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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尊敬的諸位老師，大家早上好。很高興今天
有這樣的機會，跟大家在這邊一起來探討，現在大家都非常關切的
問題，就是企業管理跟弟子規的一個問題。現在是商業的時代，大
多數人從事的都是商業的行為，因此企業管理這樣的話題，在現在
社會經常在我們的身邊出現，不管透過什麼樣的管道，我們很容易
得到這樣的訊息。可是今天在座的大部分都是老師，從事的都是教
學的工作，想必一定很多人會想，為什麼參加這樣的講座，會有這
樣的一個課題？針對老師應該是講如何教學，怎麼會講怎麼來經營
管理？我們在這裡學習了這麼多天，大家可能慢慢的有這樣的體會
，人生是不斷學習的一個過程，我們到底要學什麼？而學習到底帶
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發？對我們的生命有什麼樣的一個認識？
　　在教學的過程當中，過去我們在學校也學習過很長的一段時間
，在座很多的老師，在學校可能執教的時間也頗為長。大家是否曾
經思考過，我們怎麼樣才能提升自己跟學生在學習上的樂趣？這是
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課程，我們先來談談個人在學習
上的一些認識跟體會，然後再切入到整個現在社會非常關切的管理
的問題跟企業的問題。孔老夫子在《論語》裡面第一章，開宗明義
就告訴我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我在小時候讀到這章書深
感非常的不認同，為什麼？因為小時候讀書，確實感受不到那分喜
悅，學而時習之，應該不亦苦乎才對。覺得聖人跟我們的距離怎麼
樣？很遙遠。聖人好像是活在書本裡面，好像活在牆壁上，跟我們
不是同一夥的，所以他講的話跟我們實際的狀況差異頗大。慢慢的



念到高中、念到大學、念到研究所，這樣的心境從來沒有改變過，
還是覺得很苦。後來慢慢的接觸到中國文化之後，對這個學習開始
感受到有一點點的不一樣，開始感受到有一點點的味道。
　　後來我看了一本書，終於明白過去我們對學習的角度看錯，那
本書叫做《說文解字》。它告訴我們，漢字在發明的過程當中，已
經把中國人五千年的智慧蘊涵在文字裡面。可是我們一直以來很粗
心大意，對學習沒有認識，看錯了。這個「學」，古代的文字是這
樣寫的，上面的符號是這個樣子，我畫得不好，大家看一下，上面
這兩個是一雙手，長得很像手，打叉叉就是這個手很緊密的結合在
一起。那這雙手在做什麼？這雙手把像是罩子這樣的東西緊緊的捉
住，而罩子下面罩著一個小孩有沒有？罩著小孩。請問一個小孩子
或者是一個人被這個罩子罩住之後會覺得怎麼樣？覺得很迷惘，覺
得人生看不清楚。這雙手的功能在哪裡？在把這個人外面這層東西
拿掉，這叫學。看了這個符號之後，讓我們領悟到什麼是學習？讓
我們領悟到學習是把東西拿掉的過程，而不是把東西加進去的過程
，這個意義讓我們感覺到無比的新奇。
　　過去我們認為什麼是學習？我們總以為加入很多東西叫學習。
我們在學個新的知識，我們在這裡可能待了一個禮拜，我們筆記可
能抄了厚厚的一本，這叫學習。然後身上背了更多的東西，覺得怎
麼樣？很充實，這叫學習。但是漢字的智慧告訴我們這不叫學習，
這可能只是知識的累積而已。真正的學習是，把罩在我們外面讓我
們看不清楚世界的那層成見、對事情誤解的那層東西給拿掉，這叫
學習。而我們看看下面那個孩子，不正是《弟子規》講的弟子嗎？
它不一定是指小孩子，任何對生活有迷惑的人，都是在下面的那個
孩子。而我們看到學習這個符號當中，透露出最重要的訊息是什麼
？那雙手非常重要，也就是要有師承，師承是最重要的。而我們從



小到大對學習的領悟完全的顛倒，所以我們學得很痛苦。學習如果
能夠把東西一直拿掉的話，那我們的喜悅會從內心當中慢慢透露出
來。
　　這就是《大學》裡面講的，「明明德」的過程，把我們內心當
中，把我們本性當中本來的智慧給它開顯出來，那是把東西拿掉的
過程，而不是加入的過程。所以讀書本身的目的在哪裡？我們教學
的目的、讀書的目的到底在哪裡？我們從這個學字上面要有所領會
。過去我在讀大學的時候，因為我讀的科系是科學方面的科系，大
學方面我讀的是植物系。講這個其實我現在覺得非常的慚愧，為什
麼？因為你問我這是什麼植物？在平地問我，我會跟你講我是學高
山植物的；到山上問我的時候，我會跟你講我是學海濱植物的，因
為我一個都不認識。為什麼？因為當時的學習是為了用來應付考試
。我們可以在二、三天的過程當中，背下一、二百種植物的名字，
可是在考試卷填完之後，又可以花二、三天的時間統統把它忘掉，
這就是我們學習的苦處。
　　我們剛剛看到戲劇的節選，在《醫道》裡面，看到許大夫在學
習醫術的過程當中，請問他是喜悅還是痛苦？他是無限的喜悅。為
什麼他有無限的喜悅？我們想想看，他跟著師父在一起，師父帶他
上山去採藥，採藥的過程當中，他只要採過一次，為這個病人煎一
次藥，他對那個植物怎麼樣？終身難忘。為什麼？因為他學習的過
程就是他在服務別人的過程，學習本身就是增加自己的能力來服務
別人的過程，因此他學習是快樂的，學習是跟他的生活結合在一起
的。而這樣子的一個生活，透過服務，讓他對人生愈來愈明白、愈
來愈覺悟。這樣的學習是有喜悅的，這樣的喜悅是終身受用，是別
人所無法剝奪的，因為它是發自內心的。
　　過去我們又聽說一些中國的諺語，我有朋友曾經告訴我一個中



國的諺語，我第一次聽到也感到十分的新鮮。他告訴我中國人的生
命觀是「一命，二運，三風水，四要積德，五讀書」。念起來很順
口，他告訴我，如果一個人命不好，為什麼命不好？他可能生下來
，父母沒有什麼地位，沒有什麼金錢，所以命很不好。如果一個人
生下來命很不好的話，他可能要靠他的運，什麼運？可能同學要好
一點，或者是老師要好一點，或者到了工作單位去工作，老闆要提
拔，要遇到貴人，運要好一點。運再不好？可能風水要稍微的去改
一改，可能是你們家風水有問題。如果風水也改不了，怎麼辦？那
你要多積德。但是又覺得積德好像很難，不知道怎麼積？那你就要
拼命的讀書，這樣你才能出人頭地。所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
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各位朋友，我們這樣來體會這句話，讓大家是否覺得有點不舒
服？確實是如此的，因為當我們看人生的角度看得有偏頗，可能會
認為這句話告訴我們的，應該是命要好，運要好，然後風水要好，
其實不是的。中國文化具體的展現，從這句話當中我們看出來，這
句話事實上要從後面理解到前面。讀書為什麼高？一個人讀書高的
原因，在於他能夠把書中的道理在他的生命當中演繹出來。一個讀
書人他之所以高，不是在於他累積了很多的知識，相反的是，在他
能夠把聖賢人的教誨真實的實踐在生活當中，讓所有看到他的人，
得到生命的啟發、得到生命的覺悟，這是一個讀書人高的地方，他
能夠把道演出來。因為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一個人讀書
為了什麼？古人告訴我們，讀書在明理。在明什麼理？在明善惡之
理。如果讀書不明善惡的話，他沒有辦法積德。積德容不容易？積
德不容易，積德非常的不容易。如果一個人不明善惡的道理，他即
使有心也積不了德，無法積德，所以一定要明理。讀書明理之後才
能積德，而積功累德風水自然就改變，什麼是風水？風水就是磁場



。
　　各位老師在這裡學習將近一個禮拜的時間，我們看到這裡的磁
場怎麼樣？很舒服有沒有？這裡的磁場讓所有來到這裡的人心馬上
安定下來，連走路都不願意走得很快有沒有？都走不快。我有個朋
友從紐約來的，我在台灣接待他（以前公司的一個同事），我跟他
走在一起，我都不由自主要走得很快。我問他原因？他告訴我說，
因為在紐約所有人都以這樣的速度在走路。那就叫做磁場，那就叫
風水。我們不要把風水想得太玄，風水就是一個環境的磁場。我們
看一個家庭，如果他懂得積德的話，這個家庭是很和樂的，一個和
樂的家庭磁場氛圍好不好？非常的好，所有人都想要進去。相反的
，如果是一個吵吵鬧鬧的家庭，所有人都怎麼樣？都想要離開。一
個人人都想要接觸的磁場，他的運就好，為什麼？因為貴人都來了
，貴人都願意走進去，他的運自然就好。運好了，命還會不好嗎？
　　因此我們今天從事教育工作，那是個非常神聖的工作，為什麼
？因為它是在改變命運的工作。你看有多少學生走到我們面前來，
他的命運已經接受我們的改變，所以一個老師確實是所有學生的命
運。聽到這裡我們感受到什麼？那種責任感讓我們突然坐得很端正
。為什麼？因為我們生命出現了非常明亮的曙光，我們的生命有價
值。這麼多的孩子，等待著我們的雙手去解開他人生的迷惑，等著
我們這雙手來指引他光明的人生前程。一個老師責任有多麼的重大
，而且他的價值有多麼深厚。因此做一個老師的人，相信對於整個
社會的脈動應該是最敏銳的。就像我們剛剛講，現在幾乎所有的人
都投入商業，在大陸過去很多人當老師，可是在十幾年前有很多人
放棄老師的職業，從事了商業。他們把這樣的一個行為取了個名詞
叫做下海。我當初聽到下海這個名詞感受到什麼？感受人還是認為
從事教育是最有價值的。因為下海含有點貶抑的味道，他覺得自己



放棄了教職，去做商業是種比較不可取的，所以他們認為這叫下海
，下海經商。
　　各位朋友，各位老師，如果我們今天學習中國文化之後，我們
會了解到哪個行業不能教學？其實哪個行業都能教學。在企業裡面
能不能教學？可以教學。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的心境，永遠是個當老
師的心境，就沒有所謂下不下海的問題，下海我們一樣能夠怎麼樣
？可以全身而退。因此今天在這裡討論企業管理的問題，跟我們有
沒有關係？有關係，跟我們每個人都有關係。何以見得？因為我們
的學生長大之後，可能有超過一半的人要走入商業界。如果我們今
天對於整個商業的脈動，對於整個世界的脈動有所掌握的話，我們
給學生指的路就會比較圓滿。那雙手在揭開學生迷惑的網子，我們
才能夠怎麼樣？才能夠做得非常的完美，因此沒有一件事跟我們是
無關的。
　　但即使是如此，我們在這社會當中，仍然常常聽到很多讓我們
迷惑的言語。我在商業界，曾經遇到過非常多很成功的企業家，很
多人他們在私底下跟我們在交流，常常會透露這樣的訊息，就是說
很多人告訴我，在企業裡面，他可以做好一個稱職的老闆，每個企
業裡面有多少員工，很多的老闆都可以掌握得很好。但是他們告訴
我，一旦走入了家庭之後，他可能對他的孩子非常的頭痛。他認為
我是個很好的老闆，可是我可能不能做好一個稱職的父親，我可能
不能做好一個稱職的先生、或者是稱職的太太；可是只要讓我走到
職場，我在上班一條龍，下班就變一條蟲。這樣的說法，我們確實
常常聽說。當我們學習了中國文化之後，我們感覺到人生的態度，
其實不應該受到切割，人生的成就也不應該受到切割。在第一期結
業式，有位叔叔上台來分享，他曾經說到，他也是個企業做得很成
功的人，在這數十年的歲月當中，常常掛在他嘴邊的就是什麼是最



大的企業？經營家庭就是一個人最大的企業。
　　企業不在外，在哪裡？就在每個人的身旁，就是每個人的家庭
，就是每個人的生命。因此我們學習到中國文化之後，深刻的領會
到一個事實的真相，就是一個成功的老闆，他一定是個成功的父親
。為什麼？因為經營事業跟經營家庭的態度怎麼樣？是一個態度，
不是兩個態度。一個成功的老闆，一定也是成功的先生，一定也是
成功的兒子，一定也是成功的太太，或者是人家的兄弟。因此我們
看到五倫關係，五倫關係講的態度確實沒有兩個，五倫關係的態度
非常的單純，這些態度只要我們建立之後，它可以用在我們所有人
際關係上面。因此有的人認為他可以管理好一個企業，但是他不能
管理好一個家庭，他的企業有沒有真的管好？其實沒有！只是自己
覺得已經管好了，但是裡面的問題可能非常的嚴重，我們沒有發覺
到而已。
　　因此在《大學》裡面講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
了四個，請問這四件事情是四個態度還是一個態度？其實是一個態
度。在《大學》裡面講「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已經很明顯的告訴我們，其實講四件事情，但是是一個態度。為
什麼一個態度又要講四件事情？因為遇緣不同，條件不一樣。遇到
的緣分、遇到的條件不一樣，當遇到兩個人志同道合就變成齊家，
修身就變齊家；當遇到一個企業，我們必須要當企業的主管就變成
什麼？變成了治國。在中國人的觀念裡面，治國就是辦理企業。我
們看到周武王去討伐商紂王，當時有八百諸侯齊會孟津，這麼多的
諸侯。當時不是只有七個國家，或者是五個國家、六個國家，不是
，是好幾百個諸侯國要去討伐商紂王。你看八百諸侯，我們現在看
看整個社會裡面，中小企業或者是大企業差不多也是這個數量，幾
千個、幾百個，這都是一個諸侯國。



　　所以治國在我們現代人的觀念裡面就是辦企業，跟辦企業沒有
什麼兩樣，平天下就是治理一個國家。什麼叫平天下？是讓所有的
百姓平等，得到平等。而這個平等不是齊頭式的平等，是立足點的
平等，我們看到一個家庭、一個企業跟一個國家的態度，確實都是
從修身開始做起。從這裡我們才感受到，孔老夫子告訴我們「君子
不器」，在《論語》裡面夫子一直教誨我們，君子不器給我們很深
的啟發，什麼是器？器用現在的白話來講叫東西。什麼是東西，這
個麥克風是不是東西？是東西，它叫器。它長得這個形狀，它可以
用來擴音。我們再來看時鐘是不是一個東西？是個東西。它長得那
個形狀，有時針、有分針、有秒針，它可以用來計算時間。可是時
鐘不能拿來擴音，擴音器也不能拿來當時鐘用。當然現在很多東西
、很多器具，做成三合一的、四合一的、五合一的有沒有？我們現
在都追求輕薄短小，追求好幾機一體有沒有？多功能的思惟來自於
哪裡？君子不器。
　　它告訴我們，凡是有形狀的東西，凡是有特定形狀的東西，它
的功能性已經被限制住了。把這句話翻成白話文，我們不能講君子
不是東西，不可以這樣翻，要講君子沒有固定的功能性。當我們覺
得我只能做好一個老闆，我不能做好一個先生，我不能做好一個父
親，其實已經把自己的功能性做限制了。那我們自己還不曉得，還
覺得這樣子就是莫大的成功，其實我們已經把成功做切割了。這樣
子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的，生命也不可能得到滿足、得到幸福，不可
能的。因此今天講幸福人生，我們要對幸福有個非常圓滿的認識，
幸福不是切割的，它是完整的，是五倫關係圓滿的實現，是五倫關
係圓滿的落實。因此我們了解到君子不器，我們就了解到，一個成
功的老闆，必然可以是個成功的父親，可以是個成功的丈夫，可以
扮演好他所有的角色。以現在的話來講，叫做演什麼像什麼，這才



是今天進入到整個課題之前，我們應該先具備有的基本認識。
　　如果我們覺得，今天講的是企業管理，我又不是搞企業的，我
是當老師的，這堂課也許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那這樣已經在怎麼
樣？把自己的功能性做切割了，把自己的功能性做限制、做障礙了
。而這些障礙哪裡來的？不是別人給我們的，是自己設定。就像學
習，那個罩在我們身上的罩子，其實也不是別人給我們的，也是我
們自己給自己加進去的，都是在日常生活當中，我們這種分別加進
去的，因此我們今天要把這些分別打掉。一個當老師的人要不要了
解企業？要。甚至於他可能要比經營企業的人看得要更清楚，因為
他是站在外面看，他要看得更清楚、更明白，才能給他的學生一個
非常正確的指引。
　　而我們今天這樣的課程，要跟大家分享的態度其實非常的單純
，只有兩個主題。既然我們談企業管理，最重要的是要談管理，怎
麼管理？第二個要談的是怎麼賺錢？談企業總要談一談怎麼管理，
然後怎麼賺錢。可是很多人看到這個老師，怎麼開口就講那個好像
很俗氣。人家我們在這裡學七天，是為了要讓我們能身心得到很乾
淨的洗滌，怎麼又把這麼俗氣的東西拿到講台上來講。這大家不要
誤解，我們開門七件事叫做柴米油鹽醬醋茶，沒有一件是不需要錢
的，這是跟我們人生非常接近的課題。而我們今天這麼多的隊，有
很多隊，我看到有三個隊讓我感覺到非常的親切，叫做正德、利用
、厚生，這三個隊名跟我們今天所講的主題是完全契合的。當然我
們把這個主題放到後面來講，怎麼做正德、利用、厚生，我們在後
面的主題來講。我們首先跟大家分享怎麼管理。
　　我記得我們在廬江的中心，有次有個大學生從南京坐了二、三
個小時的車子，應該不止，應該是四、五個小時的車子，從南京跑
到廬江來找我。這個學生他在學校裡面是學企業管理的，他很可愛



，他從來沒有見過我，也不曉得我的名字，從南京趕來的原因是因
為他聽到有人到廬江來上過這樣的課程。因為我們在那裡，每個禮
拜天的下午兩點到四點，都會講「弟子規與企業管理」，講了一年
多。從南京也來了不少的朋友，來聽過，回去之後這個大學生輾轉
聽到這樣的訊息，然後搭車就趕來了。他很好學，他知道有人在講
中國文化管理的這種觀念，他就義無反顧的跑過來。為的是什麼？
為的只是要來跟我討論一下，中國式的管理跟西方的管理有什麼不
一樣。我也很受到他的感動。我們就開始坐下來談，他一開始就很
急，很想要了解到底中國式的管理，跟他所學的西方的管理差異在
哪裡？他覺得肯定有差異，但是不曉得差在哪裡。
　　我就請教他，你在學校裡面學習了這麼長的時間，學校的教科
書都是怎麼樣來指導我們管理的原則？他就告訴我，管理當然是有
很多的對象讓我們來管，首先我們要管人，我們要管事，我們要管
物。我們還要管什麼？錢。人事時地物錢我們都要管，這叫管理。
他又講了很多，他講到管錢的時候，他還跟我講這叫理財，因為你
不理財，財不理你，所以我們都要管。我告訴他，錢財真的能管嗎
？財富真的能管理嗎？我請教他。我告訴他說，中國人認為財富是
不能管理的。他眉頭就皺起來了，為什麼財富不能管理？我告訴他
中國的經典告訴我們，財不是只有你的，財產跟五個人共同擁有。
他聽了這個財產不是我的，還要跟五個人共同擁有，那是哪五個？
我說水、火、盜賊、官府，還有各種的災難，最後是一個不肖子。
我說最後那個最厲害，我的財還要跟不肖子共同的擁有，我說中國
人的財富觀，是財富不能管理。
　　他跟我討論了很多之後，突然我們發現了一個問題，他講所有
看到的一切都是他管理的範圍，但是只有一個人不用管，那個人就
是自己不用管。我就接下來告訴他，中國文化跟西方管理不一樣的



地方，中國文化告訴我們，這個世界只有一個人要管，就是自己，
剩下的統統不在我們管理的範圍。他聽到之後突然怎麼樣？好像若
有所悟，把他原來所學的東西一百八十度轉過來，就是中國文化的
管理，不叫我們去管理人事時地物錢，為什麼？那是無法管理的，
因為無常。全世界只有一個人可以管理，那就是自己，而且管理是
管理哪個？管理我們的心，管理我們的起心動念，那是中國文化管
理的方向。跟我們剛剛開始講的學一不一樣？一樣。
　　中國文化講「格物」，格物怎麼來理解？格物就是管理自己。
管理自己的什麼？管理自己不當的欲望。革除物欲，你看把東西拿
掉，革除，它是把東西拿掉的過程。但即便是如此，在宋朝宋儒還
有不一樣的認識，我們就了解到其實我們現在所學到的這些經典來
得很寶貴，為什麼？因為有師承。沒有師承，我們看到格物可能會
一百八十度的看錯。宋儒把格物還有人認識成什麼？分析物質，格
物，把東西怎麼樣格一格，把它分析一番。我以前所念的科學就是
在分析物質，分析什麼？我們在分析ＤＮＡ，把基因拿出來，ＤＮ
Ａ抽出來然後分析那個東西。
　　各位朋友，我們分析這些東西有沒有止境？我們思考一下，今
天要來分析這張桌子，我們拿一把斧頭來開始把這張桌子砍得一小
片一小片的來分析它，砍到最後你看桌子變成什麼？木屑。再把木
屑再砍變成什麼？砍到最後叫碳水化合物，有碳和水。再把碳跟水
拿來，再拿那個很細的刀片繼續切割，能不能切？可以。再把它切
變成什麼？變成原子，變成電子，變成質子、中子。能不能再砍？
可以再砍，只要刀子夠細的話你還可以砍。砍到最後怎麼樣？不是
因為不能砍，是因為找不到刀子了，我們找不到再砍的刀子，砍不
了了，變成這個樣子。就是拿我們一生在追求這個東西，這叫做格
物，叫做知識的累積，叫做學術的成就，這還是往小的地方去。



　　往大的？地球外面還有什麼？有太陽系，太陽系外面還有銀河
系，銀河系外面還有怎麼樣？那個望遠鏡已經發明到可以看到非常
遠的地方，結果才發現原來那還在我們的隔壁而已。所以告訴我們
方向錯誤，可能我們這輩子會空過；我們把格物的方向搞錯，我們
把人生學習的方向搞錯，我們這一生可能會空過。《莊子》講「吾
生也有涯」，涯就是邊際，我的生命是有邊際的，「而知也無涯」
，知識有沒有邊際？沒有邊際的。「以有涯隨無涯」，用有邊際的
生命去追求沒有邊際的知識，會怎麼樣？《莊子》下了兩個字，叫
「殆已」。很危險，危險到了極處，沒有任何的事情比這件事情更
危險。所以他告訴我們學習要怎麼樣？格物是把東西拿掉，不是把
知識加進去，這給我們非常大的啟發。管理，管理什麼？不就在管
理這個嗎？人生的幸福就是管理這個東西！
　　可是我們過去對管理了解的可能有所偏頗。因此在《論語》裡
面，我們看到了最徹底的管理方法，最徹底的管理學，這個管理的
方法，可以解決現在所有世界管理的問題。這絕對不是我們往臉上
貼金，不是說你們是學中國文化的當然這樣講，不是的，它確實可
以解決現在管理的問題。哪句話？孔老夫子在「為政篇」開頭幾章
就講到教我們怎麼管理。他講「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孔老夫子的話，其實都非常的簡短，可是意義都非常的深刻。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結
果就不一樣了，結果是「有恥且格」。我們來看一看這句話，什麼
是道之以政？這個道要念導，因為它同指導的導，就是用什麼來引
導？我們今天做企業，管理團體用什麼來引導？如果我們用的是政
跟刑來引導的話，所得到的結果是民免而無恥。什麼叫做道之以政
？什麼是政？政用現在的白話來講，叫做條款，很多的條款，其實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規定，就是用很多的規定。



　　我記得我加入企業的第一天，我們的企業是一個美國公司，美
國五百強的公司。在加入企業的第一天，人事部門就給我一個叫做
道德簽署的文件，叫我要簽。我翻開來裡面有很多的條文，不外乎
就是告訴我們，你來了企業之後你就成為這個企業的一分子，所以
從今天開始，你不能夠洩漏企業的機密，否則你可能會被控告，然
後會處幾年有期徒刑；你不能夠偷竊企業的什麼機密，佔用企業等
等的這些資源，否則你就要怎麼樣，這叫道德簽署。我就問這位人
事主管，能不能不簽？他告訴我不行，你要拿到這個飯碗一定要簽
。我們就了解到所有簽道德簽署人，他是心甘情願簽還是心不甘情
不願去簽的？多半是不得已而簽的，他的內心當中並沒有真正的一
把尺存在，沒有。所以道之以政告訴我們什麼？告訴我們用條款來
束縛一個員工，或者是用條款來束縛一個團體的個人。
　　什麼叫齊之以刑？齊之以刑其實看起來是處罰，但是用現在的
話來理解是賞罰，而不是只有處罰而已，連獎賞也在這範圍當中。
我們來看看現在的管理學，現在在學校裡面管理學，是不是都在教
這樣子的方式？大家認為用什麼來管理？當然用條款來管理，當然
用賞罰來管理，否則用什麼來管理？用什麼可以管理？一般的大眾
都是把管理侷限在這個領域裡面。我們來思考一下，賞罰真的能管
理嗎？我在企業裡面的時候，最常聽到的一種理論，叫做蘿蔔加棍
棒。他說一個員工，如果你要讓他跑得很快，怎麼樣？把他看成兔
子一樣，你要在前面拿一根蘿蔔，然後兔子就會跳得很快。可是兔
子也有吃得很飽的時候，那看到蘿蔔沒有食慾怎麼辦？這個時候就
要拿出棍棒打牠的屁股，讓牠往前跳。所以讓兔子往前跳的兩種方
式，叫做蘿蔔加棍棒。可是我們在接受這個道理的同時，忽略了一
個很嚴重的事實，就是我們所面對的不是兔子，而是有生命活跳跳
的人，不是兔子。



　　就是很多的管理學，現在把管理的對象模擬成什麼？動物。我
們在很多的書店裡面，看到管理學的書籍現在都用什麼來命名？用
動物的名字來命名。譬如說狼、虎，聽了都覺得怎麼樣？好像很不
舒服有沒有？有什麼狼文化，或者是虎的文化，要把員工訓練成什
麼？狼跟虎。所以我們現在覺得很委屈，為什麼？因為我們好像都
被降格了，明明是人，你可以把員工教成聖人，這個態度我們沒有
。我們現在想要把員工變成狼、變成老虎、變成兔子，這是很冤枉
的一件事情。我們拿什麼來做管理學的模式？拿對待動物的方式來
做管理學的模式，結果有沒有效？不能說沒效。為什麼？因為我們
看到最有效的是什麼？是我們管理的對象真的變成動物，這可能是
我們現在面臨最嚴重的一個問題。不管是企業也好，不管是家庭也
好，就是我們的員工、我們的學生、我們的子女統統被這些觀念慢
慢引導到喪失了人性。因此在這裡，我們看到了這麼多社會現象，
開始讓我們慢慢來省思管理的問題，應該怎麼管理？中國文化這句
管理的名言，到底它真實的意義是什麼？讓我們休息一下，下節課
再跟大家好好的來剖析一番。好，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