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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業與樂業 第2段

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又說：“群居終日，
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
中沒有什麼人不可教誨，獨獨對於這兩種人便搖頭歎氣說道：
“難！難！”可見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藥可醫，惟有無業遊民，雖大
聖人碰著他，也沒有辦法。

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禪師，他常常用兩句格言教訓弟子，
說道：“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飯。”他每日除上堂說法之外，
還要自己掃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八十歲，日日如此。有
一回，他的門生想替他服務，把他這天應做的工悄悄地都做了，
這位言行相顧的老禪師，老實不客氣，那一天便絕對地不肯吃
飯。
我徵引儒門、佛門這兩段話，不外證明人人都要有正當職業，
人人都要不斷的勞作。



牛的精神文化

一般動物，能以體力為人服務者，並不多。
虎狼等野獸，雖有體力，但是殘暴成性，不堪役使。

弱肉強食，是動物界習見的現象。

雞犬等家畜，雖堪役使，但沒有體力，不能耕田負重。
牛則不然，雖有強大的體力，但不吃弱小的動物，甚至

反受弱小動物的欺負。蚊蠅牛虻，就經常侵犯牛，而牛在不
得已時，只用尾巴掃蕩幾下，驅走了事，就適可而止了。
只有牛，體力又大，性情又和馴，幾千年來，在中國的農田
裡，一直辛苦的為人耕種，而不求任何代價。今日農業雖已
工業化，耕田不必用牛，但是，一般人對於牛乳的需要量，
正在與日俱增。



梁啟超在清華大學任教時曾給當時的清華學子演講，他在
演講中引用了<易經>
上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來激勵學子－這是做人的
根本，我們要像天一樣，自我力求進步，剛毅堅卓，發憤
圖強，永不停息，也要像地一樣，氣勢厚實和順，增厚我
們的品德，而這大地之德，可以牛來代表，在人文的田地
裡，安於本份、竭力耕耘、不求報償、只講貢獻、不講強
食，給全人類分享。

牛之所以為牛，就因其有容物與載物的涵養。
(容載萬物)



子曰：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陽貨篇，二十二)

【解釋】
孔子說：「一天到晚只知道要填飽肚子，卻沒有一件

事情肯用心，這種人就很難教誨了。不是有一種人很會下
棋嗎？下棋時都還得用點心思，所以博弈者都比這種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的人來的好些呢!」

這句話核心是「用心」是一般日常生活中的用語，但
反思一下：什麼是「用心」

孔子，用「下棋」這件事來形容「人會有用心的狀況」。
在下棋時是一種什麼樣的身心狀況呢？

你有一個對象物（棋），然後你有一個目的（贏）
然後對象物與目的之間，你去「創造」出各種可以
產生連結的不同可能性及關係。

這麼一來，創造就被實踐出來而累積成為各種
不同的經驗，也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色。
所以，像下棋時每一盤都是一次的創造。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論語衛靈公）

【解釋】
孔子說:「一群人整天聚集在一起，講的都是些無聊

話，又喜歡賣弄小聰明，實在很難走上人生的正道。」

東漢儒者鄭玄：小慧是指小才小智，終究無法有成就；
朱熹：小慧是基於私心的智慧，言不及義者必充滿放

辟邪侈的念頭，只要有機會便會存著僥倖心理去冒險，甚
至放任自己去作不正當不正派的惡事，最後難免造成禍害。

放 、 侈：放縱
辟 、 邪：不正派、不正當
放辟邪侈：肆意作惡

儘管孔子是有教無類，但畢竟還是有人不受教，其中
以「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與「飽食終日，無
所用心」兩種人，認為他們將一事無成，最讓孔子感到無
能為力。

孔老夫子提醒大家要多多進行進德修業。



所以，對於自己現有的職業，應採何種態度呢？

專業、敬業、勤業、樂業



百丈禪師（公元七二○至八一四年）為盛唐、中唐時
福州人，俗姓王。師為幼童時，隨母入寺禮佛，指著佛像
問說：「這是誰？」母親答道：「佛也！」師於是說：
「佛與人的形貌無異，我將來當也可作佛！」

百丈禪師以「天子定禮樂而王道興，佛寺有規制則佛
法興」，遂融通大小乘戒律，制定<百丈清規>，是為禪宗
首創的法制 身份平等，集團生活

勞役平等，福利經濟
信仰平等，言行守律
眾生平等，天下為家

成為農禪合一之風範，一改佛教東來後的乞士遺制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百丈懷海禪師的家風：

我們一般人多數也是天天工作，不過是擔心如果不工作就
沒得飯吃，為了等一下有飯吃才工作，或是明年可能沒錢
所以今年要工作，或者老年可能貧苦無依所以現在要儲蓄

這是被動的成分居多。

也就是說，要付出才能獲得，若不付出就沒有資格獲得。
有時付出也不一定有回收，何況根本不付出，哪有回收？

昨天付出是昨天的事，如果今天尚未付出，今天
就得付出，要一天一天地算。這種從每一天來重
新著眼的情況，

如果一天不工作，就一天不吃飯
意思是：如果我不工作就不應該吃，如果我要吃就一定要

工作。

就是佛教積極付出的精神

我們普通人以果為因，百丈以因為果，在觀念上是不相同
的境界上也有某種程度的差異性。



叢林以無事為興盛，修行以念佛為穩當。
精進以持戒為第一，疾病以減食為湯藥。
煩惱以忍辱為菩提，是非以不辯為解脫。
留眾以老成為真情，執事以盡心為有功。
語言以減少為直截，長幼以慈和為進德。
學習以勤習為入門，因果以明白為無過。
老死以無常為警策，佛事以精嚴為切實。
待客以至誠為供養，山門以老舊為莊嚴。
凡事以預立為不勞，處世以謙恭為有理。
遇險以不亂為定力，濟物以慈悲為根本。

百丈禪師 <叢林要則二十條>

禪宗寺院清規(維持寺院清靜的規約)



煩惱以忍辱為菩提，是非以不辯為解脫：
這兩句格言告訴人們對待憂愁煩惱和人我是非應當採取的正確方法。

當我們遇到各種煩惱的時候，應當找到消除煩惱的方法。當我們通過努

力也不能消除煩惱時，就應當學會忍辱，讓自己能夠在忍辱中成就自己
的德行涵養。忍辱是對一個人意志的磨練，我們看看世出世間凡是有大
成就的人，無一不是從忍辱中來。

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天，都有可能遇到
各種令你煩惱的事情。

來自自己內心的：導致一個人煩惱的因素很多
來自外力強加的：受別人的氣會煩惱，

看不慣別人的言行也會煩惱，
所求不如願也會煩惱……



「是非天天有，不聽自然無。」
人活在世上，誰都免不了被人評價，俗話說「誰人背後無人說，哪

個人前不說人」。一個人在評論他人時：
有的是站在公平的立場上
但更多的人是在評論別人的是非。
還有的是對自己不喜歡的人無中生有地造謠中傷，以達到發泄私憤

的目的。
還有的人整天就喜歡說東家長，西家短，彷彿在他眼中別人都一無

是處，只有他自己是世上最完美的人。

當聽到別人說我們的是非時，應當像百丈禪師所指出的，這樣你就
可以遠離是非。

這些人說出的話都是是非之語。

古人云：來說是非者，定是是非人。為了避免人我是非，我們盡量

要做到不聽是非，不說是非，不傳是非。



今午

感恩大家的陪伴

祈願：在賢德醫院這片天地裡，院長的領導陪伴下
大家

摒棄對立、團結和諧、
互相尊重、相親相愛，

祝福： 創造共存共榮的新氣象
福地福人居 福人居福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