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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領導，諸位長輩，親愛的兄弟姐妹們，網絡機前的
聽眾朋友們，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們最後一天的課程。在座的朋
友每天聽課都要超過八個小時以上，所以我們在座的朋友這種好學
的精神，令我非常的感動和敬佩。因為今天我還聽說，說我們很多
的朋友聽完課，晚上都非常的興奮，都到二、三點才睡覺。甚至我
們很多的朋友，住的地方離我們的會場又很遠，所以每天聽完課還
要趕回去，也是很晚才能休息，大清早又趕過來，大家累不累？說
實在的，一天要聽八個小時以上的課坐在這裡，其實挺辛苦的。所
以今天上午，如果我們在座的朋友，您覺得很累的話，就可以盡情
的睡一睡，睡上十分、二十分鐘很管用。不過，今天我們是要共同
來學習禮的內容，所以大家如果要睡覺打瞌睡，我有一個小小的要
求。也就是您在睡覺的時候，這個打瞌睡的動作很重要，您一定盡
量前後打盹，千萬不要左右搖擺。因為您如果前後打盹的時候，我
遠遠的看上去，看到的是「嗯，講得很有道理」。假如您要是這樣
左右搖的話，我遠遠看上去，看到的就是「嗯，我不想聽，沒有道
理」，那我幼小的心靈就會受到很大的打擊。看來大家非常能夠理
解我這顆脆弱的心。
　　首先非常感恩我們聖賢教育協會能夠給我這樣一次難得的機會
，讓我和在座的朋友們能夠共同來學習交流。說實在的，自己的學
問、德行都還非常的淺薄和不足。所以在今天三個小時和大家交流
分享中，如有不妥的地方，不對的地方，還望我們在座的長輩、朋
友們，給予我多多的指正和批評，謝謝大家！我是在九年多前接觸



到聖賢的教育，當時拿到了幾本經書，我們儒家的經典，真的是愛
不釋手。可是翻開經典看不懂，內心非常的焦慮和著急，我到哪裡
可以找到一個老師來教我？你們有沒有這樣的體會？有。真的內心
非常的渴望，那種願望很強烈。我們說「人有善願，天必從之」，
我天天這麼想的時候，真的不可思議的事情就發生了，蔡老師從天
而降。當時我是在海南，突然真的是蔡老師就出現在我們的面前。
九年多的時光很快過去了，現在一回憶，好像就在昨天發生。當第
一次見到蔡老師，蔡老師就問我說：「妳叫什麼名字？」我說：「
我叫李越。」他說妳這個名字很好，有禮又有樂。有禮又有樂什麼
意思？我當時真的是沒有反應過來。大約十秒鐘過去，我反應過來
了。你們反應過來沒有？你們比我有智慧。我才反應過來是禮貌的
禮，音樂的樂，和我的這個名字是諧音。活到這麼大都從來沒有這
麼去思惟過，所以那天就感覺和往常不一樣，走出去之後突然感受
到自己的生命注入了一股新的內涵。
　　剛好蔡老師到海南的時候，我剛好自己在經營一所古箏的藝術
學校。我一想，我從事的這個行業，確實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傳統的
音樂教育；我當時又常常給我的員工進行禮儀的訓練，也是跟這兩
個字這麼的吻合，真是不可思議，很有意思。但是當時對禮和樂的
認知，是可以說完全不知道，是非常的淺薄，沒有真正了解到禮樂
那種文化的內涵和深度。跟隨老師慢慢學習之後，才了解到禮樂這
兩個字，的確在我們古代，它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教化方式。所以中
國的古代就是禮樂的文化。我們都知道，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每一
個朝代建立都要建立禮樂制，讓人們的生活要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包括穿衣服，什麼階層穿什麼衣服，它都完全不一樣，有區隔。
為什麼要有區隔？因為區隔開來便於人們去行禮，知道您是什麼身
分，要行什麼禮。所以他非常有上下尊卑的等級和層次，能夠讓人



們在一起相處非常的和睦。
　　當我了解之後，在中國歷代的一些興盛的朝代，之所以它的興
盛，都是因為有禮樂的教化和禮樂的治理。所以我們在《禮記．樂
記》當中看到有一段話寫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
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什麼意思？就是
禮是用來節制我們內心的貪欲，而樂是來調和我們內在的性情，政
，指的是政事，給予禮樂教化充分的保障，刑是懲治那些害群之馬
，用這四個方面來治理國家，能夠圓融通達，能夠彼此的相互協助
，我們就具備了古聖先王的治國要道。所以深刻的感受到，禮樂文
化原來是如此博大精深，可能究其一生，我們也只能學到一丁點。
所以從那之後，跟隨老師就有這樣的一個願心，希望能夠深入的學
習《禮記》。也是藉今天這樣一個機會，將自己的一些心得能夠和
大家交流，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讓我們真正的去了解禮、認識禮
，進而能夠做一個有禮的人。
　　剛才我們的主持人講到孔老夫子講的一段話，「不學禮，無以
立」，恰巧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個主題。這句話是出自《論語
．記事篇》當中的一段經文。當時孔老夫子有個學生叫陳亢，他很
有好奇心，他總覺得孔老夫子在家裡，給他的兒子孔鯉，字伯魚，
可能會開小灶，額外教一些什麼他們不知道的內容。所以他就來找
到孔鯉，您的父親有沒有額外給你教點別的什麼東西，可不可以悄
悄告訴我？孔鯉很納悶，想了一下說，好像從來沒有給我額外教什
麼。假如說有的話，是有一次父親站到廳堂，我快步從那經過的時
候，父親說：「你學詩了嗎？」孔鯉說：「父親，還沒有學。」孔
老夫子就說：「不學詩，無以言。」孔鯉趕快就去學詩了。在座的
朋友，這個詩不是指我們今天所謂的律詩、散文詩，乃至於很多的
詩歌形式，它是指我們中國古代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孔老夫



子刪定編成三百零五篇，指的是這個《詩經》。《詩經》裡的內容
都是表達仁義忠孝的內容，完全是積極、正面、健康的內容。所以
當我們能學詩之後，我們就會有溫柔敦厚的一種內在的修養，所以
溫柔敦厚詩教也。我們心就會變得比較柔軟，對人不會苛刻。再來
，學詩我們又認識很多鳥獸草木的常識，可以用來譬喻，所以就懂
得說話的藝術。這是學詩的好處。
　　又有一次，孔鯉又講到，我的父親又在廳堂獨自站立，我又快
步經過的時候，父親又說：「你學禮了嗎？」孔鯉說沒有。夫子就
說：「不學禮，無以立。」孔鯉一聽，趕快就去學禮。諸位朋友，
我們不學禮，就很難在社會上立足。包括我們在家庭，我們跟父母
相處，父母就會對我們很不放心，或者很難過。我們走入社會，我
們跟領導相處，可以也常常會產生衝突，跟同事相處也會不和睦；
夫妻相處，可能也常常有對立。所以我們不學禮的話，就像我們面
前豎起了一堵牆，可以說這個牆是無形的牆，讓我們寸步難行。俗
話說，有理，禮和理是相通的，「禮者理也」。前一個禮是禮貌的
禮，後一個理是道理的理，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所以這
麼一講，孔鯉就去學禮了。
　　禮到底是什麼？有一次孔老夫子的幾個學生，圍在他的周圍就
要問夫子什麼是禮。這個時候夫子就講：「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
。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禮到底是什麼？禮就是我們做事的方
法、辦法、規則、規矩。假如我們治國無禮的話，就如同一個盲人
失去了扶伴，他就不知道要往何方行走。假如我們無禮的話，就如
同我們整夜在黑暗的房間尋找東西，沒有燈光，沒有燭光，在座的
朋友，我們能把東西找到嗎？我們肯定找不到。所以當我們無禮的
時候，我們的眼睛不知道往哪裡看，耳朵不知道往哪裡聽，前進、
後退、行禮、揖讓完全失去了分寸和尺度。包括人們在一起生活居



住，自然而然就失去了上下尊卑、長幼的差別。也就是我們講的，
父不父、子不子，長輩沒有長輩的樣子，晚輩沒有晚輩的樣子。您
看，當這些長幼的秩序失去之後，倫常混亂，人與人之間可能就會
有不幸的事情發生，所以人們在一起相處就不會和睦，再來朝廷的
官爵也會失去它應有的秩序，再來建築也會失去它高矮大小的尺度
和標準，軍隊也會失去它的攻守，也會失去它的控制。所以國家一
切的政事都失去了應該實施的方法、政策，人們的行為就非常可能
失去妥當的行為。所以我們就知道，禮是對我們多麼的重要。
　　所以在《禮記．曲禮》當中就講到，「人有禮則安」，這個安
，就是安寧、安和，「無禮則危」，沒有禮就會有危險，「故曰：
禮不可不學也。」這個陳亢他特別的開心，因為他問了一個問題，
得到了三個收穫。得到哪三個收穫？一個知道了學禮的重要，第二
個知道了學詩的重要，你們也都知道了吧？第三個是什麼？他知道
了聖人對於自己的子女和對待自己的學生沒有厚此薄彼的這種心態
。所以聖人是視天下人為子女，視子女為眾人，完全是一律平等的
對待。我們可以體會到聖人的這顆大公無私的心。所以在《論語》
當中我們有看到一段話，夫子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您
看詩禮樂。興於詩我們剛才講了，其實詩，詩言志，詩最高的智慧
，它是志於道。志於什麼？人倫之道，志於率性之道。
　　詩是表達我們內心真摯的情感，發乎情，但是要止乎禮義。所
以詩禮樂它是什麼樣一種關係？我們說詩是樂的詞，樂是詩的譜，
禮是詩的動作。所以古代大型的這種禮儀形式，都有配上詩、禮、
樂。禮和樂它完全是一體，完全是一體的，在古時候不分家，那個
樂一起，舞就會起來，所以它是一體的。所以我們是修身要以詩，
立身要以禮，而樂是完全來調和我們內在的性德。所以詩禮樂是聖
賢人修學的根基，重要的學習科目。



　　所以我們在古代的一些讀書人家的大門上會看到四個字，看到
哪四個字？詩禮傳家。我們都了解，詩禮它反映的都是道德的內涵
。可是今天我們在許多百姓家門上看到哪幾個字？我們有沒有看到
？看到的不是詩禮傳家，我們看到的是什麼？恭喜發財，有沒有？
招財進寶，有沒有？所以我們感受到古人和今人的這種價值觀，這
種經營家庭的理念，教育子女的思想，完全是大相徑庭。諸位朋友
，您看孔老夫子說詩禮傳家，就是把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的道統和
文化代代相傳下去。傳了幾千年了，傳了幾千年家道不敗。請問在
座的朋友，我們以財富傳家能傳幾年？能傳幾代？我們說富不過三
代。真的富不過三代嗎？現在可能是富不過一代，是不是？所以富
不過一代，一個是以利為利，而一個是以道義傳家。所以當我們擁
有再多財富的時候，可是我們後代的子孫已經怎麼樣？已經沒有辦
法回頭了，可能我們的文化就會斷在我們的手中。所以我們說文化
是民族的靈魂，而教育是文化的生機。所以建國君民，教學為先。
　　剛才和大家分享了「不學禮，無以立」的典故。接下來的副標
題是「《禮記治要》的和諧的生活」。《禮記治要》給大家簡單的
介紹一下，我們都知道中國有三本的禮學經典，一個是《周禮》，
一個是《儀禮》，一個是《禮記》，而《禮記》它是成書最晚的一
部書，這三本書稱為三禮。中國有十三經，你看三本的禮學經典就
佔了十三經的三本，我們感受到禮的分量。而《禮記》大多數都是
孔老夫子七十二賢弟子所編成的，總共現在保存下來有四十九篇。
其中非常著名的，這幾天我們的老師都有在講課的時候提到的《大
學》中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您看
有著名的「大學」、「中庸」還有「禮運」，都包含在《禮記》當
中。我們《禮記治要》是《群書治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從二十二
篇的文章當中節選出來，會集到了《群書治要》當中。這些二十多



篇的內容，它表述的是什麼？表述的是治國的方略，表述的是人生
的哲理，還有包含禮樂的制度，人事的儀則器物，它的確是真正的
一部讓我們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一部寶典。而魏徵先生非常
重視《禮記》，所以他從《禮記．曲禮》當中選出一段話，「傲不
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用這幾句話來諫戒唐太
宗，千萬不要走桀紂自取滅亡的這條道路。所以我們對《禮記》有
所了解，它可以幫助我們領導者為政、用人、修身、齊家，來治理
國家的政事。
　　《３６０》的書翻出來，我來看一下是哪一條。我們可以翻到
《３６０》二百二十五句，二百二十五句上面寫到，「夫人之所以
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大家找到了吧？這裡就是告訴我們，人
之所以比禽獸尊貴，是因為人有禮，禽獸沒有禮。這段話實際上它
是出自《群書治要》晏子的一段公案。當時這個齊景公很喜歡喝酒
，他連續喝了幾天的酒，喝了幾天的酒之後就失禮了，摘帽脫衣擊
瓦盆奏樂，在那裡樂得不得了。接下來他就問旁邊的臣子，他說，
仁德之人會像我這樣作樂嗎？旁邊一位叫梁丘據的臣子就講了，仁
德之人他的耳朵眼睛和平常人一樣，但是他恰巧就是不喜歡這樣去
作樂。結果齊景公聽了之後，估計是這個答案讓他不是很滿意，他
說，立即趕快駕車把晏子給我請來。結果不一會兒晏子就來了，晏
子穿著朝服很端莊走進來。齊景公一看到晏子，來來來，不要行君
臣之禮了，跟我一起來飲酒作樂。當時晏子一看到這個情形，晏子
是他的愛臣，晏子馬上說，君王，假如我們這些臣子侍奉君王失去
了禮，估計君王你也不高興、你也不滿意，你會感覺我們這些人對
您很輕慢、很不尊重。您看，我們齊國的這些孩童，他們的個子都
不矮，他們的力氣都超過了我和你，可是他們為什麼不敢作亂？是
因為他們得到了禮義的教化，他們敬畏禮義。所以今天君王，假如



您的行為失禮，又如何來治理天下？假如我們這些群臣失禮，我們
底下的屬下又如何對我們尊重？假如我們的父子之間也失禮，家庭
可能就有了凶災。所以這個時候晏子就講了這句話，「夫人之所以
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之所以我們貴於禽獸，是有禮。
　　接下來他又講了一段《詩經》的話，「相鼠有體，人而無禮；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是看的意思。鼠是老鼠的鼠。相鼠有體
，老鼠那麼微弱的小動物，它有四肢，這個四肢支撐著它的生命，
所以叫相鼠有體。那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這個遄死就
是人假如沒有禮，還不如趕快死掉算了。這個意思就是告訴我們什
麼？人是以什麼為體？以禮為體。你看，我們看到那個年輕人，假
如是忤逆父母、不守規矩，我們都說他的行為簡直不成體統。所以
，人是以禮為體。當他講完這段話之後，這個齊景公聽了就很慚愧
，說你說得對，我這個人不聰明，最重要的是我身邊的這些臣子，
他們更是愚昧無知，都是他們引誘我、誘惑我讓我天天這樣花天酒
地，所以都怪他們，趕快給我把他們拉出去殺了。他這樣做對不對
？你們都有判斷力，您看當我們往往生活當中犯了什麼過失、錯誤
的時候，我們往往會不會起一個怨恨的心？都怪你，假如當時你不
讓我怎樣怎樣，我就不會怎樣怎樣，有沒有？當問題一產生的時候
，我們都不能夠反求諸己，把責任一下推到了他人的身上，推到了
環境，或者推到了境界上面去。這些人事物都是緣，因在哪？因在
我們的心。
　　所以這個時候晏子就開始勸諫了，晏子說，君王，不能殺了他
們，他們是無辜的、是無罪的。假如君王您就是一個非常講禮義的
人，相信無禮之人都會離您遠去，而有禮的這些仁人志士都會因您
的這種威儀而來到您的身邊。假如您是無禮的話，自然而然怎樣？
無禮之人都會靜悄悄來到您的身邊，而有禮的這些人都會離你而去



。齊景公聽了以後講，說得對、說得對。接下來他立即怎麼樣？停
止酒宴，給我清理庭院，更換座位，更換衣服，重新來過一次，重
新去請晏子入宮。這個時候齊景公又穿上了朝服，迎請晏子進宮，
晏子一進到宮裡，還沒有上台階就行了三讓禮，上了台階又行了最
高禮儀的其中之一，叫三獻禮。我們都知道在古代祭祀的時候有一
個禮儀，初獻爵、亞獻爵、終獻爵的三獻禮。行完之後，他們又以
君臣相待坐下。等要離開的時候，晏子又以臣子之禮拜別君王；而
君王，又以君王的禮儀來拜別他的丞相。那種場面肅穆莊嚴。把晏
子送走之後，齊景公這個時候他就說，我為什麼這麼做你們知道嗎
？我這麼做的目的就是要讓大家了解、知道，我完全接納晏子對我
的勸諫。
　　我們說「福在受諫」，一個人肯聽進去別人的勸諫，就是最有
福的人。當我們有了過失，別人勸諫我們，我就常常有這個壞習慣
，蔡老師經常有時候說，哪裡哪裡妳做錯了。我的第一念就是什麼
？想解釋，想找藉口。這樣好不好？我們常常找了一大堆的藉口來
怎麼樣？要證明我是對的，以後別人還敢跟你勸諫嗎？我們等於人
生失去了很多雙眼睛，而我們臉上有黑、有污點，也都沒有人敢告
訴我們，我們還天天美滋滋的，那就是無福之相。所以真正有福的
人，是領納別人勸諫的人，馬上怎麼？有過失就改正，不斷的圓滿
自己的德行、道業。所以修行沒有別的，就是改習氣，就是放下。
說實在的，我們中國的古聖先王，可以說五千年前就有教育制度。
　　我們在《史書》上看到一段記載，上面寫到，「后稷教民稼穡
，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
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
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我來解釋一下
這段話，古時候有一個后稷，他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堯帝派他



帶領人民種植農業。那是我們的祖先，我們非常的感恩。人民懂得
了種植農業，維持我們的生命有了保障，飽食暖衣。你看，我們現
在都是過著小康的生活，不愁吃不愁穿。人們您看現在旅遊最熱，
人們一到放大假，就開始遊玩享受生活。可是飽食、暖衣逸居而無
教，失掉教育的時候，則近於禽獸，就是跟禽獸不遠了。當我們失
掉聖賢道德倫理因果的教育，我們的外表看的是人的樣子，可是我
們的內心已經腐爛了，已經壞了，心壞了，已經接近於禽獸。您看
，我們的古聖先王堯帝開始擔憂了，這樣可不行。這個時候他就派
一個叫契的司徒，司徒就是國家教育部的部長，后稷相當於農業部
的部長，來教導人民什麼？教導人民人倫的秩序，父子的關係，君
臣的關係，夫婦的關係，兄弟長幼的關係，朋友的關係，怎麼來處
理？您看從那個時候，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就有了教育的制度。
　　而我們整個中國古代的歷史，這種教育它是分層次的。分為五
個層次，在三皇時期是以道治天下，當道沒有的時候以德治天下，
當德沒有的時候就用仁治天下（仁愛的仁），仁沒有的時候就用義
治天下，義沒有的時候就用禮治天下，禮沒有的時候就是天下大亂
。所以禮是我們做人最低的底線，最後的一道防線。三皇他是以道
治天下，五帝是以德治天下。到了三王，我們知道夏禹、商湯，周
文王、武王、成王，三王是以什麼？是以仁治理天下，那個時候道
德已經滑坡。到了春秋時期，我們都知道夫子稱禮崩樂壞的時代，
所以道、德、仁都沒有了，用義來治理天下。我們看《孔子傳》，
孔老夫子周遊列國，就是要恢復周禮，恢復禮樂的教化。到了秦朝
的時候，秦朝是用什麼？是用霸道治理天下。霸道治理天下，可以
說道、德、仁、義、禮它都不講了，十五年就亡國。後來，漢代秦
統一了天下，建立了漢朝。漢武帝了不起，採納董仲舒獨尊儒術，
從那個時候開始建立禮樂制度。禮樂制度幾千年的歷史，到滿清亡



國，一直每個朝代都有禮樂制度。所以在座的朋友，我們就了解到
，禮是我們最低的防範、做人的底線，禮沒有了，人心亂了，天下
不太平了。
　　今天我們學聖賢教育，學聖賢的典籍，我們要從哪裡學？要從
哪裡開始做？我們從道開始去做，道太高了，我們做不到。我們要
從哪裡？對，要從禮開始去做。禮當中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我們
要把它找回來，最珍貴的東西就是恭敬心。我們一起把它念一下好
嗎？預備起：恭敬心。在座的朋友，而今天我們最嚴重的問題，是
我們人失掉了恭敬心，就是這個敬字。您看我們人現在變得愈隨便
、輕慢、放縱，就從我們整個的著裝穿束上，我就可以感受到。您
看我們現在為了方便就愈來愈隨便。您看連上班的場合，一個非常
莊嚴，你去服務的一個環境，我們可能都會穿著拖鞋，甚至現在連
襪子都不穿了。我們《弟子規》說，「襪與履，俱緊切」。人們為
了方便就愈來愈隨便，那個隨便的心一放逸，您看人對一切都無所
謂，那種對人的輕慢，對事、對物都不恭敬了。所以這個恭敬心就
是對人真誠禮敬，對物品要懂得去珍惜愛護。比方說我們看到這些
桌椅板凳，我們要禮敬不是給它鞠三鞠躬，你要給它鞠個躬，別人
說你有毛病。我們的禮敬是怎樣？把它擦得乾乾淨淨，擺的整整齊
齊，這就是恭敬心的一個體現。
　　所以我們古德就講，一分誠敬得一分的利益，十分的誠敬得十
分的利益，百分的誠敬就得百分的利益，千分的誠敬就得千分的利
益，沒有誠敬就不得利益。恭敬心就如同我們王鳳儀老先生王善人
描述的，像穿針引線。您看穿針引線多麼的謹慎小心，恭敬謙卑。
那個相我們可以感受到。所以您看這個敬字這邊是個茍，這邊是個
反文，這個反文念撲，攵是什麼？拿掉苟且的心，就叫恭敬心。而
恭敬心現在我感覺特別難於培養。比方說我自己，我都學了九年多



了，我深感自己的這分真誠恭敬的心真的還修得很不好。我舉一個
例子，有一次，蔡老師在馬來西亞，我是在大陸，剛好我在通電話
。通電話的時候，結果蔡老師就發來一條短信在我的電腦的ｓｋｙ
ｐｅ。那個短信一發來，我還在通話，我說老師發短信了，我待會
打完電話再給他回。您看那個時候都沒有察覺到自己的念頭，就在
那裡還洋洋自得的打電話。正在打，電腦的電話再有人打進來馬上
你就可以聽到，突然老師就打來了電話，蔡老師就打來電話。我給
對方說：「蔡老師打電話，我要接電話了。」我立即掛掉前面的電
話，接蔡老師的電話。
　　一接之後蔡老師說：「妳看到我給妳發的短信了沒有？」我說
：「老師我看到了，我剛好正在打電話，所以沒法跟您回，我這個
電腦水平有限。」你看找藉口。老師說：「妳就可以打兩個字，稍
等，否則的話我根本都不知道妳到底在不在電腦旁邊，因為跟妳交
代的這些事，我就沒有辦法再繼續進行下去，別人就會等在電腦那
裡一直等。」我說：「是是是，老師這個的確對不起。」老師當時
就說：「妳看妳這個恭敬心，一切時一切處妳都要觀照到能不能提
得起來。」接下來你們猜我會說什麼？我當時雖然生起了慚愧的心
，我說：「對對對，我怎麼就沒有觀照到？」您看恭敬心點滴當中
稍縱即逝，這個時候我就挺難過，我說：「老師，不過有時候會出
現這樣的現象，我說有時候我給別人發過去短信，別人也沒有給我
回，我就在想他一定不在電腦旁邊。」這個藉口找得不錯吧？老師
聽了之後，蔡老師說：「這個是對別人而言，我們學聖賢教育是嚴
於律己，寬以待人，妳這樣一講不是在寬容自己、放縱自己，給自
己找了藉口、理由？當然老師也沒有那麼厲害，就給我講了這番道
理。我們什麼時候培養恭敬心？恭敬心可能就是在回短信的時候，
恭敬心可能就是見到別人一個微笑，你那個時候有沒有真誠？恭敬



心就是在我們開門的時候，一看後面還有人，幫他開一開。在電梯
的時候看到他拿著行李，我們幫他把門，把電梯門給他按著，讓他
出來。隨時隨地都不可以失去恭敬心，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
　　當時我聽了很慚愧，我就放下電話，我就在那裡想，為什麼還
沒有觀照到？為什麼還會習氣使然？您看修行是多難的一件事，不
進則退，如逆水行舟。這個時候正在難過的時候，蔡老師電話又打
來了，我趕快又接起來：「老師什麼事？」蔡老師說：「把剛才我
們倆的對話，妳給我複述一遍。」我當時一聽，我第一個念頭，為
什麼讓我複述？我先要問個為什麼。您看人的妄念很多，煩惱多，
智慧就會出不來。第一念一出來之後，蔡老師說：「妳問這個是什
麼？」我說：「老師，為什麼讓我複述一遍？您是不是要拿我做案
例？」老師沒有直接回答我，老師說：「如果我把妳這件事當案例
來談，你第一念起的是什麼念？如果妳第一念起的是，太好了！我
的錯誤過失可以布施給大家，讓大家引以為戒，那很好，這是一個
修學的態度。」他說：「妳假如起的念頭是，多不好意思，拿我的
這個案例出去說多丟人？」他說：「如果我們有這樣的心態，那個
修學還都沒有入門。」接下來老師馬上反問：「妳起的是什麼念頭
？」我說：「老師，我還沒來得及起念頭，就是先問您。」他說：
「什麼念頭都沒有起，那叫無明。」
　　這件事情真的是深深的刻在我的心中，覺得一定要謹記老師的
教誨。說實在的，當時我其實還找了一些理由，我還說：「那個文
字，當時燈光很黑暗，老師我有點看不清。」老師說：「我常常在
講課的時候講到，只為成功找方法，不為失敗找藉口，妳們只是拿
來聽而已，難道妳就不可以把那段文字黏貼下來把它放大嗎？」我
一想對，我們處處在給自己找出路、找藉口，實際上要修學、要進



步是非常之難。假如我們不能夠從自己開刀，不能夠真正把自己的
煩惱習氣汰除掉，我們煩惱不能減輕，智慧不能增長。我們可能會
更煩惱，感覺到自己的修學幾年了，為什麼上不了一個台階？我們
可能對聖賢教育就會失去信心，我們也不能給周圍的家人、朋友表
一個好的法。實際上，我們不改習氣，都是在消遣聖賢教育，可能
還會斷了別人的慧命，真的是如此。所以這一次給我深刻的教訓，
以後再看到什麼趕快要回，有電話趕快說稍等，我在這邊回個短信
，都要這樣去觀照，這些教訓很深刻。
　　我們的恭敬心真的是在生活的點點滴滴要去培養。今天沒有恭
敬心，說實在的，孔老夫子來教我們，釋迦牟尼佛來教我們，阿彌
陀佛來教我們，有沒有用？沒有用。因為我們沒有恭敬心的時候，
我們內心是跟人對立的，是抵住的，你是沒有辦法接受的。恭敬心
是我們的性德，恭敬心是法器，你有了恭敬心，法才入得進來。沒
有恭敬心，我們學到的全是常識和知識，這一生不能開智慧。當我
們一個人，說實在的，你沒有遇到好老師，可能老師不行，但是你
有恭敬心，你同樣能夠成就。為什麼？恭敬心是性德，我們學聖賢
教育就是不斷的要彰顯我們的性德，所以你將來一定可以超過老師
。這個超過當然不是說我們的才華超過，我們這一生的道德學問成
就，我們才能更加的去利益廣大的人民群眾。那恭敬心從哪裡開始
？先要看我們對父母有沒有恭敬心，因為孝是中華文化的根，敬是
中華文化的本，體現在孝親尊師上。假如我們對父母沒有恭敬心，
對別人很有恭敬心，假的不是真的，那一定是有利可圖。
　　講一個故事，德育故事當中有一個「伯禽趨跪」，「周魯伯禽
，觀於橋梓，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我們都知道聖人周公的兒子
叫伯禽，伯禽跟著他的康叔三次去見周公，每一次去都被周公狠狠
的打了。打了之後，這個伯禽就很納悶，為什麼每次見父親都被打



？每一次去都被打。在座的朋友，您有子女，您兒子不聽話打了他
，他可能就離家出走了，還會再來三次被你打嗎？好像不太可能。
古人因為有聖賢的教誨，伯禽打了不但沒有怨恨父親，反而怎麼樣
？反思。我一定是做錯了什麼事，父親才打我。所以他就找到一個
舊臣商子，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輩去請教，父親為什麼要打我？這個
時候，您看古人很會教育，他不會馬上告訴你答案。他說你去到南
山的陽面看橋木，再到北山的陰面看梓木，看完之後你就全部明白
了。伯禽就到了南山的陽面看到了橋木，橋木高大茁壯挺立在那裡
；又到北山的陰面看梓木，梓木又矮又小，好像還俯著的。
　　在座的朋友，我們要想像我們現在坐著時光穿梭機，我們一起
跟伯禽到了南山的陽面，又到了北山的陰面，你們要身臨其境，也
來看，也來觀。好，現在我們看完了橋木，看完了梓木，在座的朋
友，你們體悟到了什麼人生的道理？我們大家都在想，那要告訴我
們什麼道理？這個時候伯禽就又到了商子面前說，我體會到的道理
是那個橋木高大很有威嚴，代表的是父道；而那個梓木又小又矮還
俯著的，代表的是什麼？子道。商子一看，不錯不錯，你再去見您
的父親。這個時候伯禽又再去見父親，就是這上面講的「入門而趨
」。這個屈就是我們晚輩見到長輩走路一定要屈步，屈步就是這個
步子要快，不能慢慢悠悠的。「登堂而跪」，馬上就給自己的父親
父王頂禮。這個時候父親有沒有再打伯禽？有沒有再打？你們這麼
無辜的看著我，沒法判斷。父親特別的高興說，你一定是得到了仁
德的長輩給予了指導。這裡我們就看到了什麼？人倫的秩序，父親
要有父親的樣子，兒子要有做兒子的樣子，這個長幼尊卑的秩序才
能呈現出來，人際關係才會和睦。所以我們的恭敬心要從哪裡？就
是要從對父母開始。
　　講到這裡我就想起，老子去看望他的老師常樅。老子的老師生



病了，老子去看望他老師，就覺得老師病得很嚴重，說老師，您有
沒有什麼教誨？您病得這麼厲害，有沒有什麼教誨要教導我們？老
師說，你們不說我也要講幾句話，你們知道嗎？第一個，路過自己
的故鄉，一定要下馬車，看到橋木要快步經過。他先講了兩個，他
先講第一個的時候他就問到，為什麼路過自己的故鄉要下車？你知
道是什麼意思嗎？老子就回答說，路過自己的故鄉要下車是不忘舊
故。就是到了自己的家鄉門口要趕快下車，在那個村口你就要下車
，因為你生長在這片土壤、土地，那裡有你一起從小玩耍的朋友陪
伴你長大，那裡有很多的長輩曾經都抱過你，甚至父母忙的時候，
都把我們擱在鄰居家又吃又睡，您看那分情義、那分恩義多麼的濃
厚！假如我們今天有了權、有了錢，我們開著什麼奔馳回到自己的
故鄉。在那條羊腸的小道，我們連車都不肯停下來，而且速度加快
一下就開過去了，那個塵土全部被揚起來，旁邊的村民都要怎麼樣
？把那個衣服拿起來遮灰塵。這老王家的大兒子回來了，您看多有
錢、多威風，不就有兩個臭錢嗎？耍什麼威風。等你家裡父母有了
困難需要幫助的時候，有沒有人肯伸出手來幫助？你兒子不是很能
嗎？你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兒孫不懂事，您看就讓
父母蒙羞。所以當我們路過自己的故鄉，遠遠的就要把車停下來，
下車來跟鄉親去打招呼，就是什麼？記著這分濃厚的情義，舊情。
　　講到這，我就想起一首歌，我相信我講到這裡的時候，我們在
座的朋友是不是馬上那個屏幕就拉到了自己的故鄉？這首歌，大家
昨天一定聽歌還沒有聽夠。「忘不了故鄉，年年梨花放，染白了山
崗我的小村莊，媽媽坐在梨樹下紡車嗡嗡響，我爬上梨樹枝，聞那
梨花香。搖搖潔白的樹枝，花雨滿天飛揚，落在媽媽頭上，飄在紡
車上，給我血肉的故鄉，永生難忘，永生永世我不能忘。」我們對
故鄉的那分感情，真的我們事業有成的時候，我們應該用那顆至誠



的心去報答養育我們的那片故土，去看望家鄉的這些老朋友，不能
忘記舊故。
　　再接下來，老子的老師又說，為什麼見到橋木你要快步經過？
老子就說，看到橋木快步經過，是要懂得敬老尊長。你看到這個橋
木就會提醒你的心，時刻不要失去對老人的那分尊重，因為老人就
是我們的未來。我們能夠表現出這樣一個敬老尊長的態度，後代子
孫就在效仿。我記得我剛接觸蔡老師的時候，那個時候還不知道《
弟子規》是什麼，跟在蔡老師的背後一起行走。走的時候，他突然
停下來，我也就停下來，我才發現在我們後面有一個六、七十歲的
長輩，他就讓這個長輩從我們身邊走過去，我們就跟在他的後面；
到了電梯那，蔡老師又把電梯按開讓長輩上去。那個時候根本沒有
學習什麼「或飲食，或坐走，長者先，幼者後」。結果這個時候蔡
老師就看出我的困惑，說這些長輩一生為社會國家奉獻，養育培養
子女，他們是對國家有貢獻的，我們要把他當成我們的父母去尊重
、去對待，這個社會風氣才會好起來。從此之後就明白了這樣一個
做人的道理。所以《孟子》當中就講到，「道在邇，而求諸遠也，
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道就在我
們的腳下，事情很簡單，我們人人都親愛自己的父母，把那分親愛
延伸到親愛所有的長輩，人人親其親，敬愛所有的長輩，天下不就
太平了嗎？您看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
　　現在可能大家期盼第三個事情。老子的老師接下來就把他的嘴
巴張開說，你看我的牙齒還在不在？老子說，您的牙齒不在了。那
我的舌頭還在不在？老子說您的舌頭還在。這是什麼意思？老子就
講，這個代表柔軟勝剛強。牙齒沒有了是因為牙齒太堅硬，所以它
就沒有了；舌頭在是因為舌頭柔軟。這裡就教給我們什麼道理？做
人心地要厚道、要柔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它是教給我們



這樣的道理。您看人與人發生爭執，出現這些我們不可而想的衝突
，這些災禍發生都是什麼？因為內心的堅硬、強硬。「每見鋼刀口
易傷」，那個鋼刀口是最易傷的。
　　所以我們了解到萬事萬物，我們有沒有發現，尤其是植物，初
生生長的幼苗，又柔軟又有生命力。可是這些草木死了之後，就會
乾枯，一折就會斷，最容易損傷。而當我們人剛出生的時候，我們
在嬰兒時期，我們有沒有看到我們的身體很柔軟，是不是？我們死
了之後，身體就變得僵硬。這代表什麼？柔軟是生的象徵，強硬是
死的象徵。我們看到那個母親是很強悍、很剛硬女強人的時候，兒
女就會自卑，有沒有？他的人格就不健全、不健康，他就失去自信
。母親雖然是為他好發脾氣，他永遠記住的是她的情緒脾氣，他感
受不到母親的愛。可是當我們一個做母親的，像大地一樣那麼包容
，那麼厚道，那麼柔軟，看到孩子不爭氣，眼淚流下來，自然而然
兒女就會感到慚愧，是不是？所以，我們學聖賢教育就要讓我們的
這顆心要變得愈來要愈柔軟。
　　這裡，我們要給禮下一個定義，「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
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這裡告訴我們禮有體，體是什麼？體是
它的心。履呢？這個履就是實踐的意思。在心，就是表我們對一切
人事物恭敬的態度，進而體現在我們外在的行為上，所以叫踐而行
之曰履。這裡我們看到它的體是什麼？我們《大學》當中的「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這叫統之於心。格物就是格除我們內心的
貪瞋痴慢疑的五毒煩惱，格除我們怨恨惱怒煩的煩惱，格除我們禁
不住財色名食睡的這種誘惑。我們不斷的要把我們的欲望要降低、
要降溫，自然而然我們的欲望不斷的減低之後，我們的良知才會顯
現，我們的智慧才能夠得到提升。我們的煩惱輕智慧長，我們才能
夠真正表達出我們的誠意，我們的心才能夠提起真正的正念。所以



統知於心是正我們的性情，這是內聖內學；反過來表現在外的，是
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所以禮是什麼？禮是我們修身的工具
，是要把仁義道德在我們的行為當中體現出來，踐而行之就會和萬
物，人與人和睦相處，人與物和睦相處，人與天地自然都會和睦相
處。
　　這使我想起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個服刑人員，他在服刑期間
非常的不滿，他覺得是有七個人陷害了他，才深陷牢獄，而且是無
期徒刑。所以他心中不滿，他要報復，他就越獄，越獄成功。越獄
成功之後，他逃亡的時候在火車的兩個車廂的中間，在那裡盤算謀
劃，我回去之後我怎麼把這七個人，一一的怎麼樣？給他殺掉，我
要報仇。那個仇恨的心像怒火一樣。正在那琢磨的時候，有一位女
士走了過來，她要上洗手間。結果那個洗手間的門怎麼也扣不好，
門栓出了點問題。她就出來說：「這位大哥，您可以幫我看一下門
好嗎？我上個洗手間，大哥謝謝您」，態度非常的溫和、親和。他
遇到這麼有禮貌的人，讓他突然就覺得，感受好像很久都沒有人對
他這麼有禮貌。之後他就說，我活在這個世界上對人還這麼有價值
，別人對我這麼尊重，他就覺得心裡有一種甜蜜的感覺，他就在琢
磨這個女性的一言一行，讓他很舒服很歡喜。接下來這個女性上完
洗手間出來之後，就說「大哥謝謝你」，還給他鞠了一個九十度的
躬。估計這個女性是學《弟子規》的。這個女性就走了，謝謝你大
哥，很親切很和藹。
　　走了之後，這個服刑人員望著這個女性的背影，他就說被尊重
的感覺真好，世上還是好人多！我不可以就這樣輕易的因為去報仇
而怎麼樣？糟蹋我的這一生，我應該還有希望，我不能再去作案了
。所以這個火車一停，怎麼樣？他就給監獄打電話說：「你們不要
找我了，我會以最快的速度返回監獄。」結果他就返回到監獄之後



，認真的改造、認罪、悔罪，因為他在監獄的表現很好，一直給他
減刑，減到十年。他的動力來自哪裡？我們不言而喻。終於他出獄
了，他出獄之後，他最想見的，最想感恩的是誰？這位女士，他說
是這個女士給了他第二生命。可是沒有電話，也不知道這個女性是
哪裡的，也無從下手去找。結果他跟別人分享這段歷史的時候他就
講到，他說假如當初那位女性一走過來，廁所的門關不上，說「真
討厭，你能不能站到一邊去，別人要上廁所，幹嘛要站到這裡？」
他說你們知道嗎？我第一個要殺的人是誰？在座的朋友，我們看到
這個女性彬彬有禮的態度，對人真誠恭敬的言語笑容。在座的朋友
，她挽救了幾條生命？不簡單！
　　我們香港論壇的朋友一開口就是八條，一般大家都說七條。又
變成九條，更了不起。挽回了幾條性命？九條性命，是不是？不止
！當一個人要行凶作案被別人發現的時候，他會濫殺無辜，不知道
多少人的性命死在他的手下，是不是？在座的朋友，我們一個小小
的善行，一個善舉，一個有禮恭敬的態度，重不重要？重要！我們
小小一個有禮恭敬的態度，是不是他修身的體現？一個人能修身，
有沒有齊家？一個人能夠修身，就一定能齊家，齊家就一定能夠治
理國家，就能夠平天下，四而一，一而四。在座的朋友，剛才這位
女士這樣的一個善心善行，她有沒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她保全
了多少家庭的幸福，多少戶家庭的幸福和睦，是不是？同時她有沒
有幫助我們的公安警察，幫助我們的社會維護正常的安全秩序，有
沒有？所以她是不是在做治國平天下的事。今天我們要提起理智，
我們一旦學習了聖賢的教育，聖賢的經典教誨要從誰做起？從我做
起，從我心做起，從我的家庭做起，我的小區做起；而不是我們希
望政府要做，領導要做，別人要做，你要做，他要做。當我們一味
的向外去要求，都希望別人做的時候，人人都希望別人去做的時候



，有沒有人做？沒有人做。所以當我們自己去做的時候，我們自利
利他，社會的風氣都會藉由我們的一個微笑、一個眼神、一個動作
而得到淨化。
　　比方說今天我們一個義工朋友，我剛好坐上電梯要來，這個義
工朋友一進來在電梯裡，他看到我，他又看到其他不認識的一些旅
客，他就說「大家好，早上好！」這些旅客們都不認識，在電梯上
一看到，也都會很矜持的笑一下。這有沒有帶動社會的風氣？有！
接下來，我們下電梯的時候，我又把那個電梯門按住，一個老外兩
手拉著行李，他怎麼出？萬一電梯一關就被夾住了。我們仍然幫他
按住電梯，他就把行李拉出來，轉過頭來微笑著說，Ｔｈａｎｋ
ｙｏｕ。您看，禮從哪裡開始？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就是在
一切事、一切處不離這分恭敬心，那大同世界會遙遠嗎？
　　這裡講到，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把它念一遍好嗎？來，預備起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
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
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
誠不莊。」我們念了這段，您看這裡告訴我們，道德仁義是很抽象
的，蘊藏在我們的內心，但是看不見摸不著，要用什麼？要用禮體
現。「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冬則溫，夏則凊」
、「出必告，反必面」，是不是要有形有相，才能把道德仁義的道
理體現出來。道德仁義實施要不偏不倚，要達到中和才行。假如沒
有達到中和，我們學道德仁義也同樣會怎樣？會偏頗。
　　所以這裡，在《論語》當中就告訴我們，「子曰：恭而無禮則
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意思就是告
訴我們，我們一個人有恭敬心好不好？很好。但是我們光有恭敬心
沒有禮的話，您看就會徒勞無益，好心做壞事，別人還不認可。這



樣講很抽象。比方我記得我小的時候在農村，別人家請客去吃飯，
我們都知道，那個年代家鄉的人民都是特別的厚道，對人都是特別
的熱情，你那碗飯還沒有吃完，他都是悄悄的又端一碗飯壓得很死
，趁你一不注意就蓋在你的碗裡。我小的時候真的是有這個現象。
其實你一碗已經吃飽了，他一下又扣一碗。這種熱情，這種厚道，
我們是可以理解，也覺得非常感動。可是往往，當我們過於熱情，
這個禮過分的時候，那個分寸尺度沒有拿捏好的時候，反而你看讓
吃的人是不是變成很痛苦？我們坐在一起吃飯，我們學傳統文化，
馬上給人家夾菜，夾得他都吃不下去，結果讓他生煩惱了就不好。
禮是什麼？處處替人著想。處處替人著想是天下頭等的學問。
　　再來，長輩說行，一個禮就可以了。可是我們一定要行三個禮
，我們就沒有聽從父母的辭令了。這個就是什麼？我們有恭敬心的
時候，我們產生了執著，感受到了沒有？所以我們今天學聖賢教育
，為什麼會有很多不如人意的事？那就是在於我們學東西沒有達到
中和中庸之道。反而學了之後，家庭裡的父母、親人很反感我們，
覺得我們都帶給他壓力；到了單位，同事也趕快離我們很遠，結果
我們變得很孤獨、很孤立，有沒有？你們都不答應我。為什麼？就
是我們不懂得做事的分寸和尺度，沒有拿捏好。所以禮是什麼？不
能過也不能不及。所以為什麼我們常常說，一個人有一個優點，隨
之而來就會有一個缺點？就是因為這個優點當它過分的時候，這個
優點就變成了什麼？缺點。所以道德仁義一定要有禮來節制，讓它
保持恰到好處。也就是我們說的，情理法圓融周詳，我們走到任何
的地方都讓別人生歡喜心。我們學禮，就是走到任何的地方，都能
夠成為一個令別人歡喜，也能贏得別人對我們的接納、歡迎、喜歡
和尊重，這是我們學禮的目的。
　　接下來，我們說「慎而無禮則葸」。我們說謹慎是不是一個好



的作風和態度、一個美德？可是謹慎過分了之後，變成唯唯諾諾，
在那裡站到門口，要敲門不敢敲，要進去不敢進，會不會產生這樣
的現象？反而變得更拘謹，放不開，不夠坦誠了。接下來，要講話
的時候吞吞吐吐，要講不敢講，讓對方就很生煩惱。這個葸就是畏
懼、膽怯，所以這個謹慎變成缺點了。「勇而無禮則亂」，一個人
很勇敢是很好的德行，但是，他不守禮法，不守章法，就會惹出亂
子。「直而無禮則絞」，經常聽到有些人說，我這個人就是很直，
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算了。大家一聽，說，對，他做人其
實很正直，我們不要和他計較。我們不要和他計較，我們自己要不
要改？往往我們說我很直，反而變成一個什麼？我們不願意去改變
自己的藉口，因為直是美德。可是這個絞就是什麼？我們出言就像
刀子一樣，傷害到別人的心。這個直好不好？這個直就不好了。前
面我們講要厚道、要柔軟。
　　孔老夫子兩個學生，子路很勇敢，子路有一天去請教夫子說，
「聞斯行諸」，就是聽到一個道理，老師我要不要立即去做？孔老
夫子說，你家裡有父親有兄弟，你怎麼可以聽到一件事馬上就去做
？你要三思而後行，不可以這麼魯莽。子路聽了，就走了。結果冉
有，另外一個學生進來，同樣問跟子路一樣的問題，說「夫子：聞
斯行諸」。孔老夫子說，你聽到一個道理要趕快去做，不要想前想
後慢慢吞吞，趕快去做。完了，冉有也離開了。另外一個學生在旁
邊看得就很納悶，這個叫公西華，就說：夫子，您是不是對兩個學
生不太公平？他們問的是同樣的問題，可是您卻回答不一樣，這是
為什麼？我們就看到夫子老人家教學的智慧，他會因材施教。這個
因材施教，他是看到子路很勇敢，而缺乏周詳的思考，所以他要把
他的性格改變，拉回來；而冉有，恰巧就是過於謹慎，可能別人都
已經做得快成功了，他還沒有起步，還在那裡想前想後，在那裡思



慮，所以要訓練他聽到一個道理馬上就去行動。通過這樣的教育，
讓我們內在的人格變得更加的完善和圓滿。在座的朋友，您看我們
看到恭慎勇直是美好的德行，假如失掉了禮就會勞葸亂絞，所以禮
重不重要！假如我們覺得禮很重要的話，我們下節課我們再來共同
學習。第一堂課先到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