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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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子張篇〉第二十一章。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
　　「日月之食就是日食月食。」我們大家都有看過日食月食，天
文學給我們講的日食月食，太陽出來了，沒有日光，月亮沒有月光
。雪廬老人引用皇侃的注疏，「皇疏本」，皇侃注疏他這個本子裡
面，這裡這個食是飲食的食，皇侃疏，「食作蝕」。這個蝕就是飲
食的食旁邊加一個虫，就是腐蝕這個蝕。皇侃疏裡面說，「食蝕通
用」。這兩個字，飲食的食跟飲食的食旁邊加一個虫字，這兩個字
是通用的，都是叫食。「日食是日光被月球遮蔽的現象。月食是由
地球遮蔽日光，使其不能反射到月球的現象。」日食是日光被月球
遮蔽；月食是由地球去遮蔽日光，日光不能反射到月球的現象，這
個現象在天文學裡面都有說明。「清人」，就是清朝時候的人，叫
「凌曙」。凌，左邊兩點水，跟金陵那個陵，它是一個耳朵旁，這
是兩點水。曙，就是曙光，一大早看到太陽，曙光的曙。「清人凌
曙在他的《四書典故覈》」，這個覈是覈實的覈，「裡說：日居上
，月居下，日為月所掩，故日食」。這是在清朝時候的人，凌曙在
他的《四書典故覈》裡面說，日居上，太陽在上面，月居下，月亮
在下面，這個時候日為月所掩，就是太陽被月亮所掩蔽、遮蔽，故
日食。日食就是我們地球見不到日光，因為月球剛好運行到那個地
方，在下面把它遮住了，所以叫日食。「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
地球居中隔之」，這個運行又調過來了，月在上面，太陽在地球的



下面，走到這個時候，「日光為地球所掩」，被遮住了，日光就不
能反射到月球，「不能耀月，故月食」。所以這個日食、月食我們
大家一定都有見過，就是這個現象。
　　「子貢說，君子的過失，猶如日食、月食。過也，人皆見之。
」子貢說，君子的過失就如同日食、月食，一個君子有過失的時候
，「像日月食那樣，人人都看得見」，像日食、月食我們大家都看
得見。這個就是形容比喻一個君子他哪些地方有過失，大家都看得
到，人人都看得見。就像日食、月食那樣，人人都看得見，以這個
來形容一個君子他有過失，就如同日食、月食，人人皆見之。「更
也」，更是更改，「人皆仰之」。「君子有過能改」，一個君子他
有過失，他能夠把它改過來，改過來的時候，「像日月食」，像日
食、月食過了之後「重現光明那樣」，這個時候「人人都仰望他」
，人人也都很敬仰，看到他改過，人人都對他仰望。
　　「君子不掩飾過失」，所以他的過失大家都看得見，他不掩飾
，「因為他能勇於改過」。「所以子貢說，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
」大家都能看得見，但是他能夠更改，把它改過來，大家對他都很
敬仰、都仰望他，就如同日月食過了之後重現光明那樣，人人都仰
望他。這章書主要是君子他不掩飾自己的過失，君子他能改過，這
個重點在能夠不掩飾自己的過失，更重要就是能改過。所以人非聖
賢，孰能無過，一個人能改過，善莫大焉。就是不掩飾自己的過失
，勇於改過，這是我們學習這章書主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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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