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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朋友，大家好。我們剛剛提到「修身」第四個很重要的科
目，就是要能改過。我們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
莫大焉」，所以俗話說「浪子回頭金不換」，一個人真正能徹底的
悔改，徹底的改過，那是會讓人家非常感動，讓人非常佩服。
　　我們在上海辦五天的課程，其中有一位朋友，我們後來都叫他
「金不換」，因為浪子回頭金不換，為什麼叫他「金不換」？因為
這位朋友他的姊姊在安徽廬江聽過課，聽了五天的課之後，她打了
一通電話給她弟弟，她弟弟是一個工廠的老闆，她跟她弟弟說，不
管你這幾天可以賺多少錢，你一定要到上海去聽課。她弟弟聽完之
後，馬上就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第一天晚上趕到我們上課的地點
。為什麼他這麼聽他姊姊的話，他說我姊姊從來沒有用這麼堅定的
語氣來命令我，平常都是很客氣跟我商量，所以只有這次是這種命
令，所以我姊姊一定是有她的用心在，我馬上就答應。所以這位朋
友他對於姊姊有恭敬之心，也能夠了解到姊姊的用心。
　　他來上課上了兩天，表情都沒有變過，都是眼睛直盯著講課的
老師看，然後嘴巴是開的，就這樣，我們每個上臺講課的老師都會
注意到他，真是目不轉睛。後來上了兩、三天之後，有一天晚上，
他說他一定要見我，我們在辦公室就跟他見面，一開始他就說，「
蔡老師，你在課程裡面講的道理，我不是只有知道，我是悟到了，
我是用人生體會到了」，因為我們在上課的時候寫了一行字，叫「
知道、悟到、做到，才能得到」。一般的人聽這些聖賢教誨，聽了



之後只是知道，還沒有體悟到它是真實不虛，還沒有體悟到它完全
跟我們的生活是一不是二。他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是事實，
因為他人生有很多次很大的錯誤要犯的時候，都是因為他父親的德
行解救了他。他第一次拿著刀要去殺人，走到半路的時候，他父親
的好朋友看到他這麼氣沖沖拿著刀，心裡想這麼好的人的孩子不能
夠讓他鑄成大錯，所以他是被父親的朋友硬把他拉回來。我想說他
父親的朋友還真有勇氣，所謂「刀槍無眼」，盛怒之下，等一下給
他推一下刀子，剛好不小心，有危險。
　　因為他父親是從事於電訊方面，他記得小時候，常常颳風下雨
，只要有人有需要，他父親都會馬上就出去工作，所以在鄉里裡面
得到很好的名聲。所以由於他父親點點滴滴對鄉里人的支持，所以
他人生有好幾次大難都化解掉。
　　他提到他小時候讀書很好，不是不好學，但是後來因為十九歲
左右去做生意，做了生意賺了很多錢，回到家裡，這些鄰里鄉黨都
說「你好厲害，賺這麼多錢」。這句話好不好？所有的人都說「這
麼厲害，這麼年輕就可以賺這麼多錢」，這種「八風」一吹過來，
不知道自己是誰了，馬上飄飄然。所以他說他十九歲就拿那個大哥
大，是這麼大支的，每天拿在那裡很神氣，只因為他有錢，所以開
始愈來愈得意洋洋，自視甚高。所以也因為有錢，很多壞習慣跟著
來了，開始吃喝嫖賭，到最後還染上毒癮，整個人生垮了下來。後
來到戒毒所去，他說也是很辛苦，相信諸位朋友你無法感受戒毒者
的痛苦。他說每次想放棄就有一股很強的力量支持他，他就想著我
已經不能孝順我母親了，我不能再讓她繼續痛苦下去，所以是一份
孝心支持他終於把毒癮戒掉了。所以這位朋友他真正能夠化解人生
危難的兩個重要態度，一個是孝心，一個是對姊姊的兄友弟恭這個
「悌」，才讓他接上了能夠薰習中國聖賢教誨的這班列車。



　　這位朋友他說「子欲養而親不待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他說「
我父親已經不在了」，他講的時候，一個大男人眼淚當場就掉下來
，所以我們從這位朋友「金不換」身上，我們可以體會到行孝要及
時。他跟我說，「蔡老師，你不要只跟這些人講，他們都是好人，
我們都是壞人，所以我們更需要，你們一定要來跟我們講」。結果
很有意思，我們十二月初就要到溫州去，他是溫州人，相信一定會
帶一些朋友過來聽課。真的，更需要幫忙的可能是已經走在社會黑
暗處的人，所以在上上個禮拜，我到廈門監獄去做了一場演講，所
以我們也是希望能夠讓聖賢的光芒、光明，能夠照到各個我們社會
的角落去。
　　這位「金不換」他要跟我離別的時候他就說，他說「蔡老師，
讓我公司安頓好，我來跟你學一陣子」，我說「好」。他假如去戒
毒所演講一定比我精彩，因為他在講的時候，我們把他錄音錄下來
，那個很精彩，我們在「大方廣」上有文字稿。他說我們這種人最
傻，拿著自己的腦袋，只為了一時的享樂，拿生命、拿腦袋開玩笑
，所以是屬於投資最多，回報最少的。他有這種深刻體會，我們講
不出來，人家戒毒怎麼痛苦我們也不知道。所以你看，假如他能夠
知過能改，他能夠有這分愛心去幫助這些人，那真是浪子回頭金不
換，這就是我們說功德無量，我相信他是真心的。所以一定要勇於
改正自己的過失。
　　改過要從哪裡下手？要從最難的地方下手，這樣才有力道。所
以我們現在想想，自己的習性哪個最嚴重就從那裡開刀，保證你會
覺得自己進步得特別快。假如你的脾氣最大，但是你說要布施，我
去修布施，你這一生布施本來就已經修得不錯了，你不需要再修了
；一定要對治習氣才能「德日進，過日少」。對治自己的過失可以
從三方面來做，可以從事上來改，也可以從道理上來改，也可以直



接從心上的起心動念改起。
　　問：哪一個方法好？
　　答：起心動念。
　　最根本。從事上，怎麼又發脾氣了！自己懊悔得不得了，下次
又發了，繼續檢討一次，當我們每次在檢討的時候，影像裡面又發
一次脾氣，有沒有？每次都跟人家說，我哪裡又犯錯了，然後到處
跟人家講，那個錯的影像講了十幾遍，再錯十幾遍。所以一個人改
過、懺悔不是一直去告訴別人，是後不再造，那才是真正改過的精
髓。所以犯了錯，時時刻刻督促自己下次不能犯，那才重要；不是
你跟十幾個人講了，你過失就沒有了，那是自我安慰。
　　從事上改往往效果不彰。從理上改也很好，你理得心安，很多
的道理慢慢明白，慢慢就可以改正過來。最快的方法就從心上看，
聖賢的道理無非「主敬存誠」，當我們的念頭不真誠、不恭敬，馬
上把念頭轉掉，這樣你的行為就不會錯誤。所以一個人修正的功夫
只要能夠到起心動念上，那你這個改過的速度就會很快，那人當然
要學就要學最快的方法。有沒有人已經知道幾個方法，然後要去學
那個不快的方法？應該要會判斷抉擇，還是用最好的方法。當然你
可以三方面一起做，從事上、從理上、從心上都去改。觀照自己的
念頭真不真誠，平不平等，清不清淨，恭不恭敬，不要自己欺騙自
己，那個才是人生最可悲的事情。
　　所以從心上改就好像砍一棵毒樹一樣，直接從根部切斷，直斷
其根。從事上改就好像摘葉子，把那個毒葉摘下來，結果摘了半天
，好不容易把這一片摘完了，耗了差不多三個月，結果這裡摘完了
，右邊摘完了，左邊又長出來了，把你累半天，覺得功夫不得力，
所以從事上改太慢。從理上改好像是摘一支樹幹，枝幹，但是其他
還有很多枝幹可能又長出來了，所以我們還是從根本去修正自己，



從起心動念下功夫，這是改過的方法。
　　事在人為，人有這樣的一種決心，絕對可以對治我們的壞習慣
，而對治壞習慣不能跟自己比，要跟聖賢比，因為你假如跟自己比
，就會自我安慰，「你看三年前，假如三年前你這樣跟我講話，你
早就不知道已經到哪裡去了，你早就到醫院裡面去了」，這不行，
這種態度修不好。好，所以我們要跟聖賢比，所以要有希聖希賢之
心。改過是讓你修的德行不會漏掉，但是德行還要繼續積累，就要
遷善，就要行善，這個很重要。
　　我們之前有談到，善有真有假，有是有非，有大有小，有端有
曲，有難有易，有好幾個角度，你們可以看《了凡四訓》，講得很
清楚，所以要會明辨善，你這個行善才會做對，不然你很有可能以
善心行了惡事。所謂「非信之信」，你答應別人好像是守信，但是
別人那件事是欺騙他的老婆，那你這是非信之信，信要跟義配在一
起才是真正的信，所以這個已經不是真正的信義了，那你還去遵守
，那你叫助紂為虐，這個就非信之信，要會判斷。
　　比方說「非慈之慈」，看起來很慈悲，對人和和氣氣，在《論
語》裡面講鄉愿，「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就是鄉愿這種人，
左丘明先生覺得對他覺得很可恥，孔夫子對他也覺得不認同。「鄉
愿」是指所有鄉裡面的每個人都看他很順眼，連壞人都看他很順眼
，孔夫子說這不好，這會讓人是非不分。看到壞人壞的行為，他也
視若無睹，把這個社會的是非善惡都混淆了，看到每個人都不得罪
，「你好，你好」，這樣反而是「德之賊」，讓人無法判斷善惡了
。所以應該面對惡人也要能夠正直的去指責規勸，這個才是讀書人
的氣概。所以這個是「非慈之慈」。你對每個人都很仁慈，讓這些
惡人，甚至於我們的孩子，因為你的慈，反而做很多壞事，而你都
沒有去制止，我們說「慈悲多禍害，方便出下流」，當你的寬容已



經讓人家有機可乘了，那你這個寬容也是沒有智慧了，所以非慈之
慈。
　　「非禮之禮」，我們要能判斷，對人很恭敬，他的動機是什麼
，假如只是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那這也不是真正的禮貌，而是另
有目的，我們都要能夠洞澈出來，所以善要會分辨，分辨清楚之後
，一定要積極去做。夫子讚歎他的學生都提到「聞善必行」，夫子
說顏淵「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得一個善，從此以後
都放在心上，一有機會就做，所以行善不能等。
　　問：人生兩件事不能等，諸位朋友，哪兩件事？
　　答：行孝。
　　你們假如答不出來行孝，那我要引咎辭職了。行孝不能等，父
母的恩要趕快能夠去盡心盡力回報。行孝、行善不能等。當然，行
孝是善之首，行孝也是行善。那為什麼行善不能等？諸位朋友，人
生都有吉凶禍福，有沒有人說我這一生只有吉跟福，從沒有凶跟禍
，在這個世間這種人找不到了，在古代可能還找得到。古代也沒這
麼多火車、飛機。古代像堯舜時代，人心非常淳樸，可能你一生都
沒遇到厄難，但是現代不一樣了，人與人的衝突太多了，所以難免
你都會有吉凶禍福同時在你的生命當中出現。
　　諸位朋友，當你遇到凶、遇到禍的時候，你有沒有把握化險為
夷？有把握的舉手，你們都沒把握，那你們每天不就活得很緊張？
你看人生什麼時候活得踏踏實實，人生什麼時候可以活得毫無畏懼
，太少人能夠有這種心境過日子。你每天翻開報紙，這麼多的人出
事，你愈看愈擔心，不只擔心自己，還擔心誰？擔心小孩，擔心自
己的親人，他們會不會出事。你相不相信半夜假如有一個電話響起
來了，你的心裡馬上「誰出事了？」所以人活著確確實實沒有安全
感。那我們請問一下，煩惱自己的人生，擔心親人的安全，對他們



有沒有幫助？一點幫助都沒有，你自己還操勞，還把身體搞壞了。
所以人都在幹什麼？幹不利自己也不利別人的事。妳對妳的孩子愈
擔心，他能不能感受到？能，也會知道說媽媽這裡也不放心我，那
裡也不放心我，妳愈不放心他，他的心也愈牽掛。所以與其擔心人
生的這些吉凶禍福，不如更積極的如何經營人生，讓你可以轉禍為
福，這個就是經營命運最重要的學問，而這個學問在《了凡四訓》
當中談得很清楚。
　　袁了凡先生本來只可以活到五十三歲，後來因為積功累德，他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六十九歲了，最後他活到七十幾歲，足足延長
了二十年，所以命運是可以改的。
　　問：命運是誰定的？
　　答：自己。
　　這個道理一定要明白，才能活得坦坦蕩蕩，活得自己去主宰命
運。
　　為什麼行善不能等？在九一一事件，兩棟金融大樓瞬間垮下來
，請問這兩棟大樓裡面有多少人？太多人了。我跟我的學生講，我
說這兩棟大樓是全世界很多連鎖金融行業的總部，這些人的財富都
是頂級的，不愁吃穿，他們昨天可能還吃著一頓要五千塊的飯，你
相不相信？他卻不知道明天他將一命嗚呼。所以你有錢沒用，不能
化險為夷。我有一位長輩，他的朋友在這棟大樓足足工作了幾十年
，幾十年從來沒有遲到，因為我們上一輩的人很守信用的，他們比
起我們來講，對做人的原則是很有堅持性的，所以他那個朋友從來
沒有遲到過。剛好在九月十號上床睡覺，怎麼翻都睡不著，也不知
道翻到什麼時候睡著了，早上醒過來，錶一看，遲到了，早餐都沒
吃，往地鐵衝，當他走出紐約地鐵的時候，大樓塌下來了，所以人
生「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閻王要你三更死，不能留你到五更



」，你的命運真正劫難來了，你假如沒有足夠的福分，是化不掉的
。
　　所以我做一個比喻，行善就好像在銀行存錢一樣，今天你存了
二十萬，結果這個災難要你三十萬，你剛好不夠，連命賠給它了；
假如你存了四十萬，這次災難要你三十萬，你就化險為夷。所以該
存的時候趕快存，行善要及時，不能等。多少富貴之人，意外來的
時候就這樣匆匆走了，很多。諸位朋友，我們走了沒關係，我們走
了之後有多少人傷心欲絕，人活著不是只有為自己活，要能夠為所
有的親人去活。
　　人生有三件事最遺憾，第一個，老年喪子；中年喪妻、喪夫；
少年喪母、喪父，這是人生三件很不幸的事。第一件事就是白髮人
送黑髮人，那個會讓人肝腸寸斷，而你看有多少年輕人可能都演出
這一場戲讓他的父母收拾，所以一個人如何人生能夠逢凶化吉，一
定要及時行善，人生絕對不要讓這些遺憾降臨在我們的身旁，我們
已經報父母恩都來不及了，絕對不能讓這種遺憾的事發生。所以我
也有朋友，他的太太走了，很年輕，孩子剛生出來，這樣是三種不
幸同時產生，是不是？太太走了，她的父母白髮人送黑髮人，他是
中年喪妻，他的孩子剛生出來，幼年喪母，三不幸同時在。所以行
善絕對等不得，你的存款要很充足，人生會過得安安穩穩。所以命
運確實有，但是要靠自己再去創造更好的命。
　　我的手相生命線特別短，斷掉了，幸好我五、六年前就聞到聖
賢學問，不然我可能現在也不能見大家。因為我記得我在二十九歲
到三十歲那一年，就覺得身體很不舒服，開車還會開到睡著，真的
，開高速公路，真的你都莫名其妙怎麼這麼累，結果就睡著了，一
睡著剛好壓到旁邊那個凸出來的地方，忽然醒過來，覺得自己好像
生死一瞬間。但是我相信因為祖宗有積德，我們說「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自己這幾年也是盡心盡力在教學，冥冥當中有保佑，所
以能夠化掉。但是人生的災難絕對不是只有一個，你要更積極行善
把這些災難都化掉。當然我們化掉災難不是說自己能夠倖免，重點
不在這兒，在能希望利用往後的人生為家庭、為社會多做一些事情
，人生難得來這麼一次，有責任把自己好好奉獻出來，所以諸位朋
友，行善不能等。
　　台灣有一位藝人叫許效舜，他在九二一大地震前一天晚上，九
月二十號到南投的山區去拍外景，結果他們上去是要拍飛鼠，一爬
到山上去，而且還是原住民（當地的人）當嚮導帶他們，結果拍的
時候一隻也拍不到，平常那個地方是飛鼠出沒最多的地方，結果原
住民一看不對勁，趕快下山。大地震要來的時候只有一種動物不知
道，「人」，你怎麼知道是人？為什麼人在這個天地之間這麼不敏
銳？為什麼？人已經被欲望把他本有的那種能力都閉塞住了。動物
沒啥欲望，動物每天能吃飽就好了，牠不會想要去害人，所以牠很
清澈，地震還沒發生以前，那個能量已經傳遞出來，牠馬上有感覺
就趕快行動，所以大地震以前很多的蚯蚓都搬家，很多很多動物都
有異象出現。當他們往山下趕，趕到半山腰的時候地震就來了。九
二一大地震不是這樣搖，九二一大地震是上下震，所以倒了很多房
子，死了兩千多個人。它那個搖晃的時候就好像一陣巨響，就這樣
轟轟轟就這樣傳遞過來，當場在集集的人想到都會起哆嗦。
　　在元朝的時候有一個孝子叫李忠，他們那整個鄉鎮發生大地震
。元朝天災很多，因為元朝的殺戮太多了，所以感來很多災難。結
果當地震來的時候，所有的房子都倒了，李忠是一個孝子，所以震
脈震到他們家的時候突然分成兩條，然後過了他們家之後又合成一
條繼續震，這個在史書上有記載。為什麼？他的德，他的善，所以
就把他的劫難化掉了。孝子無災，多少孝子免於老虎的口中，所以



這個真實不虛，一個人有善的時候是不可能會遭難的。我也不知道
許效舜為什麼剛好他活，後來有一次他在接受訪問，我終於知道他
為什麼可以活著。那次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他就說，他說「我這
一生假如有一杯水喝，保證我母親一定有一碗白米飯吃」。他在講
的時候非常真誠，我們可以直接感受到他那個孝心不是言語的孝心
，是打從心裡的孝心，所以他的孝心化了他這次大災難，所以行孝
、行善不能等。我們既然知道善這麼重要就要趕快起而行之，絕對
不是明天才開始做：
　　問：什麼時候開始？
　　答：當下。
　　好，我們現在來看，「善」可以從十個角度去看，這個也是了
凡先生整理的十個向度的行善。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我把它分的，
我們把它分成對人、對事、對物如何行善。我們看第一個，「愛敬
存心」，這個跟剛剛說改過要從心改，行善也要從心行，心就是行
，因為有這分心才會做出這樣的行為。所以一個人能夠時時存著愛
人、敬人的態度，那他感得的是什麼？「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
人恆敬之」，所以從心上時時存愛心、存恭敬心，這個人一定時時
處處都在做善事。這分愛心跟恭敬心除了對我們身旁的人之外，還
要對誰？還要對古聖先賢，對我們的老祖宗都要存在。所謂「事死
者，如事生」，我們要不忘孔夫子教誨，不忘孟夫子的教誨，不忘
聖賢人的教誨，所以那個小朋友防空演習第一個想到的是孔子像，
這相當難得。對於我們往後的子子孫孫，你也要有愛敬存心，這一
點我們現在人做得太差了，因為物欲橫流，只想到我要怎麼享受，
至於我享受的過程破壞了環境，造成了多少後果，我不管。所以現
在人這種態度真的是很可悲，我們不能讓這種態度繼續延續下去，
就要從我們自己開始，連對於往後的人都有愛敬之心。



　　我們道家有八仙，其中呂洞賓的老師是鍾離，鍾離要教呂洞賓
一個法術，叫「點鐵成金」，這方法好不好？你學好之後，點下去
鐵變金子。鍾離就跟他說，你這個方法學完之後，你看到貧窮的人
，點一下，就可以幫助他。這個時候呂洞賓問了一個問題，他說這
個鐵變金以後會不會變回來？會不會又變回鐵？鍾離說五百年之後
會變回來。呂洞賓說，那我害了五百年以後的人，所以這種事我不
幹。他的老師說成仙要積三千功行，你這一念心已經滿了，三千功
行都滿了。因為他不只能想到當下的人，連五百年後的人他都能夠
去愛護，代表他的心非常的仁厚、仁慈。所以時時提醒自己愛敬存
心，你的愛心跟恭敬心一定會表現在你的言語、行為、態度之中。
　　第二個，我們要「敬重尊長」。敬老尊賢是中國人聖賢教誨的
一個美德，敬重尊長，也要尊敬賢能之人。古代的禮儀對有道德學
問的人特別尊敬，諸位朋友，這樣是不是不平等？西方的平等你要
理解正確，他的平等是告訴你一個人都有一張票投，不代表每個人
對社會的貢獻是一樣的。而當每個人都平等的時候，一個宰相跟一
個乞丐平等，乞丐會傲慢，瞧不起人。所以恭敬之心要從他對社會
的貢獻來定禮儀，這樣才有次第，不然整個社會誰也不怕誰，亂成
一團。所以當這個人很有德行，又是國家的重要幹部，而且又常常
愛護人民，時時擬定一些對國家有利的政策，難道你見到這樣的好
官，你連個禮都不主動跟他行嗎？而且當我們在對賢德之人有禮的
時候，是給我們的子孫、學生一個好榜樣，教導他們見賢思齊。所
以我們中國人很多的態度都有深遠的影響，只是我們現在子孫沒有
去深入理解，就沒有判斷力，所以尊賢重要。那尊重老人家更重要
，老人家對社會的貢獻比我們時間長，沒有上一代哪來的下一代，
所以慎終追遠，人民才能夠淳樸、厚道，所謂民德才會歸厚，這些
教誨太重要了。



　　我們這次到廈門去演講也來了很多，像徐州也有人去，其中有
一個是福建當地一個地方，叫龍巖，去了幾位老師，其中有一位老
師他上臺來分享，非常有意義，他說我是來上完課才知道孝是德行
的本，才知道夫子在《孝經》裡面說「夫孝，德之本也」，但是他
這分明白不是文字上的明白，他是印證了這句話真實不虛。因為他
的鄉里完全都是姓吳的，他們整個村落分成十幾個單位，他是其中
一個單位，他們那個單位有四十幾戶人家，出了一百零八個大學畢
業生，大學以上畢業生一百零八個，只有一個人沒大學畢業，而且
這個人還是考上之後讀到一半退下來，所以是沒有一個人考不上大
學。為什麼他們這四十幾戶人家的素質這麼好？因為他們從小長者
就告訴他，清明節，重要節日，春節，一定要回來看父母，這個叫
念恩，不忘本。每一年的大年初一，所有的孩子都陪母親去禮佛，
去上香，不是去玩。禮完佛，上完香，把母親送回來之後，再去拜
訪整個鄉里的長者，跟他們拜年，現在還有這種地方。
　　拜完年之後，所有同輩的這些親朋好友聚集在他們這個鄉裡面
的一個小學，一起討論這一年來讀書的心得、工作的經驗，互相交
流，所以有這樣的風氣，難怪出的素質這麼齊，所以任何事都沒有
偶然的。因為這個鄉鎮抓到了學問的根本，根本在哪兒？孝跟悌。
每一年要去跟長者拜年，是我們說的對尊長的恭敬，也是落實「出
則弟」，所以「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仁愛的「仁」，所以自
然而然長養他處處替人著想的心。所以我們從這裡也體會到，德行
好的孩子成績一定好，而且他們的好不是逼出來的，是自動自發的
，所以長養孩子這些重要的態度對他一生成就至關重要。所以第二
點是「敬重尊長」。
　　第三點，我們看一下，「與人為善」跟「勸人為善」。與人為
善是跟人家一起做，諸位朋友，你們現在就在行善，在與人為善，



我們現在一起在演一齣戲，就是一起學習中國聖賢教誨。假如諸位
不來聽，底下只有兩個人，我沒信心，我講不下去了，那戲就唱不
成，所以唱戲的跟底下看戲的才能把這場戲演好，這個叫功德平等
。
　　所以我曾經在看一幕，電視有一部很好看的連續劇叫「孔子傳
」，這一部片子太好看，我每次看了都哭得，太感動了，但是那種
哭，每看一次好像你的心靈就清澈一次。
　　問：香港有沒有賣？
　　答：沒有賣。
　　那有機會我們代購，我都快要變成「孔子傳」的批發商了。我
每次去商店裡面我就跟他拿八套、拿十套，那很快就送出去了。我
在海口買的，一百零五塊人民幣。《孔子傳》很好看，拍得非常非
常好。其中有一幕是一大堆學生來到孔子的家裡來接受孔夫子教誨
，另外有一位幕後的大功臣無怨無悔的幫忙孔夫子教學，無怨無悔
的招待這些學生的三餐，衣食住行，哪一位？就是孔夫子的太太。
當她在幫孔夫子的學生舀東西的時候，都是笑臉迎人，我說夫子的
太太跟他所做的事，功德平等，因為那分心都是念念希望學生能成
就學問。所以當別人在做好事，我們同樣非常歡喜跟他一起做，跟
他隨喜功德，那無二無別。所以當別人有善行的時候，我們行有餘
力去幫忙，但是假如真的不行，剛好你的時間又不允許，這個時候
你發自內心去讚歎、去隨喜，那也是在行善，在與人為善。
　　在這個時代當中，善人常得謗，好人常會被批評，為什麼？因
為好人在做事，其他人看了眼睛很不舒服，人太好，他好像覺得壓
到他，所以他有時候就用言語去嫉妒、去障礙，所以好事不容易成
，好人常會被批評，這個時候我們也能適時的給予這些同事、這些
好朋友，給他一些精神鼓勵，用你的言語也好，用你的肢體也好。



假如你看到一位老師非常認真教學，結果都得不到眾人的掌聲，我
們要主動去拍拍他的肩膀，這種事我常幹。「教育就是還有你們這
樣的老師，所以還能夠屹立不搖」，他本來已經快要很疲累了，突
然一聽，抬頭挺胸起來，更鼓舞他。因為每個人都需要人家的打氣
，人家的關懷，所以你去鼓勵、去讚歎，這也是與人為善。
　　再來，「勸人為善」，諸位朋友，用什麼勸？你們的水平這麼
高，可以用言語勸，我們說「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你
能夠寫下很好的教誨，就像袁了凡先生一樣，就傳了幾百年了。勸
人以口，我們在前面有提到，勸人的時候要先審時度勢，要先有足
夠的信任、足夠的付出，再勸。在勸言語的時候還要觀察時機，你
也不能興沖沖的就勸，要「規過於私室」，當你這些智慧都夠的時
候，勸人的效果一定會很好。「百世勸人以書」，一個人要真正能
有書傳世，不是你會寫字就會了，根本問題還在立德、在立功，用
你的德行，用你這一生好好的做一些利益社會的事，而當你把這些
利益社會的事做出來，人家會覺得你是真才實學，你所留下來的文
章，人家讀起來才會覺得很紮實，才會覺得很受益，很折服，所以
要留書也要從現在開始好好立身行道。
　　問：現在人用口勸好不好勸？
　　答：不好勸。
　　對，所以勸人也要了解現實狀況。所以我們早上提到，大人的
世界裡面，人們不會聽你說什麼，人們只會看你做什麼。所以學《
弟子規》不是去叫人家做《弟子規》，學《弟子規》是自己一定要
先做到，當你做到「兄道友，弟道恭」，你的兄弟就開始感動了；
當你做到「冬則溫，夏則凊」，你的父母就開始感動了；當你做到
「凡是人，皆須愛」，接觸你的人都如沐春風，你勸他的時機就成
熟了。所以要為人演說，演在前面，演漂亮了再來說，叫知所先後



，則近勸人之道矣。好，這節課就先到這邊，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