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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放掌。我們這節課的學習到這裡。這一集《群書治要３６Ｏ
》的內容，重點也都是在修正自己開始。《感應篇》講「正己化人
」，就是講到領導有過都歸自己，功就讓給別人。這在十幾年前，
我到美國洛杉磯去演講，我們台灣天仁茗茶老闆的太太去聽講，送
我一本書，就是她先生這些經營興衰的一個過程。後來她也介紹他
們在老家福建漳浦，工廠在大陸，它是倒閉了，後來又恢復，不但
恢復，比過去事業做得更大、更興旺。所以有一年我到漳浦做法會
，他們在大陸有很多高速公路的服務區，都有他們經營的茶行。在
漳浦這個服務區，它在大陸叫天福，老闆李先生他寫了一句話，就
是「所有的過都歸他自己，功都讓給下面的人」。後來我看到這句
話也深深的感觸，覺得他破產了，在台灣做證券破產能夠再爬起來
，而且比以前做得更大，不無道理。所以這也印證了我們剛才學習
這集，蔡老師講的，屬下所有的過，做領導的人都要承擔起來，不
能推卸責任，都是推給下面的，要先承擔起來。這也是李先生給我
的一個很大啟示。
　　另外就是「各相責，天翻地覆；各自責，天清地寧」。這一句
就是我們當前大家來學習的，我們看到別人不對、做錯事，我們總
是隨順我們的煩惱習氣，先發個脾氣，然後去指責對方，去指責他
，去責備他。對方如果不接受，他也就反抗，就互相責備，這就「
各相責，天翻地覆」。我們現在看家庭、團體、社會，包括我們道
場，整個世界這麼亂，不都是這樣嗎？各相責，互相指責對方，天
翻地覆，世界造成這麼大的災難就這麼來的。如果我們接受佛菩薩



、聖賢的教誨，「各自責，天清地寧」。各自責，我們也不能先要
求別人，你先自責你自己，我再來自責，這也很難，只有自己先做
，自己先自責。別人有錯，那我們先責備自己，特別當領導的人，
要去承擔屬下的過失，我們不能推卸責任，這個都是你的錯，我都
沒有錯，都是你們的錯。所以我們這一集就學習這一句，這一句我
們就是要在生活當中，遇到境界來的時候要提起來，我們從這個當
中去練習，這樣我們才能得到真實的受用。如果不在這個境界當中
去提起，我們看到不如意的這些境界，第一個我們自己一定是先生
瞋恨心，發脾氣，接著指責對方，必然是這樣的。現在我們要調整
過來，修行就是這麼修。所以不是我們經念多少部、佛念多少，但
是沒有實際上在這些人事物、境緣當中去修正，改掉我們的貪瞋痴
慢這些煩惱習氣，經讀得再多、聽得再多，甚至也很會講，還是於
事無補，還是不能進步。
　　好，我們現在是午齋時間。祝大家福慧增長，法喜充滿。阿彌
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