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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老師，諸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們就問題一個一個來討
論一下。
　　問：第一個問題是提到有人提倡《弟子規》教學法，只背誦不
講說，久之孩子自然會懂；也有人說孩子背熟背完才給予解說，請
問蔡老師的見解。
　　答：「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這是蘇軾的名言
。就是把書一直讀，讀了之後自有領會。以前的人有這個效果，但
我們不一定有這個效果，為什麼？因為古代人有很好的家教，他們
《弟子規》不是到學校學的，是在家裡三歲、五歲以前就學好了。
他內心都有孝悌、都有仁愛，有這樣的基礎以後，他再去讀這個經
典，讀熟了跟他的心性相應，他就有所體悟。假如我們的小孩現在
很傲慢，沒孝心，這書再怎麼讀應不起來，一定要補這個最重要的
基礎，家庭教育的基礎所在就是這本《弟子規》。等孩子真正把《
弟子規》落實了，確實他也能讀書百遍，其義自見。一定要先把德
基礎打好。我們昨天也提到「行止不端」，林則徐先生說的，他的
行為舉止都跟經典不相應，「讀書無益」，只會增長傲慢而已。
　　另外又提到背熟以後才給予講解。其實《弟子規》跟孩子的生
活息息相關，他在背「入則孝」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一句一句開始
教導他。等已經讀到「泛愛眾」，背到「泛愛眾」，我們「入則孝
」講完再接著講「出則弟」，這不相妨礙。多背，背熟了，我們在
講解的時候他們的體會也比較深，因為那些句子他非常的熟悉，你
一念出來他的注意力就集中了。



　　問：個人對於蔡老師提及的中文字的奧妙有同樣的感受，極為
感覺驕傲，同時也體會把中文字拆開或畫為圖象教學，孩子可以很
快掌握，進而喜愛學習中文。
　　答：這確實是如此，這會意字、形聲字都有它的來源，我們把
這些造字的原理跟孩子講，他的領會還有他的記憶也會比較深刻。
教學很重要，也要常常感受學生怎麼學才會進步。我們教書的人，
所謂有百折不回的真心，就會有萬變不窮的妙用。你這顆教學的心
說，我這輩子除這個行業以外不幹了，你這顆真心拿出來，你教學
的妙用就會很多，而且會教學相長。很多時候我們教學的能力、教
學的技巧都是拜學生之賜才得到的。
　　問：下個問題，如何在教學上幫助糾正青少年的傲慢心？這個
少年瞧不起自己的父母和師長，曾經私下跟他溝通，發現他的父母
在他小時候對他嚴厲的管教，甚至鞭打，產生仇恨和不滿，至今無
法釋懷；加上因為父母已學佛後，教學態度有所改變，因此弟弟犯
了他以前的過失，卻不受同樣的懲罰，因而認為父母偏心。儘管父
母有跟他道歉、說明，但效果仍不顯著。請問應該如何給予協助？
　　答：高中生已經十多歲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當父
母的，最重要要盡心盡力用對的方法去愛護他，不要每天拿一個放
大鏡在看有沒有效果，這樣你會患得患失。而接觸佛法以後，管教
弟弟的方法不一樣，也不可以太鬆。很多家長，第一個孩子管錯了
，太過了，第二個孩子變成什麼？不及。第一個很凶，第二個很鬆
，結果兩個人都教得不好。教一定要依照真理，依照《弟子規》去
教學，只要把《弟子規》變成自己的家風，每天你的身教；你言教
就少一點，因為他對你有情緒上的反應，你就多做少說，讓整個家
庭都在聖教的薰陶之下，慢慢他就會改變。確實，精誠所至，金石
為開。現在的社會比較冷漠，只要父母是真心愛護他，又在他的成



長過程給予他真實的愛護提攜，慢慢這個衝突也會化解掉，我們不
要操之過急。
　　問：第二個問題，請問對鞭打教學有何看法？
　　答：我們馬來西亞都叫鞭打教學，是不是叫體罰？有個小孩他
對老師講，他說我媽媽打我，我都忘記了；我爸爸打我，我每次都
記得很清楚。下一次我爸爸假如再打我，我就要打一一０報警。我
們從孩子這段話就可以了解到個中的玄妙在哪裡，為什麼媽媽打他
，他都忘記了？重點不是打那個動作，重點在哪？在打孩子的那個
存心，媽媽打他是為了教導他、是愛護他，他可以感受到，所以他
忘了；爸爸打他是一不順眼脾氣來了，就給他來個兩下，他當然會
很不高興，每次都記得很清楚。重點在我們用什麼方法在對待孩子
，自己這顆存心要很清楚。因為小孩他的性格都不一樣，都應該因
材施教。假如這個孩子你罵他兩句，他眼淚就要掉下來了，你還要
不要嚴格處罰他？掉眼淚就是有懺悔心之心，你根本已經達到教導
他的目的。假如這個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一個東西叫棍子，
那您就看著辦吧，在這個時代講話不好講，只能點到為止。
　　其實像我們在學校教書，小學的孩子個個都很機伶，你打他都
很容易跟他結冤仇，那這時候已經不是用打可以教導他的時機。只
要你打他會跟他結怨，那都已經太遲了。我們回想一下，你二歲、
三歲的時候，爸爸打你，你還記得嗎？都不記得了。但是很可能本
來我們在那裡胡鬧，那一次打完以後就不敢再胡鬧了，可是你已經
忘記了。我們還是要記住慎於開始，在孩子第一次犯錯的時候就應
該給予適時的教導。
　　有個小孩他小學一年級，剛去上課拖拖拉拉的，他媽媽叫了他
幾聲，他也是沒什麼回應，接著媽媽就想讓他自己承受遲到的後果
。後來到了學校，同學都已經去升旗了，他的母親看到他上了教室



，結果就待在教室沒去升旗。媽媽想可能老師一定會責備他、批評
他，回來再看看情況。中午（他們中午有回家休息），媽媽看到這
個小孩一點異樣都沒有，還是笑得很開心，代表沒有被老師處罰、
批評。下午他的母親就打一通電話給他的級任老師，當打過去的時
候他的母親就對老師講：今天我兒子遲到。當這句話講出來，老師
馬上就說：沒關係，沒關係。接著媽媽就說：怎麼會沒關係？遲到
是很嚴重的。這個老師為什麼說沒關係？因為老師認為一定又是家
長打來做什麼？又要替孩子解釋一番。接著母親就講，我是希望老
師狠狠的批評他一次，這樣下次他才不敢犯。老師在電話那頭笑了
，他說現在還有家長來討批評的、來討責備的。從這個老師的回答
我們可以了解到，現在的家長懂不懂得教小孩？都是一味的坦護、
溺愛。
　　後來那天下午他兒子回來，一看臉色臭臭的，其實孩子的情緒
都寫在哪裡？是我們有沒有用心去觀察。一進家門趕快去找了一樣
東西，叫鬧鐘，找好以後趕快調到六點，看他調完以後那個表情好
像比較安心一點。接著他母親就過來跟他說：兒子，你現在假如調
六點，待會我們吃飯的時候鬧鐘就響了。他兒子才突然了解，對，
一天有兩個六點，同時也教他如何看時鐘。他的兒子從那天以後都
自己起床。你看一開始會教導，他以後就不會犯錯。甚至於他的兒
子出外去旅遊的時候，這個鬧鐘都是隨身攜帶，變得非常的守時；
甚至於是晚上睡覺，剛好在學校，他的老師跟他說冷氣只能吹二十
分鐘就要關掉，後來老師比較晚進房間，就發現確實他都把冷氣調
得很好。那他怎麼辦到的？也是因為他的鬧鐘辦到的。孩子犯錯只
要我們給予適時的指導，都能夠化危機為轉機。
　　問：我們接著看下一個問題。在一個家庭裡為妻者扮演雙重的
角色，黑臉跟白臉，而為父者卻沒有扮演好嚴父的角色，因而形成



孩子們誤解父親不關心他們。太太本身體弱多病，又得全權負責教
育孩子的工作，面對孩子的教學無法和先生溝通，因而非常痛苦，
怎麼辦？丈夫為人木訥，不愛說話，與他提孩子的教育問題，他卻
依然故我，沒什麼反應，讓我身心勞累。
　　答：這段念完我都不敢結婚了。人生的際遇是我們自己下的抉
擇，自己要有負責任的態度，沒有什麼好埋怨的，那先生是自己挑
的。現在了解如何教孩子，我們就從自身開始做起。雖然先生沒有
很多的配合，但是切記，在孩子的面前不可以數落，不可以毀謗自
己的先生，這樣他在孩子的心目當中就會愈來愈沒有尊嚴。我們在
家庭裡面抓住隱惡揚善，先生有九十個不好，有十個好，你就用那
十個去肯定他，在孩子的面前也讚歎他。慢慢孩子對他的優點會去
欣賞，他就會覺得自己很重要，他就會覺得我應該要來當先生的榜
樣。我們要了解，這個大兒子是比較不好教的，要自己有心理準備
。
　　問：下個問題，在職場上人與人之間相處而產生的磨擦要如何
拿捏？什麼該忍、什麼不該忍，而自己的尊嚴與骨氣如何面對？
　　答：人與人相處難免會有磨擦，但是退一步海闊天空。其實我
們可以問問自己，現在他人做出什麼行為能夠讓你生氣？諸位朋友
，他人做出什麼行為會讓你生氣？假如你的心夠寬容了，那哪來的
磨擦，哪來的生氣？你是要過與所有的人都沒紛爭的生活，還是要
過處處看人不順眼的生活？我們常念一句話，「日日是好日，時時
是好時，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當我們念這段話的時候，你
的內心嚮不嚮往？很嚮往，那這樣的日子什麼時候過？三十年以後
，還是往生以後？這樣的日子當下就可以過了，只要你有一分寬恕
的態度。
　　我們看中國字非常的微妙，發脾氣叫怒，上面一個奴，下面一



個心，代表什麼？一個人發怒的時候他的心變什麼？變奴才、變奴
隸了，被你的習性使喚。有沒有人發完脾氣說我好高興？沒有，發
完脾氣都是精疲力盡，因為傷了身體。那你希不希望你的心去當奴
隸？往往發完脾氣，一發不可收拾，這句不好的話一出去，三年的
交情都盡消了，這句話出去可是回不來了。有個父親在教導他的兒
子，因為他的兒子脾氣特別大。這個父親很有智慧，很善巧，當他
兒子發脾氣他就跟他兒子講：兒子，你到後院的木柱上釘一根釘子
，你下次再生氣再去釘一根，每一次都釘一根。兒子一發脾氣他就
去做這個動作。做了一個禮拜釘滿了鐵釘，他的兒子才警覺到我的
脾氣這麼差！
　　後來兒子學會克制自己的脾氣，終於有一天不發脾氣了，他很
高興跑去跟他爸爸說：爸爸，我今天都沒有發脾氣。他爸爸說，你
只要有一天不發脾氣，就去後院把這鐵釘拔下來一根。兒子在拔鐵
釘的時候就覺得很有成就感，你看，我慢慢可以掌握我的脾氣，就
這樣一根一根拔下來。突然有一天興高采烈去找他父親：爸爸，統
統拔完了。他父親就帶著他到後院去，他說雖然你把鐵釘都拔完了
，但是你看看這根柱子已經成什麼樣子？已經是千瘡百孔，對人家
惡意的言語，絕對不是你對不起三個字就好了。那個傷痕、那個痕
跡可能一輩子都抹不掉，要懂得掌握情緒才能掌握自己的未來，要
能把憤怒化解掉。
　　怎麼化解？這個玄機也在中國字裡面，懂得寬恕別人、包容別
人，你就不會亂發脾氣。而這個「恕」字怎麼寫？上面一個如，下
面一個心，叫如其心。你能夠設身處地站在他的角度去著想，你的
脾氣幾乎就發不起來。我們在教書的時候看到一些學生的行為比較
偏頗，很多老師一看到他的行為就氣得半死。那我已經養成一個習
慣，他行為不好是結果，我會去找什麼？找原因，後來了解他的家



庭狀況一片混亂，我們不只氣不了，還會特別關心這個孩子，因為
他缺乏人的愛護，你就轉怒為恕，甚至於是為關懷。
　　當我們有這分寬容的心就沒有所謂忍不忍的問題。尤其在這個
時代，我們是很幸運的人，能聽聞聖賢的教誨，我們就應該把聖賢
的教誨從我們身上表演出來，讓人家感受到學聖賢的人都是大肚能
容，都是笑口常開。這樣子的話他們也會跟著你來學習聖教，也能
慢慢把他的一些壞習慣根治掉。因為所有人的錯誤行為，大半都是
因為失教了，人不學不知道。我們希望這個社會是愈來愈和諧，只
要我們演得漂亮，所謂為人演說，你演得漂亮，就能讓你的家庭、
讓你的公司團體愈來愈好。
　　我有個長輩，他的同事其中有一個很嫉妒他。那我的長輩沒有
生氣，他說就是有本事人家才會嫉妒，假如沒本事，人家還嫉妒不
起來。所以你看一個念頭轉了，哪會生氣！但是他又接著想，一個
人為什麼嫉妒心很重？他的內心沒有愛，內心有很多對立、紛爭，
這樣的人其實很痛苦，我們應該找機會幫他，那你看有誰氣得起來
？可惡之人必有可憐之處。後來這個同事在工作上遇到了很大的瓶
頸，沒有人要幫助他。因為嫉妒心重的人很難有好朋友，所有的人
都不幫他，結果是我的長輩主動去幫他。你看，他的同事會有什麼
感受？會覺得很慚愧，我這樣流言蜚語攻擊他，他一點都不生氣，
反而還主動來幫助我。後來他們就成為很好的朋友。因為他根本缺
乏人關愛，以後有什麼事都會跟我這個長輩訴說，那你就轉一個惡
緣成為善緣！
　　問：下個問題，有位同修不能來，要我代問一個問題。這一疊
問題裡面差不多有一半是代問的，我們可以了解到來上課的朋友都
很有愛心，都是人飢己飢，人溺己溺。這位同修已經跟前夫離婚，
也有一個孩子，如今改嫁，又沒辦法照顧到自己的孩子，因為孩子



跟前夫一起，不懂如何以《弟子規》方法教育這孩子。如今她很苦
惱，懇請蔡老師替她解答這個問題。
　　答：人與人當中講一個緣分。什麼叫有緣分？不是住在一個屋
簷下叫有緣分。現在很多家庭，住在同一個屋簷下三年不講一句話
，有沒有？有。我還遇過親戚很多年都沒有跟他哥哥講過話，而且
從來不叫他哥哥，這樣也是有。你說他們有緣嗎？要你講話他能聽
，這叫有緣。你兒子已經三十歲了，你講話他都不聽，你跟他不算
很有緣。那時候可能跟誰比較有緣？跟他那個死黨比較有緣。這個
時候你該怎麼辦？這個時候趕快把《弟子規》介紹給他的死黨。因
為你介紹給他，他覺得你嘮叨的時候，你介紹的東西他都給它打叉
叉，這個時候你要轉一個彎，介紹給他的朋友，讓他的朋友先學，
覺得王媽媽這套東西很好，我很受益，那他就可以去影響你的兒子
。
　　俗話講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要自己轉，要自己造緣分，不要
死腦筋在那裡僵持不下。而這個孩子已經給前夫，妳還每天在那裡
擔心，這叫不理智。妳應該好好學習《弟子規》，然後每天把妳立
身行道的功德迴向給妳的兒子。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妳把這個善庇
蔭妳的兒子。由於妳自己德行學得很好，縱使妳只有一個月見妳的
兒子一次，他都會感受到母親很愛我，母親可以給我很多東西。我
去教書的時候我都不擔心我的學生不喜歡我，為什麼？因為現在這
個世間懂得愛人的人太少了，只要我全心全意對待他，時時刻刻都
為他著想，他的心目當中一定會留一個深刻的印象，老師很替我著
想。只要這個孩子有這麼深刻的印象，他人生出現問題了會找誰？
就會找你。以後妳在妳孩子的心目當中非常信任，他縱使是跟他的
父親住一起，但是他只要有問題他會親近妳，他會跟妳學習，那他
就跟妳有緣。要趕快提升智慧，在往後的人生歲月才有可能有助於



妳的孩子。
　　問：下個問題，有位十歲的孩子母親學佛，她的孩子性格頑劣
，母親責備他，他出言頂撞不受教；後來母親採取打他的方式，他
也不怕。常常跑到樓下與鄰居的孩子一起玩，母親在家聽經、誦經
，他都在身邊搗亂，他的媽媽問我該用什麼方法才有效？
　　答：十歲的孩子就生性頑劣。教育孩子還是掌握長善救失，你
愈讓他的孝心提升，你愈去肯定他的好，他才能慢慢把這些壞習慣
剔除掉。而有很多孩子為什麼很頑皮？他是在要喚起家長對他的注
意力，他是用這種手段、方法。為什麼孩子會用這種手段？往往就
是他覺得父母不夠關心照顧他。這個孩子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會有
這些行為出現，應該從根源去下手。假如是因為覺得父母不夠關心
他，很多學佛的人，每天固定會讀經典讀個一、二個小時，但是每
天不會固定陪孩子讀一、二個小時的書。學佛首先從哪裡下手？從
敦倫盡分。敦倫，敦倫常大道，要先把父母的角色扮演好，要懂得
父慈子孝，趕快來好好把《弟子規》學好，用《弟子規》的方法來
教導這個孩子。
　　從剛剛的敘述來看，這個小孩一定很聰明。很聰明的孩子你趕
快用經典教他，趕快用經典肯定他，他慢慢方向就會抓到學習聖教
上面來。教育沒有什麼捷徑，重要的你要有恆心、要有愛心、要有
智慧才行。絕對不要想說有特效藥，一個方法下去三天就見效，這
不可能。
　　問：下個問題，小女現年十四歲，三歲時內人曾教她朗誦《三
字經》，入學後沒再學習。至小六方得知居士林有一耕心園教導《
弟子規》、《孝經》，於是帶她參與活動，學習背誦有年餘。但今
年她已升讀初中二年級，帶她到居士林參與活動她不太願意。原因
是她覺得她年紀太大了，跟小朋友在一起學很不自在，況且已會背



誦，沒什麼新東西可學，但我覺得她未曾落實所學。近兩個月在其
班上同學的邀約下參與某基督教會之活動。我並不反對她參與，但
怕她西化、洋化，未學好中國文化立身之本，仍未學到，該如何啟
示她？
　　答：學習《弟子規》不是到居士林叫學習《弟子規》，是在哪
裡最重要？對！那家長的認知就有偏頗，要從家長先做，先當她的
榜樣開始。當她自己有落實，有在力行，而到居士林上課，老師又
引導這個禮拜有做孝行的同學出來分享一下。她自己有做，站在講
台上她又是大姐姐，又把這些事例，我在家裡幫媽媽做了什麼，做
了哪些家務，做了哪些孝行，讓這些小弟弟、小妹妹學習，她也覺
得很有成就感，這都可以看方法。甚至於她都已經十二、三歲了，
自己看VCD學習也沒什麼問題。
　　另外有提到她去參加基督教會的活動，參加基督教會跟西化、
洋化不能畫上等號。什麼叫西化、洋化？西方有好的思想觀念我們
也要學習，重點就在中國人所學到西方的文化都不是好文化，都是
很多暴力、色情的文化，都沒有去跟華盛頓學，也沒有跟富蘭克林
學，都跟麥克傑克森學，是不是？這都被污染了。而基督教它也是
一個非常好的宗教，我自己的姑姑她有兩個女兒，從小就是信基督
教，都在教會長大，特別會關心別人，那是一個好的環境在薰陶她
。他們常唱一首歌叫「愛的真諦」。基督教跟佛教是沒有衝突的，
現在孩子既然跟基督教有緣，那先去基督教薰習，你要順勢而為，
但是你也要參與他成長。她從教會回來：你在教會學什麼，跟媽媽
說一說。肯定她的學習，肯定她在那裡的付出，往後她這些教導又
跟《弟子規》相應，你說我們中國文化也有教這個，她就會體會到
英雄所見略同。有基督聖人指引你的孩子也沒什麼不好。
　　問：我們看下個問題，假如父母沒和你在一起，那如何落實「



晨則省，昏則定」？
　　答：這個問題你就問對人了，因為我也沒跟我父母在一起。我
們學習中國文化要學習靈活。「晨則省，昏則定」是一個行為，這
個行為背後是什麼存心？是希望透過我們晨昏定省讓父母安心、放
心，你早上去跟父母鞠個躬，爸爸、媽媽早上好，那父母看我們的
氣色，額頭發亮，代表昨天睡得不錯，他就很安心。下午下課回到
家裡來先跟父母問好，父母一看，今天氣色很好，應該在學校學得
認真，也沒跟小朋友發生衝突，他就很放心。晨昏定省是讓父母安
心、放心。小朋友達到這個效果，那我們成人也要達到這個效果，
縱使你沒跟父母住在一起，你三天、五天固定打電話給你的父母。
雖然父母沒跟我們住一起，但是他們會不會擔心？應該都會，那你
能固定打回去，把這幾天的哪些事情，又把孫子的情況跟他說明白
，他了解了就放心。可以固定時間打，最好達到什麼默契？那個電
話一響，你媽媽會說，兒子打回來了，女兒打回來了，這樣就達到
晨昏定省的效果。而當你在做這個晨昏定省的動作，你的孩子在旁
邊就在學習了，他會感受到我們為人父母也是常常打電話報平安，
打電話問候父母的情況。
　　問：第二個問題，我時常都對我供奉的彌陀像當作父母般的實
習「出必告，反必面」，行嗎？
　　答：當然好，你還沒到極樂世界，你已經是彌陀的孩子了。我
們幼兒園裡面都有個孔子像，這些孩子一進門都是第一個：孔夫子
早，孔夫子好；要回去的時候都是：孔夫子再見。太好了！《弟子
規》說的「事死者，如事生」，不要小看這一個躬、一個躬鞠下去
，這個行為慢慢就內化了，他對夫子愈恭敬，往後「子曰」念起來
效果就特別好。
　　問：第三今早看了大方廣的介紹片段，心裡頭很感動又慚愧，



覺得我活了三十多年都沒做好，我哭了出來。這樣子是我們男孩子
該有的嗎？（告訴你一個祕密，我也哭出來了）從小聽人說男人流
血不流淚。
　　答：要記住「男兒有淚不輕彈」，但是在感動的時候可以掉，
還有懺悔的時候可以掉眼淚。這兩種眼淚可以洗去你心靈的污垢，
哭完以後會很痛快。但是哭完更重要的，是帶著這分感動跟明白好
好去過往後的人生，讓影片的感動不只在影片出現，而是在你人生
裡面演出來，那就很痛快。
　　問：我們接著看下一個，請問如何教導為人父母者，《弟子規
》落實在日常生活中？
　　答：這個問題應該是說，假如我是老師，我要怎麼去引導孩子
的父母來落實在日常生活中。當然一定要先以欲勾牽，當你教他的
孩子回去很孝順，從來沒幫他盛過飯突然給他盛飯，他就高興得不
得了，然後他就會主動的來跟你談。這個時候你就說你的孩子學習
特別快，假如我們兩個好好配合，你的孩子以後一定是一個很成功
的人，他就很高興了。這時候你再告訴他，教兒教女先教自己，我
們當老師的也是這樣。你就講給他聽，慢慢他就會有那個使命感來
做孩子的榜樣。
　　現在的家長比較現實，你只要把他的孩子教得愈好，他才愈有
反應。你也不要期望二十個學生，二十個家長馬上跟你都很好配合
，我們隨緣隨分。二十個學生裡面，有兩個人很積極配合，你就用
多一點的時間去輔導。諸位朋友，這樣叫不叫偏心？這樣不叫偏心
，這樣叫智慧。是！要在不平等當中看出平等，要在平等心當中演
出不平等。因為每個人的家庭狀況不一樣，有一分的緣我們盡一分
力，有十分的緣我們盡十分力。當這兩個家長有十分緣你盡十分力
，他的小孩進步就特別快。等這些小孩的行為又讓其他的家長看到



了，他們會覺得這個小孩好，怎麼做到的？因為他的家長很配合。
那其他的緣分就能夠間接受影響。
　　問：我們看下個問題，是不是只要發心就可以來教兒童班，而
不計較他的人品與背景？
　　答：當老師是要當孩子的榜樣，怎麼可以不計較他的人品？不
只人品要好，他各方面的生活習慣也要足以當孩子的榜樣。發心是
很好，而發心要做一件事也要先量力而為。我們念《弟子規》念一
遍錯二十個字，要不要去當老師？那也操之過急了。有這一分心，
可以保證你的學習會很快，等學習的狀態足以可以為人師表，我們
再跨出去；在還不足以的時候，我們可以輔助在教學的老師，在旁
邊配合他，在旁邊幫助他，順便又跟他學，這叫循序漸進。假如你
都還沒準備好能力就上去的話，你自己也會有很大的壓力，凡事要
水到渠成。但是假如你遇到一些老師他是比較謙虛，比較不主動出
來的，這個時候你們要聯手把他拱出來，聯手把他勸請出來。
　　問：是不是該有正統的教師培訓中心來培訓好老師，來輔導下
一代的正確思想？
　　答：有多少緣做多少事，我們先從三、五個志同道合的老師，
每個禮拜固定學習就好；等緣分成熟了，愈大的時候再做愈大的處
理。楊老師總不會帶著我，到了海口就說：來，我們現在來蓋五棟
大樓。不會吧？都是慢慢做了以後，因緣就會愈來愈成熟，先從眼
前這一步跨出去再說。慢慢有發心的老師愈來愈多，力量一整合起
來，之後再做更大的整合、發揮。不要走第一步就在煩惱第十步的
情況。
　　問：佛教會兒童班的目的是什麼？
　　答：這要問我嗎？我都不知道佛教會是什麼。
　　問：家長送來的心態是什麼？



　　答：諸位朋友，你以為我有他心通嗎？
　　問：是不是該有一定的條規來約束，才能顯示辦兒童班的目的
？
　　答：諸位朋友，他肯把兒子送來就很難得了，我們不要一開始
就這麼嚴苛，他肯送來就已經有不錯的認知，我們好好教他的孩子
。當然我們不可諱言，有些家長他是覺得放在你那裡他不管。緣分
會慢慢有轉化，等他的孩子來了，你教他「入則孝」，回去他爸爸
問他：你今天學什麼？他說：孝順父母。第二次回去就幫他倒水。
家長就開始會跟你互動，你慢慢再去導引他，教育很重要的要親師
合作。你不要一開始就要求家長一大堆，他就跑掉了。當然我們辦
兒童班的目的，不外乎紮孩子德行的根基。而紮德行的根基一定要
引導孩子要把所學的落實在生活上，落實在家庭裡。
　　問：老師的發心與理事，還有家長的態度，要如何才可以達到
共鳴？
　　答：當大家聚在一起同樣為教育好下一代努力，這就是共鳴！
當然，我們也需要做中學，學中做，老師不只要教學，還要學習。
我們團體裡面的老師一定要有一起學習的時間，不只要一起學習，
還要一起把教學的經驗互相切磋，互相分享，所謂相觀而善，這樣
彼此博覽眾長，他的提升就會比較快。而當你有持續辦家長的課程
，那家長的認知也會愈來愈提高，他也會不斷來支持這個活動。只
要你是真心要利益他人，相信這個力量會愈聚愈大。
　　我們深圳的幼兒園現在很怕遇到禮拜五的下午、禮拜一的早上
。為什麼？因為禮拜五的下午家長來接學生，有的帶油來，有的帶
米來，都會堆一堆；禮拜一帶孩子來，又會帶很多日常生活用品。
米吃不完，還寄到北京給我吃。我們做有利於人民的事情，你不要
擔心，確實愛人人愛，敬人人敬。首先從自己做，從自己當榜樣，



慢慢就能影響整體的風氣。
　　問：我們看下個問題，身為外婆，眼見自己的女婿逼著小孩（
這個小孩才一年級）讀書至深夜十二點，有時甚至逼至小孩哭著入
睡。女婿非常重視學校的功課成績，常常會提前聽、寫學校未教的
生字；如果小孩沒得滿分，他會用種種懲罰對小孩，如面壁思過，
看了真叫人心疼。在此請問老師，我不與他們一家同住，只是偶爾
會到他們家作客，看看女兒。外孫很可憐，我該怎麼辦才可以讓孩
子好過些？小孩不瘋，我都快瘋掉了。
　　答：萬法緣生，妳跟這個外孫的緣還不夠，妳在那裡乾著急，
要學習放下的功夫，再來要造緣。誰講話妳的女婿會聽，妳要用這
個方法。那我們也不要只看不好，妳看他爸爸這樣逼他為什麼？望
子成龍，望女成鳳。妳就告訴他，有個老師講的課還可以聽，你聽
一聽之後，以後可以把孩子教得很優秀，那就跟他產生共鳴了！在
您這段敘述過程當中有一個關鍵性的人物一直沒有出現，是誰？他
媽媽去哪裡了？整個家庭有很多因素在影響，如何把這整個因緣往
良善去走，妳要從這去思考，不能每天在那裡想我快瘋了。其實這
個父親這樣教孩子他累不累？我看他也可能快瘋了，都希望有更好
的方法，這時候要有好的緣進來，說不定您就是他最好的緣。以後
您女婿會常常感謝妳，謝謝妳這個丈母娘。
　　問：本人二嫂的孫子很頑皮，（你連二嫂的孫子都這麼關心，
不簡單）不聽話，講他他就講你，你講他一句，他會回應你兩句，
不過這個小孩很聰明。請蔡老師告訴我們應該怎麼辦？
　　答：我很怕聽到孩子說他很聰明，那麼小的年紀聰明不是很好
，年紀小應該是很忠厚老實。這個孩子會這麼無理你要去找他的根
源，看他的父母怎麼對待他。他父母對他很嬌慣，那你也使不上力
。當然，你也可以把講課的VCD送給他父母看，讓父母學習。因為



對一個孩子來講，影響他最大的應該都是父母。凡事要從因緣當中
去看，怎麼樣的緣才能成就他，就從這個方向去下手。
　　問：我們遇到很多事，聖賢的教誨大家都認為很好，但卻沒有
人付諸行動，只會有人說這是末法時期，這樣做是不可能達到的，
只能作為一個標準參考和努力，要想真的做到不可能。請問這種想
法對嗎？如不是這樣，該如何讓他們明白真理是超越空間時間，無
所不在，無所不通的？
　　答：諸位朋友，這樣想對不對？你們還懷疑嗎？這樣想對不對
？當然不對。「勿自暴，勿自棄；聖與賢，可馴致」。孟夫子鼓勵
我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末法時期有正法，
正法時期有末法，萬法從哪裡？從心，他不肯認真努力，他可以找
一百個藉口、一千個藉口，縱使他活在正法時期也在哪？也在末法
的狀態。而當我們有一顆真實的信心，真實的恭敬心，願意依教奉
行，我們可以超越時空，常常跟孔夫子、孟夫子學習，都來自於你
的這一分至誠恭敬。所謂至誠能夠感通，「至誠如神」。
　　這位朋友也很難得，他後面提到，該用什麼方法讓他們明白真
理是超越空間時間，無所不在？你有這樣的愛心，相信透過你把真
理演出來，他們就會相信了。我有一群朋友，也算七、八年了，他
們後來都主動跟我一起學習聖教。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還沒
學習以前，人生諸多不順，學完以後，有求必應，每次考試都很順
利，他們後來就跟上來了。所以人很現實，你要把它演出來，他們
會相信。真的，處處積福報，那回報得很快；處處替人著想，人人
就處處替你著想。師長常常說一句話，當你什麼都不要了，你什麼
都得到了。諸位朋友，你相信嗎？我們在這兩年來經歷過很多事情
，確實，楊老師帶領我們在做的過程什麼都不要，對人一無所求，
什麼都不要，但是什麼都得到了。



　　我去到海口，前一個月我都是自己洗衣燒飯，自己打理家務。
不過這個經歷很好，因為我在煮飯的過程就會突然想起一條歌曲，
叫「世上只有媽媽好」，突然了解當個媽媽真不容易，我要把這個
家整理好已經累得半死了。我也自己去買菜、買水果，但是後來，
一個月以後我從此沒再買過水果，也沒有買過蔬菜，也沒有買過衣
服、鞋子。我記得去了差不多三個月，突然有一天當地的朋友就拿
了一雙鞋子過來，他說：老師，你的鞋子太舊了，我們買了一雙給
你。從那一次以後，我都常常要把我的鞋子擦得很亮，我很怕他們
又突然拿一雙鞋子要來給我。
　　然後上完課，下課了走進廚房裡面，有好幾包菜跟水果放在那
，也不知誰拿來的。我在那一刻突然想到一幕，我們都看過一百零
六歲的許哲女士的VCD，記者問她一些問題，她回答到我從來沒有
買過菜，因為也不知道誰拿來的，冰箱打開來就有菜。那時候聽我
還沒有很深刻的感覺，突然看到那一幕的時候我終於明白，為什麼
她不知道誰拿來的？因為拿來的人都不願意讓她知道，為什麼？假
如是誰拿來的她知道，對許哲女士的心裡會怎麼樣？會有負擔，某
某某怎麼又給我送菜來了。這送菜的人不願意給她有一點負擔，所
以不願意讓她知道是誰送來的。但是為什麼送菜來的人是這樣的心
境？因為許哲女士對他們也是一無所求。人心其實是非常微妙、非
常善良，你用十分的真誠對他，會有十分的真誠回饋。
　　後來我們開始辦一些五天的課程，海口是第一期。五天我們本
來要在中心裡面辦，但是中心沒有冷氣，海口又很熱，屬於熱帶地
方，我正在那裡擔心不知道會不會到時候開課，底下的人一邊聽課
一邊在那裡搧扇子，那場面就有點混亂。正在擔心的時候，剛好我
必須回台灣一趟，回去前一天跟一位飯店老闆吃飯。吃飯的當下他
了解到我正好在講一堂課，叫《朱子治家格言》。他聽了以後很高



興，他說這篇文章他有背過，他還給我來了好幾句。然後他就說你
下次講課一定要通知我去聽，今天我送你回家，明天早上我送你去
坐飛機。當這位老闆開車送我回家的過程也挺有意思，他就跟我講
：你知不知道孔子為什麼可以到處講學？就是因為他有一個學生叫
子貢，那個子貢是個大商人，很有錢，可以支持孔夫子周遊列國講
課。
　　諸位朋友，你聽完以後有什麼想法？所以真的善心的人確實不
少。接著他又說，我們飯店三樓有個會議室特別的舒服，特別適合
上課，我還裝了最新的冷氣機，非常的涼爽。我一聽完馬上忍不住
了，我說可不可以借我？他馬上說沒有問題，就借給我們了。結果
那五天我們就在很豪華的飯店上課，坐的都是這種原木級的椅子，
旁邊還有穿著旗袍的小姐幫我們倒茶。五天辦完，因為統統在這個
飯店吃飯，我們就要去結帳。結果去結帳的時候那個小姐就說：錢
統統都付完了，不用再付了。我非常驚訝就問她誰付的？她說老闆
娘付掉了。我們就去找老闆娘了解情況，這位老闆娘很善良，她接
著說：我每天在後面聽課聽得很感動，我自己的孩子都很大了，他
小學都沒得學這個東西。而這次來上課的是海口很多幼兒園、小學
老師，我希望這些老師學好以後能利益更多的學生。所以她每天都
去把錢就付掉了。當你什麼都不要的時候，你用一分無私的心，所
感得的是眾人無私對我們的回饋，這是真理。只要你有十足的信心
，一定可以演出真理的人生。
　　問：我在一家機關上班，是一個小職員。最近有個問題十分困
擾，一間機關若上司講的話下屬不當一回事，甚至堅持自己的意見
與立場，請問這家公司是否還有前途可言？它君不君，臣不臣，該
如何處理？是否應該看情面做事，或依上司的指示一味真幹？
　　答：聽起來滿複雜的。我們不管在哪裡工作都要依循聖賢教誨



處事做人，這樣就是真正盡忠職守。我們人若無求品自高，我們不
去巴結上司，他講得對，我們盡心盡力去輔助他，他講得不對，我
們適當的給予他勸導、給予他意見。他能接受，就代表這個上司有
雅量、有德行。只要他有德行，慢慢就能感化他整個公司文化氣氛
，這個時候這個公司就有前途。假如他不能接受，那你就隨緣，能
夠在這個公司付出一天你就做一天。改天機緣不成熟了，你離開，
但是你也會在上司跟這些同仁的心裡留下一個非常好、非常正直的
榜樣出來。而一個企業裡面要負最大責任的還是老闆，一個家庭裡
面要負比較大責任的也是父母。
　　孟子有一段話講得很好，說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
腹心」。上司假如看待他的下屬像手足兄弟一樣，那下屬就會把上
司當作心腹一樣看待。「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上
司只把下屬當作犬馬一樣的使喚，你給我幹這個，你給我幹那個，
對他沒什麼恭敬，這個下屬縱使在公共場合看到你，他還可能視若
無睹，把你當平常人一樣看而已。但「君之視臣如土芥」，你根本
不把你的員工當人看，「則臣視君如寇讎」，他把你當仇人。很多
公司為什麼會倒？是他的員工把它弄倒的。我就聽過有一個餐廳的
老闆為什麼會倒？因為他的員工在廚房裡面都給它亂加東西，後來
就撐不下去了。
　　下屬他對公司的整個態度跟上司愛護他們的程度有直接的關連
性在。而我們當領導的人要記住，不是去要求下屬要做什麼，而是
首先要要求自己，要反省自己我有沒有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
作之君，不是說我有一個經理、一個老闆的頭銜叫作之君，不對，
這個君是代表要當好的榜樣，要當好的身教，這叫君。我們思考一
下，要求下屬的，我自己有沒有先做出來？要作之親，把下屬當親
人看，去愛護，那你整個公司就跟一個家一樣，氣氛特別好，員工



在這個環境工作效率就高。君是身教，親是境教，整個環境的影響
，師是言教。下屬還有很多不足、不了解的地方，我們要盡力引導
他、教導他，這是作之師。有身教、有境教、有言教。我們能時時
反省自己有沒有做到君親師，你這樣的風範德行就足以讓你的下屬
對你非常的愛戴。中國文化有一句心法一定要時時觀照，「行有不
得，反求諸己」。任何事情不順利，首先第一個念頭，是不是我還
有哪裡不足，才會造成這個結果。有了這樣的態度，相信你要感動
一家，感動一個企業，以至於感動社會，都不是困難之事。
　　問：下一個問題，人的眼睛敏感容不下一顆別人的缺點細沙，
人的心永遠無法承擔一句話的傷口（這是不是在看瓊瑤的小說），
面對這世上的平凡現象（應該是說比較平常的現象），我們承傳聖
教該如何去面對處理？當對象是自己的朋友時，我們應該給予當頭
一棒，或是有其他的方法？
　　答：方法是沒有一定的，你這一棒敲下去他就醒了，就敲！你
這一棒敲下去，他說我這輩子跟你沒完沒了，那不能敲。諸位朋友
，我們想一下，眼睛容不下一顆細沙，然後心裡都承受不了一句話
的傷害，這樣的人人生快不快樂？那叫苦不堪言。假如你演出大肚
能容，笑口常開，他一定會常常來找你：你為什麼可以笑得這麼燦
爛？哪有人容不下一顆細沙，然後說我好快樂！沒這種人。你就把
好日子演給他看，他就會來問你了。而且勸誡別人有一個前提，要
信任夠。交淺不言深，信任夠了以後，他對你的話語就會聽了比較
重。當然，他願意聽你的話，你可不要一次就跟他講兩個小時，他
一下子沒有辦法吸收這麼多。你可以一次給他丟個二、三句，讓他
慢慢去感受，你跟他有一些互動，你說：你看，我告訴你原諒別人
就是原諒自己，有沒有體會了？他說：對，我不生他的氣的時候，
反而我自己比較舒服一點。你就慢慢一步一步把這個聖教融入他的



人生當中。
　　問：人說「人言可畏」，又說「謠言止於智者」，想請問面對
謠言的到來時，我們該如何防衛？對於不甚熟悉聖賢教誨的我們，
又是否應該先惡補一下自己，再出來做事？又或是一步一腳印的慢
慢在泥巴中打滾，從錯誤中邊學習邊成長？
　　答：這位朋友，學習《弟子規》沒那麼痛苦，還要在泥巴中打
滾。人言可畏，這代表著因為人缺乏判斷力，耳朵特別軟，一句謠
言一進來，很少人能抵擋得了，所以人言可畏。但是這些謠言面對
有智慧的人不起作用，他會去看這個人我認識十多年了，他的人品
我都很清楚，怎麼會因為你一句、二句我就受影響。人要懂得去判
斷，而且要了解一個真相，真正有修養的人，他的內心時時祈求的
是大家可以和諧共處，他絕對不願他的一言一行是在破壞團體的團
結，他就不會去講一些讒言。我們的老祖宗講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話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這句話你三十歲體會，四十歲再
體會，五十歲再體會，味道會很不一樣。隨著你經歷的事，隨著你
的歷練，你真的會察覺有修養的人絕對不會去批評別人，他會希望
用自己的德行去影響別人，讓團體更成長。
　　我們是否應該惡補一下？確實需要惡補。為什麼？因為你的小
孩他的成長不能等，我們應該加把勁，趕快一句一句好好學習、好
好落實，當他的榜樣。那是不是要惡補完再出來做事？不用，你假
如要惡補二十年，二十年再出來做已經來不及了，我們做中學，學
中做。當然，我們有兩分力做兩分，有十分力做十分，你不能《弟
子規》都很不熟，字都念不清楚你就跳到那個講台上去了，那這樣
也不恰當。隨著你在付出，在做事的過程，你也會解行相應，也會
有所提升。
　　這個朋友剛剛提到說在錯誤中邊學習邊成長。我們當然不可能



一下就契入聖賢境界，不過假如你早晚有讀一遍《弟子規》，你所
犯的錯誤不會太嚴重，甚至於是壞的念頭起來，壞的言語才要出來
，馬上怎麼樣？那句經文就突然像一道光芒一樣射過來，很靈！你
只要早晚讀，保證會有這個感應。我們有一個朋友就說，他最難做
到的就是「人有短，切莫揭」。有一次他要講出來的時候，突然那
句話就出來，他就把它塞回去了。塞二次、三次以後你就很敏銳了
，你就會達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當然，假如在這個學習的過程
你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大家可以互相提醒，我有什麼言語
不妥之處，你一定要幫我提出來，要互相成就。
　　問：下個問題，「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若我們選定了一個
老師，是否該只聽他一個人的話？又若有人信心動搖，開始懷疑，
甚至是批評自己的老師，這種人會有成就嗎？又像老師說的，這種
人就算周公、姜子牙在世，都沒辦法和他起相應，面對這種人該怎
麼辦？他們是否有改過的機會，從哪裡下手改過？
　　答：從這裡看得出來，我們炎黃子孫很有希望，確實都是「人
飢己飢，人溺己溺」，都很害怕別人沒有成就。不過害怕要知所先
後，不要先害怕別人沒成就，要先害怕自己沒成就。我們不要看別
人看得一清二楚，到頭來看自己不清不楚。其實當你有成就的時候
就是給他最大的幫助，他對老師沒信心，你對老師有信心，然後你
三、五年就有大成就了，他就會從沒信心變成有信心。
　　確確實實我們選定了一位老師，就應該遵照他的教誨來學習，
這我們要會運用。你不要只聽這個老師的話，然後你太太要跟你講
話，你說我不能聽你講話。當你只聽一個老師的教誨，你就會建立
起正確的知見。這個知見建立好了，別人跟你講什麼你就懂得判斷
，這個時候你就沒有太大的障礙，但是最少要守五年以上。不過說
五年實在是不夠，因為連我們的師長都守了幾年？十年。那我們的



根機跟師長比起來可能有點差距，我們可能要守個二十年。只要你
保持每天都有聽師長教誨薰習，你就很容易察覺自己的念頭不對，
或者是別人的言談見解不對，你就很容易感受到。確實，我們一有
時間也不要去跟人家聊天；除非是介紹聖教的機緣成熟，我們再花
這個時間。大半的時間最好能夠多讀經典，多聽經，多念佛，多修
福。修福莫過於弘揚中國文化，弘揚聖賢教誨。當我們一天當中都
是在這些正念裡面，五年、十年以後你的知見就會很純正，這個時
候你就不會分辨不出人家講話的真偽。
　　問：下一個問題，目前許多人在推動華文聖賢教育，往往會本
末倒置，事實上在用民族的情緒挑動對華族文化的情操，這樣做的
利與弊在哪裡？面對這樣的問題，身為學生及領導層該有怎麼樣的
心理建設及輔助工作？
　　答：推動華文聖賢教育本末倒置，這我不是很了解他的意思。
但是我們要思考一件事情，推動華文教育，讀華文是一個方法不是
目標，讀經典是手段也不是目標，目標是什麼？目標是要成就孩子
的德行，這才是目標。很多推展華文到後來只是看著這個孩子能認
多少華文字，這就已經是華文教育本跟末沒掌握好。中國文化的可
貴是文字背後的真理、的智慧，那才是最可貴的地方。民族的情緒
，假如喚醒的是他懂得珍惜祖宗的教誨，懂得有一分使命感要承傳
文化，這樣是很好的；讓他了解到當一個炎黃子孫應該有的態度，
假如是從這個方向，不會有什麼弊病。
　　而領導階層在推展華文聖賢教育當中，我們還是要抓住以身作
則，這是一個關鍵。領導者很容易落入我要學管理，管誰？管員工
，其實他一開始就錯了，一個人自己都做不好能管員工嗎？那不可
能的。《論語》有句話非常精闢，「其身正」，我自己身正了，「
不令而行」，你的晚輩、部屬就跟著你做；「其身不正」，我們自



己都做得不好，「雖令不從」。縱使學校校規訂了二百條、三百條
，學生也很難奉行，陽奉陰違。領導階層最重要的，要自己先深入
文化，然後把它做出來。我的記憶當中，在念初中，有天放假我到
學校打球，走進校門看到了一個非常熟悉的背影，是我的初中校長
，離我也有兩百公尺左右，校長正繞著校園走，沿路撿起地上的垃
圾。校長的這個風範留在我的印象當中很深刻，從那時候開始我從
來沒有丟過垃圾，因為當我要把垃圾丟下去的時候會浮現什麼影像
？那我太對不起我的校長了！你看，一個上位者的行為對底下的影
響是很深的，慢慢的我們自己也會效法、也會學習。真正帶一個團
體的效率就在以身作則是最好的。
　　這裡有個朋友非常好，他提出來我在講課當中有一句講錯了，
他不希望我以後再當公雞。因為我講課的時候引了一句話「由儉入
奢易，由奢入儉難」，他說他看《曾文正公全集》是講「由奢返儉
難」。沒錯，是講返儉難。而這句也不單是曾文正公講過，甚至於
宋朝的司馬光「訓儉示康」就有這一句。我看司馬光也不是原創者
，這樣的教誨可能已經承傳五千年以上。在講學當中我們依義不依
語，依那個意思，不要執著言語。但是有一個情況必須執著，就是
假如這句話是說「曾國藩說」或者「孔子說」，這時候就不能亂改
了，那是對這些聖哲人的尊重，那就要一字不差說出來。只是詮釋
這個道理的時候，意思對就可以了。也很感謝他幫我提醒，下次我
一定會說「由奢返儉難」。其實諸位朋友，我當時在講那句話的時
候我腦子是出現那個「返」字，但是講出來是「入」字。
　　問：下個問題，一個小康之家夫妻都很節儉，家中的老大、老
二已成家，也過著簡單的生活，就是小兒子今年二十五歲，還在念
大學，可是卻有愛花錢的習慣。雖然小時候也沒有用名牌貨，但會
把自己在假期裡所賺來的一千多元在很短的時間裡花光，還說錢用



了就別想它了，請問這是什麼原因？
　　答：這位朋友，這個孩子你都帶二十五年了，你還問我有什麼
原因，我實在不大敢回答這個問題，你應該比我更了解他。孩子不
只會受父母影響，我們注意去看，小朋友讀小學以前都說「我爸爸
說、我媽媽說」，上了小學以後他最常講的是「我們老師說」，上
了初中以後最常講的是什麼？「我同學說」。上了中學以至於到大
學以後，影響孩子的往往是他周圍的朋友。那請問我們的孩子教什
麼朋友你了解嗎？你清楚嗎？中國常講要「易子而教」，當你從小
跟很多好朋友常常出去一起到野外去爬山，去做戶外活動，你的孩
子就會認識很多的長者，也會認識他們的小孩，就跟這些孩子打成
一片，而這些長輩都可以是他人生很好的一個學習榜樣。
　　當孩子愈大，有時候我們講的話會比較起不了作用。為什麼孩
子愈大我們的話愈起不了作用？這個現象在現代很明顯，在曾國藩
那個時代不明顯，在曾國藩那個時代，年紀愈大愈尊重父母，根源
在一來父母確實當榜樣，二來他又不斷薰習聖教。孩子會不聽我們
的話，一來是我們的榜樣做得不夠好，二來是他接受聖賢智慧的薰
習太少了。那你當然要幫他造緣，先了解一下他現在身旁朋友的情
況。而當一個孩子很會花錢，代表他沒有什麼志向，對人生沒什麼
規畫，你再慢慢去給他建立正確的人生觀。不過他有一點比你好，
你看他花了錢以後就別想了，他放下的功夫比你還好。只要他人生
有目標，懂得去規畫的時候，慢慢這些習性才會有一些轉化。不然
你就祈求觀世音菩薩，給他交一個好的女朋友，幫你好好管他，也
可以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問：一個十四個月大的男孩，在他十個月大的時候至今，只要
不順他的意，不抱他出門去散步，他會發脾氣而用手捏人或抓外婆
的臉，請問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行為？要如何教導他？



　　答：有沒有感受到現在的孩子都很有來歷？我們都了解到每個
人來到這個世間他的先天都不大一樣，他的整個根性也不一樣。不
過這不是重點，重點在你有沒有用正確的智慧來教導他。假如你從
小都是用正確的智慧教他，再頑劣的孩子，可能三歲、五歲以後就
轉過去了，所以不要急於現在在擔心他的這些行為。我們思考一下
，古代很少殺父害母的例子，為什麼很少？因為縱使他的性格很頑
劣，但是他出生在有聖教的地方，從小家庭教孝，整個社會教孝，
他這個頑劣的個性慢慢就轉化掉了。可是現在不然，不只家裡沒教
孝，整個社會環境都在教導孩子自私自利，那就推波助瀾，所以孩
子很多劣根性就出來。
　　我看這個問題應該是外婆寫的，因為她說抓外婆的臉。當然這
個孩子一定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妳要去影響他父母，讓他的父母懂
得「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妳就引導妳的女兒來學習《弟子
規》，引導你的女婿學習《弟子規》，那妳看是女兒比較聽話，還
是女婿比較聽，妳就順勢而為就可以了。好，我們今天問題就回答
到這邊，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