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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述弟子規之前言 

1.《弟子規》依循基準 
《論語·學而篇》中的第六條：「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

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2.《弟子規》沿革 

《弟子規》原名《訓蒙文》，是中國傳統的啟蒙教材之一，作者是清

朝康熙年間的秀才李毓秀，後經賈存仁修訂改編而成為《弟子規》。 
 
3.《弟子規》作者與編修者 

作者李毓秀夫子師承冰壑，遊學二十餘年，科舉不中後，終身為秀才，

並致力於教學，著有《弟子規》、《四書正偽》、《四書字類釋義》、《學

庸發明》、《讀大學偶記》、《宋孺夫文約》、《水仙百詠》等書。 
編修者賈存仁夫子，字木齋，清朝乾隆辛卯科副榜，事親至孝，朝夕

承歡，不樂仕進。家雖淡泊，而甘旨未嘗少缺。尤工書法，精韻學，著有

《等韻精要》及《弟子規正字略》諸書行世。 
 
4.《弟子規》所扮演角色 

《弟子規》為修學儒、道、佛法之核心基礎，上淨下空老法師將之視為

與《四庫全書》等量齊觀。湯恩比博士說：「要解決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

要靠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可見其角色之重要。 
 
5.如何從《弟子規》提升自己 
(1)莫妄自菲薄，落實「學一句，做一句；做一句，講一句」。 
(2)切勿用《弟子規》打量人，《六祖壇經》：「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 
(3)受持讀誦，為人演說；歷事練心，從事透理。 
(4)體認「《弟子規》就是生活，生活之外沒有《弟子規》」，此即《六祖

壇經》：「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5)一門深入，長時薰修，與《弟子規》自然融為一體，但不住於《弟子規》，

此即《金剛經》云：「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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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 

經文 

◎弟子規 1，聖人 2訓，首孝 3弟 4，次謹 5信 6 

◎汎愛眾 7，而親仁 8，有餘力，則學文 9 

 

淺註 

1.弟子規：《說文解字》：「弟，韋
牛皮

束之次弟也。」弟為第之本字，有

順序之意。 
《說文解字》：「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人以爲稱。象形。

凡子之屬皆從子。 ，古文子從巛，象髪也。」子亦為爵位之一，亦為地

支之首，象徵萬物資生之始。 
《說文解字注》：「規，有法度也。從夫從見。會意：『丈夫所見也。』

字統曰：『丈夫識用，必合規矩，故規從夫。』」 
【按】：大丈夫之見解；闡述身為弟子應行之道，為古時家道之基礎，然

後方有家規、家學與家業。 
 
2.聖人訓：《說文解字注》：「聖，通也，從耳呈聲。《周禮》：『六德敎

萬民，智仁聖義忠和。』注云：『聖通而先識。』《洪範》曰：『睿作聖，

凡一事精通，亦得謂之聖。』聖從耳者，謂其耳順。《風俗通》曰：『聖

者，聲也，言聞聲知情。』」 
《孔子家語-五儀解》：「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

萬事之終始，協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並日月，化行若

神，下民不知其德，覩者不識其鄰，此謂聖人也。」 
《說文解字注》：「訓，說敎也。說敎者、說釋而教之。必順其理。」 

 
3.首：甲骨文為 ，篆文為 ， 象徵頭髮與眉毛，首純粹由頭取象，有首先

與最重要之意。 
 
4.孝：甲骨文為 ， 為老 之省略，下 象子。《說文解字注》：「孝，善事

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禮記》：『孝者，畜也。順於道，

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按】：俗云：「百善孝為先。」先有兩義，一義係孝為德行中之最優先



國學書院傳統文化基金會 弟子規學習教材-總序 

3 

重要，不孝即無德；另一義係孝為德行之始，無量無邊善行皆由此而生。 
 
4.弟：今用悌，《說文解字注》：「悌，善兄弟也。經典通用弟。」 
 
5.謹：《說文解字注》：「謹，愼也。」內述生活態度、自製能力之培養及

與他人來往之原則。 
 
6.信：《說文解字注》：「信，誠也。人言則無不信者，故從人言。古多以

爲屈伸之伸。」 
 
7.汎愛眾：《說文解字注》：「眾，多。」廣泛愛護眾人，為心量之拓寬。 
【按】：此即佛法常講之眾生無邊誓願度，此為發廣大之願心。 
 
8.而親仁：《說文解字注》：「親，至也。至部曰。到者、至也。到其地曰

至。情意懇到曰至。父母者、情之最至者也。故謂之親。」 
仁之甲骨文「 」為人「 」加二「 」 表等同，視人如己之意。《說

文解字注》：「仁，親也。見部曰。親者、密至也。」 
【按】：親仁為道德與學問之精進成長，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即為親仁之圓

滿實踐，參學一切善知識，守住本門但讚歎他人，參學一處即提升一級。 
 
9.有餘力，則學文：文之甲骨文 似 與 交錯形成，金文 在交錯的圖案 內

加心「 」表意識。《說文解字》：「文，錯畫也。」《周易正義⋅賁》：

「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 
【按】：學文屬於精神生活之提升，為學問之圓滿，夫子教學四科目之順

序為道德、言語、政事與文學，《弟子規》之編纂符合夫子教學之精神。 
 

綜觀 

總序闡明《弟子規》之架構，表明德行由內而外落實之順序，此亦為

學習聖賢之道之順序，後後勝於前前，有後者一定有前者，前者為後者之

基，後者為前者之發揚光大。此外，聖賢之道強調「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聖道與學習多少文字無關，但與落實多少、放下多少分別執著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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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則孝 1 

經文 

◎父母呼 2，應勿緩 3，父母命，行勿懶 4 

◎父母教 5，須敬聽 6，父母責 7，須順承 8 

 

淺註 

1.入則孝：五倫之首父子有親，其道義即為父慈子孝，傳統文化教學最重要

原則即為保持親愛的天性不變質。 
 
2.父母呼：呼，呼喚；父母呼即有話要說、有事交辦。 
 
3.應勿緩：應，回應；勿緩，勿耽擱延遲，但回應語氣要溫和、態度要恭敬。 
【按】：孝順的關鍵從呼應的言語開始，從言語中培養恭敬心。學人從父

母呼學習起，推展到家人呼、師長呼、朋友呼、乃至一切人呼，眾生呼，

皆能應勿緩。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即培養恭敬心，

面對聖賢所著典籍能應者即為「當機者」，我們以恭敬心應了嗎？ 
 
4.父母命，行勿懶：《說文解字》：「命，使喚，從口從令。懶，懈也，怠

也。」即父母希望我們所做之事，切莫拖延怠惰。 
【按】：我們常以忙或沒空來推託事情，其主因是未把這件事情擺在第一

順位，孝順應及時，否則將時不我予。 
 
5.父母教：教之甲骨文為「 」，「 」(爻，算籌)加「 」(子，孩童)加「 」

(攴，手持鞭子、棍杖，表示體罰)，古義：以體罰手段訓導孩子作算術。。

籀文
音咒，大篆

「 」用心「 」代「 」，強調發蒙心智。「孝」加「攵」為

教；《說文解字》：「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父

母教誨，方法有異，關心無異。 
 
6.須敬聽：《說文解字》：「敬，肅也。」敬聽之難即《論語》中之「色難。」

聆聽教誨，得受用與否關鍵在恭敬心，印光大師常講：「一分恭敬得一分

利益。」兩者本質皆同。 
【按】：敬聽方能得教誨之受用，猶如《佛教聖眾因緣集》：「摩訶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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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修，受供人愚說法愁；自嘆無知生苦惱，恭聆此語證初流。」之偈。 
 
7.父母責：《說文解字注》：「責，求也。引伸爲誅責、責任。《周禮小宰》：

『聽稱責以傅別。稱責，卽今之舉債，古無債字，俗作債，則聲形皆異矣。』」 
【按】：父母責係認為我們有錯，並有所求，求以改變錯誤的行為，故應

順承其責；但若所責有誤，如何以智慧面對？ 
 
8.須順承：《說文解字》：「順，理也。理者、治玉也。玉得其治之方謂之

理。凡物得其治之方皆謂之理。《說文解字》：「承，奉也，受也。」 
【按】： 
(1)以恭敬心面對，自然懂得順承，《弟子規》：「有則改，無加警。」父

母責如是，一切眾生責亦如是。佛法云：「恆順眾生，隨喜功德。」又

云：「菩薩所在之處，常令一切眾生生歡喜心。」 
(2)若欲責人，則切記：「身教者從，言教者訟。」 
(3)教者係引導人至正面，責者係引導人離開負面，責之出發點是希望人改

過，而非因自己生氣，而責之原則為「規過於私室，揚善於公堂」。 
(4)教責之順序為：先加恩，取得對方之信任，後方能加威。就佛法來講為

「未結法緣，先結善緣。」 
 

經文 

◎冬則溫，夏則凊 1，晨則省，昏則定 2 

◎出必告，反必面 3，居有常 4，業無變 5 

 

淺註 

1.冬則溫，夏則凊：《說文解字注》：「凊，寒也。《曲禮》曰：『凡爲人

子之禮。冬溫而夏凊。』」 
【按】：本段強調照顧父母的生活環境，讓父母親過得舒適，先從養父母

之身做起，之後方能養父母之心，養父母之志，此即盡量提供舒適環境。 
《後漢書⋅文苑列傳上》：「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

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

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

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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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京時，鄉人向妹主動提出願代照顧父親，使之能無後顧之憂，黃香

受章帝封為尚書郎，返鄉之際仍搖扇驅蚊，端茶倒水。後與向妹成親，章

帝駕崩時，受命輔佐和帝，對抗竇氏外戚一族，足見其智勇雙全。 
 
2.晨則省，昏則定：《說文解字》：「省者，察也。察者，覈

考實
也。」省

之甲骨文「 」為「 」(生之省略，生常與「性」同用，指本心或欲望）

加 (目，觀察)，亦即觀察自己本性，戒除非分之想。 
《說文解字》：「定，安也。」安之甲骨文「 」為「 」(宀，房屋)

加「 」(足，结束征战归邑，安居度日。) 
【按】：省，探望父母，問候請安；定，安其床衽

音任
，此即早晚問安讓父

母親安心之意。若住於外地，則養成習慣定時問安，關鍵在於不讓父母

親操心。 
 
3.出必告，反必面：外出前稟報外出的人事時地物，並說清楚回家的時間；

返家時亦必須面報父母，晚歸前必告、餐前一小時必告。 
 
4.居有常：日常生活作息有一定的次序。 
【按】： 
1.居家保健之道：清淨心加上運動，切忌日夜顛倒。但生活雖有規律，亦隨

緣不受習慣束縛。 
2.修行之「居有常」：維持定課，定課宜少，散課宜多。 
 
5.業無變：業，所完成之事，諸如學業、職業、道業；從事之業不輕易轉變。 
【按】： 
(1)學業不可常中斷或轉換，方能有所成，如孟母之「斷織勸學」。 
(2)職業亦如是，俗云：「業轉財不聚。」常換職業將一無所成。 
(3)出世法之「業無變」即修學方向與法門不能變，「寧動千江水，不動道

人心。」 
 

經文 

◎事雖小，勿擅為，苟擅為，子道虧 1 

◎物雖小，勿私藏，苟私藏，親心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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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註 

1.事雖小，勿擅為，苟擅為，子道虧：擅，超越職權，自作主張；道，法則、

規律；即勿以小事而擅自為之，若擅為之則有失子道。 
【按】： 
(1)劉備遺召：「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 
(2)《易經》：「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

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也。」 
(3)細看「苟擅為」：切莫任性，即隨順煩惱習氣，常言「我來負責，結果

將導致「親者痛、仇者快」 
 
2.物雖小，勿私藏，苟私藏，親心傷：私藏，古制為大家庭，家裡之物皆為

公物，若私藏則為自絕於兄弟姊妹，傷父母心。 
【按】： 
(1)勿私藏為拓開心量之基礎，抑制吝嗇心與貪心，避免種來世貧窮之因。 
(2)延伸勿私藏即為勿私藏祖傳祕方與祕笈，已有能，勿自私。 
(3)積極破除貪心即為布施，財法無畏布施。 
(4)供養中法供養為最殊勝→流通法寶：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v.s. 歡迎流通，

功德無量。 
 

經文 

親所好，力為具，親所惡，謹為去 1 

身有傷，貽親憂 2，德有傷，貽親羞 3 
 

淺註 

1.親所好，力為具，親所惡，謹為去：知親之所好惡，諸如：飲食、起居、

習慣、嗜好，方能從父母之意而去惡投好。 
【按】： 
(1)本段即令父母親生歡喜心，此為孝順之基本。 
(2)知一切眾生之好惡，方能「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 
(3)菩薩所在之處，常令一切眾生生歡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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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身有傷，貽親憂：貽，贈給；子女身體有傷害，讓父母親擔心。 
【按】： 
(1)《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2)此處孝心之落實，即為深深體會父母親擔心子女生病之憂，是以佛經上

講自殺為大不孝。 
 
3.德有傷，貽親羞：篆文「德」寫為「十目一心」。「道」為自然之法則，

「德」代表順應自然法則之程度。古籍中「德」與「得」有時因同音而相

互假借。 
【按】： 
(1)子女之德有虧損，讓父母親蒙羞，自己是父母親的縮影，代表父母身教。 
(2)俗云：「一子得道，九祖升天。」如《地藏經》裡之光目女與婆羅門女。 
(3)真正圓滿孝順父母：成大聖。 
 

經文 

親愛我，孝何難 1，親憎我，孝方賢 2 

親有過，諫使更，怡吾色，柔吾聲 3 

諫不入，悅復諫，號泣隨，撻無怨 4 

 

淺註 

1.親愛我，孝何難：得人身是父母之大恩，親愛我為恩上加恩，故不難。 
【按】：傳統教育之目的，就在保持「父子有親」之天性不變質。 
 
2.親憎我，孝方賢：憎，厭惡、嫌棄；父母親嫌棄我們時，還能以清淨心做

到孝順，才能稱得上賢德。 
【按】： 
(1)何以親憎我？係前世怨懟與因果恩怨所致，須明瞭並深信因果，以柔和

質直心面對，方能化解親憎，如閔子騫之「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 
(2)得人身為大恩，父母為緣得人身，《弟子規》云：「恩欲報，怨欲忘，

報怨短，報恩長。」但此功課非初學之所能為，故需謹言之。 
 
3.親有過，諫使更，怡吾色，柔吾聲：《說文解字》：「諫，從言；怡，和

也；柔，木曲直也。」勸諫父母親之過失，使其改正，須和顏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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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1)欲使親改過，唯一之道是孝順、承其歡心，和顏悅色的態度是關鍵，最

終受孝心感動，看我們的面子改過。 
(2)勸諫他人的目的是真誠地希望對方好，而非指責對方錯或控制對方。 
 
4.諫不入，悅復諫，號泣隨，撻無怨：號，大聲哭；泣，小聲哭；聽不進勸

諫時，等到父母親高興時再勸，即使哭泣，甚至被鞭打都無怨。 
【按】： 
(1)勸諫前要累積信用，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2)勸諫要注意存心

為他人著想
、時機

他人悅、私下
、態度跟方法

和顏悅色
，最後要很有

耐性
悅復諫

。 
 

經文 

親有疾，藥先嘗，晝夜侍，不離床 1 

喪三年，常悲咽 2，居處變，酒肉絕 3 

喪盡禮，祭盡誠 4，事死者，如事生 5 

淺註 

1.親有疾，藥先嘗，晝夜侍，不離床：此即父母親生病時，子女的孝養之道，

取其精神，盡其心力照顧。 
【按】：時代變遷，孝道方式亦有變，「藥先嘗」則須以妥善備妥藥物、

照顧父母親養病環境之概念來做。落實典範為「親嚐湯藥」、「目不交

睫，衣不解帶」的漢文帝。 
 
2.喪三年，常悲咽：父母形影不離跟隨自己三年，取反哺之意，懷思親恩。 
 
3.居處變，酒肉絕：調整生活起居之方式，杜絕享受的生活。 
【按】：古之酒肉並非平時皆可受用，故絕之不忍享受，以表思親恩，乃

至於推己及人，《禮記⋅曲禮》：「鄰有喪，樁不相，裡有殯，不巷歌。」 
 
4.喪盡禮，祭盡誠：喪事時要竭盡禮節，祭祀時要竭盡誠意。 
【按】： 
(1)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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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飭終須知》-臨終的關鍵。 
(3)七七日內的修福-參考《地藏經》。 
 
5.事死者，如事生：父母親即使已經不在，仍要像仍在之時般行孝道。《中

庸》：「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

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

終於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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