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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

中庸講記中庸講記㊸㊸

（接上期）

《中庸》第二十八章之二：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考文。

讀懂經句

❶天子：是有德有位有時。所謂聖人
受命與之天子，如禹、湯、文、武

是也。是故非天子對下者言，方為

下不倍也。

「是有德有位有時」，天子是要

有德、有位、有時，當代的皇帝才是

天子，須俱備這三個條件。好比當代

的總統是馬英九（任期 2008/5/20∼

2016/5/20，本段內容講述時間為西元

2010年 8月），若再提陳水扁、李登

輝來講，就不符合這個時代。每個時

期都不一樣，要符合有德、有位、有

時這三個要件。

「所謂聖人受命與之天子，如禹、

湯、文、武是也」，聖人受命與之天

子（上天授與天子之位），古早道在

君相，就是有天命，亦即所謂「真命

天子」。好比禹帝、商湯、文王、武

王都是當時受命的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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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非天子對下者言，方為下

不倍也」，「非天子」即是指相對於

天子來說的所有為下者；天子以下的

人，包括百官、孔子等聖人，與天子

相對待者，都是為下。

❷議禮：議者擬議也。禮者理文節文
也。朱子曰：禮，親疏、貴賤相接

之禮也。

「議者擬議也。禮者理文節文

也」，議是擬這個稿，包括可以實行

的、不可以實行的，包括增加、刪減，

去擬定所有的禮，即所謂制禮作樂；

在制定法律、制度時，就是有所損益、

有所增減，而這就是議禮。

「朱子曰：禮，親疏、貴賤相接

之禮也」，朱文公（朱熹夫子）講：

「禮」要分親疏、貴賤之相接之禮也。

儒家的思想是有分親疏次第的。這與

我們講的人人皆有佛性、不要分別，

是不同的方向，這是另外一項課程。

儒家講人道，做人的道理就是要有倫

理。倫理不是固定某人來做，時最為

重要，這個時由什麼人來辦什麼事情，

這人當時就是任於這個位，別人不能

侵犯、干犯他那個位，去干犯就是「為

下不倍」。

❸制度：裁成之意。度者品制等級，
使名器無可假借也。如律、度、量、

衡之標準。

「裁成之意」，制度就是裁成之

意。制度要怎樣來切？《道德經‧常

德章第二十八》說：「故大制不割」，

大的制度是無法切割的。以前前輩者

在辦道務就是「大制不割」，「全真」

等名稱是後來民國 40幾年、快 50年

（西元 1950近 1960年代）才有的、

才有這樣分的；以前都是合在一起（台

語音「打攏公」），合在一起一旦規

模大了還有辦法嗎？

「禹開九州湯放桀，秦吞六國漢

登基」（清順治皇帝〈歸山詞〉），

秦始皇吞併六國，到後來也敗了、也

沒有辦法。人民公社這樣的集體生產

制度到最後能再實施嗎？後來也是無

疾而終，沒辦法！為什麼？人是最難

管理的！所有的萬物包括動物，畫一

個範圍牠就在那裡，很好管理，而人

是沒有辦法這樣管理的。

所以不得已，歷代的皇帝每個人

都分封諸侯治國，他們難道是那麼地

頇顢（台語，喻笨拙無才能）？需要

分割給諸侯各自管理？包括孫中山先

生所提到的民權初步，他也是主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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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自治，就是要分割。好比先天單位

的道務整合到先天道院一起運作，還

是要再分區。你想若合在一起，道務

還能推展嗎？變成大鍋飯了。個人一

定要了解這個道理。

「度者品制等級」，「度」即是

品制等級。什麼是品？品即等級。什

麼是制？制的意思就是「物采」（出

自《左傳‧隱公五年》）；什麼是「物

采」？什麼官坐什麼車、幾匹馬？這

都有分別的；採用什麼顏色？包括車

子、旗子、服裝都分得好好的，什麼

樣的人穿什麼衣服。

「使名器無可假借也」，身為大

夫要穿皇帝的服裝可以嗎？

「如律、度、量、衡之標準」，

譬如：什麼樣的衣服就由什麼樣的人

穿著，當時的制度是這樣子的，這就

是「律」。度量衡，大家都知道。東

西的長短就是「度」。「量」，就是

容積。「衡」是重量。種種都是有標

準的，這是由誰所訂的？其實黃帝的

時候就有的。為什麼後學知道呢？《理

數合解》裡面就有提到這位「隸首（相

傳是黃帝時代的史官）」，《三易探

原》裡面就有這個人。歷史上講誰發

明了度量衡？就是這個人發明的。

❹考文：考者考究裁正也，文者訓書
名，書即點畫之形象，名則字之音

聲。亦即考論文字之標準。

「考者考究裁正也」，考文是考

究與裁正。字的變化、文字的革命是

經過很多時代的改革來的，到現在我

們寫的字為繁體字，這從古早就已經

使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了，與中國

大陸後來使用的簡體字不同，那是他

們後來自己發展的。可能世界是僅剩

台灣和香港仍在使用繁體字了。繁體

字的文字，我們現在作研究，都要去

考究。

「文者訓書名，書即點畫之形

象」，書是一點一畫的形象，在「字

解」裡是一門大學問，讀中文系的人

就要讀這種書，都要了解字的因由和

根源，但有時候是各說各的。現在一

般都看電腦（網路）上的內容，電腦

上的內容是半標準而已，沒有全部都

標準（意指完全正確而可成為準則）；

有的人會認為電腦都這樣講，但電腦

的內容都是人在講（整理）的；我們

研究東西是要先看「正史」，再去看

電腦裡的資料，覺得這個人反應還不

錯，會想出這個點子出來，應該是這

樣去思考，電腦（網路）上的內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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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都沒有歷史的考證。所以有的人

講道理都依電腦的資料，這是很不標

準的講法；那是僅供參考，原來也有

人這樣講，做為印證而已，不可就此

肯定地將之做為定理、定律、公式來

表達聖人的真理，這是不行的。

「名則字之音聲」，名就是發出

聲音，抑揚頓挫，低音高音，好比老

前人成道時哀悼的對聯：「蓬嶠力開

荒道續崇明揚一貫，極星悲殞落法傳

忠恕惠群黎」，是後學的老師做的，

用詞實在不簡單！「蓬嶠」的蓬就是

蓬萊，嶠（ㄐㄧㄠˋ）是山的意思；

「蓬嶠」就是指台灣。文字的聲音平

仄搭配，讀起來多有力量啊！若用「蓬

萊」，兩個字都是平音，讀起來的感

覺就不一樣了。國語才四音而已，漢

學是中原漢音，有八音。

「亦即考論文字之標準」，這些

等於是考論文字的標準，這幾樣的改

革、損益、增加或減少，這是天子才

能訂的標準，普通人是不能改的。意

思就是指以前的諸侯有的想到哪裡就

要改到哪裡，這會造成制度的錯亂，

所以才會提出這個問題來。由這三項

可看出人是否有依倫理而行，問題就

在這個地方。

第二節　以夫子之言觀之，可見制禮

作樂者，必有聖人應運而興，有其德

其位而後可定一代之典章，齊萬民

之心志，政統一之尊嚴。守己遵制，

此謂之為下不倍之理也。

「以夫子之言觀之，可見制禮作

樂者，必有聖人應運而興」，子思講

述由孔子「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

這句話，可見制禮作樂必有聖人應運

而興，聖人也要看時陣（台語，指時

機、時刻），好的要繼續沿用，不可

自己擅作主張；若時代不合，有很多

古早的道理已不適用於現在的社會，

這些道理還能繼續講嗎？譬如說：後

學剛開始走上修道這條路時，有所謂

的「三從四德」（「三從」指在家從

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語出《儀

禮．喪服》。「四德」指婦德、婦言、

婦容、婦功，語本《周禮‧天官‧九

嬪》，後泛指婦女必須具備的德性）、

「七出八則（「七出」是古代休棄妻

子的七種理由）」，我們想「七出八

則」現在還能繼續沿用嗎？再繼續下

去就變成男女不平等了。

所以仙佛的訓文有提到：「女權

提高一百分」。現在是什麼時代了，

修道的人坤道較多、乾道較少，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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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走到屬陰的時候了，所以講起來現

今是坤道出頭天最好的時代，收圓才

有這樣。

古早編戲劇的人，評論家都戲謔

地講：「一齣戲演下去，好心的人艱

苦一輩子，才看到好命、出頭天了，

戲就散局了。」所以坤道這尾班車搭

上了，以後還可以好好把握這幾十年

的光陰，這麼好的天時、地利、人和！

這是事實，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才

有這一次，你想要不要把握？這時機

若錯過了，還要等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你要再等到這樣的時代要等多久？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天文數字，要等

候幾千世幾十世。

人生在世若以一百年來講，雖然

年長後有時感覺好像一下子，但年歲

未長時，會覺得怎麼這麼久？十二萬

九千六百年，這不是簡單的數字，所

以我們要把握時機。後學認為你們太

有智慧、根基太好，祖德也太好了。

乾道也是，這個時候比率較少，

陽衰陰盛，雖然人少但也是其中一份

子，這也是相當難得，眾人皆醉，唯

我獨醒啊！這是很高的境界，也有很

好的祖德與緣分。從這點就可了解到，

制禮作樂的這個時代是聖人應運而

興，修道也是應時應運。而要改這些

（典章制度），也是要有個時。

「有其德其位而後可定一代之典

章」，剛好在這個時間切入，就是需

有其德、有其位，才能定一代之典章，

千秋萬世，這是由誰來訂的啊！

「齊萬民之心志，政統一之尊

嚴」，才能齊萬民之心志，政統一之

尊嚴，在當時一定要做一個統一。

「守己遵制」，守自己的本分，

遵守這個制度。

「此謂之為下不倍之理也」，這

就是「為下不倍」的道理。所以我們

若不是天子，就不要去講這三項事情，

不要去想，更不要去做。

（續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