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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同修，阿弥陀佛。今天藉由这个机会跟
诸位同修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在《弟子规》方面的一些修学体会。
刚好有同修写了问题，我们做一下交流。
　　问：第一个问题，男众想邀请女众照相，《弟子规》有何规范
？
　　答：这跟往生好像没什么关系。《弟子规》从头到尾讲一个孝
字，《弟子规》从头到尾也讲一个敬字，对人的恭敬。我们所有处
世待人能圆融，父母不担心，《弟子规》从头到尾也讲一个孝字。
所以有孝心、有恭敬的心，要落实弟子规就不难，而且孝敬的心是
我们本有，对自己要有信心。我们修行人不能讲我的个性怎么样，
我的个性怎么样，个性不是真正的我们，我们的本善里面跟圣贤、
跟佛菩萨是无二无别。我们从心境上去学《弟子规》，落实起来就
不困难。是一个孝字、是一个恭敬，也是一个忍字，忍住烦恼，伏
住烦恼，放下过去错误的个性。修道人没有个性可言，个性就是贪
瞋痴慢，叫个性，修道人是「勤修戒定慧，息灭贪瞋痴」。
　　我记得二００五年一月一号到新加坡跟新加坡的同修交流中国
文化，师长见到我们第一句话跟我们提到，「学佛就要学释迦牟尼
佛，学儒就要学孔子」。我们是学佛、学儒，我们不是佛学、儒学
，学佛、学儒最重要的就是从存心上去契入。存心上一定是不断的
息灭我们自己的贪瞋痴，观照自己的起心动念、一切言行，跟佛菩
萨、跟圣贤人相不相应。佛菩萨的行持是一切皆是孝敬的心，所以
是礼敬诸佛。我们今天去邀请别人照相，要有礼敬的态度，但是我
们想想，做任何事情有没有意义要先想。我们每天念著无常偈，「



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精
进就是跟了脱生死、跟往生无关的事就别干了。男众去邀女众照相
，这个意义好像不大，真的照完相之后，照片怎么处理还真麻烦！
到时候照完洗出来，又被太太看到问「这个人是谁？」那有什么意
思？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先想想有没有意义？烦恼就不见了，有意义
的事再做。
　　那天悟道法师跟大家讲解一段《寒笳集》，蕅益大师的教诲，
那段话对我们的启发太大了，我们要深深记在心上。诸位同修们，
法会结束了，它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结束。让我们把从每个法
师教诲当中给我们的启发，从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落实下去，这才
是真正对所有法师给我们的教诲，真正的供养、真正的回馈。而不
是我们到法师面前说「法师，你们讲得太好了！」更重要的，诸位
法师最欢喜见到的，还是我们依教奉行，佛菩萨最愿意见到的也是
如此。诸位同修们，我们七天课程结束了，每位法师的教诲还有多
少印在我们的心上？
　　悟道法师那天提到的，「真为生死持戒，持戒亦必悟道」，我
们所有的规矩都是真为生死做的。从这段教诲，「真为生死营福」
，我们做一切布施、一切服务大众的事，统统不求来生福报，也不
求子孙发达，都不求，只求了脱自己的生死，只求一心一意往生西
方极乐世界。所以这「真为生死」四个字真留在我们的心中，这些
问题不会问。佛陀说「系心一处，无事不办」，不管做任何事情，
专注的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只为了这个目标，那一定成就。
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在工作、在处世当中，统统为了广修供养，
给世间人做好榜样，都是为了敦伦尽分，求生极乐，那每天的生活
统统在积累往生的资粮。
　　我们刚刚说到男众邀女众照相，《弟子规》有没有规范？《弟



子规》是讲礼敬、礼貌，我们要去邀请别人，当然要对方同意才可
以照，这就是「礼者，敬而已矣」，我们用恭敬的心去请教别人、
去邀请别人。而且「人不闲，勿事搅」，人家在忙的时候就不要找
他去照相，做什么事情。而且不认识的，找也不好，不是很熟的去
找人家，人家要拒绝也不是，这就恼害众生。我们邀请他人做任何
事，都要让对方感觉很自然、很舒服，这就是一颗柔软的心。
　　问：第二个问题是女众不想个别跟男众照相，如何婉谢？
　　答：我们不要把事情想得很复杂，就直接说「对不起，阿弥陀
佛，这个跟往生无关」，然后很恭敬。人跟人不是言语在交流而已
，最重要是心境在交流。我们讲这段话说，「你昨天没听课！真为
生死还照什么相？」这就跟他结怨了。但是我们是藉由这个机缘广
修供养，「真为生死，我看就别照了」。言语「怡吾色，柔吾声」
很重要。
　　问：第三，优婆塞可否同优婆夷搭肩照相？
　　答：有些问题其实我们静下心来，我们的敏锐度、感受能力就
起来了。真的，我们看那个动作看起来不雅观、不文雅、不端庄。
我们看到走在路上年轻男女搭著肩走路，他们不累，我都替他们很
累，那走起路来多不方便。而且我们要了解，我们为什么出离不了
六道轮回？男女的情欲是个大障碍。人跟人，男女没有接触都会生
烦恼，更何况接触的时候还太过这种亲密，那对修道都是很大的障
碍。我们学贵自知，修道人需要清楚了解自己的状况，任何动作会
引起我们贪瞋痴慢这些念头的，尽量持戒，不要犯、不要做，戒是
修个清净的心。像俗话讲的「英雄难过美人关」，但这个时代已经
没有英雄，英雄都难过美人关，哪有可能不是英雄还过得了！说实
在的，这句话经典也没有，这句话谁说的？那个犯错的人找藉口说
的。自己都犯错了，还封自己一个英雄的名号，所以这叫「倘揜饰



，增一辜」。讲这句话的人，果报要负很大的责任。倘揜饰这是我
们时时要观照到，不能找藉口，确实不能不谨慎。
　　我们看到唐朝唐玄宗，唐玄宗帮《孝经》下注解，写得很好，
也是很有德行。唐玄宗还没遇到杨贵妃以前，治理国家是「开元之
治」，是盛世。当然在那时候他旁边有好的大臣，有张九龄、有韩
休两个大臣辅助他。唐玄宗当初还没遇到杨贵妃，治国很精进，韩
休时时都会指出他的缺点，唐玄宗也很有雅量，接受他的劝谏。但
是说实在的，听完劝谏之后还是很难受，直接批评他还是很难受，
但是他点点头，也不敢生气，很有修养。大臣就进谗言，「皇帝，
韩休对你讲话这么苛刻，你怎么对他这么有礼貌，还这么客气？」
唐玄宗讲，韩休讲的话真正利益人民，虽然我听他的话可能三天吃
不下饭，我的体重都下降，但是瘦了我一人，肥了天下人，值得！
你看唐玄宗为了听这些直谏，这些好的言语，他自己承受直谏的难
受。当然假如学过《弟子规》就不难受了，《弟子规》讲的「闻誉
恐，闻过欣」，不只不会难受还高兴。
　　我们上一次有提到，大禹为什么是圣人？他「闻善言而拜」，
人家指出他的缺点，他给他顶礼道谢。子路是贤人，他「闻过而喜
」，人家指出他的过失，他很高兴，道谢。但是我们这里要再往深
处去探讨，为什么大禹、子路能闻过而喜，为什么我们不能闻过而
喜？心境差别在哪里？差别在慈悲心。因为大禹想著，假如我有过
失，我所影响的是整国的人民，他来是要造福人民，不是来障碍人
民。他那颗为人民奉献的心，让他做任何事情战战兢兢，深怕自己
没做好。有人能提出他的缺点，让他能把服务众生的事办得更好，
他欢喜、他感恩。真的，我们修学最根本的还是慈悲心，慈悲为本
。
　　今天这些圣哲人，当他们被叫君王、当他们被叫老师的时候，



他们深怕对不起别人对他们的恭敬，这分慈悲的动力，督促他们每
天要「德日进，过日少」。我们今天对治自己的习气，假如悠悠放
任，那就要再回到根本上，我们利众的心不够深切。我们今天假如
早一天成就，很可能许多有缘众生就不会堕落。他们跟我们是一体
，我们不忍心看他堕落下去，时时抱持著「众生无边誓愿度」的心
境，相信这样的心量对治我们的习气不困难。因为当悲心起来，妄
心就不复存在，圣狂之分在乎一念之间。下次他人指出我们缺点，
我们欢喜、我们感谢。
　　后来韩休死了，有两个大臣，一个叫张九龄，一个叫韩休，这
两个是最好的大臣，一个老了，一个死了，没有办法帮助他。又出
现杨贵妃来，从此君王不早朝，荒废朝政。当时候的读书人感叹，
因为当初韩休在的时候，唐玄宗只要贪玩乐的事情，他边做，很有
意思，做了一下突然说「韩休知不知道我在玩？」他的话问完没多
久，马上就会听到太监说「报」，韩休的奏摺来了，开始批评他。
所以他被韩休批评到只要玩乐，马上就想到韩休，就想到韩休知不
知道。我们身旁有没有这么好的善知识？我们在浪费时光的时候，
马上想「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了又会来批评我」，有这样的朋友是
我们人生的大福。可是往往这么好的朋友，我们都离得远远，反而
会巴结、谄媚我们的人，我们最喜欢跟他们讲话。这都是很值得我
们从历史当中，观照自己的心境、心态。
　　「福在受谏」，人生最大的福，面对善友、善知识的谏言，我
们能欢喜的去领受。而且更重要的，领受完之后要后不再造，要依
教奉行。所以当初杨贵妃出来的时候，整个朝廷很感叹，「九龄已
老韩休死，无复明朝谏疏来」，再也没有忠臣的劝谏到朝廷来。唐
玄宗的德行算是相当不错的，都抵不过女色这一关，我们男众更应
该在修行当中要更注重男女的分寸。唐玄宗跟杨贵妃这段，对我们



女众也要好好的有启发，你看写著「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
理枝」，这样的话，女众招架不招架得了？这个时候要突然想到师
父的一句话，「佛菩萨有真感情，众生都是虚情假意」。这句话要
会听，谁虚情假意？我们一听完，众生都虚情假意，比半天都比别
人，没比自己。其实说实在的，当我们这么一比，一只手指头对别
人，几只手指头对自己？四只手指头对自己。
　　杨贵妃没学《弟子规》，也不能怪她，她没有办法判断，一个
男人面对自己祖宗遗留下来的基业，不能尽心尽力，他已经没有孝
道，没有孝道哪来的爱心？「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所以学
《弟子规》，判断婚姻大事、判断朋友、判断事业的合作伙伴，判
断可以找到同生极乐国的这些同修们，都可以从孝道、从《弟子规
》判断。杨贵妃她也没有判断，唐玄宗对她的爱是真的吗？所以后
人写了一段话很感叹说到，「空忆长生殿上盟」，就想到他们在长
生殿上不是在那里在天愿作比翼鸟吗？「空忆长生殿上盟，江山情
重美人轻」，就是后来逃难的时候，军队不愿意走了，说只要杨贵
妃不死我们不走，整个军队统统都停下来。江山重要还是美人重要
？「江山情重美人轻」。这个时候唐玄宗头低低的，一句话都没讲
，「华清池水马嵬土」，在华清池帮杨贵妃洗澡的是唐玄宗，亲手
把杨贵妃害死在马嵬坡，用黄土把她埋掉的也是唐玄宗。「华清池
水马嵬土，洗玉埋香总一人」，有真感情吗？假的！关键时期这个
爱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当初假如唐玄宗说，这件事情不是杨贵妃的错，是我的错，「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诸位同修，假如当时候唐玄宗是这么样提
起一种气慨、一种理智、一种反省，历史会改写，很可能杨贵妃就
很感动，之后也会转恶为善。大家的表情好像不大相信，精诚所至
。但是这个时候亲手把杨贵妃给埋掉，缠绵悱恻的两个人的关系，



下辈子还是来讨债。所以，我们没有真感情，没有真智慧，每天都
在跟人家结恶缘，你看这么好的感情的缘，到最后还是这样收场。
真正夫妻有这个因缘，男女有好的因缘、善缘，一定都要导归极乐
，一定都要结法缘。
　　问：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问题，有一个三岁的小外孙，在两岁
时就曾教他背《弟子规．总叙》，但我探亲结束后返回大陆，今年
再来雪梨时，他已经不会背《弟子规》了。
　　答：你看我们觉得学《弟子规》，什么叫学《弟子规》？这段
话就执著在「背」，他不会背了，背不是真学，要做才是真学。谁
做？教育的「教」字，小篆的字给我们讲得太清楚了。左边两个叉
，下面一个孩子，右边一只手拿著一枝树枝。这个教字没有嘴巴，
不是叫小孩做的，是我们做给小孩看的。所以那两个叉，第一个叉
就是父母、老师做出榜样来，下面一个叉就是小孩模仿，这是教育
。很多家长跟我们交流一些教育的问题，假如我们学习《弟子规》
，要把它转成我们的家风、家道，我们的意念没有回到自己先做，
这个问题无解。我们不先要求自己转，那叫心外求法。我们一切的
亲朋好友是我们的依报，是我们的人事环境，依报，「依报随著正
报转」，我们的心境真的转了，依报就会转。
　　我们学的时候不是先改变自己，而是先要求别人，而是先看别
人的过失，我们的心已经不平，心已经不净。边给孩子讲、边给孙
子讲的时候还很急躁，还皱著眉头。他感觉到我们那种控制、那种
占有，所以下次我们要找他谈，他马上「奶奶，我要上厕所」，他
就走了；「妈，我还有事，我工作很忙！」所以，要先从自己开始
做起。很多家长听课听完很急促的来说「蔡老师，你多讲一些什么
方法可以一下就让我的孩子变乖的方法，那个技巧、方法一定要告
诉我们。」心态要观照，孩子行为的偏颇，那都是三年、五年，甚



至更久的时间，有没有可能说用一个方法，马上让他整个人生态度
完全转过来？我们这个心是贪心，贪快、贪好，我们没有反求诸己
，原来都是我这三、五年在教孩子的观念当中偏颇了，我要赶快先
修我自己。我们能回到先修自己的身，那个心才平得下来；都是要
求他人，那个心都是浮躁的，都是定不下来的，定不下来一定生烦
恼。
　　闽南话说「吃快就撞破碗」，就是这个道理；孔夫子也说「毋
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这都会给我们很好的省思。做任
何事情，我们求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什么是水到渠成？以身
作则，水到渠成。从自己，这正报，从自己开始转变起，依报自然
就转。今天只要身旁的亲朋好友没什么转变，一定是我们的问题，
要用「一定」，不能用「说不定」，用说不定就有侥幸，任何侥幸
的心态就不是真心，就不是真正的反省。所以，醍醐不能掺杂这些
杂质、毒药进去，要真正反省自己，从我们自己身上找答案。
　　有位女士她是在乌鲁木齐，她的学历挺高的，她的先生也很有
成就，她先生底下的员工有几千人，她觉得先生对她不够尊重。诸
位同修，我们起一个念头说别人不尊重我们，这个念头对不对？这
个念头就是心外求法。自敬而后人敬，我们自己尊敬自己，人家才
会尊敬我们，「敬人者人恒敬之」，我们能真心恭敬别人，自然人
家就尊敬我们。修道人，对任何一个人没有要求，只有要求自己，
这个才是内学。我们起个念头，别人不尊重我们，那我们就没有行
有不得，反求诸己。她觉得先生不尊重她，她又顺著自己的意思去
理解为什么先生不尊重我。所以真的要随顺圣贤教诲，不能随顺自
己的想法。她想因为是先生觉得她的工作能力不够好，赚的钱不够
多，所以她就要跟先生比赚钱。对先生不了解，都错解、误会。自
己跑到深圳去找工作，也找到不错的工作，一个月收入超过一万块



钱，也是很高的收入，也是白领阶级。
　　其实说实在的，先生是不是因为她赚钱少，不恭敬她？最主要
的，很可能是先生工作这么繁忙，回到家里，家里也没安顿好，婆
媳之间的事还让他生烦恼，孩子的教育让他不安心，所以他心里烦
躁，他不是真正对你不恭敬。假如家里统统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先
生生欢喜心、生感恩心。错解之后又去工作，家里愈搞愈糟，有一
天半夜一、二点，她的父亲打了一通电话给她，接起电话来，她父
亲讲：「女儿，我不管你现在是赚一万，还是赚十万，我不管，你
赚再多的钱，假如把你的孩子给毁了，一点意义都没有。」说著说
著就说到，因为电话声当中传来哭闹声，她的父亲跟她讲：「你的
小孩从九点多十点左右吵著要看电视，我叫他去睡觉，他不肯，哭
到现在半夜一二点还在哭，这样的孩子我没有办法教，你自己看著
办。」这位女士放下电话，隔天就辞职了，所以母爱还是非常有力
量。
　　她回来之后就用心的开始教她的孩子，人生的因缘都是我们自
己的心感应来的，烦恼就感应来业障；对孩子无私的爱心，对众生
的愿心，就感来好的善缘。她这分要把孩子教好的心，很快的她就
跟《弟子规》的缘接上来了，又听了我们一些老师们讲的课，开始
反省自己。婆媳关系本来不是很好，就开始每天亲手打豆浆做早餐
给她婆婆吃。第一天、第二天没什么反应，做了半个月、一个月下
来，谁会不感动？所以婆婆就愈来愈欢喜，觉得媳妇很有孝心。有
一天走在路上，回来的时候碰到媳妇，这个婆婆手上提了一些菜，
一时间情绪也很感动，就把菜放下，就抱住自己的媳妇，对她媳妇
讲：「你跟我年轻的时候真像，好强，不服输，但是心地很好。」
你看婆媳之间都敞开心门来谈话了，那很愉快，完全就是自己的女
儿一样。她的婆婆打电话给她儿子，还会跟她儿子交代，你可不能



欺负我家媳妇。你看这个儿子听到这段话多安心，婆媳关系很好。
　　她先生的事业，因为她放下了，回来照顾家庭，她的先生没有
后顾之忧，事业如日中天，发展得很好。后来先生回来，在工作上
有些无奈，因为年轻又发展得好，嫉妒就很多，所以她先生就生烦
恼。她学了中国文化，当她先生讲到这些问题，她想都没想直接讲
了一个字，让，把功劳要让出去，你的嫉妒、障碍就少了。她先生
一听到这句话，愣了一下，你一个小女子怎么懂这么多！你看古圣
先贤这些教诲都能解决人生的这些烦恼。我们让功於众，大家都欢
喜；把事情做好了都往自己身上揽，那没嫉妒、障碍才怪。她回来
之后对她先生也很用心、很照顾，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家在做
的时候，是真正发自内心去敦伦尽分、去付出，在做的当下绝对不
是说，我先生有没有看到我在做？刻意做给人看，人家会感觉到不
真诚。
　　有个太太听完课之后，也很勇猛精进，回去后真的很努力干，
在那里拖地，做菜都加菜。做了一个礼拜，这个心快伏不住了，怎
么连一点赞叹都没有？到了第七天，自己在那里拖地的时候，先生
继续坐在他暖暖的沙发上，在那里看报纸，一动也不动。太太终於
忍不住，把拖把一丢：「我做了那么多，你都没看到吗？」她先生
挺有修养的，慢慢把报纸放下，然后对她说「你不是学《弟子规》
的吗？怎么样？忍不住了吧！」因为我们做的时候不是打从内心去
付出，愈刻意做，人家就愈刻意不看。所以一切都要从真实心中作
。
　　有个先生他听了「幸福人生讲座」之后，蔡老师讲「好话一句
，做牛做马都愿意」。有一天他太太在那里煮菜，忙得很，他就在
厨房的门口说「太太，你好辛苦！」他太太说，知道辛苦，那就赶
快进来帮忙。这先生说「蔡老师说做牛做马都愿意，没有说叫我进



来干活。」这都是自私自利的心在做，这不行；要打从内心看到太
太的辛苦，彼此这种心境就传递了。任何事情夫妻相互的帮忙、协
助，这时候就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她付出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半夜突然觉得先生好像不知道怎
么了，她就张开眼睛，她的先生半夜睡不著，坐起来。她问你怎么
了？她先生讲「你每天帮我留的那盏灯，我都看到了，你有时候留
的这些消夜，怕我肚子饿，我都感受到。」她先生是因为她做了这
段时间太感动了，想得睡不著觉，坐起来。时间有限，这个故事就
讲到这里。之后她在工作当中，一上台都是恭恭敬敬给底下鞠躬，
她所有的员工都愣住了，敬人者人恒敬之。以至於到海外去跟这些
外国的友人做报告，她一上去也是恭恭敬敬给大家鞠躬，她下台的
时候，外国人跟她讲，你是真正的中国人。一言一行都是在弘扬我
们的文化，我们没有依照这些教诲、这些礼仪去做，我们是变成破
坏自己民族的形象。
　　我们要能让一切人生欢喜，最重要的要先从自己做起，正己自
自然然能感化他人。很多我们亲朋好友对我们的埋怨，都来自於我
们不先要求自己，先要求他们。他们的内心明明知道我们说的也是
对的，但心里不服，你都没做到还讲我，就有怨。怎么去怨？都要
求自己的人没有怨，人家对他没有怨。师父在一把扇子当中写到「
圣人常受天下之责」，常受天下人的责备，「而无责人之心」，却
没有责备他人的心，「是以终无怨」。他的一生没有埋怨他，他的
一生世世代代的子孙都怀念他，都缅怀他的德行。所以没有人骂尧
舜，只有佩服他，因为尧舜治国的时候，任何人民的事他都是觉得
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诸位同修们，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人生是无怨
无悔的人生？不只自己无怨无悔，让我们一切的亲人对我们也无怨
无悔，这样的人生痛不痛快？痛快！我们往这个方向去走，就是反



求诸己。
　　其实在推广中国文化当中，我们前几天的课程跟大家也有分享
到，确实我们在家里尽好先生的本分，尽好太太的本分，尽好为人
父母的本分，尽好兄弟的本分，为人子女的本分，到公司里，尽好
我们为人同仁的本分，已经在弘扬中国文化。因为我们尽本分当中
，我们对《弟子规》、对佛法的体会就愈深，愈深都是自然感悟到
的就流露出来，跟人家一起交流，真感情、好文章就能感动别人。
很多人说我很想做，怎么做？从当下自己的每个角色先尽力做好。
一般我们都不是先从自己修身做起，我们一听到这么好，马上想：
我要去找县长，我要去找市长，我要去找哪个大官。当我们去找这
些大官的时候，他对我们佩服吗？他从我们身上感悟到了《弟子规
》、佛法的好了吗？唯有他从我们身上真正感悟到道德、学问的重
要，他才会去推展圣教，所以还是皆以我们自己的修身为本。人对
我们有信任，我们讲的话他才听得进去，这叫知所先后。劝诫别人
，跟别人分享有一个基础，就是一定要取得人的信任。这个信任就
看我们落实的程度到哪里，落实得愈好，人家对我们的信任就愈高
，人家愿意听我们的话的缘就愈成熟。
　　问：这位同修又提到，我如果没有再教他，有人说孩子太小，
不要太早教他，要发展到四岁以后再教。
　　答：这个说法不是真理。现在这个时代知识爆炸，人云亦云，
现在人讲话都不负责任，都没有对照讲出来的话跟真理相不相应？
但是现在言论自由，也怪不得人。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判断力，真理
才听。真理是什么？教育从哪里开始？不只从胎教，还没怀孕就决
定了。孔老夫子的外公找女婿的时候怎么找？找看看这个家族祖宗
有没有积德！孩子能不能教好，一开始，我们有没有德行感应来好
的子孙，这就已经决定了。感来是来报恩的，感来是来为往圣继绝



学的，他的根基就很好。因为我们中心很多老师，他们还没结婚的
，或者已经结婚还没生孩子的，我都跟他们讲，要生就要生再来人
，不然就不要在那里找麻烦。闽南话说「不要找麻烦」。要很坚定
的信念，就是为往圣继绝学的，就能感来这种好的子孙。至於怎么
样感来好子孙，请看《印光大师文钞菁华录》，里面有对求孩子有
很好的开示，包含「保身节欲，以培先天」这些，还有胎教，还有
小时候的教育。
　　「三岁看八十」，从怀孕到三岁以前，那是教育的关键，这个
时候最重要的是父母做榜样给孩子看。我们这次到马来西亚去，遇
到孔老夫子后代，这位老师说到他没读过《弟子规》。大家不要听
到这里「没读过？」接著听下面的重点。虽然我没读过，但是当我
把《弟子规》看一遍的时候，这每一句我都想起我小时候的情景。
他一看到「置冠服，有定位」，爸爸、妈妈就是这么做的。他一看
到「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他马上想到父母的表演
情境。《弟子规》真的是家教，是父母做给小孩看的，他虽然没读
过《弟子规》，他已经学过《弟子规》了。他还提到他称呼自己的
父母，绝对不可能用「你怎么样、他怎么样」，都是「父亲大人、
母亲大人」，非常的恭敬。所以这不会太早，三岁以前、胎教都是
关键。
　　有一个孩子两岁，我们一位老师去他们家做家访，他的哥哥是
这位老师的学生，这个孩子跟著父母、跟著哥哥，四个人陪老师在
客厅坐。妈妈就把一盘葡萄端出来，葡萄水分很多很甜，看起来很
甜。这个小孩拿著葡萄，第一个就拿给这位老师吃，你看他才两岁
，他知道先给客人吃。拿给客人完之后，这个孩子又拿著葡萄去给
爸爸、去给妈妈吃，接著他又拿著葡萄去给哥哥吃。当他要拿给哥
哥的时候，他的口水太多了，已经滴下来滴到自己的手臂上，他还



是拿给哥哥吃，最后才给自己吃。不得了！一个两岁的孩子，你看
他那种节制欲望的能力有多高。为什么他能节制欲望？他有孝悌的
心，他先想父母、先想兄弟。他去公司工作他一定效忠领导，他一
定友爱同仁，家庭教育决定了一个人往后事业的成就，也决定了一
个人往后道业、学业的成就。因为对父母孝敬、对兄弟友爱的人，
对老师一定是孝敬，对於同参道友绝对是尽心尽力友爱。因为「兄
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他体会到老师最欢喜的，师父
最欢喜的，是看我们同修之间互相扶持，勇猛精进。所以「入则孝
，出则弟」确实是人生的大根大本，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好，今天就跟诸位法师、诸位同修交流到这里，有讲得不圆满
、不对的地方，还请诸位法师、诸位同修批评指正，阿弥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