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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

中庸講記中庸講記（（5151））

（接上期）

孔子又接著講「名不正，則言不

順」，這是我們時常聽的道理，大家

都要名，這是孔子講的、教我們的。

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句道理就是從這

地方出來的，大家了解嗎？看他有

「必」還是沒有「必」？

他為什麼講「言不順，則事不

成」？譬如在這裡講話若不被大家接

納，則事情就辦不好、無法完成了。

大家思考這個道理，孔子這麼講對不

對？很對啊！但為什麼在這個地方他

又講「毋必」？

《道德經》第九章：「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名遂」，有時大

家會誤會，我今天又沒名，要身退是

要怎麼退？名遂是看你是什麼名，做

皇帝是皇帝的名，做大臣有大臣的名，

做爸爸有爸爸的名，做兒子有兒子的

名；像我們做爸爸的人，後來已經做

阿公了，有些人還在管孫子的事情！

你想，名已遂了、朝代都已換人了，

我們自己感受不出來嗎？有沒有？還

在給人家管東管西，會不會這樣？會

喔！這就違背天道了。

名遂身就要退，大家有沒有退？

做阿公、阿嬤的人有退嗎？還是牢牢

地霸住孫子、還在管孫子，有沒有這

樣？人家也不要讓你管，為什麼不讓

你管？名不正言不順。是不是這樣？

很多人會講：「等我孩子長大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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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決定要來道場。」等孩子長大後，

結婚、生子⋯⋯，又講：「我現在很

忙！」大家問：「忙什麼？」「忙帶

孫子！」我們想想自己就好。所以講

名遂身就要退。

所以後學都很覺悟，孫子的事我

都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呢？我名都

換成阿公了，還在做爸爸的事？是不

是這樣？

大家不要想我功都有了，要如何

退？功名大家都有的！這是父子的一

個比喻，還有很多不同的角色；所以

大家要去體悟，不需要我們管的事情，

我們就不要去管，我們就要身退。

所以你看正名有沒有效？「毋

必」，你不要再執著在名裡面，每一

個人都有名、每一個人都有角色，「天

生我才必有用」，都有他的角色在；

角色到一個階段就會告一段落，我們

現在通常是六十五歲退休，退休的階

段就做退休後的工作，上天天道就是

這樣安排的。

「毋固」，之前讀《中庸》第

二十章：「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要固執，是要擇善固執；假使

沒有擇善固執，「其次致曲」《中庸》

的那個「曲」就顯露不出來。但是這

裡提到「毋固」，是告訴我們不要執

著，執是不符合天的道理，天地有沒

有執？你看！該開花時開花，該凋謝

時凋謝，花開花謝，流水無情，這都

是天地無情，無情才是大有情，這是

天地的一個造化。

孔子到晚年，五十而知天命以後，

他整個做了一個大的轉變，所講出來

的道理確實是三教合一的道理；不然

現在有些人常講孔子都講末法，其實

不是，孔子是講性理心法。

「毋我」，孔子的理念是「天下

為公，世界大同」，在《禮記》禮運

篇裡這麼講；然而孔子對「我」也很

重視，從哪裡可看出？《論語‧雍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都講己；

要去思考我們自己要怎樣做，才能影

響別人？是不是？

還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論語‧衛靈公》，這個己是不是都講

自己？要從自己先做起。而到晚年時，

他的道理就不一樣了，「毋我」，這

個我一定要去掉。這才符合「上律天

時」。

孔子的絕四，大家在研究道理時

有沒有深深去體會這些道理？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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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讀過《論語》不是嗎？這就是在掃

相，十五代祖師講他不落於執相，我

們從這個道理就可以印證十五代祖師

所講的道理是正確的。所以「上律天

時」可以用這些來印證。

❹下襲水土：下者下地也。襲者合也，
順也。順水土之法則，有一定生成

之理，動靜流峙，不可變易也。

「下者下地也」，下者下面，下

者地也。天時的運行我們感受得到，

但要以肉眼來看，是看不見天地的變

化，但是我們感覺得出來。以氣候來

講，我們感受得出來；而看則要從「下

襲水土」來看，我們看植物何時會開

花、何時會生長、何時能收成⋯⋯，

所謂「秋收冬藏」，這是地面看得到

的所有現象，大自然的現象就是從水

土看得出來，所以說「下襲水土」。

「襲者合也，順也」，襲就是合，

與水土配合；聖人有與水土配合、有

順著水土。

「順水土之法則」，水土有一定

的法則；千山萬水，水一定向低處流、

向大海流。所謂「小德川流」，為什

麼小德是川流？因為有大海可以容納。

「有一定生成之理」，生是天生，

地能夠讓它生長、有那個環境讓它生

長，當然這是天地配合，要陽光、要

水等等，這都是要素。

「動靜流峙，不可變易也」，所

以動與靜，包括能動的、不能動的，

在整個人類居存的大地，我們發現有

這麼多的種類。流峙，水是流動的，

山是靜靜的，但是它也是會變化。所

謂「不可變易也」，它是有規則、法

則的，該流的就流、該在那裡的就在

那裡，是不變動的。

剛講天時的變動、四時的變化、

日月的代明，這些都會變化，而水土

沒什麼變化，所以講要順水土。

1.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

仁者壽。《論語‧雍也》

「知者樂水」，樂是歡喜或愛的

意思，知是有智慧。有大智慧的人，

為什麼他歡喜水？《道德經》說：「上

善若水」，因為水一定有個源頭。

朱熹夫子在〈觀書有感〉詩中講：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

來。」活的水一定有其源頭。

《孟子‧離婁下》也說：「原泉

混混，不舍晝夜」，有個源頭，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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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川流不息，所以有智慧的人歡喜水；

而人要如何配合？後面會講到。

「仁者樂山」，山就是代表仁的

德，所謂「仁者無敵」。山在那裡如

如不動，為什麼能如如不動？因為它

有仁德在。所以古早的人都以高山流

水的道理在講。

「知者動」，有智慧的人樂水，

他要找源頭；他是動的，動的才對；

這個地，下襲水土，人的意念才能與

天配合。天也是動的，所謂「天時不

居」，為何不居？因為動，流水是動，

流的水會動；會動，代表人做事情要

活潑、不呆板、沒執著；人若固執時

很難過，眾人都要這樣，你卻偏偏不

與人配合，你認為你這樣講是對的，

這是自己折磨自己，相當的難過。

所以有智慧的人能知道每一樣都會變

化。

「仁者靜」，為什麼講仁者無敵？

因為仁者沒有敵人（沒有對手）；仁

者為何能夠沒有敵人？萬事萬物都無

法干擾我們時，那人的境界會提昇到

什麼程度？也就是我們時常在講的一

句道理：「人會清心寡慾」；人怎能

清心寡慾？你講要怎樣能清心寡慾？

一個人要日理萬機，每日要做這麼多

事情的人，你看他能清心寡慾嗎？他

沒有辦法，因為他有事物的干擾。所

以仁者靜，靜就是清心寡慾。人在修

道的心路歷程當中，一定要活潑，該

行的就要行，不該行的就不要行，要

活潑玲瓏，所謂的「通權達變」。

「知者樂」，有智慧的人做事

情，他的思想、心理，包括生理，他

都很達觀，也就是現代人講的灑脫。

什麼人最灑脫？後學年輕時看了一本

書《再別康橋》，是徐志摩著作的；

很可惜徐志摩 35歲時搭飛機失事就過

世了。後學記得書中有一句：「悄悄

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後面

一句更厲害：「我揮一揮衣袖，不帶

走一片雲彩。」有瀟灑嗎？他作了三

篇，這是後來到倫敦時所作的「再別

康橋」，真的是訣別詩。你看！人生

真的確實如此，說走就走。

從孔子的「四毋」講到快樂，講

「知者樂」，他們是有智慧的人，像

徐志摩是了不起的一位文學家，確實

人就是這樣靜靜的走了，就像我們靜

靜的來一樣。我們身上也是揮一揮、

抖一抖，不挾帶著什麼東西、不挾帶

著後天的慾念；其實挾帶著有沒有用？

你也帶不走一片雲彩，你什麼東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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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不回去，連天上的雲彩你都無法帶，

虛無的東西你也拿不回去，這就是剛

講的瀟灑、灑脫。

為什麼要講這個？因為「知者

樂」，無論何時內心都很快樂，因為

來這個世間是一無所有來的，回去

也是一無所有；我們帶的那些慾念，

是不是要揮一揮衣袖？是不是要拍一

拍？確實真的，天女散花就是這樣；

你若要做菩薩，不是那麼簡單的，天

女提一籃花倒在你的身上，看會不會

沾在身上？若有沾著就要再打下凡，

變成好像風鼓（早期一種分離不實稻

穀與粗糠的器具）在轉，冇粟（台語，

意思是有稻殼沒有穀粒或穀粒不飽滿

的稻穀）還是硬粟，在那裡就要被打

下；不論是沾多還是沾少，反正有沾

到就要再下凡。你想要返本還原，要

歸根認　 ，這平時就要訓練；大家

不要以為到時空了，我就不會再去想

了，沒有功夫這麼高深的人！因此平

時活著的時候就要六根清淨。所以這

裡講大智慧的人會快樂。

「仁者壽」，《中庸》：「喜怒

哀樂之未發，⋯⋯，發而皆中節」，

就是壽；你能「致中和」，天地就是

致中和，才能天地位焉。我們中和那

間公堂叫「中和堂」，到那裡就知道

要致中和。這個壽才是永遠的，所以

《道德經》說「死而不亡者壽」。

2.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

夫。」《論語‧述而》

孔子與顏回、子路三人，孔子講

顏回，我們二人個性最合，也最相互

了解，所以才講「唯我與爾有是夫」，

這句道理是你與我才能做得到。旁邊

子路聽到了，立刻說：「子行三軍，

則誰與？」他問孔子：「人家要殺你

時，是誰去為你抵擋？」子路的為人

就是有話直講。

其實「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是

符合天時在講的道理，與天地一樣。

人家若要用我們時，用之則行；人家

要用我們，我們就照這樣去行。若不

用我們，就藏器待時，藏著等待時機，

有人要用時再讓人家用。你想一個人

能夠做到這樣，不簡單耶！

我們若不被用時，心裡難不難

過？我們一定很難過：「我是到底哪

裡做錯了？」所以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時都會先考慮：「不行不行，若這樣

做，會影響到他的心理，讓人感覺是

針對著他，會引起他的反感。」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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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做事情都會這樣考慮，做事情不

能針對著什麼人。這是什麼原因會這

樣？人性，因為人能夠被稱讚、誇獎，

而受不了被嫌。因為人的聯想力太豐

富，會想起很多的事情，這就不符合

孔子所講的道理；所以才講三千弟子、

七十二賢人，篩選後，就顏回與我（孔

子）最合了，因為你（顏回）能接受

現實。

我們一般人，上台容易下台難，

上台時歡歡喜喜，到你該下台了，走

得下台嗎？我正在打拚、正得意時，

你臨時要我下台，我腳走不下來。人

就是有這種不良的習性，但是這不是

指某某人這樣，而是一般人都是這樣。

孔子才會講，唯有顏回你與我二人能

夠做到這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這句道理為何會講到這些，這就

是配合，所謂的「隨遇而安」，人能

夠隨遇而安、恰如其分，我們人要認

分，認清自己的本分；不是因為我們

頇顢（台語，形容人笨拙、遲鈍、沒

有才能）或能幹，所謂「時也，命也，

運也」，我們要去接受，不能勉強，

孔子就是這樣，天地也是一樣，流水

也是一樣。水若有杯子裝著，杯子是

圓的它就是圓的、是四角的它就是四

角的，要能隨方就圓、通權達變；權

很要緊，權就是權衡，能衡量可以進

還是可以退，這一定要掌控得住。

第一節　誠以孔子之言之，堯舜道統

所由開也。孔子則奉為祖而傳述之，

皆所以遠宗其心法也。文武，法制

所由備也，孔子則奉為憲而表章之，

皆所以近守其法也。且上焉與天時

之自然順應，下焉與水土之一定無

殊，其效天效地也。是以孔子之道，

貫乎古今，賅乎上下，其德之大亦

盛矣哉。

「誠以孔子之言之」，第一節在

告訴我們孔子就是祖述堯舜，《論語‧

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

而不與焉。」舜、禹這些皇帝有天下

可以治理，不是誰給的，也不是去爭

來的，而是自然得位的。現在很多的

官位，是人家三顧茅廬去請的也很多，

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要了解他是有

德的、有配合天，這是天德；有大德

敦化，人家才會去找他。

「堯舜道統所由開也」，道統是

從堯舜開始。因為史前，我們講東方

第十八代祖師，以前從伏羲、神農、

軒轅、少昊、顓頊、帝嚳，其實到堯

帝已經第七代。然而為何講「所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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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歷史的記載，最主要可從

孔子《論語‧堯曰》中讀到，堯是如

何傳給舜帝，道統都從這裡講起，因

為以前是史前。堯、舜開始，再來是

十二位（其實不止，文王、武王，包

括周公，這朝代有分好幾位）。孔子

傳給顏回與曾子，他們也是一代祖師，

《晨鐘》裡有這個道理，在此就不再

贅述。所以「孔子則奉為祖而傳述

之」。

像我們現在知道師尊、師母、慈

離大仙、慈化真君、慈佑帝君（李老

前人），所以點傳師所領的天命，是

由師尊、師母傳下，我們老前人的天

命是從師尊、師母、李老前人那裡來

的，我們要了解這個。所以就不會講

太遠，只講到李老前人。

「皆所以遠宗其心法也」，最主

要是宗其心法。

「文武，法制所由備也」，前面

講「憲章文武」，所以這是法制所由

備也。法制是我們所研究的議禮、制

度、考文，這個資料都是在文王、武

王、周公那個時代所俱備的。

「孔子則奉為憲而表章之」，孔

子認為三重的法要發揚光大，所以才

有《禮記》。

「皆所以近守其法也」，這就是

本文提到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再來講到「上律天時」，「且上

焉與天時之自然順應」，天上面的事

情是天時自然之順應，他能配合天時

的轉變、變化。天時不居，什麼時候

要做什麼事情；我們將孔子的心路歷

程整篇做研究，他一直講道理，什麼

時候他就講什麼道理。孔子到晚年，

知道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他都有一個階段性，這是他自己講的，

在《論語‧為政》可看到這個資料。

所以我們知道他是與天時自然順應，

配合天時、配合時間在講他所做的事

情。

「下焉與水土之一定無殊」，以

下來講，「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

庸》，這都是一定的理，不需要加以

變化。

「其效天效地也」，本來後學是

要寫效法天地，但大家會想這是「上

律天時，下襲水土」，因此後學將天

地分開講，效法天、效法地，效法二

者。

（續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