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汎愛眾 1 

經文 

◎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 2 

淺註 

1.汎愛眾：廣泛地愛護眾人。 
【按】： 
(1)汎：同泛，廣泛、普遍、無分別；拓開心量。 
(2)愛：心+受；感受對方需要，即站在對方立場。 
(3)眾：《說文解字》：「眾，多也。」就《弟子規》言為眾人，佛法引申

為眾生，即眾緣和合而生。 
(4)汎愛眾的基本條件：落實孝、悌、謹、信之細則為其基礎，標準亦在此。 
 
2.凡是人，皆須愛，天同覆，地同載：本經文即慈悲心在《弟子規》中落實。 
【按】：慈悲的修學層次分成四層： 
(1)愛緣慈悲：平常凡夫。 
(2)眾生緣慈悲：是對一切眾生都視如父母兄妹眷屬，常起與樂拔苦之心，是

大心凡夫或未斷煩惱之學人所起的慈悲。 
(3)法緣慈悲：對眾生隨力隨意拔苦與樂，這是已斷煩惱達於法空之聖人所起

的慈悲。。 
(4)無緣慈悲：心無分別，普度一切眾生，不但對一切人類拔苦與樂，擴展至

一切有情動物，皆起憐愍愛護之心，此即諸佛與法身大士之無緣大慈，同

體大悲。 
 

經文 

◎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 1 

◎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 2 

淺註 

1.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品德修養高者，名聲威望自然高。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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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望係因德行具足而水到渠成，非能求得。 

(2)暴紅的啟示：來得快，去得快，無福德者，往往有奇禍。 

(3)貌：外貌-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4)醜僧俊道-釋道安，上廣下欽老法師之不重外貌。 
 
2.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心無所求則講話自然確實，亦即人到

無求品自高，聲望自然高，別人自然心服。 
【按】： 
(1)真有才能，聲望自然高：不求聲望，聲望反而高。 
(2)人所服，服什麼？先做再說是聖人，先說再做是賢人，說了不做是騙人。 
(3)平時能言善道，境界考驗來了，才知有無真功夫。 
(4)儒家三不朽順序：立德、立功、立言。 
 

經文 

◎己有能，勿自私 1，人所能，勿輕訾 2 

◎勿諂富，勿驕貧 3，勿厭故，勿喜新 4 

◎人不閒，勿事攪 5，人不安，勿話擾 6 
 

淺註 

1.己有能，勿自私：《說文解字》：「私，蓋禾有名私者也。」若己有能力

者，應多行法布施與內財布施。 
【按】：財法無畏三種布施對應富貴、智慧與健康長壽三種福報，越施越

多，越多越施。 
 
2.人所能，勿輕訾：訾，非議、詆毀之義，切莫詆毀他人之能。 
【按】： 
(1)訾人之能之表象義含為：嫉妒他人，傲慢心。 
(2)真正含義：自卑心，自覺不如對方。 
(3)學問深時意氣平，《無量壽經》：「心無下劣，亦不貢高。」 
 
3.勿諂富，勿驕貧：諂，奉承、巴結；驕，自滿、自高自大；富與貧皆為物

質上受用之差異。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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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子治家格言》：「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遇貧窮而作驕態者，

賤莫甚。」 
(2)人會因地位、才華而諂媚、驕傲，因何者而驕慢者，必因失之而自卑。 
(3)人人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勿有高下，應生平等心。 
 
4.勿厭故，勿喜新：從物質角度來引導弟子們惜福，勿被新鮮感迷惑而糟蹋

福報。 
【按】： 
(1)對朋友或配偶亦如是，如宋弘-糟糠之妻不下堂。 
(2)勿喜新厭舊：對所修學法門更如是。 
 
5.人不閒，勿事攪：拜訪人要看時間，見人忙碌時，勿打擾。 
【按】： 
(1)吃飯、休息時間勿打擾他人。 
(2)講電話之前，要先詢問對方是否方便。 
 
6.人不安，勿話擾：見人身心不安，勿多話打擾。 
【按】： 
(1)見失意人，不說得意話；見老年人，不說衰喪話。 
(2)見人犯錯，不落井下石，需體諒當下情況。 
 
◎人有短，切莫揭 1，人有私，切莫說 2 
◎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 3 

◎揚人惡，即是惡，疾之甚，禍且作 4 

◎善相勸，德皆建，過不規，道兩虧 5 

 

淺註 

1.人有短，切莫揭：他人之短處，切莫宣傳或揭穿，此長養自己厚道之心。 
 
2.人有私，切莫說：若知人之隱私、秘密，切莫宣傳。 
【按】： 
(1)若無心知道他人隱私，謹記閉口莫言，切莫多事宣揚。 
(2)若他人告知自己隱私，是得人信任，勿輕毀之。 
 
3.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愈思勉：見他人行善，廣為宣揚，能移風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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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1)道人「善」之標準：符合性德、修德之標準，故普賢十大願王中有：「禮

敬諸佛，稱讚如來。」 
(2)稱讚努力的過程，不直接讚美結果。 
(3)觀機稱讚，要看其是否能承受得起稱讚，亦即會不會變心。 
(4)稱讚之處所：揚善於公堂，規過於私室 
 
4.揚人惡，即是惡，疾之甚，禍且作：背後之議，受撼者，常若刻骨，往往

惱羞成怒，變本加厲，甚至起報復心，此即惡因必有惡報之理。 
【按】： 
(1)《六祖壇經》云：「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是以放在心上且不應

當，何況大肆宣揚。 
(2)西漢灌夫

父親張孟曾為潁陰侯灌嬰家臣，賜姓灌
因七國之亂時有戰功，被命為燕國宰

相，因犯法又鬥毆皇親被免官，但仍家產萬千而橫暴於穎川，後在宰相

婚筵上辱罵眾人而被斬殺。 
 
5.善相勸，德皆建，過不規，道兩虧：此即當勸人為善者，皆須勸，若不勸

者，則應勸人者與英改過者皆有過失。 
【按】： 
(1)以「善」相勸：以符合性德為標準。  
(2)「善巧方便」勸人：以對方能接受為原則。 
(3)子曰：「可以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以言，而與之言，失言。智

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凡取與，貴分曉，與宜多，取宜少 1 

◎將加人，先問己，己不欲，即速已 2 

◎恩欲報，怨欲忘，報怨短，報恩長 3 
 

淺註 

1.凡取與，貴分曉，與宜多，取宜少：取：從他人接受；與：將己所有予人。

與他人財物往來要分辨清楚，非為計較，而為日後與多取少。 
【按】：禮讓，廣結善緣，拓開心量；廣修布施，越施越多。 
 
2.將加人，先問己，己不欲，即速已：凡事要做之前，先問問自己良心，培



國學書院傳統文化基金會 弟子規學習教材-汎愛眾 

5 

養同理心，站在對方的立場想。 
【按】： 
(1)《論語⋅衛靈公》：「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2)如何能多替別人想，站在別人角度想？心要柔軟，不要有太多的成見、

想法，自然可以知道對方心意。 
(3)進一步提升到：己所欲，施於人。 
 
3.恩欲報，怨欲忘，報怨短，報恩長：此即只思善行、不思惡事，對於他人

之好，要常記於心，對於他人之惡，要盡快忘卻。 
【按】： 
(1)受人滴水之恩，當湧泉以報；常念四重恩：父母、師長、國家、眾生恩。

要真正知恩，長存感恩心，方能做到報恩長：。 
(2)報怨短：報怨念頭存在的時間越短越好，必須快速轉念。 
(3)何以有怨？過去生、今生結下的惡緣。 
(4)冤冤相報，無有了時，每下愈況。 
 
◎待婢僕，身貴端，雖貴端，慈而寬 1 

◎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 2 
 

淺註 

1.待婢僕，身貴端，雖貴端，慈而寬：此講述待地位低下之人的原則。 
【按】： 
(1)《論語⋅顏淵篇》：「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

帥以正，孰敢不正？』」此即上行下效，上樑不正下樑歪之理。 
(2)對待婢僕、部屬或房客，品行端正，以身作則，仁慈寬厚。 
 
2.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以威勢服人，表面服從，內心不服，

關鍵時候叛變；以道理服人，心悅誠服，更被敬重。 
【按】：若能提升以德服人，德行感召，自然感化一切有緣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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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汎愛眾為拓開心量之根本，如同佛門之「眾生無邊誓願度」，以孝、悌、

謹、信為本，善待一切眾生，前四則為自利，本則為利他，自利為利他之

基礎，利他為自利之圓滿，兩者實唯為一而二，二則一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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