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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了凡四训》第四篇「谦德之效」。
前面都是讲到改过积善，能够改过积善当然很好，但是人在社会上
，不能不与广大的群众交往，因此做人最重要的是谦虚；如果涉及
到傲慢，依旧是很难行得通的。了凡先生把「谦德」放在四篇文章
的最后，就像佛经里面的流通分一样，意义非常重大。请看本文：
　　【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
。人道恶盈而好谦。】
　　这是《易经》里面的几句话。
　　【是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
　　我们看《易经》六十四卦，每一爻都是吉利而没有凶相的，唯
独谦卦，只有这一卦。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
　　这两句是《书经》里面所说的。
　　【予屡同诸公应试。每见寒士将达。必有一段谦光可掬。】
　　这后面了凡先生说，他很多次跟同学们一起去参加考试，常常
见到贫寒的学生们将要发达，也就是他将要考中的时候，之前他有
预兆，一定是非常谦虚。所以处事待人接物，最重要的是虚怀若谷
，能够接纳别人，能够成就别人。
　　《易经》上这四句话，我们简单的说一说。『亏』是亏损，『
盈』是自满，『天道』也就是自自然然的道理。凡是自满的人，总
是会遇到一些吃亏的地方，亏欠的地方。能够谦虚的人一定能够得
到利益，这是天道。『地道变盈而流谦』，「地」是宽广，「变」
是变动，「流」是聚集在一处的意思。像流水，水总是会流到低洼



的地方，不会流到高的地方，所以「变盈而流谦」。像水，高的地
方是满、自满，贡高我慢，得不到利益，得不到滋润，滋润总是在
低洼的地方。『鬼神害盈』，对於自满的人、傲慢的人，鬼神总是
要找他麻烦，给他开开玩笑，而对於谦虚的人，鬼神尊敬，鬼神帮
助。人道又何尝例外！『人道恶盈而好谦』，对於自满的人、自大
的人、傲慢的人，人们总是讨厌他，对谦虚的人总是欢喜他。所以
谦之一卦，惟有吉利而无凶灾，这是做人重要的原则。下面了凡先
生举了五个人来做例子，我们从这个地方观察，他眼光确实不错，
观察得非常准确。第一个例子：
　　【辛未计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宾。年最少。极其
谦虚。予告费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费曰。何以见之。予曰。惟
谦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恂款款。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乎。有恭
敬顺承。小心谦畏。如敬宇者乎？有受侮不答。闻谤不辩。如敬宇
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犹将佑之。岂有不发者。及开榜。
丁果中式。】
　　这一年，了凡先生三十七岁，他去考进士，跟同伴一共十个人
，嘉善县一共十个人。十个人当中他看出来了，『丁敬宇』，敬宇
是他的字，他的名字叫丁宾，这个人在十个人当中年岁最轻，『年
最少』，非常谦虚。了凡就告诉另外一个同伴，也是参加考试的费
锦坡，跟他讲，他说：「丁敬宇今年一定会考中，中进士。」费就
说：「何以见得？」了凡先生说：『惟谦受福』。这一句就是从《
易经》里头下的定论。『兄看十人中』，你看我们十个人当中，有
哪一个像丁敬宇这样谦虚的？『恂恂款款』，是讲的信用、忠厚、
诚实。『不敢先人』，总是居人之后，这个难得，不敢为人先。『
有恭敬顺承，小心谦畏』，对於每一个人都能恭敬顺承；换句话说
，在大众之中他不坚持成见，能够随顺别人，这个难得！『有受侮



不答』，他受别人侮辱，他没有一句话说。『闻谤不辩』，听到别
人毁谤他，他不辩白。丁敬宇都做到了，他一个人能够如此，天地
鬼神都会保佑他，哪有不中的道理？及开榜，果然中了。了凡先生
没中，了凡考进士考了三次，前面两次都没中，这是头一次。他三
十七岁这一年去考试，没有考中。第二位他举的冯开之，这一年了
凡先生四十三岁。
　　【丁丑在京】
　　丁丑年是公元一五七七年，我们用公元来计算，我们的概念比
较清楚。这一年他又去考进士，这是第二次去考，第一次是三十七
岁，第二次是四十三岁，第二次去考。
　　【与冯开之同处】
　　这也是跟他同时去考试的冯开之，也是浙江人，是他们的同乡
。
　　【见其虚己敛容。大变其幼年之习。】
　　他年轻时候的习气全都没有了，冯开之这一次参加考试中了状
元，就是进士的第一名。
　　【李霁岩。直谅益友。时面攻其非。但见其平怀顺受。未尝有
一言相报。】
　　当时有一位李霁岩先生，这是很直爽的一个朋友，见到别人的
过失，他要当面批评。见到冯开之也是毫不客气批评他，可是冯开
之『平怀顺受』，心里听到之后非常平静，完全接受。『未尝有一
言相报』，「相报」就是辩白，没有一句话来辩白，别人所指责的
完全承受。
　　【予告之曰】
　　他跟冯先生讲。
　　【福有福始。祸有祸先。】



　　祸福都有预兆，「始」跟「先」当预兆讲。
　　【此心果谦】
　　他这谦虚不是装的，是真的，出自於真诚心。这样谦虚的人：
　　【天必相之】
　　『相』是襄助，老天爷也会襄助他。
　　【兄今年决第矣】
　　他就判断：你今年一定考取。
　　【已而果然】
　　不但他考取，他是第一名被录取，以后官做到翰林院的编修。
这是第二次了凡先生参加进士的考试，遇到同乡的冯先生。第三个
例子：
　　【赵裕峰。光远。山东冠县人。童年举於乡。久不第。】
　　『童年』，没有满二十岁，二十岁叫「弱冠」，十九岁以下叫
「童年」。可见这个人相当聪明，他童年的时候就中举人，考取举
人。以后考进士就没有办法，考了许多次都没有考取。
　　【其父为嘉善三尹】
　　他的父亲是嘉善县的三尹。三尹就是县里面它的地位是在第三
级。通常我们叫大尹，大尹是县长，大概要照现在的说法，二尹应
当是秘书长、主任秘书，三尹大概是科长，这县政府的组织。
　　【随之任】
　　他随著他的父亲到嘉善来就职，他父亲相当於县政府的科长。
　　【慕钱明吾】
　　钱明吾是当时的一位学者，很有学问、德行的一位老先生。
　　【而执文见之】
　　他自己做了文章，把自己的文章带去给钱先生看。
　　【明吾悉抹其文】



　　钱先生把他的文章大幅度的批改，许多地方都把它划掉了。
　　【赵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
　　通常文人的习气，总是自己的文章好，别人改动自己文章，心
里总是不服。可是赵裕峰不一样，钱先生改了他的文章，不但没有
一点怒容，而且真正是心服，心服口服，确实能够改正。
　　【明年。遂登第。】
　　到第二年，他再参加进士考试，他考中了。谦虚重要！第四位
是夏建所：
　　【壬辰岁。予入觐。晤夏建所。】
　　这一年是了凡先生五十八岁，入觐是见皇帝，在京城遇到夏建
所。
　　【见其人气虚意下。谦光逼人。】
　　非常谦虚，真正做到自卑而尊人。
　　【归而告友人曰】
　　他回来告诉他的朋友们说。
　　【凡天将发斯人也。未发其福。先发其慧；此慧一发。则浮者
自实。肆者自敛。建所温良若此。天启之矣。及开榜。果中式。】
　　壬辰年遇到夏建所，他观察非常准确。『凡天将发斯人也』，
这个话就是说，这个人将要发达之前，福报还没有现前，智慧已经
透出来了。智慧透出来之后，『则浮者自实』，「浮」是轻浮，他
自自然然就老实了，放肆的自自然然他就收敛了。『建所温良若此
，天启之矣。』这是老天爷启发他，他智慧开了。这一次考试开榜
的时候，果然中式。第五位是张畏岩，这是反面的一个例子：
　　【江阴张畏岩。积学工文。有声艺林。】
　　书念得好，文章写得好，在现在讲学术界里他有相当的声誉，
大家都非常赞叹他。



　　【甲午。南京乡试。】
　　『乡试』是考举人，张畏岩是个秀才，考举人。
　　【寓一寺中】
　　住在一个寺庙里。
　　【揭晓无名。大骂试官。以为眯目。】
　　考试完了之后，揭晓的时候，他没考中。没考中他就骂考试官
：「我的文章写得这么好，为什么没有被录取？」心里非常不平。
　　【时有一道者。在旁微笑。】
　　『道者』是一位道长。道长在旁边听他在那里大骂试官，在那
里不平，埋怨！这个道长在旁边笑。
　　【张遽移怒道者】
　　张畏岩骂考试官，道者在旁边讥笑，他就转过来骂这个老道。
　　【道者曰。相公文必不佳。】
　　道者就讲：相公，你的文章一定不好。
　　【张益怒曰】
　　张脾气就更大了。
　　【汝不见我文。乌知不佳。】
　　你没有看到我的文章，你怎么晓得不好？
　　【道者曰。闻作文。贵心气和平。今听公骂詈。不平甚矣。文
安得工。】
　　这道长讲得有道理。作文一定要心气和平，心平气和才能写得
出好文章。现在听你骂考试官，你的心非常不平，你的文章怎么能
写得好？张畏岩也算是很难得，他听了道长的话，说得很有道理。
　　【张不觉屈服。因就而请教焉。】
　　他就把怒息下来，反过来向道长请教。这个难得，不容易！
　　【道者曰。中全要命。命不该中。文虽工。无益也。须自己做



个转变。】
　　这个道长跟张畏岩讲：考试能不能考中，那是命。命里头要是
不该中，你文章作得再好，都没用处。所以古时候考试，没有不重
视阴功，上是祖宗积德，下是自己要有阴功，积阴德，积些善事不
为人知道，鬼神在当中默默的保佑，你参加考试中的机会就很多。
所以道者就告诉他：你必须自己做个转变。就如同了凡先生遇云谷
大师一样。
　　【张曰】
　　张畏岩讲：
　　【既是命。如何转变。】
　　既然命里头不该考中，我怎么个转变法？
　　【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广积阴德。何福
不可求哉。】
　　道者讲，造命虽然是天，可是「立命者我」，他这个意思跟云
谷禅师的说法完全相同。劝他『力行善事，广积阴德』，有求必应
！
　　【张曰。我贫士。何能为。】
　　我是一个贫寒的读书人，你叫我去做善事，我没有力量。纵然
心里想做，所谓是力达不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道者曰。善事阴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无量。且如
谦虚一节。并不费钱。你如何不自反。而骂试官乎。】
　　教他修善积德的方法。善事阴功都是由心造，要常常存一个善
心，常常存帮助别人的心，这就无量功德。这就举现前的例子，谦
虚这一节，不要花钱，你可以做得到的；你为什么不自己反省，你
去骂考官？这就是你的过失。
　　【张由此折节自持】



　　张畏岩从此之后，把傲慢的习气慢慢都改掉。
　　【善日加修。德日加厚。】
　　真老老实实断恶修善，天天做反省的功夫，所以他的善德天天
有进步。
　　【丁酉。梦至一高房。得试录一册。中多缺行。问旁人。曰。
此今科试录。】
　　丁酉年，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他自己到了一个很高大的房子
里。这高大的房子一定是政府办事的机构，不是平民的住宅，建得
很高大。他在这里面看到一本名册，名册里面有许多格子缺了。他
很好奇，问旁人：「这是什么东西？」别人告诉他，这是今年考试
录取的名册。
　　【问。何多缺名。】
　　他就问：「为什么名册里好多空格缺名的？」这个人说：
　　【曰。科第阴间三年一考较。】
　　每三年等於说重新审查一次。
　　【须积德无咎者。方有名。】
　　原本名册有名的，这三年当中他要是积德，他没有过失，他的
名字才保全。
　　【如前所缺】
　　你看到这里面空格的。
　　【皆系旧该中式】
　　他原本应该在这一次考中的。
　　【因新有薄行而去之者也】
　　因为这三年当中他造作恶业，名字除掉了。
　　【后指一行云。汝三年来。】
　　你这三年来。



　　【持身颇慎。或当补此。幸自爱。】
　　他说：你这三年来，你能够折节自持，每天修善积德，或者可
能补这一个缺，希望你自爱。
　　【是科果中一百五名】
　　这一次参加考试，这就是丁酉年参加考试，果然被他考中，考
中第一百零五名。改过确实有效验。
　　下面是第二段，这是总结：「虚心屈己，受福之基」。
　　【由此观之。举头三尺。决有神明。】
　　我们人如何跟天地鬼神相处？现在这个世间，一般人不相信，
不相信有鬼神，对鬼神这个事情完全置之不理。鬼神有没有？鬼神
有。鬼神照不照顾你？不再照顾了，鬼神虽有，也远离了。人不信
佛菩萨，不信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只好站在一旁冷静的观察，看你
造作罪业，看你受恶报。什么时候你回头了，你回心转意了，知道
忏悔了，天地鬼神还是来照顾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鬼神也不
例外。
　　【趋吉避凶。断然由我。】
　　自己一定要造因，这一点鬼神没法子帮助我们。
　　【须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而虚心屈己。使天
地鬼神。时时怜我。方有受福之基。】
　　这几句话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存善心，一定要制止自己不正当
的行为，天地鬼神是善良的，我们造作不善就得罪於他。我们修善
积德，这就跟天地鬼神同心同好，同样的嗜好。『虚心屈己』，「
屈」是要折节，要委曲自己，我们常讲委曲求全，这样天地鬼神自
自然然就加持你。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对什么人，自己能够迁就
一点，委曲一点，好！这才是『受福之基』，「基」是基础。
　　【彼气盈者。必非远器。】



　　这个人气势凌人，贡高我慢，这个人的前途不会远大。『必非
远器』，「器」就是度量，度量有大小；这个人的度量不大，度量
不大成就也不大。
　　【纵发亦无受用】
　　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就算发达了，也不会长久享受到福报。
　　【稍有识见之士。必不忍自狭其量。而自拒其福也。】
　　这是说稍稍有见识的人，必定不忍心把自己的度量搞得那么狭
小，自己远离自己的福报。可是今天在社会上，我们看到这一类的
人不在少数。
　　【况谦则受教有地。而取善无穷。尤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也。
】
　　这一句话很重要。何况一个人能谦虚，他就能接受别人的教诲
。你要是自满贡高，谁肯教你？你能够虚怀若谷，那些有德行、有
学问的长者见到你，都欢喜教你，都欢喜帮助你，都欢喜成就你，
你『取善无穷』！尤其是『修业者』，读书人、做学问的人，『所
必不可少者也』。再看下文：
　　【古语云。有志於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於富贵者。必得富
贵。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立定此志。须念念谦虚。尘尘方便。
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由我。】
　　这是了凡先生举古人的话来说。有志求功名，有求必应，孟夫
子说的，必定得功名；有志於富贵，必定得富贵。这里面，求之要
有道。我为什么要求功名？功名，诸位要知道，这是古时候考取举
人、考取进士，目的是在作官。作官的目的，是在为人民服务；换
句话说，是希望找到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目的在此地，决定不
是利益自己。如果为自己的富贵荣华，那你求之就不是道。你命里
头有功名、有富贵，是前世所修的。这一生当中命里头没有功名、



没有富贵，我求功名、求富贵，不是为自己求；为自己求，求不到
的。为什么人求？为社会求，为众生求。希望我求的这个职位，能
够为人民服务。这个心，这个愿，天地鬼神都赞赏，所以天地鬼神
会帮助你。
　　古时候读书跟现在读书，确实不一样。现在读书人念大学、念
研究所，你问他为什么来读书、来念这个学位，都是为自己。为自
己的名闻利养，为自己五欲六尘享受，这跟从前完全不一样。所以
我们读这个书，天地鬼神还有没有？我告诉同学们，肯定有。就如
同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恶人虽然很多，但是善人还是有。
善人就好比是天地鬼神，恶人就好比是妖魔鬼怪，现代这个社会，
妖魔鬼怪是不少。佛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讲这个末法时期，
也就是讲现在这个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师指的就是
妖魔鬼怪。妖魔鬼怪跟佛菩萨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诸佛菩萨教人正
法，教人断恶修善；妖魔鬼怪教人邪法，教人增长贪瞋痴慢；他教
的东西不一样。那我们想想，现在这些世间人，为什么这么多的人
去信仰邪教，接受邪法？很简单，他教给你贪瞋痴慢，教给你享受
五欲六尘，教给你可以不择手段，那正中我怀，自然就跟著去了。
所以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恶的力量充斥社会。正法，正法只有隐
藏起来，正法希望不被邪法完全灭绝，那只有用低姿态来求生存，
这就是所谓「法弱魔强」。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们一心向善，自然得诸佛菩萨、善神的保佑。不要看到现在社
会的现象，处处让我们灰心。如果我们真的灰心消极了，不仅是不
利於自己，自己不能够奋发向上，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既不能提
升，必定堕落。我们也对不起古圣先贤，对不起历代祖师大德的正
法承传，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即使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还要立志，我们还要向上，我



们要做出一个好榜样来给别人看。艰难、困扰是决定有的，这个力
量肯定是大的，我们要能突破。当外面邪魔力量十分强大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退避。古大德的方法是隐居，躲到深山隐居，与他们决
定不产生利害的冲突，正法还是可以绵延下去。古来的大德遇到这
种灾难，往往是隐居在深山，教一、两个学生，法脉永远不断。到
众生有福的时候，这些传人传到后代，决定开花结果。譬如禅宗就
是很好的例子，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法，没有人认识他，跟梁武帝
见了面，言谈之间不能得梁武帝的欢心，梁武帝不护持他，他只有
到少林寺去面壁，一生传一个人，慧可。慧可一生也传一个人，传
僧灿。只要传一个人就行，这个法就不会断掉。到了第六代，惠能
大师缘成熟了，五祖忍和尚把这个法传给惠能，惠能居然在一生当
中传了四十多个人，而且把禅宗传遍了中国。这在佛法讲「时节因
缘」，因缘不成熟不能勉强，勉强决定反受其害不得其利。我们就
讲到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