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常    整理自淨空老法師講演集 

「五倫存於心曰道，五常行於事曰德」。五倫說盡人與了人的關係，

這是道，是性德。行事遵守性德，就叫德。德的條目列了五條──五

常。「常」是永恆不變，超越時間，超越空間，不能違背，一違背就亂

了，現在人稱之為真理。 

 

五常就是中國人做人的道德標準：「仁、義、禮、智、信」。在佛法

裡講就是五戒，不殺生是仁，不偷盜是義，不邪行（不邪淫）是禮，不

飲酒是智慧，不妄語是信。五戒、五常，這是做人基本的德行。 

「仁」，是會意字，仁者愛人，推己及人，己所不欲勿施於人，孔

子一生教學教什麼？就教這個。如果說用一個字來代表，就是「仁」。

仁，就是推己及人，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別人，自己不願意做的就不可以

叫別人做，愛人如愛己，仁慈博愛，這叫仁。 

仁，不可以不愛人，愛人就不會怨恨人，愛人就能夠原諒人，愛人

就能夠饒恕人。像阿彌陀佛一樣，造作五逆十惡、毀謗大乘的人都不捨

棄，還是那樣的愛他。他為什麼會造這麼重的罪業？無知迷惑，所謂一

時糊塗，做錯了事情，只要他回頭改過，好好的教，他還是善人。 

現在人可憐，不知道愛自己，更不會愛人！不知道守住自己的本

善，這是不自愛。人不自愛，就不會愛人，自愛才會愛人，人懂得愛人

就不會害人。愛人從愛父母、妻子、兒女、家親眷屬開始，慢慢再擴

大，擴大到最後「凡是人，皆須愛」。 

在佛法講，不但愛人，還要愛樹木花草、愛山河大地，對待萬物，

用真誠心、清淨心、平等心、正覺心、慈悲心。像天、地一樣沒有一絲

毫私心，沒有一絲毫分別、執著，平等地照顧一切眾生。，在佛法裡面

稱作慈悲，大慈大悲對待一切眾生。社會才會祥和安定，問題、衝突才

能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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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義？義是循理，遵循道理，今天講起心動念、言語造作合

情、合理、合法。處世，生活、工作、待人接物，除了「仁」，還要用

「義」去輔佐，才能做到圓滿。中國自古以來，法定得很嚴，為什麼？

希望你不要犯法，目的在此地。執法的時候要寬恕。這裡就有情、有

義。法不能不嚴，不嚴人不怕；執法的時候，不能用殘忍的心，不能用

殘酷的手段，還是用愛心來處理。所以，盡量從寬，讓他生起感恩心、

慚愧心，讓他回頭。這是義。 

「義」是盡義務，為一切眾生服務，不求果報，不求回報，不講權

利。無論在什麼地位、什麼身分，應當做哪些事情，都要把事情盡心盡

力做好；處事待人接物循規蹈矩，利益眾生，不傷害眾生，這就叫義。

有義走遍全世界，沒義就走不通。 

中國自古以來教學是義務，束脩是學生對老師的供養，老師決定不

會訂標準，有訂價那是生意買賣。教學是義務，這是師道。若訂價碼，

貧窮人受教育的機會就沒有了。所以中國的師道是多麼值得尊敬。 

孔子教學，有教無類，對學生決定沒有分別，學生對老師的供養是

隨意的，富有的多供養一點，貧窮的少供養一點，沒有也行。所以老師

都很清貧，但是他在社會上有崇高的地位，受到大眾普遍的尊敬。 

所以要講求義務，人人都能夠對社會、對大眾願意盡義務，不講求

報酬，這個社會才真正有進步。報酬裡有偷工減料的，有偷懶、欺騙

的，義務裡頭沒有。 

我們要給眾生做個講義、行義的好榜樣。幫助眾生的項目眾多，那

要看我們是在什麼樣的地位，什麼樣的身分。或者是用財力，或者是用

勞力，或者是用智慧，或者三個都用，盡心盡力，全心全力，為一切苦

難眾生工作；幫助他解除苦難，離苦得樂。不要計較報酬，也不要計較

工作環境。心裡存義，做出道義、仁義、情義、恩義的形象來幫助社

會，廣度眾生，讓眾生回歸道義。 

禮是生活規範，是社會秩序，禮是有節度的，不能夠超過也不能不

及，也不能不到。儒家講的禮，是古聖先賢、祖宗傳下來的教誨。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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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內在精神）就是恭敬、謙卑，表現在外的身口意（三業），自然

就現出尊重恭敬別人的相，這就是禮。所以禮是以心為根本。古人講

「誠於中而形於外」，內心有誠敬，外在身體自然表現出禮。禮之本—

—恭敬心，恭敬心是我們本性，是自性中的性德，本有的。學禮的目的

就是恢復恭敬心，「禮者，敬而已矣」。 

在佛教到中國來之前，中國古聖先賢把禮敬擺在第一條，謙卑是基

礎，沒有謙卑什麼都不能建立。所以從謙卑開始奠定基礎，然後學敬愛

別人，從內心真正敬愛、尊重、關懷、照顧、幫助眾生。 

《曲禮》第一句就講「毋不敬」；在佛法講整個宇宙跟自己是一

體，所以禮敬要遍法界虛空界，就如普賢菩薩「禮敬諸佛」一樣地謙卑

恭敬。對一切人、事、物都不能夠失禮、失敬，這是成佛成聖賢的大根

大本。中國聖人跟佛菩薩的觀點一樣，真正有學問、有德行的人沒有驕

傲，沒有別人不如我的想法，只要有人請教，無論是什麼身分的人，上

自國王大臣，下至販夫走卒，他們都親切教導。可見聖賢們平等的恭敬

心。 

「禮」，是有節度的，不超過也不能不及；它給的水準，是剛剛好

的，可以欣賞，可以享受，不至於氾濫。佛法講「十善業道、三皈五

戒」，其中有淺有深，最淺的人天法就是節制，不至於造成災難！中品

十善就保人身，上品十善生欲界天。 

往大處、往深處講，它是無上菩提的基礎，所以有這些基礎，能深

明因果，雖有習氣，煩惱沒斷，但能控制，能止得住，不會太過分，這

就是合禮，是名符其實的賢人君子。沒有節度，基礎不能向上提升，人

都做不好，怎麼能作佛、作菩薩？ 

作為弟子，想成就學問，無論是世間法、出世間法，先學規矩。所

謂「不依規矩，不成方圓」！規矩在佛就是戒律，在儒就是禮；禮是社

會大眾生活的規範，人人都要遵守。禮的條文是隨著時代而修訂的，適

合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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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禮，每個朝代，日常生活的禮節，祭祀祖先的禮節，賓主相見的

禮節，婚喪喜慶的禮節，都訂得很清楚，一定要照著做才不失禮，不照

做就不懂禮。譬如人跟人相見面，在古禮行最敬禮，就是三跪九叩首，

這是最恭敬的禮節；現在最恭敬的禮節是三鞠躬，不一樣了。 

從滿清亡國之後，一直到現在，將近一百年沒有禮樂。比如父母過

去了，喪禮怎麼辦？披麻帶孝，那是滿清的禮。國家沒有制禮作樂，怎

麼做都對。這在將來史學講這叫亂世，沒有規矩。從前朝代，歷史上有

他的史，那什麼原因？他制禮作樂，就是說他的政治上軌道。沒有禮

樂，就是始終還沒有上軌道，還在摸索。 

中國這一次的亂，在歷史上來講時間是最長的。我們讀中國歷史，

知道中國這兩千多年當中，任何一個朝代建立，帝王都要重新制禮作樂

來教化人民，一般頂多是五年，國家一定就公佈禮樂，全國必須要推

行，人人都知道守規矩，所以中國古時候是禮治，不是法治；法治是強

迫性的，禮治是從內心裡的悅服。 

中國自古以來的標準：道、德、仁、義、禮，禮是底線。有禮社會

就有秩序，大家心理都安，都能委曲求全。「全」是圓滿，是社會安

定、世界和平、人民幸福。自己受一點委屈，得到圓滿，值得！不肯委

屈，圓滿就得不到了。所以一定要有禮，禮能安心。如果沒有禮，就沒

有規矩，社會不會安定，人民不知道怎樣做對，怎樣做不對。就像車行

走有軌道，有軌道很舒暢。軌道沒有了，車輛橫衝直撞，局面就亂了。 

禮是人類區別於禽獸的標誌，禮是文明的象徵。古人曰：「凡人之

所以為人者，禮義也」。如今，人和動物的區別，就在於人有禮，禮是

我們做人最低的標準。禮是起到預防、防禦的作用，是治未病，法律是

手術開刀，是治已病；禮是讓我們自覺的維護道德，到了法律，是已經

完全違背了道德、道義，所受到的制裁。 

所以學禮，不是約束、要求我們，而是在成就我們做人的美德，成

就我們的德行和學問。禮沒有了，完全是爭利。現在這個社會沒有禮，

都在爭利，天下大亂了，防線都沒有了。內三毒，外誘惑，人失去了人

的軌道，那跟餓鬼、地獄、畜生就沒有兩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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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禮，儒就沒有了，學儒就變成儒學。秩序沒有了，規範沒有

了，所以現在學禮很難，只有找古禮，《弟子規》、《感應篇》、《十

善業》是最淺顯的禮節，是基礎。禮治的基礎是教學，人人能夠懂得忠

孝節義，從這裡下手，能自度度他，禮治就可以落實，這樣，才能夠幫

助社會安定，幫助世界走向和平。 

「智」是理智，處事待人接物要理智，不能感情用事，就不會犯過

失。「智」跟佛法所主張的完全相同，這是屬於性德。現在人多半感情

衝動，頭腦不夠冷靜。頭腦冷靜就有理智，才能真正判斷正邪、是非、

真妄。感情衝動的人不辨是非，不曉得好歹，一切都順著情欲。佛是順

理智，理智是覺，感情是迷。 

「信」是言而有信，講信用。中國人講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本來是

聖賢，相信自己本性本善，相信自己本來是佛，相信自己只要努力，能

恢復到自己的本位。學佛要相信自己本來是佛菩薩，能成佛菩薩，不相

信自己是佛菩薩，永遠不會成佛菩薩。不相信自己的心是本善，永遠做

不到善人。我們就是因為無始劫以來不相信自己本來有圓常的覺性，所

以一直在迷。 

「信」是基本的道德，稱為信德。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理；是做事

情負責任，說到做到，絕不欺騙別人。孔子講「人無信不立」，老祖宗

把信放在道德的最底限，五常：仁義禮智信，信是最後一個德行，如果

信沒有了，前面四個全部都是假的。 

信好比是第一層樓，理智是第二層，禮是第三層，義是第四層，仁

是第五層，第一層沒有，前面四個全都沒有，信是道德的根基，人要不

講信用，所有道德都毀掉了。中國自古以來把信擺在做人第一個條件，

人無信則不能立足於社會。信是傳統文化的最後的一個底限，如果信心

失掉，中國傳統文化就滅了。 

方東美先生曾經跟我說過，古時候中國人有信心，現在沒有了。你

去調查一下，你能相信自己嗎？你能相信父母嗎？你能相信老師嗎？你

能相信家親眷屬嗎？能相信你的朋友嗎？答案全是否定的，這個日子怎

麼過！這真正叫信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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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社會為什麼這麼亂？地球災難為什麼這麼多？第一個因素就是

我們把信心失掉了，造成社會動亂，災難頻繁。如何拯救社會？如何化

解地球上的災難？那就是建立信心。信心怎麼建立？讀聖賢書。英國歷

史哲學家湯恩比博士教人，「解決二十一世紀世界的社會問題，只有中

國孔孟學說跟大乘佛法」。從孔孟學說、大乘佛法建立信心。 

仁義禮智信，五種基本的道德，這是做人的基礎，起心動念、言

語造作都不能違背。《左傳》上有句話說，「人棄常則妖興」，意思是

說人要把五常仁義禮智信丟掉，就不是人了，是妖魔鬼怪，因為妖魔鬼

怪不講仁義禮智信。 

我們現在講人格，人格就是做人的資格，就是這五條。要想來世

還得人身，那得好好把這個人格保持住，一生當中起心動念、言語造作

都能守住這五德，來生才能得人身。要生天，這五個條件要加強，要修

十善業道才能生天，天的資格比人要高。可見五常太重要了。古今中外

永遠不能變更的，人人需要遵守的，決定不能夠失掉。 

要拯救災難，要端正社會風氣，傳統倫理道德必須提倡，仁義禮

智信這五個字是總綱領。 

 

淨空法師專集網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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