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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弟子规》是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的著作，其内容根据《论语》、《孟子》、

《礼记》等经典及传统家规内容编写而成，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

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集孔孟圣贤道德教育的大成，被誉为“开蒙养正之最

上乘”，是传统道德教育著作的纲领，成为有德有才之最佳读物。 
 

   弟子规学习参考资料系列之《弟子规详解》（杨少松编）将《弟子规》逐字、
逐句进行注解，由于才疏学浅，难免会有错误或疏漏之处，祈望诸位仁者不吝赐

教，以便进一步修订，成为学习《弟子规》的辅助资料。 

 
提醒：《弟子规详解》之“谨”目前只供内部学习参考，内中字释、句解可

能尚有欠缺之处，我们将不断更新，为读者提供完善的读本。 
其他篇章也将陆续发布。 
 
最新版本敬请浏览 www.dizigui.cn/book 
更新日期：2019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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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规·谨 
谨慎恭敬 不畏困难 勇于创新 

 
  《弟子规·谨》列举生活起居、待人接物中应有的态度与方法，包含敬身、

敬物、敬事、敬人四部分，立身处世要有严谨恭敬的态度。《说文》谨，慎也。

慎重，谨慎，小心，恭敬。乃严整自饬之意，言语容易伤人贾祸，为最宜慎重者，

故从言。 
 
  《弟子规》前面已经讲到的“入则孝”、“出则弟”，这是德行的基本，在这

个基础之上教“谨”，是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严谨恭敬的待人接物

态度。 
 
  敬身是敬重自己，“敬也者，敬身为大。”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从哪里做起

呢？从良好的节息时间做起，“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接着是“晨

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要注重个人清洁卫生。《弟子规》还教穿衣要

注意的事项“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

致污秽”是放置物品的方法，这是对物品的爱护。“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

下称家”是养成“俭”的态度。接着是饮食上应注意的“对饮食，勿拣择，食适

可，勿过则；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最后是教行走坐的具体方法，

包含与人见面时应有的礼节，“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勿践阈，勿

跛倚，勿箕踞，勿摇髀。” 
 
  敬物是对物品恭敬心的体现，具体表现在“缓揭帘，勿有声，宽转弯，勿触

棱；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不仅是珍惜物品，延长物品的寿命，

也是在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到伤害。 
 
  敬事是做事严谨的态度“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斗闹场，绝勿

进，邪僻事，绝勿问。”教我们做事要镇定不慌张，面对生活、工作、学习上的

困难，不要畏惧，深入经典从中找到智慧来应对。这里也提醒我们，不要去那些

容易受到污染、诱惑的场所，是在保护自己身、心不受损。 
 
  敬人是待人接物中对人的恭敬心，包括入门上堂该有的礼节“将入门，问孰

存，将上堂，声必扬；人问谁，对以名，吾与我，不分明。”从去拜访人家入门

开始，到与人交流时言语的方法，都给我们指明了。敬人还包括与人交往常见的

用物借物，“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

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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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规·谨》列举这些生活中常见的场景，让我们养成谨慎恭敬的态度，

进而扩展应用到一切场景中，这种谨慎恭敬的态度，是对自己、对他人、对事物

的恭敬心，既是保护物品，更是保护自己的身心不受到伤害，唯有在这个基础之

上，才能更好生活、工作，培养严谨细致、勇于创新的态度，更好的服务社会！ 
 

 

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弟子规》讲“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字面的意思是：早上

起身要早些，晚上睡觉要迟些，年老容易到来，爱惜当前的时间。背后的含义是

珍惜时间。 

  

  《说文》“朝，旦也。”本义是早晨。《说文》“起，能立也。”本义是由躺而

坐、由坐而立。引申为起立，站立，起床。《说文》“早，晨也。”本义是早晨。

引申为起得早。《说文》“夜，舍也。天下休舍也。”本义是从天黑到天亮的时间。

“昼夜”为白昼与夜晚。《说文》“瞑，翕目也。”眠（瞑）本义为闭上眼睛。引

申为睡觉。《说文》“迟，徐行也。”迟（遲）本义为慢慢走。引申为缓慢，时间

晚。 

 

  《说文》“老，考也。七十曰老。”本义为年老，年岁大的人。《说文》“易，

蜥易也。”表示容易，做起来不费事。《说文》“至，鸟飞从高下至地也。”本义为

到来，到达。《说文》“惜，痛也。”本义为哀痛，哀伤。引申为珍惜，爱惜。《说

文》“此，止也”本义为踩，踏。引申为这，这里，此时。《说文》“时，四时也。”

时（時）本义为季度，季节。引申为时间，及时，光阴。 

 

  曾国藩先生教育子孙要“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黎明”是天快

亮或刚亮的时候，黎明时分就要起床。朱伯庐先生在《治家格言》中也教“黎明

即起，洒扫庭除。”都是说起床要早些。 

 

  在落实“朝起早，夜眠迟”这一句时容易出现曲解，如晚上迟睡还对父母说

《弟子规》教要“夜眠迟”，为自己的晚睡、熬夜寻找借口，在学习中要给予正

确的引导。古时的生活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古人的生活方式是“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因为那个时代没有电力，晚上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是诸多不便。 

 

  现在的时代，有电力供应，为我们的学习、生活、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所

以晚上能够迟些睡觉，当然也不能太晚，最好能在 11 点前休息，幼童、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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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应在 9 点前入睡，保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有利于身体的发育，这是落实“夜

眠迟。”而“朝起早”也一样，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与生活环境都不同，根据各自

的条件早起，特别是对原先较晚起床的，更应循序渐进，逐步养成早起的习惯，

让身体有适应的过程。 

 

  对晚上需要工作的大众，要自己调整好休息时间，懂得灵活落实“朝起早，

夜眠迟”，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落实，那“朝起早”怎么落实，刚下班才要睡觉，

难道就要落实“朝起早”？一定要懂得变通，“朝起早，夜眠迟”是让我们懂得

珍惜时间，用有限的时间来学习、生活与工作，而不是固执在字面之上。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敬业，就从珍惜时间做起，用有限的时间来学习、

工作与生活，光阴如白驹过隙，转眼之间，就是一世，谚语也讲“一寸光阴一寸

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们当惜寸阴，“朝起早，夜眠迟”最为切要。 

 

 

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 

养卫生习惯，助洗心自新 

 

  《弟子规·谨》讲“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这是提醒我们要

注重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早晨起床后要洗脸，还要漱口（刷牙），

大小便回来（后），立即洗净手。可见《弟子规》并不落后，在三百多年前就已

经注重卫生了。 

 

  《说文》“晨，早昧爽也。”引申为早晨，清晨。《说文》“必，分极也。”本

义是区分的标准。引申为必须，一定要。《说水》“盥，澡手也。从臼水临皿。”

本义洗手。泛指洗涤，盥洗，盥漱。《一切经音义》：凡洗物皆曰盥。《说文》“兼，

并也。”本义为同时并有二禾。泛指还，同时，而且。《说文》“漱，盪口也。”本

义为漱口，含水荡洗口腔。引申为洗漱。 

 

  《说文》“便，安也。人有不便更之。”本义为妥帖，安适，简便。引申为尿、

屎。《说文》“溺，水。”指小便。《说文》“回，转也。”本义为回旋，旋转。引申

为返回。《说文》“辄，车两轮車兩輢也。” 辄（辄）本义为车箱左右板上端向外

翻出的部分。相当于立即，就。《说文》“瀞，无污秽也。”净（淨），通“瀞”。

引申为洁净。《说文》“手，拳也。”本义为手掌。 

 

  “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从小要引导孩子养成好习惯，落实这

则，有许多细节需要留意，比如，洗手的时候，扭水龙头时不要一下子将水流开

到最大，要控制水流不要过大，以能够洗净为宜，避免过度浪费，特别是在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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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合，也要节约用水，这是从小就要引导、教会孩子的，保护地球母亲，人人都

能做到，从洗手就能做得到，要珍惜福报。 

 

  “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表面上是讲外在的卫生，将之深入理

解，也是提醒我们要注重内心修养，外在的污垢通过盥洗便能干净，内心的污染

也要扫除，通过深入经典，用经典来对照，找到不足之处，进而修正错误的想法

与做法，这是放下习性，从而逐渐恢复本善。 

 

  “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有助于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有利于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也是孝顺，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落实

“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不止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也是孝道的落

实，更是洗心自新！ 

 

 

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 

气质修养 

 

  《弟子规·谨》讲“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这是讲穿戴注意事

项。帽子要戴正，纽扣要扣(系)上，袜子和鞋子，要合脚绑紧。 

 

  《说文》“冠，弁冕之总名也。”“弁冕（biàn miǎn”古代男子所带的帽。本

义为帽子。《说文》“必，分极也。”本义是区分的标准。引申为必须，一定要。

《说文》“正，是（直）也。”本义为平正，不偏斜。《说文》“纽，系也。”纽（紐）

本义为系可解的结。《说文》“结，缔也。”结（結）本义是用线、绳、草等长条

物打结或编织。 

 

  《说文》“袜，足衣。”本义为袜子。《说文》“与，党与也。” 《说文》“与，

赐予也。” 与（與）本义为给予，赐予。作介词为和、跟、及。《说文》“履，足

所依也。”本义为鞋。引申为穿鞋。《说文》“俱，皆也。”本义为共同，在一起。

引申为皆，全，都。《说文》“紧，缠丝急也。”紧（緊）本义为缠丝急。《广雅》

“紧，急也。”引申为系紧，扎紧，拉紧。《说文》“切，刌也。”本义用刀把物品

分成若干部分。引申为切要，紧要，贴近，接近。 

 

  朱熹夫子所著的启蒙读物《童蒙须知》开篇就从衣服冠履开始，“大抵为人，

先要身体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我先人常

训子弟云，男子有三紧。谓头紧腰紧脚紧。头，谓头巾。未冠者，总髻。腰，谓

以条或带，束腰。脚，谓鞋，袜，此三者，要紧束，不可宽慢。宽慢，则身体放

肆，不端严，为人所轻贱矣。”详细告诉我们从头到脚，帽子、衣裳、鞋袜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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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意的事项。 

 

  古人这些穿戴的礼仪规矩，是自重与对人的尊重。学习《弟子规》要与时俱

进，“冠必正”是讲帽子要戴正，现在一般都不戴帽，我们可以引申为头发要干

净、整齐。“冠必正”在一些行业，如执法等，仍然要注意帽子是否戴正，这也

影响到自身形象。 

 

  “纽必结”也要与时俱进，现在的衣服，有纽结、有纽扣、有拉链，穿着的

时候要注意扣好、拉好，衣领也要整齐，还要引导孩子佩戴红领巾要端正，良好

的习惯是通过日常生活来形成的。这些穿衣戴帽的外在形象，能够影响到内心，

比如我们在家看老师讲课视频的时候，穿戴整齐能起到约束的作用，能让自己提

起警觉性与恭敬心，如同老师就在面前讲课一样，用这个心态来学习，效果会更

好。 

 

  《论语·尧曰篇》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

威而不猛乎？”是告诉我们端庄的衣冠能让人家起敬畏之心，《弟子规》“冠必正，

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也是告诉我们要重视仪容仪表，整洁、得体的衣着在

人际关系中会留给人家稳重、端庄、高雅的印象，是一个人修养的体现。 

 

 

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 

管理衣物、珍惜物品 

 

  《弟子规·谨》讲“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是讲安置衣服。放

置帽子和衣服要有固定的地方，不要随意安放，以免因此弄脏。 

 

  《说文》“置，赦也。”本义为赦罪，释放。引申为搁放，安置，置放。《说

文》“冠，弁冕之总名也。”“弁冕（biànmiǎn”古代男子所带的帽。本义为帽子。

《说文》“服，用也。”本义为服从，从事。引申为服饰，衣服。《说文》中“有，

不宜有也。”本义是具有，与“无”相对。《说文》“定，安也。”本义是安定、安

稳。引申为固定，使安定。《说文》“位，中廷之左右谓之位。”本义位官吏在朝

廷上站立的位置。引申为位置，所在的地方。 

 

  《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表劝阻和禁止，引申为不要，不可以，禁止。

《说文》“亂，治也”乱（亂）本义为理丝。引申为混乱，随意。《说文》“顿，

下首也。”顿（頓）本义为叩头，磕头。引申为安置，处理。《说文》“致，送诣

也。”本义是送到。引申为导致，招来。《说文》“污，秽也。”本义是停积不流的

水。引申为污秽，肮脏。《说文》“秽，芜也。从草，岁声。字亦作秽。”秽（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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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义是荒废，长满野草。表示肮脏，污秽。 

 

  朱熹夫子所著的启蒙读物《童蒙须知》中有“凡脱衣服，必齐整折叠箱箧中。

勿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与《弟子规》中

的“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相应，都是引导从小就要养成安置衣服

的好习惯。 

 

  “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教我们要爱惜衣服，衣服让我们能够

保暖遮羞，让我们穿着得体大方来工作、生活。所以放置要有定位，这是对衣服

恭敬心的体现。这些衣服是由多道工序生产而成，再通过多次流通才到我们手中，

中间有许多人付出了劳动，故此对衣物安放有定位，也是对劳动者的尊敬。 

 

  我们对衣物的爱惜，能够延长衣物的使用年限，这是勤俭节约的落实，唐代

诗人李商隐先生所写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就是提醒我们，无

论是国家还是家庭的兴盛，勤俭是重要的原因，特别是在我们物质丰富时代，更

应提醒自己，不忘勤俭节约，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从珍惜衣物开始，勤

俭不是空话，通过每天对衣物放置的动作就能践行。 

 

  “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也是教我们管理衣物的方法，从小养

成“有定位”的态度对人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有定位”是对使用过的物品要

及时放回原先的位置，对清洗、晾干之后的衣物要折叠整齐，依照类别分别安放

在固定的位置，让我们下次需要使用时，能快速方便的获得，这个习惯让我们的

思路清晰，能够节省大量的时间，提升做事效率，所以不要小看“置冠服，有定

位”，这可是基础管理学，利益我们的终生。 

 

  “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中只是讲对帽子和衣服的安置要有定

位，我们学习一定要懂得举一反三，这样才是学活了，千万不要学死在字面字面

之上，通过对“冠服”的定位习惯养成，要扩展到“一切物，有定位”，凡取用

任何物品，用完之后都应放回原处，这叫“动物归原”，物归原处，这种习惯一

生受用不尽。 

 

 

衣贵洁，不贵华 

是好家风 

  

  《弟子规》教“衣贵洁，不贵华”衣裳主要的是干净、整洁，而不重在华美

之上。我们要知道衣服最重要的本质是保暖与遮羞，衣服绝对不是拿来炫耀，不

是拿来满足虚荣心的，这是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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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衣，所以蔽体者也。上曰衣，下曰裳。”本义是上衣。泛指衣服。

服指衣服，服装。衣服是衣裳服饰。《说文》“贵，物不贱也。”本义是物价高。

贵（貴）引申为重要，表示重视，以……为贵。“洁”是“潔”的简化字，《说文》

“潔，潔，瀞也。” 《广韵》“潔，清也。”本义是清洁、干净。干净、明亮之意。

《说文》“不，鸟飞上翔不下来也。”引申为没有，表否定，不可也。《说文》“华，

荣也。”华（華）本义为花朵。引申为华丽，奢华。 

 

  “衣贵洁，不贵华”也是对治虚荣心和攀比心，不是说穿价格昂贵的衣服就

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别人的一句赞美，或许只是出于礼貌而已。当一个人试图通

过外表来吸引他人的目光，决定是缺乏自信的，而且外在的装饰是无止境的，不

止浪费不少的时间来研究，也浪费了不少的金钱来购买，实在讲，就是为了满足

自己的虚荣心，所以“衣贵洁，不贵华”养成穿着大方得体的习惯，有助于形成

勤俭的家风。 

 

  《弟子规》讲“人所重，非貌高”，是让我们不要着重这些外表的，而是要

注重内心的修养，真正的气质是由内到外的，气质是思想境界的外在表现，并非

靠衣装来装扮，所以衣服只要整洁得体，穿出端庄来，穿出一身正气，穿出一身

的气质，既是恭敬别人，也是恭敬自己，能让人对自己油然而敬。 

   

  “衣贵洁”也是告诉我们要爱护衣服，是自己内心恭敬心的体现，常清洗，

保持衣服的整洁，《弟子规》也讲“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给衣服

安个家，各种衣服分类安放，也是落实“衣贵洁”。特别是换季的时候，更应清

洗干净，按不同类别装好安置，延长衣服的使用时间，勤俭就是从生活中做起。 

   

  《左传》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美德，诸葛亮先生说过“静以修身，俭以美德”，勤俭节约这种美德不能丢失，

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更应时时警惕，因为各种各样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勤俭节

约就从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衣装开始落实，养成“衣贵洁”的生活态度，进而珍惜、

节约一切物品，勤俭为持家之本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上循分，下称家 

是本分是敬人 

 

  《弟子规·谨》讲穿衣要“上循分，下称家。”地位高(长辈)的要依循自己

的身份，平常人要穿得与家境相符。这里的“上”与“下”人人都要根据自己的

身份与场合来穿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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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文》“上，高也。”本义是高处，上面。引申为尊长，长辈，地位高。《说

文》“循，行顺也。”本义为顺着，沿着。引申为沿袭，依照，符合，遵从，遵循。

《说文》“分，别也。”本义为整体分成几个部分。引申为本分，身分。《说文》

“下，底也。”本义是下面，位置在下。引申为地位较低，下层。《说文》“称，

铨也。”本义为衡量轻重。称（稱）引申为符合，相当，合适。《说文》：“家，居

也。”本义为屋内，住所。指家庭。 

   

  《礼记·月令第六》中多处提到衣裳的礼节，比如“乃命司服，具饬衣裳，

文绣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长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是讲衣裳要

遵守定规，与“上循分，下称家”相符。 

 

  我们在践行《弟子规》所教的穿衣礼节，前面的“衣贵洁，不贵华”比较容

易做得到，但往往疏忽了后面的“上循分，下称家”。大家学习了“衣贵洁，不

贵华”，懂得了衣服的作用，懂得了要节约惜福，可是却又陷入了误区，没有根

据自己的身份与场合穿着合适的衣服，导致失礼之事频频发生，因为要知道得体

的衣服既是自重，也是尊重别人。 

 

  “上循分”是讲要适合自己的身份，比如学生平时所穿的校服，执法人员所

穿的制服等等。“上循分”中的“上”也可理解为要根据年龄来选择合适的衣服，

不如年纪大的长者就不要穿过于幼稚的衣服，这些都是“上循分”。“下称家”是

讲要与场合相符，比如运动时就不要着正装，而参加重要的会议则要正装出席等

等。 

 

  《弟子规》是生活的说明书，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可见“衣”的重要性，

与我们是息息相关的，“上循分，下称家”就是讲随着身份与场合的变化要灵活

着装，既是本分，也是敬人！ 

 

 

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 

管住自己才能行稳致远 

 

  《弟子规》是生活说明书，涵盖了衣食住行等方面，饮食方面《弟子规·谨》

讲“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对饭菜不要挑选，吃饭要适可就好，

不要过量。 

 

  《说文》“对，应无方也。”《广韵》“对，答也。”对（對）本义是应答。引

申为面对、对待。《说文》“飮，飮也。”饮（飲）本义是喝。引申为饮料。《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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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一米也。”本义是饭，饭食。引申为食物。《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表

劝阻和禁止，引申为不要，不可以，禁止。《广雅》“揀，择也。”拣（揀）本义

为挑选，选择。《说文》“择，柬选也。”择（擇）本义为选取，挑选。拣择为挑

选，挑拣。 

 

  《说文》“食，一米也。”本义是饭，饭食。引申为食物。《说文》“適，之也。”

适（適）本义为往，到。引申为适当，正好，恰好。《说文》“可，肯也。”引申

为同意，可以。《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表劝阻和禁止，引申为不要，不可

以，禁止。《说文》“过，度也。”过（過）本义是走过。引申为过分，过度，超

过。《说文》“则，等画物也。”则（則）本义为准则、法则。 

 

  南宋学者、理学家朱熹所著的启蒙读物《童蒙须知》曰“凡饮食之物，勿争

较多少美恶”与《弟子规》的“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相应，都是

教我们对于饮食之物，不要执着于自己的喜好。《朱子论定程董学则》中也教饮

食必节，曰“毋求饱。毋贪味。食必以时。毋耻恶食。非节。”《朱子治家格言》

中有“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粒，恒念物力维艰。”都是教饮食有度，

从中也培养对食物的感恩心。 

 

  “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帮助我们养成健康的饮食观，对饭菜

不可挑挑拣拣，养成不挑食、不偏食的习惯，才是良好的饮食习惯，均衡饮食有

利于身体健康。无论吃什么东西，要吃得适当不可太过了，切莫暴饮暴食，以免

给身体造成负担，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的生活、工作与学习。《孝经》曰“身

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行孝不是要等事业有成才能做的，

而是从小就可以的，引导孩子落实“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养成

良好的饮食习惯，就是践行孝道。 

 

  “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是对饮食习惯的养成，从引导孩子不

拣择饭菜，不让孩子爱怎么吃就怎么吃，也不要为孩子的喜爱而去迎合，这样能

够控制减少骄横习性，逐渐养成健康饮食习惯。更重要的是，从管住自己的嘴巴

开始，养成自我控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管住自己才能行稳致远。 

 

 

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 

保护身心健康 

 

  《弟子规·谨》讲“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年纪幼小，不要

喝酒，喝酒醉了，最为出丑。《颜氏家训·教子》曰“教儿婴孩”，要重视婴孩时

期习惯的养成。《礼记·学记》中“禁于未发之谓豫”，禁于未发，懂得防微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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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预防法，在没有发生之前先教给正确的态度，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

然”，《弟子规》就是预防法践行读本。 

 

  《说文》“年，谷熟也。”本义是谷物成熟。禾谷成熟一次称为一年，引申为

年纪，岁数。《说文》“方，併船也。”本义是并行的两船，泛指并列。引申为正

在，正当，正好，刚刚，才，方才。《说文》“少，不多也。”本义是不多。引申

为年纪轻，年轻人。《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表劝阻和禁止，引申为不要，

不可以，禁止。《说文》“飮，飮也。”饮（飲）本义是喝。《说文》“酒，就也。

所以就人性之善恶。”用米、麦或水果等发酵酿制而成，内含酒精的刺激性饮料。 

 

  《说文》“飮，飮也。”饮（飲）本义是喝。《说文》“酒，就也。所以就人性

之善恶。”用米、麦或水果等发酵酿制而成，内含酒精的刺激性饮料。《说文》“醉，

酒卒也。各卒其度量，不至于乱也。一曰酒溃也。”“酒”为会意字，“酉”表示

酒，“卒”表示终结。本以为醉酒。引申为饮酒过量，神志不清。《说为》“最，

犯而取也。”表示程度达到顶点。《说文》“为，母猴也。”为（爲）引申为认为，

认做，当做。《说文》"醜，可恶也。本义为貌丑，丑陋。 

 

  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教孩童不可饮酒，不要养成喝酒的习惯，

这是“慎于始”，酒精对神经中枢会有麻痹作用，孩童的身体处于发育阶段，无

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未成熟，“勿饮酒”是起到保护的作用，不做危害身心健康

的一切事情。 

 

  “年方少，勿饮酒”对成年人也有警示，饮酒也要懂得节制。《左传·庄公

二十二年》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告诉我们酒是礼节，表的是对人

的礼貌，但是切莫过量放纵，以免失礼，过量的饮酒还影响到自控能力，言行不

受控制，容易丧失理智做出危害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史记·滑稽列传》曰“酒

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要节制，这是人人都要警觉的。 

 

  落实“勿饮酒”不能走向误区，以为是教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饮酒。古

人知道饮酒能养生，但懂得要节制，老年人或调理身体需要，可适量饮酒，能够

舒筋活血，这是对身体有益的。 

 

 

步从容，立端正 

“步从容”从容的是心，“立端正”端正的也是心 

 

  《弟子规·谨》“步从容，立端正”讲行走时应当不慌不忙，站立的姿势应

当挺直。《说文》“步，行也。”本义是行走。《说文》“从，相听也。”从（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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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随行。引申为跟从。形容举动舒缓。《说文》“容，盛也。”本义是盛纳。引

申为相貌，容止。从（從）“从容”是不慌不忙、行止舒缓。《说文》“立，侸也。”

“侸”音 shù，古同“树”，本义是笔直的站立。《说文》“端，直也。”本义是站

得直，端正，正直。《说文》“正，是（直）也。”本义为平正，不偏斜。 

 

  在没有学《弟子规》之前，相信诸位已经知道“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

是传统的家规之一，许多人没有学《弟子规》，可是这一条都做得很好，因为从

小家中的长辈就教会了，可见《弟子规》无论是古时，还是现在，都一样能够应

用到生活之中的。 

 

  人们的举止仪态是内在修养的体现，气质是透过言行举止呈现出来的，无论

是走路还是站立，良好的仪态留给人家的是大方高雅，既是自重也是敬人，“步

从容，立端正”讲走路时脚步要不慌不乱，养成从容不迫的态度，站立的时候要

像一棵树一样挺拔端正，《论语▪学而篇》曰“君子不重则不威”这种端肃的仪态

能受人敬重。 

 

  “步从容”从容的是心，“立端正”端正的也是心。古人对走路从速度上可

以分为步、行、趋、走、奔等几种方式，落实“步从容”要懂得灵活，比如在人

流大的场所，可就不要慢吞吞了，那既影响到自己，也可能造成别人的不便，再

来，遇到紧急情况，那也要懂得灵活运用，切莫停留在字面之上，该趋就趋，该

奔就奔，不要耽误事情。“步从容，立端正”重要的是养不慌不忙、沉着镇定的

态度，就算是趋、奔，外在脚步是快了，但是内心却依然保持着从容、镇静，这

是落实“步从容，立端正”的义理。 

 

 

揖深圆，拜恭敬 

谦恭礼让 

 

  《弟子规·谨》讲“揖深圆，拜恭敬。”这是待人接物中行礼应有的态度。

作揖时手要拱、腰要弯，行礼要有恭敬心。无论是对人行礼，还是祭拜行礼，行

礼动作都要到位，表现出谦恭礼让的态度。 

 

  《说文》“揖，攘也。”本义是拱手行礼。作揖是古礼。《说文》“深，深水。”

本义为水面到水底距离大。引申为程度深。《说文》“圆，圜全也。”圆（圓）本

义为圆形。引申为形状像圆圈。《说文》引扬雄说:“拜从两手下。”表示双手作

揖，或下拜，表示敬意的一种礼节。《说文》“恭，肃也。”本义是恭敬，谦逊有

礼。《说文》“敬，肃也。”本义是恭敬。恭在外表，敬存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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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揖深圆，拜恭敬。”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处处能用到的，落实“揖深圆”要

知道作揖是古礼，表的是对人恭敬的仪式，执礼人双手抱拳，朝受礼人先高拱，

后下拜。“鞠躬”也是古礼，表的是弯腰行礼，双手自然下垂，腰尽量九十度弯

下，稍停片刻再起身，动作要缓慢些。 

 

  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大众，弯腰的角度可以是 15度、30度，要灵活

运用。我们在路上遇到朋友，也要视环境来确定鞠躬时弯腰深度，以免给周围的

大众造成不便，这个时候稍微弯腰就好。无论是作揖礼还是鞠躬礼，一切的礼仪

都是表对人的恭敬，行礼是内心对人恭敬的表现，内心真的对人谦恭礼让最为重

要，而不是只注重外在的这个礼仪动作之上，即使逢人都是 90度鞠躬，可是对

人却丝毫没有敬意，只是例行完事，或者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行礼，这种流于形

式的态度，相信对方也能感觉到的。《大学》讲的“诚于中，形于外”，是告诉我

们内心真诚，通过外在的行为就能看得出来。 

 

  《养正遗规·吕新吾社学要略》中“作揖要舒徐深圆，不可浅遽。侍立要庄

严静定，不可跛欹。起拜要身手相随，不可失节。”与《弟子规》的“揖深圆，

拜恭敬”相应，都是教要用诚敬心来行礼，无论是作揖、鞠躬、握手还是微笑点

头，不止要动作到位，更要注重内心恭敬的态度，这样的仪态将内心真诚、恭敬

表现出来，自然优雅大方，令人敬重。 

 

 

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 

行坐显修养 

 

  《弟子规·谨》为我们指出生活中该注意的事项。“勿践阈，勿跛倚，勿箕

踞，勿摇髀”是行路端坐应注意的细节。进门时脚不要踩踏在门槛上。站立时身

体不要歪倒斜靠在墙边。坐的时候两条腿不可像畚箕一样敞着，更不可随意摇抖

双腿。 

 

  《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表劝阻和禁止，引申为不要，不可以，禁止。

《说文》“践，履也。”“践”的本义是踩、践踏。《说文》“阈，门榍也。”本义为

门槛。《说文》“跛，行不正也。”本义是腿或脚有毛病，单脚站着。音为 bì时指

歪斜、偏倚，偏用一只脚站着。《说文》“倚，依也。”本义是紧靠。“跛倚”是站

立歪斜不正，依靠于物。 

 

  《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表劝阻和禁止，引申为不要，不可以，禁止。

《说文》“箕，簸也。”本义是簸箕，扬米去糠的器具。《说文》“踞，蹲也。”本

义是蹲坐。“箕踞”兩腿舒展而坐，形如畚箕，是一种随意不拘礼节的坐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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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摇，动也。”本义是摇动、摆动。《说文》“髀，股也。”股骨、大腿。 

 

  《论语·乡党》曰“立不中门，行不履阈。”《礼记·曲礼》曰“游毋倨，立

毋跛，坐毋箕，寝毋伏。”《礼记·曲礼》曰“不践阈。”这些经典的句子与《弟

子规》中“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相应，都是日常生活中具体的指

导。“勿践阈”是入门时不要踩踏在门坎上，这是对主人的恭敬。古时有些场所

的门槛高而窄，踩踏在上面容易跌倒，所以也是保护自己。现在门槛可能高度不

大，甚至没有，容易疏忽了这个礼节，要知道古人这些礼节是培养自己的恭敬心，

还是从小要引导孩子不要踩门槛。再来，也可以理解为不要站在门中间，这样会

给他人的通行造成不便，容易出现安全事故。 

 

  “勿箕踞，勿摇髀”是坐姿，不要将两腿张得太大，非常不雅观，更不要翘

脚，不要抖脚，“摇髀”是生活中容易出现的，一坐下，不由自主的就抖起脚来，

显得心浮气躁，不仅影响到自身稳重，留给人家的是轻浮的感觉，这样的习惯一

定要戒除。 

 

  修养就是从生活中这些细节呈现出来的，修养不是讲出来的，而是真的做出

来，能将教诲用在自己身上，用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工作与学习。切莫疏忽《弟

子规》中的教诲，这些礼节都是让自己端庄，提升修养的。 

 

   

缓揭帘，勿有声 

养爱敬存心 

 

  《弟子规·谨》讲的是在生活中应当注意的事项。“缓揭帘，勿有声”是缓

慢揭开帘子，不要让它发出声音。 

 

  《说文》“缓，繛也。”缓（緩）本义为宽绰，宽松。引申为慢，不急。作“绰”

解，缓慢、迟缓之意。《说文》“揭，高举也。”本义为高举。引申为掀开，揭开。

《说文》“簾，堂簾也。”帘（簾）本义为门帘。泛指用布、竹、苇等做的遮蔽门

窗的东西。《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表劝阻和禁止，引申为不要，不可以，

禁止。《说文》“有，不宜有也。”本义是具有，与“无”相对。《说文》“声，音

也。”声（聲）本义是声音，声响。 

 

  “缓揭帘”是进出房间的时候，掀起或放下门帘的时候要轻缓些。假若动作

过猛，帘子摆动太大可能会伤害到他人，“缓”是提醒动作要缓慢些、要轻些，

或者揭开时让他人先通过，举手之劳的行为体现的是自己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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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揭帘，勿有声”提醒我们“揭”的动作要缓慢，不要太粗暴，这也是对

物品的爱护，过大的用力容易损坏门帘，动作轻些就能延长物品的寿命。 

 

  “勿有声”是结果，原因在于“缓揭帘”，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是不要惊

吓到周围的大众。这里的“帘”可以是门帘、窗帘，现在门帘使用少，更多的是

铁门、木门，这种材质更容易发出巨响，更加要留意开、关门的动作，以免突然

的声音惊吓到他人。“帘”还可以扩展到窗户、抽屉、柜子、椅子等等，比如椅

子，我们是双手搬移，而不是拉开，拉的动作容易使凳脚与地板产生摩擦而发出

刺耳的声音，也容易造成凳脚的损坏，还会磨花地板，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 

 

  《童蒙须知》又称《训学斋规》，为南宋学者、理学家朱熹所著的启蒙读物，

内中“杂细事宜第五”讲“凡开门揭帘，须徐徐轻手，不可令震惊声响”与《弟

子规》“缓揭帘，勿有声”相应，都是教动作要轻些，不要发出声音让人受惊。 

 

  “缓揭帘，勿有声”这个动作讲不要影响到他人，比如进入图书馆等场所，

需要言语时一定要留意音量的大小，以免干扰到周围的读者，还有使用电子设备

时，最好是使用耳机，这样不会打扰到他人的学习。 

 

  良好的习惯是从生活中养成的，一举一动都是修养的体现，“缓揭帘，勿有

声”这种细致的态度，体现出内心的安详，用谨慎、专注的态度来生活、工作与

学习，往往能够事半功倍，也是爱敬存心的养成！ 

 

 

宽转弯，勿触棱 

养谨慎认真态度，保护身体不受伤 

 

  《弟子规·谨》中讲“宽转弯，勿触棱”，这也是日常生活常常遇到的。拐

弯时离棱角距离要大些，不要碰到棱角。 

 

  《说文》“宽，屋宽大也。”宽（寬）本义是房屋宽敞。引申为宽转，宽敞有

余地。《说文》“转，运也。”转（轉）本义为转运。引申为转弯，改变方向。《说

文》“弯，持弓关矢也。”弯（彎）本义为拉弓。引申为拐弯，转方向。“转弯”

为拐弯，转变方向。《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表劝阻和禁止，引申为不要，

不可以，禁止。《说文》“触，牴也。”触（觸）本义为以角撞物。引申为撞，碰，

碰到。《说文》“棱，柧也。”指棱角，不同方向的两个平面相连接的部分。 

 

  “宽转弯，勿触棱”告诉我们，走路拐弯的时候，与棱角的距离要大一些，

这样不容易撞到棱角，也能够看清路况，避免自己或他人受伤。因为离棱角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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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小，拐弯时彼此无法见到对方，容易撞在一起，致自己或他人受到伤害。这句

“宽转弯，勿触棱”是在保护身体不受伤的。 

 

  “宽转弯，勿触棱”这里的“棱”不止是墙角，还是桌角、床角、柱子等等，

提醒经过的时候，与棱角的角度要大些，棱角比较锋利，碰上轻则疼痛，重则头

破血流，所以拐弯的时候要养成谨慎的态度，身体不受伤，也是践行孝道。特别

是踩单车、开汽车时更应留意，拐弯时应降速并留意路面情况，确保安全再通过。 

 

  践行“宽转弯，勿触棱”能养成谨慎的态度，不止是减少意外的发生，而且

也是恭敬心的培养，比如自己的不小心而撞到柜子或椅子等家具，容易造成家具

等翻倒，从而让家具受到损坏，缩短使用寿命，这也是我们所要警觉的。还有孩

子撞到桌子，要引导不能去埋怨桌子挡路，不能说是桌子撞到自己，而是要反省

自己，是自己没有用心留意，才撞上的，是不是要向桌子道歉呢？抓住这些机会，

引导孩子养成谨慎认真的态度，懂得敢于承担责任，懂得知过改过。 

 

 

执虚器，如执盈 

养认真谨慎的习惯 

 

  《弟子规·谨》中讲“执虚器，如执盈”从学端拿物品培养恭敬、谨慎的态

度。拿空的器皿，如同拿着满的一样。 

   

 

  《说文》“執，捕罪人也。”执（執）本义为拘捕、捉拿。引申为拿，持，握。

《说文》“虚，大丘也。”“虚”通“墟”。本义为大土山。《尔雅》引申为空虚，

空着。“虚，空也。”《说文》“器，皿也。”本义为器具。《说文》“如，从随也。”

本义是遵从，依照。引申为如同，好像。《说文》“執，捕罪人也。”执（執）本

义为拘捕、捉拿。引申为拿，持，握。《说文》“盈，满器也。”引申为充满，盈

满。 

 

  《礼记·少仪》曰“执虚如执盈。”《童蒙须知》有“执器皿，必端严，惟恐

有失。”与《弟子规·谨》中“执虚器，如执盈”相应，都是教拿着、端着器皿

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翼翼，尤其是器皿装满东西时，更应小心，比如装满液

体的器皿，更应提防不让溢出。再来，拿着空器皿的时候，要有如同装满东西一

样，用这种心态拿着，以防疏忽而撞到其他物品或滑落而打烂。大家想想，是不

是收、洗盘碗的时候更容易打烂。 

 

  “执虚器，如执盈”中的“器”是器皿，可以是杯子、盘碗、箱子等等，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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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疏忽大意，容易造成器皿及内中东西受到损坏，而且也容易让人受伤，如被玻

璃片划到等等，既是浪费物品，也是伤害自己，所以从小要养成谨慎的习惯。比

如，端盘碗的时候，先摸摸盘碗温度是否烫手，看看是否装得太满，然后才小心

端起，最好是再给些言语来提醒，比如端汤就说“汤来了”，以提醒附近的人，

不要碰撞到，这是对器皿、对自己、对他人的保护。 

 

  “执虚器，如执盈”的“器”也可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手机、U 盘等

等，提醒我们使用手机要小心，以防滑落而导致屏幕破裂，甚至整机报废，更为

重要的是，手机中有用的信息，也无法恢复，给生活、工作带来极大的烦恼。 

 

  《弟子规》内中所列出的事项，确实是不分时空的，“执虚器，如执盈”无

论是装满的还是空的器皿，亦或是物品，都要有小心谨慎的态度来端着、搬移、

使用，在生活中养成谨慎的态度，也有助于养成认真学习、严谨工作的习惯。 

 

 

入虚室，如有人 

做表里如一有修养的人 

 

  《弟子规·谨》中讲“入虚室，如有人。”到别人家一定要谨慎行事，既是

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进入空房，如同有人一样。 

   

 

  《说文》“入，内也。”本义为进来、进去，由外到内。《说文》“虚，大丘也。”

“虚”通“墟”。本义为大土山。《尔雅》引申为空虚，空着。“虚，空也。”《说

文》“室，实也。”本义为内室。古人房屋，前面的大厅叫堂，后面中间叫室，室

的东西两间叫房。现可指房屋、房间，卧室。《说文》“如，从随也。”本义是遵

从，依照。引申为如同，好像。《说文》“有，不宜有也。”本义是具有，与“无”

相对。《说文》“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本义为能制造工具改造自然并使用语

言的高等动物。 

 

  《礼记·少仪》曰“入虚如有人。”与《弟子规》“入虚室，如有人”相应。

进到没有人的房子或房间时，也要像屋里有人一样。前往拜访人家时，在大门口

要先敲门或按门铃，即使大门开着，也切莫非请自入，一定要经人同意才可进入。

再来，进入别人家中，假若主人暂时离开，让自己独处，未经同意，不该随便打

开抽屉、翻阅文件等等，应当如有人在屋里一样的恭敬心，养成“慎独”的态度

非常重要。《礼记·大学》曰“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有修

养的人绝对不会因为别人看不见，就做不该干的事情，时时会遵循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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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习惯成自然，好习惯要从小培养，“入虚室，如有人”是孩子从小便能

落实的，切莫随便进入人家的房间，更加不能因为房中无人而放肆，随意去翻动

屋里的物品。未经主人邀请，更加不要进入卧室，以免主人有贵重物品不见了，

产生误会，有口难辩，这也是保护自己。当养成不乱翻别人物品的好习惯，在工

作中独自在别人办公室时，自然也不会去翻阅人家的文件资料，这种品德更容易

得到客户的肯定、同事的亲近、领导的器重，有助于事业的发展。 

 

  《孟子·离娄章句下》曰“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弟子规》中

的句子是我们终生都要践行的，时时提醒自己要遵循教诲来生活、来工作，所谓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入虚室，如有人”也不例外，是我们终生要恪守的，

通过践行学会管理自己，管住自己的心，懂得谨慎行事，既是尊重他人，也是保

护自己，同时也培养了慎独的功夫，做表里如一有品德、有修养的人。 

      

 

事勿忙，忙多错 

有条不紊、沉着冷静 

 

  《弟子规·谨》中讲“事勿忙，忙多错。”是讲做事要有条不紊、沉着冷静。

做事情不要急忙，匆忙大多会（容易）出错。 

 

  《说文》“事，职也。”泛指事情、做事。《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表劝

阻和禁止，引申为不要，不可以，禁止。《集韵·唐韵》“忙，心迫也。”本义为

内心慌急不安。引申为匆忙，急迫，慌忙。《说文》“多，重也。”本义为多数，

数量大。《说文》“错，金涂也。今所谓镀金。俗字作镀。”本义是用金涂饰。错

（錯）引申为错误，过失，差错。 

 

  事情太多、急着做完、做事没条理、心情焦躁等等都容易导致出现“忙”的

情况，“忙”表现在内心，是心中急促、烦恼不断。内心的慌忙，自己的判断能

力自然就下降，平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慌张心态下，也可能出错，所以做事要保

持有条有理、从容淡定的心态。 

 

  “事勿忙，忙多错。”讲慌乱容易出错，“错”是果，“忙”是因，所以要不

让“忙”起来。根据事情的大小难易，制订出计划，并针对具体的事情做出解决

方案。《处世》有“万事尽从忙里错，一心须向静中安。”只有事先做好计划，做

事过程出现的任何状况，才能从容应对，不容易出现慌慌张张的状态。俗话也讲

“忙中有错”，越忙越容易出错，即使是再多的事情，也要“此未终，彼勿起”，

一件件来处理，避免出现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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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勿忙，忙多错。”提醒我们，做事要先计划。比如孩子的书包问题，前

天晚上要根据第二天的课程准备好课本及练习册、文具等物品，并检查妥当，第

二天早上自然不会出现手忙脚乱，忘记带这、带那的事情。 

 

  “事勿忙，忙多错。”做事要有条理。比如孩子做作业，要引导孩子准备作

业登记本，将每天的作业一项项记录起来，完成一个项目就做个标记，比如打个

勾，直观呈现作业完成情况，这样不会出现漏做的情况，减少因没做作业、没带

作业受到的批评，避免给学习带来烦恼。这种有条有理的做事态度利益孩子的终

生。 

 

  通过日常生活做事习惯的养成，能够避免“忙”、“错”的出现，从而不给生

活、工作带来烦恼，因为心中不“忙”，能够有条不紊的做事，养成沉着冷静的

心态，提升做事的效率。 

 

 

勿畏难，勿轻略 

是平常心是诚敬心 

 

  《弟子规·谨》中讲“勿畏难，勿轻略。”遇到事情不要畏苦怕难，也不可

轻视忽略、草率应对。 

 

  《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表劝阻和禁止，引申为不要，不可以，禁止。

《说文》“畏，恶也。”可畏也，因可怕而厌恶、害怕。《广雅·释诂二》“畏，惧

也。”《广雅·释诂四》“畏，恐也。”本义是害怕。难（難）是困难，做起来不容

易，感到困难。“畏难”为畏惧艰难，害怕困难。《说文》“轻，轻车也。”轻（輕）

引申为轻重之轻，轻视、不重视之意。《说文》“略，经略土地也。”本义为封疆

土地。引申为省略，忽略，略去。“轻略”为轻忽，粗略。 

 

  “勿畏难，勿轻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觉得事情特别困难，就起了

害怕之心，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打了退堂鼓。这种畏首畏尾、缩手缩脚的态度是

要否定的。在陪伴孩子成长路上，要通过生活、学习中的细节来引导孩子“勿畏

难，勿轻略”的心态。如孩子遇到不会做的题目，要及时指导孩子，切记不是将

答案直接告诉孩子，而是要将思路、步骤讲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解答。也不要将

工作中的负面情绪带到家里来，对孩子帮忙的请求不可置之不理，或者是带着情

绪来与孩子互动，这都容易让孩子恐惧、误会，日后有问题也不敢前来请教了，

从而将难题放到一边，或者随便作答，容易形成“畏难、轻略”的学习态度。 

 

  相比“勿畏难”，“勿轻略”更是容易出现，无论是考试还是作业，因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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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而出现的错误最多，不是这个知识点不懂，而是粗心大意造成的，以为这些

都很简单，闭着眼睛都能答对，这种轻视的态度最容易导致出错，根本的原因在

于漫不经心，欠缺诚敬的态度。 

 

  “勿畏难，勿轻略。”是重要的人生态度，无论事情是“难”还是“易”，都

要保持用平常心来应对，切莫因为自己以为“难”而放弃，否定自己的能力，也

勿以为“易”而轻视，通过生活中的细节养成面对事情，既不害怕，也不轻视的

心态，始终保持诚敬心来应对，必有成就。 

 

 

斗闹场，绝勿近 

护住身心健康 

 

  《弟子规·谨》中讲“斗闹场，绝勿近。”争斗喧闹的场所，绝对不要接近。 

 

  《说文》“鬥，两士相对，兵杖在后，象门之形。”斗（鬥）本义为对打。引

申为争斗，相争，相斗。《说文》“鬧，不静也。”闹（鬧）本义为嘈杂，喧闹。

《说文》“場，祭神道也。”本义为祭神的场地。引申为场所，处所。《说文》“绝，

断丝也。”绝（絶）本义为把丝弄断。引申为断绝。用在“勿”否定词前作绝对

解。《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表劝阻和禁止，引申为不要，不可以，禁止。

《说文》“近，附也。”本义为走近、接近。 

 

  教育慎于始，从小要引导孩子不去那些容易引起争斗的地方，打架斗殴容易

被伤害到，而且因为孩子身心尚幼，鉴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有限，对别人的诱惑难

以抗拒，容易被人所利用，也容易染污心灵，故此，这里用到“绝”，没有商量

的余地，绝对不能进入，远离这些是非之地。《论语·颜渊》曰“非礼勿视，非

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保护孩子不被染污，护住身心的健康。 

 

  《童蒙须知》又称《训学斋规》，为南宋学者、理学家朱熹所著的启蒙读物，

“杂细事宜第五”有“凡喧哄争斗之处，不可近。无益之事，不可为。”与《弟

子规》的“斗闹场，绝勿近”相应。都是讲容易发生争斗的场所不要接近。当孩

子从小养成是非判断能力，能降低受到不良信息的诱惑，自然也能感得益友来到

身边。 

 

  “斗闹场，绝勿近。”“场”是场所，随着科技的发展，“斗闹场”是无处不

在，这是我们所要警觉的，我们要善用科技带来的便利，而不要成为科技的奴隶，

只有护住身心的健康，才能更好的生活、工作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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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僻事，绝勿问 

时时要有警觉心 

 

  《弟子规·谨》中讲“邪僻事，绝勿问。”对那些不正当的事情，绝对不要

去打听、过问。 

 

  《说文》“邪，琅邪郡。”从邑，牙声。本义为郡名。引申为不正当，邪恶，

妖异怪诞。《说文》：“僻，避也。”《集韵·昔韵》“僻，邪也。”引申为邪恶不正，

奇异不常见。《说文》“事，职也。”泛指事情、做事。《说文》“绝，断丝也。”绝

（絶）本义为把丝弄断。引申为断绝。用在“勿”否定词前作绝对解。《说文》

“勿，州里所建旗。”表劝阻和禁止，引申为不要，不可以，禁止。《说文》“问，

讯也。”问（問）本义为询问、过问。 

 

  “邪僻事，绝勿问”是保护内心的清净，不受到外界不善信息的染污，对不

正当的事情一定要断绝，做到不听不闻、不好奇追问。孩子的身心处于发育阶段，

一定要减少不良信息对心灵的污染。比如暴力、色情等方面的书籍、视频等，这

是提醒家长要有高度的警觉性，要注意引导，对孩子阅读的书籍，家长要先把关，

最好是先行阅读，确认内容健康才给孩子阅读，让孩子懂得哪些书是可以阅读的，

哪些是绝对不能看的，从小懂得掌握准则，与人相处时就懂得分寸，不会乱看影

响身心健康的读本，也不会去参与这方面的谈论，所以家长要有高度的警觉性，

《论语·述而》曰 “子不语怪力乱神。”践行这句“邪僻事，绝勿问”提升孩子

远离染污的能力，护住身心的健康。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为我们的学习与工作、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我们要

善于使用，当然，网络上也有不良的信息，比如我们在搜索资料的时候，可能会

出现一些不善的信息，要引导孩子不主动去点击浏览，对那些主动弹出来的不良

信息，绝对要即时关闭，不要好奇去点击与阅读，从而避免受到污染。 

 

  世间的事情并非每一件都值得去亲身经历，有些事情可能一次就足以身败名

裂，有些可能一次就染上无法自拔，不要让为时已晚的遗憾发生，就要懂得管住

自己、珍惜自己。“邪僻事，绝勿问”不止是孩子要养成的习惯，成年人也当如

此，能够提升自控能力，护住身心不受伤害，拥有健康的身心，也是践行孝道，

让自己更好的学习、生活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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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 

拜访的礼节 

 

  《弟子规·谨》“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说文》“将，帅也。”

将（將）作副词时为将要、就要。《说文》“入，内也。”本义是进来、进去，从

外面进到里面。《说文》“門，闻也。”门（門）本义是双扉门。《说文》“问，讯

也。”问（問）本义为询问、过问。《说文》“孰，食饪也。”本义是熟，煮熟。引

申为谁，哪个。《说文》“存，恤问也。”本义是生存，活着，存在。《说文》“将，

帅也。” 将（將）作副词时为将要、就要。《说文》“上，高也。”本义是高处，

上面。引申为登。《说文》“堂，殿也。”本义是殿堂。引申为前室正厅，厅堂。

《说文》中“声，音也。”本义是声音。《说文》“必，分极也。”本义是区分的标

准。引申为必须，一定要。《说文》“扬，飞举也。”扬（揚）本义是高举。引申

为提高声音。将要进门的时候，要询问谁在，将要登上厅堂时，声音要提高些。 

 

  古时候一般进入大门之后，还要走过院子，才能到达厅堂。我们去拜访人家，

将要进大门的时候，应该先询问谁在，比如“请问有人在家吗？”将要进入厅堂

的时候，声音要提高些，让室内的人知道有人来。《礼记·曲礼上》云“将上堂，

声必扬。户外有二屦，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户，视必下”这与“将入

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是对应的。 

 

  这一句应用到现代，能适应吗？若是想上门去拜访人家，最好是提前一些询

问对方是否方便，比如通过电话等方式问到“明天晚上去拜访您，请问方便吗？”

等等，不要唐突到访而给人家造成不便，这是落实“将入门，问孰存”，要咨询

人家是否方便。这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不会因为人家不在而白跑一趟。 

 

  现在我们居住环境与古时有所不同，大部分是公寓，到了人家门口，还是要

先敲门或者按门铃、对讲，即使大门是半掩或敞开，也不可直接进入，而是要提

高些音量询问，“请问有人在家吗？我可以进来吗？”或者是“陈叔叔，您好！

我是陈小贤，可以进来吗？”这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避免出现尴尬的情景。 

 

  又如我们去拜访他人时看到房门半掩或未经他人允许，而直接推门而进，若

刚好人家正在接待重要的客人，又或者在商谈机密的事情，这时我们突然的出现，

可能会中断人家的谈话，耽误了事情，还可能把人家吓一跳，也留给别人不好的

印象，所以即使是很熟悉的朋友，也应当注意礼的存在，尊重别人才能得到别人

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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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问谁,对以名,吾与我,不分明 

应答礼节 

 

  《弟子规·谨》“人问谁，对以名，吾与我，不分明。”这是应答礼仪，人家

问你是谁，要回答报上自己的姓名，用“吾”或“我”来回答，是无法区分清楚

的。 

 

  《说文》“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说文》“问，讯也。”本义为询问、过

问。《说文》:“誰，何也。”谁（誰）本义是哪个，代词。对（對）本义为应答。

《说文》“以，用也。”《说文》“名，自命也。”本义为自己报出姓名，名字。 

 

  《说文》中“吾，我自称也。”本义是我、自己的意思。《说文》“与，党与

也。” 与（與）作介词，作“跟，和”解。《说文》“我，施身自谓也。”第一人

称代词，说话人自称。作自己解。不，表否定。《说文》“分，别也。”本义是分

开。作辨别，区分解。《说文》“明（朙），照也。”本义为明亮。分明是明确、清

楚的意思。 

 

  “人问谁，对以名，吾与我，不分明”是人际交往中应当留意的，清晰回答

人家的问题，屋里的人问自己是谁，要报上自己的姓名，即使关系再好，也不要

说“是我”。打电话时也一样，毕竟所处的环境不同，对方有时是无法判断得出

我们的真实身份，所以也要清楚回答自己的名字，这才是礼节，礼是自己对人恭

敬心的体现。包含我们主动打电话时，在确认对方的身份之后，要先报告出自己

的姓名，“您好，我是杨小贤，请问您现在方便说话吗？”时时为人着想，也从

打电话之中可以落实。 

 

  “通名”从古至今都是见面后相互通报姓名的礼节，不止“人问谁”要“对

以名”，更是要主动报上姓名，主动介绍自己，而不是让对方揣测，交往时应当

清清楚楚告知对方自己的身份，这是基本的礼貌，自报家门是与人方便的礼貌行

为，无论是上门还是打电话都不要让对方猜测，从而避免尴尬与误会。 

 

 

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 

借物礼节 

 

  《弟子规·谨》“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讲使用别人的东西，

必须要明讲索取，假如不经过询问而自取，那就是与偷盗一样。 

 

  《说文》“用，可施行也。” 本义为使用，采用。《说文》“人，天地之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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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者也。”《说文》“物，万物也。”引申为具体的物品。《广韵·虞韵》“须，意所

欲也。”《说文》“须,面毛也。”须（須）引申为必定，应当。《说文》“朙，照也。”

本义为明亮，清晰明亮。引申为清楚，明白。《说文》“求”为“裘”之古文。本

义为皮衣。引申为请求。 

   

  《集韵》“倘，止貌。”作连词表示假设关系，假如，假若，如果。《说文》

“不，鸟飞上翔不下来也。”引申为没有，表否定，不可也。《说文》“问，讯也。”

问（問）本义为询问、过问。《说文》“即，就食也。”引申为就是。《说文》“为，

母猴也。”为（爲）引申为认为，认做，当做。“偷”同“媮”，《说文》“媮，巧

黠也。”表示窃取，盗窃。 

 

  “用人物”，在日常生活彼此借用物品是常见的，但是，借有借的“礼”，大

家都知道礼是对人的尊重，那就是要先“明求”，说明需要借用的原因，大概什

么时间可以归还，并且要得到主人的同意之后，才能使用。比如向同学借笔，“贤

贤，我的笔坏了，向你借一支笔，下午放学前归还，请问可以借给我吗？”说明

原因、归还时间，让对方判断，能否借出，这是对人的尊重，也是礼节。 

 

  另一种情况是不问擅取，还是向同学借笔，如果同学刚好不在，事先也没有

询问过对方，自己直接拿来使用，这样就是“倘不问，即为偷”，一定要养成征

求对方同意之后再取用的习惯，假若主人自己要使用，而找不到会被耽误，自己

留给他人的是“偷”的印象，甚至自己会被误解为“小偷”，而被到处宣扬，会

影响自己在同学间的信用的。 

 

 

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 

借物态度 

 

  《弟子规·谨》云“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是讲向他人借用物

品，使用好了之后要及时归还，日后还有需要，再次借用就不会有困难。 

 

  《说文》“借，假也。”本义是借，借进，借出。《说文》“人，天地之性最贵

者也。”《说文》“物，万物也。”引申为具体的物品。《说文》“及，逮也。”本义

是追赶上，抓住。引申为趁着，及时。《说文》“时，四时也。”本义为季度，季

节。作副词用，表示时间，及时。及时作立刻，马上解。《说文》“還，复也。”

還（还）本义是返回。返回原处。《尔雅·释言》“还，返也。”引申为恢复，复

原，归还。 

 

  《说文》“后，迟也。”后（後）为后面，将来。《说文》中“有，不宜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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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义是具有，与“无”相对。《说文》中“急，褊也。”引申为着急，急需。《说

文》“借，假也。”本义是借，借进，借出。《说文》“不，鸟飞上翔不下來也。”

引申为没有、不会，表否定。难（難）是困难，做起来不容易，感到困难，不容

易。 

 

  俗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借别人的东西要及时归还，以后要再借的

时候也就不困难了，与《弟子规》“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是一样

的意思。有些版本的《弟子规》“后有急，借不难”作“人借物，有勿悭”，人家

来向自己借东西，自己有就不要吝啬，要借给人家才是。 

 

  这句“借人物，及时还，后有急，借不难”也是信用，自己能及时按约定的

时间归还对方，留在人家的心中是自己有信，因为有信用，日后假若再借用会变

得容易。明朝的宋濂很喜欢读书，有一次向人家借书，并约定时间归还，到了约

定日期，刚好下起大雪，主人心想宋濂不可能来了，但是宋濂却还是冒着大雪赶

来还书，这份信用让主人非常感动，告诉宋濂日后可随时来看书，也不会限定归

还时间。 

 

  宋濂的故事告诉我们，信用是做出来的，而且人人都能践行，这与年龄是无

关的，要赢得人家的信任，一定是从自己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开始的，自己的态

度决定了人家对我们的态度！ 

 

 
感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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