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一年一月 農曆歲次辛卯兔年

孝感動天

舜，傳說中的遠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華，號有虞氏，史稱虞舜。相傳他的父親瞽叟及繼母、

異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讓舜修補穀倉倉頂時，從穀倉下縱火，舜手持兩個斗笠跳下逃脫；讓舜掘井

時，瞽叟與象卻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脫。事後舜毫不嫉恨，仍對父親恭順，對弟弟慈愛。他的孝行感

動了天帝。舜在厲山耕種，大象替他耕地，鳥代他鋤草。帝堯聽說舜非常孝順，有處理政事的才幹，把

兩個女兒娥皇和女英嫁給他；經過多年觀察和考驗，選定舜做他的繼承人。舜登天子位後，去看望父親，

仍然恭恭敬敬，並封象為諸侯。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新曆新年 

2
廿八

3
廿九

4
12月大

5
小寒

6
初三

7
初四

8
初五

9
初六

10
初七

11
初八

12
初九

13
初十

14
十一

15
十二

16
十三

17
十四

18
十五

19
十六

20
大寒

21
十八

22
十九

23
自由日 

24
廿一

25
廿二

26
廿三

27
廿四

28
廿五

29
廿六

30
廿七

31
廿八  

心是所有法的先導，心是所有造作的主導，若人造作身口意惡業，必定受苦報，一如牛車緊隨牛的足跡。( 法句經故事 )



二零一一年二月 農曆歲次辛卯兔年

親嘗湯藥 

漢文帝劉恆，漢高祖第三子，為薄太后所生。高後八年（前180）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聞於天下，侍

奉母親從不懈怠。母親臥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所服的湯藥，他親口嘗過後才放心

讓母親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興禮儀，注意發展農業，使西漢社會穩定，人丁興旺，經濟得到恢

復和發展，他與漢景帝的統治時期被譽為「文景之治」。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廿九

2
除夕 

3
年初一 ...

4
年初二 ...

5
年初三 ...

6
年初四 ...

7
開市 

8
初六

9
初七

10
初八

11
初九

12
初十

13
十一

14
情人節 

15
十三

16
十四

17
元宵節 ...

18
十六

19
雨水

20
十八

21
十九

22
二十

23
廿一

24
廿二

25
廿三

26
廿四

27
廿五

28
廿六  

今生喜悅，來生也喜悅，造作善業的人今生與來世都喜悅；他(她)們滿心喜悅地察覺到曾經作過的善業。( 法句經故事 ) 



二零一一年三月 農曆歲次辛卯兔年

嚙指痛心 

曾參，字子輿，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得意門生，世稱「曾子」，以孝著稱。少年時家貧，常入山打

柴。一天，家裡來了客人，母親不知所措，就用牙咬自己的手指。曾參忽然覺得心疼，知道母親在呼喚

自己，便背著柴迅速返回家中，跪問緣故。母親說：「有客人忽然到來，我咬手指盼你回來。」曾參於

是接見客人，以禮相待。曾參學識淵博，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論語·學而》）的修養方法，相傳

他著述有《大學》、《孝經》等儒家經典，後世儒家尊他為「宗聖」。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廿七

2
廿八

3
廿九

4
三十

5
2月小

6
頭牙 土...

7
初三

8
婦女節 

9
初五

10
初六

11
初七

12
初八

13
初九

14
初十

15
十一

16
十二

17
十三

18
十四

19
十五

20
十六

21
春分

22
十八

23
十九

24
二十

25
廿一

26
廿二

27
廿三

28
廿四

29
廿五

30
廿六

31

雖然經常誦唸經文，但放逸而不奉行的人，像替人放牧的牧牛人，不能得到清淨行的法益。經文背誦雖不多，但確實奉行，滅除貪、瞋、

癡，如實知見，內心清淨，生生世世不再執著的人，真正得到清淨行的法益。( 法句經故事 ) 



二零一一年四月 農曆歲次辛卯兔年

百里負米 

仲由，字子路、季路，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的得意弟子，性格直率勇敢，十分孝順。早年家中貧窮，

自己常常采野菜做飯食，卻從百里之外負米回家侍奉雙親。父母死後，他做了大官，奉命到楚國去，隨

從的車馬有百乘之眾，所積的糧食有萬鍾之多。坐在壘疊的錦褥上，吃著豐盛的筵席，他常常懷念雙親，

慨歎說：「即使我想吃野菜，為父母親去負米，哪裡能夠再得呢？」孔子讚揚說：「你侍奉父母，可以

說是生時盡力，死後思念哪！」（《孔子家語·致思》）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愚人節 

2
廿九

3
3月大

4
兒童節 

5
清明節

6
初四

7
初五

8
初六

9
初七

10
初八

11
初九

12
初十

13
十一

14
十二

15
十三

16
十四

17
十五

18
十六

19
十七

20
穀雨

21
十九

22
世界地球...

23
耶穌受...

24
復活節...

25
媽祖生 

26
廿四

27
廿五

28
廿六

29
廿七

30

今生快樂，來生快樂，造作善業的人今生與來世都快樂；「我已經造下善業！」的念頭使他們喜悅不已；往生善趣時，他們更喜悅。

( 法句經故事 ) 



二零一一年五月 農曆歲次辛卯兔年

蘆衣順母 

閔損，字子騫，春秋時期魯國人，在孔門中以德行與顏淵並稱。孔子曾讚揚他說：「孝哉，閔子騫！」

（《論語·先進》）。他生母早死，父親娶了後妻，又生了兩個兒子。繼母經常虐待他，冬天，兩個弟弟

穿著用棉花做的冬衣，卻給他穿用蘆花做的「棉衣」。一天，父親出門，閔損牽車時因寒冷打顫，將繩

子掉落地上，遭到父親的斥責和鞭打，蘆花隨著打破的衣縫飛了出來，父親方知閔損受到虐待。父親返

回家，要休逐後妻。閔損跪求父親饒恕繼母，說：「留下母親只是我一個人受冷，休了母親三個孩子都

要挨凍。」父親十分感動，就依了他。繼母聽說，悔恨知錯，從此對待他如親子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勞動節 

2
三十

3
4月大

4
初二

5
初三

6
立夏

7
初五

8
母親節 

9
初七

10
佛誕 

11
初九

12
初十

13
黑色星期五

14
十二

15
十三

16
十四

17
十五

18
十六

19
十七

20
十八

21
小滿

22
二十

23
廿一

24
廿二

25
廿三

26
廿四

27
廿五

28
廿六

29
廿七

30
廿八

31
廿九

貪欲佔據不知修心的人，一如雨水滴進屋頂損壞的房子。貪欲無法佔據善於修心的人，一如雨水無法滴進屋頂完好的房子。( 法句經故事 )



二零一一年六月 農曆歲次辛卯兔年

鹿乳奉親 

郯子，春秋時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飲鹿乳療治。他便披鹿皮進入深山，鑽進鹿群中，擠取鹿乳，

供奉雙親。一次取乳時，看見獵人正要射殺一隻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現身走出，將擠取鹿乳為雙親

醫病的實情告知獵人，獵人敬他孝順，以鹿乳相贈，護送他出山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三十

2
5月小

3
初二

4
初三

5
初四

6
端午節 

7
初六

8
初七

9
初八

10
初九

11
初十

12
十一

13
十二

14
十三

15
十四

16
十五

17
十六

18
十七

19
十八

20
十九

21
二十

22
夏至

23
廿二

24
廿三

25
廿四

26
廿五

27
廿六

28
廿七

29
廿八

30
廿九  

由於精進不放逸，戒律和克己的功夫，智者為自己建造不為洪水淹沒的沙洲 ( 法句經故事 )



二零一一年七月 農曆歲次辛卯兔年

戲綵娛親 

老萊子，春秋時期楚國隱士，為躲避世亂，自耕於蒙山南麓。他孝順父母，盡揀美味供奉雙親，70歲尚

不言老，常穿著五色綵衣，手持撥浪鼓如小孩子般戲耍，以博父母開懷。一次為雙親送水，進屋時跌了

一跤，他怕父母傷心，索性躺在地上學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香港特別...

2
初二

3
初三

4
初四

5
初五

6
初六

7
小暑

8
初八

9
初九

10
初十

11
十一

12
十二

13
十三

14
十四

15
十五

16
十六

17
十七

18
十八

19
十九

20
二十

21
廿一

22
廿二

23
大暑

24
廿四

25
廿五

26
廿六

27
廿七

28
廿八

29
廿九

30
三十

31
開鬼門  

眾生放逸，智者精進；眾生昏沉，智者清醒，智者超越愚癡的人，就像賽馬超越老弱的馬匹。( 法句經故事 )



二零一一年八月 農曆歲次辛卯兔年

賣身葬父 

董永，相傳為東漢時期千乘（今山東高青縣北）人，少年喪母，因避兵亂遷居安陸（今屬湖北）。其後

父親亡故，董永賣身至一富家為奴，換取喪葬費用。上工路上，於槐蔭下遇一女子，自言無家可歸，二

人結為夫婦。女子以一月時間織成三百匹錦緞，為董永抵債贖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蔭，女子告訴董永：

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幫助董永還債。言畢凌空而去。因此，槐蔭改名為孝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初二

2
初三

3
初四

4
初五

5
初六

6
七夕情人節 

7
初八

8
父親節 

9
初十

10
十一

11
十二

12
十三

13
十四

14
十五

15
十六

16
十七

17
十八

18
十九

19
二十

20
廿一

21
廿二

22
廿三

23
處暑

24
廿五

25
廿六

26
廿七

27
廿八

28
關鬼門 

29
8月小

30
初二

31
初三

精進的比丘，害怕放逸而勇猛精進，猶如大火，燒盡一切結。( 法句經故事 )



二零一一年九月 農曆歲次辛卯兔年

刻木事親 

丁蘭，相傳為東漢時期河內（今河南黃河北）人，幼年父母雙亡，他經常思念父母的養育之恩，於是用

木頭刻成雙親的雕像，事之如生，凡事均和木像商議，每日三餐敬過雙親後自己方才食用，出門前一定

稟告，回家後一定面見，從不懈怠。久之，其妻對木像便不太恭敬了，竟好奇地用針刺木像的手指，而

木像的手指居然有血流出。丁蘭回家見木像眼中垂淚，問知實情，遂將妻子休棄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初四

2
初五

3
初六

4
初七

5
初八

6
初九

7
初十

8
白露

9
十二

10
十三

11
十四

12
中秋節 

13
中秋節翌日 

14
十七

15
十八

16
十九

17
二十

18
廿一

19
廿二

20
廿三

21
廿四

22
廿五

23
秋分

24
廿七

25
廿八

26
廿九

27
9月大

28
初二

29
初三

30
初四

心難以調卸，輕浮躁動，隨欲流轉；智者應該調卸心，調伏的心令人安樂。( 法句經故事 )



二零一一年十月 農曆歲次辛卯兔年

行佣供母 

江革，東漢時齊國臨淄人，少年喪父，侍奉母親極為孝順。戰亂中，江革背著母親逃難，幾次遇到匪盜，

賊人欲殺死他，江革哭告：老母年邁，無人奉養，賊人見他孝順，不忍殺他。後來，他遷居江蘇下邳，

做雇工供養母親，自己貧窮赤腳，而母親所需甚豐。明帝時被推舉為孝廉，章帝時被推舉為賢良方正，

任五官中郎將。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國慶日 

2
初六

3
初七

4
初八

5
重陽節 

6
初十

7
十一

8
寒露

9
十三

10
十四

11
十五

12
十六

13
十七

14
十八

15
十九

16
二十

17
廿一

18
廿二

19
廿三

20
廿四

21
廿五

22
廿六

23
廿七

24
霜降

25
廿九

26
三十

27
10月小

28
初二

29
初三

30
初四

31
萬聖節 

惡業雖然不會立刻成熟，如同牛奶不會瞬間凝結，但惡業不離愚人，時時燒炙愚癡的人，如同灰燼覆蓋下的活火炭。( 法句經故事 )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農曆歲次辛卯兔年

懷橘遺親 

陸績，三國時期吳國吳縣華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科學家。六歲時，隨父親陸康到九江謁見袁術，袁

術拿出橘子招待，陸績往懷裡藏了兩個橘子。臨行時，橘子滾落地上，袁術嘲笑道：「陸郎來我家作客，

走的時候還要懷藏主人的橘子嗎？」陸績回答說：「母親喜歡吃橘子，我想拿回去送給母親嘗嘗。」袁

術見他小小年紀就懂得孝順母親，十分驚奇。陸績成年後，博學多識，通曉天文、歷算，曾作《渾天

圖》，注《易經》，撰寫《太玄經注＞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初六

2
初七

3
初八

4
初九

5
初十

6
十一

7
十二

8
立冬

9
十四

10
十五

11
十六

12
孫中山記...

13
十八

14
十九

15
二十

16
廿一

17
廿二

18
廿三

19
廿四

20
廿五

21
廿六

22
小雪

23
廿八

24
感恩節 

25
11月大

26
初二

27
初三

28
初四

29
初五

30
初六  

已經領會寂靜獨居安樂的人，已經領會法義而喜悅的人，不再恐懼，而且遠離邪惡(見)。 ( 法句經故事 )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農曆歲次辛卯兔年

埋兒奉母 

郭巨，晉代隆慮（今河南林縣）人，一說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實。父親死後，

他把家產分作兩份，給了兩個弟弟，自己獨取母親供養，對母極孝。後家境逐漸貧困，妻子生一男孩，

郭巨擔心，養這個孩子，必然影響供養母親，遂和妻子商議：「兒子可以再有，母親死了不能復活，不

如埋掉兒子，節省些糧食供養母親。」當他們挖坑時，在地下二尺處忽見一壇黃金，上書「天賜郭巨，

官不得取，民不得奪」。夫妻得到黃金，回家孝敬母親，並得以兼養孩子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初七

2
初八

3
初九

4
初十

5
十一

6
十二

7
大雪

8
十四

9
十五

10
十六

11
十七

12
十八

13
十九

14
二十

15
廿一

16
廿二

17
廿三

18
廿四

19
廿五

20
廿六

21
廿七

22
冬至

23
廿九

24
平安夜 

25
聖誕節 

26
聖誕節翌日 

27
初三

28
初四

29
初五

30
初六

31

獨自坐臥，獨自經行而不倦怠，獨自調御的人，喜樂居於林中僻靜處。 ( 法句經故事 )



孝 經
開宗明義章第一 

仲尼居，曾子持。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訓天下，民用和睦， 上下無怨，汝知之

乎？」 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

也。復坐，吾語汝。」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 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大雅

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 而德孝加於百姓，刑於

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包。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包，所以長守貴也。 滿而不溢，所

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 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是故非法不

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 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

然後能守其宗廟，此卿大夫子孝也。 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

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 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

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

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經，

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 其政不嚴而治。先

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 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

以敬讓，而民不爭。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示之以好惡，而民和禁。詩云：「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 男乎，故

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

以事其先君。 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夫然，

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

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子曰：天地之性，惟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

孝。孝莫大於嚴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

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 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

其政不嚴而治， 其所因者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

 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 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

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 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

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 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

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紀孝行章第十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 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

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 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

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 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五刑章第十一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 非孝者無親，此

大亂之道也。

　　

廣要道章第十二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 敬其君，則臣悅。

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謂之要道也。

廣至德章第十三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室至而日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 教以悌，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 詩云：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廣揚名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 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諫諍章第十五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子曰：是

何言與？是何言與？ 昔者天子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三人，雖無

道不失其國。 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父有爭

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天不可以不爭於父， 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

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感應章第十六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 天地明察，

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 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

通。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事君章第十七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德， 故上下能相親也。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喪親章第十八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 食旨不甘，此哀

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 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

終也。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 陳其簠簋而哀慼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

安厝之。 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 生民之本

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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