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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師父上人，尊敬的諸位法師，諸位同修，阿彌陀佛！我
們昨天提到，為人父母的價值觀會直接影響下一代。現在人所追求
的成功到底是什麼？假如我們走到書局去看，坊間那些暢銷書都是
寫些什麼樣的內容？大半可能都是如何賺進人生的第一個一百萬，
還是提到如何快速致富。人的腦子裡面哪個目標最重要？錢！當他
是這樣去追求人生，那會走出什麼樣的結果？所以，我們對於人生
真正的成功，不得不深入去認知。有一句話提到，努力有結果，但
是努力不一定有好結果，假如你取捨人生錯誤了，可能一生努力到
頭來你會抱憾終身。在中國大陸這二十年來，有一千二百位大企業
家自殺身亡。諸位同修，一千二百位大企業家，小的不算。請問他
們為什麼得到了一般的人覺得很羨慕的一種成就，而他們終究走上
絕路？而卻有很多的人一直在往他們的路上繼續走，那豈不是飛蛾
撲火？所以我們給予下一代正確的價值觀就至關重要。
　　這麼多企業家自殺是結果，諸位同修，原因出在哪？這也可以
由我們自己常常觀察社會上的這些成功人物，或者在您身旁也有些
企業主，你慢慢去觀察就可以把原因找到。我也曾經跟一些企業家
接觸過，當他有機緣能夠聞到正法，他內心非常喜悅，他告訴我，
這些企業家、很有錢的人窮得只剩下錢而已。企業家有四種情況，
第一種叫勞心勞力。幾十年很奮鬥工作，日以繼夜，他的動力在哪
裡？在名、在利。結果到了四十來歲，也賺了很多錢，突然有一天
去身體檢查說：先生，你得了肝癌，你只剩下三個月的壽命。他當
場會覺得晴天霹靂，躺在病床上很難受，因為他所有的財富能不能



帶得走？帶不走！這些財富會留到誰的手上去？他在那裡想：我的
太太還年輕貌美，她又找一個人嫁，那我這些錢不都入了那個男人
的口袋裡面去了嗎？愈想愈不甘心，本來還可以活三個月，後來？
這種下場就很冤枉，把身體整個都搞砸了。其實這樣的企業家，家
庭狀況、孩子教育一定也無法掌握好，縱使他真的賺很多錢，不肖
子孫只要一出來，也會化為烏有。
　　第二種情況叫鋃鐺入獄。在賺錢的過程鋌而走險，到最後露出
馬腳，東窗事發，就被關起來。我記得這次從中國飛到香港的旅途
上，看到一篇報導，俄羅斯的首富，最有錢的，已經下獄了。所以
人生路途當中有很多誘惑，假如沒有真正的道德跟定功，遲早都會
誤入歧途，敗喪下來。當這些企業家還沒有被關起來的時候，可能
他的親朋好友都對他嘖嘖稱讚，連自己的父母可能還沾沾自喜。所
以為人父母眼睛真的要張亮，要有智慧，不能追求這些虛幻，到頭
來還惹了一身的罪業。
　　在漢朝末年，董卓取得了很大的權力，拿著權力搞了很多壞事
，弄得民不聊生。後來董卓被抓起來，被判滅族，連他九十多歲的
老母親也同樣要共赴刑場。當是這樣的結果，人生就非常悲哀。我
們也曾經遇過長輩，退休以後還有個滿穩定的經濟生活，後來因為
孩子野心很大，借了一大堆錢，結果生意失敗了。老人家除了所有
的錢都付諸東流以外，還必須固定時間上法院處理孩子的財務問題
。假如是這樣的話，除了毀了自己的人生，還連累了父母、連累了
親友。
　　第三種情況是，確實事業經營下來還積累了一些財富，但是身
體搞垮了，可能三、四十歲就開始變成藥罐子。這樣的情況多不多
？當一個人健康都失去了，有沒有自在的生活？不可能！所以廣告
也說，一個人肝臟好的話，人生是彩色的；一個人肝臟不好，身體



不好了，人生就是黑白的。我在海口住的時候，剛好前排叫做飲食
一條街，專門吃飯的。有全國各地的，有湖南菜、有江西菜、有新
疆菜，有很多不同的餐館，每天都是車水馬龍。諸位同修，今天假
如一個禮拜讓你吃五天這樣的食物，你會怎麼樣？可能吃到第三天
胃口都提不起來，都快吐出來。我就有經驗，常常過年前會接到很
多紅帖子，因為我們這個年紀大家都是遇到了結婚的時間。常常那
段時間很有可能會接到八張、十張的帖子，又很接近，記得有一次
一個禮拜就吃了好幾頓大餐，吃到最後真是很不舒服。所以對飲食
應該是清淡、簡單，才會過得輕鬆愉快。
　　俗話也說「家財萬貫，日食三餐」，假如日食五餐好不好？那
反而太過，身體都吃壞了，現在很多病都是吃出來的，所以家財萬
貫也是日食三餐。「廣廈千間」，你買了很多的房子，你每天睡多
少？夜眠還是六尺。所以物質的需要是很低的，不需要耗掉我們大
半的時間去追求，應該追求真實的人生、快樂的人生。諸位同修，
什麼是真實的人生？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萬般將不去，追求
那些萬般將不去的東西是不是真實？根本到頭來空忙一場。但是身
命有限，慧命無窮，我們唯一帶得走的就是智慧，智慧才是真正的
生命，而有真實的智慧就會法喜充滿；這個法喜、這個樂是從內而
外散發出來，那叫真樂。現在人都是從外而內要追求快樂，就好像
打麻藥一樣，打一下覺得不痛苦了，不痛苦了他叫樂，但是過一會
他又繼續煩躁、繼續空虛，就會很痛苦。
　　企業家前面三種情況不是我們要去追求的，第四種情況就是能
夠對人生全面的安排，全面的圓滿，不只是事業，還有家業、還有
道業，甚至於多做社會服務工作。所以盧叔叔就跟他的孩子講：你
要念書念到多高，爸爸都支持你，但是爸爸給你最重要的東西就是
你的正確的人格，還有你的學識，其他的東西一樣也不留給你，一



分錢也不給你。諸位同修，這樣好不好？當你這樣對孩子講的時候
，孩子的心裡怎麼想？會不會怪你？其實我們要理解到，孩子的心
非常清澈，當父母從小就是做出服務社會的態度，孩子打從小就覺
得很尊敬父母。當你告訴他，我們這些錢取之社會要用之社會，要
把它拿來成立一些公益組織。講這段話的時候，孩子對父母是打從
心裡的佩服。
　　盧叔叔曾經就提到，他說：生活要自己去掌控，不然就會出現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是因為自己太沒原則，不會拒絕。當你很有
原則的時候，你所有的這些生意夥伴他就會來順應你的原則。盧叔
叔就提到，他堅持每個禮拜天不應酬，中午一定跟家裡的人一起吃
飯，這樣他的家庭生活就能夠穩固，常常都有跟家人溝通的機會、
引導教育孩子的機會。
　　諸位同修，現在我們看到市面上提到IQ很重要，EQ很重要，現
在還有HQ很重要，CQ很重要，PQ很重要，不知道以後會出多少Q
我也不知道。諸位同修，西方的書籍是把簡單的東西講得很多樣化
，這樣他有版稅可以賺。但是中國的聖哲人談道理，都是把所有複
雜的東西整理成非常簡單的綱領。諸位同修，佛陀一句話就把諸法
實相講完了，「萬法因緣生」，有哪一法離開這句話？佛陀又講「
身口意三業」，所有的起心動念、言語造作有沒有離開這三個？都
沒有。所以誰最會歸納？佛陀、聖哲人最會歸納。結果這個歸納法
誰發明的？西方人發現了，說這是我發明的。中國聖哲人還有佛陀
，幾千年前早就都把它用得非常的徹底，但是他們不會以為這是我
的功勞，因為這些聖人都非常的謙卑。
　　我們來看看什麼叫IQ？什麼叫EQ？我們舉兩個就好了。什麼叫
IQ？他們叫智商。什麼叫EQ？叫情商，情緒智商，我們說感情好了
。IQ重要還是EQ重要？理智重要還是感情重要？諸位同修，我們看



這樣的書看太多，佛法都契不進去，因為佛法是不二法。我們看看
，感情豐富的父母有沒有理智？假如他感情豐富，沒有理智，他會
把孩子教得亂七八糟。而他那個感情是真感情嗎？不是真感情，真
感情一定會站在對方的立場去設想。為什麼家長會把孩子教得亂七
八糟？因為他愛之反而害之，而這個「愛」是用他的好惡、他的喜
好，他覺得這樣我比較喜歡，我就這樣做，他覺得我喜歡先夾菜給
我兒子吃，你管不著；我喜歡孩子要多少錢，我就拼命給他，你也
管不著。所以他說他很愛子女，但是他那種愛不是真感情，而是欲
望，那個談不上真情。
　　真情的人必然有真理智，這才是正確的。佛法講要「悲智雙運
」，而悲跟智是一不是二，真性裡面具足慈悲、具足智慧。我們從
這一點就可以了解到，根本就不要去分別它，只要我們處處替對方
著想，替對方的利益去著眼，那你做事當中，就同時具備理智，也
具備真情、真意。所以很多人說，這個人比較理智，做起事情來中
規中矩。那可能他在做事上連他的太太對他都頗有微辭，這樣的人
生就不盡圓滿。有些人的理智看起來工作也很努力，事實上他的本
質裡面是要成就自己的名聞利養而已，而不是真正能夠體恤到身旁
所有親友，甚至於員工的需要。假如他是這樣的出發點，到頭來他
的事業終究還是會敗喪下來。所以我們立身處事應該是時時提起理
智、提起慈悲，悲智雙運，這樣才正確。
　　當追求這些外在的物質，人生會虛幻一場，這樣的判斷能力，
在古代也有很多的故事流露出來。老子他要出關以前，有個官員就
跑過來問他：老子，我請教你一個問題，我有兩個孩子，大的比較
老實，小的比較聰明，我老了以後是要依靠大兒子還是依靠小兒子
？老子就拿出了一把零錢放在桌上，他就對大兒子說：你只要過去
打你父親一下，這些錢統統是你的。這個大兒子比較老實，他心裡



就想，怎麼可以打父親？死都不能這樣做。所以怎麼樣勸他就是不
肯。接著這個小兒子比較聰明，老子就跟他說：你就碰一下就好，
這些錢就是你的。小兒子馬上過去打了父親一下，然後就把錢收進
來，自己還在那裡很得意。老子就對他父親講：你知不知道以後要
靠誰？諸位同修，你們以後要靠誰？
　　但是現在好多的父母都在一直把投資都放在這些聰明、讀書又
讀得特別高的，結果他們所有的投資，他去了美國以後有沒有再回
來？沒有，甚至於你還自己花錢去美國看看他。結果他剛好又娶了
一個外國老婆，你去住了一段時間，他的老婆還會拿一張帳單給你
，你住這一陣子要給我多少錢，到時候你就叫天天不應，那也是自
己造成。反而都是那些學歷比較低的孩子在照顧父母，因為書讀愈
高可能愈傲慢、愈自私，書讀得少，最起碼不會傲慢，比較謙恭。
果不其然，他的晚年是大兒子照顧。後來他去世了，聯絡他的小兒
子回來看他，他小兒子已經在其他的地方做生意，對著去傳達的人
說：我來回又要一段長的時間，我又少賺多少錢。後來也沒給他父
親送終。
　　所以人生努力的方向很重要，我們到底把孩子、把往後的子子
孫孫往哪裡去帶？當我們重視的是道德、是德行，那我們這條路可
能會帶動百年、千年以後的子孫，都邁向正確的康莊大道，所以學
貴立志。諸位同修，你要帶你的家族走多少年？怎麼都沒有聲音？
怎麼這麼沒有信心？「勿自暴，勿自棄，聖與賢，可馴致」，最起
碼也要拿范仲淹先生來做榜樣。你以後都想八百年不衰，應該怎麼
樣帶後代子孫，相信你看事的角度絕對會相當不一樣。
　　我們剛剛也提到，真實智慧才能讓人生快樂，而真實的智慧也
來自於好學才能夠學到。《大學》裡面提到，「大學之道，在明明
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是人生的目標。「明明德」，明德



用佛家語就是我們的自性，當我們明白了自性，明心見性，自己就
成就了，那時候就法喜充滿；明明德也是自覺。「親民」，親近眾
生，親近人民，才能夠了解他的需要。進一步要「新民」，這個「
新」就是幫助眾人轉惡為善，轉迷為悟，轉凡成聖。所以在《大學
》裡面提到，就是自己還有讓眾人能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而最重要的要從他的思想開始轉變起，這是覺他。最後「止於
至善」，當我們明明德，當所有的眾人也能夠明明德，我們就自他
圓滿，所以止於至善在佛家就是圓滿成佛。諸位同修，我們看到儒
家修學的目標跟佛家修學的目標完全相應，我們就可以體會到英雄
所見，大略相同。為什麼中國人能夠接大乘佛法，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的聖哲人把我們的根基都紮穩，所以要好好珍惜老祖宗的智慧
。那當你在明明德當中，就會有喜悅出現。
　　人生在哪些感受當中會讓你快樂？哪些情境當中你會覺得非常
喜樂？哪些情況？諸位同修，你們這幾天都很痛苦嗎？你們這幾天
有沒有感覺喜樂，為什麼會感覺喜樂？法喜充滿，「學而時習之，
不亦說乎」。因為我們的明德在力行當中透一點出來了，這個光芒
，諸位同修，要讓它持續放光，不能回去以後又遮起來。我在高中
時代聽過兩句教誨，當時候確實當場就肅然起敬，眼前一片光明，
但是三十秒以後就黑暗了。第一次是聽到「岳陽樓記」裡面，范仲
淹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突然眼前好像放光
明，覺得這句話讓我肅然起敬。後來就沒有再放光了。另外一篇文
章是孔明的《出師表》，突然讀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種
人生真痛快。但是這個光芒直到十多年以後，遇到師父上人才重新
再點亮。
　　諸位同修，人生有多少個十多年？不要再讓自己、還有讓我們
的下一代浪費人生十多年的時間。當我們真正認知到智慧的可貴，



聖賢教誨的重要，我們那些很紛亂的思惟就會放下。就是因為還沒
有了解到重要性，才會顧慮東顧慮西，「我兒子假如不學這麼多才
藝，以後會不會跟不上」，就一大堆煩惱，都來自於沒有深刻體會
。這個智慧的教育綱舉目張，整個人生都可以全面圓滿發展起來。
在馬來西亞有位朋友他就說：每次來聽課的時候，大家都是狀態很
好，好像都開悟了，也是雄心壯志好好回去施展一下。突然在坐飛
機的時候，開始有點眼前模糊，有點清楚又不會太清楚。結果一回
到家裡，遇到冤親債主，就開始懷疑聖賢人說的是真的嗎？悟、霧
、誤，到最後就退心，那可不行。
　　我們學貴自知，要有自知之明，我們現在的根器學習絕對不能
中斷，一定要長時薰修。而這個薰修因為現在科技發達，每天一定
要聽師父上人講經，這絕對不能斷。我前三年，真的每天都聽師父
講經，當人與人當中出現一些不愉快的時候，只要我們坐下來聽經
，差不多聽個十分鐘，問題就沒了，真是如此！為什麼？因為障礙
不在外，障礙是自己的分別執著。結果一聽經，聽師父開導以後，
心量就擴寬了，一擴寬，障礙就通過去了。所以就持續幾年的時間
不敢離開老和尚的教誨。慢慢你的道理明白了，理得心安，時時遇
境界就慢慢能提起的正念，當場就把這個執著轉化掉。
　　我們修學也要常常勘驗自己的功夫，有沒有年年不一樣，有沒
有月月不一樣，有沒有天天不一樣，假如天天不一樣，那你一定法
喜充滿，你一定會很有把握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但是我們不氣餒，
一定往這個方向不斷努力，所謂「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因
為本覺本有，不要想得太困難，俗話說「登天難，求人難」，我們
增長道業，又不登天，又不求人，沒有想像中這麼困難。
　　為什麼會喜悅？因為「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成長的喜
悅。很多朋友他五天課上下來，都會提到他這輩子從來沒有笑得密



度這麼高。其實當一個人明白道理的時候是非常快樂的，甚至於發
現自己的過失也很高興，最起碼這一生不會死得不明不白。所以那
位四十歲的武警，他第三天就一直說：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好
了！他終於了解到為什麼太太離開他，為什麼孩子跟他不能溝通，
為什麼同事跟他這麼有距離，原來他太容易生氣了，動不動拳頭就
舉起來。
　　後來第四天的早上要吃飯，因為我們先到，廚房還在準備，這
位同修他就跟我說：蔡老師，來，我跟你坐一下，我們兩個聊一下
。我看他講話的一種氣氛，覺得很詭異，我就有點心理不安，我說
有什麼事嗎？結果這位朋友他就站起來，走到我的前面，他說：蔡
老師，我這一生只拜父母，只拜老師。他那分真誠的態度給我很大
的震撼，我馬上想到大事不妙，趕快跳起來。結果他就把我的纖細
的雙手按住，他說：蔡老師，你一定要讓我拜。他這麼樣的堅持，
我們心裡就想：他因為太感動了，能夠聽到四千五百年前老祖宗這
麼寶貴的教誨，所以他那三拜最重要是要回饋我們列祖列宗的教誨
。
　　而當我們看到一位四十歲的壯漢也有這麼至誠、真誠的一面，
我們內心也覺得很悲哀。諸位同修，他是不是不肯學？這是修道的
利器，但是卻人生耗了幾十年都還沒找到人生的門。從這件事當中
，我們要深刻體會，我們這麼幸運能夠聞到正法，一定要有義務介
紹給還沒有聞到正法的人，讓他們的人生能夠發亮，能夠真正找到
康莊大道。這是成長的喜悅。
　　我們來自十幾個國家、地區，當我們看到這麼多的同修共聚一
堂，都能夠一起成長，一起切磋，你們會感受到什麼樣的快樂？「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所以一個人的道業要不退，也要依眾
靠眾。有同修就告訴我，他說曾經他也在電視上看光碟，因為沙發



一躺下去很舒服，看差不多十分鐘、二十分鐘就睡著了。但是現在
來到現場，每次一坐就是一個小時，感受學習的狀態跟在家裡看碟
完全不相同。所以，依眾靠眾能夠讓我們的學習態度非常的好。一
個人在家念佛，跟兩、三百個人一起念佛，氣氛一不一樣？相當不
同。所以「相觀而善之謂摩」，當我們看到他人的長處，我們懂得
效法、學習，在道場當中一定會有很多善知識，我們要起而效法。
　　我記得第一次到新加坡居士林，因為學佛好多年都還沒有見過
師父上人，我就想一定要去行拜師禮，所以就飛到新加坡去。結果
一到了新加坡，同修告訴我：老和尚出國去了，九天以後才會回來
。我去新加坡只能留十天，我每天盼著奇蹟出現，都到辦公室去說
：師父回來了沒有？所以整個辦公室的人都認識我。到了第九天，
師父回來了，那時候我剛好在吃飯。有同修進來說：師父下飛機了
。我們聽到師父回來了很激動，突然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淚流滿面
，兩個同修跟我一起去，看我哭成這樣，他們都不敢說話。哭完以
後，那種眼淚掉完，內心會很舒坦。過了一個小時又有同修來說：
怕師父太累，今天不來了！明天禮拜天，師父禮拜天不來居士林。
結果我從充滿希望，變成不來了。突然我們感受到不來也是來了，
不來給我們更大的教育，就是告訴我們不要著相，真正最重要的要
遵循師長的教誨，依教奉行，那才重要。所以念頭一轉過來，當天
也睡得很好。
　　隔天我就把一些應該整理洗一洗的東西先處理好。在洗東西的
時候，一些辦公室的同修，不止一個人，因為都知道我要見師長，
都跑到我洗東西的地方說：師父來了。我就跟兩位同修去見師父，
一見到師父，我馬上禮就頂下去，師父說：不拜，不拜。我就接著
又拜第二拜，又拜第三拜，拜完以後內心很舒坦，也滿了我的願。
後來要離開的時候，悟忍師就告訴我：拜佛拜三拜，拜人、拜師父



拜一拜就好。我很高興悟忍師教了我一個正確的觀念，但是我自己
也歡喜，因為我也沒有拜錯，我是要拜師禮，所以三跪九叩。其實
事事無礙都圓滿，我們不要自己想法轉不過來，自己障礙自己。很
可能別人提供我們意見，跟我們的想法不一樣，我們又覺得不高興
，那就自尋煩惱。
　　剛好那一次去，有位台灣的同修帶著他的兒子（他的兒子才七
、八歲）在那裡繞佛，結果這個孩子一繞都二、三個小時不下來，
害我都不敢休息。看到這個小朋友這麼樣的精進，也給了我們相觀
而善的機會。所以依眾靠眾能夠常常刺激我們。
　　再來，人生還有哪些事會讓你真正的快樂？我們想一想，老祖
宗有哪些教誨跟快樂有關係？那就是「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在還沒有學佛法以前，好像覺得朋友要交很久才會親，但是學佛
法以後，結交這些同參道友，好像半年的時間，感覺上已經經過幾
十年那種光陰的感覺，很親切、很親熱。當然那都不是沒有原因的
，很有可能都是累世的同參道友。但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我們
這一次再同參，不能再輪迴了，一定要成就，要有這樣的共識。
　　「助人為快樂之本」，所以助人就是在親民、就是在利他，自
利利他才能夠讓生命快樂，助人為快樂之本。當我們真正能夠念念
為眾生，那時時都很充實、很快樂。要讓孩子懂得助人，絕對不單
只是言教，還要身教，甚至於是你要讓他親自自己去做、去感受，
用一個環境的影響。剛好有一班的學生，他的老師很認真教《弟子
規》，去年的三八婦女節，他的學生就跑來跟他說：老師，我們打
算明天三八婦女節，每個同學帶兩朵花來。老師很驚訝：為什麼帶
兩朵來？他說：一朵給學校的女老師，一朵獻給我們自己的母親。
老師聽完也很高興，孩子自己想到要付出，要表現感謝，他當然隨
喜功德。隔天他的學生每個人就拿著花在校園裡面送給這些女老師



，在送的過程，有個男同學就跑回來，然後笑得很開心，他就跟他
的老師講：老師，我把這個花拿給這位女老師，她笑得合不攏嘴。
那老師就接著跟他說：你在這個當下體會到什麼？小朋友說：施比
受更有福。當他真正常常施予他人，他內心就會有喜悅跟法喜，當
孩子都能嘗到這種法味，世間的這種欲望他就沒有興趣。
　　後來我就帶著學生，有一次差不多四、五個學生去參觀一個重
度障礙的收留所。那些孩子都是智商不足，有的連走路都不能走，
可能都要人照顧，口水都會流下來。我們去了以後，就讓這些孩子
親自餵他們吃飯。當他們看到這麼多人這麼痛苦，這麼需要幫忙，
一來，他會感覺到自己很幸福，要好好珍惜，好好感謝父母；二來
，也了解到社會當中有這麼多可憐的人，他才會引發善心。所以我
們當長輩的，也要製造一些機會讓孩子去付出，去服務他人。這是
助人為樂。
　　再來，為善最樂。還有沒有？《弟子規》裡面有資料可以尋找
。孟夫子說人生有三樂，哪三樂？其實都不離自利利他。夫子講：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
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樂也。」當我們敦倫盡分，孝順父母，
友愛兄弟，內心會非常非常的踏實。我們也想到為什麼黃庭堅都當
了大官，他還是堅持要幫他母親洗尿桶、洗糞桶？因為母親的恩報
不完。一個人在知恩報恩當中，他就有內在的快樂。還有兄弟無故
，兄弟之間常常能聚在一起，互相關懷，互相提攜，也給後代做好
榜樣。上行下效，家風非常的樸實，這也會覺得此生沒有白過，經
營得很有價值。
　　第二個，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成語講的「俯仰無愧」，
內心坦坦蕩蕩，這樣的人保證好吃又好睡；一個人能好吃好睡，那
是最大的福報。所以，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



。諸位同修，假如想說我以前已經做錯了，我就不能仰不愧於天，
俯不怍於人。從前我們沒學到，只要我們至誠懺悔，這些冤親債主
也會原諒。但是你可不能有事沒事又把以前那些做錯的事放在腦子
裡，這樣好不好？那又重新複習，都是幹這些壞事。所以過去不可
留，留著是一句佛號念念分明，有機會就趕快自利利他，慢慢的我
們的心裡就會愈來愈無礙、愈來愈充實，慢慢也能夠達到不愧於人
的心境。
　　第三個，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樂也。諸位同修，你們會說我
又不是老師。每個人一定都是他人的老師，比方說為人父母是誰的
老師？是孩子的老師。四種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家庭教育，所以家庭
教育父母要以身作則，成就孩子的人格，當他的好榜樣。學校教育
是家庭教育的延續而已；社會教育是他有德行的根以後，能夠出來
廣學多聞，成就後得智；最後宗教教育才讓孩子的人生究竟圓滿。
所以我們是孩子的老師，一定要好好做好。
　　假如你在公司裡面，是下屬的長官，那你也是他的老師，你也
要當榜樣給他學習。當你的下屬甚至於是你的同事，他在與人交談
當中說到：我這一生就是遇到了這麼好的同事、這麼好的長官，我
很多的價值觀才能夠正確，我的家庭才能夠經營好。當你的同事、
你的下屬，甚至你的朋友，對你是這樣的評價，其實你已經做到了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當你身旁周圍的人都是這樣的讚許你，你
也會覺得這一生過得非常有價值。這節課我們先上到這邊，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