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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龚鹏程    弘一法师李叔同所编《格言别录》，是一般介绍弘一时较少注意到的。
先德对之特有会心，作这本讲记为之表彰，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
关于弘一所编这本书，先德已有详细的解说，我再略做些补充。
    格言是指语言中足以供人遵守取法者，也就是孔子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
”（《论语·子罕》）的法语。
法与格，本来相通，故《孔子家语·五仪解》：“口不吐训格之言”的格，王肃注即云：“格，法”
。
训格之言，也即是后世所说的格言。
格也有端正的意思，像孟子说“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的格，便是端正之意。
凡语言足供取法、可令人端正者，均可称为格言。
    古人非常重视格言，往往铸刻在铜器上，如我们熟知的汤之盘铭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
即其中之一。
这种铭文，由于可对人产生针砭提醒之作用，故又常被称为箴言。
《文心雕龙·箴铭篇》讲的就全属此等，乃文章中重要之一体。
东汉以后，士人虽不再把格言镌刻在铜器上，但錄置座右，用来提醒自己的，实是更加普遍了。
此即座右铭一类东西，《宋史·吴玠传》载：“玠善读书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
积久，墙牖皆格言也。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古代是很普遍的事。
因此，许多人以为格言是受了禅宗和宋明理学家语录之影响才兴盛起来，并不确当。
    但古代抄录格言或自作箴铭，篇幅都很短小，宋代以后确实才越来越多。
像吴玠所抄，既已墙牖皆满，若辑录刊刻出来，便也会是很好的格言书。
可惜此时抄辑者抄录格言，主要是自警自励的，尚无励世劝俗之心，故亦无人会刊刻传布这类格言。
风气之变是在明末。
    明末冯梦龙曾刻《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
喻世、警世、醒世，这幾句話颇能说明那时士人多有教化世俗的用心。
其刊布小说戏曲尚且如此，对格言可具有针砭警醒之作用，自然更有体会，因此我们看晚明才会有一
大批格言集问世。
    不过，由于作者用心略别，这些格言集又可分几类。
一是德言，二是清言，三是世言。
    德言，指作者是站在人应进德修业的立场上，规箴世俗，指点人生正确方向，劝人积极向上向善的
。
代表作品是吕坤的《呻吟语》、陈眉公《安得长者言》等等。
清言是站在较超越的位置上，提醒人要看破看开，要能跳出世俗名利以获得人生之美。
它对人提供的，不啻一味清凉散，故被称为清言，代表作品是《菜根谭》、《醉古堂剑扫》、《娑罗
馆清言》、《小窗幽记》等。
至于世言，指那种教人如何应付世俗生活的作品，如“逢人只说三分话，莫可全抛一片心”、“贫在
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之类，点明世俗真相，教人行走社会的防身本领。
代表作品是《牡丹亭》里已提到的《昔时贤文》，后经清人增补而成之《增广昔时贤文》。
    三类作品，其实就代表了三种人生态度。
一种是应世谐俗的，虽不教人做坏人，但以明哲保身为要，以成就为世俗社会上成功的人。
一种是有超越性及美感的，跳脱名缰利锁，自乐其天，较近于佛家道家的人生观。
一种则是要在流俗中自我砥砺以成善人，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轴，欲成就為圣贤人格的。
    三类作品，入清以后都仍续有发展。
弘一法師所編这本《格言别录》的原作者金兰生，即属于德言一类作者。
他原先辑有《觉觉录》、《传世言》，因卷帙浩繁，故又從《觉觉录》中摘录部份而成《格言联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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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师再由其中录出若干而成《别录》。
书名觉觉录、传世言，本身就标明了它的宗旨，与同时代的《增广昔时贤文》可说恰好是两路，跟《
菜根谭》一类清言也颇为不同。
先德在介绍《格言联璧》时曾说该书可与《菜根谭》媲美，那可能是就其言辞上说的。
从思想上看，《格言联璧》實较接近《呻吟语》一类。
    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这两位近代佛教大德，为何会看中这样一本以儒家思想为主轴的警世劝善之书
呢？
我觉得这正是个有趣的线索，可以由之略窥近世佛教发展的路向。
印光是净土宗，弘一是律宗，可是律净云云，或许只是宗派的立场或态度，二位大师在整体佛教和人
生的关系上，可能仍祈向于一种人生的佛教。
当时提倡人生佛教的，主要是太虚法師，印老及弘一法师不甚谈此大题目，但二师所教，实未尝欲人
离世而求解脱；二师持身处事，也在在示人一种干干净净做人的典范。
欲成佛道，先全人道，或许正是弘一法师选这本书以教人的缘故。
    先德既对弘一法师所选特具會心，讲记中阐发幽隐自然不遗余力，胜义甚多，颇堪称道。
不只是顺文串解，用白话把大意再阐述一遍，更能征引其他格言或史事来补充说明。
如第一句“为善最乐，读书便佳”，便引了陈眉公“读书不独变人气质，且能养人精神”、《弟子规
》：“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来参证。
其余各处用史事来诠说者更多，均可以见心得，对读者也会有更多启发。
另外，弘一法師原编几乎完全不涉及佛教，先德则颇引佛家史事及义理來印证或补充；弘一法師把金
兰生原作中论养生的部份删去了，这是佛家以色身为臭皮囊的本色，先德则有些补充，如以“为善最
乐”讲养生法，均颇善巧，足以为补缺，亦足以广喻。
经他如此阐发後，弘一法师对人应如何问学、如何持躬、如何存养、如何处世、如何接物等之识见与
主张，可谓粲然大明矣！
凡欲进德修养、不虚枉做人的人，必能由之受益无穷！
    庚寅小寒，謹为序之于燕京天德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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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弘一法师出家前，是公认的教育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出家后，为了接引初学佛教的信徒，他本
着“欲成佛道，先全人道”的次第和修学理念，致力于对一般民众和普通佛教徒的教化，提出《格言
联璧》一书可以作为进德存养、立身修证的初学入门。

　　《李叔同说人》就是对弘一法师亲手重新编录的《格言别录》一书的详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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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易先德，字新民，湖北黄石市人。
“儿童读经”大陆民间最早的推广者之一，研究和从事幼儿素质教育民间推广工作近十五年，学习和
研究佛教前后近二十年。
出版作品有《藏秘·唐卡奥义》、《苏曼殊说禅》、《李叔同谈艺》、《唐卡中的莲花生大师》等，
曾任《丹道养生道家西派集成》丛书编委，参与策划编选的《李叔同说佛》曾荣登2005年文学类图书
销售排行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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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李叔同说人：〈格言别录〉讲记》序
由儒入佛的一代奇才：李叔同（代序）
关于《格言别录》这本书
《格言别录》原文
学问类
存养类
持躬类
敦品类
处事类
接物类
惠吉类
悖凶类
李叔同说人：《格言别录》讲记
一、学问篇
1． 爱读书的人比较有出息
做善事的人最快乐
爱读书的人比较有出息
2.多行救济，其德感人
3.是非得失只在一念之间
4.过人的长处，往往体现在小事上
做人的标准
什么叫大人
5.考量一个人的品行，要从多方面来看
从细微处体察仁义
6.会克制自己的人，往往有不平凡的成就
"克己复礼"的现代意义
二、存养篇
1.别人不好的地方要掩藏几分
水知道答案
2.虚怀若谷，道养天下
"虚"以养心
3.欲望过重，会让我们迷失心性
我们要争哪个"气"？

4.做人，要学会耐得烦恼和苦闷
格物致知
印光大师如是说
5.清心寡欲也是一种受用
《格言联璧》中的原句
6.空灵的境界，是人格完美体现
"静虚"源于佛教
7.财富的累积，来自节俭
李嘉诚的节俭风格
王永庆的成功之道
8.坚守善良的人易受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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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即教育
大丈夫能忍胯下之辱
9.好学问，往往从谨慎中得来
从屈辱中出来的名誉更响
修养最怕嗔恨
10.谦退是保身第一要法
儒佛本是一家
11.温和是涵养的表现
家教至为重要（紧扣"缓"来解读）
12.待人接物应从容
丰子恺说
13.易喜易怒的人难成大事
胎教与幼教
14.心平气和是难得的修养
天下"三大贤"之一：吕坤
15.定火工夫，不外以理制欲
气定神闲
16.得意不可忘形，失意也不要沮丧
弘一法师三次求为弟子的经过
17.有才华的人最好不要过于显露
近代最像孔子的人：李叔同
18.脾气急躁的人，往往一事无成
弘一大师的净土缘
19.逆境最能成就一个人
傅说拜相
20.个性太急，往往误事
选编《格言别录》的理由
21.和气迎人，是成功者必修课
如面佛天
22.做人要谦卑而厚道
学到用时方恨少
23.灾祸的出现，往往只因小事
祸发生于瞬间
24.从逆境中可看出一个人的胸襟来
性善还是性恶？

三、持躬篇
1.心怀厚道，众人喜欢
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君子之义
2.富贵之所，即是招怨之地。

财富与慈善的对话
3.施恩莫记，得恩莫忘
一饭千金
4.人生最不幸的事是偶尔失言
逢人且说三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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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一分退让，讨一分便宜
善心召感机遇
6.不懂自重的人，往往会自取其辱
自找没趣的人
7.自大必败
自大必败
8.大肚能容天下事，立定脚跟好做人
大肚能容
9.做人最怕的是得意忘形
"李一现象"的反思
10.要学会谦卑
逢喜而惧
11.不要刻意追求完美
贤愚之心不可太分明
12.向后看，眼界变得更宽
宽容看气度
13.心静生智慧
名人眼中的李叔同
14.变故来临时，宜静守
做个宠辱不惊的人
15.爱抢风头的人必受排挤
不卑不亢
16.知足的人容易感到快乐
知足常乐
17.益友利己，损友害己
薄责于人
人生得一良友足矣！

18.守身如玉的可贵
黄金有价玉无价
君子如玉
19.心无妄念是君子行为
上善若水
20.立志苦点才好，意趣乐点才好
复圣颜回
气魄风度
21.光明磊落是做人第一原则
陶渊明的高风亮节
22.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
书有未曾经我读
事无不可对人言
23.心思缜密，但不要过度琐屑
直心是道场
24.凡事不要看得太透
给心留点空间
25.以情恕人
律己宜带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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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责人之心对待自己，可以不犯大过
得饶人处且饶人
27.懂反省的人收获总比别人多
细节决定未来
28.君子之交淡如水
君子之交淡如水
29.居安思危是成功的先决条件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30.考虑要全面，才不会有失误
世间没有完美的事
31.发火时要懂得控制自己
冲动是魔鬼
32.话不可以说得太满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33.好花看它半开时
胡文定公与《春秋传》
34.精明的人对人不会苛刻
触来莫与竞，事过心清凉。

35.学识不足，才会有过多顾虑
杞人忧天
流云似水
36.多礼之下必有目的
礼尚往来
37.缓字可以免悔，退字可以免祸
心态不同，结果就不同
四、敦品篇
1.好名声只因懂涵养
解读名声
2.好出风头，必是沽名钓誉之人
人格感化的教育家
3.名声多与金钱无关
以人为镜，可明得失
五、处事篇
1.从为难处看一个人心胸魄力
爱心比金子贵重
2.心量大的人最有魅力
"德"字的含义
3.独单专行的人难成大事
做好事要量力而行
4.自以为是的人最没智慧
人贵有自知之明
5.切莫自取其苦
无知酿成的悲剧
6.心闲时，要戒一个"偷"字
懒惰养成的风气
7.调节心情最好办法，是做到胸中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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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定心境最难得
8.处理事情，切莫急躁
孔子的传世名言
9.夸人长处，体谅短处
最美的黄昏恋
10.无心者公，无我者明。

心诚则灵
六、接物篇
1.以宽容的心待众，才能受到爱戴
字为世间至宝
2.关系别人终身大事的话，切莫轻易说出
一言能成事，一言能败事
3.反省自己看过失，对待他人看长处
内省的可贵
4.遇事不惊，才能做到从容对待
深刻的一场开示
5.公平则心明，真诚则感人
立木为信
6.光明磊落的人不会徇私舞弊
谁造出了有毒小龙虾？

7.木纳是争论的最好态度
大智若愚
8.沉默是息谤的最好方法
是非以不辩为解脱
9.应对侮辱的最好办法是感化
以德服人
10.懂得吃小亏，便不会吃大亏
乡愿由来
11.便宜好占的地方，正是众人纷争之地
学会"吃亏"二字
12.学会忍让
吃亏是福
13.保持仁爱的心，能获得意想不到的结果
爱无国界
14."吃亏"是一门艺术
河南人的榜样
15.沉默，应对难处之人的最好方法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16.得饶人处且饶人
穷寇不可追
17.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松后紧
李叔同的境界
18.做人不要先好后坏，否则会反恩为仇
人性都有弱点
19.善用威的人不轻怒，善用恩的人不妄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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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不在大，在急
20.宽厚虽然好，但也要讲究方法
道德的力量
21.会倾听的人不会轻信开口
教育要得法
22.谦卑，可感化小人成君子
懂得使用财富的人
23.激而不怒，非胆量，即心机
何必发怒？

24.做事须留余地，责善切戒尽言
温而厉的教育
25.责备善良的人，一定要小心开口
学会赞美
26.评论别人须带三分浑厚
论人须带浑厚
27.使人敢怒不敢言，易损阴德
求子的智慧
28.善于感化者，一定懂得心诚色温
人情练达皆学问
29.受辱的时候，不要表露出来
不动声色的智慧
30.喜欢听闻别人过失，不如喜闻自己过失
乐道人之善
31.评论他人是非，要从他的根本出发点去看
不因人而废言，不因言而废人
32.感念人情，从宽厚处着想
让心开成一朵莲
33.修己以清心为要，涉世以慎言为先
画花的女孩
34.最大的罪恶是纵容私欲
道德的感化
35.不要污蔑好人，否则有损德性
慎言慎行
36.心胸较狭的人，可用宽宏之心对待
揭开历史的面纱
37.为人处世，不能太过分明
黑白分明
38.精明虽然好，但不要失了厚道
福报从浑厚中得
39.有道德的人，内心总能保持平和
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
40.世上还是好人多
性本为善
41.对待自己应当严格点，对待别人应该宽松点
温而厉的李叔同
42.慎开口，谨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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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怒不如不怒
43.喜时说的话不可信，怒时说的话多失体
仁者不忧，智者不惑
44.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思过与感恩
45.背后的议论最让人难受
沉默是智慧的表现
46.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
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

善用威者不轻怒
47.当事情说不清时，不妨停一停
印光大师宝贵开示
48.符合人性的方法最有效
大师开示：求子
49.遇事多替别人想
师徒情谊
50.评论别人之前，宜先反省自己
我为孔子喊冤
51.容易被外在事物征服的人，内在一定不足
至远者非天涯，而在人心
52.易生喜恶之心，一定注重外表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53.小人喜听过失，君子喜闻从善
君子耻闻小人之恶
54.君子济急不济贫
师徒之情
55.做人要恩怨分明，多一分包容之心
活在当下
56.好合，不如好散
人生若只如初见
七、惠吉篇
1.群居守口，独坐防心
老子的养生格言
2.做人以忠诚为先
勇者无畏
3."谦恕"二字，终身可行
谦卦到底有多好？

4.知足常乐，随遇而安
致富之宝：勤俭
5.心如止水，身如泰山
君子与人处，若冰释于水
八、悖凶篇
兴盛是衰败的开始，福乐是灾祸的根基
佛是大医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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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5.考量一个人的品行，要从多方面来看 凛闲居以体独，卜动念以知几，谨威仪以定命，敦
大伦以凝道，备百行以考德，迁善改过以作圣。
（刘忠介《人谱》六条） 这句话直译就是：在单独自处或闲空的时候，也要带着敬畏之心，以体会自
己的品性和修养是否合格？
正要起心动念时，看看自己内心的细微处、隐蔽处有没有违背仁义？
谨慎对待、注意自己的威仪，以形成自己做人的风格；尊崇并实行伦理道德，累积自己的善行，以符
合天道运行的规律；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起心动念，从各种行为来考察自己的德行；渐渐地改过向
善，希望自己能达到圣人的标准。
（以上六句话，是录自刘忠介所著《人谱》一书） 从细微处体察仁义 记得李叔同有一件很感人，即
是坐藤椅时要摇一摇，只是害怕伤了藤椅间寄生的小虫子，慈爱之心可见一般，与上述格言中“卜动
念以知几”遥相符合。
 我们知道，无论是在出家前，还是出家后，李叔同做人一直很谨慎、小心，这与他的儒家或佛家修养
是分不开的。
从他挑选的《人谱》中的精华看，无论在佛家还是在儒家立场，他总是以圣贤为做人的目标，他一生
也是这样去努力做的。
 从文中可以看出，李叔同的儒家修养与认识也是十分的高洁，就如儒家所说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
而内自省也”。
所以说，李叔同这个人无论是在俗时当老师，还是出家成了高僧，他总是严以律己。
 记得李叔同的得意门生丰子恺说过： “⋯⋯换言之，他的教授图画音乐，有许多其他修养作背景，
所以我们不得不崇敬他。
借夏丐尊先生的话来讲：他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
所以他从不威胁学生，而学生见他自生畏敬；从不严责学生，而学生自会用功。
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
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师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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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终于将这本书写完了，心中颇有些感慨，在此与读者朋友分享一下。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笔者十余年前便热心于教育、文化与慈善，还有宗教，对传统文化有一种莫名的情结。
文化向来是大事，一如教育，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怎能等闲视之。
    《三字经》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
”学问与道德，并非口头知识，而是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古人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
，是与我们心性相关、德性相关，而不是技能的传授或知识的灌输。
教育的根本在道德的栽培、礼仪的熏陶、人格的成长、爱心的传播，这是人性的根本、教育的所在。
    而近代一位传奇人物——无论是在俗时的李叔同，还是出家后成为佛教高僧的弘一法师，他的才华
与品德是举世公认的，他不仅是一位近乎完美的艺术家，也是一位难得的教育大家，正如他的得意门
生丰子恺所称赞的那样：    我索敬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
凡做人，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
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
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
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里也已经是难得的“上流人”了。
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
至于怎样十分像“人”，有这全集表明，不须我再多费词了。
我自己，也是一个心想做到十分，而实际上做得没有几分像“人”的人，所以对于弘一法师这样崇高
伟大的人格，实在不敢赞一词⋯⋯    丰子恺先生这番话，看似平淡无奇，却是他对弘一法师最崇敬的
表达，所谓“实在不敢赞一词”，实是无以言喻、无词表达其崇拜之心的意思，可见弘一法师在其学
生心目中的位置。
十分像“人”的人，其实就是十全十美、十分完美的人，这样的人自古以来也是少有的——只有那种
不阿谀奉承、不趋炎附势、素养高尚、学问脱俗的人才配称吧，只有那清高至洁、温柔敦厚、人品极
佳的人才能称得上吧。
    李叔同先生的超凡之志、过人学问、艺术修养，以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品德与学养，令笔者十
分敬服——尤其他做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故言语动静都能教化着他人，感动着他
人，这是常人做不到的。
    见贤思齐焉。
笔者撰写此书，即是本着学习的心，一如写日记一样，是为了与读者诸君分享一下个人心得。
这本书自去年策划并撰写，历时年余，三易其稿，几历波折，方与读者见面，可见写作也是一件不容
易的事。
    本书几经波折，蒙山东画报出版社韩猛先生之助，促成拙著之顺利出版，在此表示谢意！
特别说明的是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龚师鹏程先生厚爱，成就某些因缘，本书才得以面世
。
并蒙先生指点错误及赐序，为拙著增色良多，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限于笔者所学有限，错寥之处在所难免，希尚方家、学者及读者诸君指出！
    易先德    2011年3月2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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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近代人中，我只拜服李叔同一个人，苏曼殊只是聪明而已；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
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
”    ——刘海栗    “以律学名家，戒行精严，缁素皈仰，溥海同饮者，当推弘一大师为第一人。
”    ——赵朴初    “李先生的放弃教育与艺术而修佛法，好比出于幽谷，迁于乔木，不是可惜的，正
是可庆的。
”    ——丰子恺    “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
，我是如此的谦卑。
”    ——张爱玲    “弘一法师是我国当代我所最景仰的一位高士，他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    ——朱光潜    “一字千金，值得所有人慢慢阅读，慢慢体味，用一生的时间静静领悟。
”    ——梁实秋    “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而
独立的一个人。
”    ——林语堂    “他是一个传奇，他是那样扑朔迷离，又是那样深邃莫测⋯⋯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
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
”    ——林语堂    “他是远公以后，最虔诚、最渊博的高僧。
”    ——曹聚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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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语堂、梁实秋、赵朴初、丰子恺、曹聚仁等人联袂推荐！
《李叔同说人》是读弘一法师必看的三《李叔同说人》之一。
旷世高僧、一代完人，教我们如何做人！
一字千金！
值得所有人慢慢阅读，慢慢体味，用一生的时间静静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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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一字千金，值得所有人慢慢阅读，慢慢体昧，用一生的时间静静领悟。
” ——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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