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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長輩，親愛的朋友們，網絡前面的朋友們，大家上
午好！我看到我們的朋友都非常的好學，我們剛才主持人也在調整
稱呼，我都沒有發現出什麼問題。剛才一下課，我們負責禮儀隊伍
的一位同仁就過來找我，她說：「我們負責禮儀的這位朋友，每一
次在老師上台的時候，她們都走在老師的前面，她說這樣會不會失
禮？」會不會失禮？不會。禮有它的規定，同時還有它的權變，它
是非常活潑的，不是死板的。比方有人就說，「或飲食，或坐走，
長者先，幼者後」。結果我每天上班的時候走在長輩的後面，他們
走得很慢，我很著急，我要超過長輩的話，我就違背了《弟子規》
；我要不超過的話，我要遲到，怎麼辦？你們說怎麼辦？後來他們
來問我，我說這個時候我們給長輩打個招呼說：長輩，我先走在前
面，我要上班了。「或飲食，或坐走，長者先，幼者後」是指的什
麼？指的我們一同跟長輩出門，我們時時刻刻要很謙卑走在長輩的
後面，不要搶先走在長輩的前面，那是我們尊長；同時，我們在後
面又可以保護長輩。
　　大家這麼一學以後就死板了，一死板之後，天色很黑，沒有燈
光，下樓梯我們也是：「長輩你在前面走，你在前面走」。是不是
我們就學死了？長輩在這麼黑暗的樓梯上，我們沒有走在前面去接
引著他，那就很危險，很容易摔跤，是不是？大家又顧慮了，那上
電梯我們先上還是我們後上？當然我們要趕快上去把電梯的門按住
，開關按住讓長輩上。它這些都是活的，法無定法。包括領導、幹
部、長輩到我們的團體來參觀，這個就是叫「慎而無禮則葸」，剛



才講到的，我們就都很拘謹：「請前面走。」結果這些領導、長輩
走在前面說：「要往哪裡走？你們不給我指路我怎麼走？」他就死
在「長者先，幼者後」跟在後面，那反而就是失禮。我們的禮不對
的時候，又反而變成失禮，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走在前面引領。
剛才您看，我們的禮儀小姐，她走在前面引領，這就是對講課老師
的恭敬和尊重，她把你引到台上來。我說妳們做得很好，沒有失禮
。您看要下台她們又上來引請，又從這邊下去。這個禮就是從這邊
上，這邊下，它是一個順時針，這個都是上講台的規矩。所以剛才
她們這麼一來問，我說做得很好，沒有錯。她們的心很安。所以禮
是活潑的，最重要的在當下那個境緣，你要拿捏應該怎麼做，所以
它沒有一定。當然一開始我們還是要先學老實，後學權變。
　　剛才我們講到道德仁義沒有禮，它就不能夠完成道德仁義的教
化和實施。同樣教訓正俗，教訓是家庭教育，正俗是社會教育，沒
有禮就不能夠完備周詳。您看家庭教育教什麼？《弟子規》，我們
看到《養正遺規》、《童蒙須知》、《朱子治家格言》、《顏氏家
訓》，哪一個家庭的教育不是教我們禮的應對進退、揖讓周旋的這
些待人處事接物的禮節？都是在教這些最基本的規矩。所以，教訓
正俗一定要有禮。「分爭辨訟，非禮不決」，人與人之間起了衝突
，利害、利益之爭，包括見解不同，包括侵暴良民等等的這些現象
，假如沒有一個是非的準繩，就沒有辦法判別誰是誰非，是非、對
錯、善惡，它就失去了標準。所以要用禮來定這個標準，它是一個
準繩。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我們說，「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天是象徵著，我們把它稱為乾，象徵著這種領導之力
，所以它為君。地，厚重、包容、柔順，我們為坤。坤象徵著什麼
？象徵著卑。它是所處的位置不同，分成尊卑。所以它具有那種服



從力，自然而然把它用在我們人際的相處上，就有了君臣、父子、
長幼的次第，尊卑長幼的次第。假如沒有這樣的次第，我們的晚輩
對長輩就會輕慢、無禮，人倫的秩序就會混亂，天下也會大亂。所
以禮就是讓我們來制定父子、兄弟、長幼、君臣的這種等級秩序，
讓我們依自己的角色而來盡自己的本分和行禮。
　　再來，「宦學事師，非禮不親」。這個宦是學習如何做官，學
習如何學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你要學東西，要懂得如何奉事師長
。您看，我們有十條乾肉的束修之禮，面對我們要去求學的老師，
要有問道之禮，還有謝師之禮、拜師之禮，這些禮都不可以少。是
不是老師一定要十條乾肉？不是的，那是表達一個學生對老師的恭
敬誠意。你假如沒有這些禮，老師會不會收你？因為你沒有誠意，
沒有恭敬心，老師也教不了你。所以沒有這些禮，我們也沒有辦法
去親近老師，接受老師的教誨。
　　再接下來，還有「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這
裡的班朝是指朝廷的官爵，它都有次第、有等級。您看，我們看古
時候的電影、電視劇，武官這邊站著，文官站在一邊，他都按著他
的等級、次第來站，整個的朝廷才有序。如果沒有這些禮，就亂成
一團。朝廷、政府假如都亂的話，這些官爵都亂的話，天下更沒有
辦法去治理。「蒞官行法」，就是官員到位就職，你要實施這些法
令，實施教化。假如失掉了禮的這些儀式，威嚴就不存在；沒有威
嚴就不能夠攝受人心，不能攝受人心的善根，這些東西也沒有辦法
實施。
　　再接下來，「禱祠祭祀」。您看我們現在恢復祭禮，祭祀天地
，祭祀祖先，祭祀孔老夫子，一定有它一定的禮儀程序。假如這些
禮儀的程序失掉了，人們的那種莊重、至誠的心沒有辦法體現，那
天地祖先他們感受不到後代子孫的誠意，也不能夠來享用這些食物



。這個都是非常了不起，我們中華文化的禮，它的內涵非常的深厚
。所以這裡是《曲禮》當中的一段話。我就用了幾個圖片讓大家了
解，您看這就是祭祀皇帝的時候，你看這都是非常整齊有序的禮儀
；您看這都是祭祀時候我們看到的這種大型的場面；您看這是祭孔
的時候，禮樂師都是融合在一體，來表達我們對古聖先王、對聖賢
人、對祖先的那分至誠的恭敬懷念，表達這個。
　　所以，在《禮記．經解》當中就講到，「夫禮之於正國也，猶
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這裡就是告
訴我們，禮要來治理國家就相當於什麼？「猶衡之於輕重也」，衡
是什麼？秤，來秤物品的秤。禮就像一個秤，物品的輕重，藉由它
就能秤出來，沒有這個秤，我們就不知道這箱東西有多重，這擔糧
食有多重。繩墨，在古時候是用來衡量它的曲和直，如果沒有繩墨
就沒有辦法。規矩，我們就知道了，矩以求方，規以求圓，也是來
畫圓和方的一個工具。治國就如同這樣。這裡有一段話，我們比較
可以更好的去理解，「繩墨以求直線，秤以權輕重，規以求圓，矩
以劃方，此謂基本之器，由此基本之器，方能成就萬器。」所以禮
是什麼？我們治國、為人的基本之器。所以孔老夫子才說，「安上
治民，莫善於禮。」治理國家從上到下一定要有禮制，過去古時候
連吃東西、穿衣服都有禮的講究。什麼年齡能吃什麼，沒有到那個
年齡不能吃；什麼衣服到了那個年齡你才能穿，沒有到那個年齡小
孩子不可以穿。他都不會超越自己當下的本分，人們守規矩，都循
著自己的本分去生活。您看人與人和睦相處，禮多麼重要！我們現
在了解的非常之少。
　　這裡在《禮記．曲禮》當中告訴我們，禮有哪些功用？「夫禮
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給我們制定了
親疏遠近的關係。因為我們說人要博愛，但是博愛一定是由內而外



，由近及遠。我們說，「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所以
這個愛一定要回歸到先愛父母。古時候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分
成親疏遠近的一個級別。比方說在舉行喪禮的時候，就有五服。五
服，你穿最粗的那個粗麻，我們說披麻戴孝，那就代表他跟亡者的
關係是最近的，愈往後，衣服穿得愈細，叫絲麻。很細的，代表他
跟亡者的關係距離比較遠了，可能是遠親，不是直系的親屬。
　　為什麼要這麼分？因為中華民族非常注重血統，注重血統的純
正，所以他要把倫常關係要區隔開來。純正，首先血統不可絕，不
能絕就要嫡子傳宗，就正妻所生的孩子來繼承家業。代代相傳，這
個血統就不會絕。接下來，血統不可弱。怎麼辦？近親不婚，同姓
不婚，同族不婚。如果我們近親也結婚，一個家族都成婚，我們後
代子孫的智力、體力全部下降，這個家族，我們說的人種，就沒有
辦法優化。整個民族的整個智力、體力下降之後，我們的文化又何
以傳承？我們的祖先多麼有智慧！今天的倫常關係亂了，如果娶了
好幾個太太，生了很多孩子，將來他們長大就有可能近親結婚，中
華民族的品種就會變得劣下。
　　再來，為了保持血統不混，就是異族不婚。比方我們說可以放
開都可以來，不同的族群可以結婚。我們講過去，您看我們到國外
，我們看他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可是他完全，他的文化被異
化了，他已經不擁有我們這個民族文化的內涵，他的思想觀念完全
是什麼？可能是西方的思想觀念，我們的文化也不得以承傳。所以
我們中華的祖先，他是世世代代要將我們的文化文明遺傳下去。您
看，他都是用禮來區隔，讓我們去遵循，保持我們民族的優良，文
化的代代承傳。他是真正創造我們未來子孫後代的福祉，讓我們能
夠過幸福的生活。
　　再來，親疏一定，大家遵守倫常去生活，「決嫌疑」。我們說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這個
意思就是說什麼？我們一個人的動機純正，但是往往又因為我們的
行為會被別人誤會，又不能不去為，怎麼辦？就用禮把它定下來。
這個嫌是誤會，疑是懷疑，怎麼定？剛才我講的，「瓜田不納履」
。你在一個西瓜的田地裡，你可不可以去繫鞋帶？你去一繫鞋帶，
瓜農看到說：「你給我站住」，過來說：「你偷我的西瓜。」他說
：「我沒有，我是繫鞋帶。」「胡扯！你哪裡不能繫鞋帶，偏偏在
我瓜田繫鞋帶？」會相信嗎？是不是不會相信？所以就要用禮定了
，你就知道到了瓜地不要繫鞋帶，因為你跳到黃河都洗不清，這就
會讓人家懷疑。「李下不整冠」，這個李子樹下，不僅僅是李子樹
下，蘋果樹、桃子樹，凡是水果長在樹上的，你不要戴著帽子在那
樹底下整帽，一整帽別人就可能抓住你了，你偷我的水果。會不會
？
　　所以，你看古人說「一人不入古廟，兩人不看深井」，也是決
嫌疑。那個古廟，有一些強盜藏了很多的東西藏在裡頭，你進去了
，他就想你一定發現了我的暗道機關，你的命就沒了。兩人看深井
，一個人不小心掉下去，人家一定說是你把他推下去的。大家明白
這個道理吧？我們用在現在的生活當中，這個裡頭的學問就更大了
！那是古人的生活，現代的生活，您看這個門開著，房間沒有人你
可不可以進去？不可以進去。那個東西丟了，你說都說不清，是不
是？所以我們敲了門，門開著沒有人，我們不要進，決嫌疑。再來
，那個財務室沒有人，你能不能進去在那等著？那錢丟了，你也說
不清，因為來進行案例調查發現怎麼樣？就你在裡面，你能說得清
嗎？
　　所以禮是什麼？是我們不給人家添麻煩，同時也起到保護我們
的一個作用，不要因為我們失禮的行為給人家添亂。有一次我記得



特別清楚，這個大會一結束，也是一個課程，大家都去照相了，那
個人員也就是不僅僅是這一個公司的，可能還有外地來的。我們的
包都放在椅子上，之後我們就去照相了，到外面。結果這個時候，
一個講課的老師，一個朋友，他特別的細心。他說李老師，妳們的
包都還在會場，我們現在都在外面，現在已經結束了，我要把妳們
的包拿過來。當時我們就想，沒關係，這個應該不會丟，我們都學
聖賢教育，在這裡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沒關係。結果這個朋友他
就講什麼？他說不是的，萬一我們把東西丟了，我們給主辦單位就
添了麻煩。這個存心好不好？所以這種謹慎小心的態度是處處替他
人著想，不要給別人添亂，您看這個就是禮。
　　「決嫌疑」，在古時候您看還有很深的學問，它講到父不可以
弄子，祖可以弄孫；媳婦可以到公公的房間問疾，公公不可以到媳
婦的房間問安；子長母可以抱，女長父不可以抱；再來，姐姐可以
到幼弟的房間，哥哥不可以到妹妹的房間。在《禮記．曲禮》當中
全是教給我們生活中的這些禮，很細。為什麼叫「曲禮」？委婉曲
折。為什麼要學這些？後面我們會知道禮是源情而作。為什麼要有
禮？禮是源於我們人有喜、怒、哀、樂、愛、惡、欲的七情，他要
時時用禮制定防患於我們情感的氾濫或者放縱，所以就用禮把他規
定下來。為什麼父親不可以跟兒子玩耍、打鬧？因為父親在家庭擔
當著教育子女的責任，他要時刻體現出他做父親的威嚴和威儀，兒
子就學到了這種尊重和威嚴，他不敢造次。假如我們的父親讓孩子
騎在他頭上，天天怎麼樣？騎大馬，沒大沒小，父親的這分恭敬、
尊重、威嚴的態度，他就學不到，他將來就會造次。所以為什麼說
要母慈父嚴，要兩個人扮演不同的角色？母親的那種厚道柔軟、那
種關懷，讓孩子學到仁愛；從父親身上學到尊嚴、威嚴。你看，父
母是給兒女表法的。假如我們不懂這個道理，我們溺愛，跟孩子打



鬥，孩子他的教育就失敗了，這是很危險的。為什麼爺爺可以跟孫
子、可以跟他玩耍？我們講含飴弄孫，享受天倫之樂，因為爺爺沒
有承擔這樣的一個義務。再接下來，我們剛才講到，媳婦可以到公
公那裡問安，公公不可以，防止譏嫌。包括孩子長了，母親還可以
抱，爸爸就不可以抱。所以所有的禮它都是我們的護身符，讓我們
人的行為都守這樣的一分禮數而去生活。人有禮則安，無禮可能危
險就出現了，它就是表這個意思。包括老師是心喪三年，老師如果
也是服喪三年，別人就搞不清，您家是父親往生了，還是母親去世
了，所以它一定有區隔。把這種嫌疑讓人們去除，不要有這個懷疑
。
　　「別同異」，這裡告訴我們，「事有同情不異，情有同而事不
異」。如果把它都混在一起來談，那就會乖戾。什麼意思？比方說
，你有一個養子，這個養子有名分，不是你親生的；你同時也有一
個什麼？這個叫繼子；同時，可能你外面又有一個私生子，請問誰
是你真正的兒子？一定是什麼？法律規定的這個繼子，反而他可以
繼承你的，這在古時候是這樣，繼承您的遺產。反而這個私生子能
不能？雖然是你的骨肉，但是他不合倫理道德的道義。如果我們是
非混淆不分的話，我們的道義就會乖戾，人們就沒有是非善惡評判
的一個標準。所以這個也要用禮來定下來，別同異。再來，「明是
非」。是非好壞用什麼來評？我們說用禮，禮很抽象看不到，用什
麼？典章制度。單位的規章制度，手續、辦法、章程等等，把這個
禮用事來表現出來，我們就很清晰，我們就要去遵循這些制度。這
個就是禮的功用。
　　再接下來，來看《禮記．昏義》當中的一段話，「昏禮者，將
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這個
昏是因為黃昏的時候娶妻，所以古時候用的是這個昏。「將合二姓



之好」，兩個不同的姓氏合在一起，這個叫美、叫善。合在一起幹
什麼？不是兩情相悅去過自己二人的浪漫世界的小日子，它是有一
分沉甸甸的責任和義務，要奉祀宗廟、祭祀祖先，下面要傳宗接代
，把祖先光榮的美德、家道、家風、家規、家業承傳下來，傳給後
代子孫。所以，古代的聖君明王非常重視婚禮。
　　這裡就講到，因為男女有別，婚禮所要表達的就是男女有別，
而後夫婦有義。男女要有責任的分工，沒有責任的分工，沒有別，
就沒有義。今天兩個人都去賺錢，孩子的教育沒人管，當我們賺到
錢，他最寶貴的接受黃金教育的時段，養成他正確人生態度、正確
的行為習慣的那個階段完全失掉了。所以今天我們很多朋友學聖賢
教育，孩子十七、八，已經成型了，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再
想讓他回頭，難！當我們擁有了財富金錢，可是我們的下一代毀了
，值得嗎？為什麼說治國平天下的大事，女人家要擔得一大半？那
推動搖籃的手就是推動世界的手。我們無論是看到孔老夫子，周文
王、周武王、孟子，哪一個聖賢君子不是由聖母所培養出來的？所
以今天我們母親，我們學聖賢教育，真的是承擔的責任非常的重要
。古時候實際上對女性的尊重，那個地位是很高，為什麼？「妻也
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妻子是這一家人的親人，她要祭祀祖
先，為你的祖先培養後代，要尊重。如果今天我們夫婦無別，女性
都不管家了，您看不僅僅毀掉的是我們的後一代，更重要的我們的
文化也沒有人繼承了，我們這個民族還有希望嗎？所以我們的眼光
絕不能只看到眼前，要看到長遠。
　　我們夫婦有義，分工不同，一個主內，相夫教子，一個主外，
維護家庭的經濟，彼此守著這分本分，自然和睦相處。和睦相處，
一個溫暖健康的家庭，兒女在這裡成長，他的心靈人格是健康的，
自然而然父子就會有親。您看今天我們一說叛逆，父母和兒女的對



立、仇恨，現在是極為的嚴重。有很多的例子，因為時間的原因，
我就不能一一和大家分享。父子的親愛失掉了，他怎麼可能到社會
上會對他的領導尊重，會對朋友禮敬？不可能。父子的親愛是愛的
源頭。所以我們就可以深刻的體會到禮是什麼？婚禮是禮之本。父
子親，自然君臣就正。所以，「昏禮者，禮之本也」，它是禮的根
本。也就是告訴我們，「君子之道，肇端乎夫婦」。五倫皆由夫婦
這一倫正而五倫皆正，所以我們今天經營家庭就很重要。
　　藉這樣一個機會，那天我們劉教授也講了不少婚禮的內容。我
們剛好在前年，我們中心，馬來西亞中心，我們為三對新人舉辦了
一場傳統的漢服婚禮。我也想藉這個機會給大家播放一段，讓大家
感受一下。
　　（放影片）禮儀第一，萬家燈火祝福。中國古代每當有新人喜
結連理，鄰里鄉黨都會點亮紅燭，祝福新人。讓我們許下共同的心
願，祝願新人新婚吉祥，福慧雙增。
　　禮儀第二，告上禮。《禮記》云：「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請三對新郎上台就
位，稟告祖先。上香。行禮。拜。下面請新郎宣讀告文，告如在：
「奉天之作，承地之合，…友愛兄弟，團結宗族，和睦鄉鄰，勤儉
持家」。
　　禮儀第三，行醮子禮。向父母大人行禮。一拜，興。請新郎父
親為新郎敬酒。新郎接酒。新郎出發迎親前，父親教導說：「去迎
接你的內助，以繼承我們的宗室之事。勉勵和引導她恭敬從事，以
嗣續我們先妣的美德，你的言行要有常法。」兒子回答說：「是的
，父親。只怕我不能勝任，但絕不敢忘記父親的訓誡」。
　　禮儀第四，親迎禮。有請新郎獻大雁。大雁順陰陽往來，是隨
陽之鳥。妻子應當順從丈夫，是取自大雁飛行有序之意，婚娶要依



長幼定先後，篤厚人倫觀念。行禮。拜、興。獻大雁。新郎新娘會
面。新人行禮。拜、興。新娘將要告別父母，接受父母最後的教誨
和叮嚀。女兒即將離開家人的佑護進入夫家，請父親母親囑託一句
終身受用的話。
　　父：女兒，嫁到馬家要做個好媳婦，好好孝順公公婆婆、爸爸
媽媽，一家和諧，快快樂樂。
　　母：在娘家孝順父母，嫁去馬家要孝順家公家婆。要做人家好
媳婦，要一家人快快樂樂。
　　父：不要難過，女兒，坐。
　　在座的朋友，你有沒有身臨其境的感受？我們的心靈有沒有受
到感動、感化？我們的心靈好像得到了一次洗滌。這樣的婚禮有沒
有價值，有沒有意義？當時這一場婚禮舉辦完，我們馬來西亞第二
天的大小報紙都是大幅度的來刊登。為什麼他們這麼積極要刊登？
覺得這種婚禮、傳統的婚禮是可以起到移風易俗的作用，淨化人心
的作用。而這個婚禮它絕不是兩個人在一起成家，熱熱鬧鬧，歡歡
喜喜。我們在感受整個過程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分什麼？一分
責任，一分承擔家業，教育後代子孫，將文化承傳下去的這分使命
和責任。您看，婚禮它是起到教化的作用，教化的目的。
　　所以，中國古代的婚禮是六禮，六個禮的程序，完全都是在宗
廟來舉行。也就是說，這樣一個婚禮不是兩個人的事。不僅不是兩
個人的事，而且是什麼？一個家族的事。不僅僅是家族的事，還包
含子孫在內。您看有「告上禮」，就是後代子孫所行所言的都要稟
告祖先，讓祖先看到我們這些後代兒女是遵從祖先的教誨，將這個
家業代代在承傳。我們的祖先在天之靈，他也會非常的欣慰。而當
事人經過了這六禮的過程，還有剛才我們婚禮現場的每一道程序，
都是對他人心的提醒。每一道程序都提醒他，要珍重這一分的姻緣



，不可以輕慢、輕率，要對得起對方，對得起父母。上對得起祖宗
，下要對得起後代子孫。您看，那分責任心油然而生。所以經歷了
這樣一場婚禮，在他的心中是牢牢的刻在他的心間。當夫妻兩個吵
架、鬧矛盾了，不忘其初，把這個婚禮放一放，想到當時的這分承
諾，想到當時這分對祖先的發願，這些矛盾都會化解，不會因為一
點點小事，斤斤計較就鬧到法庭。所以，這樣的婚禮是教化提醒人
心的。這樣一個家庭保全、和樂了，後代子孫教育好了，這個民族
才會興旺，這個民族才會持續的發展。禮是起這樣的一個作用。因
為人心需要提醒，人心需要教化。哪怕是來參加婚禮的，已經結了
婚，參加了這個婚禮，也是對自己的一分提醒，要珍重。所以一些
朋友說，看了這個婚禮，本來想算了，要跟老公分手；參加完這個
婚禮說，我的念頭是錯的，以後不可以再起這樣的念頭。所以它起
到教化的作用。所以我們來看，當然其中我們看到那麼多感人的鏡
頭，時間的關係，我們一一不去再分析。
　　這裡在《禮記．經解》當中告訴我們，「朝覲之禮，所以明君
臣之義也」。朝覲禮是指的諸侯朝見天子，春秋兩次要朝見天子，
這個就是體現君仁臣忠的這分道義。在這樣的禮儀過程當中，做為
臣的他懂得無限的感恩君王的恩德，君臣之義就會建立。不能多，
也不能少，少了人也會輕慢，多了會複雜，這個禮就是保持君臣的
道義能夠保住。「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聘問之禮是
指諸侯國之間的往來，我們禮尚往來，就是我們現在的外交使節出
訪，建立友好的關係。我們在單位也是，往往我們最高的領導要召
集主管開會，建立共識。同部門的這些主管也要相互的交往，要平
等的尊重對待，和睦的相處；分工不同，但是我們和睦相處，共同
完成工作。我們說見面三分情，人有這樣的一個往來，情義就會濃
厚。



　　再來，「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指的是喪禮、祭禮
。喪叫慎終，祭叫追遠，「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我們有喪祭
之禮，民風就會純樸，人心會厚道。這個道理在哪裡？我們無論是
喪禮還是祭禮，舉辦這樣大型的禮儀，都是我們用真誠的心去思念
我們的親人、我們的祖先，去感恩、感念他們的恩德。所以中國的
古代沒有特別明顯的歷史教育，但是它有歷史教育的實質，就是用
什麼？用喪祭之禮。怎麼講？當我們在這種喪禮、祭禮的過程當中
，我們緬懷祖德，不忘祖先。在這種祭禮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
要唱《詩經》裡的詩歌，有音樂舞蹈伴奏。《詩經》裡的詩歌唱什
麼？全是讚美詩，讚美我們的祖先篳路藍縷、創業艱危的這個過程
、美德。唱給誰的？唱給晚輩孩子聽的。他們在聽的過程當中，知
道原來我們的祖先是這樣創造了豐厚的家業留給我們，讓他生起了
這分榮譽感、自豪感，同時又生起了這分責任心，把過去和現在連
接在一起，把這種真摯的感情延伸到千年以前。在這個莊重肅穆的
禮儀當中，又把這樣濃厚的情感再怎麼樣？再來感受到，就是更加
篤厚了我們現人家族的那分親情。
　　各位朋友，我們有了這樣的祭禮，我們看到過去無始，未來無
終。這樣的一個過程，讓孩子們永遠了解祖先的豐功偉績，我們人
與人之間還會有代溝嗎？還會有叛逆嗎？不會。當他透過聽這個讚
美詩，知道了祖先是這樣創業的，他的心中有一種什麼感受？他覺
得他是整個家族歷史的延續。祖先既然創造了這麼豐厚的家業，物
質文化，到了我的手中，我是拿著這個接力棒，這個家業，這個家
道，我沒有理由不去承傳、不去保護、不去傳遞、不去發揚光大。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祭禮過程當中，他體驗到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
我必須要把文化承傳下去。他就會設定自己人生的方向、目標，我
的任務原來是薪火相傳，把這個文化代代傳下去。請問如果我們有



這樣的教育，我們今天的年輕人會迷茫嗎？會縱欲嗎？會自殺嗎？
不會。因為他看到我們祖先這樣光榮的美德歷史，看到祖先的風範
，他就會效法，以祖先的風範做為人生的準則去效法，他的人生之
路不會走偏，他的人生之根就會紮下去。所以這些喪祭之禮的復興
是連根的教育，把我們和祖先緊密的連接在一起。
　　我們的祖先就如同大地，祖先是我們父母的根，父母是我們的
根，這樣代代相連，根深葉茂。所以大地就像我們的祖先，我們一
個人就是有根的人，他的人生目標就很明確，內心做人就很踏實。
這個根斷了，所以每個人今天為誰活著？不是為了祖先，不是為了
榮宗耀祖、光大門楣，都是在為自己的自私自利，自己欲望的滿足
享受去生活，怎麼能不迷茫？怎麼能不痛苦？怎麼能不困惑？所以
在這裡我也衷心的希望，藉由我們聖賢教育的不斷發揚光大，要將
我們傳統的婚禮、祭禮、喪禮要恢復，我們每一位中華民族的後代
子孫都要做一個有根的人。我們永遠可以從祖先那裡吸收到養分，
得到祖先的庇蔭，福德的庇蔭，我們的人生才能夠健康茁壯的成長
。您看這些禮，多麼的偉大！我在學習的時候，我就非常的感動，
我們祖先的智慧。當我們連死去的人，我們都能如此的感恩，請問
對現在活著的父母能夠不孝順嗎？所以這些所有的禮都是教育。
　　接下來，還有「鄉飲酒禮」。鄉飲酒禮是把村裡的父老鄉親請
在一起，來怎樣？來宴請，我們講的和睦族群、和睦鄰里。在這個
過程當中，我們就讓長輩坐在尊位，讓孩子們看到了什麼？如何尊
長敬老。您看，這種人生態度就紮下去了。所以過去，人們叫禮儀
人生，人生禮儀，中國人就活在禮樂教化中，時時刻刻都離不開禮
。這裡我們再往下看，這裡講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也，猶防
止水之所自來也」。也就是禮起到什麼作用？起到禁亂之生，就像
水的堤壩防止洪水沖過來淹沒房屋。我曾經就聽說，有一個大學在



山腳下，每年洪水一氾濫，山上的洪水下來，沖到宿舍裡，差點淹
死人。後來他們就把堤壩建立起來，從此再沒有水患。可是住在一
樓的人說，我們住在這個山裡，一打開窗戶看到的是一堵牆，都看
不到風光，太倒霉了，他們就想提議要把這些牆推掉。可不可以推
？我們說居安思危。禮就是起到這樣的作用。我們認為這個舊的堤
防沒有用了，把它推掉，「必有水敗」；我們認為過去這些舊的冠
禮、喪禮、祭禮、婚禮、鄉飲酒禮、鄉射禮沒有用了，「必有亂患
」。所以今天我們學聖賢教育，的確第一步先要恢復禮儀，恢復這
些重要、大型的禮儀形式，那禮儀形式背後都是有深刻的內涵和教
化的意義。
　　這裡就講到「婚姻之禮廢」，夫婦之道就苦，淫僻之罪多了，
男不忠，女不貞，這樣的現象今天在社會是比比皆是，我們不一一
列舉。人心壞了，社會亂了，兒女在不健康的家庭成長，他的人格
曲扭，走向社會處處對立衝突，我們這個民族就完了。再接下來，
「鄉飲酒之禮廢」，長幼之序失掉，長幼的秩序失了，人們彼此的
鬥爭就開始多了。「喪祭之禮廢」，臣子對君王沒有了恩情，父子
之間的恩義也失掉了，人情淡薄，背叛祖先的行為多起來，背死忘
生的事就發生了。「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君臣道義失掉
，「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所以，「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
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禮的教化
是看不見摸不著，但是它潛移默化在教化人心，不知不覺讓我們每
個人每天遠離罪惡，一心向善；就像一個水果糖放在嘴裡，不知不
覺起到教化的作用。
　　我們的古聖先王是非常重視禮的教化，《易經》就告訴我們，
「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所以禮就是告訴我們要慎於
每一件事的開始。比方剛才三對新人慎於婚禮的開始，您看現在這



三對新人已經變成三對老人，每人都有一個小寶寶了，現在。在這
個過程當中，他們又慎於胎教。懷孕期間，我們都知道周文王的母
親「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在胎教的時候就開
始教育，慎於開始。這些孩子一生出來現在非常的健康。我們也在
此衷心的祝願，這三位小寶寶成為我們未來聖賢教育的傳人。而且
都是素寶寶，有一個小朋友才生下來，剛好是我們開課那天滿月。
生下來十來天，眼睛就滴溜滴溜轉，都是吃素的媽媽，素寶寶。非
常健康，七斤，生下來就七斤。禮就是讓我們防患於未然，防微杜
漸，每一個行為都要慎於開始，沒有慎於開始，就會差之毫釐，謬
以千里。
　　講到這裡，其實我也想起一個故事。有一個讀書人，魏公子牟
。有一個叫魏公子牟的人，他要到山東。他身邊有個叫穰侯的人，
這個穰侯就說：先生你要去山東，有沒有什麼話要給我交代？魏公
子牟說：我想起來了，我有話要交代。你知道嗎？他說：官位不與
權勢相約，權勢自然會到來；權勢不與尊貴相約，尊貴自然會到來
；尊貴不與富裕相約，富裕自然會到來；富裕不與傲慢相約，傲慢
自然會到來；傲慢不與罪惡相約，罪惡自然會到來；罪惡不與死亡
相約，死亡自然會到來。講完這句話之後，這個穰侯說：是是是，
是是是，先生說得對，先生說得對。官員墮落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墮
落？是官位到手之時；病情嚴重，是在病情好轉之時；災禍降臨，
是在我們麻木之時產生；而孝心減弱，可能就是我們在娶妻生子之
後減弱。所以這裡的故事告訴我們就是「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
以千里」。所以古代聖王、明君，包括讀書人，他們無時無刻不去
謹慎小心的去生活每一天，戒慎恐懼去生活每一天。所以這些教誨
都會給我們非常重要的啟發。所以禮是什麼？像衛生防預是治未病
；法律，如手術割治，治已病。所以我們中國的古人非常重視的是



什麼？是防患於未然，治未病。
　　禮在佛家叫戒律，出家人都要念誦戒律，在儒家就叫禮，告訴
我們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在今天就叫科學的辦事方法。因為時
間的關係，我們再來往下看，禮是什麼？我們人類言行的規則，我
們的言語行為一定要有規矩、規則可去遵循。假如沒有這個規則去
遵循，我們就變成，「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
就是每個人都有他做人的標準和準則。您看一個家庭三口、二口之
家，今天都不和睦，同床異夢。父母和兒女有代溝，夫婦之間彼此
不交心，為什麼？沒有共同遵循一個做人的標準。就是因為禮失掉
的原因。所以我們今天做人的準則在哪裡？在三根。儒家《弟子規
》，道家《感應篇》，佛家《十善業》。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國
家有法律、法規，行業有行規，交通有交規，學校有校規，家庭要
有家規，我們今天做人哪裡能沒有規矩？所以我們從禮的深度拉回
到我們現實的生活，我們從哪裡學？從《弟子規》、《感應篇》、
《十善業》來學習，這就是禮。這就是為何我們現在都強調要落地
，就是紮這三根，紮禮做人的根基。禮要講起來很長，規則從哪裡
來？我們要問。其實規則來自天地，規則不是聖賢人，或者一般的
人隨便定下來的。所有的禮，禮本乎天性，它是規律，它是道。不
是人為定下來的，不是「父母呼，應勿緩」，是人為定下來的。
　　「禮者，天地之序」。講的是什麼？就是天地萬物的秩序。我
們看到天空中的日月星辰運行不悖，大地上的山海平原高下相宜，
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生生不息的在運轉。請問，這是不是天地自然的
法則和秩序？一年三百六十天，十二個月你能篡改嗎？不能。一天
二十四小時，今天我的課講不完了，我們把二十四小時變成二十五
小時，再給我一小時，可不可以？不可以。這就是天地萬物的規則
，禮就是遵循天地萬物的規則。天以生生不息為德，以四時運轉有



序為則，以剛健無私為法。所以，制禮作樂，是承此德，順此則，
效此法，產生了禮。所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是效法天地
。所以我們效法天地，我們人類的禮是什麼？就是五倫的秩序、五
倫的關係。所以我們說如果儒家的文化失掉了禮，就沒有儒家的文
化；就像佛法失掉了戒律，就沒有佛；道家失掉了《感應篇》，就
沒有道。所以禮是什麼？我們人之所需，一個人需要的需。如同陽
光、水分、碳水化合物、蛋白質，我們天天都需要它，所以禮不可
不學。
　　這一段是要講禮的本質，前面我們都講了，是恭敬心。禮有很
多的形式，它的內涵永遠不變，超越時空，就是《曲禮》中的第一
句話「毋不敬」。它反映在哪裡？反映在自卑尊人。您看尊敬別人
就是，前兩天我們尊敬的釋淨空老教授講到人要自愛，尊敬別人就
是自愛，就是善待自己。我曾經到監獄出出進進很多很多次，在海
南，幾大監獄都有出進。我們看到這些服刑人員，他們恭恭敬敬的
在鞠躬。當我們剛開始進去的時候，他們不屑一顧，給父母打電話
都很驕蠻，很橫。可是當他們學了《弟子規》，學了做人孝道的道
理，有一個服刑人員再打去電話，父親接起來，他說：爸爸，您好
。父親說：你打錯電話了。這時候我們的警官又給他打回去說：沒
有打錯，是您的兒子。我的兒子怎麼在監獄變成這樣？原來打電話
根本不叫父母的，要錢要物，現在居然這麼恭敬的叫父親，父親都
很驚訝。「人之初，性本善」，我們要相信，這是中華文化的核心
價值。當這些服刑人員學了之後，他們開始鞠躬，向父母、向親人
鞠躬，懺悔他們的罪業。在座的朋友，這個躬一鞠下去，安了多少
父母的心，安了多少警官的心，安了，有沒有安我們國家領導人的
心？安了天下人民的心。這個教育多麼的重要！一個教育官員講，
連服刑人員都能夠教育好，難道我們的孩子教不好嗎？所以我們要



有信心。這個監獄的故事很多。
　　您看這些禮的內容，在言語當中我們看到，問別人的姓氏，貴
姓，表現自卑尊人。問別人的名，叫台甫；稱自己就是敝姓、草字
。我讓大家比較大約的了解一下，稱人家的父母叫令尊、令堂大人
；稱自己家的叫家嚴、家慈。稱人家的妻子叫令正、尊夫人；稱自
己的叫拙荊、賤內。大家不要誤會，不是罵自己的妻子是賤內，他
是自卑尊人，尊敬別人，縮小自己，是我這個貧賤之人的妻子，是
在說自己，不是罵妻子，我們的男性一定要理解對了。您看文字的
恭敬，自卑尊人，稱父母尊鑒，稱師長尊鑒和函丈，席間函丈，這
都是禮敬。還有很多的敬祝語，對父母恭敬福安，對師長敬請教安
，對長輩敬頌頤安，在寫信寫短信的時候，平輩恭祝春祺，同學恭
候課安，女性敬頌秀安。這都是我們過去的禮，現在都失掉了。
　　禮是什麼？修身的工具。「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
為本」。所以我們今天學聖賢教育，我們不能學高學大，要腳踏實
地，從修身克己開始。從哪裡開始？「當自端心，當自端身，耳目
口鼻，皆當自端。身心淨潔，與善相應。」從哪裡學？從正我們的
儀容儀表，從我們以微笑禮貌待人開始，從聽父母長輩的辭令、聽
話開始。從《弟子規》的「步從容，立端正，揖深圓，拜恭敬，勿
踐閾，勿跛倚，勿箕踞，勿搖髀」開始，這個叫落地的工程，我們
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我們看到希望了沒有？我們要看到我們民
族的希望。所以現在我們就從哪裡學？「步從容，立端正，揖深圓
，拜恭敬」，後面還有很多，我們要在生活的點滴當中去學的。現
在我希望還是要有一些，因為禮是講實踐的，我還是希望我們有朋
友上來參與。
　　可以請我們的義工搬九把椅子上來，現在我想請八位，四男、
四女上台來跟我配合。太好了，舉手，起來，這邊舉手的你們可以



站起來。好，請上台。太好了，感恩你們的支持和配合，請你們上
來一下。只要先上來的四個就可以，四個男的您上來，四個女的先
上來，我們就夠了，謝謝。我們就現場，我們共同來學習「步從容
，立端正，揖深圓，拜恭敬」的禮儀。我看哪裡是中線，這裡是中
間，這裡是中間，中間擺一個，這邊四個，這邊四個。好，謝謝、
謝謝！我就今天時間的關係，我沒有辦法採訪得那麼詳細。這個擺
好了嗎？總共九把椅子，間距擺好，不要擺得太密。對，這樣的間
距就可以。再往那邊過去點，跟這邊對齊，很好。我們男尊女卑，
來，男士往這邊。這個男尊女卑大家不要理解錯誤，它不是封建，
尊卑它是不斷轉換角色的，我們今天面對父母，做兒女的叫卑。天
尊地卑是位置處的不同，我們到了單位我們是領導，我們是尊，臣
子就變成卑；我們到了學校是老師，我是尊，學生是卑。我們每個
人都在尊卑的角色當中不斷轉換，我們要了解。來，請這邊來，您
看他們多規矩，沒有叫就沒有來。
　　李越老師：請問您來自哪裡？
　　配合會員：中山三鄉。
　　李越老師：中山，好。從事什麼工作？
　　配合會員：暫時沒有去工作。
　　李越老師：一心學習聖賢教育。
　　配合會員：對。
　　李越老師：好。
　　配合會員：也在學習。
　　李越老師：您好，您來自哪裡？
　　配合會員：我來自深圳。
　　李越老師：來自深圳。
　　李越老師：再來，您好，您來自哪裡？



　　配合會員：您好，我來自深圳。
　　李越老師：也是深圳。
　　配合會員：我也是音樂老師。
　　李越老師：太好了！
　　李越老師：您來自哪裡？
　　配合會員：深圳。
　　李越老師：今天都是我們深圳的朋友在上場，中山的、深圳的
。
　　李越老師：您來自哪裡？
　　配合會員：大家好，我來自廣東順德的。
　　李越老師：來自順德的，好。
　　李越老師：您來自哪裡？
　　配合會員：大家好，我來自黑龍江牡丹江中華傳統文化研究會
，我是一名義工，謝謝。
　　李越老師：好，謝謝。
　　李越老師：您來自哪裡？
　　配合會員：各位家人好，我來自於美麗的西安，我叫王榮生。
　　李越老師：請問您來自哪裡？
　　配合會員：大家好，我來自深圳孟母堂，從事幼兒讀經教育。
　　李越老師：好！其實我們這個論壇應該是我們祖國各地的朋友
都有來，本來可以詳細的再採訪，時間的關係沒有辦法了。現在我
就請台上的八位朋友，你們站到前面好嗎？以往你們要站立的話，
你們都會怎麼站？我們跟人講話，或者甚至我們升國旗儀式你們都
怎麼站？你們站給大家看好嗎？你們不要看我，看前面。他們站得
有沒有威儀？我們說三才者天地人，人與天地列位三才。所以一站
就要有天地的那種胸懷，那種德行，那才能夠代表萬物的靈長。他



們站得很好，我很想了解一下，我們如果沒有學聖賢教育的時候，
甚至我們平常看到人們站在那裡的時候，表現出來的沒有這麼端莊
，這麼有威儀，都表現很鬆散、輕慢，一些放縱的態度，你們做給
我看一下，讓大家也看一下好嗎？你們都做一下好嗎？做了定格一
下好嗎？做好以後定格。您不會做？就是不好的動作，站姿不好的
。你們站了不要動，不是，做了這個動作不要動，做了這個不好看
的動作不要動，可以配合嗎？
　　在座的朋友，我們今天講禮主要講恭敬心，當他們這麼一站的
時候，你們覺得磁場變了沒有？我如果今天是這樣的，今天我們來
一起來學禮、學《弟子規》，您還願意學嗎？我體現出來的是什麼
？傲慢、輕慢，是不是？目中無人。這樣的人，我們願不願意跟他
交往？更不可能跟他學習，是嗎？我們前兩天好像是周老師講，「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你有周公那樣
好的才華，假如你傲慢無禮，就不用再談了，什麼學問都不用再談
。所以您看，你們一下就不願意站不好看的動作，非常感恩他們來
配合，讓我們來現身的去感受一下。所以這些禮的外在的行儀，就
是我們內心修養的具體體現。所以我們內心有什麼樣的修養，外在
就會有什麼樣的行為。
　　所以我們說，「德輝動於內，理發諸外」。內在有德，自然出
來我們言行舉止就有威儀。因為我們的威儀代表我們一個人的人生
態度，代表我們的精神風貌，很重要。所以學聖賢教育，我們沒有
威儀，別人不願意跟我們學，我們沒有攝受力，我們沒有做到做人
的這樣一個端莊，那是不行的。他們站得都很好，你們要不要跟著
一起站一下？那要怎麼站？腰直頭正，目視前方，你感受一下，頂
天立地。你看一升國旗的時候，我們這麼肅穆莊嚴的站著，兩腳後
跟要併攏。假如我們這裡站得很好，腳是這樣的，您看，是不是心



就散亂了？禮是收攝人心，讓我們散亂的心時刻能夠收攏回來。我
們這樣一站就很有威嚴，就很有威儀，大家站得都非常好。所以宇
宙天地之間，所有的動物都不可能頂天立地，唯有人頭頂藍天，腳
踩大地。你還能找到任何一個動物跟人一樣嗎？所以人是萬物的靈
長，我們不能夠辜負這樣的美名，要做所有萬物的表率。站得非常
好，掌聲鼓勵一下。
　　好，請大家就坐，你們也就坐。站的錯誤的站姿，我們剛才看
到這樣，穿著西裝，把手揣到口袋。有沒看到揣到口袋？這些站的
行為都是錯誤的。這個站，它的實踐當中，比方立不中門，行不中
道。尤其一下課出門的地方，我們不要站那聊天。我們走到大街上
見到老朋友，一下就站那聊天，把路就給擋了。我們上電梯的時候
，要站到電梯的旁邊，讓電梯的人出來，我們再進去。您看點點滴
滴都是禮。我們沒有這個觀照，我們就往裡擠，可能就把人家的腳
踩了，衝突就產生，可能一場災禍就因為我們失禮而發生。您看，
就是要時刻的謹慎。所以在站的時候，我們注意生活中的這些細節
。
　　再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如何來坐。妳們坐得這麼優美，現在
請妳們坐出淑女般的端莊好嗎？我也跟妳們坐一個淑女般的端莊。
你們男士也坐一下好嗎？他們做得好不好？你們怎麼沒有學都做得
這麼好，一定都有學過。你們沒有人看到的時候，是怎麼坐的？你
們做給大家看一下好嗎？你們就是說沒有學聖賢教育，或者沒有觀
照的時候，或者我們看到。你看我每次到機場、公共場所，我看到
那個坐都不堪入目的。你們能不能做給大家看一下，好嗎？有什麼
不好看的動作，你們要廣修供養，你們也做一下好嗎？不好看的動
作。我們一些朋友都不會做，他可能一直都很規矩，都是這樣坐著
的。你們坐了不要動。好像我們一些朋友都不會那種不雅的，可能



從小家教很好，沒辦法效法。我要問一下，您知道什麼叫箕踞嗎？
　　配合會員：不清楚。
　　李越老師：《弟子規》的箕踞，您不清楚？
　　配合會員：箕踞，立端正。
　　李越老師：箕踞的動作。好，您不知道。您知道嗎？《弟子規
》裡的箕踞，哪位朋友知道？您做一下，做給大家看，什麼叫箕踞
。你們不都學過《弟子規》，您知道什麼叫箕踞，做給大家看。我
好傷心。開玩笑的。什麼叫箕踞，你們都不知道？好，您看我太狡
猾了，他們不知道，我就要做給大家看。箕踞，我們說「勿箕踞，
勿搖髀」，箕踞就是兩個腿叉得很開，這樣叫箕踞。我真的在機場
看到，我們很多的女性都是這麼坐著的，靠在那裡的。我們這樣一
箕踞坐著的時候，這個桌子擺在這，人家不小心從那裡過，就被你
的腳絆倒，有時候會傷得很厲害。你看這個就失去了一種威儀，就
不怎麼樣？就看上去非常不雅觀。這個我們每一句要落實。
　　搖髀誰知道？你看他們都很勇敢，這個叫搖髀。搖髀大家都知
道了，好。這些都是我們坐姿上比較錯誤的姿態。包括支頤，我們
要請客吃飯，我們的手都是這樣的，就很不禮貌，對客人。包括《
常禮舉要》裡講的橫肱，我們往那兒一坐，腿一叉，手一放，您看
其他的客人沒有地方了。您看禮就是在這些細小的地方來觀我們的
心，有沒有替人著想。還有交股、翹足，剛才就是你們翹二郎腿。
現在要怎麼坐？我們一起來坐一下好嗎？坐椅子的三分之一或者二
分之一，我們把雙腳併攏。可以請一位我們禮儀的小姐拿一下話筒
嗎？給我幫一下忙。都可以，只要有一位上來。好，謝謝、謝謝！
我們男士兩腳與肩等寬，男士兩腳與肩等寬，兩手放在腿上，大家
來跟我一起做。您看這樣坐是不是就很有威嚴？看那個老的舊照片
，我們的父親就是這麼坐著的。女子呢？表柔順，我們就要把腿併



攏，右手輕輕地放在左腿上，這麼來坐。您看這樣也會非常的端莊
，我們如果有照相，我們都要這麼來坐。大家試試看，大家坐得就
完全不一樣，很有威儀。
　　這就是我們的坐有坐相，站有站相。那這個坐，其實還有很多
的禮在其中，「或飲食，或坐走，長者先，幼者後」，吃飯的時候
如何坐，開會的時候如何坐。今天我們主要拋磚引玉，要讓我們對
禮引發更加重要的去重視它。在生活中，我們今天學聖賢教育，就
是從《弟子規》的一句一字去落實，我們去學習才會有根基，而不
是僅僅學很多的道理。要學它的實踐，實踐之後才能夠內化，才能
長養我們的德行。您看他們透過我這麼一坐，把這個胸脯要挺起來
一點，這樣坐好，手再收回去一點，就很有威儀。您看，這都是對
人的禮敬。假如我們翹著二郎腿，完了之後跟人家談話都是這麼坐
著，您看就對人非常不禮貌、不恭敬。所以你看有長輩來，我們馬
上也要長者來必起立，馬上都要起立。所以我們今天學聖賢教育，
要由父母先身體力行去落實，之後要訓練我們的子弟。這樣我們所
學的一切都很紮實，都實實在在的，就落實在日常的生活待人處事
接物當中。因為禮的這些具體的落實，包羅萬象。時間的關係，我
們不能夠一一和大家來分享、來參與。我們也再一次非常感謝我們
台上的這幾位嘉賓，為我們做了良好的示範。謝謝你們，謝謝、謝
謝！順便可以幫我把椅子搬一下，好，謝謝！
　　講到這裡，我們的時間也到了，我衷心的希望我們所有參會的
朋友，藉由我們不斷的參加聖賢教育的學習，我們不僅僅是在聽課
的時候感動，跟朋友打電話的時候激動，更重要的回去要怎樣？行
動，不能不動。我們回去之後？每天就是照著《弟子規》的經本，
一條一句的去落實。讀書不力行，只是說話而已，那都學在脖子以
上，我們要學在脖子以下，要修身力行。我也衷心的希望，透過我



們中華兒女共同的努力，來恢復我們禮儀的文化，讓我們真正擁有
這樣一個文明古國禮義之邦的實質，恢復我們文化的這樣一個大國
。而當我們人人都有禮的時候，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就有希望
，我們的文化就一定能夠復興光大。
　　在我來之前，因為我在馬來西亞，我們有個一年的共學班，我
和大家一起學習，就請我們一個學音樂的老師，為我們寫了一首使
命的歌。這首歌叫「使命」，我想不僅僅是我們這個班級的使命，
是每一位參會朋友的使命，是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的使命，我們就
唱給大家。「滔滔江河滾滾東流，匯成大海，千里因緣我們相聚，
奉獻真愛，共學共修，相親相愛，是一家人。承傳使命，復興文化
，繼往開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好，謝謝大家！對不起，耽誤了
大家的時間。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