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聖
學
根
之
根》


    《

三
字
經》


              

                     

第
七
集

                 


                   

開
吉 

敬
學



首孝弟。次見聞。
知某數。識某文。

做人最重要的是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其次才是
增廣見聞、學習知識，明白數字的運用和變化的
原理，並研讀古聖先賢的文章來修養自己。  



    
首
孝
弟 

次
見
聞 

知
某
數 

識
某
文

                       

因
緣
生
老
師

 
 

「

首
孝
弟
，
次
見
聞。」

此
句
經
文

是
教
導
我
們
修
學
要
注
重
次
第
，
正

如《

大
學》
所
云
：「

物
有
本
末
，

事
有
終
始
。
知
所
先
後
，
則
近
道
矣
。

」

孝
悌
是

緊
要
的
事
，
其
次
才
是

才
識。
德
行
在
前
，
學
問
在
後。 


 

 
「

知
某
數
，
識
某
文」
，「

數」

是
指
算
學
之
類
。「

文」

是
指
文
字
、

文
章
。「

數」

和「

文」

泛
指
六
藝

，
即
：
禮、
樂、
射、
御、
書、
數。 


 

 
《

論
語
．
學
而》

篇
有
子
曰
：「

君
子
務
本
，
本
立
而
道
生
。
孝
悌
也
者

，
其
為
仁
之
本
與
。」

孔
門
之
學
志
道

依
仁
，
孝
悌
即
是
行
仁
的
開
端
。《

論

語
點
睛》

云
：「

為
仁
正
是
作
人
，

不
仁
便
不
可
為
人
。
人
所
以
作
亂
，
是

由
於
好
犯
上
；
犯
上
之
本
，
由
於
不

孝
弟
；
不
孝
弟
，
由
於
甘
心
為
禽
獸
。

若
不
肯
做
衣
冠
禽
獸
，
必
孝
弟
以
為
人

。
為
人
，
即
仁
義
禮
智
自
皆
具
足。



故
孝
弟
是
仁
義
禮
智
之
本
，
蓋
孝
弟

是
良
知
良
能
，
良
知
良
能
是
萬
事
萬

物
之
本
源
也。」

 


 
 

《

孝
經》

的
開
端
，
孔
子
問
曾
子
說

：「

先
王
有
至
德
要
道
，
以
順
天
下

，
民
用
和
睦
，
上
下
無
怨
，
汝
知

之
乎
？」

曾
子
回
答
道
：「

參
不
敏

，
何
足
以
知
之
？」
孔
子
緊
接
著
說

：「

夫
孝
，
德
之
本
也
，
教
之
所
由

生
也
。」

即
是
教
導
我
們
從
孝
悌
下
手

，
則
自
然
能
夠
悟
入
聖
人
之
道。

 
 

清
代
學
者
宮
南
莊
在《

醒
世
要
言》

中
寫
道
：「

子
弟
莫
愁
愚
鈍
，
家
傳

自
有
良
方
。
先
教
孝
悌
後
文
章
，
步
步

青
雲
直
上
。
舉
動
百
般
粗
率
，
言
語
一

味
輕
狂
。
誰
家
伶
俐
好
兒
郎
，
可
惜
毫

無
福
相
。」

為
人
父
兄
者
不
必
擔
心
孩

子
根
性
愚
鈍
，
有
一
個
好
方
法
可
以

助
他
成
材
。
那
就
是
先
教
他
孝
悌
之
道

，
然
後
學
習
文
章
、
學
問
。
若
能
如
此

，
一
定
會
青
雲
直
上
，
大
有
前
途。 


 

 

所
謂「

千
經
萬
典
，
孝
悌
為
先」

。

孔
門
以
四
科
施
教
：
德
行
、
言
語
、
政
事

、
文
學
，
亦
是
將
德
行
放
在
首
位
的

，
女
子
四
德
也
同
樣
是
以
德
行
居
首。



《

左
傳》
云
：「

太
上
有
立
德
，

其
次
有
立
功
，
其
次
有
立
言
，
雖

久
不
廢
，
此
之
謂
不
朽。」

 


 
 

而
德
行
究
竟
有
什
麼
功
用
呢
？

孔
子
說
：「

德
不
孤
，
必
有
鄰
。

」

德
行
高
尚
者
不
會
被
孤
立
，
一

定
會
有
人
擁
護
。《
中
庸》

講

：「

大
德
必
得
其
位
，
必
得
其
祿

，
必
得
其
名
，
必
得
其
壽
。」
有

德
之
人
一
定
會
有
人
擁
護
，
有
德

之
人
一
定
會
有
用
武
之
地
，
一
定

會
財
富
充
足
，
一
定
會
得
到
美
名

，

一

定

會

得

到

長

壽
。

這

裏

的「

壽」

，
不
單
是
指
長
命
百
歲

，
更
是
指
死
而
不
亡
。
假
如
沒
有

德
行
的
根
基
，
縱
然
有
一
些
學
識

也
不
會
有
福
報
的。





「
子
曰
：
弟
子
入
則
孝
，
出

則
弟。」

  《

論
語 

學
而
篇》



                     

雪
廬
老
人

 
 

弟
子
，
晚
輩
都
可
以
稱
弟
子。
入

是
在
家
，
家
中
父
母

高
，
孝
字

重
要
。
孝
的
道
理
不
是
一
兩
句

言

語

可

以

說

盡
。

總

之

，

父

母

的
事
，
要
勞
力
去
做
；
生
活
的
事

，
要
供
養
。
外
在
如
此
，
內
在
對

父
母
孝
順
，
必
須
有
敬
。
仁
者
，

人
也
，
親
親
為
大
，
孝
敬
父
母
為

仁
的
第
一
步
，
所
以
說
：「

孝
弟

也
者
，
其
為
仁
之
本
與」

。
進
入

家
裡
必
須
孝。

 
 

「

出
則
弟」

，
禮
記
：
年
長
以

倍
則
父
事
之
，
年
長
十
歲
則
兄

事

之

，

對

兄

弟

必

須

弟
。

弟

是

友
愛
，
當
成
自
己
的
手
足
，
待
自

己
手
足
如
何
，
對
兄
弟
也
要
如
此

，

所

謂

「

四

海

之

內

，

皆

兄

弟
也
。」

對
人
也
必
須
如
此
，
孝

弟
要
緊
，
孝
就
包
括
弟。



「
謹
而
信。」


 

 
「

謹
而
信」

，
一
切
事
必
須

謹
慎
，
都
必
須
信
。
推
動
仁
德
，

修
齊
治
平
的
事
業
，
為
忠
信
，

如
車
能
行
，
有
汽
油
才
能
推
動。

「

汎
愛
眾
而
親
仁。」


 

 
「

汎
愛
眾」
，
汎
，
寬
也
。
眾

，
眾
人
。
愛
眾
如
愛
花
，
乾
了
要

加
水
，
太
溼
則
少
加
水
，
有
蟲

去
蟲
，
保
護
它
，
廣
泛
重
視
一
切。


 

 
「

汎
愛
眾
而
親
仁」

，
有
親

有

疏

，

壞

人

也

不

損

害

，

愛

惜
他
，
但
是
要
親
近
善
知
識。

 
 

「

汎
愛
眾」

就
是
佛
家
的
怨
親

平
等
。「

親
仁」

，
親
近
善
知
識

，
遠
離
惡
知
識
，「

親
君
子
遠

小
人」

。
 

 

這
五
條
為
做
人
要
緊
的
條
件
，

不
做
就
不
是
人
。
做
這
五
條
之
外

還
有
餘
時
，
如
遇
父
母
有
事
，

當
子
女
的
要
先
幫
父
母
辦
完
，

再
做
自
己
的
事。



「

行
有
餘
力
，
則

以
學
文。」


 

 
「

行
有
餘
力」

並
不
是
閒
著
才
幹

，
而
是
前
五
條
為

基
本
條
件
，
非
幹

不
可
，
幹
了
有
餘

時
才
必
須
學
文。

 
 

「

文」

，
有
人

說
是
六
藝
，
漢
代

只
有
禮
樂
，
今
日

都
沒
有
了
，
所
以

不

可

呆

板
。

凡

是

國
家
所
須
要
的
學

問
都
必
須
學。

 
 

並
非
孝
弟
等
幹

完
了
才
學
藝
術
，

而
是
以
這
五
條
為

根
本
，
其
餘
一
切

學
問
都
必
須
幹。



【
林
則
徐「

十
無
益」

格
言】





林
則
徐「

十
無
益」

格
言

 
 

林
則
徐
，
清
末
政
治
家
，
福
建
侯
官
人
，
嘉

慶
進
士
。
早
年
曾
修
治
黃
河
、
白
茆
、
瀏
河
等

水
利
，
使
一
方
眾
生
免
除
水
患
、
乾
旱
之
災
。
曾

力
排
種
種
干
擾
和
壓
力
，
嚴
禁
鴉
片
，
成
績

卓
著
，
使
許
多
百
姓
擺
脫
迷
毒
之
害
；
鴉
片
戰

爭
爆
發
又
嚴
密
設
防
，
使
英
軍
在
澳
無
法
得
逞

，
力
使
中
土
人
民
免
於
侵
略
者
的
奴
役
蹂
躪
。

鴉
片
戰
爭
前
夕
，
林
則
徐
針
對
世
風
日
下
的

時
弊
，
於
一
八
三
九
年
九
月
巡
視
澳
門
後
，
在

前
山
寫
了「

十
無
益」

格
言
：

一、
存
心
不
善
，
風
水
無
益

 
 

《

大
學》

有
言
：「

大
學
之
道
，
在
明
明
德

，
在
親
民
，
在
止
於
至
善
。」

如
果
心
存
不
善

，
逆
天
而
行
，
無
疑
是
自
取
滅
亡
。「

風
水

無
益」

，
即
謂
如
若
為
人
不
善
，
多
行
不
義
，

其
不
僅
上
愧
祖
宗
，
更
是
下
損
子
孫。

二、
不
孝
父
母
，
奉
神
無
益

 
 

《

論
語》

有
云
：「

孝
悌
也
者
，
其
為
人
之

本
歟
。」

百
行
孝
當
先
。「

奉
神
無
益」

：
如
果

對
父
母
不
孝
，
無
論
你
對
神
是
多
麼
虔
誠
、
多

麼
的
敬
仰
，
一
切
都
是
假
的。

三、
兄
弟
不
和
，
交
友
無
益

 
 

《

詩
經》

有
言
：「

凡
今
之
人
，
莫
如

兄
弟
。」

一
個
家
庭
，
父
母
是
根
基
，
兄
弟
是

枝
葉
。
只
有
兄
弟
姐
妹
相
互
扶
持
，
家
業
才
得

以
繁
茂
。
兄
弟
姐
妹
倘
且
不
能
與
之
和
睦
交
好

，
何
必
言
友。



四、
行
止
不
端
，
讀
書
無
益

 
 

子
曰
：「

古
之
學
者
為
己
，
今
之

學
者
為
人。」



五、
作
事
乖
張
，
聰
明
無
益

 
 

孔
子
教
導
弟
子
正
當
的
行
事
規
範
為
：「

弟
子
入
則
孝
，
出
則
敬
，
謹
慎
而
親
仁
，
泛

愛
眾
，
學
友
餘
力
，
則
志
於
文」

。「

作
事

乖
張」

乃
謂
為
人
處
事
不
講
情
理
、
偏
執
，

處
處
標
新
立
異。

六、
心
高
氣
傲
，
博
學
無
益

 
 

「

滿
招
損
，
謙
受
益
。」

謙
謙
君
子
之
道

，
從
來
得
到
世
人
讚
賞。

七、
時
運
不
濟
，
妄
求
無
益

 
 

「

窮
則
獨
善
其
身
，
達
則
兼
濟
天
下
。

」
「

窮」

即
是
時
運
不
濟
之
時。

八、
妄
取
人
財
，
布
施
無
益

 
 

子
曰
：「

不
義
而
富
且
貴
，
於
我
如

浮
雲
。」

君
子
愛
財
，
取
之
有
道
。
妄
取
人
財

，
即
是
不
義。

九、
不
惜
元
氣
，
醫
藥
無
益

 
 

孟
子
曰
：「

吾
善
養
我
浩
然
之
氣
。」

元
氣
，
是
精
神
豐
富
、
正
氣
充
盈
的
內
心

狀
態
，
是
人
生
奮
發
向
上、
積
極
進
取
的
根
源。



十、
淫
惡
肆
欲
，
陰
騭
無
益

 
 

「

勿
以
善
小
而
不
為
，
勿
以
惡
小
而

為
之
。」

陰
鷙
，
就
是
積
陰
德
之
意
，
積
小

善
而
成
大
功
德
，
防
小
惡
以
免
損
功
德。





一而十。十而百。
百而千。千而萬。

一是數字的開始，十個一是十，十個十是一百，
十個百是一千，十個千是一萬，如此累積上去，
可以無窮無盡。（十進位）  



一
而
十 

十
而
百 

百
而
千 

千

而
萬 

                    

因
緣
生
老
師

 
 

清
儒
王
相
注
曰
：「
萬
物

之

數

起

于

一

，

一

者

，

數

之

始

；

十

者

，

數

之

終

；

百
者
，
十
之
盈
。
十
累
而
盈

，
滿
十
則
為
百
；
百
累
而
盈

，
滿
十
則
為
千
；
千
累
而
盈

，

滿

十

則

為

萬

也
。

過

此

以
往
，
數
無
紀
極
，
莫
之
能

窮
也。」






道
生
一
，
一
生
二
，
二
生
三
，

三
生
萬
物。          —

—

老
子

宇
宙
的
奧
秘

                             

淨
空
老
法
師

 
 

念
力
能
量
極
大
不
可
思
議
，
物
質
環

境
是
從
念
力
變
現
出
來
的
，
這
是
宇

宙
的
奧
祕
。
佛
在
三
千
年
前
說
了
很

多
次
，「

相
由
心
生」
，
相
就
是
物

質
現
象
，
它
是
從
心
生
出
來
的
。「

色

由
心
生」

，
佛
常
常
用
色
代
表
物
質

，
色
跟
相
都
是
講
的
物
質
，
從
心
生

。「

一
切
法
從
心
想
生」

；「
凡
所

有
相
，
皆
是
虛
妄」

。
相
是
色
變
現
出

來
的
，
不
是
真
的。

 
 

近
三
十
年
，
量
子
力
學
家
研
究
的

成
果
令
人
讚
歎
。
專
門
有
一
幫
研
究
物

質
的
，
德
國
普
朗
克
，
愛
因
斯
坦
的

老
師
，
這
是
量
子
物
理
學
家
，
一
生

專
門
研
究
物
質
，
宇
宙
的
奧
祕
他
把

它
揭
破
了
。
八
十
年
前
中
日
抗
戰
的

時
候
，
科
學
發
現
原
子
，
在
當
時
科

學
家
認
為
原
子
是
物
質

小
的
單
位
。

以
後
隨
著
科
技
的
進
步
，
把
原
子
打

破
了
，
原
子
還
可
以
分
裂
，
發
現
有

原
子
核、
有
中
子、
有
電
子。



再
把
原
子
核
打
破
，
電
子
打
破
，
中

子
打
破
，
都
是
物
質
現
象
，
看
到
粒

子
叫
基
本
粒
子
，
有
幾
十
種
不
同
的

現
象
。
還
有
辦
法
把
它
打
破
，
看
到

夸
克
，
也
有
幾
十
種
、
上
百
種
之
多
。

繼
續
不
斷
的
把
這
些
小
的
物
質
打
破

，
看
看
到
底
物
質
基
本
單
位
是
什
麼

，
真
正
找
到

小
的
，
科
學
家
才
叫

它
做
微
中
子
。
微
中
子
的
體
積
多
大
？

科
學
家
說
，
一
百
億
個
微
中
子
聚
集

在
一
起
，
它
的
體
積
等
於
一
個
電
子
。

換
句
話
說
，
原
子
裡
的
一
個
電
子
，

把
它
分
成
一
百
億
個
，
其
中
的
一
個

叫
微
中
子
，
這
是
物
質
現
象

小
的
。

再
把
它
打
破
，
物
質
沒
有
了
，
發
現

是
念
頭
波
動
的
現
象
。
這
就
肯
定
了
一

樁
事
情
，
物
質
是
假
的
，
物
質
是
念

頭
波
動
產
生
的
幻
相。

 
 

這
就
是
物
質
是
從
念
頭
生
出
來
的

，
證
明
了
佛
經
上
所
說
的
，「

相
由

心
生」

、「

色
由
心
生」

、「

一
切
法

從
心
想
生 」

。




 
 

科
學
家
現
在
發
現
了
念
頭
，
念
頭

從
哪
裡
來
的
？
沒
有
理
由
，
沒
有

原
因
，
突
然
發
生
的
，
立
刻
它
就
消
失

。
這
個
現
象《

楞
嚴
經》

中
說
過

，「

當
處
出
生
，
隨
處
滅
盡」

。
 

 

科
學
家
看
到
這
些
現
象
，
認
為
人

有
一
種
本
能
，
現
在
的
人
把
本
能
失 

去
了
，
對
於
宇
宙
奧
祕
，
人
本
來
都

知
道
。
佛
說「

一
切
眾
生
本
來
是
佛」

，
本
來
是
佛
，
但
是
現
在
迷
失
了

自
性
，
變
成
眾
生
，
這
不
叫
佛
。
怎
麼

迷
了
？
有
起
心
動
念
、
有
分
別
、
有
執
著

。
起
心
動
念
叫
無
明
煩
惱
，
這
是

初
極
其
微
細
的
波
動
，
這
一
動
就
壞
了

。
真
心
離
念
，
真
心
沒
有
念
頭
，
真

心
不
動
；
動
了
叫
妄
心
，
從
真
心
就

變
成
妄
心
，
妄
心
叫
阿
賴
耶。

 
 

中
國
古
時
候
道
家
解
釋
宇
宙
，

說「

道
生
一
，
一
生
二
，
二
生
三
，

三
生
萬
物」

。
從
八
卦
上
說
，「

太
極

生
兩
儀
，
兩
儀
生
四
象
，
四
象
生

八
卦
，
八
卦
生
萬
物」

。
跟
佛
講
的

接
近
。
說
這
些
話
的
人
他
要
不
是
佛
，

他
也
是
高
等
的
菩
薩。 







三才者。天地人。
三光者。日月星。



 
 

古
人
以
為
構
成
生
命
現
象

與
生
命
意
義
的
基
本
要
素
是
天

、
地
、
人
。「

天」
是
指
萬
物

賴
以
生
存
的
空
間
，
包
括
日

月
星
辰
運
轉
不
息
，
四
季
更 

替
不
亂
，
晝
夜
寒
暑
依
序
變
化

。「

地」

是
指
萬
物
藉
以
生

長
的
山
川
大
地
及
各
種
物
產

資
用
。「

人」

是
萬
物
之
靈
，

要
順
應
天
地
以
化
育
萬
物
。
三

種
光
明
的
來
源
是
指
日
、
月
、

星
辰。 





【
三】


 

 
《

說
文》

：「

天
地

人
之
道
也
。
从
三
數
。
凡

三
之
屬
皆
从
三。」


 

 
 

 

段
注
：
陳
煥
曰
。
數
者、

易
數
也
。
三
兼
陰
陽
之
數
言

。
一
下
曰
道
立
於
一
。
二
下

曰
地
之
數
。
王
下
曰
三
者
、

天
地
人
也
。
老
子
曰
。
一
生
二

。
二
生
三。
三
生
萬
物。

 
 

雪
廬
老
人
：
中
國
人
講

三
才
，
天
道
敏
時
，
四
時

陰

晴

一

點

都

不

能

錯

，

在《

禮

記.

月

令》

可

以

知
道
，
天
時
反
常
就
要
壞
了

。
地
道
敏
樹
，
生
長
萬
物
。

人

道

敏

政

，

人

為

天

地

之
心
，
人
要
成
三
才
之
一

，
必
得
學「

仁」

。



【
天】


  
 

 
《

說
文》

：「

顚
也
。
至
高
無
上

，
从
一、
大。」


 

 
 

段
注
：
顚
者、
人
之
頂
也。
以
爲
凡

高
之
偁
。
始
者
、
女
之
初
也
。
以
爲
凡

起
之
偁
。
然
則
天
亦
可
爲
凡
顚
之
偁
。

臣
於
君
、
子
於
父
、
妻
於
夫
、
民
於
食

皆
曰
天
是
也。

 
 

至
高
無
上
。
是
其
大
無
有
二
也。
故

从
一
大。

【

地】


  
 

 
《

說
文》

：
元
气
初
分
，
輕
清
陽

爲
天
，
重
濁
陰
爲
地
。
萬
物
所
陳
𠛱
也

。
从
土
也
聲。

 
 

段
注
：
元
者、
始
也。
陰
陽
大
論
曰

。
黃
帝
問
於
岐
伯
曰
。
地
之
爲
下
否
乎

。
岐
伯
曰
。
地
爲
人
之
下
。
大
虛
之
中

者
也
。
黃
帝
曰
。
馮
乎
。
岐
伯
曰
。
大
氣

舉
之
也
。
按
地
之
重
濁
而
包
舉
乎
輕

淸
之
氣
中。
是
以
不
墜。

  




【
人】



 
 

《

說
文》

：「

天
地
之
性

貴
者
也
。
此
籒
文
。
象
臂
脛
之
形
。

凡
人
之
屬
皆
从
人。」


 

 
 

段
注
：
冣
本
作

。
性
古
文
以

爲
生
字
。
左
傳
。
正
德
利
用
厚
生
。

國
語
作
厚
性
是
也
。
許
偁
古
語
不

改
其
字
。
禮
運
曰
。
人
者
、
其
天
地

之
德
。
陰
陽
之
交
。
鬼
神
之
會
。
五

行
之
秀
氣
也
。
又
曰
。
人
者
、
天
地

之
心
也
。
五
行
之
端
也
。
食
味
別

聲
被
色
而
生
者
也
。
按
禽
獸
艸
木

皆
天
地
所
生
。
而
不
得
爲
天
地

之
心
。
惟
人
爲
天
地
之
心
。
故
天

地
之
生
此
爲
極
貴
。
天
地
之
心
謂

之
人
。
能
與
天
地
合
德
。
果
實
之

心
亦
謂
之
人
。
能
復
生
艸
木
而
成

果
實。
皆
至
微
而
具
全
體
也。



祭
全
球
先
祖
歌(

節
錄)           

因
緣
生

    
立
天
之
道
兮
曰
陰
與
陽
，

    

立
地
之
道
兮
曰
柔
與
剛
。

    

天
無
私
覆
兮
地
無
私
載
，

    

百
物
長
育
兮
和
氣
致
祥
。

    

人
列
三
才
兮
立
身
有
道
，

    

仁
義
禮
智
兮
萬
古
綱
常
。

    

古
今
一
理
兮
東
西
不
二
，

    

孝
悌
忠
信
兮
何
用
不
臧
。

    

聖
賢
德
教
兮
極
天
際
地
，

    

長
夜
明
燈
兮
苦
海
慈
航
。…

…


    

但
求
處
處
兮
田
禾
廣
熟
，

    

惟
願
人
人
兮
福
壽
且
康
。

    

國
有
賢
臣
兮
以
安
社
稷
，

    

家
無
逆
子
兮
而
惱
爺
娘
。

    

老
安
少
懐
兮
各
得
其
所
，

    

女
慕
貞
潔
兮
男
效
才
良
。

    

雨
暘
時
若
兮
災
厲
不
起
，

    

風
化
還
淳
兮
德
厚
流
光
。

    

五
洲
咸
寧
兮
兵
戈
永
廢
，

    

和
平
久
續
兮
共
榮
共
強
。

    

四
海
一
家
兮
民
胞
物
與
，

    

愛
人
如
己
兮
同
築
樂
邦
。

    

維
祈
維
禱
兮
稽
首
再
拜
，

    

伏
請
諸
君
兮
享
我
蒸
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