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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成至聖先師教導我們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到這
看看，大家真是，我們中華民族，包括世界其他各民族，我們都是
兄弟姐妹。聖賢的話真是具有世界意義和古今價值。所以我想坐到
這，上台來，我最想說的就是親愛的兄弟姐妹，大家好！上午是祭
祖，我不敢坐，不能坐，今天下午咱們是聊天的，我就隨便聊聊。
五月二十九號，在教科文組織讓我有個發言，五十分鐘的發言，我
就想，那就講什麼？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更有今天的、當今的價
值的是什麼？我想到孔老夫子這位大成至聖先師他的思想，所以我
那次講的是思想家的孔子，就是千古至聖孔子他的思想體系。為了
節約時間，當時我就用了六個關鍵詞來講一講，就是儒家的思想體
系，大家有個粗略的了解。
　　今天我想講，我想還是講講孔子。為什麼？在中國，二千五百
年以前，出了一大批聖賢，真是群星燦爛。其中最亮的星兩個，一
個是咱們都愛說老子天下第一，那個老子。老子他給我們中華文化
、中國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打開了一扇門，這個門叫什麼？叫道
。什麼道？天道。我們中國的門都是兩扇，那麼打開第二扇門的是
誰？是孔子。孔子打開這個門，為中華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打開
的這第二扇門叫什麼？也叫道。什麼道？是人道、社會之道。正好
有兩個大聖賢，一個打開的是天道、自然之道，一個打開的是人道
、社會之道，相輔相成。孔子、老子著眼的是天和人的關係。他們
都深知，中國第一次，有歷史記載的第一次的大亂，亂了五、六百
年，春秋戰國到秦，亂了五、六百年，他們就在大亂開始的時候出



生了。因此他們都在尋找，為什麼天下這麼亂？老子認為就是我們
人跟自然不和諧了。我們現在都知道了，每天都在提心吊膽在想著
生態失衡的問題、環境破壞的問題、資源浪費的問題，把人類帶向
一個危機的懸崖邊上了。其實老子早就發現了，我們沒有好好學。
因此，老子提出的話多經典，現在看看多經典！我們各國都在這麼
做。
　　老子不是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
不敢為天下先」？太對了。什麼是慈？不僅僅人的感情是這樣，我
們要對天地自然萬物都要存大慈大悲之心，這一曰慈。二曰儉，我
們都是天地恩賜，讓我們生存、溫飽、發展，我們對它們恩賜的東
西一定不能浪費了，要儉，要簡約。第三，不敢為天下先，你不能
跟天地爭先，這話說得多經典。後來人們說，我們要征服自然，我
們向自然索取是我們的任務。現在我覺得這是小孩說的夢話，真是
有點荒唐。你敢為天下爭先嗎？你不敢。那地震、海嘯都是大自然
輕輕的動了一下，輕輕的拍拍水。日本的三一一大地震、大海嘯，
把現在科技最高成就的日本的核電站毀於一旦，造成的核污染一百
年、一千年、一萬年都未必能恢復到原生態。特別，老子提出來「
上善若水」，最善就是水，就像水。你看那水春風化雨，鋪灑給、
慷慨的奉獻給天地萬物，天地萬物沒水就別想活了。但是它一點都
不求回報，慷慨的把自己灑給天地萬物，不求回報，那真是最善最
善的，最好的。你看說得多經典，我們人就應該如此，也應該慷慨
的奉獻，而不求回報，這才像是水的德，最上的善。說得多好。
　　而孔子，他跟老子的著眼點不一樣。他說天下為什麼這麼亂？
他看看，不是鳥獸亂了天下，不是蟲魚亂了天下，不是草木亂了天
下，是人自己亂了。因此他的著眼點就在人如何對待自己的同伴，
和生我們養我們的自然，尤其是人自己該怎麼辦。所以孔子的主要



在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上，給我們高屋建瓴的提出了很多如何
修自己，如何組織家庭，如何構建社會，如何建設國家、建立國家
，全說了，真是經典，那一代人真大智慧。關於孔子在這方面，思
想方面的，今天不說。我就想他把他這種思想，第一個做為老師，
民間的老師，傳給大眾了。周遊列國，帶著三千弟子，前前後後弟
子三千，而且培養出來了最佼佼者，就是七十二賢，成功的一位教
育家。所以我們對孔子也有兩個號，一個就是千古至聖，是他思想
方面的；二是萬代師表，是他教育方面的。他的思想，我們人類的
思想，中華民族的思想、文化、文明，怎麼傳播？教育。他既有自
己高深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又有他一套整體的、很完整的、很成
功的、很成熟的一套教育理論，我們現在都沒做到。所以我今天下
午我就想談談孔子，就是萬代師表孔子，談談孔子的教育。四點，
偉大的教育思想，卓越的或者高超的教育原則，全面的教育內容和
卓越的教育藝術。咱們今天下午是隨便聊天的，我們都隨便一點，
我也坐著，咱座談，坐而談之。
　　咱們說第一點，偉大的教育思想，四個字，「有教無類」。在
座者、在座的都是飽讀詩書的，特別《論語》的，我就不用寫，咱
們都這有教無類。「有」是詞頭，沒有意義，「有教」就是教育，
教育怎麼？不分類。這就提出了一個當今最重視的人權問題。每個
人在社會上都享受一系列的權利，最終，最第一性的是生存權。如
果誰給我們抹了、剝奪了生存權，那別的啥也別說了。但是生存權
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比生存權還要重要的多得多，是什麼
權？受教育權。假使說一個人給你了生存權，而不給你最最重要的
受教育權，剝奪了你的受教育權，那不可想像。就是我們當老師都
學過的，教育界心理學裡邊那個狼孩的故事，那就像一隻小狼一樣
的，不是人。發現他的時候才幾歲，也不長命，活了十幾歲就死了



。到他十幾歲的時候，測測他的智商，還就是三、四歲的小孩們那
個智商，怎麼也教不回來了，那就是被剝奪了受教育權的結果。
　　因此，孔老夫子最偉大的教育思想就是有教無類，那就是說教
育不分類，只要你是一個人，都該享受充分的受教育權。這思想太
偉大了。不讓受教育，那就與鳥獸無別；正是受了教育，以文化之
而為人，才成了人，才跟鳥獸不一樣了。所以教育太重要、太重要
，人人都該有這個權。但是在目前好多發展中的國家，包括發達的
國家，也未必都做到了。二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出這個思想，太不
得了了，太讓我們高山仰止了。誰想到了？我們真的沒想到。但是
一對照孔子這個有教無類，什麼人都不能剝奪受教育權，都應該讓
他受充分的教育權，享受充分的教育權，就是小學、初中、高中、
大學、碩士、博士都該讓孩子們受，所有人來接受，這才對了。不
要剝奪人和人的受教育權。說具體點，就是不能讓孩子不受教育。
　　現在發達的國家做得比較好，我們不發達的國家、發展中的國
家做得不好。我這說幾個數字。我們中國，現在阻礙我們國家發展
、民族進步的瓶頸在哪？就是教育，不是別的。我們教育還不發達
，還遠遠沒有做到有教無類。在內地大陸上，我們的九年義務這一
段，就是小學到初中，百分之九十多基本上都可以受到這段，但是
，初中畢業好多學生就輟學了，永遠輟學了，這是很可悲的。我們
的孩子，你說誰成不了才？但是上了一半、一少半就不上了，我覺
得這就叫夭折，孩子夭折了，你說傷心不傷心？叫什麼夭折？這種
夭折是文化的夭折。所以未成年兒童犯罪率相當高，就是教育沒受
到。教育，有教無類沒做到，差得遠，沒做到。我們不僅要受基礎
教育，更重要成才教育的高等教育，我們更要讓孩子們、年輕人都
要接受。好多國家大學普及，都上大學。我們做不到。
　　我說幾個數字就是，美國三億人口，一萬多所大學；我們中國



十三億人口，多少大學？三千來所大學。且不說質量、品質了。在
亞洲，前幾年曾經評了前十所，亞洲前十所大學。慶幸的，今天我
在香港這個寶地上，港大是亞洲的前十名的第一名。這前十名，真
該鼓鼓掌，真該鼓鼓掌。鄧公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一國兩制，真對，
保留著香港的先進性。我是希望大家不要破壞這種先進性，大家理
智的、冷靜的站在我們國家民族的立場上，把香港做得更好，成為
我們大中國的前沿，這港人才是給我們國家民族做出了最大的貢獻
。說港大第一名，前十名裡邊香港佔三所，按人口比例多少，但是
這在大學辦的，按照人口比例又是多高？日本佔了五所，難怪小日
本厲害。剩下就倆了，一個台灣大學，台大，一個就是韓國的首爾
大學。大陸上清華、北大，所謂的多有名的學校，沒進到前十名。
你看，這就品質的問題了。
　　河南，我是河南人。河南中原，現在人口最多，一億多，韓國
四千七百萬，我們河南人口比韓國大了二倍還要拐個彎。韓國多少
大學？四百多所大學。河南多少大學？一百二十所大學。而且七十
七所還是這些年批的所謂職業技術學院的大專，沒多少人想上的，
你看差多遠。我的老家南陽，全國最大的人口大市，面積二點六六
萬平方公里。台灣三萬平方公里。台灣兩千萬人口，我們那一千四
、五百萬人口，都跟台灣差不多了。台灣多少大學？一百多所大學
。我們南陽多少大學？現在兩所本科，四所專科，六所。前年在那
開會，開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台灣陳新雄教授的，那是二Ｏ一Ｏ年
的時候。台灣的學者說，聶老師，南陽有多少所大學？接著韓國的
學者，有沒有五、六十所？我真張不開嘴，連六所都不夠，那年才
四所，現在是六所，遠遠沒有達到我們有教無類這種號召、這種標
準。
　　而孔子自己真真切切的做到了有教無類，大家都知道，說「自



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只要你自己來拜我為師，我沒有不
教他的。這雙重否定表示肯定，真是，表示肯定，真是這樣。孔子
沒有開除過一個人，而且不分類，老的、少的、窮的、富的，特別
是聰明的、不聰明的。現在我們當老師都喜歡教聰明班，考分高的
班，實際那有多少？有時候，你別看他笨笨的，他將來還能成大器
。所以，歸有光曾經有個話，「椎魯樸鈍，非學者之患也；聰明絕
異，學者之深患也」。就是孔子給四個大弟子打評語，「柴也愚，
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一個學生一個字。高柴這娃兒有點愚
，愚昧的愚，那不聰明；曾參這娃兒有點魯，魯就是魯鈍的魯，不
是魯莽的魯，魯鈍的魯，就是遲鈍、不敏捷；師也辟，顓孫師有點
偏激、有點自閉，不太豁達；而子路恰恰相反，由也喭，子路有點
冒失。你說哪個孩子是完美的？但是孔子都把他們教到底，而且教
出成了七十二賢了，你看是不是？他老人家沒有開除一個學生。時
間關係，我不能再展開了。
　　有時候冤枉了老人家，說「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
三隅反，則不復也」，漢代的經學家鄭玄把它解錯了，他加了兩字
，叫增字解經。他說房屋有四個隅，我們中國講方正，桌椅板凳都
四四方方的，舉一個角，孩子不知道那三個角是什麼，那麼就不再
教他了，「則不復重教之」，加個「重教」兩字，把「復」字變了
，意義變了、詞性變了。實際孔老夫子說的什麼意思？你用啟發式
教育，把孩子教聰明，聰明到什麼地步？舉一反三，教一個角，他
能推知其他三個角，聞一知十都可能，教聰明。要教不聰明？則不
復也，要求的是老師不要「復」。復是什麼？《說文解字》上講，
兩個字，一個帶雙人的，一個不帶雙人的，現在大陸用的簡化漢字
，那個复字，實際古字都有。兩個字一個意思，一個是走老路，「
往來也」，走過去，原路返回；一個是「行故道也」，都是走老路



的意思。因此老師們記著，孔子說的「則不復也」，是你給學生教
不聰明，不要再走老路了，你要換換思路、換換腦筋，你要換換方
法來教孩子，把孩子教聰明。這對老師說的。所以我有篇文章給孔
子翻了案，就是「一隅三反，鄭解之疑」，我把鄭玄給批駁了，你
講錯了，老先生，你增字解經，我們老人家絕對不是這麼講的，你
偏偏把它講翻了，講反了、錯了，我給孔子正正名。因為時間關係
，我這就說這麼一點了，有機會咱們再聊。這本來要講這四點，要
一大晌。
　　第二條是卓越的、高超的教育原則，就是「因材施教」。因材
施教很厲害，這是原則，這是孔子發現的，現在的心理學家們、生
理學家們，他們剛發現的，我們孔老夫子早就發現，二千五百年以
前就發現了。他發現人是有差異的，生理的差異、心理的差異、先
天的差異、後天的差異，都有。因此，當老師一定要發現孩子身上
的不同點，特別那閃光點。這樣，你揚其所長、捨其所短，或者補
其所短就更好了，這樣就會讓我們的孩子聰明起來。所以因材施教
，看有什麼長處，什麼優點，他是偏向文，他是偏向理，偏向工，
偏向藝術，我們及早發現，因材施教。這才能讓所有的孩子，在有
教無類偉大的教育思想指導下，人人受教育，個個能成才。保證個
個能成才，就要因材施教。
　　你看孔子怎麼因材施教？我舉個小例子。這麼一天，一個子路
，一個冉求，都在問一個問題，同一個問題。子路說，老師，是不
是「聞斯行諸」？說我是不是聽見了我馬上就去做，馬上就跑？孔
子怎麼回答？說你「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說你爹在，
你回家跟你老爹商量商量，你老大哥也在，比你經驗多，你跟他商
量商量，三思而後行，別急著聽見就跑了，急啥呢急？急了出亂子
，出錯，就讓他回去商量商量再說。好，他剛問完，冉求就問，老



師，是不是「聞斯行諸」？孔子斬釘截鐵的說，「聞斯行之」，你
聽見這麼說，你馬上就去行動。這一個問題，截然不同的兩個回答
，就讓另外一個學生，就有點，說咋回事，老師，你怎麼一個問題
不一樣的回答？孔子就講了，說「求也退」，冉求這娃兒，他有點
畏縮不前，優柔寡斷，「故進之」，我鼓勵他馬上去做，培養培養
他的陽剛之氣；對於子路，是「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總想超
過別人，什麼事都要馬上我要走，一聽就起來就跑，所以我讓他退
一退。這非常典型的因材施教。就是孔子發現這兩個弟子性格截然
不一樣，因此一個問題，我就回答不一樣。多聰明的老師，真是的
。我們謝謝孔老夫子，我們真該給他鼓鼓掌，是不是？
　　其實這樣的很多，你看問孝、問仁、問禮，孔子回答的都不一
樣。在這我不展開說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就問仁，孔子《論語》
裡邊「仁」出來一百零五次，解釋的也有五十八處。好多都是別人
問什麼是仁的時候，回答不一樣。我這不展開了。正因為如此，所
以三千弟子出了七十二賢，出了許多聖賢。給我們中華民族的文明
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使儒家學派成為我們中華民族、中華文化
的第一根大柱子。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教育內容。說實在話，我們中國人說「大道至簡」
，前賢們，太對了，愈簡單愈好。你用大道至簡來衡量我們天下的
事，就兩件事。一件事是做什麼，一件事是怎麼做，就這麼簡單。
教育也就兩件事。教育的兩件事，一件事是教什麼，一件事是怎麼
教，完了。可惜我們這一百年來，教什麼的問題沒解決。實際是唐
宋以來，歷代的大家，所以成為大家。今天錢學森問的，二ＯＯ五
年，錢學森走之前，錢學森之問。溫家寶總理去看他，他說總理，
這幾十年來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沒一個，就學術成就上講，沒一個
能夠跟民國期間的大師相比。這感慨萬千的說了這段話，下邊接著



就是錢學森之問，說為什麼我們的學校就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他說
的傑出人才就是大師。我們香港現在碩果僅存，還有兩個大果子，
碩果僅存。一個，虛歲一百歲的饒宗頤，饒先生，我去拜望過他老
人家；一個就是虛歲九十歲的淨空老法師，真是碩果僅存，這是大
師級的，不折不扣的大師。但是這都是前幾十年，幾十年前他們的
學術地位都奠定了，不是這些年、這幾十年培養出來的，前幾十年
，快一百年，那個時候培養出來的。
　　我們現在為什麼要這樣，培養不出傑出人才，回答錢學森之問
？我自己考量那些大師怎麼成為大師？就是，一、國學功底硬，二
、留洋看世界。國學功底硬就是精通母語，現代漢語我都會說，古
代漢語我仍然會說，四書五經爛熟於心，經史子集我差不多都知道
，這才真正是叫國學功底硬。而且我們的經典文化、我們的民族文
化都在心裡邊放著，這兩大文化都知道，那才稱為大師。精通母語
、諳熟母文化，這叫國學功底硬。這是第一性的必要條件。第二條
，留洋看世界。就是我們不拒絕全人類的文明、文化，我們要吸納
過來為我所用，要看看世界。大師們，那一代大師們，沒一個不是
這兩條，不具備這兩條的，都有，說實在話。但是這多少年不是這
樣了。特別教什麼的問題，唐宋以來現成的，童蒙教育就是三百千
千，少年教是四書五經，再大一點經史子集。而且人文經典應該放
在童年時代、少年時代，打下個童子功，你才能有本事，然後再學
科學的，這才好。我這也不展開了。
　　孔子，我說他全面的教育內容，你看孔子教的什麼，我們好好
學學。《論語》上一句話，八個字，一條算一章。「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這也是四個字，「文、行、忠、信」。文是什麼
？文化的教育，知識的教育，以六經為主的文化教育，從小就教。
然後行是什麼？把學的文化、知識通過實踐鍛鍊轉化為自己的能力



和才幹。文和行就是文化知識和實踐鍛鍊，不可或缺。不能光有死
知識，光會考多少分，實際什麼都不會做，那不行，那沒達到孔子
的「文、行、忠、信」的前兩字。行，就是孔子六藝為主的，禮、
樂、射、御、書、數。今天行禮、作樂，咱們都看到了，你沒文化
你也不懂，是不是？你不實踐你更不懂，這禮樂。射御，我駕車、
射箭，我都會，動手能力很強。而且書數，書，寫字、寫文章，一
筆好寫，一篇好文章，現在難得很，這樣的人才真是奇缺，不動手
了。還有數，數不僅僅是數學，各種技術都有，包含都在裡頭。
　　所以，前邊的六經，後邊六藝，為具體的，其實就是文化和你
力踐，實踐鍛鍊。但是，你知識很高、很有學問，你能力很強，失
去了後兩字，「忠信」兩字，可能你的知識、你的技術、你的才幹
是害己害人的。瘦肉精，什麼什麼汁、酸，弄的什麼牛奶，現在人
知道掙錢，不知道是害人的。餐桌上都不敢，都得小心翼翼的。這
是科技可發展了，就失掉了最起碼的兩個字，一個忠、一個信。孝
悌忠信，那忠就是用心做事，信就是說話算話。實際，孔子早就提
出來的教育的方針，實現教育的方針，安排的教育內容，非常圓滿
，非常的全面。前邊是文化的教育、能力的培養，後邊就是品格的
塑造，更重要。我們現在的教育就把做人教育弄到一邊去了，光要
的分數，不是為教育而考試，而是為考試而教育，現在顛倒了。這
是我們應該切切殷憂的事情，一定要改，教育一定要改革。而教什
麼的問題，我們要重新來審視。而孔子早就全面的制定出來一個德
育為首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了，而且給我們提供了文化教育、實踐
鍛鍊和品格教育的一整套的教育內容。
　　最後一個就是教育藝術，也就是方法，方法高了就是藝術，孔
子那真會教。這教育藝術是什麼？當然，循序漸進，不要違反教育
規律，也不能違反孩子們成長規律，要按照規律做事，我們教育才



能走向成功。包括孩子的成長規律、認知規律、教育規律，按規律
辦事。孔子真是按規律辦事，循序漸進，啟發式教育，我們剛才也
說了，「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別把答案早早告訴他，讓他憋一
會兒，讓他憋半天，我再告訴你，討論討論，你找到了答案，你一
輩子忘不了。現在我覺得有的學校就是讓孩子背答案，為了考分就
背答案，那簡直是，我說，坑我們玩的。
　　而孔子呢？最好的就是「循循善誘」四個字。循循就是遵守著
規律，善誘，善於引逗他，讓他有興趣跟著老師學，他想走都不想
走，想離開都離開不了，老師吸引力像磁鐵見了鐵石一樣的，馬上
吸住了。所以這樣，孔子的弟子，最得意的門生顏回，就有一段話
，說夫子，你看看，「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看我的老師愈看
愈高，我們的孔夫子真高，就是高山仰止，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夫子的學問，我們愈鑽愈深，鑽不透，我看我老師真是讓我佩服得
五體投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我看著老師就在我前邊，我
什麼時候總是想著，老師總在我前前後後，忽然又跑到後邊去了。
你看看這老師當的，讓學生這循循善誘，讓孩子們總是在想著老師
，眼中、心中，前邊、後邊、左邊、右邊，總是老師的影子在我這
兒繞著。你看他多不得了！
　　下邊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循循
善誘，真會引導我們，誘導我們，饒有興趣的跟著老師走；博我以
文，讓我增加知識；約我以禮，讓我有禮貌。你看，智商、情商，
孔子都在注意著教給學生，培養他們，著力培養他。不僅培養他的
智商，同時培養他的情商，情商、智商一雙翅膀，不可或缺。現在
有的學生考的分可高，就是不會擱人，跟誰都擱不住。說「夫子循
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我不想跟著他都
不行，我要跟著我老師，跟著老師走。你看教得多好。我們現在老



師能做到這點嗎？所以孔子死了，學生們，全體學生在那守孝三年
，這個子貢還不解渴，大家揮淚而別，子貢又在那待了三年，子貢
守了六年，這事真是空前絕後。哪有這樣好的老師？比他老爹，心
裡邊都高。夫子走了，我們不想走，我們在他墳頭上、墳邊上，我
們睡三年。你看看哪有這樣的老師？這就是循循善誘。
　　我做一個老師，我也常常嘗試著怎麼循循善誘。我到韓國教學
，我都覺得是要循循善誘，而循循善誘最具體的就是樂教。孔子，
六經當中有《樂經》，大家不要小看了，不要忽略了。音樂教育太
厲害了，你知道那是心性的陶冶。你看說，「禮，天下之序也；樂
，天下之和也」。禮是規範行為的，樂是陶冶心性的，樂教教得好
，音樂教得好，讓孩子們心胸寬廣、心平氣和。所以經解上講《樂
經》的，《樂經》學得好什麼？「廣博易良，樂教也」，寬廣博大
，平易善良，就是音樂，樂教教得好。
　　我在韓國，我嘗試著教了一點，我真是大獲成功。我怎麼教？
我告訴你們，第一堂課最重要，你能征服學生的老師是最厲害的老
師，你能征服人的人是最聰明的人，征服學生的老師是最聰明的老
師。我要征服我的異國學生，外國學生，那麼第一印象最重要。我
想，這個開場白怎麼開？我轉了好多圈，腦袋瓜轉了多少圈，轉轉
轉，轉得腦袋瓜都睏了，才轉出來了。好，我就第一次上課，我去
了，到課堂上一站，同學們起立。老師好！我說同學們好，坐下，
請坐。大家坐下了，於是都掏書本、翻書本。我說，同學們，別急
、別急，咱們先共同來做一件事再上課。孩子們說做什麼事？懷疑
的眼光瞪著看我。我說，一看他們問我，眼睛問我，我說做一件大
家都想做的事。一說都想做的事，興奮了，一面很興奮，一面是啥
事還不知道，還是看著我。我是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我憋他一會
兒，我說大家一起，咱們一起來唱個歌好不好？一說唱個歌，那能



歌善舞的同學都嗷嗷叫，好，掌聲雷動，鼓起掌來了。我說好，說
到心裡了，咱們唱個歌，但今天的歌有個要求，一，韓國的同學們
會唱，我這中國老師也會唱，這樣咱們才能唱到一起，大家選。
　　你猜什麼歌？韓國的同學不到三秒鐘，異口同聲的說「甜蜜蜜
」。「甜蜜蜜」，我過去我都不知道那個「甜蜜蜜」是啥，鄧麗君
是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不知道，在韓國我才知道。孩子
們、同學們，星期天陪我去觀光旅遊，那真孝敬，每星期天都有十
個、八個，陪著我出去觀光。實際我發現，韓國的孩子特能，那一
天問的問題，看見什麼不知道，我都跟他講，他跟我一天比他學一
星期都多。其實我也看了，他們也學了，這是雙贏。韓國人真聰明
，真是。好，在那個車上，就給我放「甜蜜蜜」，我一聽真好聽。
你知道，甜蜜蜜、甜蜜蜜，我想的啥？我想的不是兒女情長，不是
少男少女，我想，一聽這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兒開在春
風裡，我想起誰了？想起孔夫子了，我想起了老子了，我想起了釋
迦牟尼了，他們都是甜蜜蜜的在笑著，老人家都在笑著。我真有幸
見我們敬愛的淨老，他都是甜蜜蜜在笑，我在他身邊，我說我是幸
福無邊，我快樂無邊。我都想到真是甜蜜蜜，鄧麗君真會唱這個歌
，是不是？這有抽象意義，可以形而上的來看待。而且是「在哪裡
、在哪裡」，到底在哪裡？在夢裡，是不是？真是，常常夢見孔夫
子，你別看。可能你夢見孟夫子，真是，你別說，真是。
　　好，我說好，同學們選得真好。我心裡就想甜蜜蜜，好，咱們
甜蜜蜜的唱個歌再講。同學們又鼓掌。好，來，我演一下，大家跟
著唱。下邊，「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兒開在春風裡，開
在春風裡。在哪裡，在哪裡見過你，你的笑容這樣熟悉，我一時想
不起。啊，在夢裡。」那真有奇效，一下子把我這個陌生的中國老
師和韓國同學這感情一下子拉得近近的。他說沒想到，這個中國老



教授還會唱歌，歌唱得還不錯，這一下子高興了，下邊能唱的就唱
。
　　就孔子的樂教，我們現在小學有歌聲，初中就不唱了，高中絕
緣了，大悲哀！我就唱，能唱就唱。你譬如說，我給他開「唐詩宋
詞鑒賞」，我們能唱就不講，唱比說好聽，大家都知道。譬如說，
告別詩三首，第一首就是王維的《渭城曲》，那是絕了，那種惜別
之情，大家都會背，「渭城朝雨浥輕塵」，都會；還有「城闕輔三
秦，風煙望五津」，王勃的；還有，什麼白日曛，就是，「莫愁前
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但最好的就是王維這首，講這首的
時候，我說，同學們今天跟老師學唱。這就是吟唱，我們完全可以
把吟誦、吟唱拉到課堂裡邊去。台灣的陳新雄教授，二十六號才開
了他的會，他的弟子們上台都先唱兩首。我跟陳先生，我們一起開
會，上台就一首詞，隨手拈來，馬上唱出來，真好聽，語驚四座，
歌驚四座。
　　所以講這首詩，我說同學們，聽老師唱，老師給你唱，跟著學
。高興得不得了，興致盎然的。我也唱給你聽聽。「清和節當春，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
故人」，你說什麼都表達了，不用講。下邊的，「遄行，遄行，長
途越渡關津，惆悵役此身。歷苦辛，歷苦辛，歷歷苦辛宜自珍，宜
自珍」，你多多保重。下邊是「渭城朝雨浥輕塵」，接著第二疊、
第三疊。《渭城曲》也叫「陽關三疊」，唱不足三遍不足以表情達
意。看音樂的魅力多大，那樂教多好！
　　講到岳飛的「滿江紅」，我就唱，教他們唱，我現在總想唱唱
「滿江紅」。我不是說我們跟南宋要收復北宋失地、北邊失地唱的
，岳飛唱的，現在要收復我們的傳統文化，我真是唱到這首，想到
岳飛的「滿江紅」，我真是滿懷激烈。我唱給在座的兄弟姐妹們，



你們不妨也唱唱。「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
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
了少年頭，空悲切。」
　　時間到，我不能再扯了，有機會咱們再扯。好，謝謝大家，謝
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