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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長輩、朋友，午安，大家請坐。諸位長輩、朋友，大家好
！我們剛剛提到夫婦相處，我們不忘初心，走入婚姻，曾經對彼此
的這分終身的承諾我們要堅持。孟子說到人生有三樂，其中一樂是
「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我們曾經承諾的事情，我們盡力，
盡這分情義、道義。在古代宋朝，劉庭式先生，他學問很好，剛好
跟一個女子談婚嫁，都還沒有送聘，只是去接觸了一下，雙方同意
，都還沒有下聘。結果他去考試，去考進士，在這段期間，這個女
子眼睛瞎了，他又考上了，那考上就都是當官的人，很受社會的尊
重。結果當他回來要去娶這個女子，以前人厚道，她們家族的人，
因為她父親也去世了，她們家族的人一看到這個情況，就覺得真對
不起劉先生，他又已經有身分、有地位了，假如你堅持要娶的話，
那可不可以娶她妹妹？他覺得好像會讓人家很吃虧，古人是都會先
替別人想。結果劉庭式很堅持，說我已經許諾要娶她，我不能違背
我的初心。我們想一想，第一個，他要對得起他自己的良心，他已
經答應的事他不反悔；第二個，他感受到那個女子的心，假如已經
談婚嫁，結果後來沒有成，這個女子可能在社會當中很難立足，她
會覺得好像很難去面對人；再來她自己又已經瞎掉眼睛了，那個都
有雙重的痛苦在裡面，劉庭式不願意傷害她。我們都感覺得到這個
女子嫁過去之後，用什麼心境來對待她的丈夫？那真是全心全意的
照顧這個家。所以我們看到古聖先賢他立身處世就是用道義，要對
得起自己的這分情義才行。而他的這分情義有一股正氣頂立在天地
間幾百年、幾千年，都是我們的榜樣。



　　像在東漢，有一個讀書人宋弘，那時候漢光武帝的姐姐湖陽公
主，丈夫去世了，皇帝想幫姐姐找一個好的對象，就問姐姐，妳看
朝廷當中哪個官員妳看上，覺得最好的？結果皇帝的姐姐就說宋弘
。皇帝就去找宋弘，說宋弘，我聽說人一有錢就換老婆，社會的風
氣是不是這個情況？但是宋弘回了一句話，他說「貧賤之交不可忘
」。貧賤之交不可忘是說人在困頓當中的朋友，這分情義一生都要
記住，不能自己發達了，反而瞧不起以前那些共患難的朋友，貧賤
之交不可忘。人其實聽到這些話，感覺有沒有一個正氣上升來了，
有沒有？你們怎麼沒反應？你們講一講看看，來，我們一起講一遍
，「貧賤之交不可忘」。你們有沒有覺得，你看你的正氣在養天地
之正氣，有沒有？法古今之完人。下一句，「糟糠之妻不下堂」，
糟糠就是元配，共同辛苦過來的那分恩終身不忘，不能有了地位、
有了權勢就把自己的太太給捨棄掉。所以皇帝一聽這兩句話，知道
這個是正人君子，他不可能來娶我的姐姐。
　　結果湖陽公主剛好在後面聽，聽到宋弘說糟糠之妻不下堂，假
如你們是湖陽公主，聽了難不難過？不會！受我一拜，這個是真正
明白的人，這個叫什麼？我沒看錯人，果然是有德行的人。其實說
實在的，人為什麼會難過？很大的一個因素是什麼？求不得苦，人
有了求，一沒有得到，煩惱就來了。我們無欲則剛，知足常樂。比
方一個男生看上一個女孩子，剛開始同學的時候滿欣賞她的，看到
她什麼優點都挺高興的，突然有一天決定，好，我要追求她，一想
要追求她，煩惱就來了。欣賞的時候挺高興的，追求追不到，氣死
我了。有的氣成什麼樣子？氣成去傷害對方。那哪叫愛？那叫欲望
。所以不是別人給我們痛苦，是我們的貪、我們求的心讓我們痛苦
的，不是他給我痛苦的。你看那些唱情歌的誤導大眾，是不是？都
是好像他給我神魂顛倒，什麼給我一杯忘情水，誤導！所以今天我



們要開悟，誰讓我們痛苦的？不是別人，是自己有求的心讓自己痛
苦。所以有句俗話講，「人生解知足，煩惱一時除」。這些聖賢人
給我們立定了榜樣，我們起而效法，我們婚姻路上不忘初心。
　　新郎帶著新娘要回家門來，當新娘上轎，上禮車，有個禮俗，
就是扇子要從窗戶丟出去，妳們丟過沒有？妳們都是有經驗的人。
那是表法的，表什麼？結婚過去要同甘共苦，那個扇子就代表大小
姐，你看那大小姐「好熱，趕快開冷氣吧！」這是養尊處優。結婚
了，角色不一樣，趕快頻道要調得好，首先先把大小姐脾氣，咚！
先丟出去。所以在古代敘述這個女子出嫁的心情，「桃之夭夭，其
葉蓁蓁」，就是女子出嫁，比如春天的桃花，它開花結果長葉子了
，都很快就很茂盛。所以女子看到這個情境，她就期許自己，我嫁
過去以後就可以旺三代，讓他們這個家很和樂，子孫很發達。所以
用「桃夭」這首詩來敘述女子出嫁的情景。有沒有哪個女子坐在花
轎上，她心裡想，好，終於讓我等到這一天，我非搞個雞犬不寧不
可。沒人這麼嫁的吧！沒人這麼幹的吧！所以我們看，不忘初心，
都是為了要去成就彼此的人生才走這條路的。
　　把新娘帶到家裡面，這個時候很有意思，公公、婆婆站在客人
那個位子，夫妻從主人的位子走上去，把這個家就交給這對結婚的
夫妻了，這個都是表責任承擔起來。然後進門，夫妻要喝交杯酒。
古代的交杯酒，盛酒的杯子它的肉是苦的，盛的是甜酒，代表什麼
？你們都喝完了都不知道？同甘共苦。而且他喝的那個酒杯是同一
個瓜劈成的，本來是什麼？一體的，所以那兩個杯子的意思是一體
不可分，用這種情義去走婚姻。現在不是一體不可分，還沒結婚，
先想財產公證，冰箱是你的，洗碗機是我的，你看看，還沒結婚就
想什麼？怎麼離婚，這個婚姻好經營嗎？兩個人來自不同的家庭，
生活習慣方方面面都要調整，沒有一分包容，沒有一分體恤，只是



計較，只是要求，這個就很難維繫下去了。所以我們記住了，不分
彼此，同甘共苦，這個時候就不計較，就想著多付出。
　　我自己印象很深，就是我父親到了暑假開學日，因為我母親那
邊的經濟沒有我父親這邊好，可是很有意思，我母親嫁過來的時候
，是我母親那邊經濟很好，我父親這邊很窮。然後我外公還勸我媽
媽，妳過去以後妳是大嫂，妳是大媳婦，妳的薪水還要拿出來養這
些弟弟、妹妹，妳自己考慮清楚。我媽媽說嫁。幸好嫁了，不然我
現在就沒站在這兒。前面找了好幾個有錢、工作又好的，都不嫁，
然後我爸爸是又沒錢，而且結完婚隔天又去讀大學，還在讀書。為
什麼嫁？我媽媽說我爸爸很孝順，很孝順就是有情義的人，那一定
會對自己的妻兒好。所以印象當中都是不分彼此，我父親就主動的
幫我那些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幫他們付學費，不等我母親開
口，你看不分彼此，你的親人就是我的親人。你看，太太的心裡也
會很感動，一感動，一定是更加的去成就對方、成就這個家庭。你
假如計較來計較去，那永無寧日。
　　經營家庭，《弟子規》講的，「財物輕，怨何生」，你計較錢
就麻煩了，錢不可以計較，和氣生財，「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夫婦一條心，黃土都變成金，整個都團結起來了，那一定愈來愈興
旺。再來，付出不能計較，像這個錢不能先生給爸爸、媽媽多，然
後岳父、岳母就差很多，那心理就不平衡，財物輕很重要。連稱呼
也不要分得太清楚，「你爸、你媽，我爸、我媽」，聽得舒不舒服
？雖然只是一句話，可是那是一種心態；你假如「咱們爸、咱們媽
」，叫得多甜，讓人聽起來就很舒服，不要分得那麼清楚。有個女
士她還沒去學《弟子規》以前，她說我已經夠賢妻良母的了。諸位
朋友，聽起來，你覺得她夠不夠賢妻良母？這個話裡面透露了什麼
？付出都要登記在本子上，我做的可夠了。所以真有道義的人，做



了，他會覺得應該做的，不會記在心上。所以你有沒有看過一個孝
子講，「我跟你講，我是孝子，我父母能生到我是燒了三輩子好香
」？我跟大家保證他絕對不是孝子。
　　義是什麼？有道義的人他就覺得應該的，他是個孝子，他是個
好丈夫，你一誇他，他渾身不自在。我做這個哪算什麼！因為他覺
得應該的，你愈表揚他、愈肯定他，他反而覺得受不起。有道義的
夫妻，你跟他說你教孩子教得很好，他馬上說那是我太太的功勞，
他不居功，我太太付出很多，相夫教子。結果你去找他的太太，她
說沒有，都是我先生的功勞，孩子的優點都是學他的，他頂著家庭
的重擔。都是互相看對方的付出，然後自己的付出都覺得那是應該
的，不算什麼。這是道義人生。為人父母有這分道義在，孩子的人
格特質就有這一點。所以今天我們假如跟自己的兄弟都是不計較，
你的孩子心量就大。我雖然沒有常跟我父親談說他們兄弟的事，可
是從父親在處理自己兄弟的事情，都感覺到他一個大哥的心境，就
好像都覺得給弟妹不夠，從來沒有一句話說，我對我的弟妹可好了
，都是深怕自己做得還有不夠的地方。所以這個是不可計較錢，不
可計較付出。
　　再來還要忍住言語，家裡面吵架，常常都是言語忍不住。掌握
情緒才能掌握未來，人一情緒化，事情愈來愈糟，首先修身功夫，
第一個先對治脾氣。有個老先生結婚九十年了，不是，九十歲了，
我看大家有沒有注意聽。諸位朋友，我剛剛那個叫「倘揜飾，增一
辜」，大家看出來沒有？好的可以效法，不好的不要跟他一樣。我
們是理智學習，「見人善，即思齊」、「見人惡，即內省」。他九
十歲，結婚六十多年，夫妻沒有吵過架，這些晚輩就很佩服他。有
一天湊過來問這個老先生，老人家，您是怎麼經營夫妻關係的，這
麼和樂？老先生講到，他說我六十多年前結婚，我們夫妻商量好了



，只要有一個人發脾氣，情緒起來，另外一個人就趕快先出去走走
，不要起衝突，也不要給下一代不好的影響。夫妻一開始就先談好
，見解要相同。老人家說到這裡就笑得挺燦爛的，說道，這六十多
年來都是我先走出去的。你看，忍得住脾氣。不然一摩擦，小事都
變大事，沒事都變有事，有時候一吵起來，連舊帳全翻了，謹慎！
一言既出，尤其很傷人心的話一出去，一輩子有時候都忘不了。所
以我們剛剛講君子九思，其中一個就是「忿思難」，憤怒起來要思
，很難挽回、很難收拾，很多年的交情，可能你發一次脾氣，從此
就不聯絡了，那這個緣分多可惜！
　　我們想一想，你看這個老人家，對方（太太）情緒一上來，他
馬上走出去，請問誰贏？人有時候輸贏看不清楚，都覺得氣勢把人
家的話壓下去叫贏，那剛好輸得很慘，對方不會認同，旁邊看到的
人更覺得我們沒修養。反而是一個發脾氣，一個忍下來，不起衝突
，以和為貴，所有看到的人打從內心佩服他。而且太太等先生走出
去，太太怎麼樣？站在那裡，怎麼這次又是我敗了！這次又是先生
沒發脾氣，先生都能想到我們彼此的關係，都能想到給孩子好的印
象，她打從內心對他先生佩服。這個時候先生出去也不要太久，十
幾分鐘就可以回來，太久，到時候太太又想東想西，十來分鐘進來
，當沒什麼事一樣。這個時候太太有點不好意思，端杯熱茶過來，
怎麼樣？你可不能，妳看，又是妳發脾氣了！保證你那杯茶喝不成
，可能都眼睛跟臉喝，唰！有什麼了不起。所以馬上這時候要給太
太台階下，她不好意思了，給你端杯水已經夠，不要用委屈，夠有
分寸了，這個時候你要馬上，「那天不是還談說要回去看看我岳父
大人嗎？怎麼樣，明天就去？」太太一聽，心花怒放，高興，你不
只不計較這個，反而馬上想到她的需要。你看情緒起來了，好事、
壞事？有修養，把它化掉，讓彼此更加尊重。這個是言語忍。



　　再來，反省也很重要，我們早上講的，「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剛好有兩對夫妻住對門，一對是很和樂，另外一對是小吵天天
有，大吵三六九。為什麼要三六九？因為發一次脾氣要調養兩天，
不然元氣恢復不過來。真的，發一次脾氣，身心受損很嚴重，大家
就別試了。人都有希求美好的人生，看人家這麼和樂，其實也滿羨
慕的，找一天趕快到對面去請教。結果這位太太就對她說，她說因
為你們家都是好人，我們家都是壞人。這個太太聽矇了，我們都是
好人，每天吵；你們都是壞人，這麼和樂，有點聽不懂，妳是不是
在諷刺我？看她的表情不是很清楚，所以當下這個太太接著解釋，
她說比方說我先生回來了，我給他倒一杯茶放在桌上，他走過去的
時候一不小心，穿著大衣給這杯茶撞倒了。我一看到馬上過來，先
生，對不起，剛剛那杯茶我沒有擺好，害你給撞倒了。邊說拿著抹
布在那裡擦，把水擦乾淨。先生一聽就很內疚，太太，妳一番心意
，我自己不小心給搞砸了，來，應該是我擦，我擦。兩個人在那裡
爭著要擦桌子。大家有沒有經驗，夫妻為了爭誰擦桌子，把抹布給
搶破了，有沒有？假如有這種情境，這個家一定興旺。
　　所以這個當下，你看夫妻都是一看到事情，我有不足的地方，
我有不對的地方。他這麼一想，對方的那一分反省的心就被點燃了
，就互相反省。老祖宗告訴我們，「各自責，天清地寧」，我們可
以感覺得到，人的一個心念太關鍵了，幸福有時候在一念之間，各
自責是天清地寧。但是換了，不是這個態度，變成，同樣的情境，
先生一撞倒，這個太太遠遠看到了，「你走路不長眼睛是吧！要喝
自己去泡！」這個先生一聽口氣這麼差，「妳這個女人，倒杯茶都
不會倒，還放這麼外面，妳還能幹什麼！」烽火點起來了。諸位朋
友，烽火會燒多久？不一定是吧！看情況。烽火假如連三月就麻煩
了，這麼一燒，燒到哪去了？有的一燒就燒去離婚去了。結果一離



婚，年紀輕輕的，那個辦事人員，你們為什麼原因離婚？人家這麼
一問，兩個人互相看一看，上個月我們因為什麼吵架的？因為什麼
吵架忘了，情緒起來，我跟你拼了。你看人意氣用事起來，想不到
彼此父母的擔心，想不到下一代的幸福，更想不到彼此之間曾經有
的這分承諾。所以掌握情緒重要。「各相責，天翻地覆」，沒事都
變事情鬧得很大。所以幸福在哪裡？一念之間。
　　而這個不只是夫妻相處如此，所有五倫關係都是這樣，父子、
朋友、君臣關係。比方說在一個單位裡面，假如辦完一個活動，第
一個人一起來，馬上就說哪個部門做得不好，哪個人差勁，一開始
就開罵，這不能體恤人情。辦完活動，沒有功勞怎麼樣？也有苦勞
，你首先要先肯定，這是人情練達。結果一上去都是批評，那麻煩
了，那場會議開下來會開成批鬥大會。第二個人一上來，你也好不
到哪裡，你們也不好。最後愈開就愈誤會，那這種會不能開，這各
相責。假如上去的首先就講到，我們這個部門哪裡還不足的，請大
家多包涵。下一個單位起來，你們已經很付出了，我們也不足。那
愈開，大家都看到自己的不足，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個會愈開
愈有智慧，愈開反而彼此更加的尊重。所以孔老夫子告訴我們，舉
一隅要以三隅反，要舉一反三。這個道理同樣用在整個人與人的關
係裡面。
　　再來，要時時念恩，感恩的心來感謝對方。在回教有個先知，
他的太太很兇，有位信徒他的太太也很兇，然後他就很苦惱，他就
想，先知很有智慧，他希望去請教他怎麼樣管管好他的太太。所以
這個信徒就抱著很高的期待，要去問這位有學問的人。結果到他們
家，站在那裡愣住了，他的太太更兇，罵這個先知比他還慘。所以
他就涼一半，我今天是來請教他怎麼樣管好我的太太，他比我還慘
。結果後來他就進去見這個先知，感覺很同情他。這個先知就跟他



講，其實有時候我太太給我發脾氣，我也是很想要罵回去，可是我
一想到太太這麼信任我，把一生都託付給我；而且太太照顧孩子很
不容易，比如說孩子三歲以前，常常半夜起來哭鬧，都是太太去把
孩子照顧好；還有你看哺乳二年、三年，讓下一代都能有很好的照
顧；而且對我的父母，公公、婆婆，都盡到這分孝心，我整個家安
定，我的事業能夠這樣去發展，沒有後顧之憂，都是太太的功勞。
所以本來有點不高興，只要一想到另一半對我的恩德，脾氣就沒有
了。其實說實在的，假如這個話慢慢的傳到他太太的耳朵裡，會怎
麼樣？很自然的太太就生慚愧心。
　　所以確實人要掌握情緒，夫妻相處，所有親人之間相處，言語
要謹慎，往往衝突都是這個嘴巴沒守好。比方說先生哪裡不好，到
處講，講到最後全天下都知道，他是最後知道的，等他知道，可能
都很難收拾，你不給他面子。但是假如他有不好的不講，有好的講
，這個話從他的親朋好友又傳到他的耳裡面去，他的良心會想，我
這麼多不好，我太太都不批評，還在人前人後誇我的優點。人又不
是自甘墮落，他一想，我這麼一點，太太都懂得珍惜、懂得欣賞，
我應該做得更好才對。不是情緒，而是要喚醒人的慚愧、良知，這
樣才能彼此更好。不只夫妻是這樣，所以為什麼老祖宗教導不言家
醜，家醜不可外揚，一個人家裡不好的事講給別人聽，人家會不會
更尊重我們？不會，講了反而是自取其辱。但是假如是好朋友跟你
傾訴，希望你給他一些意見，這個又不一樣，他是好朋友，你一定
要讓他更提起理智來面對這些情況。所以好朋友告訴你，你可要有
道義，不能再給人家講出去。你可不能聽完以後，就找個人，「我
跟你講，你不要跟別人講」，然後那個人也「我跟你講，你不要跟
別人講」。到時候因為你把朋友的隱私傳出去，那這輩子朋友關係
就破壞掉了。



　　所以一個家庭的和樂，不只是夫妻相處好，其實各種關係都要
好，包含跟朋友的相處，包含婆媳關係，女婿跟岳父、岳母的關係
，還有姑嫂的關係、妯娌的關係。大家知不知道妯娌？就是嫁給同
一個家的兄弟，這些媳婦就叫妯娌。這些妯娌也要和樂，兄弟也要
和樂。所以這些關係裡面，應該要能夠「難與能與，難作能作，難
忍能忍，密事相語」，把祕密告訴我們，他很信任我們，但「不相
發露」，不能把人家的隱私講出去，這個也是言語的道德。「貧賤
不輕」，我們自己發達了，面對這些親人，我們更尊重，而不能夠
輕視別人。以前古代有個鄉酒禮，整個家族的人一起聚會喝酒，這
個時候不管你的官多大，坐的時候按照輩分，這個好！一按照輩分
一坐，你看伯伯、叔叔都坐那裡，縱使我是宰相，縱使我是高官，
一坐下來很自然的恭敬這些長者，家族裡面的長者，而且還會回憶
起這些長者、兄弟對我們曾經的照顧、提攜。人常常要有這些感恩
厚道，不然沒有這分感恩心，一有錢、一有權，不可一世，這樣的
態度最讓人痛心。貧賤不輕。「遭苦不捨」，就是親人朋友有苦難
，絕對不會見死不救，這樣才是夠道義，親人之間血脈相連，都要
盡這分心才對。
　　剛剛我們講到，其實父子和樂，其中還包含公婆跟媳婦，岳父
、岳母跟女婿這些關係。而我們閩南話說的，「要做得起」，扮演
每個角色要做得讓人家覺得有榜樣，做得起。岳父、岳母是長者，
就有長者的風範。所以乾隆皇帝寫道，「願天下翁姑」，翁姑就是
指公公、婆婆，「捨三分愛女之心以愛媳，望世間人子以七分順妻
之意以順親」。現在俗話講，娶了老婆就怎麼樣？就忘了娘。所以
以順妻的態度七分來順父母，其實也是勸為人子的要時時飲水思源
。其實說實在的，娶了太太就忘了娘，這個完全都是情欲在作祟，
這不是情義的人生。前面的，天下當公公、婆婆的人，能體恤媳婦



也是別人的女兒，我們也像愛自己女兒一樣來愛她，那她的父母、
她的家族都會非常的歡喜。
　　有一位婆婆她有三個兒子，結果大媳婦、二媳婦進門的時候，
她都有送她們衣服，送給大媳婦的時候，就說這是二媳婦買給妳的
；買給二媳婦的時候，就跟二媳婦講，這個是大媳婦買給妳的，兩
個人都很高興。突然有一天，兩個人同時都把那件衣服穿出來，然
後就很高興的跟對方講，這是妳買給我的，兩個人都一頭霧水。突
然明白了，誰買的？她婆婆買的，都是布施，多送禮，很慷慨。結
果後來老三娶太太，三媳婦一進門，大媳婦跟二媳婦都買衣服送三
媳婦，然後告訴她，誰送給她的？婆婆。你們怎麼知道？所以你看
，媳婦明白這些事了，都感覺，你看婆婆多麼有心，讓我們一家都
是和和樂樂的。
　　另外一個當公公的，媳婦剛來緊張，饅頭沒炊好，很硬，兒子
一看，有一點取笑這個媳婦，就拿饅頭往自己頭上敲一下，然後就
好像要腦震盪一樣。這個媳婦一看就更不好意思，做得不好。然後
公公馬上拿起來吃了，說挺好，很好吃。你看那個當下，媳婦有什
麼感受？明明做得不是很好，你看人家公公多包涵，這個媳婦就感
覺公公很包容她。所以後來就相處得非常好，還給公公買棉襖。結
果這個棉襖一穿，很有意思，冬天還沒到就穿上去，冬天過去，都
春天了，還穿在上面。旁邊的人說，你這個棉襖怎麼不熱嗎？他說
不熱，這個棉襖叫愛心牌，冬暖夏涼。大家買過這個牌子沒有？
　　有一次我們老師們坐飛機，剛好我旁邊坐老夫老妻，兩個老人
家，一看，坐飛機還不大習慣，安全帶不大會用，我們趕快提醒他
們弄好。結果弄好了，老人家很純樸，就聊起來。一看他穿得很多
，我說「老人家你不熱嗎？」「不熱，最外面這件是我兒子買的，
裡面這件是我女兒買的，再裡面這件是我媳婦買的。」你看，真的



冬暖夏涼。後來下飛機，「你們有沒有人載？」「我兒子、媳婦，
還有我的孫子都會來，載你們一程？」我們說不用，有人來接。老
人家先走出去，我們拿行李還沒出去，就聽到遠方傳來，「奶奶！
爺爺！」誰的聲音？天倫之樂，他的孫子來接他。所以父慈子孝雙
親樂，兄友弟恭才能滿堂春。公公、婆婆像女兒一樣對待媳婦，媳
婦就像對待自己的父母一樣，兒子孝不如媳婦孝。
　　有一次一個老人家去看病，她媳婦跟著她去，結果很細心，詢
問得很仔細，應該怎麼照顧，藥要怎麼用，講得醫生很感動，「老
人家真有福氣，女兒這麼孝順。」這個老人家馬上說，「她不是我
女兒，她是我媳婦。」那個感覺很舒服、很光榮。婆婆打電話給自
己的親家，說妳這個女兒教得很好，我病的時候，她都體恤我，還
在床上幫我洗頭，很仔細、很細心。你看，當母親的人聽到親家在
肯定自己的女兒，非常欣慰。而且一個婆婆把媳婦的好講出去，「
婆誇媳，傳千里；母誇女，門腳底」，母親自己講，我女兒可好了
，傳到腳底就傳不出去，反而是婆誇媳，傳千里。
　　而且嫁女兒，父母也是耳提面命，代表這個女孩子有家教，妳
出去了，可以不給我們買禮物，但不可以不給公公、婆婆買禮物；
再來，我們盡好我們自己的本分，而且吵架了不准回來。你們有沒
有覺得父母很無情？這個是必修功課，人生很多事要先忍得住脾氣
才行，要以和為貴，能忍為安。結果現在的父母不是這麼教的，女
兒嫁出去了，不能給我有一點吃虧、一點受欺負，有什麼吃虧了，
趕快回家裡來，爸爸給你靠。有沒有這樣的爸爸？假如沒好好教女
兒，那她這個家庭怎麼經營得好？所以一個家庭和樂，除了夫妻以
外，所有這些當長輩的人都要通情達理才行，還包含整個姑嫂的、
妯娌的這些相處，兄弟的相處。我們下一次講課再跟大家繼續來交
流。好，謝謝大家！好，謝謝大家！大家聽課辛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