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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字
經》

是
宋
朝
王
應

麟（

字
伯
厚）
先
生
所
作

，
內
容
大
都
採
用
韻
文
，

三
字
一
句
，
四
句
一
組
，

像

一

首

詩

一

樣

，

背

誦

起
來
，
如
唱
兒
歌
，
用
來

教
育
子
女
琅
琅
上
口
十
分

有
趣
，
又
能
啟
迪
心
智
。
是

一
本
難
得
的
啟
蒙
讀
本。 

三
字
經
：

一、
經
：
貫、
攝、
常、
法

二、
作
者
：
宋  

王
應
麟

三、
內
容



《
三
字
經》

簡
說  

序（

節
要）



                                    

徐
醒
民
老
師

 

從
前
私
塾
學
童
，
讀
誦
的
課
本

很
多
，
例
如
三
字
經
、
百
家
姓
、
千
字
文

、
鑑
略
、
龍
文
鞭
影
、
昔
時
賢
文
、
七
言

雜
字
、
神
童
詩
、
千
家
詩
、
唐
詩
三
百
首

、
女
兒
經
、
以
及
幼
學
故
事
瓊
林
諸
書

。
在
這
些
書
中
，
以
三
字
經
的
知
名

度
最
高
，
雖
是
不
識
字
的
人
，
也
知

道
三
字
經
這
個
書
名。

 

三
字
經
大
都
採
用
韻
文
，
三
字

一
句
，
四
句
一
組
，
每
四
句
像
一

首
詩
，
年
幼
的
兒
童
都
能
習
誦
。
誦

起
來
，
如
唱
兒
歌
。
因
此
，
一
般
塾
師

都
用
此
書
作
開
蒙
讀
本
。
書
中
撮
述
：

天
地
、
人
倫
、
群
經
、
諸
子
、
歷
史
、
歷
代

示
範
人
物
，
堪
稱
一
部
國
學
簡
要
索
引

。
書
的
開
頭
：「

人
之
初
，
性
本
善
。

」

就
有
很
好
的
意
思
。
兒
童
開
始
讀
書

，
先
認
得
這
個
人
字
，
便
是
有
助
於

人
文
修
養
，
不
為
物
欲
所
迷
，
然
後

所
求
的
一
切
學
問
，
才
能
利
己
利
人

，
進
而
可
以
希
賢
希
聖。

 
 

 




王
應
麟
生
平

 
 

王
應
麟
字
伯
厚
，
號
深
寧
；
原
籍

開
封
府
祥
符
縣
，
其
曾
祖
任
北
宋

武
經
大
夫
，
保
信
軍
承
宣
使
。
金
兵

入
侵
，
隨
宋
室
南
渡
，
孝
宗
乾
道

年
間
，
始
定
居
於
慶
元
府
之
鄞
縣（

鄞
音
銀。
今
浙
江
鄞
縣）

。 　
　


 

 

應
麟
與
弟
應
鳳
同
日
生
，
九
歲
即

通
六
經
，
十
六
歲
時
從
鄉
先
生
吳

參
倚
受
學
，
後
又
從
王
埜（
音
也
。
子
文

）

受
學
；
王
埜
之
父
王
介
，
則
是
呂

祖
謙
的
學
生
，
後
來
王
埜
又
從
學

於
朱
熹
再
傳
弟
子
真
德
秀（

西
山）

門
下。 

 
 

全
氏（

全
祖
望）

在〔

宋
王
尚
書
畫

像
記〕

中
又
說
：「

先
生（

指
應
麟）

之
學
，
私
淑
東
萊
，
而
兼
綜
建
安
、

江
右
、
永
嘉
之
傳
。」

可
見
其
博
洽

多
聞
，
對
諸
家
學
說
均
能
採
兼
容

並
蓄
的
治
學
態
度。

 
 

應
麟
十
八
歲
，
試
國
子
監
中
選
；

翌
年
，
即
淳
祐
元
年
又
中
進
士
；

然
不
以
此
自
滿
，
言
曰
：



「
今
之
事
舉
子
業
者
，
沽
名

釣
譽
，
得
則
一
切
委
棄
，
制

度
典
故
漫
不
省
，
非
國
家
所

望

於

通

儒
。

」

於

是

發

憤

讀

書

，

誓

以

博

學

宏

辭

科

自
見
，
假
館
閣
書
讀
之。

 
 

四
年
，
中
博
學
宏
辭
科
；

同
年
五
月
，
集
英
殿
策
士
，

應
麟
受
命
擔
任
覆
考
試
卷
官

，
文
天
祥
為
他
選
中
，
名
列

第
一。 　
　


 

 

應
麟
著
述
凡
三
十
餘
種
，
六
百
餘
卷
，

涉
及
範
圍
極
廣
，
故
後
人
稱
其「

博
學

多
聞
，
在
宋
代
罕
其
倫
比」

。
 

 

應
麟
之
父
王
撫
，
文
章
氣
節
推
重
一
時
，

應
麟
從
小
接
受
儒
家
嚴
格
教
育
，
其
父
親

自
督
教
，
每
授
題
，
設
巍
座
，
命
坐
堂
下

，
刻
燭
以
俟
，
少
緩
則
詞
譴
之
，
由
是
應

麟
才
思
敏
捷
。
故
應
麟
淵
源
家
學
，
蔚
為

大
儒
，
可
謂
其
來
有
自。

 
 

應
麟
一
生
為
官
清
廉
，
能
體
恤
民
間
疾
苦

，
其
所
以
多
次
被
貶
，
皆
由
於
他
力
求
改

革
弊
政
，
並
力
主
積
極
抗
元
，
惜
當
時
統

治
階
層
只
圖
苟
安
享
樂
，
毫
無
勵
精
圖
治

之
意
，
反
遭
權
臣
忌
恨
，
亟
謀
去
之
而

後
快
，
因
此
迫
得
他
只
能
隱
居
故
鄉
，
讀

書
著
述。 

 



孔
子
聖
蹟
圖
：
麒
麟
玉
書



《
三
字
經》

淺
說（

節
要）

  

因
緣
生
老
師

 
 

《
三
字
經》

初
成
的
大
致
範
圍
是
在
南

宋
末
年
至
元
朝
初
年
之
間
，
其
具
體
時

間
已
不
可
考
，
作
者
是
宋
朝
大
儒
王
應
麟

。
王
公
字
伯
厚
，
號
深
寧
居
士
，
又
號

厚
齋
。
至
於
為
何
名「

應
麟」

二
字—

—

乃
引
孔
子
降
生
時
，
麒
麟
吐
玉
書
之
兆
。

應
麟
而
生
，
其
意
由
此。

 
《

三
字
經》

是
由
王
伯
厚
先
生
晚
年

隱
居
時
所
作
，
其
目
的
是
為
了
教
導
本

族
子
弟
讀
書、
治
學
，
以
作
開
蒙
之
用。

 
《

三
字
經》

的
文
辭
簡
單
，
但
含
義

深
廣
，
用
詞
恰
當
而
條
理
清
晰
。
其
內
容

淹
貫
三
才
，
出
經
入
史
，
既
為
童
蒙
求

學
理
清
次
第
，
又
可
作
為
深
入
學
問
的

發
端。

 

民
國
年
間
的
著
名
學
者
章
太
炎
先
生

曾
增
補《

三
字
經》

的
讀
本
，
在
增
補

序
文
中
，
太
炎
先
生
說
道
：「

《

三

字
經》

者
，
世
傳
王
伯
厚
所
作
。
其
敘
歷

代
廢
興
，
本
迄
于
宋
，
自
遼
、
金
以
下
，

則
明
、
清
人
所
續
也
。」

說
此
書
為
王
伯

厚
所
作
，
因
王
伯
厚
是
宋
人
，
故
僅
止

於
宋
，
自
遼
、
金
以
下
的
歷
史
以
及
部
分

常
識
，
是
由
明
、
清
兩
代
學
者
增
補
的
，

太
炎
先
生
自
己
也
增
補
了
部
分
史
料。



 
 

序
文
中
接
著
說
：「

其
書
先
舉
方

名
事
類
，
次
及
經
、
史
、
諸
子
，
所
以

啟
導
蒙
稚
者
略
備
。」

並
讚
歎
道

：「

其
啟
人
知
識
，
過
之《

急
就
章

》

與《

凡
將
篇》

之
比
矣
。」

太
炎

先
生
接
著
說
道
：「

余
觀
今
學
校

諸
生
，
或
並
五
經
題
名
、
歷
朝
次
第

而
不
能
舉
，
而
大
學
生
有
不
知
周

公
者
。
乃
欲
其
通
經
義
知
史
法
，
其

猶
使
眇
者
視、
跛
者
履
也
歟
？」

 


 
 

在
序
中
他
感
嘆
道
：「

今
欲
重
理

舊
學
，
使
人
人
誦《

詩》
《

書》
，

窺
紀
傳
，
吾
之
力
有
弗
能
已
。」

但

接
著
，
他
開
出
了
一
個
藥
方
：「

若

所
以
詔
小
子
者
，
則
今
之
教
科
書
，

固
弗
如《

三
字
經》

遠
甚
也
。」

唯

有《

三
字
經》

可
以
做
到
，
它
的
作

用
是
不
會
隨
著
時
間
而
改
變
的
。
所

以「

閒
常
舉
以
語
人
，
漸
有
信
者
。

」

太
炎
先
生
講
到
恢
復
傳
統
文
化
也

是
從
蒙
學
開
始
，
在
蒙
學
當
中
亦

以《

三
字
經》

為
要
，
並
且
自
身「

閒
常
舉
以
語
人」

。
所
以《

三
字
經

》

一
書
是
我
們
絕
對
不
能
輕
視
的。

 




人之初。性本善。

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彼此差異不大，後來因
為生活和學習環境的不同，差異愈來愈大。  

人之初，性本善：
一、《大學》：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
二、《中庸》：天命之謂性
三、六祖惠能大師開悟偈語 



人
之
初 

性
本
善

                         

淨
空
老
法
師

 
 

教
學
的
理
念
首
先
要
承
認「

人
性

本
善」
，
就
像
佛
陀
的
教
育
，
你
看

佛
陀
的
教
育
，
中
心
的
理
念
就
是「

一
切
眾
生
本
來
是
佛」

，
跟「

人

之
初
，
性
本
善」
意
思
完
全
相
同
。
所

以
你
搞
教
育
、
你
搞
教
學
，
首
先
你
就

要
肯
定
人
性
本
善
。
教
育
的
目
的
何
在

？
目
的
就
是
要
幫
助
一
切
眾
生
回
歸

到
本
善
，
這
個
本
善
在
大
乘
法
裡
面

就
是
大
徹
大
悟
、
明
心
見
性
，
這
才
叫

本
善
，
本
善
就
是
成
佛
。
為
什
麼
要
教

？
底
下
的
話
就
說
明
白
，「

性
相
近

，
習
相
遠」

。
性
本
善
的
，
是
一
樣
的

，
完
全
相
同
的
，
可
是
習
與
本
性
距

離
愈
來
愈
遠
。
習
性
是
什
麼
？
習
慣
，

本
性
本
善
，
習
性
不
善
。
中
國
古
人

講「

近
朱
則
赤
，
近
墨
則
黑」

，
你

一
個
小
孩
他
非
常
容
易
受
到
外
面
境

界
的
感
染
，
他
跟
好
人
在
一
起
他
變

成
好
人
，
他
跟
惡
人
在
一
起
他
就
變

壞
了
，
這
叫
習
性。



 
 

教
育
的
目
的
是
如
何
幫
助
人
從

不
善
的
習
性
回
歸
到
本
善
，
這

是
教
育
的
目
的
。
所
以
教
育
的
理

念
就
是
從
這
裡
興
起
來
的
，「

茍
不
教
，
性
乃
遷」
。
只
要
把
人

教
好
，
這
個
社
會
什
麼
樣
不
好

的
事
情
都
不
會
發
生
，
這
個
地

球
上
任
何
災
難
也
不
會
發
生
。
所

以
中
國
人
懂
得
教
育
，
中
國
人

有
教
育
的
智
慧
、
有
教
育
的
方
法

、
有
教
育
的
經
驗
、
有
教
育
的

效
果
。
非
常
可
惜
，
滿
清
亡
國
之

後

這

一

個

世

紀

，

這

一

百

年

當
中
，
我
們
把
祖
宗
東
西
疏
忽
了

、
輕
視
了
，
社
會
才
出
了
這
麼

多
麻
煩
，
山
河
大
地
發
生
這
麼

多
的
災
變
，
究
其
根
本
，
教
育

出
了
問
題。

 





人
之
初 

性
本
善

                 

因
緣
生
老
師

 
 

無
論
是
經
典
還
是
古
書
，

開
篇
的
地
方
是
絕
對
不
可

以
輕
易
放
過
的
，
古
人
一

般
會
將
主
旨
擺
在
全
書
的

開
端
。
本
書
亦
然
，
全
經
的

總
綱
即
在
於
此。 



 

人
性
本
善
是
孟
子
的
說
法
，
而
荀

子
則
認
為
人
性
是
惡
的
。
漢
代
儒
者
揚

雄
說
人
性
是
善
惡
相
混
的
，
而
老
子

則
說
人
性
是
超
越
善
惡
的
，
戰
國
的

尸
子
又
說
人
性
非
善
非
惡
。
這
些
說
法

到
底
哪
一
個
是
正
確
的
呢
？
一
言
以

蔽
之
：
悟
則
全
是
，
執
則
全
非
。
我
們

若
是
能
體
察
其
中
深
意
，
那
麼
這
些

聖
賢
所
說
的
都
是
對
的
，
可
假
如
我

們
執
著
於
一
端
，
那
麼
他
們
所
說
的

全
都
不
正
確
。
所
謂
人
性
，
即《

大
學

》

中
所
講
的
明
德
，
也
就
是
聖
人
之
德

。
但
因
受
言
語
的
局
限
，
沒
有
辦
法

將
它
十
分
清
楚
的
形
容
出
來
。
孔
子
說

：「

書
不
盡
言
，
言
不
盡
意
。」

所

謂「

言
語
道
斷
，
心
行
處
滅」

，
必

須
要
拋
開
言
語
和
思
維
才
能
明
瞭。 





 
明
德
非
從
外
來
，
是
自
然
而
然
未

經
任
何
造
作
而
生
成
，
所
以
又
叫
天
性

。
它
本
來
本
有
，
所
以
又
叫
本
性
。

天
性
、
明
德
、
本
性
只
是
不
同
的
名
詞

而
已
。
人
性
本
善
，
但
是
這
個
善
和
善

惡
的
善
不
一
樣
，
明
德
之
中
清
淨

無
染
，
所
以
人
性
的
本
體
没
有
善
也

沒
有
惡
，
它
在
呈
現
出
表
象
之
時
也

無
法
絕
對
的
判
斷
出
善
惡
，
而
在
起

作
用
的
時
候
，
善
惡
立
辨
。…

…

這
就

是
所
謂
的「

人
有
不
宜
以
善
惡
而

論
者
，
事
有
不
宜
以
是
非
而
論
者」
。 

 
 

千
萬
不
要
以
為
孟

子
和
荀
子
是
因
為
沒

有
恢
復
明
德
所
以
才

會

有

「

性

善

」
「

性
惡」

的
觀
點
，
聖

人
為
救
時
弊
而
生
，

孟
夫
子
講
性
善
是
勸

人
向
善
，
荀
卿
子
講

性
惡
是
教
人
止
惡
。
萬

不
可
隨
意
批
評
古
人

，
議
論
他
人
之
前
，

首
先
要
有
自
知
之
明

，
怎
能
以
凡
鑒
聖
呢
？
 





六
祖
開
悟
偈
語

                        

淨
空
老
法
師

 
 

在
中
國
也
出
現
一
尊
佛
，
禪
宗
六

祖
惠
能
大
師
，
他
為
我
們
示
現
，
不

識
字
，
沒
念
過
書
，
也
沒
去
參
過
學

。
釋
迦
牟
尼
佛
學
了
十
二
年
，
他
一

天
也
沒
學
過
。
五
祖
為
他
講
解《

金

剛
經》

大
意
，
講
到「
應
無
所
住
而

生
其
心」

，
惠
能
豁
然
大
悟
。
他
怎

麼
悟
的
？
妄
想
分
別
執
著
放
下
了
。

所
以
，
放
下
就
是
！

 
 

放
下
之
後
，
他
的
境
界
與
釋
迦
牟

尼
佛
在
菩
提
樹
下
示
現
的
境
界
完
全

相
同
。《

壇
經》

上
記
載
，
他
說
出

徹
悟
的
境
界
：「

何
期
自
性
本
自

清
淨」

，
自
性
是
我
們
的
本
性
、
真
性

。
中
國
古
人
也
說「

人
性
本
善」

，「

善」

的
意
思
很
廣
，
清
淨
是
善

，
本
來
清
淨
，
沒
有
染
污
。「

何
期

自
性
本
不
生
滅」

，
沒
有
生
死
。「

何
期
自
性
本
自
具
足」

，「

具
足」

是
沒
有
欠
缺
。
具
足
什
麼
？
佛
在《

華
嚴》

上
所
說
：「

一
切
眾
生
皆
有

如
來
智
慧
德
相。」





如
來
就
是
自
性
，
我
們
跟
一
切

諸
佛
一
樣
，
自
性
本
具
圓
滿
的

智
慧
、
德
行
、
能
力
、
福
報
，
無

量
無
邊
，
平
等
平
等。

 
 

能
大
師
覺
悟
了
才
知
道
、
才

發
現
了
。
我
們
今
天
是
迷
失
，

並
不
是
真
的
失
去
；
只
是
迷
，

不
起
作
用。 


 

 

又
說「

何
期
自
性
本
無

動
搖」

，「

動
搖」

指
的
是

念
頭
。
凡
夫
前
念
滅
後
念
生
，

妄
念
紛
飛
，
是
假
的
，
是
妄
念

。
真
心
不
動
。
最
後
說「

何
期

自
性
能
生
萬
法」

，
這
句
話
很

重
要
，
宇
宙
從
哪
來
的
？
十
法

界
從
哪
來
的
？
六
道
輪
迴
從
哪

來
的
？
是
自
性
變
現
出
來
的
，

所
以《

華
嚴》

講「

唯
心
所
現

、
唯
識
所
變」

，
自
性
能
生

萬
法。





性相近。習相遠。

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彼此差異不大，後來因
為生活和學習環境的不同，差異愈來愈大。  



子
曰
：
性
相
近
也
，
習
相
遠
也。

 
           《

論
語 

陽
貨》

  

雪
廬
老
人

 
「

子
曰
：
性
相
近
也。」


 

 
「

性」
，
从
心
从
生
。
先
有
性
以
後

才
生
動
物
，
動
物
本
著
性
來
，
類
似

十
二
因
緣
。
佛
家
說
的
話
與
儒
家
說
的

話
方
法
不
一
樣
，
佛
家
說
世
間
、
出
世

間
法
，
無
始
無
終
，
過
去
、
未
來
、

現
在
，
佛
家
一
律
都
講
。
佛
知
過
去
，

無
始
，
找
不
出
一
個
開
始
，
後
來

無
終
，
找
不
出
結
束
來
，
無
始
無
終

就
是
說
性
，
法
爾
如
是
，
天
然
如
是。

 
 

孔
子
講
世
間
法
，
不
講
過
去
、
未
來

，
只
講
中
間
一
段
，
講
現
在
。
這
樣
講

很
對
，
因
為
有
現
在
就
有
過
去
、
現
在

、
未
來
，
例
如
剛
才
上
課
已
過
去
了

，
我
們
身
上
的
細
胞
已
經
死
生
若
干
個

。
自
古
以
來
都
有
現
在
，
未
死
就
還

有
未
來
。
就
說
現
在
的
肉
體
，
到
八
點

鐘
還
未
死
便
是
未
來
，
由
這
個
往
下

一
發
展
，
就
是
無
始
無
終
。
孔
子
對

過
去
、
未
來
都
知
道
，
為
什
麼
呢
？
孔

子
懂
性
又
為
什
麼
不
說
？
因
為
說
性

沒
人
懂
，
所
以
孔
子
不
說。



「

習
相
遠
也。」


 

 
習
是
習
氣
，
若
當
性
解
，

就
大
錯
了
。
習
是
習
染
，
中

庸
說
：「

喜
怒
哀
樂
之
未
發

」

沒
有
表
現
出
來
，
那
是
第

八
識
藏
的
種
子
，
未
發
的
喜

怒
哀
樂
是
情
而
不
是
性。

 
 

「

發
而
皆
中
節
，
謂
之
和」

表

現
出
來
，
而
合
乎
一
定
的
節
度
，

不
可
超
過
。
樂
是
情
，
已
經
發
出

來
了
，
要
調
和
使
情
中
正
和
平
。「

天
地
位
焉
，
萬
物
育
焉」

，
如
佛

家
所
說
：「

萬
法
唯
識」

。
若
是
覺

後
空
空
無
大
千
，
既
然
無
有
情
了

，
還
有
什
麼
天
地
位
焉
，
萬
物
育

焉
呢
？

 
 

下
頭
按
字
的
真
義
講
，
聽
了
要

合
理
。
佛
所
說
與
孔
子
所
說
相
同
，

二
聖
人
所
講
沒
有
不
同。

 
 

孔
子
說「

性
相
近
也」

，
本
性

在
原
來
是「

近」

。
近
，
指
本
性
相

近
原
來
無
始
找
不
出
來
。
眾
生
的
本

性
在
最
初（

近）

彼
此
差
不
多
，

為
什
麼
後
來
不
一
樣
？「

習
相

遠
也」

。



性
，
不
知
在
何
處
，
盡
虛

空
遍
法
界
都
是
性
，
性
參

加
在
眾
生
身
上
。
眾
生
有

父
母
，
父
母
有
習
慣
，
男

女
陰
陽
和
合
時
，
性
參
加

上
去
，
三
和
合
便
可
坐
胎

。
性
若
不
參
加
，
光
有
男

精
母
血
不
坐
胎。
一
坐
胎
，

有
一
陰
一
陽
，
所
以
中
國
從
前
講

胎
教
，
不
准
隨
便
吃
、
隨
便
看
，
怕

有
壞
的
習
染
。
母
親
改
變
思
想
，
想

某
一
現
象
，
胎
兒
就
變
樣
子
，
便

有
習
氣
。
這
時
的
習
氣
還
輕
，
一
出

胎
後
，
一
接
觸
有
愛
、
取
、
有
，
性

的
本
來
變
了
樣
，
便
變
遠
了
，
大

家
變
的
不
一
樣
。
大
家
習
染
不
一
樣

，
彼
此
之
間
便
愈
差
愈
遠。



    
人
之
初 

性
本
善

    
性
相
近 

習
相
遠



人
生
百
日 

體
露
真
常

                             

淨
空
老
法
師

 
 

人
生
百
日
，
人
生
下
來
一
百
天
，
體
露

真
常
。
這
一
百
天
的
小
孩
，
你
看
看
他
，

他
那
個
本
善
完
全
表
現
在
外
頭
，
那
是

什
麼
？
那
就
是
佛
陀
，
你
本
來
是
佛
。
人

出
生
到
世
間
，
本
來
是
佛
，
以
後
怎
麼

會
淪
落
成
這
個
樣
子
？
本
來
是
聖
人。

 
 

這
個
問
題
底
下
一
句
就
解
釋
出
來
了

，《

三
字
經》

「

性
相
近
，
習
相
遠」

。

本
性
是
本
善
的
，
完
全
相
同
，
但
是
習

性
不
一
樣
了
。
近
朱
則
赤
，
近
墨
則
黑
，

就
看
他
在
什
麼
環
境
，
他
接
觸
的
是
什

麼
人
，
他
要
跟
聖
人
在
一
起
，
他
成

聖
人
；
他
跟
佛
菩
薩
在
一
起
，
他
就
成
佛

、
成
菩
薩
；
他
跟
六
道
凡
夫
在
一
起
，

他
就
墮
落
到
六
道
。
從
這
個
事
實
於
是
就

生
起
教
育
的
念
頭
，
教
育
從
哪
來
的
？

從
這
起
來
的
，
要
教
。「

茍
不
教
，
性

乃
遷」

，
他
會
隨
著
外
頭
環
境
變
，
不

教
怎
麼
行
？
如
何
教
法
？「

教
之
道
，

貴
以
專」

。
老
祖
宗
這
八
句
話
，

是
中
國
教
育
的
智
慧、

教
育
的
理
念、

教
育
的
總
綱
領。

 






性
相
近 

習
相
遠

                 

因
緣
生
老
師

 
 

經
文
中
為
什
麼
說「

性

相

近」
而

不

說「

性

相

同

」

呢

？

心

性

之

理

，

微

妙

難
思
，
只
可
體
悟
，
難
以
言
說

。
古
賢
曰
：「

從
門
入
者
，

不
是
家
珍
。」

由
外
面
得
來
的

，
不
能
算
作
自
家
的
東
西
。
所

以
談
及
心
性
，
還
是
要
我
們

自
己
認
真
體
悟
，
耐
心
潛
修。 

 
 

「

習
相
遠」

，「

遠」

是

差
別
，「

習」

是
習
慣
。
積
習

而
成
慣
，
則
自
然
形
成
了
一

種
無
形
的
力
量
，
所
思
所
行

無
不
受
這
股
力
量
的
牽
引
，

因
為
積
聚
日
久
，
難
以
轉
變

，
所
以
人
們
往
往
窮
盡
一
生

都
很
難
改
變
自
身
的
習
慣。



    【
凡
聖
迷
悟
示
意
圖】



 
 

一
切
眾
生
本
來
是
佛
，
自
性
圓
滿
具

足
一
切
智
慧
、
福
德
、
才
藝
、
相
好
。
自
性

又
稱
為「

法
性」

、「

本
性」

或
者「

心
性」

，
也
就
是《

三
字
經》

所
說

的「

人
之
初
，
性
本
善」

。 





苟不教。性乃遷。

如果不及早接受良好的教育，善良的本性就會
隨著環境的影響而改變，所謂先入為主，不可
不慎!	   





苟
不
教 

性
乃
遷

                 

因
緣
生
老
師

 
 

倘
若
不
在
幼
時
加
以
正
確
的

引
導
，
那
必
將
隨
著
習
氣
的
牽

引
而
令
原
本
靈
明
覺
照
的
德
性

愈

加

受

煩

惱

所

蒙

蔽
。

正

因

如
此
，
童
蒙
教
育
便
顯
得
尤
為

重
要
，
所
以
經
文
告
訴
我
們「

苟
不
教
，
性
乃
遷」

。
 


 

 

明
德
是
每
個
人
都
具
足
的
，

縱
然
受
到
長
久
的
障
蔽
也
不
會

丟
失
，
但
想
要
讓
它
恢
復
原
本

具
足
的
智
慧
，
則
需
要
通
過
後

天
教
育
來
去
除
蒙
蔽
明
德
的
煩

惱
私
欲
。
但
要
如
何
去
教
才
能

達
到
效
果
呢
？
這
教
法
就
更
是

重
中
之
重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