給什麼東西，在
生氣的時候不要隨便去寫簽字，這容易犯錯誤。吵架了，吵架了有
一方說，這樣的話這日子沒法過了，咱倆離了吧。離就離。那可不
行！要像我們老師說的那樣，我先出去休息休息，十分鐘後再回來
。這多好。其實老師講的這些方法，聖賢講的方法，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境界面前做自己的主人。一念間轉禍福，握在誰手中？握在
你手中。聖人走過的路給我們個提醒，給我們觀照。這個應該是末
學今天向各位匯報的第一個重頭戲，就是背是前提，做是目的，存



心是關鍵，要存個好心。孩子存好心，老師也存個好心，把這些詩
句、把這些字句講出來，真的是讓人向上、向善，我相信古聖先賢
，我相信各位一定能會理解末學的這一點苦心，真的要孩子們好起
來。
　　第二個想向各位匯報的體會就是「專精結合，持之以恆」。專
，專一；精，精益求精。三字經說，「教之道，貴以專」，我們在
力行《弟子規》的時候，一學期過去了，十遍；再一學期過去了，
還是十遍。我記得第二屆全市班主任工作論壇在我們學校如期舉行
，我們呂校長選了十個班主任代表我們學校參評，我們的帶隊的是
胡曉明主任，有五名評委坐在底下，我們十個選手坐在上面。評委
提出一個問題，然後我們根據這個問題的難易、適合不適合，讓一
個選手去答。我們最後一個評委他就沒這麼做，他說請你們先選一
個選手，然後回答我下面提出的三個問題。這時候我們的胡主任自
然而然的把目光就往我這望了，為什麼？《弟子規》的始作俑者是
我。我就接過了麥克風，真的就走到了前面，因為我覺得老師有一
句話告訴我，「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見義要勇為，仁者愛人，
義者循理。
　　第一個問題出來了，什麼問題？請問貴校在推行《弟子規》的
學習過程中，你們是怎麼對待《三字經》和《孝經》等國學經典？
末學脫口而出，以《弟子規》為主，兼學其他國學經典。什麼意思
？我們在學習過程中接觸到了《孝經》，接觸到了《三字經》，我
們拿來去查，然後我們就放下還回到《弟子規》這來，「教之道，
貴以專」。我們絕不排斥其他的國學經典，任何一個老師他在弘揚
聖賢文化，只要他導人以善，我們堅決讚歎。任何一個國學經典都
是好的，都是我們老祖宗留下的。其實長老在前兩天的報告當中，
我們就感覺到老人家那個存心，還有昨天那名校長那個存心，讓末



學很感染。那是一個老人，他那個殷切的希望，我從他的面孔當中
，語言不通，但是心是通的。他真的講的，他那分叮嚀，他那分囑
咐，似乎在擔憂。其實世界民族是一家，我們民族有很多種，國土
有不同，但是「凡是人，皆須愛」，神愛世人，我們的老祖宗也告
訴你，「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長老的話真的確實
讓我讀來真的很感動，其實哪個宗教都是讓人向善、向上，它的宗
旨當然都是一個愛字。我們的人也是「人之初，性本善」，各位。
所以當我接過了這個題目，我說以《弟子規》為主，兼學其他國學
經典。
　　第二個問題出來了。請問《弟子規》的學習對班級的學習有沒
有提高？巧的是那一次我正好接了一所民辦學校，它解體了，分到
我們學校三個班，我們學年承擔兩個班，下一個學年承擔一個班。
我承擔的那個班，正好大家知道，解散了，好學生早就跑得差不多
了，剩下的那些，說句實在話，給松花江中學了。我相信可能是「
你們搞《弟子規》吧！」那這個境界我們呂校長接過來了，不僅接
過來了，自己拿出五百元錢，幹什麼？給三個班級買ＤＶＤ。幹啥
？然後我們班配上好，落實《弟子規》。現在我們的王亞杰老師正
在接最後一個班，前兩個班已經畢業了。我教的那個班就在那一次
數學成績真的挺好，我當場就把這個成績向評委做了匯報，我想我
教的另外一個班成績都這樣，我自己班不說了。那評委沒吱聲。
　　然後馬上迅速第三個題就出來了。怎麼說的？請你用一句話概
括一下《弟子規》學習的體會。大家想這個題目，我馬上脫口而出
，教育重實質不重形式。所以我在這裡想起我們的馬哈迪總理，他
真的也說過一個類似這樣的話，真的幹任何事情一定要重實質，不
要重形式。評委不吱聲了。那次的評選我們學校好像獲得是一等獎
，我也是第一次參與這樣的評選。好，真的教育要重實質不重形式



。
　　好，感恩各位的聆聽，祝大家晚餐愉快，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