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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諸位長輩，諸位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上
得比較晚，昨天大家睡得好嗎？很久沒有這樣操了，很久沒有一天
上課上這麼久的。昨天這樣課程上下來也有七、八個小時，long
time
ago，好久沒有一天上課上這麼多，好像很遙遠。大學時候有沒有
那麼用功？我看沒有，可能是國中、高中的時候才有這樣的紀錄。
那昨天、今天，這幾天的課程時間都比較長，從昨天看出來，我們
也已經活過來了，所以其實我們的潛力怎麼樣？非常的大。假如我
們能保持這樣的學習狀態，那真的是「聖與賢，可馴致」。不能這
幾天這麼勇猛，回去之後該怎麼墮落還怎麼墮落，這樣不行。那我
們所聽過的這些重要的人生態度，不是回去的時候去做，而是當下
心念就要轉過來，當下該提起的責任、該提起的善念終身不忘；該
放下的習慣、該放下的執著，當下捨棄，這就是善學、會學。
　　這幾天跟大家一起交流了家和萬事興。其實家能和，家齊而後
國治，我們夫妻和樂了，也給家族，也給我們的同仁一個好的表率
、榜樣，在當下就已經達到對社會一個很良善的模範、示範。在《
論語》當中有人問孔夫子，你怎麼都不從政？什麼是從政？我們現
在往往重形式不重實質，有這個官位叫從政嗎？政這個意思是管理
眾人之事，能把眾人的福利、眾人的生活，把它管理好、把它引導
好，這才叫從政。假如只是一個官名，然後自己的家庭狀況也沒給
社會做榜樣，甚至於講話分寸都不知道怎麼拿捏，那不只沒有達到
管理人民的效果，甚至於讓人民的價值觀、人民處事的態度都偏頗



了，這也不叫是從政的人。所以應該是能管理好、帶領好眾人，這
才叫從政，這才叫政治家。
　　那要管理好眾人的事，首先要管理好自己，自己不能管理好，
自己的家都不能管理好，怎麼可能去管理大眾？這個邏輯是非常清
晰的，可是我們現在人不懂；沒關係，他家裡弄不好，搞不好他能
把大眾帶領好。這樣的邏輯在一百多年前有讀過古書的人，是不可
能這麼想的，那會笑掉人家的大門牙。所以當人家問孔夫子，你怎
麼不從政？夫子舉了《詩經》上面的話說到，「孝乎惟孝，友於兄
弟」。一個人能孝養他的父母，一個人能友愛他的兄弟，他的家族
治理得很好，那天下人都以他為榜樣，他是真正達到從政的效果。
　　在古代有位陳姓的人氏，陳昉，他們家幾百口人都非常的和樂
，錢財都是互通有無，從來不爭；媳婦們一些工作都是互相扶持幫
忙，不分彼此，那一定團結。更難得的是什麼？他們家養了一百隻
狗，結果這一百隻狗長幼有序，吃飯的時候一百隻不到不開動。當
時候整個朝代的人看到、聽到這個故事，對他們有沒有影響？有。
他們會想可以人而不如狗乎？你看他們家那分兄友弟恭連狗都感動
，怎麼可能說人不感動？其實在古代一些賢臣出現的時候，整個人
民，雖然那時候沒有收音機，但是都在打聽，今天范仲淹他們家怎
麼了、今天司馬光他們家怎麼了，都以他們為榜樣來效法他們。所
以我們家庭裡面做出榜樣，那是對社會最直接的貢獻。
　　諸位長輩、朋友，你們假如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
的故事，一定請您把這麼寶貴的經驗分享給我們。我再拿著這個故
事去感動全世界。（你們也配合一下）大家要努力的表演，這一生
要把它演得精彩。昨天我們宗華法師說的，一定要演第一男主角、
第一女主角，人生這個就是志氣。我們以前看電影的時候，請問從
頭到尾。還有音樂配合，這在考驗大家的專注力夠不夠，你看一個



聲音居然比蔡老師還要有魅力！這樣會傷害我幼小的心靈。
　　所以《弟子規》在哪裡用？「方讀此，勿慕彼，此未終，彼勿
起」。絕對不是看書的時候要有這種專注的態度，聽課的時候、跟
人談話的時候都應該是這樣的定心狀態。不然你要談一個一千萬的c
ase，突然旁邊有個美女走過去了，你都轉頭，再回來，那個人講不
下去了：好，我看就算了！所以學《弟子規》很重要，可以談成一
千萬的case。好，這個對事業、對家業。其實《弟子規》每一句我
們要從心境當中去體會，這個時候就能夠舉一反多少？你們跟得上
時代，舉一反三聽說來不及了，現在我們學習傳統文化，學習祖宗
教誨，學得比較晚，都一大把年紀了，所以現在舉一反三怕跟不上
，要舉一反一切。
　　剛剛是跟大家分享到，其實我們把我們的家庭、我們工作的本
分做到了，這分至真至純的「父子有親，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
幼有序」，這都會感動每個人本善的心。結果剛好我給一些同胞們
講完以後，真的有人發e–mail把故事給我。我本來是滿感動的，結
果往下一看，他不是把他兒子女兒的故事告訴我，他說我們家的貓
也做到了，叫我幫他們家那隻貓做齊家治國平天下。因為本來說拿
著這些故事，他們是齊家了，把這個故事又告訴世界各地的人，讓
他們也興起這分效法之心，那這就達到治國平天下。所以我希望下
次接到的是人，而不是貓。
　　真的他說他們家那個黑貓吃飯的時候都是媽媽先吃，「長者先
，幼者後」，媽媽吃完了，牠才上去吃。甚至於是母親在罵那隻黑
貓的時候，那隻黑貓頭都低低的，一句話都不敢吭，叫「父母教，
須敬聽；父母責，須順承」。好，諸位長輩、朋友，這個故事聽完
了，只要還給父母回一句話，再頂一句話就是貓都不如。我們這個
聽故事要會聽，從此境界就上去了，要這麼學。



　　剛剛跟大家講到夫子的這段話，你真正盡孝，你真正友愛兄弟
，你再給社會大眾最好的表率，你也達到啟發大眾、引導大眾往善
的路上去走的效果出來。所以我們皆不可小看自己的力量。像范公
在那個時代，他的兒子范純仁非常的孝悌，當初他有機會有更大的
官、更好的發展去做，他告訴朝廷，我的父親還在，父母在不遠遊
，我要先盡我這分孝道，功名利祿放在次位。後來他的父親去世了
，朝廷又來找他，你現在可以出來當官！他說我還有兄長范純佑，
他的身體比較差，我要把我兄長服侍奉養完整了，我才願意出來當
官。其實我們想想這樣的至孝，對兄弟的這分友愛之心，他還沒出
來當官，有沒有教化了人民？有，當下全國人民都知道范純仁能為
了兄弟、能為了父母連功名都不要。這真的是實質達到教化人民的
效果。
　　後來他的哥哥也往生了，這個時候他才出來當官。你看他有沒
有吃虧？人有時候就是為了眼前的利益，把道義給忽略掉了，把道
義給捨掉了。說實在的，當我們捨道義而拿這個利益，其實這個利
益已經折損一大半。命裡有時終須有，但是假如違背道義，我們的
福分可能已經折掉一大半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人生要明理，走得才
會豁達、走得才會坦蕩，不然都患得患失。你看范純仁先生給我們
最好的榜樣，他雖捨了功名，但是該是他的功名還是他的功名。范
純仁做的官職比他的父親還要高，范公是副宰相，范純仁是正宰相
，大家知不知道？都不知道。這又是傳統文化最可貴的地方，為什
麼兒子比父親的成就高大眾都不知道？是兒子不敢他的名氣蓋過他
的父親，為什麼？因為他的德行能力都是父親栽培成就的，其實那
個功名本來就應該給他的父親，沒有父親、沒有祖宗哪有他！哪有
我們自己！
　　現在都強調個性，我要比我爸厲害，我比我媽還厲害，你看人



的厚道都從這些態度當中喪失掉了。引導孩子飲水思源，所以《孝
經》裡面告訴我們，一個人他是大夫、高官，但是他的兒子只是普
通的讀書人，他死的時候用大夫的禮葬他，但往後祭祀他只是一般
讀書人。可是假如他是一般讀書人，但是他的兒子是國家的棟梁大
夫，他死的時候以讀書人禮葬他，但是往後每年祭祀他，全部都用
大夫禮祭祀。這個禮儀讓我們太感動！因為他給世間留下了一個棟
梁，所以每年懷念祭祀他都要用大夫的禮祭祀。
　　我們很冷靜來看，不管在世界哪個華人區，當地最好的那所大
學，出去留學的人最多，回來的人最少。大家有沒有留意這一點？
為什麼家庭社會花最多的金錢精神去培養出來的人，卻最不願意回
到故鄉來報恩？那你看這個努力不是顛倒了嗎？因為我們只重視了
他的知識跟技能，並沒有把他的感恩心給喚醒，所以太多的家庭很
無奈，我這麼辛苦了一輩子，最後的結果居然孩子連回來奉養我們
都不願意。真正要愛護孩子、真正要幫助社會大眾，不從孝道這個
根本，真的是徒勞無功。
　　我們也接觸到一些在做公益事業的人群，他們說這麼奇怪，那
個幫助愈多的地區，他們很窮，幫愈多愈不感恩。後來師長給他們
講了一句話，他們連父母都不感恩，他們還感恩你？他們還感恩這
個社會？感恩心的源頭還在孝道。但並不是這些年青人他不願意感
恩，是沒有人教他。所以有個七歲的孩子去上《弟子規》，上完以
後上台來說：我學了《弟子規》以後，才知道做人原來要孝順。我
們都覺得以前想法孝順是本分，但是現在失教了，為什麼失教？這
個教還是身教的問題。
　　我們自己回想看看，我們的父母有沒有哪天叫我們過來說：兒
子，你要孝順我；兒子，你要孝順媽媽。有沒有這樣的記憶？沒有
，而且也說不出口。叫諸位長輩朋友去告訴兒子：兒子，你爸爸很



辛苦，來，孝順我。講不出來，講得出來就很奇怪了。為什麼？因
為天性、道義是沒有條件的，假如還講出條件來，這個道義、天性
已經不見了，那變利害關係。父母養育我們、照顧我們，從來不嫌
棄我們，那是分至情，還要談條件，那很不自在的。但是因為無有
條件，反而孩子的感受，他的本善都啟發，也是盡心竭力孝順父母
。為什麼會被啟發？就是父母把孝給演出來，而不是說而已。看了
以後潛移默化自然就學習到，以這樣為人生的態度。
　　之前有一次遇到孔老夫子的後代，他在馬來西亞。他說他以前
沒有讀過《弟子規》，後來他第一次看了《弟子規》，翻完以後內
心非常的歡喜，他覺得他太幸運當孔家的後人。因為他雖然沒有讀
過《弟子規》，但是《弟子規》他非常的熟悉，他每讀一句都是他
小時候的情景，原來大人都演給他看，並不是用說的。這是一個關
鍵。我們因為這二、三代比較忽略了聖賢教誨的學習，一看到《弟
子規》，我們大人馬上想給誰學的？給孩子學的、給下屬學的。不
是，《弟子規》是長者、父母、老師表演給孩子看的，潛移默化就
感動。
　　南京有個葉總，他學了以後真的自己去履行，他生起感恩心，
不止感恩他的父母，他也感恩員工對他的信任、員工對自己公司的
付出。你看不只是夫妻之間要彼此感恩付出，不能把對方的付出視
為理所當然，這個感情就不會真切。不只是夫妻是這樣，君臣關係
，領導跟被領導也是這樣，假如領導人都覺得說你幫我做都是應該
的，那下屬的感覺也會很不舒服。這個老闆他開會，以前一個禮拜
來不到幾次，現在知道以身作則，就站在門口。
　　後來員工要來上早課；他們早課佈置得挺好的，在牆壁上掛了
一幅至聖先師孔老夫子的聖像，然後他們在那裡一起做早課；他現
在都是最早到的，以前一個禮拜來不到幾次。現在員工進來的時候



，他就歡迎他們，給他們鞠一個躬。還不是他而已，還有些高級主
管都排在那裡迎接他們的員工。員工本來還有點要打瞌睡，早上起
來還睡得不夠，可是一走進來，那個鞠躬一鞠下去，所有瞌睡蟲全
部都飛走了，精神為之一振。有的說本來還很多煩的事情，看到主
管這麼恭敬，那個態度整個都轉過來。然後一進來。為什麼這個鞠
躬能產生這麼大的作用？因為這葉總是真正一種心境，我今天公司
還能夠正常營運都是我的員工昨天辛勤付出的結果，真誠心去感謝
他的員工。上班以前這個早會又把《弟子規》讀一遍，整個員工的
心都靜下來。甚至於在讀的過程，反思自己工作、自己在家庭當中
昨天還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把它修正過來。所以這個早課都讓每個
人提起理智、提起正念。
　　這個孝悌不只是家在傳，甚至於我們整個文化的核心也離不開
這個孝悌的精神。在東北大連有個孝子叫王希海，他父親二十多年
前中風，他本來有個機會可以出去發展，但是因為父親病重，他當
下就全心全意決定要照顧他的父親，一照顧就照顧了二十多年。後
來有個記者去採訪他，還沒進去，看到他外面掛了很多的床單、被
套。進去就跟他講：你剛好今天洗床單被套？王希海說：我每天都
洗。那你幹嘛每天洗？他告訴記者，我的父親中風已經很難受了，
我不希望再增加他一點點的難受，因為雖然這被單沒有溼掉，可是
他身上的熱氣一定會讓這個被單潮溼，一潮溼對皮膚一定有損害，
我不願意再給父親有這些難受。你看一個大男人這麼樣的細膩。
　　因為中風的病人假如長期臥床，一定會有褥瘡，所以他每半個
小時一定給他父親按摩、給他父親翻身。他的母親在一旁，在那裡
感嘆，我兒子做的事我都做不到。因為他父親沒有行為能力了，每
天要把他父親的痰抽出來，都是他這個當兒子的很細膩的幫他父親
用吸管吸出來。做到他的鄰里鄉黨自然到他們家來幫他的忙。你看



他那分至孝感動了一個地區的人。
　　剛好有次他的父親發高燒都不退，也去檢查都沒檢查出來，有
天作夢夢到自己爬梯子結果掉下來。諸位長輩、朋友，我們假如作
夢爬梯子掉下來，第一個念頭是什麼？好險是夢，剛剛在夢中心臟
也是跳得挺厲害的。你們好像都沒什麼經驗是不是？我掉下來還是
會緊張。你看他從爬高梯掉下來，第一個念頭是想到跟我爸爸有關
，摔下來一定會傷到腳。他開始仔仔細細地毯式的檢查他父親的腳
，終於發現有一個膿包，因為膿包會發炎才會發燒，又把他父親的
狀況給解除、治好了。真的連在夢中都能有感應。
　　所以《孝經》，大家這幾天有讀《孝經》！你看《孝經》經本
當中，《孝經》的句句就在我們的生活、人生當中。「孝悌之至，
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確實孝悌能感天動地。現在很
多孝道的故事，我們現在人看了說這不大可能。其實不是不可能，
是我們的孝心跟古代人差太遠了。「君子以其所不能畏人」，而敬
畏他們，人家能做到，我們不能做到，敬畏他們；「小人以其所不
能不信人」，小人就是，我自己做不到，那別人也做不到。所以我
們現在這個時代要很能夠去觀照的是我們太傲慢了。
　　你看二十四孝那都是至孝，有些還覺得說那個是不是神話？你
看那個老虎，楊香一個女子她父親剛好被老虎咬住了，當下這個女
子沒有其他念頭，馬上跑過去就把那個老虎給抓起來，結果這麼一
抓把那個老虎給嚇退了。那都是至孝，那個當下完全沒有自己。假
如那個時候還：唉唷，老虎！就不會這麼幹了。所以我們都是先想
到自己的安危，就不可能有這種至孝的行為出來，難怪二十四孝現
在都寫不出來。這是我們要慚愧的地方，二十四孝要不要在現代把
它寫出來？情況不大樂觀。
　　你看包含實夫拜虎。包實夫他教書，後來要回家看望父母，在



這個路上突然遇到老虎把他叼起來準備吃他。當下面臨這樣的危難
，你看一個孝子沒有驚恐，他馬上很誠懇跟那個老虎說，我還有父
母在，年紀都大了，被你吃是我的命，但能不能容許我把父母孝順
了，該是你的命再還給你。這個老虎可能也見過世面，從沒看過一
個人面臨生死這麼鎮定，這個至孝就感動那隻老虎，當場那個老虎
就走了。後人就把那個地方叫拜虎崗，這都很有意義的，是吧！我
們現在沒遇到什麼生死關頭，光是娶了媳婦就忘了娘，你看差那麼
多。這都是我們察覺跟聖賢人的差距，那要更自立自強，「勿自暴
，勿自棄，聖與賢，可馴致」。
　　元朝李忠，那個時候大地震，整片都震掉了，可是那個震央，
那個地震到他們家門口突然間分成兩條路，經過他們家以後又合起
來變成一條，就他們家沒倒，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天地都會感應
。像我們曾經聽過「蔡順拾椹」，一念到蔡順我都覺得與有榮焉，
那是我們的祖宗，同宗的祖宗。大家都知道他採桑椹的時候分成兩
部分，那盜賊很驚訝，你採個桑椹幹嘛還這麼費事分成兩部分？他
說這個比較黑的比較甜給我母親吃的，這個比較紅的是比較酸的，
留給我自己吃。一分至孝把他的劫難化掉了，所以真的孝心起來，
對祖宗恭敬心起來，你人生很多劫難就化掉了。甚至於很多最大的
福分就降臨了。
　　其實人生最大的福分莫過於能學習到聖賢的教誨，因為有了聖
賢的教誨，我們的思想正確，你的命運就會愈走愈寬廣。思想，正
確的思想智慧才是人生最大的寶藏。你看很多的朋友們來，都是因
為媽媽叫來了，不來怕媽媽傷心，勉強來了。但是就因為那一念希
望媽媽高興，順母親，福分就來了。我們在廬江的時候，有個太太
跟先生吵得快要離婚了，她母親勸她：你去聽聽課！她說：我都四
十歲了，我有什麼不知道！後來那天又吵得很厲害，剛好走過教室



，突然想到媽媽叫她去聽課，不然聽聽看好了。真的走進去就聽到
那一句「各自責，天清地寧；各相責，天翻地覆」。她說我天翻地
覆就是這麼搞來的。以前是先生進來看到拖鞋沒擺好：妳拖鞋怎麼
沒擺好？我這麼忙你沒看到？你不會自己擺！吵起來，那個先生氣
到拖鞋就飛半天去了，飛得很遠去了。芝麻小事都可以吵。你看心
念一轉，人生就轉了。也是因為聽媽媽的話。
　　還有聽聖賢人、聽師長的話也很重要。我有個朋友他住在高雄
，有天他看電視看到師鐸獎頒獎典禮，他邊看邊哭，哭得很傷心，
為什麼哭？我這輩子怎麼都沒遇到一個好老師？假如都遇到其中一
個，我怎麼會變成這樣？我就不會這麼墮落了。聽到這裡，我們當
老師的人覺得很慚愧，讓這麼多想學的人學不到，這是我們失職。
孝悌之至，你看那個孝不只對父母，一日為師，對那個師長他也是
這種態度的時候，都會感應。過沒多久他在電視上就看到師長的講
經，他高興一直看，看五分鐘接著打瞌睡四十五分鐘，他很努力。
但是他最可貴的是堅持看，雖然大部分在打瞌睡，雖然都夢到周公
，但是還是不放棄繼續學。
　　他是做房地產的，當下我有這麼好的修學機會，錢我不賺了，
把房地產收起來。他親朋好友說：你有問題，這麼好賺，時機這麼
好你都不做。他說：你別管，我已經想通了，我現在每天聽課最少
八個小時以上。他就這麼幹。結果聽沒多久，突然我們房地產狂跌
，他一分錢都沒損失。所以他那些親朋好友、同業人員都說這個人
會算。其實他不是會算，他一念好學、一念感恩師長教誨的心，把
他的劫難化掉了。所以他現在「蹺腳拈鬍子」，急流勇退。
　　這個朋友跟我關係很特殊，他是男的。當初我教了兩年的書，
本來還想教兩年，想多積累一些教學經驗。他請我喝茶，喝著喝著
我說我再教兩年，有機會到澳洲去跟師長、去跟楊老師他們學習。



他說你不要等兩年了，現在就去。我說好像也對，他推我一把，我
就真的下決定要去了。而且他還大力支持我：你放心，你好好去學
，回來房子我幫你出，我給你做護持，回來就給你這個舞台。我一
聽回來還有靠山，安心的就去了。
　　但是諸位老師們、諸位朋友們，我們收到的不是那一間房子，
收到的是什麼？是這個朋友至誠祝福我們、提攜我們的這顆心，成
就我們的這顆心，房子當下就放下了。能不能回來說：你當時候。
所以我們跟親人、跟朋友相交往，要用心性跟人家交往，不是執著
在言語行為當中。今天你看到一個孩子端著東西摔壞了，我們現在
是看到他摔壞的這個動作，還是看到他的心境？第一，他為什麼要
來端這個東西？他是看我們很忙，來幫忙。有沒有看到？為什麼看
不到？我們往往因為自己的情緒，因為自己的好惡，完全見不到，
縱使最親的人的內心都看不到，眼睛都被障住了。
　　當下我們很柔軟的，馬上蹲下來：別急、別急，媽媽跟你一起
收起來。你看孩子善心做錯事情，他也很內疚、也很難受，這個時
候媽媽馬上一起跟他收捨，他心就平和多了。但是更內疚，你不罵
他，他更不好意思；你罵了他，他只覺得媽媽脾氣很大，你看一念
之間差很多。收拾好了，不只沒有責怪，接下來說到：你都懂得幫
媽媽的忙，媽媽很感動。這句話再下去，孩子跟父母的心完全融在
一起。來，沒關係，這次經驗是我們最好的老師，我們一起來反省
一下，為什麼會把它打壞？讓孩子想一想，有沒有想到《弟子規》
哪一句？事勿忙，忙多錯；執虛器，如執盈。
　　我們昨天講到夫妻很有修養都沒有壞事，是不是？父母有修養
，家庭有沒有壞事？你看發生的事都在長彼此、長孩子的智慧。更
告訴他為人處事的態度，你看這種修養家會不和嗎？所以李炳南老
師有一段話，對我們人和非常好的教誨，「見人有善，不嫉妒，要



稱讚，要隨喜；見人有惡，不批評，要規勸」，都是一家人！應該
是怎麼幫助他、怎麼協助他才對。不批評，要規勸或守默，守默就
是不要講，為什麼不講？因為信任還不夠，不要急著去講。真正我
們做得也很好，他挺佩服我們的，這個時候話就聽得進去。
　　最後「見人錯事」，人家做錯事情「不指責」，不指責他，「
要協助」。我們在公司裡面，同仁不小心把事做錯了，他已經做錯
了，你再罵他一頓於事無補。我們在很多境界中，到底是情緒作用
，還是理智提起來了？理智提起來了，就能讓彼此的人生愈來愈好
；情緒提起來了，彼此的關係會惡化，而且彼此的人生會愈來愈糟
。掌握情緒，今天已經第三天，要考試了，掌握情緒才能掌握什麼
？掌握未來。我們時時都是用這種心去感受我們的孩子，真的沒有
代溝的。往往都是他的善心、他的善念，可能我們一巴掌就過去了
，把他的善心都打退了。所以人與人這麼難得的緣分，要心與心交
流。
　　那一次剛好聽到一個故事，就是師長有次在澳洲的時候，澳洲
有個老闆，她開了一個飯店，然後剛好她要請師長吃飯，就安排在
他們的飯店吃。她說她想要親近仁德之人，親仁，幫她安排一下。
結果後來她要去吃飯的時候，他說來，妳就坐師父旁邊。她說怎麼
排那麼近？妳不是要親近？近一點好。結果她戰戰兢兢坐下來，沒
錯，「果仁者，人多畏」。我在師父旁邊從來沒吃飽過，為什麼畏
？第一太有威嚴，第二師父說的都沒做到，歹勢，慚愧，是這種心
境。
　　她也坐下來。過了一會，因為坐得很近，看到師父那個威光赫
奕，那個臉上都是放光的，很年輕。其實我也觀察到在公眾場合，
不管是二十幾歲出家在家的法師跟居士，站在師長旁邊，縱使他這
麼年輕，看起來那個氣色一下就被師長給比下去。你們不相信，以



後可以去站站看。真的，那種德行之光真的會讓人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當下這位企業家看到以後很驚訝就說：師父，你真是天生麗質
！
　　諸位長輩、朋友們，當我們聽到這位女士講天生麗質，你聽到
了什麼？你是聽到她的言語，還是聽到了她的心聲？那就不一樣了
。你看她講完天生麗質，大部分的人都很歡喜，突然對面有個老修
行人，他就對著她說：什麼天生麗質，叫法相莊嚴！你看他有沒有
跟人交心？沒有，他是拿著他學的東西去要求別人、去教訓別人、
去教別人，好為人師。大家想想，請問這個老修他是在進步還是在
退步？他連對方的心境都感覺不到，那都是他的我執在作祟，傲慢
在作祟。
　　所以一個人修行不見得愈修愈提升。善觀自己的心念，心才是
關鍵，心境退步了，學十年還是退步。我們今天踏入聖賢學習的行
列當中，我們對父母的孝心在這十年來有沒有提升？我們對一切人
的恭敬心在這十年有沒有提升？這才是實質，我們講的重實質，不
重形式。當下整個氣氛都凝固了，因為他很凶說法相莊嚴，大家也
不知道怎麼接。突然師父就說：天生麗質就天生麗質！一句話就把
那個氣氛又化掉了。那師長是聽到人家內心那種很真誠的讚歎。因
為她的詞彙裡面最高級的叫天生麗質。
　　所以我們跟聖賢人學，學他們的心境，時時都是感受到別人的
心。有這樣修養，一個月的朋友就像十年的老友一樣；沒有這種心
境，交了十年彼此還是不大了解。我有個朋友，他跟我的朋友群也
比較重疊很大一個部分，他說我常常跟他們打電話，你半年也不給
他們打電話，怎麼他們看到你都笑得比較燦爛？你看重點不在你交
往次數，重點是每次彼此相見的時候都是至誠的關心、至誠的祝福
。甚至於縱使沒有相見，那種心還是彼此用真心在祝福。所以人有



時候往往都看到表面，都沒看到根本實質的東西。
　　其實佛陀在世的時候，這樣的個案也很多。你看那個小朋友剛
好在玩他最喜歡的石頭，看到佛陀來了生大歡喜，馬上把石頭拿起
來倒到佛陀的缽裡面。結果旁邊的侍者，馬上本來要罵他一頓，佛
陀說：拿到好東西了！他突然想差點做錯事了，佛陀是看到孩子把
他最歡喜的東西都要供養佛陀。馬上佛陀說：來，塗在我的牆上。
這段話我也特別歡喜，為什麼塗在牆上？當然我不能測度佛陀的意
思，就是當我聽到這段話，我的感受就是說，你看這些孩子這麼至
誠的信任我們，我們把它塗在牆上，每次看到牆上就想著還有這麼
多孩子需要聖賢的教誨，我們不能懈怠，我們要提升，不然以後都
沒智慧幫助他們。那個每天看，每天都是砥礪自己。
　　還有一個公案是有隻狗看到觀世音菩薩，很高興，馬上把牠找
來的大便就丟過去，旁邊的人一看到說：你這隻狗。可能要把這隻
狗給打死，這麼沒禮貌，還拿大便給觀世音菩薩。可是狗改不了吃
屎，那個屎是牠最喜歡的，牠丟過去了，當場牠的罪業就消掉，牠
脫離畜生身。我們不見得看得懂。《弟子規》說「見未真」，這句
話有味道，什麼才是真正的真？心性是真。今天縱使看一個犯大錯
的人，我們有沒有看到他內心的掙扎、他良知的痛苦？我們真正感
覺到了，這個時候不只跟他沒有對立，只有那分真誠仁慈，這個時
候連最凶惡的人在跟我們當下的緣分都能被感動。所以我們學聖賢
學他們的存心，慕賢當慕其心。
　　曾經聽一個公案，佛陀在世的時候，有個算是殺了很多人，不
相信，真的有聖人嗎？埋伏要傷害佛陀，結果他跑得愈快反而離佛
陀愈來愈遠。因為佛陀是我們的心性本善，當我們起惡念的時候，
跟這個本善就愈離愈遠。他跑到精疲力竭，佛陀回頭給他講了一句
話，說：仁者，你止步！印度話止步跟止惡是同一個音，馬上這個



人回光返照反省自己，當下就痛哭流涕。而雖然是短短一句話，卻
是這個佛陀對一切人至誠的信任，相信他們都有這些智慧德相。因
為這個至誠，這句仁者才能把他的心喚醒。
　　這個故事能不能白聽？你們怎麼這麼無辜的看著我？佛陀做得
到，我們能不能做得到？有時候也別太勉強別人，再繼續勉強下去
就是自己的執著了。但是相信「信為道元功德母」，不相信自己，
什麼事，學問也好，家業、事業都很難成就。信心是一切事情成敗
最重要的基礎。我們看到聖賢人的風範，我們期許自己一定也能做
到。寧為成功找方法，都想著如何做到，絕對不會想做不到，絕對
不否定自己。連自己都不相信自己，那會變成俗話講扶不起的阿斗
。阿斗是誰？什麼劉備的兒子，也對。你們考試都考壞了，要有悟
性，就是我們自己，不是講別人。對自己不信任的，阿斗就是自己
；對自己信任的，大舜就是自己、佛菩薩就是自己。好，那這節課
就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