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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法師，尊敬的諸位老師，大家下午好。上一節課我
們跟大家分享到，企業倫理應該是從家庭倫理的一種延伸，也就是
說家庭倫理不能跟企業倫理去做切割。我們很清楚的跟大家談到，
整個家庭教育的過程，其實對企業是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因此看到
我們所培養的學生，我們不能只看到某個階段，應該是為他一生長
久的幸福去做打算。
　　在中國文化的教育裡面，這方面的教誨就特別的多，記得在《
論語》剛開始就有這麼一段話，有子就講「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
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
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為什麼要畫一圈一圈的？這
個一圈一圈同心圓，它告訴我們其為人也孝悌，請問孝悌是發生在
哪裡？發生在家裡面。而好犯上者，鮮矣。犯上是到哪裡了？到企
業裡面。修身、齊家然後治國，犯上是到企業裡面。不好犯上，而
好作亂，再把這個圓擴展到哪裡？擴展到社會，擴展到國家。我們
看到中國人的學問統統都抓根本，首先切入點，要解決企業的問題
，要解決社會的問題、國家的問題，從哪裡開始解決？從家庭。所
以有子就講君子務本，叫我們回到圓心裡面去，本立而道生。這個
根本抓住之後，問題其實是會變得非常的單純，變得非常的簡單。
所以中國人的管理他都是抓根本，把根本抓到了，自然而然這個管
理非常的簡單，用力很少，可是得到的功效卻很卓著。所以孝悌也
者，其為仁之本與，把孔老夫子一生中心思想的根本給找到了。
　　我們今天在討論整個管理的原理原則，也提到「仁者以財發身



，不仁者以身發財」。我們要把人生追求的目標看得非常的清楚，
否則我們會變成了金錢的奴隸。從《論語》裡面，我們又再度的去
思考，除了剛剛講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這叫
症狀解；「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就是根本解。要
從哪裡來解？從德、從禮來做整個企業跟社會經營的根本，從這裡
來尋求答案。
　　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到底政跟刑的管理，跟德和禮的管理，
有什麼樣的區別？其實要理解這個層次，必須要對中國文化有個比
較基本的認識。中國人講的禮，非常有內涵，禮絕對不是只有鞠躬
、點頭，或者是現在大家遇到了，九十度鞠躬，那叫很有禮，其實
這樣來理解禮有點就是太狹隘。中國人講的禮，在全世界各國的文
字當中，找不到一個概念是可以完全去翻譯出來的，字對字的翻譯
可能都會有所偏頗。中國人的禮是非常深刻一種文化的內涵，父子
有親是不是禮？是禮，五倫關係統統是禮。父子有親是禮，君臣有
義是禮，君仁臣忠是禮，長幼有序是禮，夫義婦聽是禮，這統統都
是禮的範圍。
　　那我們來看一看，父慈子孝這是禮，很舒服對不對？很舒服。
如果把父慈子孝變成法律，有一天國家的法律規定，做父親的要很
慈愛，不可以體罰，不然要判有期徒刑幾年這樣。然後小孩要對父
母孝順，每個月一定要給父母多少錢，不然要判有期徒刑幾年。請
問把禮變成法，大家是覺得很舒服，還是覺得很緊張？我是覺得很
緊張。在中國文化的管理裡面，禮是最後的一個門檻，禮是最後的
界限，是不能突破的界限，如果突破了這個界限就很難管。在《禮
記．學記》裡面講「禁於未發之謂豫」。禁於未發是用什麼來禁？
是用禮來禁，用禮來做人與人之間相處最優美的距離。因此我們就
了解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確實是非常根本的解決方案。



　　但是大多數的人可能現在對德的管理，並沒有太深刻的認識。
我們來舉個例子，也是齊桓公的例子，我們來看一下齊桓公他整個
大業的過程當中，對我們現在人經營企業有非常好的示範。齊桓公
是春秋五霸當中第一個稱霸的，第一個登上霸主的位置。而且他在
稱霸的時間怎麼樣？非常的久，很年輕就稱霸，然後一直到他死之
前，都維持著齊國霸主的地位。以現在的企業來講，當然是個效益
非常好的企業，經營效益非常好的企業。原因出在哪裡？其實原因
從齊桓公的身上，找到了很多經營者非常好的特質，很好的一些特
質。
　　譬如我們看到，當初齊桓公在回國去爭王位，兩軍在爭王位，
後來被齊桓公率先的爭取到。我們知道管仲曾經在過程當中射桓公
一劍，差點把他給射死。在這個事件結束之後，我們看到齊桓公有
沒有念舊惡？不念舊惡，馬上冰釋前嫌。我們來思考一下，「恩欲
報，怨欲忘」，容不容易做得到？在我們現在的經營理念，確實這
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生的態度，他至少能夠有這樣的德行。再來他對
管仲的這種用人、識人的能力，也是我們一般人沒有的，他識人的
能力確實也是非常高明的。
　　那我們來思考一下，齊桓公有這麼多的優點，像是不念舊惡，
還有他有識人的能力，但是他也有很多的缺點。他有什麼缺點？他
在延請管仲來當他的宰相，他就跟管仲問到這樣的問題，他說我很
想稱霸諸侯，我很想讓我這個企業很有效益，可是我有很多的缺點
。這些缺點不知道會不會影響我稱霸？他就問管仲。管仲就說你講
講看你有什麼缺點？齊桓公非常的有自知之明，他講寡人有疾。我
有很多的缺點，寡人好田，我喜歡打獵，我喜歡歌舞，很喜歡打獵
，很喜歡這些我們現在所講的休閒活動，從事休閒活動。管仲說這
個不影響你稱霸，只要有我管仲在，這點不要擔心，這不影響你稱



霸。再來他說寡人還有缺點，寡人有疾，寡人好酒。我很喜歡喝酒
，聽說喝酒不好，但是請問仲父，這個會不會影響我稱霸？管仲跟
他講這也不影響。最後齊桓公講寡人有疾，我還有缺點，這個缺點
可能比較嚴重，寡人好色，非常喜歡女色，這會不會影響我稱霸？
最後管仲跟他講這些統統不影響你稱霸，為什麼？只要有我管仲在
，這個統統不影響。
　　那我們來看一下春秋時候的這些歷史，我們證實了管仲講的是
對還是錯？對，確實有沒有影響他稱霸？沒有，他還稱霸，稱霸是
最後的結果。那我們來思考一下，可是很不幸的，最後齊桓公的下
場好不好？其實不好。齊桓公最後是因為，我們上一節課講到管仲
死掉了，管仲給他最後遺言的交代，齊桓公有沒有聽進去？沒有。
最後這三個人依然受到重用，所以最後齊桓公是怎麼樣的下場？生
病的時候這三個小人把所有外界的資源全部切斷，然後在桓公的宮
殿外面，砌起很高的高牆，讓他在裡面活活的餓死。然後這個屍體
六十幾天沒有人收屍，整個蛆已經爬到了門口。不得善終也是他最
後的結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請問看到這個故事之後，讓我們得到什麼樣
管理上的啟發？跟大家報告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中國式的管理有個
非常重要的原理原則，叫做因果管理。什麼是結果？稱霸是不是結
果？是，不得善終也是結果，統統都是果。什麼是原因？齊桓公的
這些人格特質，這是因。而因果管理，我們知道這是個簡稱，中國
人講因果，其實講的是叫因、緣、果，中間還有個緣，這是什麼？
這叫條件。就是我們前天講飲食，癌症三部曲也是因緣果對不對？
沒有錯，這是人生的真相。什麼是條件？管仲是不是條件？是！還
有那三個小人是不是條件？也是條件，對於齊桓公稱霸的這件事來
講都是條件。結果齊桓公好的人格特質遇到了管仲，他就稱霸；不



好的人格特質遇到了這三個小人之後，他就不得善終。
　　從這個故事裡面，各位老師，各位朋友，我們要學習到管理學
的精華在哪裡？到底在管理什麼？管理自己。管理自己的什麼？管
理因，最聰明的人是管理這個地方，管理因。可是我們看到現在的
社會，大多數人在管理什麼？管理結果。我們試著來思考一下、來
回想一下我們的人生，我們的人生多半是在結果上打轉，還是在原
因去思考？我們遇到問題，我們是在結果上去抱怨，還是由果推因
？這是我們非常需要去思考的問題。大多數的管理，現在都在管理
結果，這叫目標管理。有沒有聽過目標管理？其實就是管理結果。
一般的人看到了結果再來懊悔，其實一般都來不及了，這告訴我們
最聰明的人管理什麼？管理原因。次一等的管理什麼？管理緣、管
理條件。可是我們要知道管理緣，緣是掌握在誰的手上？不一定是
掌握在自己手上，不一定。我們一個孩子教育完成之後，他走入這
個社會，當他走到社會之後，請問我們能不能保證他永遠遇不到惡
的條件，永遠遇不到負面的條件？我們沒有辦法保證。所以當我們
沒有思考到原因的管理，我們只想要管理條件，可能把我們的人生
交給了不可知的命運。遇到了管仲就稱霸，遇到三個小人就不得善
終，這兩個的差距有多大。
　　那我們來思考一下，現在有多少人在管理原因？有多少企業界
的人犯了剛剛齊桓公講的那三個缺點，好田、好酒、好色？而我們
看到齊桓公他有自知之明，他還知道自己有這些缺點，而且他還肯
講出來面對。但是我們看到現在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有這些缺點，
然後可以勇敢去面對，勇敢去管理這個因的有沒有？我們看到齊桓
公他有這麼好的人格特質，最後都不免不得善終，何況是我們現在
這樣經營人生的態度跟方法。這是很重要的關鍵，很重要的關鍵點
。我們今天給孩子的觀念，教給孩子的人生的態度，都是在管理他



的因，都在管理因，我們不能夠忽略。
　　孔老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裡面有講到，「為政以德」，講
為政以德告訴我們因果管理，這個因要管理什麼？要往德的方向引
導。為政以德告訴我們其實就是因果管理，告訴我們把所有的因都
要導向哪裡？德！導向這個德。但是我們現在想，各位老師，各位
朋友，一般的大眾認為為政以什麼？這個政我們不要把它很狹隘的
想像成政治，不是的，只要是三個人、四個人以上的事情，眾人之
事就叫政。所以管理企業是不是為政？是！治理一個家庭都叫做為
政。為政以德，請問現在的人認為政以什麼？為政以財，要有錢。
所以現在的人在講預算，都問說花多少錢？第一個都是預算。你沒
有預算你怎麼做事？為政以錢。還有人認為為政以勢，要地位！沒
有地位你怎麼做事？以前大陸有個順口溜，叫「有關係就沒關係，
沒關係你就有關係」，為政以勢。還有人覺得為政以色有沒有？點
點點，就是沒有人想到為政以德。
　　但是我們要了解為政以財，它的缺點是什麼？「以利交者，利
盡而交疏」，用利益來做交朋友的條件，利益要是沒了，交情就不
見了。「以勢交者，勢盡則交絕」，地位會不會永遠保存，不可能
，沒有了地位之後會怎麼樣？以前是門庭若市；沒有了地位之後，
就門可羅雀！在《官場現形記》裡面有個故事，就是有個老爺，因
為做官做太久了很過癮，等到他告老還鄉的時候，剩下兩個僕人在
他身邊，門可羅雀。在這個老爺彌留之際，這兩個服侍他的人，就
要讓老爺高興一點，走得快樂一點。一個在門口就講報告老爺，某
某大人駕到；然後另外一個就講老爺身體欠安，擋駕。老爺在床上
就很快樂，勢傾而交絕。我們看到人情冷暖，世態炎涼，為什麼？
怪誰？我們要反求諸己。「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大家都耳熟
能詳。



　　因此什麼樣的方式，才是我們經營人生正確的態度？為政以德
。而《大學》裡面告訴我們，只有為政以德才能夠保證人生得到兩
全其美。什麼叫兩全其美？即賺到錢，然後又保住我們人生的幸福
。所以《大學》裡有段非常精闢的教誨，它講「有德此有人，有人
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它講「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一個人在經營他的人生，必須要最先考慮到的是什麼？就是因果
管理的這個因，要把它紮好。把這個東西紮好之後，後面這一連串
的東西就跟著來，意思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只講到有德此有人，講到德，大家就覺得好像有點捉摸
不到。因為現在大家比較習慣用數字來衡量，沒有數字的，量不到
的東西，都覺得好像不存在，這個秤不出來。這到底什麼是德？到
底什麼叫為政以德？這要讓大家非常的清楚，經營企業、經營人際
關係，我們不能夠沒有這些觀念。這些觀念沒有，我們對於人生的
經營，可能沒有辦法得到很好的結果。什麼叫做有德？現在其實我
聽很多的企業管理，慢慢的大家也發現到這個問題，什麼問題？其
實現在大家對於員工的誠信非常關注，很多的企業家講現在缺的不
是人才，而是人品。很多企業家他非常願意把他的事業，跟很多的
年輕人一起來共享，可是他找不到非常值得信賴的年輕人，這是事
實。
　　很多的企業在它的核心價值裡面，慢慢的已經開始在強調這些
人格的特質，跟人際關係的一些特質。只不過我們看到的狀況是怎
麼樣？他還是沒有抓到根本。為什麼叫沒有抓到根本？譬如我舉個
例子，在以前我看過一篇是個中學生寫的文章，他文章的題目就很
有趣，什麼題目？叫「誠信的妙用」。這個文章寫得很有趣，光看
這個題目，我們做個教育工作者的人有沒有這樣的敏感度？他講誠
信的妙用，他告訴我們人為什麼要守信？因為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十這麼多好處，所以我們應該要守信。各位老師，就是我們在看
這樣子的文章，我們要有個教育的敏感度，其實誠信是不是因為有
妙用才需要誠信？不是，就是今天的教育，是否應該要引導我們的
學生誠信是你的什麼？是你做人應該做的。就是你成為一個人，我
們看那個信怎麼寫？人、言，中國文字已經把這些心境都透露給我
們。一個人要稱為人，我們講出來的話一定是信；如果不信，一定
不是人話，他講的不是人話。
　　我們今天整個社會的風氣被誘導到怎麼樣的角度？因為有利益
，所以你應該守信。但是我們要了解到在前面的課程，我們請教大
家，當守信的利益小於不守信的利益，請問還守不守信？這才是關
鍵的問題，這才是今天企業應該去思考的關鍵問題。而往往企業的
破滅，也都出現在這個關鍵點上。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的，因為這
樣的事情在報紙裡面不勝枚舉，每天幾乎都在發生，它不是罕見的
，是非常常見的。所以我們講今天為政以德，到底怎麼樣的人格特
質表現出來的，叫為政以德？簡單的以中國文化來說明就是三個字
，一個人他要做到「君親師」，可以說他為政以德。就是一個人不
管他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他都能夠在這個角色當中，把君親師三種
人格特質表現出來，他已經在落實為政以德。
　　什麼叫作之君？這不是我們心目當中想像的皇帝就叫君，不是
的，所有的領導都叫君，甚至於一個家長是不是君？是的。家庭裡
面我們自己有孩子，我們在家庭裡面的角色就是君的角色，作之君
。這三個人格特質，作之君是個領導，作之親是當父母、當親人，
作之師是當老師。這三種人格特質是一種，不是三種。可是分成三
種來講，大家比較能夠理解，比較能夠體會。一個當領導的人他不
能只做好領導，一個當領導的人說我只做好領導，其實他是不稱職
的，他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責任而已。一個領導還要扮演父母的角



色，還要扮演老師的角色，要把這三種人格特質全部都做到圓滿，
他才是個成功的領導。
　　我們講領導，不是一領就倒，一領就倒那不叫領導；還有種領
導叫做零，鴨蛋的零那個零導，什麼都沒有領；另外還有種領導那
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叫做心靈的導師，領導。最成功的領導，就是
做到心靈的引導，這是最成功的。為什麼他可以做到心靈的引導？
第一個他必須要先落實領導人的特質，君的特質。請問君的特質是
什麼？作之君的特質是什麼？就是以身作則。我們知道在日本有個
企業家，他專門是做這種空降總經理，就是哪個企業有問題，他就
去空降總經理。這種空降總經理很難做，為什麼？因為他沒有班底
，他是一個人過去的，沒有班底，很難做的，他做得非常好，叫土
光敏夫。這個人救了很多的企業，把很多很危險的企業，從置之死
地然後把它救回來，他很成功。記者問他：你這幾年做這空降總經
理，你是怎麼領導的？他就講以身作則最具有說服力。我們不能跟
員工講你不能遲到，然後我每天遲到，這樣是沒有說服力的。
　　在《論語》裡面，也常常有這樣的言語出現，孔老夫子常常告
訴我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我們在做
教育的人，為什麼我們嘴巴說出來的命令那麼多，可是被落實的居
然那麼少，原因在哪裡？這一點可以給我們啟發。在中國的文字裡
面，教育是沒有口字旁的，表示教育是什麼？是身教。所以作之君
比較偏重在身教，教育的教是沒有口字的，他不是用嘴巴教，是什
麼？是用示範的。我們真的推薦大家看看《說文解字》，真的我們
看到中國文字，會感受到中國人造字的智慧，並且可以從文字當中
，讓我們得到人生的指導，這很重要。他講的是一種身教，作之君
。孔老夫子還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那就沒有怨，怨
氣就沒有了，這都是我們應該要學習的榜樣，這叫作之君，要以身



作則。
　　曾經也是在《論語》裡面講到，我們看到確實古人講的話都不
能打折扣，半部《論語》治天下。確實《論語》當中，有非常多的
人生怎麼經營的這些話語，對我們都有很大的幫助。有天孔老夫子
的一個學生叫樊遲，他問孔老夫子，請教他三個問題，他說何謂「
崇德，脩慝，辨惑」。孔老夫子聽到這個問題之後，馬上讚歎樊遲
，告訴他說「善哉問」，你問得太好了，就是這三點如果人可以做
到的話，他這一生會化解掉很多的阻力。那什麼是崇德？崇德就是
我們這裡講的，怎麼提高我們人生的德行，怎麼提高我們生活的德
行。孔老夫子講非常簡單的一句話，就給我們非常深刻的教育，他
講「先事後得」四個字而已。「先事後得，非崇德與」。什麼叫先
事後得？這是我們剛剛講的因果管理，就是因果管理。什麼叫先事
？你去做，你得到一個好的觀念就馬上去落實。什麼叫後得？意思
是告訴我們做了，要不要去問有什麼回饋？不要，不需要。「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不需要去問，我做這個善事之後
，我還會有什麼回饋。因為後得必然有回饋，必然有。
　　而且我們來想一下，用現在的白話來講，先事後得就是老實真
幹，老實真幹不是嗎？老實去做就好了！可是現在人最喜歡問，為
什麼？我為什麼要這樣幹？憑什麼？我可以得到什麼？我在企業界
裡面也參加過很多新人的面試，我們在面試新人。說真的，跟這麼
多新人面試的過程當中，我真的有一種感觸，我還沒有找到一個，
就是我看到所有來面試的人，最後問他：你對敝公司有什麼樣的問
題？幾乎所有的年輕人都問：你一個月可以給我多少？再來公司有
沒有假期？有沒有什麼紅利？會不會分紅？公司有沒有旅遊？有沒
有出國受訓的機會？因為我們是個美國公司。我還沒有遇到一個是
問我：對不起，請問一下，我可以為公司做點什麼？就是這麼多應



聘的人當中，所有人都在問公司可以給我什麼？沒有人在問，我可
以為公司做點什麼？先事後得沒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出現，
所以我們非常的擔心。
　　確實在這樣的應聘的過程當中，我們就了解到整個社會的風氣
，慢慢在轉到什麼樣的程度？這不是講因果管理嗎？有那個因，要
不要去擔心果？不需要。「但行好事，莫問前程」，「積善之家必
有餘慶」，它是講必，人家是非常的斬釘截鐵，不是或有餘慶。我
們今天對經典的信心來自於哪裡？來自於我們真正去落實。我們不
去落實經典，我們哪裡可能產生信心？先事後得很簡單的一句話，
把現在人求職的觀念講出來，把現在人的工作態度講出來。根本不
要去談報酬的，你只要好好的幹，你的前途無限的光明。但是現在
人真的沒有這個信心，為什麼？因為都是用得失心在衡量他的事業
，這是我們看到非常普遍的現象，崇德。
　　再來什麼叫脩慝？脩慝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改過。因為慝是邪
惡的意思。就是把邪惡改過來，那就是改過，改過遷善。孔老夫子
也是用很簡單的話，就把改過的方法跟我們講。他告訴我們「攻其
惡，無攻人之惡」，什麼叫做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這個其指的是
誰？指的是自己，翻成現在的白話是只見自己過，不見別人過。各
位朋友，不見別人過那不就變得很愚蠢嗎？連別人犯錯你都看不到
，意思是不是這樣？不是！意思是不要把別人的過錯放在心上。一
個做老闆的人、一個當老師的人，看到員工犯錯，看到學生犯錯，
我們的心境是什麼？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這是對每個人都有效的
，不是說只對某個行業有效，對某個行業無效。那我們看到學生犯
錯，學生犯錯就是我教他的機會出現了，那個教育機會點就出現了
，應該生氣還是應該覺得很欣慰？不應該生氣，應該要把握時機來
輔導學生。一樣的道理，看到員工犯錯不是氣得半死，不是！不是



去批評他、指責他，有沒有用？沒用。應該怎麼樣？
　　《孝經》裡面講的「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匡救，去救他！我們有沒有去救的心境？今天我們把別人的
過錯放在心上，我們有沒有可能有救的心境？沒有！就只有指責的
心境，哪裡會覺得我去補救他的過失，我怎麼去挽救他的過失？這
個心境確實是很重要的心境。我們看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就是
時時想到怎麼救他。孔老夫子在《論語》裡面，有一次「季氏旅於
泰山」，大家去看看「八佾篇，季氏旅於泰山」，他不是去泰山旅
遊，是去祭祀泰山的，為什麼？因為他有野心想要篡位。結果孔老
夫子對他的學生講，他的學生冉有是季氏的家臣，對他講「女弗能
救與」，你能不能救救他？孔老夫子有沒有去批評，沒有。他第一
個心境你能不能夠救救他？他如果是真幹的話他會怎麼樣？他會喪
家亡身。孔老夫子對這樣子的一個惡人，心裡面一點痕跡都沒有，
只是想著怎麼樣去幫助他。你能不能救他？女弗能救與？你要不要
救救他？我們跟孔老夫子學習，學習什麼？就是學習這些心境，我
怎麼去幫助他。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事實上別人有沒有過錯？沒有。一個人
學了中國文化之後只有一個人是學生，自己，所有人統統變老師，
因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一個是善人，一個是惡人，一個是
自己，就是這三個人。善人、惡人統統是我的老師，因為一個是做
正確的示範，一個是在告訴我們錯誤的路不能走，都是老師。這種
心境，真的我們應該細細去體會。很多人都講有什麼小人，怎麼處
大眾還要戴尾戒防小人。我就講在一本書裡面都寫到，「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好像是邵康節先生講的。他說玉是被誰攻出來的？
被石頭磨出來的，有沒有聽說他山之玉可以攻玉？沒有。因為玉跟
玉之間都是一樣的軟，你能拿玉來攻玉嗎？不行！一定拿石頭來攻



玉。所以邵康節先生就講，這段話告訴我們什麼啟發？君子是被磨
出來的。被誰磨出來的？被小人磨出來的，所以小人是君子的恩人
。我們今天看問題的角度發生了偏差，才會產生小人，哪裡有小人
！那是君子的老師，這才是事實的真相。這絕對不是阿Ｑ精神，就
是我們今天要德行增長，那確實是應該要有這樣子的磨難才對，這
叫脩慝。
　　什麼叫辨惑？辨惑告訴我們不能情緒化。孔老夫子說「一朝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我們今天一生氣不但自己的身
體忘記了，還忘記有親人的存在。孔老夫子告訴我們，他說這樣子
憤怒的態度，讓我們的人生走得很迷惑，讓我們的人生非常的迷惑
。而這個迷惑讓我們得不到幸福，跟幸福違背了。什麼叫做一朝之
忿？脾氣上來了，脾氣上來就想要跟人家爭個高下，要去爭個道理
。各位朋友，古人告訴我們「賢人爭罪，愚人爭理」。賢明的人是
爭誰錯了，我錯，是爭罪；愚蠢的人是爭什麼？爭個道理，爭道理
的人是愚蠢的人。那不就是辨惑嗎？那就是辨惑。現在經營企業的
人，就是這三點非常的重要，這是作之君不能夠沒有的態度。
　　我們看到《大學》裡面講的四不正就是在講辨惑，「身有所忿
懥，則不得其正」，忿懥是什麼？只要一發脾氣，哪怕心裡面有個
念頭，豈有此理，那叫忿懥。不得其正，就是我們任何的決策就有
所偏頗。一個人做企業，只要有一點點的憤怒，有一點點的情緒，
他的決策就有偏頗。能不能有情緒？不能有情緒，一個人有情緒再
對都是錯的。再來「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為什麼會恐懼？我
們早上看的片子告訴我們什麼？人為什麼有恐懼？許浚是跟那兩個
人講，人要是在正道上面有什麼好怕的！我們為什麼有恐懼？就是
不走正道才會恐懼。「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嗜好、有愛好
不得其正，為什麼不得其正？「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一個人喜



歡什麼，下面逢迎拍馬的人就多了，那怎麼會有正？怎麼會有正確
的判斷？再來「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為什麼有憂患？患得患
失。四不正告訴我們什麼？辨惑。所以一個經營者必須要有這些德
行的基礎，才能夠稱得上是作之君。我們這節課先跟大家分享到這
裡，下節課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什麼叫作之親，作之師。然後這個跟
徹底的賺錢方法有什麼關聯性？我們下節課再跟大家報告，好，謝
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