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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朋友，大家好！上一節課我們提到家庭有兩個很重要的主
軸，一個是經濟，就是物質生活；另外一個是精神生活，孩子的教
育這方面。剛剛也提到現在的家庭情況都是夫妻一起賺錢，孩子大
部分是留給安親班，或者留給傭人，留給爺爺奶奶來帶。人生的智
慧在哪裡看到？在取捨當中看到，有捨才有得。少賺些錢，多教育
孩子；還是你要多賺錢，忽略孩子教育，得到的結果一定會不一樣
。
　　我們看看上一代，現在五、六十歲的人，跟我們現在二、三十
歲的人，這兩代我們來比較一下。上一代的人很有責任心，很孝順
父母。我們這一代？諸位朋友，您不要客氣直接講，有沒有上一代
的這些人生態度？是進步了還是退步？退步。上一代有錢還是我們
這一代有錢？這一代。對！為什麼有錢了反而人生的態度退步了？
所以有錢不一定解決問題。
　　我父親那一代，基本上都很窮，因為很窮，所以特別節儉。記
得小時候在吃飯的時候，剩菜都是誰撿？都是爸爸媽媽，因為他們
已經很習慣不能糟蹋食物。所以生活比較拮据，第一個養成了勤儉
的習慣，第二個，生活愈困難人愈懂得感恩父母，友愛兄弟姐妹。
所以我父親那一代，他們在念書都不是父母催他們的，都是自己很
積極主動，因為希望透過自己在學問上有所成就，能夠往後讓父母
過好一點的日子。你看生活的貧窮、生活的拮据，讓一個人更有志
氣，更有孝心。所以貧窮，我們要感謝它。
　　這一代因為從小生活就很優厚，要什麼有什麼，所以習慣揮霍



，習慣花錢，又不懂孝道，又沒有生活的歷鍊、承擔。所以現在我
們這一代，不只自己賺的錢花掉了，還要去花誰的錢？父母的錢。
你們怎麼知道？很多年輕人已經喜歡消費、享受到什麼程度？一個
月的薪水一拿到，馬上怎麼樣？走，我們去好好的shopping一下！
可能把整個月的薪水在前面十五天就花光了，後面的日子怎麼熬？
後面的日子買泡麵一包一包慢慢吃。然後後來撐不下去了，回去找
他老爸，說：爸，我沒錢了。他的爸爸很生氣：「告訴你不要亂花
，你都講不聽，來！要多少？」還是拿給他。所以生活的優厚，不
見得能夠帶給你孩子正確的人生態度。
　　古代很多讀書人看清楚這一點，在漢朝開國，劉邦打下天下分
封了一百多個功臣，都有封地，給他們很多田宅。這一百多個功臣
經過了一百年，漢朝的史學家突然想說：我去了解看看，這一百個
功臣的後代，經過一百年後是什麼樣的情況？結果這個史學家非常
驚訝，這一百多個功臣的後代，基本上都已經沒落了，很多已經流
落街頭在討飯。其中只有幾個人的後代還很好，其中有一個人叫蕭
何，當初在分封土地的時候，蕭何要了一塊很貧瘠的土地。因為貧
瘠的土地，你只要不耕作就沒飯吃，他深謀遠慮，希望他的孩子以
後懂得勤勞節儉。其他分封很好的地，好吃就懶做，而且好的地你
喜歡，別人也喜歡，就會引來很多人覬覦，很多人的設計陷害。所
以蕭何看得到，不要留錢給子孫，更重要的是要留智慧傳給子孫，
還有留榜樣給子孫。
　　司馬光先生曾經提過，「留錢給子孫，子孫未必能守得住；留
書給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於冥冥之中留陰德，以為子孫長久
之計」。《易經》有一句很重要的教誨，「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陰德一定可以庇蔭後代。陰德不只在往後可以庇蔭後代，當我們
在行善，當我們在立身行道的過程，已經給下一代最好的身教。所



以，這是有智慧的父母會這樣去抉擇。
　　好，我父親那一代因為生活比較拮据，有五個兄弟姐妹，他們
念書都不用父母推，兄弟姐妹感情都很和睦。所以只要生活過得去
，好好的提升孩子的智慧、孩子的精神生活，還是可以把家庭經營
好。
　　我們再來看，是不是一個人賺就會賺得比較少？是不是兩個人
賺就會賺得比較多？很多夫妻一起賺錢，但是也沒剩多少錢；那邊
又被朋友倒了，這邊又買了哪些東西又被騙了。我們要理解到財富
的真正因在哪裡？怎麼樣的人生才能得到財富？要把這個道理搞清
楚，不然你可能一輩子都在賺錢，但是一輩子也沒剩多少錢。
　　古代中國的財神是范蠡，俗名陶朱公，他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人
。范蠡輔佐越王勾踐，他跟文種輔佐越王勾踐，然後恢復越國。後
來范蠡他就跟文種說，越王勾踐可以共患難，但是不可以同富貴。
范蠡很會看人，所以會看人很重要，不會看人可能一輩子都會受到
很不好的影響。你看，文種不會看人，他看到眼前榮華富貴就要來
了，怎麼可以讓我現在把它放下，不願意！後來越王勾踐就賜文種
自殺。范蠡帶著西施就離開，到了江南一帶開始做生意，從小生意
開始做起。做了沒多久，發了大財，范蠡馬上把這些財富統統捐出
去；過沒有多久，過了幾年他又發財了，他又把錢統統捐給這些貧
窮困苦的人，之後再從小生意做起。歷史上記載「三聚財，三散財
」。
　　所以，人為什麼能夠有財富？真正的原因在他懂得財布施出去
。范蠡這樣的做法也是謹遵聖賢教誨，《大學》裡面有提到「財散
則人聚」，當我們把財散出去的時候，什麼聚過來？所有人對你的
愛戴，人心都向著你。不管你做什麼生意，他們都要來給你買，要
來支持你，因為你贏得的是人心。財散出去不是沒有了，不能看不



到就是沒有，它無形當中的影響力只要遇到緣就會起現行。所以我
們分析，財富有因、有緣才會結果，「因」在財布施，「緣」加上
你的努力、加上貴人相助、加上機會來了，自然而然就會結財富的
「果」。所以，經營家庭的財富，一定要如理如法去經營，不然你
一輩子的努力到頭來可能是枉然。
　　我的姐姐她懷孕以後，就把她的公職工作辭掉，很多的親戚朋
友都覺得怎麼樣？很可惜。連她的婆婆也常常跟她說：你去工作，
我來幫你帶孩子。但是人生有捨有得，她辭掉公職就在我們家待產
，之後做月子，到之後小孩都是自己帶。我姐姐辭掉工作以後，就
是我姐夫一個人賺錢，但是我的姐夫愈賺愈多。為什麼愈賺愈多？
因為我姐夫拿給我姐姐的錢，我姐姐說，我一個人在家帶孩子也沒
什麼用，常常都會拿給我，她說你幫我拿去印印經書，做些善事。
我姐姐懂得幫先生布施財，所以她的先生愈賺愈多。有一次他們夫
妻一起出去買東西，剛好遇到大賣場開幕，可以抽獎，第一特獎是
一台轎車，我姐姐也寫了一下就把它放進去。過沒多久，大賣場打
電話來，他說蔡女士，你抽到了一台轎車。所以懂得布施，「命裡
有時終須有」，不是你很多人去賺就賺得比較多，你要懂得要種財
布施的因下去。
　　很多朋友說：我又沒錢，怎麼種財布施的因？這個財絕對不是
只有錢而已，財布施包含「內財」跟「外財」。我們工作很努力，
這是內財，勞力，還有你的經驗、你的智慧，這都屬於內財布施；
外財才是金錢跟財物、跟物品，這些都可以修財布施。在錢財的布
施是不是捐愈多福報就愈大？不見得！我記得曾經看過一個報導，
有一對農夫他們已經年紀很大了，一輩子攢了一些錢，剛好他們附
近蓋醫院，是個很好的醫院，他們夫妻兩個就把一生的積蓄捐出來
買了一台救護車。跟大企業家捐幾十萬，他們也捐幾十萬，哪一個



福報大？農夫是把一生的積蓄都布施了，他那一分愛心可以造福多
少人的生命？而企業家那幾十萬對他來講只是什麼？零頭而已。所
以福田靠心耕，福分也是由心生，當我們能夠盡心盡力去布施，不
管錢多少都可以種無量的福分。
　　古代有一位女士，剛好經過一個佛寺，她就進門很虔誠的禮佛
，剛好身上只有兩文錢，她就完全把它奉獻出來。方丈看了很感動
，親自出來幫她念佛祈福，幫她迴向。後來真的嫁到宮中去，也富
貴了，拿著幾千兩到這個佛寺來，也是要把它布施出來。結果方丈
沒出來，找了他一個徒弟出來幫她念經迴向。這位女士就很好奇，
之前我才捐兩文錢，這次拿了幾千兩，兩文錢是方丈親自幫我懺悔
迴向，可是現在捐幾千兩，居然只叫徒弟出來。這位女士也很有智
慧，她懂得去請教，把問題搞清楚。她就主動去找方丈，詢問為什
麼會是這樣的情況？方丈告訴她：你這兩文錢是發自你的真心，所
以我不出來幫你迴向，對不起你；這一次你雖然拿了幾千兩，但是
你的心已經沒有像那一次這麼真切，請我的徒弟就可以了。
　　所以一個人的福田，根源還在他的存心。我們只要有這一分心
常常懂得捨財來救濟他人，我們的福報點點滴滴都在積累。好，財
富的問題我們有了正確的認知，就不會患得患失，看到別人賺很多
錢，你的心就怎麼樣？就忐忑不安，不需要！我們扎扎實實修我們
的財布施，自然果報就會現前。
　　經濟面解決了，接下來教育孩子這個問題，夫妻要取得好的共
識。當然教育首重以身作則，古代說的「三從四德」、「夫義婦聽
」，就是當丈夫的人要有恩義、要有情義、要有道義；要做到恩義
、情義、道義，就能給孩子當好榜樣。對自己的父母有「恩義」，
孩子就懂得也要孝順父母；對太太要有「情義」，太太跟我們一起
胼手胝足，一起經營這個家庭都很不容易，要時時念著太太這個恩



情。太太有一個恩情是我們這一輩子都報答不了，就是幫我們怎麼
樣？傳宗接代。這個使命很重大，不然我們自己做行不行？不行！
無人可以代替，我們要感恩。所以當先生的，每次想到就是我有這
個太太幫我傳宗接代，當我們時時把這個恩德放在心上，夫妻會相
處不好嗎？不可能！然後對孩子要有「道義」，一定要把孩子教好
，這是為人父母的責任跟本分。
　　太太要「四德」：婦德、婦言、婦功、婦容。太太要有德行，
假如太太沒有德行，可能嫁到人家的家裡會搞得人家怎麼樣？雞犬
不寧。你們怎麼知道？雞犬不寧，本來家裡還沒事，嫁過去就搞得
亂七八糟，所以「德」很重要。所以，兒子孝比不上媳婦孝，古代
有說到，娶個好媳婦，家族可以旺三代；那娶一個不好的媳婦，家
庭會怎麼樣？會敗三代。所以娶妻第一個標準是什麼？德行，娶妻
要娶德。現在有這種認知的男士多不多？不多了。所以我們要教育
孩子，以後要找對象要首重德行，要有「婦德」。
　　而這個婦德，自然而然媽媽的言語、行為給孩子就有潛移默化
的影響。我的母親常常在說我爸爸的時候，說「你就是心腸太軟」
，講了以後就說「你們全部都一樣」。本來是在說我爸爸，到最後
全部都被她說了，我還要補一句：那你不是也一樣。我記得小時候
剛好回外婆家，坐計程車回去，計程車司機技術不大好，在開一條
小路的時候，一個輪胎跑到水溝裡面去了。掉下去的時候因為排氣
管撞到了水泥就鬆掉，所以後半路程是這個排氣管這樣叩叩叩叩這
樣到了我外婆家。結果我母親就把車費拿給他，額外又拿了五百塊
給他。
　　那時候我還小，當我母親拿錢出來的這個動作，請問我媽媽有
沒有告訴我她在幹什麼？她沒有，她甚至於不知道她兒子在看。但
是我的大腦裡面出現幾排文字，就是媽媽覺得他們是勞力賺錢的人



，很不容易，這個修車的費用一定會造成他家庭的負擔，我們生活
比較充裕，給他一些幫忙。我母親那個動作我很感動，所以母親一
言一行給孩子都是潛移默化的影響。事後，因為我是後來在講課當
中突然回想到這一幕，我打電話給我媽媽講這件事，她怎麼樣？她
早就忘記這件事情，甚至於根本不知道孩子都在學習，都在感動。
所以「婦德」確確實實在一言一行當中都在影響小孩。
　　再來，「婦言」。母親的言語什麼時候開始影響小孩？在胎教
的時候。母親的言語假如很柔和，孩子在胎中感受就很舒服；母親
假如大嗓門，假如講話很刻薄，這個孩子從胎裡面就學習。所以我
們常常到一些朋友家裡面去，就覺得他們家在講話好像怎麼樣？好
像在吵架一樣，都很大聲，那就是一種習慣。所以講話太大聲，講
話刻薄，你的孩子都在學習。假如我們的言語很溫和，言語很能包
容他人，孩子就會學到好的。我回想到，我的父母從來沒有在我們
小孩的面前講過他哪個朋友的不是。這個很重要！當為人父母在孩
子面前講這個人很不好，那個人很不好，請問你的孩子學到什麼？
學到處處看別人不好，處處批評，會很傲慢。所以，我們言語也要
謹慎。
　　再來，「婦功」，古代女人會織衣服，會做很多家事，這個叫
「婦功」。換作現代的狀況，女子還要不要去織毛衣幹什麼？比較
不需要，因為現在紡織業比較發達了。古代跟現代整個家庭狀況不
一樣，但是一個母親要把家庭維繫好，還是要有很多好的能力。比
方說要把家裡怎麼樣？整理乾淨。孩子在整齊清潔的環境當中成長
，他無形當中就會覺得東西就要擦乾淨，東西就要擺整齊。他假如
看到東西亂，他會不由自主自己動手去擺好。
　　除了整理家庭，還要能煮一些拿手的好菜，因為假如孩子跟先
生都在外面吃，會有什麼結果？都在外面吃，家庭氣氛不融洽，很



少聚在一起。然後常常去吃外面，外面的食物怎麼樣？又油又鹹，
所以現在什麼疾病最多？心血管疾病。這個心血管疾病一位難求，
你要一個病床位都要排半天。所以現在中風、心肌梗塞的人特別多
。家裡面假如常常煮些清淡的菜，讓家裡的人都很歡喜回到家裡來
吃。我記得小時候，還有一句很好的口號叫「爸爸回家吃晚飯」，
就有很好的家庭氣氛。
　　再來，「婦容」，女子的容貌，當然不是要塗的跟結婚當天一
樣。是，婦容代表很端莊、很樸素，不能生完孩子以後就自暴自棄
。很多女人生完孩子，覺得我註定要像老媽子一樣，所以不修邊幅
。很可能先生走進門嚇了一跳，然後又趕快跑出去，這樣就不好；
要讓先生看起來賞心悅目。而且你儀容端莊給誰好榜樣？孩子。對
，我們要看得遠。所以，婦容也是很重要。
　　好，當先生太太都能夠端正自己的品行、言行，那一定會把孩
子教育好。現在說要男女平等，所以這個「四德」，女人要，男人
也要！夫也要有德，夫的言也要懂得輕聲細語，言語也要常常都是
口吐蓮花，給孩子好榜樣。「夫功」，男人沒本事還得了，怎麼維
繫家庭！再來「夫容」，你當爸爸的在家裡面都亂穿，那都給孩子
不好影響；還有爸爸坐的時候都把腳翹到桌子上面去，這也是夫容
！孩子學到什麼？所以，我們要時時提醒自己給孩子好榜樣，以身
作則很重要。
　　再來教孩子要恩威並濟，恩威並施，再換白話一點，就是有人
要演黑臉，有人要演白臉。恩威並濟，剛柔並濟，中國人講中庸之
道，不能太過，也不能不及。假如今天只有恩，對孩子好得不得了
，他會怎麼樣？他不怕父母，會騎到父母頭上去。假如只有威，對
孩子都很兇，孩子跟我們就有距離感。所以，恩威要掌握好。
　　剛好我的小外甥，他做月子，還有很多時間都在我們家，我的



姐夫工作比較忙。在我們家的時候，我也身負教育這個外甥的責任
。你看我適合演黑臉還是白臉？你們覺得呢？黑臉！怎麼一眼就把
我看穿了。我記得我第一年教書，有一次學生不守規矩，我訓斥了
他們一頓。從二樓走到一樓進辦公室，全校的同仁都看著我，說：
你還會發脾氣？他們都很驚訝。其實該發的時候假如不發，就不能
把學生教好，我們發脾氣是要讓孩子警覺到，以後不能再犯這個過
失。人生如戲，該怎麼演就要演得像樣。所以，我對我這個外甥我
就是黑臉，他媽媽是白臉，黑臉跟白臉一定要配合得好。
　　我記得也是在前幾年，剛好也是過年前夕，在我們家吃飯，這
個小朋友他剛好拿筷子就拿在下面夾菜的地方。我就跟他講，說：
偉偉，這樣拿會有細菌，你拿筷子一定要拿在上面。他看著我，又
往下一抓，我很有耐心，我說：這樣拿會有細菌，所以你應該拿上
來。他又看看我，他雖然沒有講話，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他說我
看看你的底限到哪裡？很多小孩會探父母的底限，當他超越你的底
限，他就對你可以予取予求，你就會節節敗退，他就可以用情緒來
威脅你。我看他勸了三次沒有用，我馬上把他抱起來，往我的房間
走。為什麼要往房間走？要把他所有的援兵都截斷，他才會知道大
事不妙。我就把他抱起來，我媽媽馬上說：都快過年了，就別打了
！要不要打？哪有過年犯錯就不用處罰，那孩子他根本就不知道規
則在哪兒！
　　現在很多的家長，逢禮拜六、禮拜天就可以睡到中午，有沒有
這種情況？他五天正常，禮拜六、禮拜天不正常，他的生活就亂了
、就沒規律了。所以現在禮拜一上學的時候，學生的表情都怎麼樣
？懶洋洋的。所以，規定的規則不能因為任何情況而改變，不然孩
子一定會好逸惡勞，一定會往玩樂的方向去走，而不遵守規則。我
都跟我姐姐交代，你縱使帶他出去爬山，出去玩幾天，每天一定要



固定把該背的經典怎麼樣？要背好。所以孩子的心中會了解到，不
管在家或在外，自己學習的作業都要怎麼樣？做到。當你的原則愈
明確，他就覺得這是他的本分，他就不會僥倖，他就不會在那裡：
媽，今天就算了！在那裡講好話給你聽。這個原理原則一定要抓穩
。
　　當我把他抱進房間裡面，其實那個時候最重要的是要讓他知道
自己錯了，是不是我們喜歡處罰小孩？不是！我就告訴他：你再哭
沒關係，你哭得愈大聲，舅舅就處罰得愈重。結果你這麼一講，他
會怎麼樣？他會哭愈大聲，你就馬上打他一下。其實他那時候還包
尿布，根本不會痛，只是你那種氣勢把他怎麼樣？震住了。你就告
訴他，情緒絕對不可能達到你的目的，今天你再怎麼哭都沒有用。
當你很堅定的時候，他一聽，他這樣的方法絕對不能夠達到他的目
的，他就不哭了。當他不哭了，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告訴他，把道理
跟他講清楚，「舅舅這樣教你是為你好，你應該接受長輩的教誨」
。就開始從很兇變怎麼樣？變得很慈祥。跟他講完以後，我就出來
了。
　　黑臉演完了，誰要上演？白臉要上演，所以我姐姐就走過來。
一走進來，那個孩子馬上到她前面來，就抱著她撒嬌。我姐姐馬上
把他抓起來，說：你剛剛犯了什麼錯？自己講！孩子不講，又抱過
來，她還是很堅持，對著她兒子說：剛剛犯了什麼錯？自己講！要
讓他記憶當中不是停留在舅舅處罰他，而是要停留在哪？自己犯了
什麼過失。講完以後，我姐姐就跟外甥講：去跟舅舅道歉。還要他
來跟我道歉，這就是把機會教育做了很好的結束。很多父母教孩子
只是處罰完，情緒發洩完，都沒有做收尾的動作，所以孩子的記憶
當中就覺得我爸爸的脾氣很不好，我媽媽的脾氣很不好。所以恩威
並濟，黑白臉的搭配要謹慎。



　　現在黑臉有沒有人在演？現在的父親願不願意演黑臉？不願意
！為什麼現在父親不願意演黑臉？因為他們工作很忙，覺得對孩子
怎麼樣？愧疚。難得跟孩子相處，都希望看到孩子的笑臉，所以他
們每次回家就拿著什麼？禮物、玩具。不只沒有演黑臉，都演白臉
，然後孩子一跑過來：爸爸你真好！趕快把玩具拿走。一而再，再
而三都是這樣子拿禮物給孩子，過了兩三個月，這個孩子衝過來，
「爸爸」，他不是看著你，都看什麼？看禮物，拿了就走了。突然
有一天你回來沒有拿禮物，他說爸爸，你怎麼這樣就回來了。所以
不能用物質去建立父子關係，這樣很不好，應該用你的愛心跟關懷
去建立父子關係。
　　父親不演黑臉，誰來演？母親演。女人天性就比較有愛心，對
孩子都很關懷，所以她們演白臉是最自然的。現在不只要演白臉又
要演什麼？黑臉，很多女性跟孩子扮完黑臉，自己心裡面會覺得很
難受。這一頭要演黑臉，可能一下子又要變成白臉，好不好演？不
好演。脾氣剛發完，又要對孩子很慈愛，所以現在女人最嚴重的病
是什麼？叫內分泌失調，是不是？常常要演黑臉，一下子又要轉成
白臉，對她的身心負擔很大。所以還是先生，因為男屬剛，女屬柔
，還是先生演黑臉，這樣子孩子才不容易造次。我們記得小時候，
只要父親的眼睛瞪我們一下，我們馬上就會懂得收斂。
　　我常常會建議現在的父親，因為工作比較忙，建議他們其實陪
孩子的時間並不是一定要很長。不是要很長孩子才會覺得你很關懷
他，最重要是你有沒有這一顆心。假如你每天拿出十分鐘，這十分
鐘，大哥大要怎麼樣？要關掉。這一段時間就是你跟你的孩子相處
的時間，你就把聖賢書拿出來，把《德育故事》拿出來，每天給他
講兩則。你持續不斷這樣做，孩子會覺得你很在乎他，他聽完故事
，到學校去他會跟同學講：我爸爸每天都給我講兩個故事。那同學



會怎麼樣？投以羨慕的眼光，然後他會說「來，我告訴你們這兩個
故事」，同時訓練他如何把這些聖賢的故事跟人家分享。所以，最
重要的是你有這顆心。好，這是能把孩子教育好。
　　剛剛我們提到五倫關係，就是夫婦關係最重要，夫婦正，五倫
就正。所以「一門深入」，這一門掌握了道德的綱領，而《弟子規
》就掌握了道德的綱領，所以我們學習先從《弟子規》這一門去深
入。如何深入？深入要做到「解行相應」，理解之後，一定要去落
實。你去力行就會幫你更體會到聖賢道理，體會得愈深解得就愈深
，解得愈深你行得就愈扎實；解幫助行，行又幫助解。所以，我們
學一句一定要懂得趕快去力行。「長時薰修」，長時是指時時刻刻
。我常常會跟很多朋友講，只要你持續不斷，每天早晚把《弟子規
》念一遍，保證三個月以後，你會覺得道德、學問有很大的進步，
三個月。這一帖藥目前吃的人效果都很好，你們要不要吃吃看？
　　我在海口的時候，有一個老師真正做到了，這個老師第一次來
上課的時候，我印象很深，是去年的元宵節。他聽課的時候目不轉
睛，我在講很多聖哲的故事，他都會振筆疾書把它記下來。他學了
三個多月，就走向前來跟我說，他說：蔡老師，這麼好的聖賢教誨
，不能只有我的家庭得利益，我希望回到我自己的故鄉去教《弟子
規》。他因為有立志，他因為長時不間斷，早晚念一遍，所以提升
得特別快。早上念的時候，提醒自己，今天要做到《弟子規》當中
的這些教誨；晚上念的時候，我們反省一下，今天哪些做到了，給
自己一些鼓勵；哪些沒做到，要更加警惕，後不再造，後不再犯。
這樣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可以長期薰修。
　　而修是修正。在想法、看法、說法、做法當中時時提醒自己去
修正。修正往往都是在你面對與人相交往當中就要去修正，不能錯
了時候再來修正。有一位朋友他就跟我分享，他說他最難修正的就



是「人有短，切莫揭」，因為幾十年來說長道短習慣了，所以他也
是很用功，早晚念一遍。結果每次當他要說長道短的時候，突然《
弟子規》這句經文就怎麼樣？就出現了。這一句「人有短，切莫揭
」就進了他的大腦，他的嘴巴馬上怎麼樣？蓋住了。這叫歷事鍊心
，經歷這些事情，不斷的在自己的想法、看法修正，在說法、做法
當中去修正。
　　我們提到了整個學習的態度，包含第一個要立志；第二個要力
行；第三個學習的次序很重要，一定要先長道德的根基，再來讀其
他的經典；第四個，學習的方法要能一門深入，長時薰習。
　　我們有了正確的態度，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弟子規》的學習。
學《弟子規》，一般的人聽到「弟子」，他會有錯誤的認知，覺得
是誰學的？小孩學的。其實這個「弟子」不是指小孩，弟子是指聖
賢人的學生都叫弟子。「規」也是會意字，左邊一個「夫」，右邊
一個「見」，叫大丈夫的見解。當然大丈夫的見解一定是隨順聖賢
教誨，也就是人生的真理，來做事、來處事待人。《弟子規》我們
來學才能把孩子教好，「教兒教女先教己」，要把兒女教好，首先
要提升自己，自己先學好，這樣才能夠當好身教的工作。
　　我們翻到六十頁，我們先把「總敘」一起念一遍：
　　【弟子規。聖人訓。首孝弟。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有餘
力。則學文。】
　　諸位朋友，假如你回去坐在書桌上讀得這麼有精神，一定會讓
你的孩子對你怎麼樣？肅然起敬。你的好學會感動孩子。我們這一
節課先上到這邊。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