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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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淵篇〉第九章。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
乎！』「魯哀公問有若，年饑費用不足，怎麼辦？他是魯國國君，
又有封地，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當時魯君的封地都被三家取走了。
自古稅制都不一樣，我們考據不明白。今日的稅務，吾就弄不明白
。」這是雪廬老人講，自古以來，每一個朝代它的稅法制度都不一
樣，我們考據也考不明白。例如今天的稅務，雪廬老人說他就弄不
明白。所以每個時代都有它不同的制度，收稅的制度不一樣。
　　「《左傳》記載魯宣公十六年的稅收，除了原來徵收十分之一
外，又按畝再收十分之一，意思就是再加上一倍的稅收（田賦）」
，原來十分之一，再加十分之一，那就這個稅收已經加一倍了。「
所以孔子作《春秋》，就書記這一段，認為這不合禮。」就是已經
收了十分之一，又再加收十分之一，這個不合理。
　　「有若對曰，盍徹乎！徹是周的納稅法之一」，周朝納稅的方
法，其中的一種。「又說是井田的稅法」，又一說是井田制度的稅
法。「徹就是貢助法，吾不能考據」，雪廬老人講，這個他不能夠
去考據到底是什麼樣的稅法。「徹法大概是十分取一的稅法」，就
是十分，收取十分之一的稅制方法。「但是法久則弊」，這個法傳
久了就有它的弊端，「井田之中，好的土地大家都要，不好的才給



國家，所以除井田外，另外再加一分稅，就是二。」有若說，盍徹
乎！收稅就是收十分之一的稅。哀公講，已經又加一倍了，已經再
加收十分之一就是二，這個意思。「有若回答說，何不行徹法？」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說那你怎麼不收
稅？徹就是收稅。「哀公說，早已不是實行徹法」，徹法是收十分
之一，「已經十分收二了，二已經不足，你叫我只行徹」，叫我只
收十分之一，「又去一半，更不足了。」現在收十分之二都已經不
足，叫我只要行徹，只要收十分之一，又去掉一半那就更不足，更
不夠用了。
　　「有若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有子難道不知道這個事實
嗎？為什麼魯君有錢想蓋長府？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如意事無二
三」。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樁事情有八樁、九樁；能夠如意的事
情，沒有二、三樁，如果一樁就很不錯了。「所以懂得道，知了生
死的方法，君子就能坦蕩蕩，順天命，最後就有辦法。眼前的事都
是假的，要放下現在就得放下，平常就必須練習放下，否則將來放
不下，臨命終時會顛倒。所以阿彌陀佛慈悲喜捨，必須有個捨字，
一切如夢幻，捨了也可以。」這一段的開示非常的重要，這就是要
看得破，放得下。所以懂得道，知道了生死的方法，君子就能坦蕩
蕩，順天命，最後就有辦法。眼前的事都是假的，要放下現在就要
放下，不能等什麼時候將來再放下。現在放不下，將來未必放得下
，將來放不下，我們到臨命終的時候就迷惑顛倒。所以這一段開示
，對我們念佛人特別重要。所以舉出阿彌陀佛慈悲喜捨，有一個捨
字，一切法如夢幻泡影捨了也可以，這就很關鍵了。
　　「魯君因為政權被三家把持，有一肚子牢騷，所以求享受，活
一天就享受一天，這是糊塗。他不懂道，無法與言。人的福有一定
，福享盡就受苦，壽與祿也都有一定。」我們一般講福祿壽都有一



定，都有個定數，這個定數都是前生修的，這一生受的這個果報。
前生沒修這一生就沒有，前生修多少，這一生就能享受多少，這都
有個定數。像《了凡四訓》說這樁事情說得最清楚。所以要懂得道
，不懂這個道理無法與言，就沒有辦法跟他講。這是講魯君政權被
三家把持，當然他一肚子牢騷這是必然的。下面有若再回答魯君（
魯哀公）的話。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時候有
人送一顆梨子來，大家庭不能分」，只有一顆，那家庭人那麼多怎
麼去分？給誰都不公平，「便搗成碎」，把這個梨搗碎了，「倒入
井中」，井水取上來大家都喝到了。「大家喝了都知道是梨」，有
梨在裡面，「全家人心中舒服。當家者還沒有結婚，因為還沒結婚
，所以沒有私心。」這句話也就是說，沒有結婚他還能為公，如果
結了婚那就不一定。「百姓要是足了，當領袖還有不足嗎？」就是
百姓如果都足夠了，那當領袖的還會有不足夠嗎？「百姓是誰的？
百姓若不足，你必須操心，一家六口，只有你獨獨好，大家都不滿
意，其餘的人會讓你足嗎？你更倒霉。縱使大家好意，非要你吃不
可，也只能接受一次，不能常如此，因為人情就是如此，萬法無常
。」
　　這一段有若的回答，雪廬老人講解，這個百姓要是足夠用了，
當領袖還有不足嗎？百姓是誰的？就是領袖管的！百姓若不足，那
你就必須操心了。一家六口，就舉出一個家庭，一家六個人，只有
獨獨你一個人好，那其他五個人大家都不滿意了，那其餘的人他會
讓你足嗎？你更倒霉了。縱使大家好意，非要你吃不可，那也只能
接受一次，不能常常如此，因為人情就是這樣，萬法無常。意思就
是說，百姓足了，那君哪有不足？如果百姓不足，君怎麼能足？只
有你當國君一個人很享受、很好，百姓大家都吃不飽，你當國君的



那就要更倒霉，所以這是有若的回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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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