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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講  明儒理 

                            主講人：玄元 

                                             文稿整理：吳雅惠 

各位同修午安！今天講經驗的主題是「明儒理」。這個主題在玄元來

說，於身份上似乎不太符合。玄元既不是中文教授，也不是國學大師，在

「學術」地位上和他們比是天壤之別，幸好玄元不是「學術」，而是「學道」，

事實上一個學道的人是不必很有學問的，學問太好的人往往不容易接納他

所知道以外的道理。 

玄元在此傳道醫，用的只是俚俗之語，也因為如此（學問不好），所以

自然就不懂得咬文嚼字。今天就讓玄元在此粉墨登場吧！講儒理嘛，理所

當然的要介紹一下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他是春秋時代的魯國人（今山

東），名丘，字仲尼，西元前 551 年生，乃是一代聖人，曾在魯國為官（司

冦），攝行政事，三月大治。後周遊列國，六十八歲回到魯國，刪詩書、定

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門下弟子三千人，其中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六藝」即是「禮、樂、射、御、書、數」六種技藝。後世尊稱孔子

為「至聖先師」，而儒學後來以四書五經為重心，四書：論語、孟子、大學、

中庸；五經：詩、書、易、禮記、春秋，亦即《聖文經》所說的：「孔聖門，

流九經」。 

 明儒理，從字面上來解，「明」是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日月

常照謂之「明」（透徹之意）；「儒」是生為「人」者都「需」要學習的基本

道理；「理」則是上至帝王將相，下至村「里」小民，都應該遵行的處世原

則。俗曰：「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統合起來講，明儒理就是為

人一生所必需明白，學習並恪遵的道理。 

讓我們來看看「大成至聖孔子先師誕辰紀念頌詞」，聖贊曰： 

偉哉至聖德。大哉先師道。學道傳世人。中外盡欽崇。乾坤賴此秀。

天地賴此清。精神同日月。晝夜永恆明。千秋億萬載。頌祝紀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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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化。正人倫。行仁慈。挽社會之頹風。納人民於正軌。人人正

心明德。社稷安寧。世界大同。 

所以歷史上有這麼一句話，「半部論語治天下」，語出於宋太祖趙匡胤之宰

相趙普。論語只是九經之一，儒理的一部分，可見儒理為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所不可或缺的。 

儒家的人生哲學以修道為教，以率性為道，以天命為性。上次講過孟

子以性善為義，荀子以人性本惡，皆不足以盡其性。人有喜怒哀樂是情，

而未發者為性，發而能節者，心之和也。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是

性。「性」是先天，也就是為人之初念，孟子教人「惻隠之心人皆有之」即

是人之初念。人我渾然無分，人溺己溺之胸懷。本來就沒有人我之區別。

愛親敬長之義，良知具自孩童，所以強調人之初性本善。生生之理是仁。

孝弟為人之根本，孝弟即是吾人對父母兄弟之初念。夫妻之和、朋友言信

就是人性之初念。人之初念雖「善」，但世間的事物及是非利害相去甚明。

人便開始有了分別心，初善念也開始起變化。是非利害見的越多，初善念

就轉的越快，轉變到最後才有了「惡」的產生。可見人之初性沒有不善的，

只是定性不足之人受外在環境的牽引，而轉變了初性，轉念與初念相違背

才變成了「惡」。也就是三字經所言：「性相近，習相遠」。惡習多的人，本

性才轉化為惡。如今社會上那些為非作歹，殺人越貨的歹徒，就是明顯的

例子。所以儒家的哲學精神以「修道」為「教」。（以修除惡習回歸自然本

性為教化）因此荀子的人之初性本「惡」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上個月因時間不夠，所以「人生指南」這個字名今天來詳解。「人」字

左上撇為天陽，右下撇為地陰，天地陰陽合而成字成「人」。因此人才居中，

為天地人三才之一。人居天地之間，欲上則上，欲下則下。上行成聖成佛，

下行則為鬼為蜮，任人心之所欲而成，所行而成（因果）。「生」者，無生

之生（無中生至有），生天生地，而生萬物，生生不息，不息生生。「指」

者，本來是手指的指字。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也」，在此作方向之意解。

南者，南方主枝任之功，南方屬陽 (火) ，北方屬陰 (水) 。天地萬物非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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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非陽不育。以時屬夏，故人生非向南行不可。昔軒轅黃帝與蚩尤相

戰於涿鹿之野（哈爾濱宣化縣雞鳴山）。蚩尤施展妖術佈起大霧漫罩長空，

使軍隊迷失方向，不知來去。黃帝做了指南車，辨明方向，突破迷陣，終

於戰勝蚩尤。而人生在紅塵的迷霧中不也容易失去方向嗎？因此應找對人

生的方向，向南行。（在此處向南行，只是比喻正確的方向。）抛下六道迷

途，方得回歸真自然。故名「人生指南」。 

另外一解，有本道書叫做《天堂遊記》，我相信在座各位同修很多人都

看過。內容敍述濟佛帶領楊生入天堂時經過南天門（難青氣      門）。到底有沒

有這回事，玄元後面再表示意見，但很多經書上都提到「南閻浮提通南天」

這回事。守天門的是孫悟空，而孫悟空與其二位師弟代表的是人之貪、嗔、

痴三毒，暗示眾生要過此門先學悟空。孫悟空 (行者) 比喻著猴子之心猿意

馬，又代表了孫中山 (台幣)，也喻意著人之好吃(痴)。所以呢，「南天門」

也是「難青氣      門」。修行很「難」通過這「青氣    」  的門檻之意。要嘛，就必先

放下貪、嗔、痴三毒，學達「悟空」之境方可通過。依玄元看「天門」與

「孫悟空」只是方便教化眾生的一個寓意而已，並非真有其門或有隻猴子

守在那兒。此門是「心門」，此猴是「三毒」。道德經曰：「道無門」。金剛

經曰:「凡有色相皆是虛妄」。德藏經一炁宗主曰:「法界俱空太虛無相，是

為大道之真常。天堂並非天上設有堂，地獄亦非地下設了獄，天堂與地獄

皆在一念中」。所以很多人活在「人間天堂」，但遺憾的是有更多的人活在

「人間地獄」啊！這樣不已說明一切了嗎？ 

以上是玄元在此講經驗，自己想的有影無影(台語)，請各位師兄師姐豆

豆去跨麥(台語)。好！「人生指南」解說就此打住，再回來講今天的主題「明

儒理」。先看看「人生指南」的偈文： 

儒揚忠恕釋慈覺 

耶博回真道明德 

萬教真理同出一（註：真理即一。一即真理。） 

德化濟世廿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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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可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來看，一個人必先忠於自己，

便能忠於家，忠於國，忠於天下蒼生。儒家講「忠」，其目的不外乎教人守

本份。俗曰:「食君之祿，擔君之憂」，就是本份。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也

是本份。若像時下的順口溜「錢多事少離家近，睡覺睡到自然醒」， 這個

就不守本份了，也就是不「忠」，「忠」是為救世成人成己之道。人人自掃

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也是本份，如果人人都能真做到了，世間便

無污濁，人人皆能自淨其心靈，天下便太平了，也如同清靜經所說:「人能

常清靜，天地悉皆歸」。 

「恕」寬恕自己很容易，寬恕別人很難。 (比喻)《論語》「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正是此意。恕是如心，要時時學習保持心平氣和，心自然如意，

心常如意之人，便能了解以下四句之內涵。「物有本末，事有始終。知所先

後，則近道矣!」人為萬物之靈，知此道理，何患不恕呢？能恕人恕己，便

可恕萬物，則氣化相感(人同此物，物同此心，心同此理)。萬物接踵而隨之，

天地清明，坦坦蕩蕩，化濁亂世界為清平。 

再來談「明儒理」與道醫。通明儒理的人，也就是有「德」之人。道

醫分「身、心、靈」三階段。第二階段「心」，即是修心，修「醫德」。俗

曰：「醫者，父母心」，父母對子女的付出，也就是向天地學習對萬物的「德

愛」。「道為天地根，德乃天地本」，身為醫者怎能不培養醫德呢？中國歷史

上有很多具備高深醫術的神醫，但也有被稱為「神醫」而沒有醫德的害群

之馬，那個人就是戰國時代的王神醫( 這種人現行社會也不少 )。他被呂不

韋( 呂氏春秋 )用錢收買，下藥毒害異人( 莊襄王 )不能生育，而去栽培他

與莊妃所生的兒子，這個兒子後來結束了春秋戰國的混亂時代，開創了秦

朝，成為秦始皇。呂不韋由商而政，就是野心勃勃要贏得政權，所以給兒

子取名贏政。所以啊！就算醫術精湛已被譽為神醫者，若無醫德，也會因

為貪念而遺臭萬年的。要培養醫德就從「儒理」入門，學習做人的道理就

對啦！從這一篇文說起： 

讀書不見聖賢如鉛槧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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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官不愛子民為衣冠盜 

講學不尚躬行為口頭襌 

立業不思種德為眼前花 

讀書不見聖賢如鉛槧庸，意思就是說：人們讀書如果沒能把書中的道

理，融會貫通，消化吸收進腦子裡，並行之於曰常生活之中，那麼就如同

古時候的木簡(竹簡)中的每一塊木片，及連接木片的鉛線，只知有字被刻上

而不知其義。即是形容腦袋瓜像金屬木料那樣的庸才。(竹本)日語：阿逹馬

曠苦力。(經驗一則)民國九十一年有個人來看胃病，大約有十多次吧！那一

天他告訴我，下星期他將要開始做實習老師，只有晚上才有時間來。玄元

當下就恭喜他學業有成，能學以致用，服務人群，又肩負了承先啟後的社

會責任，同時問他，以後當你的學生問你，人為什麼要讀書，你會怎樣回

答？他靜悄悄沒說話，一直到要離開時，我又問他一次，他仍然沒回答。

接著我就直接對他說：「讀書的目的就是學習做人的道理，也就是你讀了四

年的儒理」。然後他走到門口，臨走前，他對玄元說了一句話，他說：「我

以後不會再來了」，這個就是讀書不見聖賢如鉛槧庸。我們不知該怪教育制

度出問題？還是要怪社會秩序出了差錯？真可惜！ 

居官不愛子民為衣冠盜，這一句玄元不必解釋。各位同修只要每天打

開電視看看新聞，看看現行社會的亂象，看看那些飽食民脂民膏的行為，

自然就明白一切。他們既然不明事理，我們在此說多了反而造口業啦！但

玄元仍然借用民國 95 年 11 月 5 日午時，神明的一首詩做形容。有位虛明

師姐上台稟神明：「現在政局動盪，希望神明以「為官之道」四字做頭，出

一首詩，也給世人一個警愓」。神明詩：「為大不尊害子孫。官不愛民衣冠

盜。之內思惟形於外。道已成盜國之危」。真是簡單明瞭，數語道盡啊! 

講學不尚躬行為口頭禪，口頭襌的意思就是一天到晚把話掛在嘴邊又

不能實現，成為亳無意義的話語。台語有句廣告詞：「現在的查脯人講得夠

做未夠，攏嗎存一支嘴」這就是口頭禪。玄元自小到老就遇見不少這種言

行不一的「偉（？）君子」，當被欺騙時，自然心不能平，甚至要報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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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受恩師的教誨，到現在凡事都已不計較那麼多了。恩師給玄元的一句

話就是：「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這句話就是真理。大家能把他老人

家的這句話落實在為人處世上面，才不致把真理變成口頭襌。尤其像時下

很多口口聲聲提倡環保的人士，自己每天都在做一些破壞環境的事，如冷

氣、汽車、燒金紙，吸香煙…等,正應了講學不尚躬行為口頭禪這句話啦！ 

立業不思種德為眼前花，一個有能力的人如果不知道隨時去幫助別

人，到了生命終了時想做也已來不及了。人的一生本就是「曇花一現」。道

德經：「先道而後德」，反過來說，懂得「立德」之人，便能得道。俗曰：「人

死留名，虎死留皮」，玄元說：「人死留德，虎死留骨」，人名或虎皮都是表

象的，也只是眼前花。聖文經：「人世名，幾世傳？」三十年前的蔣介石先

生和毛澤東同志誰人不識呢？而現在的少年郎差不多攏莫宰羊啦！虎骨

呢？師曰：「為人不可有傲氣，但不能沒骨氣」，有骨氣之人必定懂得如何

種「德」。就像宋朝的大聖人( 大善人 )范仲淹，以「德」傳家九百多年，

後代子孫出了三十多個狀元，二百多個秀才舉人，家道至今不衰，比一個

王朝更長久。有風水師對他說：有一塊寶地，死後葬在那兒，子孫能代代

興旺。范仲淹說：這麼好的地方應該讓大家共享，於是便在那裡興學。尤

其在＜岳陽樓記＞裡那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看了令人

動容，他的大愛無私情懷，更令萬世景仰！ 

後天又是端午節了，吃不吃粽子，世俗對這節日如何流傳並不是那麼

要緊，重要的是在這個日子有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投汨羅江而亡，他

的忠心愛國，從劉向所編輯《楚辭》裡的〈離騷〉，就寫的非常清楚，在此

沒時間討論。歷史上的比干被殺，屈原投江，蘇軾（東坡）被貶，及清朝

的劉羅鍋搞笑……等。都是忠言逆耳的寫照。而現行國家的大人們，回頭看

看歷史，難道不汗顏嗎？好聽的假（鬼）話，人人都愛聽，即使那是包了

糖衣的毒藥，也甘之如飴，真心話（真理）卻只有少數人能真正接受。道

德經曰：「上士聞道，拜而受之」，真是不假。德藏經曰：「雲城路冷，阿鼻

獄增」，又更具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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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以下向各位敍述一件令人遺憾的「新」聞。有人問我：他最近要

投資房地產，土地買賣，會不會成功發大財？玄元回說：您現在的家境已

很富裕，又是個學佛者（學習離苦得樂）。再吃也沒有第二個五十歲了。賺

這麼多錢做什麼？他說：要留給孩子啊！玄元把范仲淹家道近千年不衰，

是以「德」傳家，而不是拼命累積一千年的財富留給子孫的故事告訴他。

而且他也辦不到。父母對子女的愛不是用錢財去騙他高興，而是教導他做

人真正的道理(明儒理)。同時要以身作則，做個好榜樣給他們看，這樣才叫

做「慈悲、慈愛」。 

從那天之後他們就沒再來過，預約了也不來個電話取消（不明儒理）。

如果因此得罪了他們，玄元在此說聲抱歉。但若是一個學佛者連這麼簡單

的道理都聽不進去的話，是不是令人萬分扼腕呢？ 

俗曰：愛之足以害之。如果父母對兒女任情嬌慣，溺愛不明，以致不

務正業，如果家中出了一個敗家子，社會上就多了一個寄生蟲。做子女的

越糟，父母就越貪，根本就是把子女推入地獄啦！又怕子女不成材，將來

受罪，於是連不義之財也厚顏無恥地公然强取豪奪，現行社會中不是很多

這樣「天王級」的人物嗎？這種財富留給子孫，和留毒藥有何不同？自身

已造孽又害子孫受罪，這個叫做「自做自受」啦！怪不得別人的。還有許

多父母將錢拼命的購置房地產，留給子孫享用，這樣的長輩非但不知慈愛

晚輩，而正是欺負污辱了他的子孫，他認定子孫無能，無法謀生。對外人

刻薄慳吝，專為子孫積存財富，其結果造成子孫只會遊手好閒，什麼謀生

能力及經驗都沒有，等到錢財花光了，便成為「樑上君子」或流落街頭。 （無

粱思及樑）。在座各位同修您們大家說，這樣的長輩可不可悲？這樣的子孫

可不可憐呢？ 

所以我們今天講「明儒理」不只是學習做人的道理而已，還要向大聖

人范仲淹學習「立業要知種德為□□□( 玄元填：常青樹 )」。今天就講到這

裡，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