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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觀眾，諸位同修，諸位大德，大家好，阿彌陀佛！請放掌
。今天繼續跟大家學習李炳南老居士講解的《常禮舉要》，上一集
跟大家學習到「講前勉辭」，在講《常禮舉要》之前勉勵的言辭。
我們說常禮就是日常生活當中待人處事的禮節，常禮就是現在日常
生活的禮節，現在還用得到，就是現在社會上必須用到的。為什麼
不說修身？「修身是教育的範圍」，修身是教育。「而《常禮舉要
》是人對人」，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這不是自修」，不是我
們自己自修，是我們對別人。懂這個禮，我們在社會上、在家庭，
才沒有障礙，才行得通，也就是說不會妨礙到別人。孔聖人也說過
，你學一樣東西要「博之以文，約之以禮」。博是很多，我們學習
的東西很多，約是把它濃縮，用在生活上就是禮節。總而言之，就
是要從禮下手，從這裡做起，禮上如果做個大概，也就是照這樣去
做，做個大概，漸漸其他的範圍我們也能懂了，慢慢能夠了解，這
是天理人情。
　　古人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儒家講的，講得比較快
、比較簡單，要做就很困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要的，
不管什麼事情，自己不喜歡的、不要的，我們就不能給別人。這要
做到也相當不容易，也就是不要妨礙別人，不妨礙別人就要處處想
到別人，不能只有想到自己。首先說我們家庭裡頭，「要教年輕人
受正當教育」，這就是屬於教育。禮，沒有讀孔子書的人也要這麼
做，如果不這麼做，一出去就踢到鐵板，也就是在社會上處處和人
起摩擦、起衝突，跟人不和。現在先說家裡，家庭裡面，第一居家
，「子、居家」。



　　【一、為人子不晏起。衣被自己整理。晨昏必定省。】
　　這個排列的順序依地支，中國古時候算排列的順序天干、地支
，天干：甲乙丙丁，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天干十個，地支十
二個。這個排列從「子」排起，居家。第一條就是在家庭裡面，『
為人子女不晏起』，就是不能睡太晚，到一定的時間就要起床，除
非身體有病，不然的話平常生活要正常，這樣對身體才有幫助。不
可以父母都起床了，做子女的還在睡覺。現在社會上大多數都是這
樣，父母一大早就起來煮飯，準備東西，小孩睡到很晚，叫他起來
吃飯，他還不起來，這樣是不是妨礙人？是妨礙人。父母都起來，
飯都煮好了，你不起來吃，飯菜冷了，你還在睡，是不是妨礙人？
是妨礙人，在家庭裡面就妨礙人。所以要不妨礙人，自己要有團隊
精神，就是要有團體生活的規律，自己能夠振作、能控制。早上誰
不想多睡一會兒？但是我們要有團隊精神，你在家庭裡也是一個團
隊。
　　『衣被自己整理』，我們自己蓋的棉被、自己穿的衣服要自己
整理，不能放著讓父母整理。以前的家庭有家教，在團體裡面，在
軍隊裡面，衣服和棉被都要自己整理。如果有當過兵的，在軍隊裡
面衣被都要自己整理，晚上幾點睡覺？十點睡，早上六點起床，時
間都是一定的。我們能夠遵守作息的時間，身體才會健康，也才有
團隊精神。整理東西，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習慣。我們到任何一個地
方，都要整理環境，使環境都有條理，也就是井井有條，這個條理
就是整理得很整齊。譬如放東西要放在固定的位置，如果沒有整理
好、放好就不能出門。你要出去，家裡、房間裡面或是自己使用的
東西要整理好，東西要放在一定的位置。這樣練習成功，養成習慣
了，功課也一定能做好，念佛也一定能得一心，也能往生。如果亂
七八糟，一切隨隨便便，一點整潔都沒有，這就不行。



　　從這段我們就能看出來，我們念佛的功夫跟生活是相關的。所
謂念佛功夫成片，也就是將念佛的功夫表現在日常生活當中，這就
叫做功夫成片。你說我在念佛堂念佛，一心不亂，功夫成片，出了
念佛堂就亂七八糟，這就不成片，功夫沒有成就。所以念佛一定也
要一心，做事也要整齊，不能亂。念佛得一心的人，他處理事情、
放東西也不會亂。你說我念佛念到一心不亂，東西亂丟，亂七八糟
，諸位想一想，這樣叫一心不亂嗎？所以一心不亂就是表現在日常
生活當中處事待人接物。以前大陸內地的商店，這是以前，現在也
一定要這樣。商品、要販賣的東西，放的位置都是一定的，放在固
定的地方，拿了以後用完要再放回去，你要找就方便，就不會找不
到。如果沒有放在固定的位置，亂放亂丟，走到哪丟到哪，下次要
用就找不到了。如果固定放一個地方，它也不會長翅膀飛走，放一
百年也不會消失。這是過去做生意的商店，像雜貨店東西很多，東
西這麼多，老一輩的人，什麼東西放在哪裡，他都知道，這就是有
一個固定的地方。這是衣被自己整理的道理。
　　整理是整理整齊，排列好，東西要會擺放，擺放的地方也要有
適合的位置。以前我在台北景美華藏圖書館，跟淨公老和尚住在圖
書館的時候，浴室裡面一個水桶放錯位子都不行。以後訓練到再小
的地方東西怎麼擺法，放在適當的位置，東西雖然多，看起來不會
凌亂，這要練習。現在的家庭沒有這種教育，所以現在年輕人有的
整間房子比垃圾場還亂，真的比垃圾場還亂，垃圾場還有人整理，
不相信你們可以去檢查。我如果去別人家裡都不敢去看，我知道那
不堪入目。你說念佛的人東西如果是這樣，你想這樣念佛能一心不
亂嗎？他東西亂丟，丟得亂七八糟，表示什麼？他的心很亂，是不
是？你的心亂不亂表現在你做事、做人、說話這些方面。由此可知
，他的心是什麼情形，不用去調查，一看就知道了。



　　『晨昏必定省』，為人子起床以後，衣被整理好，第一件事情
先去見父母。早上去看看父母起床了沒，看父母起床沒當然要比父
母早起。現在的年輕人不要睡到中午就不錯了，為什麼他會這樣？
你也不能怪他，沒人教他。在家裡父母沒教他，在學校老師也沒教
他，在社會上社會大眾也沒人講、沒人教，從幼稚園到博士班都沒
有人教這個，他當然不知道。你不教他，你怎麼可以怪他？你不教
他，他不會做、做錯了，你不能怪他，也不能處罰他，這就不合理
。如果你教他，他知道了，明知故犯，這樣處罰他，他才沒話說。
從小沒教他，沒讓他養成習慣，長大了習慣已經養成，現在才要調
整，這就很困難了。現在只能勸他，聽不聽要看他自己了。這就是
沒有家庭教育，古時候有家庭教育。
　　現在做父母的不會教小孩，因為做父母的他的父母也不會教。
所以淨公老和尚說，傳統文化教育至少斷了一百年，今年民國一百
年，斷了一百年，沒有人教，所以他不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所以
現在社會會亂、家庭不和，不是沒有原因的。現在學禮，要從自己
做起，我們也不懂，要從自己做起，我們學習，帶動家裡的子女學
習。父母沒有做給他看，要要求他做，他心不服，所以要做給他看
。這是衣被整理好先見父母，看父母起床了沒。早上看父母起床是
請安，看他們昨晚睡得好不好，太冷或太熱，還是被蚊子叮，整晚
睡不好，或是茶喝得太多，整個晚上睡不著，請安是這個意思。佛
門說問訊，問訊是一個動作，一個鞠躬，合掌。問就是問安，問他
昨晚睡得好不好？去關心，不是跟他鞠個躬，轉身就走，不是這樣
，那不是問訊。問訊有問安的意思在，請安的意思。
　　晚上要睡覺了，先到父母的房間看父母睡了沒，再去睡；看他
們睡得好不好，是不是有需要什麼東西，像冬天到了，棉被蓋得暖
不暖，有沒有毯子。還是有的年紀大的父母，要準備電暖器，保暖



，這都在定省的意思裡面。不是說去看一下轉身就走，是看他們要
睡覺有沒有需要什麼東西。這叫做「晨昏必定省」，這樣做日久天
長就習慣了，孝就是這樣表現的。不用特別教他要怎麼孝順、孝順
要怎麼做，是要有具體的表現，你就照這樣做，做久了就知道。如
果沒有這樣做，怎麼說也體會不到。
　　【為人子坐不中席。行不中道。】
　　這是第二條，居家，家庭裡面的第二條。現在的常禮，這是說
坐桌子或坐椅子。怎麼不說坐椅子？這裡說「坐不中席」，現在請
客說入席，席在哪裡？宴席，席都擺好了，請入席。開會也叫入席
。到別人家裡沒有席，要怎麼入席？但是現在的習慣還是說入席，
譬如擺席請客，宴席，這是一個習慣，自古以來的說法。但是現在
沒有席了，但是沒席也不習慣說入椅、入桌，沒有這麼說，這麼說
聽了很不習慣，說入席。席是什麼？席是古時候在地上鋪的草蓆，
那叫蓆。蓆就是日本現在還在坐的榻榻米，席是古時候人坐的草蓆
。進到別人家裡，現在中國已經看不到了，大陸跟台灣都沒有了，
只有日本、韓國還有中國古代的蓆。入席當中的一段就是給客人坐
的。我到日本京都光明寺，他們招待的都是榻榻米、都是蓆，榻榻
米上面擺一張桌子，讓你坐在那裡泡茶，請你吃餅乾，請你坐在那
裡，這就是席。這是我們古時候的席，以前日本從中國學過去的，
一直保留到現在。
　　席中間是給客人坐的，主人坐在前面或是旁邊。「為人子者不
能坐在當中」，這是恭敬客人的地方，是要給客人坐的，為人子女
坐在中間，坐在大位上，這就不合禮了。即使沒有客人也不能坐在
那裡，沒有客人，家裡還有戶長、還有主人，為人晚輩的怎麼可以
隨便坐在那裡？還有家長在。所以沒有人坐，那個位子也要空下來
，如果你坐在那裡就變成客人，或是做主人了，身分地位不適合，



那個位子不適合我們坐。現在沒有這個講法，因為現在也沒有席了
。沒有席有桌子，譬如台灣古式的房子有一張四方桌，我小時候家
裡就是擺這種四方桌，客人來就是在四方桌上請客。我小時候小孩
不能上桌的，小孩要坐在旁邊，不能到桌上。我小的時候父母不准
小孩坐到桌上，有客人在。但是現在時代不一樣了，現在二、三歲
小孩要買一張大張的椅子，坐在那裡，他最大。這是跟西方人學的
，學到最後小孩就不孝，沒規矩。
　　舊式方桌旁邊有擺椅子，吃飯的時候一般方桌一邊坐兩個，四
邊就坐八個人，一邊是上菜的，所以一般坐六個。兩旁，左右，主
人坐在兩邊，這是方桌。如果是圓桌，也有它的擺法，在中國古禮
圓桌，一進門，門口一進來，這個是主位，主客，旁邊是陪客。再
來主人這方陪客人的，主人坐中間，坐在下面，一般講齋主。我現
在到一些地方都會跟同學學習常禮，要打齋，誰當齋主？齋主要坐
在我的對面，你請我，我是主客，旁邊是陪客，齋主要坐在正對面
，正對面就是付錢的。如果不是他請的，他坐在正對面，這餐是不
是你要請客，你要付錢，你做主嗎？但是現在的人沒有學禮，他也
不知道。現在的齋主一般都坐到我旁邊，要幫我挾菜。所以我現在
依照這個常禮印一些單子，圓桌要怎麼坐，方桌要怎麼坐？拿出來
，吃飯就是要學禮儀，後面聚餐的部分就有講到要怎麼坐。這是一
個很重要的事情，也是一個學問。
　　你要請客也是一個大學問，客人請來了，我們好意請他來，他
吃得很不高興回去了。為什麼不高興？把他安排得不適當，他吃得
不爽，他就不高興。所以古時候對禮很重視，你在社會上什麼樣的
身分地位，你的年紀多大，男眾女眾，有做官的、沒有做官的，士
農工商，它都有個順序。現在沒有禮了，沒人講禮，都隨便坐，小
孩最大，baby最大，坐在那裡好像皇帝，這就是無禮，無禮就隨便



，有得坐就好。雖然現在的人不學禮，如果把他安排得不妥當，他
也會不高興，不相信的話你可以試試看。雖然現在的人不學習禮，
但是安排得不好，他心情也會不好。所以這個我們要學習。現在的
人不懂，不懂他就亂坐，亂坐你也不能怪他，沒有人教他，他沒有
學，當然他就不知道，只好隨便他坐。「這是很講究的」，這是以
前客廳的擺設，好像弓箭，「弓字型」，為人子女就是要坐在兩邊
，不能坐中間。廟裡面講經的人講開示，「穿衣打坐在正當中」，
正當中是表示有重要的事情，譬如講經就是要在這個位子，這個位
子是在佛堂的正中央，平常就不能坐在正當中。
　　「行不中道」，走路不能走在路中間，要走兩邊，左右。你看
祭祀，祭祀的功夫，上台從哪邊上來從哪邊下去，沒有從正中間上
去的，都是從兩邊上去的。但是現在也沒有講究那麼多，有時候到
一個地方，人家怎麼安排，也只好照他安排的去走。照古禮是要走
兩邊，譬如從左邊上去，從右邊下來，不從中間走的。「為人子的
就是在學生的地位上，不能在當中走」，這是我們的身分地位不適
合走中間。進去大門、二門，不能從中間的門走，要從旁邊走，這
是規矩。「從前連正門都不走」，到廟裡也不走正中間。這個學了
以後要記得，但是李老師說，如果你學會了，不准你去教別人，這
是李老師在蓮社內部教學生，不准教外面的人，只能教自己的子弟
，在外面不能教別人。為什麼說不准教別人？因為現在的人不講這
一套。有人說，現在的人看到長輩，看到他就喊：喂、喂、喂，你
要去哪裡？現在的人不講禮節，你跟他說，他說這個不合時代了，
你這個過時了，你跟人講，自己也沒意思，所以懂的人也不能到外
面隨便教人。這是李老師當時教他的學生，要自己做，做得對不對
，也不用教別人，一切都是要從自己做起。這是第二條。
　　【三、為人子出必告。反必面。】



　　這條很重要。你到外面必須要跟家裡的長輩說一聲，我要去某
某地方，長輩聽了以後就放心，知道你要去哪裡。『反必面』，在
外面辦完事回來了，先跟長輩說我回來了，跟父母、家裡的長輩說
，說一聲我回來了，你再回到你的房間。這一條特別要緊，為什麼
？你出去，家人不知道，有人要找你，找不到，也不知道你出去。
長輩在家裡一直找，你不在家，出去也不跟他說，什麼時候出去的
，他也不知道，有事情要找你，找不到，這個不行。如果當中出了
事情，就說不過去了，去外面也沒跟家人說，在外面發生事情，家
人也不知道。或者在外面被車擦撞到，或是被人傷到，跟人打架受
傷，被人拿刀砍傷，家人也都不知道。你躺在路邊，姓什麼、叫什
麼名字也沒人知道，長輩也照顧不到你，那時候自己就吃虧了。如
果你出去有說一聲，長輩注意到了，時間到了沒回來，他會在門邊
等。做父母的，在以前會靠在門邊看孩子回來了沒，怎麼這麼晚還
沒回來？在那裡等。等久了，等不到，他會去找、會去問。如果不
知道你去哪裡，他要上哪去找？就沒辦法了。如果你有說，知道你
去了什麼地方，父母看時間到還沒回來，他就會去那裡找，再找不
到，去警察局報案，請警察幫忙找。找到了，譬如是被車擦撞到，
送到醫院了，這才有線索可以找，父母也可以馬上到醫院照顧。
　　有人說，這有什麼關係？他沒有想到父母的心情，做父母的心
情，為人子女的沒有想到，這是現在很普遍的。他認為無所謂，有
什麼關係，我出來會有什麼問題，何必那麼操心？但是做父母的就
是會操心，他就沒想到父母的感受。你對這個事情不在意，父母是
很在意的，甚至連飯都吃不下。這裡李老師說，如果你認為父母吃
不下飯，不要吃就好了，如果是這樣就不用說了，不吃讓他餓死，
那《常禮舉要》就不必說了，大家也不用來這裡聽了，也不用說了
，那就沒有辦法了，那是合乎現在的潮流，我們講這套常禮，不合



潮流。我們學佛的人，好的潮流要隨喜，不好的潮流就不能隨喜，
就是不能學習不好的。
　　【四、長者與物。須兩手奉接。】
　　前面講了三條，現在說第四。『長者與物，須兩手奉接』，這
裡講的長者按照《禮記》說，年紀比我們大五歲或十歲或加倍，譬
如長我們五歲、十歲、二十歲或是更多，這都是長者，他的年紀比
我們大。今日之下很少講長者，譬如大家都是同學，同學家裡面的
姪子輩，他的兒子或是姪子，姪輩就是晚輩。同學裡頭也有交情深
的、交情淺的，交情深的禮就可以變通，不必那麼呆板，過分講禮
就顯得疏遠見外。如果明白這個道理就會很輕鬆，像如果交情不夠
，總是要對人客氣一點、恭敬一點，這樣必定有好處；如果交情深
的，就可以輕鬆一點，不必那麼呆板。有時候如果不懂得活用，會
覺得很彆扭，禮節那麼多，古人說多禮。所以禮有節度，叫做禮節
，節制，你要知道節制，看對象，看交情。
　　總而言之，無論如何要恭敬人、對人要尊敬。每個人，不管什
麼樣的人，縱然是個乞丐，他也希望被人尊重，沒有人希望別人對
自己不尊重的。你尊重他，他就高興，你不尊重他，他就不高興。
這是說比我們年輕或是跟我們同輩的，拿東西用雙手接，這樣也沒
什麼不好。即使是國家對國家，國家對國家怎麼樣？「孟子說：以
大侍小，以小侍大」，小國侍候大國，這是理所當然，因為我們的
力量抵不過他，他們大；大國侍候小國這是什麼道理？仁也！就是
說他有仁慈之心。這集的時間到了，我們先學習到此地，這一段還
沒有講完，我們下一集再繼續跟大家學習。謝謝大家收看，祝大家
法喜充滿，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