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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出自

《論語‧里仁》。子曰：「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

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

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孔子說：「富

貴顯達人人嚮往，但如果不是通過正

當方法得到，那麼即使是已到手的富

貴，君子也不會接受或享用這樣的富

貴；貧窮卑賤是人人厭惡而想遠離，

但如果脫離貧賤的方法不正當，那麼

君子寧願貧賤，並不會刻意去逃避。

君子若沒有了仁愛之心，如何能成就

君子的美名呢？真正的君子在任何時

刻都不會失去仁愛之心，無論是面對

情急慌亂的突發事變，或是生活在困

頓流離的挫折狀態中，都會守住仁德

而不動搖。」

許多人知道「終食之間」是指一

頓飯的時刻，引申為「二六時中」。

但為什麼短到可能只有 15分鐘就一餐

飯的時間裡，能夠代表一天 24小時

呢？而終食之間也意指時時刻刻，因

此，常有人將終食之間誤寫成「終始

之間」，表達其有始有終之意；殊不

知，古人用字之精準、涵意之講究，

都有其深刻考量。所謂「民以食為

天」、「吃飯皇帝大」，一頓飯的時

間雖可長可短，但人性的弱點卻最易

在此時顯露無遺；從檯面下的爭先恐

◎ 許筱君

由經典體悟修道生活

談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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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貪得無饜，到檯面上的鋪張浪費、

暴飲暴食，短短一頓飯的時間裡，最

易醜態百出，也最易看出一個人的品

德涵養。

從最基本的餐桌禮儀來看，有人

目中無人、挑嘴揀擇，有人感恩謙讓、

進退有禮，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一個人

的家教、修養，以及日常生活及衛生

習慣。在杯盤交錯間，人們或許會說

些心口不一的話語，但個性與習慣仍

甚易分辨；因此，我們會用：「吃相

難看」引申一個人貪贓枉法；用「一

飯三吐哺」《韓詩外傳》形容一個人勤

於政事；也用「鴻門宴」指人別有心

機、宴無好宴。

《易經》第 27卦頤卦卦辭：「頤，

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貞即正也、

定也；指頤卦須守正居定（謹守正道）

方可獲吉祥。觀即仔細審察，外察人

我事物的本質內涵，內觀自我心性的

意念起伏。頤卦卦象 像一個空空的

嘴巴，下卦☳震雷表動、上卦☶艮山

表止，象徵在人的面部五官上有一座

如如不動的山，就一般人來說是指鼻

子，稱為「山根」；聽過三寶講述的

道親也許能會心一笑，明白這如如不

動的「山艮」意指「玄關」，當「艮」

能求得「明師一指點」後，即成為

「良」，所謂天理良心顯現，讓我們

能知其所止，謹慎而節制地止於至善

之所。而「觀頤」不僅是粗略地觀察

他人的養生之道，更須細心深入地省

察人我供養款待的對象及方式，以學

得頤養之道。而「自求口實」則意指

這空空的嘴巴，人必須自食其力、自

我實踐，以求得充實自我的能力。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

慎言語，節飲食。」所謂「禍從口出，

病從口入」，這頤卦上止下動，就如

同口之說話、嚼食狀；故君子應效法

頤卦雷動於下，山止於上，能動而知

止的養正之道，慎發言語以養德，節

制飲食以養身，方可在日常生活中動

靜合宜、修身養性，以趨吉避凶，獲

得吉祥。

東漢末年的經學大師鄭玄註解：

「觀其求可食之物，則貪廉之情可別

也。」指看人如何求得自養之食的同

時，就可以了解一個人的德行；吃相

好看的，人品就好；吃相難看的，人

品就差。所以，「終食之間」意指如

果在這看似短暫卻關鍵的時刻裡，都

能謹言慎行而不違仁德，則二六時中

要守住仁德也相對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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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談「仁」，儒家思想的核心

是仁愛，《中庸》二十章說：「仁者

人也，親親為大。」仁是為人的道理，

是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的一種關係。

《論語‧顏淵》記載了多位弟子向孔

子請教如何做到仁德，其中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仁表現出來就是愛心。

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仁的表現也是將

心比心。四配十哲之首的顏淵問仁，

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仁的表現

更是要能約束自己的身心，使合乎行

為規範的義理及禮節；而「為仁由己」

的具體條目，正是指當遇到不合乎道

理與禮節的事時，要能懂得「知止」

《大學》，此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大功夫的

實踐。換句話說，仁的表現，對內要

能約束、修養自己，對外要能愛人。

孟子繼承孔子的「仁愛」之說，

在「親親」的基礎上再提出「仁民愛

物」的思想（註 1）。孟子認為：「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孫

丑上》也就是人的天性良知裡都帶有

「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孫丑上》，

即為良心。王陽明〈詠良知四首示諸

生〉：「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

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

更莫疑。」是指「仁愛」即要能將此

良知推己及人，做到「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

子‧梁惠王上》的大同理想，如此，私

慾盡淨，而心德之全也。對於立志修

行的道親們來說，有二點目標可做為

具體的實踐：

1. 克己復禮，守良知（退──對內，

固守，知止）：

唐詩聖杜甫曾寫下：「朱門酒肉

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詠懷

五百字〉的詩句，描寫權貴飽暖思淫慾

的奢華，以及安史之亂中，窮人顛沛

流離，只能飢不擇食、挨餓受凍的淒

慘景象。戰亂與飢荒從來不曾遠離人

間，或許在累世的輪迴裡、在未知的

際遇中，我們的人生也曾處在富貴窮

通的任何狀態，但當我們心中有良知、

眼中有他人時，會明瞭道德之第一目

的在顧及他人。

所謂「見微知著」，飲食與餐桌

間的言行舉止，就代表著我們做人處

世的道理及分寸，進退之間盡是文化

的展現。如果我們能安守心性、固守

仁德，就會「以良知在我心而約身如

繩」，這也是為什麼在《論語‧衛靈

公》中，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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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濫矣。」在窮困中，惟有君子能固

守良知、謹守仁德；而小人則會不擇

手段，花招百出。因此，我們所應學

習的，是正確思考如何按照君子的人

格來律己、如何按照君子的要求來處

世。在逆境中能克己復禮、守時待運、

不妄求；在順境中能體恤他人、仁民

愛物，顯天良。 

2. 知命造命，行仁愛（進──對外，

力行，能動）：

佛家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

陳朗老居士曾在李嘉誠先生年輕時，

就算定他將來會是香港首富（註 2）；

所以，修行人若真懂因緣果報，就能

沒有絲毫強求的念頭；強求無法成就，

如果不擇手段強求到了，那也是命裡

頭本該有的。而不擇手段謂之小人，

命裡頭本有，但卻為此做了小人，這

可真叫「小人冤枉做小人」啊！而君

子則能順天知命、謹守仁德，明白「命

中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的

道理，看破富貴與貧賤這兩道關卡，

不為外物所動搖。

君子內心所時時存養省察的，是

如何能力行「仁愛」以造命。孟子曰：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

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

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

者也。」《孟子‧盡心上》君子所自我

期許追求的仁、義、禮、智、信，是

原本就在我人身所固有的自性裡。而

富貴利達等身外之物，則是「得之，

我幸；不得，我命」。故而孟子曰：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

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

敬人者人恆敬之。」《孟子‧離婁下》

這份仁愛的存心與追求，就是天理循

環，知命再造命的修道典範。

《元史》記載了許衡「義不摘梨」

的故事（註 3）。許衡是元代一位全

方位的學術大師，生於元初亂世，在

24歲時曾跟隨眾人在酷暑天裡逃難，

途中因盛夏炎熱而飢渴難耐；路邊正

好有一棵梨樹，眾人紛紛爭先恐後去

摘梨解渴，唯獨許衡端坐樹下，神情

自若。有人不解地問：「何不摘梨來

解渴充飢？」許衡答曰：「不是自己

的而拿來吃，是不可以的。」那人說：

「現在時局這麼亂，大家都各自逃難，

這棵梨樹恐怕早已沒有主人了，你又

何必介意呢？」許衡正色道：「梨雖

無主，難道我們的心也無主了嗎？」

別人給的東西有一點不合乎義理就不

能接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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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衡曾說過，「道」在日用行事

中，不是高遠難行之事，並提出「鹽

米細事」也應當講究道德的實踐。意

指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

醋、茶，就是我們學習與踏實修行的

道場，「道」就在生活的微細瑣事中

體現。常言「肚子餓是最大的真理」，

但身為難民的許衡，卻寧願忍受飢渴

之苦，將道德切實踐履於生活之中，

做到不動一念貪取之心，以良知在我

心而能約身如繩，其人格就如同西漢

劉向《說苑》中的：「義士不欺心，

廉士不妄取」般廉潔高尚。

在古代有這樣的高潔之士令我們

心生景仰，在現今亦不乏我們學習的

對象，提到 14A前央行總裁──彭淮

南，總令人豎起大拇指，他是一貫道

之光，落實不取身外之財的一貫道精

神。彭總裁苦讀出身，父親是工廠工

人，家中有 9個兄弟姊妹，全家都是

一貫道安東道場的道親，深受一貫道

信仰的影響。高斌凱老前人曾送過一

幅「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墨

寶來鼓勵他為國為民服務。其一生從

事公職，任央行總裁 20年，面對金融

圈龐大的金錢誘惑，卻能廉潔自守；

本人與家人從未傳出任何流言蜚語，

就來自於他長達 40年的一貫道信仰，

像百年榕樹的根，令他面對大風大浪

能堅志不動搖，在專業與操守上皆備

受世人肯定，民間聲望亦高。他十多

年的鄰居曾說：「每逢過年過節，都

會看到有人提著禮物來，再提著禮物

走。」鄰居們都看在眼裡。

彭總裁拒絕誘惑的不止於財富，

還有名利。由於他的高民調、高滿意

度，因此許多政黨，都不斷把腦筋動

到他頭上，從行政院院長到副總統候

選人，甚至有政黨還想邀他代表競選

總統；但彭總裁從未動搖，謹守「央

行總裁是最後公職」的承諾，全部婉

拒。顯然彭總裁不僅做到了心性淡泊，

更有智慧寧靜自持，寧可守住其財經

專業的領域，也不願攀求權勢高峰。

明智的抉擇，讓他在央行總裁任上持

盈保泰，成為了長青樹。

要知道，物可以無主，但我們的

心不可以無主。這「主」是我們良知

良能的展現，是對自我言行的約束，

也是道德和信仰的實踐。《論語‧述

而》中，孔子也說：「不義而富且貴，

於我如浮雲。」所以，惟有我心有主，

才能不為世俗所牽、不為慾望所誘；

正因為我心有主，君子才能無終食之

間違仁，而卓然超拔、成聖為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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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讓後學最感幸運的是，在老

前人「認理實修」的理念下，我們何

期有幸能持續在經典的指引下學習；

濟公老師要求徒兒「三不離」──希

望我們在道場、經典、善知識的提醒

磨煉中，讓我心有主，進而提升自覺

功夫，增進修道火候。西漢劉向《說

苑‧談叢》：「賢師良友在其側，

詩書禮樂陳於前，棄而為不善者，鮮

矣。」今天在道場裡有許多犧牲奉獻

的前賢們，就是我們所要學習的賢師

良友；而經典就是引領著我們前行方

向的明燈；在道場這片淨土裡學習，

若還能自棄、棄人而做出不合乎道理

與禮節之事者，是很少有的啊！因此，

本著三不離的原則，依著活佛恩師所

說：「修行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

為要，以日用尋常為實際」《老師的話

第 13集》來努力，相信必能百尺竿頭、

道業精進！

註 1：出自《孟子‧盡心上》。孟子曰：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

註 2：淨空法師曾說過，香港有位

陳朗老居士，他的命相風水很

高明。李嘉誠先生沒發達前找

他看相，他問李先生：「你

希望將來有多少財富你就滿

足？」李先生告訴他：「我若

能有三千萬港幣，就很滿足

了。」陳朗老居士說：「你

命裡頭財庫很大，不止三千

萬，你將來是香港首富。」

後來果真被他算中。（http://

ft.hwadzan.com/dv.php?sn=21-

383-0001&lang=zh_CN）

註 3：原文《元史‧列傳第45‧許衡》：

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

眾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

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

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

此無主。」曰：「梨無主，吾

心獨無主乎？」⋯⋯嘗語人曰：

「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

茍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

任也。」⋯⋯人有所遺，一毫

弗義，弗受也。⋯⋯庭有果熟

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

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

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

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

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

來祭哭墓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