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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學，大家早上好！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論語講
記》，「公冶長篇」第十四章。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論語》這一部書，多一字，少一字，與內文都會有變化，
所以考異」，考證它不同的地方。「音讀必須先看」，音讀，就是
斷句音讀必須先看。「吾講時省了，大家看。」雪廬老人講，他講
的時候就省了音讀，大家自己先去看，這個要注意看、仔細看，因
為多一字、少一字，那個意思就不同了。
　　「這一章有兩種說法。」「有聞」，有聞這兩個字「聽了學問
」，就是有聽了、聽聞，聽聞到學問。「另一種解釋，有聞是有了
名譽、名聲」，這是另外一種解釋。「這二種說法都有理」，這兩
種說法都有它的道理。「前面第一種說法比較普通，可以採取。」
就是聽聞學問。「後面的說法，有此一說，可以參考」，後面講有
聞是有名譽、有名聲，在社會上有名聲了，這個說法可以參考。前
面一種聽了學問，這是比較普通的。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先說子路有名譽的說
法，子路有名聲，想自己所做與名聲是否相符，若名過其實，恐怕
別人再加以虛偽吹噓。」得了名聲恐怕名過其實，再加上別人給他
吹捧，這就超過了，超過他實質的名聲了。「這個說法對於我們這
個時代也有幫助，現今的人名過其實」，他的名聲大過於實質。「
其實根本沒有實行，卻是大加吹噓。」大家都是去吹捧，那實質上
沒有去做到，很多都是名過其實，超過了，這個讚歎大家給他鼓吹
、吹捧。「在子路，有人替他鼓吹他便不安」，就是有人讚歎他、



捧他了，「恐怕有人再替他吹噓」，他感覺就不安了，恐怕名過其
實了。「如今的人是請其他人代吹噓」，現在人不是別人要替他吹
捧，都說自己怎麼好怎麼好，請別人替他來宣傳。
　　「或自己吹噓」，自己宣傳，特別現在台灣這個選舉都是這樣
的。「本來是假名譽，還想再增加假名譽。」本來這個名譽就不是
真實的，還要再去吹噓、吹捧，那就是再增加了，已經名過其實了
，再去吹那就更假了。「你們雖然看了也不知道，聖人說破後，才
知道是毛病。」我們現在人，的確看了這些事情，也不知道他問題
在哪裡，聖人給我們說破才知道這是毛病。「現今的人，有一種人
是假恭維，一種人是胡罵，都是毛病。」假恭維就是假的給你恭維
、恭維，對你讚歎、讚歎，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另外一種人就是亂
罵，這兩方面兩種都有毛病。「這有二種害處」，這裡有兩種害處
，「一者，你沒有實行而有名譽，名譽是財產，來了財產就不祥，
你沒有用心力、勞力而有所收穫，像公教人員，沒有幹什麼事，光
領高薪，必遭天殃。再者，養成虛假心，學問不會進步。」這個非
常重要，所以我們修學就是要從這個地方下手。我們得了錢財，自
己要想想，我們得了這個錢財合理不合理？不能取這些不合理的錢
財。「吾教你們，這種不義之財不要。」雪廬老人教我們，這種不
義之財我們不要，要了會有災殃。
　　「另一種說法，例如老師教的，或者從其他處聽聞的道，例如
吾為你們講《論語》，你已經聽聞人道。上回曾講，佛學是儒學的
精華，漢宋的注解為糟粕，但是大家對於佛經卻闢為異端。清代有
翁方綱，他說上一章經文所說的道，也不是道。這個說法，吾以為
有理，為什麼？道有體有用，體是靜，用是動，所以說人道敏政，
地道敏樹，天道下濟，都是說用（它的作用）。但是人都不知，何
況是道的體？」這個用，我們天天在用，都不知道，這個體是靜的



那就更不知道。「又比如，佛家講性，禪家言心，曰性天，曰心地
。性與心，是一還是二？若說是一，為什麼說明心見性？《中庸》
說：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這是道的本體。」
　　「子路有聞，這是子路所聽聞的六藝的學術。尊德性而道問學
。德性與學問不同，你們學習的年齡已經過了，還不懂儒學，何況
是佛學！」這也是我們現在修學的人主要的情況，學習的年齡都過
了。儒學是佛學的基礎，儒學還不懂，那怎麼會懂佛學？「既然沒
有佛學那也只是有小善根，只是鬚根而已」，那個根的鬚而已，只
有鬚根就沒有力量了。「有根無力，風一吹就倒，這就不必說斷惑
了，連伏惑都辦不到。」斷惑是斷煩惱，伏惑是伏煩惱，伏煩惱我
們都做不到。「惑不伏，往後的去路如何？」這個問題是很嚴肅的
，我們見思惑不斷起現行，伏不住，那往後我們要去哪裡？我們的
去路是如何？我們不得不去慎重的思考。「你們臨終不能伏惑，那
時才後悔就晚了。」那的確我們臨命終見思惑伏不住，它就起現行
，就障礙我們往生西方，那個時候後悔就太慢了。「你們有根無力
，你們是在唱佛，這必須警覺，你們若能攝心專注，學問就日有進
步。真能收心用功念佛，一天是一天功夫，這樣便很快了。《觀經
》下三品沒有伏惑，沒有伏惑如何一心不亂？因為臨命終所現是一
念誠心的佛種。」沒有伏惑那達不到一心不亂，臨命終這個念佛往
生，是臨命終那個時候一念誠心的佛種子。這些開示非常重要，我
們要不斷的來提醒我們自己。
　　「子路聽師友說的道理，沒有能實行，唯恐這是敘述子路的用
心，怕再聽到，恐怕言行不合一，這是子路的好勇，當天就辦，不
隔夜，所謂子路無宿諾。所以孔子說，由也好勇過我。」
　　「《反身錄》說，子路跟孔子學，學得能升堂了，因為他有急
行的心。我們學佛，是門內還是門外？門外還有外，門內也還有內



，修行必須如法修行。不合法等於未修（等於沒有修），我們是聞
而未行。」聞了，聽聞但是沒有去實行，沒有去落實。
　　「佛教中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以諸惡莫作來說，
吾學佛七十年，吾尚且為惡，吾是無心的惡，心粗不知善惡而做，
若知是惡，吾就不會去做了。」雪廬老人他講他自己學佛七十年，
還會為惡，但是為惡不是有心的，是無心的。如果知道那個是惡就
不會去做了。「我們是為惡而不自知」，我們現在為惡自己也不知
道是在作惡。「你若作惡而自己知道，就比孔子高了，孔子說：五
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孔子學了五十年，學《易經》可以沒
有大的過失。但是孔子說，「還有小過，為什麼孔子不改？因為不
知道。孔子知道後處處都改，因為不知道才沒有改，時時改而惑沒
有盡除」，還沒有完全除盡。
　　佛法裡面講，「見思、塵沙、無明，你知道嗎？」的確我們不
知道。自己起惑、造業、受報，自己也不知道。「起惑造業，如何
能無過？不懂見思惑，就是造大過。」不懂得什麼是見思惑，起惑
造業了，造了很大自己也不知道，就會造大的過失。「根本無明不
斷，仍會造惡。子路無宿諾，吾人比起子路，也要慚愧死了！」我
們跟子路比都比不上，無明沒有斷，一定會造惡。實在講真正不造
業的，只有諸佛如來了。等覺菩薩以下，一直到六道凡夫都還有業
，那只是輕重大小當中差別不同而已。所以這章書，雪廬老人這些
開示，對我們學佛的人、念佛的人非常重要。特別是念佛我們希望
念到功夫成片，伏煩惱、伏惑，那臨終就決定有把握往生西方；如
果惑在平常伏不住，臨命終就沒有把握。要看臨命終那個時候，念
佛的善根種子是不是起現行。如果那個時候最後一念，信願念佛求
生淨土是可以往生，但是沒把握。雪廬老人再開示，也是希望大家
能做有把握的事情，這才是對的。



　　好，今天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祝大家福慧增長，法喜充
滿。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