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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長輩、諸位學長，大家下午好！我們接著看《論語
》當中，「孔子為學」的句子。當然，大家可能在《論語》當中，
還能繼續發現很多孔子為學的句子。這一次，是選出這些句子跟大
家交流，大家假如有覺得《論語》當中，還有哪些句子對教學很有
幫助、很有啟發，都希望大家能夠提供出來，我們能夠彰顯更多《
論語》當中的教學智慧，再給我們班主任這邊，都可以回饋一下。
在第九句當中，孔子講到：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
　　這個『嘗』是曾經。孔子說到，他曾經整天沒有吃飯、整夜沒
有睡覺，然後都在那裡思惟、思考。『無益』，就是繼續這樣想下
去，覺得沒有太大的受益。『不如學也』，還不如好好的深入古聖
先賢留下來的經典。從這裡我們可以考慮，就是只是思考而不學經
典，首先我們所思考的，很可能摻雜自己的這些執著點，想半天好
像也都不是什麼好的方法，想來想去，最後想得精神都很疲憊，甚
至想到腦神經衰弱。我們冷靜看看，好像很多學一些哲學、心理學
，那個理論太多，裡面講的專家又很多，然後學啊學，學到最後又
學不通，想啊想，想到最後精神都受很大的影響。而他所學的那些
人講的話，那些人是不是覺悟的人？不見得。所以很多學心理學的
人，他不見得比較快樂。
　　你們有沒有學心理學的朋友？你們有沒有看過，哪個學心理學
的人笑得跟彌勒佛一樣？哪個學心理學的人跟師父笑得一樣快樂的



？我不是說沒有，我是想說大家去觀察觀察。所以很多時候反而讀
很多書的人、看很多書的人、一直在思考的人，反而煩惱很多，很
多事都想不透，他一直在思考。再來，他思考當中沒有一個依循的
真理，無所依循、對照。最後想半天，還是沒有辦法決定怎麼想才
是對的，疑而不決。大家有沒有經驗，就是你在考慮一件事情，考
慮來考慮去，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心都掛在這件事情。累不累？
你們好像都沒有什麼人生的疑惑，心上都沒有裝事。你在對一件事
情舉棋不定的時候，那是特別耗損人的精力的。有沒有突然讀經的
時候，看到一句經句說，想通了，就這麼做就對了？那是因為有經
典的依循，你才不會在那裡懷疑，沒有辦法判斷抉擇。
　　所以「以思」，最後疑而不決，想到最後精神耗損，感覺沒有
太大的益處，「不如學也」。這個學就是「信而好古」，「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對經典沒有懷疑，相信古人，而且很積極、努力
的去深入這些經典，「敏以求之」。所以在後面的經句，還有講到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剛剛我們講的就是「思而不學
則殆」，他很疲怠了，他很猶疑不決了，這個都是「殆」的意思。
但是「學而不思則罔」，只有學，沒有去正思惟，學了以後沒有想
，這個道理如何落實在生活、工作、處事、待人，那學了老半天，
該怎麼煩惱還怎麼煩惱。他沒法提升，迷惘了，因為他不知道怎麼
去提升自己，他沒有去落實，一定是解行相應才能夠提升。
　　而且學了以後，不去思惟、去落實，那就「不力行，但學文，
長浮華，成何人」。他自己反而要求別人的心增長了，他覺得：我
學這麼好的東西，怎麼旁邊的人都不認同我？他又沒有從自己的身
上去反思的話，他也會很迷惘：怎麼都不理解我？這麼好的東西。
包含他學了不去思惟怎麼落實，有可能他去做的時候，都是偏離這
些道理。學了以後沒有好好去領納經義，進而去聽經，知道怎麼去



下手、怎麼去改進，就學了這些經句，然後去要求人，或者順著自
己的意思去理解，做出來都跟聖賢的道理是不相應的，那他可能會
把中華文化的招牌都給影響了。人家一看，「學傳統文化都學成這
樣」，那人家就不學了，那就變成「誣罔聖人之道」，把聖人之道
都給抹黑了。「誣罔聖人之道」，這一點就很提醒我們，學了之後
要深解義趣，要多聽經明理，明白之後要去落實。學了之後聽經也
不明白，那很可能還順著自己的意思解釋，用出來就愈學愈執著，
身邊的人都很難認同，很能誣罔聖人的形象，就有可能發生了。
　　我記得，我當時第一年教書，跟同仁相處了一段時間，有一天
我跟他談論經典，也不是刻意的，就談到了，他就知道我有在學習
中華文化。結果他眼睛瞪得很大，他就說：「你是學這個的？學傳
統文化的？」我從他那一句「你是學這個的？」大家聽懂沒有？「
聽思聰」。學儒道釋這些中華文化的人，在他的心目當中，是長什
麼樣子的？可能會給人家壓力，或者什麼的。這是他本來的感受。
他假如覺得很有壓力，那他就不是很願意去學，那就變成我們的行
為變成他的障礙了，那就「誣罔聖人之道」了。所以師長也提醒我
們，學傳統文化以後，要讓人如沐春風，走到哪裡很柔和、柔軟，
不去指責、不去控制別人。這些教誨我們聽了很多次，學了然後去
思惟、去觀照自己，進而把它落實。
　　接著我們來看第二大項，「孔子論為學」，孔子對於學習，他
有談論到哪些重要的態度，或者什麼樣子才是真正的好學。你比方
今天一個人，一天把《論語》讀了十遍，好不好學？我們查一查，
孔子有沒有說，每天把經典讀十遍就叫好學？我們也不能說他不好
學，讀經是用功的一個形式，而讀了以後更重要的，讀誦接著受持
，把它記在心上，時時觀照自己，然後把它做出來，這樣才叫好學
。假如讀十遍就是要讀給人家看的，就是要等著人家說，「某某人



好用功」，然後自己很高興，那就不叫好學，那叫染著。學的都要
人家讚歎，貪名聞利養，那就不叫好學了。
　　大家看，孔子讚歎他的學生，只有一個人讚歎好學，「有顏回
者好學」。接著呢？「不遷怒，不貳過」。這個是好學具體呈現出
來的表現。這個功夫在哪？《大學》裡面講的，最根本的「格物」
，放下是功夫，放下習氣是功夫，這是真正好學。學就是覺悟，不
再做習氣的奴隸了。所以從「有顏回者好學」，他不亂發脾氣、他
不遷怒於人，他不愚痴，他犯的錯，明白這個是錯了，他不再重犯
，息滅貪瞋痴，是真正好學。我們看孔子這一句在《論語‧學而第
一》裡面，就提到什麼是好學：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代表他物質的欲望愈來愈淡。假如一個人在修道，他對五欲六
塵這些欲望有增無減，那他不是一個修道的人。但是我們要冷靜，
我們有時候一開始學的時候很猛，這些都不在乎，可學了三年、學
了五年，順境來了，比較有福報，開始食衣住行都比較舒服了，利
眾的心還有沒有那麼切？所以逆境磨鍊人，順境不知不覺就淘汰人
。所以，時時自己的欲望要愈來愈淡。當然從這裡也看到，我們每
天吃、生活都要觀照，不能起貪念。
　　【敏於事而慎於言。】
　　這個『敏於事』，就看得出來他的修養在哪裡呈現？在他做事
、處世當中。不能很用功，聽經、讀經都比一般的人的時間長，可
是跟人相處很執著、跟人沒法溝通；做事，經典也都沒有用上去，
做出來比沒有學的人還沒有章法。那他那個學習不就變執著了嗎？
他沒辦法學以致用。他學了以後執著了，跟人不能和睦相處、不能
溝通，那他學的是順著自己的想法，最後就產生新的執著。所以假
如一個行道之人，學了以後跟家裡人、跟朋友，反而相處更不和諧



、更不自在，這個都有問題。我們看，我給大家舉個例子。有一次
，有個學傳統文化的人開車。他開車，我們坐在後面，結果他邊開
，他就這樣轉過來跟我們聊天。我說：「你開車不要往後轉頭，這
樣有點危險。」他說：「你放心，我們都有上天保佑的。」首先，
有沒有上天保佑，得先守規矩，你開車這樣子就不守法律常規了。
再來，你假如把保佑都用在說「自己做的不對都有保佑」，這就錯
了，要跟天理相應才有保佑。
　　包含很多時候，我們學了以後，要求別人都比較高。「教人以
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比方說，朋友生病了，我們應該怎麼做
？帶他去看醫生，能夠把他病治好的醫生。你總不能他生病了，「
業障真重！你這幾天都起什麼念頭？才會造成這種病。你首先從念
頭反省，你的病就好！」你說他講的有沒有道理？「你不知道一切
法從心想生嗎？依報隨著正報轉，你心一轉，病不就好了，趕快懺
悔！」我都講得有點講不下去了。真的，這都有可能會發生的。愈
學愈執著，而且好為人師，那怎麼是好學？你看，這些經句要背得
出來也不簡單。十幾年前這些話我也講不出來，現在學了以後，假
如沒有從心地的柔軟，現在也拿這些道理，我就「砍」人了。本來
身上不懂這些道理，還沒有佩劍，現在學一條就配一隻刀，見人就
砍。所以不從格物下手、不從調伏貪瞋痴慢下手，就學到形式上。
沒有從心地下真實功夫的話，「不力行，但學文，長浮華」，尤其
這個好為人師，一定增長。
　　真的學得好，在處世待人當中體現出來。跟人家共事，「敏於
事」，這個「敏」在哪？首先他很謹慎，什麼事情做好規畫。「凡
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我們現在變成這些道理沒有領會清楚，都
沒有做好準備，「你放心，祖先會保佑的，不要擔心。」事情做不
好，也沒有反省，說：「隨緣，過去就過去了，隨緣。」做事的這



些重要的原理原則，我們反而不能領受，拿著一些好像聽起來很有
道理的話，其實是順著自己的習氣。你看，我們修行之人很容易用
「隨緣」兩個字。什麼是隨緣？隨緣下面要隨緣「盡分」、隨緣「
盡力」。你隨緣沒盡力叫隨便、叫不負責任；你太強求了，叫攀緣
。所以隨緣是中道、隨緣是智慧，不能把這兩個字拿來變藉口。所
以事情還是要非常慎重、盡心的去對待。所以「敏於事」，事前的
規畫。再來，做的過程當中的敏捷，不拖延，做事很有章法，這個
都是「敏於事」。這個體現什麼？《曲禮》曰：「毋不敬」。「受
人之託，忠人之事」。佛門講，「禮敬諸佛」，事情也是諸佛，也
是要恭敬對待。
　　『慎於言』，言語要謹慎。因為言語它能體現忠信，你已經講
出去的話，你就要盡力、你就要守信。所以這個時候，都要很謹慎
的去應對，你不能輕諾。事非宜，勿輕諾；茍輕諾，進退就錯了。
我們之前講到老子的「輕諾必寡信」。你事情沒有考慮清楚，「度
德量力，審勢擇人」，都沒有清楚，輕易就回答，這是不穩重的表
現。所以你學問有沒有用在你的言語當中，很重要。
　　【就有道而正焉。】
　　有機緣接觸到有道德、學問的人，包含比方他的管理經驗，他
某一些經驗特別專長，你特別需要，你主動去跟他學習。我們學了
傳統文化，不能無形當中，好像覺得自己比較厲害、比較高，甚至
對人就沒有辦法屈下來去請教，這個都形成障礙。「聞道有先後，
術業有專攻」。人家管理特別專長，你應該趕緊去請教他。為什麼
？你不請教他，我們假如做錯了，那耽誤的就是公家的事，是眾人
的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這個都是體現忠信的態度。所以
真正積極的、負責任的人，他一有請教的機會，他非常主動。「就
有道而正」，這個人有道德、學問，他能指正我們的不足；他有管



理、他有非常專的這些能力，都能夠幫助我們、指正我們。
　　【可謂好學也已。】
　　從這裡我們看出來，好學的人一定是從務本，從格除自己的欲
望下手。欲望愈來愈淡，智慧、德行、能力就愈來愈提升。包含他
一定解行相應，用在一言一行，用在工作處事待人接物當中，一有
請教的機會絕不放過。接著我們看第二句：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過則勿憚改。】
　　一個人學君子之道，他假如不穩重，他就沒有威儀了。其實不
穩重，就隨便，有點輕慢、輕率，就沒有威儀，而且心就跟禮教不
相應了。「禮者，敬而已矣」。恭敬，首先什麼？尊重自己。自己
行為輕浮，就不自重了。而且自己的行為不穩重，別人很難尊重我
們。甚至我們不穩重的行為，還影響到別人，那就又不尊重別人了
。而什麼是真正的自重？這一生以不能成聖賢為羞恥，這個人懂得
自重。所以《大學》開篇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一個人
這一生，堅定的要恢復自己的明德本善，要「聖與賢，可馴致」，
這個人是懂得自重。一個人發了這樣的願，他的整個身心、氣質都
不一樣，他那個威嚴就會出來。他會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要符合經
典，不可以隨便。他隨順聖賢教誨，不隨順自己的壞習慣、煩惱習
氣，他的威就能出來。
　　我們成就一個人才，從小就要培養他的穩重，不能隨便。你看
現在孩子一隨便，對長輩都不尊重，講話很沒禮貌。所以「學則不
固」，不穩重、不自重、不敬人，不從尊重人、不從守規矩、守禮
下手，他的學問是不可能會穩固的。曾國藩先生他教育子女、教育
後代，非常不簡單。他的後代傳了這麼久，都還很有修養，在台灣
他的後代都很有成就。他教育後代有兩個重點很突顯，第一個就是



要穩重。怎麼穩重？一言一行要和緩，不要著急。他心不急，他一
舉一動才能符合規矩。大家留心去看，《弟子規》裡面很多句子都
是教我們要穩重，不要慌張。「事勿忙，忙多錯」、「步從容，立
端正」、「寬轉彎」，你看都是穩重。「凡道字，重且舒，勿急疾
，勿模糊」，心都要是定的，很沉穩，不要浮躁、急躁。
　　我們看完這一句，要學穩重。首先講話開始緩慢，你不要拉，
叫你緩慢，不是很刻意到最後變成唱歌仔戲，一句話「啊……」。
再來，吃飯細嚼慢嚥，不要急。再來，走路不要急。你看這樣延伸
開來，什麼時候用功夫？Anytime，anywhere（隨時隨地），「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這麼來練穩重，時時提醒自己，不要急，
要緩。第二個，曾國藩先生講的是勤勞，養成子弟勤奮的態度。勤
奮的反面是懶惰，懶惰的害處太大了。有一個讀書人講，「學者萬
病，皆從懶生」，很多的毛病都是從懶惰衍生出來的。大家看，一
懶惰了，散慢；一懶惰了，每天飽暖思淫欲，壞念頭特別多。再來
，不勤奮，人家給他的服務都視為理所當然。懶惰的人不感恩，甚
至變得很會挑剔。為什麼？人家給他服務，有一天不服務，他就不
高興了。挑這個、挑那個，他沒感恩心。所以很多壞的念頭、習性
，都從懶惰來，沒有責任感，都來了。勤勞的人，他很多善的德行
都引發起來。勤勞的人懂得去承擔；勤勞的人能體恤別人的辛苦，
習勞知感恩；勤勞的人不胡思亂想，邪念也比較少；勤勞的人，能
力提升特別快，別人不做他做。所以吃虧是福，就是這麼來的。
　　接著：『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忠信」，
在古書當中有說到，「百行之主」，你所有的行為都要合乎忠信的
這種存心。你做的時候「忠」，盡心盡力；「信」，誠信、守信。
所以德行都是要從忠信的精神當中做出來的。而且「無友不如己者
，過則勿憚改」。你結交這些良師益友，當然，你這些好朋友首先



要志同道合，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他的人生是享樂的方向
，跟你所謂明明德、親民這樣的人生方向是不同的。當然，你說想
要利益他，那是有慈悲心，但是首先你要不被他影響。我們現在想
要去幫助人、想要去度人，最後被別人給度走了。自己還面對這些
境界、這些誘惑，還頂不住，這個時候結交的朋友還是要同道的為
好。等我們已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好像孔子這樣的功夫，你
跟他還有緣，那你可以幫助他，你跟他還沒有緣，那你就不要刻意
去攀這個緣。
　　有過就不要怕難改，要用心去改。其實我們常常會覺得，怎麼
這個錯又犯了？很沮喪、很氣餒。告訴大家，太正常了。要突破一
個境界、一個壞習慣，可能都不知道要進進退退幾十次、幾百次都
有可能。但重要的是什麼？愈挫愈勇，百折不撓，這是我們要形成
的態度。真正要達到有法喜，沒有到所謂的不計成敗、不顧生死，
要相應也不容易。修學的過程當中，要「發勇猛心，立決定志」，
我這一生一定要成就，不再做習氣的奴隸，要做大丈夫、大英雄，
立決定志，「不計成敗，不顧生死」，死都不怕，就怕念頭不對。
有這種決心，慢慢習氣就能夠調伏得了。「不計成敗」，又犯了，
沒關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不要再沮喪。有勇猛心、決定
志，改過就不怕改不了。接著我們看下一句，是談到學習的態度。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
　　孔子對子路說到，教誨他的道理，他知道了嗎？聽這些教誨，
知道了就說知道，不知道就要承認不知道，進而要去問。《弟子規
》說的，「心有疑，隨札記」，不能不知道裝知道，這是一個重要
的學習態度。不知道還裝知道，就變自欺。『是知也』，這個「知
」跟智慧的「智」相通，等於是你是很理智的在求學。不知道，我



們就承認不知道，進而養成好習慣，記下來去請教。我們冷靜想想
：現在的學生，好不好問？不積極問。那我們又回過頭來，我們現
在教學的人，好不好問？那是上行下效。所以我們從孩子，或者從
學生的身上，要回過頭來反思，那個「果」在他們那裡，「因」可
能還在我們這裡。因為好問、好學，這都是德行，其實教學者做出
來以後，會感染身邊的這些孩子、學生的，他們也會歡喜去問的。
　　大家讀完這一句，具體怎麼落實？比方說，我們今天跟大家交
流了兩個小時左右，有沒有哪一個學長，這兩個小時覺得哪一句不
明白，哪一句話沒聽清楚？請大家提出來。這變成我們這一句現在
就落實它，當我們要叫別人落實的時候，也要先問問自己當下有沒
有落實？比方說我繼續下去，明明大家沒有反應，我繼續說：「怎
麼沒人？怎麼沒人？」這個就是我在要求大家，我這個念頭也已經
不在道中。看大家沒反應，我就要趕緊話鋒一轉，「我們以後都能
隨身帶一本小本子，一有什麼疑問，把它記下來，馬上遇到機會就
可以去問清楚。」這就養成一個習慣了。
　　我感覺從事教學工作的人very
dangerous（非常危險）。我那一天在分析一件事情，我說：「你
看，他講這一段話的時候，他講的道理都對，可是他那個念頭就是
在指責別人，他講的道理再對有什麼用？」我剛好講到這裡，突然
想一想：我現在也在講別人，那我現在在說他不對的時候，我的心
動了沒有？所以我感覺自己very
dangerous（非常危險）。講別人很容易，有沒有辦法時時看到自
己有沒有在道中？所以在跟大家交流經句，講著講著要去看別人，
突然還得回馬槍，看看自己才是重要的。「欲知人者先自知」，自
己都看不清楚自己，看別人也看不清楚。大家假如有聽不明白的，
可以提出來。我們看下一句，剛剛跟大家有交流過的，我們再把它



讀一遍：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大家讀這一句的時候，有沒有想到，剛剛跟大家交流的這些角
度？大家可以慢慢去體會。第五句：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首先他很好學，溫習已經學過的學問，每天又積極去『知新』
，積累沒有學習過的學問。這個跟子夏講的好學滿相應的。子夏說
，「日知其所亡」，每一天積累新知，以前沒有學過的，「月無忘
其所能」，每一個月複習，不忘記已經學過的學問。另外一個解釋
，你溫習已經學過的東西，都能從溫習舊有的學問當中，去體會到
新的悟處。你對同樣這個道理，它的深度、廣度不一樣，體會得愈
廣，體會得愈深。這是什麼？有悟性。有悟性的人，他才能處處體
悟道理，觸類旁通，這樣才能為人師。不然，他沒有悟處、沒有貫
通，他可能記了一大堆，他還是知識、還是學術。而且，人體會的
深度跟廣度能不斷提升，主要的還是，他體會到的東西他有去做，
他有解行相應，他的悟性才能夠啟發。
　　世間有人常講說「書呆子」，請問大家，一個人被人家罵書呆
子的時候，書讀的多不多？挺多的。他沒有消化、沒有吸收，他就
不能「知新」。所以複習然後不斷的觀照，自己有沒有把學的東西
去解行相應，他有這樣的態度，他可能每天都有新的悟處、都有自
信。接著我們看第六句：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學於文』，這個「文」就是經典，他首先得明理，明理之
後下手處在哪裡？在守這些禮教，「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你明理了，下手處還在一言一行，都要符合禮的
標準、戒的標準，你守禮守戒才能得定，最後才能開智慧。很多人



明理，但是很狂妄，就覺得不要拘這些小的戒律跟禮節，這個就不
可能學得成功。明理了，又守住這些規矩，『亦可以弗畔矣夫』。
這個「畔」就是不會偏離道心，不會偏離經教。而且學禮之人，他
通達人情事理，他在力行這些經教的時候，不會太過與不及，他比
較柔軟，比較能體恤人心、通達人情。我們再看第七句：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道的人、知其然的人，不如好之的人，他會不斷的去深入，
他能到知其所以然。人假如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就能把事
物的根源，這些道理都能明瞭，他就不迷惑，愈學愈歡喜。當我們
很多事情都想不通的時候，是很苦惱的。比方我們想效法一個聖賢
人，都不知道怎麼下手，明明知道他的德行都很好，下手處在哪？
比方說，我們知道顏回好學，我們很想學他。孔子點出來，從哪裡
下手？「不遷怒，不貳過」；「一簞食，一瓢飲」。我明白了，從
這裡下手。所以「知之」，進而「不如好之者」，知其所以然。他
為什麼能成聖賢，我明白了。
　　包含孝養父母，「冬則溫，夏則凊」這些都是孝行。我們知道
，為什麼孝子都能做得這麼自在、這麼自然？我為什麼做不自然？
不知其所以然。我們從德育故事裡面再看，孝子心中只有父母，他
對父母的這些恩德念念不忘。我們更深入，知其所以然，這些孝子
是什麼存心。他是「恩欲報，怨欲忘」，他心裡完全沒見父母之過
，只放父母之恩。我們愈明白這些道理，就愈能去效法學習。學得
歡喜，知道怎麼具體去存心，去學習，「不如好之者」，知其所以
然是好之者。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樂之者」，樂此不疲，讓他
學習，他會不疲不厭。就像剛剛講的，發奮忘食，樂以忘憂，這是
更深的境界，「樂之者」。我們接著看第八句：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



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這個因緣應該是樊遲要去當官，要去當人家的父母官，結果請
教孔老夫子，什麼是知？什麼是仁？當然這個時候孔子的回答一定
是因材施教。我們看這段話，對整個現在從政者，甚至於是為人父
母、老師的人，特別有啟發。『務』就是致力於，致力於人民的什
麼？『之義』。這個「義」，就是教他五倫十義，教他倫常大道。
現在為什麼家不安、人與人衝突？不明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
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問題都出在這裡。真正有智慧的領
導者清楚，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現在這個時代，認知是什麼？建
國君民，賺錢為先、經濟為先，忽略了最重要的教育，忽略了教他
道義，所以災難就來了。「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而家危矣。所
以孟子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你不
教他仁義就麻煩了。所以一個領導者不教仁義，是沒有智慧，本末
倒置了。
　　『敬鬼神而遠之』，敬鬼神就是感念祖先之德，慎終追遠。但
是你不能什麼事都去卜卦，「祖宗，你告訴我怎麼做。」祖宗是教
我們什麼？「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還是讓我們去明理深入
經典。有些人最後就什麼都要問鬼神，就麻煩了。清朝亡，亡在哪
？什麼國家政策，不是去了解民生疾苦，跑去問鬼神，扶鸞，國家
就亡。扶鸞能把一個國給亡了，那一個家也有可能會亡。所以有智
慧表現在哪？表現在重視教育、表現在抓到根本。人心才是根本。
人心壞了，問題百出；人心好了，什麼問題慢慢就解決了。
　　『問仁』，一個領導者的仁慈表現在哪裡？『仁者先難而後獲
，可謂仁矣』。你現在要讓人去做好事，不容易，得怎麼樣？自己
帶頭，難行能行，難忍能忍，你才能感動得了人。現在實實在在講
，我們把很多好的道理都講出來了，人家說，「你講得很好，是理



想，做不到。」現在要讓社會大眾相信經典的道理，一定要讓他起
信，他相信才行。怎麼相信？我們得先做到。所以為什麼孔子說「
力行近乎仁」？力行為什麼是仁？因為你力行，你做到了，人家才
相信，進而去效法，他才能得利益。他都不相信經典，覺得這個是
過時的，他根本得不了利益，他根本就解決不了他人生的問題。所
以難行能行，給人證明、給人起信心，仁慈的人。「先難而後獲」
，你能真正以身作則帶頭，慢慢大家就懂得去效法。
　　當然在這個做的過程，一定會遇到一些挑戰、境界，這個時候
也要「勿畏難」。其實問題都不在境界當中，卡住的都不是那個人
讓我們卡住的、那件事讓我們卡住的，是我們放不下貪瞋痴慢這個
習氣卡住的。所以古人留了一個比喻給我們很好，說「竹密不妨流
水過」。你把那個竹子綁得再緊，水可不可以流過去？可以。看起
來好像很障礙，人家水還是把它流過去。水，它不執著。「山高豈
礙白雲飛」，山再怎麼高，能不能擋住白雲？白雲很柔軟，你擋，
山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它就往其他的地方飄過去了，擋不
到它。我們跟人對立了，那個人、那個事就給我們擋住了；你不跟
人對立就擋不住了。
　　格言裡面提到，至人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有沒有智
慧表現在哪？他在面對事情的時候，他不會把責任推到事情或者人
身上。至人，他知道根源問題在自己的心，一切法從心想生，「除
心」，不指責境界，人事環境、物質環境，他不會去指責。愚人，
沒有智慧的人，都覺得問題都在他人身上，都在境界上，都是指責
的時候，他沒有從自己的心地去下手。當然，我們真正要幫助別人
讓他理智，首先我們自己得真正「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才做得
了。所以在這個「先難」的過程當中，你要帶頭難行能行，得真正
做到忠恕。孔子為學之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怎麼說？



忠，「盡己之謂」。這個先難，難在哪？不想自己真難。念念為人
想，要做得到，得放得下自私才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這個是最核心的精神，你沒有私心的時候，後面那些慢慢就可以做
得到。
　　所以忠恕之道，首先這個「忠」是去什麼？去自私，盡己之謂
忠，「盡己之謂」。「恕」是「推己」。盡己，能夠反求諸己。這
個都挺難，得下功夫才做得到。反求諸己，什麼事情先反省，我自
己的心有沒有問題？我的言行、做法有沒有問題？恕，推己及人。
「推己之謂」是恕，能推己及人，甚至推己及物。我們能夠跟人相
處的時候，時時站在他的角度想，就不會對立；可是假如站在自己
的角度，對他的行為，就不能接受了。「他都學那麼久了，怎麼變
成這樣？他都怎麼沒有替別人想，怎麼都這麼固執自己的想法？」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也是在以我們的想法在想他。所以推己及人，
我們有沒有考慮到他的立場？我們有沒有考慮到他現在的工作難度
？他現在明明壓力很大，你又以很高的標準說：「你看，他還是有
情緒。」
　　今天一個人有情緒，你是指責他，「他都當那麼高的領導了，
還有情緒？」這句話有沒有道理？「他怎麼不知道『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有沒有道理？但是假如這個時候恕道出來
了，他確實做錯了，「他壓力那麼大，假如是我，我也可能伏不住
情緒。」當事人假如聽到這句話，你接下來要說的話，他聽不聽？
對。你有恕道的時候，很容易跟人溝通。你沒有恕道的時候，跟人
一溝通不是溝通，兩個人在那裡爭對錯、辯論，最後看誰的經句用
得多，拿個桶子倒，潑來潑去，最後不歡而散，所以這個恕很重要
。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我們北馬檳城鍾靈獨中吳校長，有一個女



學生行為很偏頗，家人、很多知道的老師都罵那個孩子。結果這個
孩子被通知到校長室。你看那個孩子在走的過程當中，她腦子裡在
想什麼？「又來了，又要被罵了，大不了被罵一頓，沒什麼了不起
！」結果女學生到了校長室，坐下來。校長等那個孩子靜下來，只
講了一句話，「孩子，校長能幫你做什麼？」你看他一個道理都沒
講，那個孩子突然一愣，接著就哭了。她感覺到校長為她想，推己
及人。她很感動，校長為她想，接著她什麼心裡話怎麼樣？她才會
講出來。人能不能在任何一個時候都處於恕道、都處於真誠在面對
對方，這個重要。真的能夠恕道，那得對對方不能有成見。人對人
有成見，其實也是傲慢在起作用。或者不能有瞋恚，對他不能哪一
些事情、怨記在心裡，都不行的。
　　推己及人，這個是對自己的內心，這是主觀面。這個是與人相
處，你得客觀去設身處地。能夠時時反求諸己，「成己」，成就自
己的德行；你接觸一切人，甚至一切生命，你能夠設身處地，「成
物」。成己、成物，合外內之道，這就契入仁道，仁的境界。所以
要契入仁道，首先時時要以忠恕來存心。而我們真正在難行能行的
過程，就可以感覺到，反求諸己很難，不去指責、要求很難。包含
跟人一相處，要設身處地也很難。我們自己冷靜看看，現在跟這些
親朋好友在談話的時候，自己的心真不真誠？可以觀察，可以去感
受看看。你能不能很真心的看著他、傾聽他講的話？還是他講沒兩
句，你的火就上來，或者話就要給他壓下去。實實在在講，只有一
個學生，其他的人都是老師。誰是學生？自己。所有的人他是這個
境緣在啟發我們、在提醒我們：內心還有哪些習氣。接著下一句：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
　　所有的人都是老師，善的我們趕快效法，不善的人，因為當局



者迷，人要看到自己問題不容易，反而在別人錯的時候，馬上以他
那個錯來觀照自己，就容易發現自己的不足。那他錯了？他錯了，
我們怎麼去盡我們的道義，去協助他就對了。第十句：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你看這個都是好學的體現。『不及』，還沒學的，他非常積極
去學；已經學會的，『猶恐失之』，他還會複習，還會再下功夫。
具體來講，我們覺得很重要的經典，也要複習。每個禮拜、或者每
個月，《了凡四訓》讀一遍。我們看下一句：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你填一座山，只差最後一筐土沒有填，你放棄了、你終止了，
你還是沒有填成。
　　【譬如平地。】
　　你在平地上，把它蓋上一筐土。
　　【雖覆一簣。進】
　　這個『進』就是不間斷、有恆心的不斷去做，一定可以把它形
成一座山。
　　【吾往也。】
　　這就很積極，尤其是什麼？恆心不間斷，不放棄。所謂天下無
難事，只怕有心人。所以學習貴在不間斷，「寬為限，緊用功，工
夫到，滯塞通」。這個十二句我們之前有講過，剛剛也講到權變。
所以學習它是不斷提升境界的。從共學到力行，就是適道；在力行
過程當中又能屹立不搖；屹立不搖再提升到通權達變。第十三句：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古代讀書人，很明白學習是修養自己，革除自己的習性，不斷
恢復明德，這是他清楚的。『今之學者為人』，現在學習是希望，
比方學習拿到一個碩士、拿到一個博士，然後可以去謀取自己的薪



資，或者是可以向人展現「我很有學問」，這是為人表現出來的。
其實很可能當我們要去表現自己，我多麼有學識的時候，其實可能
自己的傲慢都在增長。所以有一句話叫「文人相輕」，都是讀書人
，怎麼會互相輕慢？那讀書就讀到最後是知識、學問，進而因為覺
得自己有學問變傲慢，互相瞧不起了。那就還是沒有回到自己，尤
其是從自己的心地下功夫，那就不可能提升得了。所以「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都要回到格物上面。所以告訴我們，一個人求學
只要帶著要滿足自己外在的欲望，這個都不是在道中，學不進去的
。甚至於在學的過程當中，知道這個習氣不好，不願意放下，他也
不可能提升。我們看下一句，第十四句：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就是這個事情該怎麼辦？等於是說，遇到事情他不
會主動去解決的，那孔子也拿這個人沒辦法。因為他不主動突破，
他會退縮、他會逃避，那就很難提升。從做事情當中，他有沒有把
這些做人做事的道理用上去，他都不去想怎麼解決，他根本就不想
用。所以「勿畏難」，覺得這個事困難，那就考驗我們做人做事的
學問用不用得上去。用得上去應該是事事無礙，用得上去應該是「
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你包含我們在修道對治習氣
的過程當中，你要自己主動的去克服，去找方法對治習氣。「如之
何如之何」就是能主動的去突破自己。師父領進門，修行得靠自己
下大功夫。我們看下一句：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
言。無以知人也。】
　　這個跟教、學都有關係。首先你得知命，你得有遠大的志向，
才能有學習的動力。你不知禮，你不從這些生活的一言一行當中，
去落實經典，你的道德學問是立不住的。要從學禮、學戒開始，學



規矩開始。再來你不知言，你聽人家講的話，不能夠去理解他的狀
態，你就不好因材施教去幫助他。
　　我們看第二個重點，就是「如何教學」。首先我們得了解「教
育的重要性」。
　　孔子有一次到了衛國，冉有在身邊侍奉。孔子看到衛國人很多
，人口不少。冉有說：「既然人口不少，接著要怎麼做？」孔子說
，「富之」，讓他們生活無憂。既然慢慢的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
接下來要做什麼？「教之」，一定要教育。他假如吃得飽、穿得暖
，而沒有教育，孟子講，「則近於禽獸」。現在在大都市裡，太多
的人生活沒有憂慮，可是他的德行是不斷的在墮落。所以教育重要
。人心要靠教育，靈魂才能夠提升。所有教育者都能體會到教育的
重要性，他就很有使命，去扮演好他教育的角色。第二、「學貴立
志」。你看孔子常常問學生他的志向，後來也以自己的志向來帶動
學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夏他的文學非常好，孔子這一點不只提醒學生立志，而且因
材施教，機會教育。子夏文學很好，但是他是用在修身上面，自己
歡喜上面，他心量還要繼續擴大，所以夫子告訴他：「汝為君子儒
」，君子儒就是能胸懷天下，以這一生能利益國家民族，甚至天下
為己任，「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這一次師長來，面對我們
教育界的校長、老師，他的主題演講，是「學習《群書治要》，承
擔救世使命」，這個就是君子儒。
　　我們看一個教學者要有慈悲心，所以他要誨人不倦。第二句裡
面，孔子說，「二三子」，就是指他的學生，你們有沒有覺得，我
還有任何隱瞞呢？我決定是和盤托出所有我體證過來聖賢的這些經
教。這個體證是什麼？是自己身體力行過了，他是過來人。所以這
裡說，「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他自己真正身體力行過來體悟



的道理，再拿來供養給他的學生。孔子不是做而已，他是做到再說
，他是聖人。「是丘也」。當然，假如我們當學生的讓老師講這樣
的話，還是有點心疼。因為沒體會到老師的和盤托出，可能還想：
還有沒有藏一點？有這個念頭就麻煩了，有疑心就很難領納聖賢甚
至於是師長的教誨。接著我們看下一句：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護一個人，這個『勞』是有勸勉他、勸導他的意思。而且你
勸導他又不是勸一次，你得「諫不入，悅復諫」，所以要幫助一個
人，他不可能不出心力的，『能勿勞乎？』我們看到孔子、釋迦牟
尼佛，他們從事教育工作，真的是一生非常的誨人不倦。像釋迦牟
尼佛，三百六十五天，沒有一天休息的。這麼有耐心、有愛心。『
忠焉，能勿誨乎』，要盡忠，怎麼能夠不教誨他、提醒他、勸諫他
。這不只是對學生，它延伸開來，五倫關係，都有勸諫的本分。這
個是慈悲心。「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這是「師說」
。現在不傳道、不解惑，每一個人都是生活在煩惱跟痛苦當中。因
為人不學，不知道、不知義。所以我們去講學，能夠讓一個人受益
，我們都不疲不厭，這個就能真正契入慈悲心。
　　再來，第四個重點，「有教無類」。「自行束修以上」，他能
守拜師的禮，很恭恭敬敬的。「束修」有兩個說法，一個是幾串乾
肉，是一個禮物而已，表一個恭敬的態度。另外一個是把自己裝扮
得很整齊，然後恭恭敬敬的去禮拜老師。只要有這個恭敬的心，孔
子沒有不教的。所以有教無類。
　　後面這一句，是有一個互鄉這個地方，一般人都覺得很難跟他
言及倫理道德，覺得這個地區的人很難教化。而這個地區的一個孩
子，一個童子來見孔子，孔子非常認真的教導他。門人就疑惑了，
「夫子，你是不是浪費心力，這個地方的人不好教。」孔子藉這個



機會，也是提醒他所有的學生，以至於提醒他們以後教學的態度。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他今天主動要來學習，我肯定他這個
好學的態度，我幫助他提升。他們以前怎麼樣，或者做出哪些不好
的行為，那是從前種種。所以不論他以前，肯定他現在好的態度。
「唯何甚」，這個意思就是，不要太過分，看人要看後半段，不要
一直盯著人家的不好，浪子回頭金不換。其實這個也是在教大家要
厚道。「人潔已以進」，他潔身自愛想學，「與其潔也」，我去幫
助他提升，「不保其往也」，不能保證他以後一定好，可是他現在
當下肯學，我就盡心盡力教他。所以夫子非常珍惜每個人肯學的那
一份心，盡心盡力去協助。
　　第四點裡面最後有一個：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一個老師能夠有慈悲心、能夠因材施教，我相信他的學生一定
會效法他的。第五點，「因材施教」，你了解他的狀況、他的心態
、他的缺點，你才能夠針對他的問題去教他。我們看到孔子學生問
孝、問為政、問君子、問仁，問的時候，孔子回答每個學生的答案
都不盡然一樣，他是因材施教，他很了解每個學生。
　　最後是第六點，「機會教育」，「當其可之謂時」，是機會教
育。我們看冉求，他才藝很好，但是他求道之心不夠切。他自己跟
夫子講，「我不是不仰慕孔子您這些大道、這些教誨，我的力量不
夠。」孔子馬上針對他的問題、心態，「你假如力量不夠，是走到
一半停下來；你現在都還沒走，就說不能，那是什麼？畫地自限，
那是自己停止不向前。」為什麼停止？好才藝，不好大道。這個也
是孔子對他的提醒。
　　另外一次是子路，剛好聽到孔子說，他跟顏回是「用之則行」
，用了之後能夠利益天下；不用了，「捨之則藏」，他們還是可以



很自在的修道、行道，也不會怨天尤人。結果子路馬上說：「夫子
，你假如帶領三軍，你會帶哪個學生跟你一起去？」子路本來想說
：一定帶我子路，我最勇猛。這個念頭不對了，孔子當頭一棒：你
這個勇猛還不行，「暴虎馮河」，空手打老虎，赤手度過一個大河
，「死而無悔」，這個叫匹夫之勇，我不跟這樣的人走。「必也臨
事而懼」，他很慎重，面臨事情不輕敵，帶領軍隊，這生殺之權，
這個不是開玩笑的。「好謀而成」，很慎重的去謀畫，讓事情能成
就。
　　這節課先跟大家交流到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