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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法師、諸位同修，阿彌陀佛。我們剛剛提到，孝要以身作
則，孝要親師合作。明天就是母親節，我們可以帶著孩子一起回去
看看爺爺、奶奶，這也是落實《弟子規》晨昏定省。那我們現在沒
有跟父母住一起，就可以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回去一趟。所以經典
要活學活用。很多夫妻帶著孩子，回去爺爺、奶奶那裡，一回到家
門口，旁邊的鄰居還會說，回來看爸爸，回來看媽媽，回來看奶奶
，回來看爺爺。鄰居這麼一稱讚，你覺得怎麼樣？還覺得滿光榮的
。所以會固定回來。因為假如後來不回來，鄰居又說，怎麼都沒有
回來看爸爸、媽媽？現在的人也很怕別人講話，很愛面子。
　　但是一回來，夫妻兩個很可能往沙發一坐，在那裡看報紙，孩
子開始東奔西跑，爺爺、奶奶忙著在那裡照顧。然後奶奶一大早就
出去買菜，十點左右就開始煮飯，汗流浹背，在那裡廣修供養。煮
好菜了，還得過來，「兒子、媳婦，吃飯了」，才放下報紙，「哦
！吃飯了」，坐下來吃飯。吃完了，水果也吃了，「媽、爸，我回
去了」，帶著孩子就走了，旋風式的回家。結果爺爺、奶奶看一桌
的菜吃沒多少，很可能是他往後三、四天的菜，就吃這些。然後因
為忙了一整個早上很疲勞，躺在沙發上說，還不如不要回來。所以
做不能做表面，晨昏定省除了言語上的關懷，還要有實質上的付出
。所以回家看爺爺、奶奶，媳婦、兒子，那一頓中餐應該誰煮？自
己來煮，你把孝道做給孩子看。假如男士說不會煮飯，那就分工合
作，一個煮飯，一個洗碗，或者去揀菜，把孩子都叫過來一起幫忙
，這麼好教孝的機會點不可錯過。其實我們的父母，說實在，在目



前這種富裕的生活狀況，所需要的物質相當有限，他們所渴望的是
精神面的關懷、照顧，所以現在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常回
家看看父母，相信父母會很欣慰，也很高興。
　　教孝還有一點，要夫妻配合。你說學校還沒教，可不能等，孩
子的成長不能等，當下明白了，當下要去力行。所以父親、母親，
夫妻倆配合好。因為今天妳當母親的人，對著妳的孩子，妳可不可
以跟他講，媽媽好辛苦，你知不知道？媽媽那麼辛苦，你要對我孝
順一點。諸位母親，妳說得出口嗎？當爸爸的說，爸爸賺錢很辛苦
，兒子，你要孝順我，爸爸也會覺得不自在。所以交叉，父親告訴
孩子要孝順母親，母親告訴孩子要孝順父親。當父親的就可以把太
太生育、養育、教育的辛苦跟孩子娓娓道來。當然講到感動之處，
可能父親的眼淚都怎麼樣？掉下來。真感情，好文章，你的孩子聽
了一定會很感動，對母親的孝心就會不斷引發出來。諸位男同修，
會不會講？母親節這麼好的教育機會不容錯過。媽媽也要把父親的
辛苦講給孩子聽，可以告訴他，父親在你三歲，有一天晚上，你發
起高燒來，爸爸馬上把你送到醫院去，在急診室足足待了一整個晚
上，把父親這些辛勞要給孩子說明白，孩子對父親的恭敬、孝心也
油然而生。
　　現在有一些夫妻不只沒有講對方的辛苦，很可能還跟孩子講父
親的壞話，講的過程還說，你那個爸爸，不是我在說他！有一個媽
媽剛好在打電話，打完電話，她的兒子在旁邊就跟她講，他說媽，
剛剛一定是爸爸打的。為什麼知道是爸爸打的？因為接起來的時候
很不耐煩，「喂，幹嘛？好啦、好啦！」這種說話的語氣只會對誰
？就是對他的爸爸。所以孩子一聽就知道誰打來的。所以這個母親
警覺到，孩子觀察力那麼敏銳。剛好過沒多久，她先生又打來，她
接起來馬上就說，「喂，你好！」她的先生說對不起，我打錯了。



把它掛掉。過了幾十秒又打過來，然後她先生說，真的是妳嗎？教
育是潛移默化。當夫妻之間不能相敬如賓，那請問我們又給孩子做
了什麼夫妻相處的示範？你的孩子可能還沒結婚，對結婚就有恐懼
感。所以我們要演好榜樣，讓孩子學習。因為孩子對父親的孝心跟
尊敬心，對一個為人父親者那是相當大的動力。當天下的人都瞧不
起他，他的兒子還堅信他的父親可以有出息，這一股力量對一個男
人來講重不重要？很重要。所以對於先生我們要隱惡揚善，當他覺
得兒子瞧得起我，太太也瞧得起我，他才能夠在逆境當中充滿鬥志
。所以教孝要夫妻配合。
　　教孝，從生活面去指導他孝順父母的態度。像這裡有一句，「
父母教，須敬聽」，你看現在父母在訓斥孩子，孩子有沒有敬聽？
有沒有？聽說現在是一言九頂，講一句話，孩子給你頂九句。所以
像我們當老師的，常常也應該就孩子很多錯誤的心態給予引導，幫
父母說話。我跟學生講到，問他說有沒有被父母罵過、處罰過？孩
子都說有。我接著就問，你們被處罰完、被責罵完有什麼想法？孩
子都怎麼講？好衰，真倒楣！你看他犯錯所記得的記憶是什麼？是
好衰。意思就是說，下次不要被媽媽看到、不要被爸爸看到。他所
留下來的並不是他錯在哪、如何改正，不是。
　　所以我接著就跟孩子講，說一個人生氣，生完氣，幾天才能夠
平息下來？要三天。有沒有看過生完氣的人，他對你說，我精神百
倍？沒有。生完氣都是四肢無力，因為一生氣，腺體分泌毒素，有
損健康。母親為了要教育你，希望你能明辨是非，希望你能夠記取
教訓，能夠不重蹈覆轍，是為了你著想，為了你的未來打算，所以
縱使她生氣會損害自己的身體，她都在所不辭，抓住這個機會點。
母親為了你，寧可損身體，她都願意這樣做，所以我們做子女的要
體會到父母這一片用心，更應該好好受教，「父母教，須敬聽」。



敬聽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錯在哪，然後勇於改過，學孔老夫子的
弟子顏回「不貳過」，後不再造。我們有這樣子才能對得起父母對
我們的訓斥、教誨，而我們自己也從中得到成長。所以這個罵不能
白罵，我們跟學生講，挨罵換得進步。挨完罵，要記住的是錯在哪
，趕快提升，後不再犯。這個就是生活的情況，跟孩子做引導。
　　我們老師可以這麼做，夫妻配合能不能這麼做？先生當了黑臉
，接下來白臉要上場，媽媽收尾，是叫黑白臉配合，所謂恩威並施
，這個很重要。諸位朋友，你們有配合好嗎？據我的觀察，現在黑
白臉有點顛倒過來，誰演黑臉好？媽媽？男人屬陽剛，女人屬陰柔
，所以應該女人演白臉適合，男人演黑臉適合。現在男人不會演黑
臉，因為工作忙，跟孩子相聚的時間也不多，所以常常看到孩子都
希望孩子對他笑。因為內心有一種內疚感，比較少時間陪孩子，所
以每次看到孩子都買禮物，「來！兒子，看爸爸給你帶什麼回來了
？」兒子高興得不得了，把禮物接過去。有一就有二，第二次同樣
的，兒子看到禮物很高興，謝謝爸爸。三次、五次以後，孩子衝過
來，沒看著爸爸，都看著那個玩具，今天買什麼？把玩具拿走。突
然有一天你工作很累，走進來，孩子跑過來，「爸爸，你怎麼這樣
就回來了？怎麼沒買東西？」用物質很難真正培養深厚的父子關係
，反而會增長孩子對物質的追求。所以應該還是要花時間陪自己的
孩子，從精神面去建立關係。你只要每一天跟孩子講故事，講《德
育故事》，這套書有七百多個例子，每一個都是古代聖賢真實表演
出來的行持，那你每天給他講故事，那是請古聖先賢一起來教你的
小孩，那個收效也相當的大。
　　現在的母親，先生假如不演黑臉，她就得又演白臉，然後又演
黑臉。生完氣，氣還沒消，孩子已經若無其事，她要從黑臉馬上轉
成什麼？白臉。黑白臉這樣換來換去，情緒起伏太大。所以現在有



一個病很嚴重叫內分泌失調，就是女人被逼出來的。記得我的姐姐
把小外甥帶回家裡來，都是她演白臉，我演黑臉。諸位同修，你看
我演黑臉演得像不像？我第一年教書，從二樓走下來，剛好把學生
訓了一頓，一走進辦公室，所有的同事眼睛瞪得很大看著我，你還
會發脾氣？他不相信。佛家說怒目金剛相，該現的時候還是得現。
當然，現怒目金剛要培養到某種功力，就是生完氣，戲演完了，馬
上狀態很平穩。這個要練，這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達到的。
　　那時候我這個外甥，確實小時候脾氣就很大。所以我們從孩子
的身上也可以印證，這個輪迴轉世的真相，都是帶著習氣來。記得
他很小的時候不吃飯，怎麼勸他他就是不吃，脾氣很大。那我們就
不理他，把他抱到嬰兒車上，不吃就算了，放在嬰兒車上。他馬上
大哭大鬧，哭到什麼程度？四肢手腳在那裡揮舞，結果力量太大，
把那個嬰兒車搞翻了。你看貪瞋痴恐不恐怖？所以諸位同修，孩子
貪瞋痴不趕快從小把他攝受，大了要服，難！所以，為什麼中國教
育這麼注重兒童、幼兒教育？因為「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
這麼大的脾氣，現在溫文儒雅，差很多，因為有壓過去。然後又給
他種一些好的、善的種子，慢慢五歲、六歲就開始怎麼樣？發芽。
　　脾氣這麼大，有一次吃飯的時候他拿筷子，就把手拿在筷子的
前端，那當然就髒了，怎麼吃？我這個當舅舅的就要示範一下，俗
話不是說，「天上天公，地下母舅公」，所以舅舅要負起教育外甥
的職責。我就跟他說，你這麼拿筷子，筷子會髒，會吃進細菌，所
以應該拿在上面，我還親手把他的手拿上來。孩子眼睛瞪著我，然
後把他的手又移下來。不要生氣，我說偉偉，舅舅再跟你講一遍，
這樣會髒，要這樣拿上來。他又看著我。他雖然沒說話，我懂他的
意思，他的意思叫做，舅舅，你的底限到哪裡？他在測你的底限，
當他對你的底限摸得一清二楚，你就治不了他了。連續三次以後，



我也沒罵什麼，我馬上把他抱起來，往我的房間走過去。我姐姐非
常鎮定，繼續吃她的飯。我的媽媽就說了，「大過年的，就別打了
吧！」要不要打？要不要處罰？現在都不敢講了？孩子他小的時候
不對，你一定要把他糾正過來，一定要糾正過來；大了再處罰，很
可能會跟他結怨，所以愈小愈好教。
　　我把他帶進房間，為什麼要在房間裡面？因為他才會突然明白
，沒有援軍可以來救他。這個是我小時候學到的，因為我爸爸要打
我，爺爺、奶奶就走了。進去以後，孩子繼續在探你的底限，他會
愈哭愈大聲，這個時候你要很穩定，然後你就告訴他，哭絕對解決
不了問題，舅舅是不可能被你威脅的，所以你哭愈大聲，舅舅處罰
愈重，你不相信你試試看！他還是會試探你。所以現在孩子的根性
你們要好好了解了解。我就拿著衣架子打了他一下子屁股，當然不
能打要害，要打了會痛，不會傷害他的地方。其實沒有打多大力，
最重要是氣勢要嚇到他。就這樣揮下去，揮了兩次，他終於知道舅
舅是來真的，所以他慢慢脾氣就收斂下來。一收斂下來，我們的態
度也開始緩和，跟他講道理，讓他了解不能用情緒來威脅他人。情
緒這麼一緩和下來，他本來繃得很緊，就稍微放鬆。結果一放鬆，
他就尿褲子了，剛好是在我的床上。所以我突然就體會到惡有惡報
，我才打過他二、三次，結果其中兩次都尿在我的床上。
　　緩和下來，引導完以後，我就出去了。黑臉演完了，白臉要跟
上，所以我姐姐馬上就跟進來。孩子一看到媽媽來了，馬上就撲過
去抱著，在那裡撒嬌。我姐姐馬上把他拉住，然後對著他說，「你
剛剛犯了什麼錯？自己講！」小孩繼續又依偎在她的懷裡，她馬上
又把他拉起來，「自己講，剛剛錯在哪裡？」一定要他把錯親口講
出來。他一講出來，他的記憶就不是好衰被打，而是什麼？我錯在
哪。所以收尾很重要，一場戲要收得好才圓滿，叫黑白臉配合。剛



好那一天處罰完，隔天我帶著父母一起去爬山，我走在前面，那時
候功夫還不怎麼好，所以氣還沒有全消，小外甥往前跑過來，就拉
著我的手，他已經沒事了。其實孩子為什麼拉你的手？他是當下拗
不過他的習氣，他知不知道自己錯了？知道。所以他錯了，你處罰
他，他對你不會記恨，會怎麼樣？他會尊敬你，他會敬畏你。有一
個小孩，他就跟他的老師講，他說我媽媽打我，我都忘記了，但是
我爸爸打我，我每次都記得很清楚，下次我爸爸再打我，我要打電
話，打一一九報警處理。所以從孩子的反應我們就可以理解到，母
親是為了教導他打他，爸爸呢？今天喝酒不高興，我打麻將輸了，
情緒的什麼？發洩，孩子一清二楚。所以這個「父母教，須敬聽」
，我們也可以夫妻搭配好。
　　最後這個講故事，相當有效果，父親來做這個工作特別適合。
假如說工作忙得不得了，怎麼辦？其實跟孩子相處不在於你要有很
長的時間，最重要是要有那一分耐性、有那一分誠心，所以你每天
拿出十五分鐘就夠了，跟孩子講兩個《德育故事》。當然在講故事
當中，請把手機關掉，不要一邊講，手機又響，「兒子，等一下，
我講一下話」。「好好，沒事了」。講了二、三分鐘，手機又響了
，你兒子說，「爸爸，你就別講了，你還是去接電話吧！」所以跟
孩子相處一定要讓他感覺我們的心完全在他身上，他就能感受到那
一分關愛。兩個故事講完了，他內心充滿愛去睡覺。在愛中成長的
孩子，人格非常健康；沒有在愛中成長的孩子，內心時時就覺得很
匱乏、很沒安全感。所以我們的付出攸關孩子一生人格發展，很重
要。因為我們家三個孩子，內心都覺得給父母生到是我們的福分，
那因為得到父母的愛很多，所以不想去佔有、不想去索取，只覺得
很充足、很想給予，這個都是長大以後體會到的。在我的印象當中
，小時候有一個口號叫「爸爸回家吃晚飯」，其實這個口號還沒出



來，我父親就做到，只要沒事，一定回家吃飯。我母親也很少有應
酬，時時都陪著我們一起讀書、一起生活。所以好的家庭氣氛才能
成就一個孩子健全的人格。
　　我們懂得知恩報恩，懂得藉由很多的機會教育孩子孝道，提醒
他人盡孝，我們就落實地藏菩薩的任務。再來學普賢菩薩，我們當
下要落實普賢十願。上一節課我們也提到，禮敬諸佛一定從父母開
始禮敬起。父母，我們要養其身、養其心，在身體方面多關懷，在
心理上也要多關照。當父母很想念我們、想念孫子，打了一通電話
來關心，並沒有開口叫我們回去，我們也要善體親心，主動回去看
看，這也是養父母之心。我們來思考一下，父母最擔心的事情有哪
一些？第一個那一定是擔心孩子的什麼？健康狀況。所以《論語》
裡面講，「父母唯其疾之憂」，這個疾，一來是疾病，另外還有一
層意思，就是壞習慣。我們還有哪些壞習慣會讓父母常常想到，內
心就會擔憂、恐懼，有沒有？比方說抽煙，孩子抽煙，父母一定擔
心，比方說喝酒，這些壞習慣。我們回報父母都來不及，絕對不能
再增加父母心上的負擔。當我們身體不好，父母長期都掛慮。而且
人生有一件事是特別悲痛，就是白髮人送黑髮人，父母假如送孩子
走，那種痛無法形容。所以這樣的情況絕對不能發生在我們自己的
身上。所以自己的健康一定要好好保護好。再來，我們的交友情況
也要良好，不然父母可能常常擔心我們交到這些壞朋友，不知道哪
天會不會出事。這是養父母之心。
　　再來養父母之志，父母的人生志向，我們可以去幫他圓滿，盡
力去做。其實每個人都希望對這個社會有更多的付出，而父母把很
多的精神用在我們兒女的身上，當我們兒女長大成人，能多一些付
出給社會，父母看了也會很歡喜。我記得第一次從大陸回到台灣來
，是我父親把我從機場接回來，一接回來，行李一放下，我就跟父



親講，我們先去看爺爺。我去看爺爺，誰最高興？除了爺爺以外，
爸爸很歡喜。所以我們要看到父母的一種心意，當然我也是很想去
看我爺爺，只是我們這樣去做，家庭都很和樂。看完爺爺，晚上回
到家裡，我就陪父親聊了兩個多小時。在聊的過程也提到很多孩子
接受《弟子規》教育，懂得如何行孝，把一些實例跟我父親講。我
父親聽的過程三度落淚，我在那個時候體會到我父親非常的仁慈，
他也很歡喜這些孩子有這樣的轉變。所以那一次我再回到海口去工
作，記得那第一通電話，我爸爸跟我講，他說你安心在那邊好好做
，家裡的事你不要擔心，有你爸爸在，對我非常的支持。有時候講
電話，講到最後，我爸爸還會講一句話，你辛苦了！
　　所以確實，父母也有這一分心，希望社會愈來愈好，而當這個
願望是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做，那種喜悅跟給予物質的提供不一樣。
所以當今天我們奉行佛法、奉行聖賢教誨，你當主管，當得非常盡
職，都能力行君親師的態度，你的這些同仁、這些下屬感你的德行
，非常尊崇你、尊敬你。剛好有一天遇到了你的父母，他們異口同
聲告訴你的父母，我十多年來工作遇到最好的主管就是你兒子，你
兒子怎麼怎麼樣照顧我們。當你的父母聽到你的朋友、你的同事、
你的下屬講出這樣的言語，相信父母的內心會怎麼樣？很欣慰，我
這個孩子沒有白養。
　　最後一個，養父母之志。經典上也提到，「父母離塵垢，子道
方成就」，父母這一世能夠脫離六道之苦，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我
們的孝道就是真正做圓滿。很多事情要循序漸進，所謂應機說法，
諸位同修，誰應機說法？你說應機說法是佛陀的事，應機說法是法
師的事，這樣不對。每一個親友跟我們有這麼好的緣分，我們都可
以藉由這個機緣把當生成就的佛法介紹給他們，我們也要應機說法
。



　　所以讓父母能夠深信切願，發願往生，這是一個目標，那目標
不可操之過急，所謂欲速則不達。所以要勸父母信佛、念佛，首先
要讓他覺得學佛真好。那他如何感覺到學佛真好？你學完佛以後，
對他愈來愈孝順，他一定覺得學佛真好。假如學了佛以後，我們拿
著這些教誨在衡量他，「爸，你就別吃肉了，吃肉以後要墮哪裡你
知道嗎？」這樣就操之過急。所以佛陀說「為人演說」，要演得很
漂亮，自然說的這種機緣就愈來愈成熟。其實人怕不怕死？哪有不
怕死的！當他能夠了解到宇宙的真相，知道他這一生這個身體就像
換一件衣服，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哪有人會不高興、不歡喜？他
知道要去哪裡，當他明白那一刻開始，他的人生就安住在希望安樂
之中。所以你說人還沒有學佛以前，心有真正的安定嗎？那騙人的
，總有一個事實，總要一死，這種恐懼是不可能沒有的。所以只要
我們學了，對他孝敬，自己的成長又很快速，這樣對父母，他所體
會到佛法的利益就很深刻，他那一分學習的心也會提升上來，到時
候自然能夠水到渠成，因為父母終究他最信任的人還是自己的骨肉
。
　　父母能跟我們當同參道友，其樂無比，所以會互相督促，那你
要提醒父母的問題也要善巧方便。像我母親也念佛，我希望母親這
一世一定要成就，所以她有一些執著我就會把它提出來。當然，對
父母講話可不可以像老師對學生一樣？行不行？你用這種態度他一
定不能接受。父親，一輩子就是你父親，這個態度相當重要。你不
能說我當老師的，我學佛很多年了，架子就擺很高，那就沒有恆順
眾生。而說實在的，「大孝終身慕父母」，一個人真正孝心發出來
，他縱使當到國家元首，看到自己的父親馬上就變成一個孩子，恭
恭敬敬，那才是真的孝心。古代很多將軍、宰相，他們回到家裡，
都是很恭敬的服侍自己的父母，然後有客人來了，他們都服侍在側



，幫客人倒茶。有一些官員到他們家，因為官都比他兒子小，然後
他的兒子又幫他們倒茶，很不自在，但是因為這一些官員都是他父
親的客人。所以我們勸父母，同樣也是以子女的一種態度，善巧來
規勸。
　　我就跟我母親提到，我們一聞到念佛法門，當下就沒有懷疑，
所以我們一定不是這一世才開始修念佛法門。諸位同修，我這段話
你們有沒有心有戚戚焉？重點不在這一段，下一句話大家聽清楚。
那過去聞念佛法門的機緣，為什麼沒有成就？到底還有什麼把我們
困住了？你要明白，這才是你這一生最需要修的重點。很多人學佛
以後常常布施，他說你看我都有力行，但是他本來就很慷慨，那不
是他這一輩子修的重點。修行要從最難處剋下去，才能得較大的利
益。所以一定是從你最放不下的執著開始對治。你最放不下的都能
放下，那你的把握就會提升。
　　我就跟我母親講到，一定是我們還有最不能放下的障礙住了，
所以才不能往生。母親，妳最放不下的是什麼？我就看著她，然後
對她微微一笑，這個叫點到為止。要不要繼續講，「妳看，妳放不
下的就是我」？話講白了就沒有那種含蓄的美，所以點到為止，母
子兩個相視而笑。因為我剛好講到說我們一定都有放不下的，我媽
媽馬上就說，「對啦、對啦，像你就是對男女感情太執著，才會掉
那麼多眼淚」。當然，那都是過去，我們就不談了。我就對我母親
講，這個成績單我已經考試考過了，那接下來妳最放不下的妳要放
下才行，別像我。後來我要到大陸去，楊老師就跟我媽媽講，她說
過去會遇到很多女性同胞，所以她比較擔心。結果我母親跟楊老師
講，應該沒問題。媽媽對我也有信心。
　　後來我到海口去一段時間，差不多三個多月，我一進門，一進
門我就跟我母親講，我說媽，妳的修行不錯！我媽媽就聽矇了，什



麼修行不錯？我這三個多月，在工作當中，心上都沒有罣礙，代表
在這三個多月妳都沒有替我擔心，妳都很放心，所以我沒有罣礙的
可以全心全意工作。我這麼一講，我媽媽也點點頭。確實母子連心
。我母親心裡很煩躁的時候，我們都感受得到。為什麼感受得到？
只要你真心把父母放在心上，這個感應就很直接。因為剛好有一次
，我母親吃錯藥，剛好半夜十二點吃錯藥，那時候我上床睡覺，心
臟不舒服，我沒心臟病，所以就覺得怪怪的。因為又那麼晚，打電
話也不方便，我就等隔天早上給家裡打了通電話，我媽媽就提到，
昨天晚上吃錯了藥。所以我們對父母要成就這段法緣也要處處用心
，善巧方便。
　　時間關係，我們也不可能每一條這樣細講。我們來看《弟子規
》第二個階段，「出則弟」，也是孝道的落實，當然「出則弟」，
對兄弟、對長輩要恭敬，這也是落實禮敬諸佛。《弟子規》上也提
到，「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所以兄弟友愛就是給
父母最大的一種欣慰，而且不只父母欣慰，我們也給下一代好的榜
樣。這一分兄友弟恭我們再把它擴大，所有的中國人都是炎黃子孫
，都是一個大家庭，所以非常希望這個大家庭的家道、家風可以綿
延下去，絕對不能讓老祖宗的教誨斷在我們的手上。斷在我們手上
，沒有禮敬祖宗，沒有報恩祖宗，對後代子孫也無法交代，也沒有
盡到心意。好，我們今天的課先講到這邊，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