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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論語治天下悅讀會 

人為什麼要「學」與「習」? 

(第一次讀書活動) 

書名：論語淺釋   

日期：104年 11月 16日 地點：傳院會議室 

出席人：陳佳慧、劉忠陽、詹雪蘭、莊東燐、李佳樺、

林信雄(請假) 

黃亭凱、吳毓傑、何堯智老師(旁聽)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人為什麼要學習?自幼至長，從家庭、學校、到職場，人無時無刻都在學習，但是人為什麼要學習?如何學？需

要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學?跟誰學?學什麼?學到什麼程度才算成功?身為「學生」的我們心中是否真的知悉這些答案

嗎?! 

其實，中國的老祖宗早已把上述的答案耳提面命的告訴我們：就是「學生」。何謂學生?第一層：學生存。求生

是種本能，這樣的學習模式，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第二層：學生活。學習如何過得快樂，子曰：「學

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第三層：學生命。自己過得好

之後，還要能推己及人，讓周遭的人都能一同離苦得樂，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

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知道人學習的目的：乃在於「學生」後，我們應該跟誰學?三字經：「論語者，二十篇，群弟子，記善言。」《論

語》所記載的是孔老夫子與他的学生之間，互相在日常生活當中談論的一些想法與實踐的法則。其中，孔子是

老師，而群弟子則是彼此相互切磋的同學。由此可知，學習並非一人可得，而是需要老師的引導與一群具有共

同理念的同學在生活中不斷彼此琢磨討論增上而得。 

如何學？今日學生之學習只是強記以應付考試，流於記問之學，這樣學習乃為末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日常法師在書中特別直指所謂行，乃是指身體力行，將學習而得的理念從生活中不斷去實踐，透由實踐漸次明

白體會，使理與心浹。這樣的學習乃為一種內化於自心─心性之學。 

事實上，學習之初，大多帶著很大的勉強，如何激起學生學習的好樂心?使學生能真正的體認「學而時習之，不

亦悅乎?」，首先要讓學生知道「學生」的終極目標：「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學之有道。

所有人在面對問題的解決之道，往往是在當下各人所能決擇出最佳的離苦得樂之道。但因為每個人的知見有限，

因此所做出「決擇」之品質優劣的差異往往很大，效果也截然不同，因此如何學習趨於至善的之道，讓生命獲

得真實的快樂，就成為學生學習的動機與誘因。 

人生所面對的無非是「苦」與「樂」的問題，每個人都想離苦得樂，但是這個世界卻是如此的難以盡如人意，

自出生開始，萬物就面對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恚、愛別離苦。想要解決痛苦，就要學習對的方法，

如何學習?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

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學習根本在於「恭敬心」。 

朱子曰：「虛心涵泳」，真正的學習之道，在於以孝悌心謙虛的跟師長學習，如此才能將師長對我們思想和行為

不當之處的指正領納於心。當代的孩子在與父母相處或在校學習的時候，往往一言九「頂」；或是口是心非的虛

應故事，全然未將師長的教導當成一回事。這樣的學習豈能有效乎? 

許多學生看完論語之後，往往欣羨孔子的有教無類，認為孔子的偉大在於面對不同的學生都能適才適性的給與

適當的指導，因此孔子成為至聖先師，因此無限上綱地希望所有的老師都配合我、了解我。然而，相反地，學

生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能成為孔子的三千門徒?在春秋戰國時代，要跟著孔子一邊周遊列國一邊學習，此過程

不但要克服遙遠難行的地理障礙，還要應付生活奔波的壓力，以及遭到各國驅趕的生命威脅，若學生沒有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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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抱持相當的決心和承擔之心，是無法持續下去的。因此，身為現代的學子，我們是否要反省，我們的學習環

境是否太過舒適以及垂手可得，以至於我們失去對「學習」的希求與珍惜的態度?!若身為學生不能珍惜學習之

可貴，我們又如何能成為具相的弟子，領納父母與師長給我們的珍貴教誡與傳承呢? 

若不能獲得學生之道?我們何以維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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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部論語治天下悅讀會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找到幸福的方法 
(第二次讀書活動) 

書名：論語淺釋 

日期：104年 12月 11 日 地點：傳院會議室 

出席人：陳佳慧、劉忠陽、詹雪蘭、莊東燐、李佳樺、

林信雄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你幸福嗎?我們大家都滿意截至到目前的生命歷程嗎?為什麼在當前這個豐裕社會的生活條件下，我們還覺得不

幸福?在座的每一位「書友」，都有幸福美滿的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擁有令人稱羨的工作，但是我們仍時時

刻刻會覺得不快樂，為什麼? 

在「論語淺釋」中，日常和尚告訴我們：「這是因為我們都沒有找到生命真正的目標，以致因為缺少生命的正確

方向而迷失在輪迴中。」因此想要獲得真正的快樂與幸福，要透過正確地「學習」。 

幸福與快樂是需要學習的！透過和聖人與師長的學習才能找到正確解決生命苦樂的方法，包括：如何與敬畏的

上司溝通、與親愛的家人相處、和周遭同學/同儕的互動、以及和生存環境的共生共存。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

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在這段孔子與群弟子的對話中可知，孔子告訴學生要獲得真正幸福快樂的方法就是：以仁為中心，並且真實的

實踐在每日的生活中。 

在這段對話中，孔子告訴學生學習的宗旨在於要有正確的學習知見，透過「學」將師長教授給我們的理路領納

於心，並經由「習」在每日生活中不斷的練習、串習和修正。而此正是現代管理學所高唱的「PDCA(規劃執行

回饋控制)」，有了學習的宗旨，正確的學習方法、真實的作為以及透過反省進行不斷地修正。因此，有子曰：「君

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此時，孔子突然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何謂仁?仁不是

掛在嘴上說：「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而是要有實際作為，透過行動真實地將你利益他人的心意「傳遞出去」，

讓別人實際受用到你對他的幫助。這才是「仁」。因此曾子立刻說出：「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

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無怪乎，曾子是孔子最喜歡的學生之一。曾子將其自身學習和實踐的經驗向孔子稟報：「對於仁，不是在嘴巴上

面講講而已，而是把孔老師教我的一切，拿來實踐，用在我的生活中，並且且仔細觀察。觀察什麼?做任何事是

否認真負責，代人著想，對於朋友是否真誠且盡心盡力，更重要的是，是否將老師教我們的認真去練習實踐並

且不斷的修正?」 

面對我們當前生命的苦樂問題，根本的核心就是我們沒有認真聽老師的話，並且將老師的話用在改善我們生命

上，因此，每個人都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處理問題，結果就是愈來愈糟。 

在這個高度開放學習的教育環境中，我們何其有幸的可以自由自在的學，但是想一想，我們是否少了「習」的

部分，因此無法將老師想要傳遞給我們的真實意趣和法寶用在我們的生命中。學生！學生！我們是否可以從現

在開始好好學習聽老師的話，並且實踐在我們的生命中。或許，今天開始我們就可以越來越快樂了。 

  



半部論語治天下 p.4 

半部論語治天下悅讀會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

樂。」 
(第三次讀書活動) 

書名：論語淺釋 

日期：104年 12月 25日 地點：傳院會議室 

出席人：陳佳慧、劉忠陽、詹雪蘭、莊東燐、李佳樺、

林信雄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於詩，興些什麼?詩經主要的內涵就是如何將心中的惡法逐步趨向善

法。當人們真的懂得這些道理後，建立實踐這些道理的規則和法度，就是所謂的「禮」，因此當人們能夠去惡從

善，教化百姓的內在涵養，透過「禮」所呈現出來的結過就是「樂」。故「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人本身的善念與智慧是以詩來興的，運用的時候則是用禮來引導規範，其可表現於一切行為、一切時處，從起

心動念開始，最後則成於樂。如果這些東西消失掉了，「仁」就沒有內涵，沒有意義了(日常法師，1991)。 

為什麼要聽「般若」音樂?般若的原意代表智慧，智慧是要透過學習而得，而任何的學習都帶點勉強，因此在學

習的過程中，需要需多不同的外緣來助長學習的力量。「樂」的本身可透過旋律來感動人心，而般若專輯則是將

佛法的意趣融入於音符中，因此除了增長學習外，還可以透過佛法的體驗來沉靜心緒，讓我們在學習論語的過

程，可以將「仁」與「法」相互結合，透過良善美麗的心重新看待世界、看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音樂溫柔

和撼動的頻率調幅下，人的慈心與悲心油然而生，看見美麗的眼睛也不再被蒙蔽，生命的苦悶似乎也慢慢淡去。 

「樂」是最容易呈現感情的一種狀態，它的背後一定有一顆心的存在，這一顆心就是呈現「樂」內涵的主體，

此主體會影響到樂所希望表達出來的喜怒哀樂的風格類型，進而影響和感染閱聽人的情緒與心情，因此一個好

的音樂可以引領大家的心續趨向不同的面向，因此在選擇音樂的過程不得不慎重之。「般若」音樂專輯入圍第

14 屆美國獨立音樂獎專輯包裝設計、並榮獲第 26 屆金曲獎傳藝類最佳宗教音樂專輯獎，其作詞作曲者以深切無

以倫比的虔誠之心寫出對諸佛菩薩的孺慕的感恩，讓聽者在深厚的樂音中，有如被金黃的陽光層層輕撫，在悠

揚的交響樂曲中，將身心靈迎領至飛翔群山的高度，由高處反觀自己目前的樣狀，之前對生命深深地纏繞的苦

樂，似乎都一一被解開。 

透過不斷大家一起閱讀論語聽聞著般若的清涼樂曲，聆聽孔夫子說的話，讓我們很像一群排排做的小學生，雖

然仍然無法全然瞭解夫子心中真正的意趣，但優游在學海的音韻中，幸福的浪濤將我們輕柔的環繞在學習無涯

之海中。 

感謝這個幸福的學習機會。 

 

日常師父，「讚頌意趣」，福智之聲，122 期，90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