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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同修，大家好！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論語講記》
，〈季氏篇〉第八章。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
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今日為你們講經，字字都講，中國文學也是如此，文理不懂
，便不能辨別人說的是或非。注解很多，你們看了更不會進步。學
儒與學佛相同，必求開悟。若於一節書悟了，對於此節書便可不忘
。懂文理，就容易記。世間書中若名相很複雜的，能以佛經的科判
分析，便可以不忘。」
　　「念的時候，要句讀分明，四聲清楚，抑揚頓挫，將其中的神
情態度，都表現出來故。從誦讀的聲音，就可以知道他懂不懂。所
以文經王沔（宋朝齊州人，每在天子前讀參加進士考試的人所作的
辭賦，因誦讀音調明暢，經讀過的人多高中進士）一宣，多得登第
。」這章書開頭雪廬老人就是給我們講要懂文理，讀經書抑揚頓挫
要清楚，也要將其中的神情態度從讀誦就表現出來。書也可以像佛
經一樣做科判。注解，《論語》的注解很多，我們看很多注解也不
會有進步，反而造成很多不明白、疑惑的地方。這個地方我們要先
學習雪廬老人的《論語講記》，自己真正悟了，再去參考其他的注
解，我們就知道哪個是可取、哪個是不可取。
　　『子曰：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三畏，為什麼以下畏天命等
，再用三個畏字？下文的句讀若再用此」，下面的文章句讀如果再
用這裡這個，「雖然詳明但不簡要，文章必須通順暢達，而且簡要
，不可囉嗦。」這是做文章的原則，要通順暢達，而且還要簡單扼



要，不可以很囉嗦，這是做文章的原則。「《論語》是子游、子夏
的門徒所編的，經文的章法不可不知。最後二條狎大人、侮聖人之
言更簡要，不說不知，也不說不畏，而且小人不知四字，在前文就
沒有。」
　　「天命與大人與聖人之言，這三條有什麼關係？為什麼合在一
起？漢以後的注解，沒有講到這一點。吾因為學佛的緣故，學過佛
經注解的文理，再來看世間書，才知道是一樣。講解可以照著佛經
的文理講，若筆寫出來就不可以。本來應該寫出來，知道其中所用
的方法，才可以懂。《華嚴》八十卷，首句直到末句，都是一線穿
成。」
　　「段落，要依科判的辦法講。宋朝以後的人不懂，以前的人懂
，後人自作聰明，看不起前人，出新花樣，所以不懂。全在慢心上
」，這個傲慢心上面，瞧不起以前的人，慢心，自己就障礙自己了
。「《易經》說：謙受益，滿招損。」
　　「君子，指在位及求過學的人，都包括在內。世間的事，孔子
處處講謹言慎行，堯舜治天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冬天可履走
在冰上，立春時冰薄」，冰很薄，「要持一根長桿行走在冰上」，
要拿一根長桿探探前面這個冰厚不厚，如果冰不厚、很薄，杆子撐
下去就會裂開。「一聞響聲，便可以撐住身體，這種事不經過不知
。」所以說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有三條恐懼的事，不是指
畏敬，因畏與敬不同，如《中庸》云：恐懼乎其所不聞。什麼事恐
懼呢？畏天命是第一條，其次是畏大人，第三畏聖人之言。漢儒注
出天命等名詞，沒有說出其中的意義，宋儒注出微言大義」，宋儒
的注解把微言大義注解出來，「反而把本義注跑了」，反而它本來
的意義，微言大義的注解一注解，本意就跑掉了，就沒有了，「讓
人更不明白」，讓人家讀了這個經文更不明白它的本意了。這是宋



儒他注解都是在微言大義，反而把這個經原本的意義注跑掉了，讓
人家更不明白經的經義。
　　『畏天命』，「天命，《易經》說：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
指人而說。又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在善
的上頭，增加累積，這與作善不同。下句的餘字與上句積字對應來
的」，這兩個字是對應來的，「這善惡吉凶就是因果」。「因果是
誰呢？就是天命。」儒家講天命，佛家講因果。「天有二種解釋，
宋儒講微言，不講因果，孔子說有鬼神，而宋儒不敢說沒有。天命
另一說法是自然、天然。再一說」，再有一種說法，「天有主宰，
所以古人有說造物者，但是這與耶教的造物者不同」，這裡雪廬老
人給我們講，這跟耶穌教（基督教）講的造物者意義不相同，中國
古人講造物。「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賞善罰惡，天有主權，
人都怕。若說因果，或說沒有一個賞罰者，人都不怕。古人所說，
有他的用意，但是天道好還，歷史都有記載。」
　　『畏大人』，「大人指在位者，對天命必須恐懼，不可違背，
對大人也不可違背，必須有恐懼的心。聖人之言，也要畏之，不敢
違背。對在位者何必需要恐懼？注解以為有權威，得罪便得禍，這
種說法不圓滿。有注解說大人指有位有德，這個說法比較周全。至
於對有權威的大人，自然就令人畏懼，孔子就不必再提畏戒了」，
大家都知道畏懼了。所以孔子講大人有位有德，是有位有德的人。
　　『畏聖人之言。』「聖人無位」，聖人他沒有地位、他沒有權
位。「聖人的言語，又何必需要恐懼？聽也不賞，不聽也不治你，
何必需要懂呢？例如陽貨畏懼孔子的言語嗎？三者如何連起來？」
這雪廬老人提出一個問詞，這三方面怎麼給它連接起來？聖人的言
語你為什麼要恐懼？恐懼聖人講的話？你聽聖人講的話他也不會賞
識你，你不聽他也不會去治你（就是去處罰你），那這樣何必需要



懂呢？舉出陽貨，他畏懼孔子的言語嗎？那這三方面怎麼連起來？
下面一段：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小人不知天命，小人沒有道德
學問，不論是在位或不在位」，就是你有地位或者沒有地位，「對
天命不懂得，所以不恐懼，因為不知，所以無知無識」，沒有知識
。「小人對於大人、聖人之言知道嗎？既然不知天命，所以其餘二
者也不知。」天命不知道，其他兩方面小人他也不知道。「人不可
以不知天命，不知天命無以為君子」，如果不知天命就不能做為一
個君子，不能做為君子，就是小人了，君子才懂得三畏」，小人他
不懂三畏，他不知道。
　　『狎大人』，「狎大人，小人對在位者的態度，既然不懂天命
，懂天命是第一學問，若懂得天命，那其餘的一切學問便都懂得了
。一切學問，不外博之以文、約之以禮，禮很重要，所以吾在台中
加上《常禮舉要》。」雪廬老人在台中蓮社、慈光圖書館，他在那
個地方，在世的時候編了一個《常禮舉要》，這個很重要。「狎，
一切不在乎」，狎就是輕慢、輕乎，好像一切不在乎，「無禮貌，
很親密」，就是叫狎，這個是不可以，「所以對總統不能隨便」，
因為他是有地位的，不能沒有禮貌，也不能不在乎。
　　『侮聖人之言。』「侮聖人之言，侮，侮慢，看不起，以為所
說是廢話，用不著。」
　　「這三樁事能連起來說者很少。子貢所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
，只說二條，彼此都有關係。」
　　「大人及聖人之言都從畏天命來，古代稱在位者為天子，天老
爺之子，替天行道。天子詔書說：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欽命、接
受詔書要謝恩，因為皇帝是天給他的地位，要他來賞善罰惡。因為
他從前做過相當的好事，今天成熟，叫他來幹。世間無聖人，是我



們無福氣」，世間沒有聖人是我們沒有福氣。「中國古來，多聖人
」，中國自古以來出很多聖人，「例如天將以孔夫子為木鐸」。「
眾生有福則出聖人來教化，聖人一言而為萬世法，不聽聖人之言，
甚至取消，就是侮，打倒孔家店便是侮聖人之言。」雪廬老人在這
裡特別給我們提出來，侮，侮辱這個侮，侮辱聖人的言語，甚至把
聖人言語取消，不要了，這個就是侮。所以舉出五四運動打倒孔家
店便是侮聖人之言。
　　「王安石說：天命不足畏。韓非、商鞅都是荀子弟子，李斯也
是荀子弟子，他奏請秦始皇焚書，這都是門戶之見。宋、明、清篡
改經典，國家都亡了，這是由荀子開端。自古文人相輕，有門戶之
見」，自古以來文人互相輕視，有門戶之見。「例如揚雄不是好人
，只因為他的文章好，所以後人稱頌他，這都是門戶之見。凡是國
家出侮聖人之言的人，國家便亡」，國家就亡了，「都是第二代就
完了，而且不得好死。」
　　「說性，說得對的除了佛家之外，還找不出一人。除了佛經便
是孔子，孔子說性相近，沒有說性本善，也沒有說性本惡。子貢尚
且不懂，孟子說性善，雖然與孔子性相近差不多，但是也不對。獨
獨荀子一人說性惡，很難自圓其說，他說行善，皆偽也」，他說做
善事都是假的，「這句話害死人」。「有這種奇怪的看法，因此教
出三個壞弟子。」這是雪廬老給我們講，荀子他主張性惡，人家修
善也都說人家是偽裝的、假的，這句話害死人。他有這種奇怪的看
法，因此他教出來的弟子，三個都是不好、壞弟子。
　　「這一節書以天命為主，不知天命，無以為君子，小人因為不
知天命，所以不畏」，他不知所以他不怕。「中國講五倫，對於元
首也不畏敬。對聖人的話更不聽，以為廢話，以為聽聖人的話，是
自找倒霉，不必做官發財了。」我們中國是講五倫，五倫的社會，



如果對元首也不知道畏敬，對聖人的話更不會去聽，以為聖人講的
話都是廢話，如果聽了聖人的話就倒霉，就不必做官發財了，現在
很多人這種看法。下面舉出：
　　「今日的西坡」，就都外國留學的，雪廬老人稱為西坡，「就
像韓非、李斯、王安石之流，天命不足畏也，所以敢改經，罵盡祖
師。朱子也是跟這種人同流，改《大學》，首開改經的端倪」。這
個是改了後面出現很多問題了，雪廬老人特別給我們舉出來，讓我
們能夠認識、了解這章書它講的主要的意義，舉出現前、古代的這
些例子來給我們說明。所以君子有三畏，我們要好好來學習。
　　好，今天我們就學習到這裡。祝大家福慧增長，法喜充滿。阿
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