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子治家格言》  明‧朱柏廬 著    梁公隼淺釋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當世意義，即「作事趁早、勿積怠隋」 

○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環境與心靈也由「珍惜」和「謹慎」入手。 

○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見飯而思粒粒皆辛苦，推而廣之，人念物力維艱，則有同理心，易曰「孚通」。 

○半絲半粒，恆念物力維艱。必不隨便浪費，爾乃儉德，久可成仁。 

○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早準備、早規劃、早預防、早檢驗、早安排，是百利而無一害。 

○自奉必須儉約，宴客切勿留連。不儉即恣意，日久成享樂不節，慾壑難填 

○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棄質樸而用貴重，必增驕奢矜傲之心，於品性修養無益焉 
○飲食約而精，園蔬勝珍饈。倡素食，進而保護環境、愛惜生靈 

○勿營華屋，勿謀良田。愛其美是「實之賓」，亦日增住者之惰怠、炫耀 

○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借喻思想上誤導人出錯之輩，尤生是非、造謠、挑撥、勸人貪暴放肆者 

○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有求於我者」，徒添自我欺騙。 
○奴僕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豔妝。不起淫心。貪色、貪人讚、自戀、驕奢，必墮落 

○祖宗雖遠，祭祀不可或疏。孔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子孫不賢則憂慼、吵鬧，家族衰敗，愚，可輔；不肖，難輔。 

○居身務期質樸，教子要有義方。「以身作則」，令子女知要守正、要自律、要包容、要奮進。 

○勿貪意外之財，勿飲過量之酒。貪利後果是被控制，自屈人格，慎者，當由小事提防。 

○與肩挑貿易，勿佔便宜。佔人便宜之行為，不止買賣，如日久成習慣，便是小人賊盜。 

○見貧苦親鄰，須多溫恤。「授人一金可解數月之困；教人一理，可濟一生之迷。」 

○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因果報應實有，天遣；德義積善全無，福盡。 

○倫常乖舛，立見消亡。倫常，即人與人相處之常道。聖人立「五倫」以安定天下，五倫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倫理體系。要作人，即需守五常「仁義禮智信」之道德於五倫之中；五倫中，各有上下尊卑、禮儀規矩、遠近親疏，共組成一穩定、和諧之

社會，如火車軌環環緊扣，不能破壞。乖，即背離；舛，即出錯，音喘。 

○兄弟叔侄，須分多潤寡。盛多者分施寡乏者，如水平分注流。能潤寡之家族，是温情及團結之表現。   
○長幼內外，宜法肅辭嚴。「法」只為手段，以糾正不中者。上下遵守家中規範、言語端正。 

○ 聽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婦言」是指街外人無理說話，「骨肉」指家中有血緣親情之眷屬。 

○ 重資財，薄父母，不成人子。善待最親之人，可初步學習到仁、恕、禮、義、信等基礎道德，萬德皆自「孝

親、愛敬」而生，用現代話，即「一切道德由愛敬中培養」。 
○ 嫁女擇佳婿，毋索重聘。佳婿者，品格端正、有內德、有進取心、身康健、專一細心，如是而已。婚姻

是長遠之事，無因一時貪索而失家門之和。 

○娶媳求淑女，毋計厚奩。主動獻身富豪權貴(金夫)之女子，是不宜娶入家門，蓋其不淑已顯，失節而自私者將不利

其家矣，況其夫乎。 

○見富貴而生讒容者，最可恥。人不知恥辱羞愧，醜事惡事也敢妄為。官不知恥，則巴結貪賄；民不知恥，則淫

亂荒誕；學生不知恥，則自甘墮落，或辱師訶長。 

○遇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囂張傲視、言詞蔑褻、語帶譏諷，豈得人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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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爭訟目的，在勝、在爭一口氣，其始必以自己為是、他人為非，如人人亦自以為明，爭訟

焉可平息？縱一方得勝，雙方付出之精神心力、錢財時間，靡不鉅大。 

○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所謂「口業折盡平生福」，處世見人必多，人必品流複雜，故言一失而成誤會、或陷阱、或

把柄、或是非，故處世貴寡言，「言」宜誠直而謙禮而已。 

○毋恃勢力而凌逼孤寡，人窮苦，必多怨言；有勢力，心喜尊重，故二者最易生磨擦。富貴人若有同理心，應加原諒弱勢

之輩，或温恤潤養，以添貴氣。 
○勿貪口腹而恣殺牲禽。不恣殺，是培養慈悲仁善之心，進而慈愛天地萬物生靈，不殺是存天地「生生之德」。 

○乖僻自是，悔誤必多。性情乖僻、自以為是，必好與人爭辯，不聽忠告。無法修正，將不斷行差踏錯。 

○頹惰自甘，家道難成。家道貴三德「元永貞」──「志廣大、力恆久、法正確」。頹惰自甘乃違。 

○狎暱惡少，久必受其累。不學無術，自我放縱、躭於歡樂之徒必害人害己。 

○屈志老成，急則可相依。屈志者，守藏其機鋒銳芒，不表現自我，養正氣以待時。 

○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訴，當忍耐三思。人發言要慎，聽言更要慎，言者，入吾心之物也，

不審慎其入，將毒心也。意念出錯，將影響行為與言辭同出錯。 

○因事相爭，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暗想。凡思想、見解與我殊者，不可一概定為敵人排斥，

否則自我日深，自視傲慢。 

○施惠無念，受恩莫忘。施惠是大福德，包括予人方便、介紹、錢財物質幫助、心靈撫慰支持等；計較於名譽與欲人回報，

其品格自貶。忘記人之恩惠者無人親附，因心性冰冷，何來有人親比？ 

○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留餘地，是仁者之恩德，加威於人而不趕盡殺絕。 

○人有喜慶，不可生嫉妒心。嫉妒只見人眼前之成功，不識人背後之苦勞 

○人有禍患，不可生欣幸心。幸災樂禍之輩，已無仁慈惻隱之心，更無同情同理之心。 

○善欲人見，不是真善。修善、修行在於泯滅我執，故此為悖道而馳。 

○惡恐人知，便是大惡。人不免有犯過失，唯需「不重犯」，不欲人知悉，心態必殺盜淫妄，不可見光之事。 

○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因果報應時間長久，千古有載，不能不信。見色起淫，即「意」業。 

○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不想被人知自己害人，日常裝成正人君子，如斯害人欺天，豈不招報？ 

○家門和順，雖饔飧不繼，亦有餘歡。人倫有序即不侵凌、上下和睦即互敬愛、明白事理即知變通，有

此家道，何來不順？家雖窮而有序，盡享天倫之樂，更勝巨賈。 

○國課早完，即囊橐無餘，自得至樂。當責任一了，一身輕鬆，兼有上言之淡樸心，名利不著心上，自

然自得其樂矣。國民減損自利，以貢益國家，終必惠及整體。 

○讀書志在聖賢，讀書有志，即學習有目標，非徒知聞學記與研究討論，此志貴實踐於言行、生活、天下。「志在聖賢」即人生目

標高雅而正確。法聖賢，尊天地君親師之道，則一國太平矣。 

○為官心存君國。君子不謀私，因志在保國政。《損卦‧上九》：「得臣無家。」君子無私家，以天下為家也，「忠、義、無私」四

字可言。故為官有私心，即是貪官。 

○守分安命，順時聽天。「守分」即知足，所謂「知足不辱」，以仁厚而順天命，坤而乾，聽任自然，已至「天人合德」之

境矣。「安命」即易道之份位，人天生已定種族、國家、家庭、社經地位，古曰天命，西曰上帝安排，余謂此即因果報應。「安命」即不嫌此報身報土，

並守道以行之。 

○為人若此，庶乎近焉。明天地所示之道德之理與順其節序時機，人便可「成位」──天下得其通利而泰和、統治者得其事

業而尊貴、君子得其品格而安悅、人倫得其禮序而和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善德再遠，惠及禽獸與鬼神，其基皆得盡人道之本──人倫、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