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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節課，我們提到君親師。君，我們以比較粗略的、概括性
的講法，就是要以身作則，就是要落實以身作則的這樣態度。再來
什麼叫做作之親？作之親就是做父母、做親人，對領導者來講這也
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剛剛講君比較接近身教；作之親，我們用兩個
字來代表，就是比較接近境教。這環境的教育也很重要，一個家庭
整個的環境、整個的氣氛非常的重要，決定孩子在家庭裡面的成長
。建立這個氛圍、環境就非常的關鍵，作之親關鍵在這裡；而作之
師比較偏重在什麼？在言教。
　　我們看中國文化的教育裡面，內涵就包含了這三者，有身教、
有境教、有言教，我們通常比較忽略的是境教。其實境教非常的重
要，一個領導者在團隊裡面形成什麼樣的氣氛、什麼樣的氛圍，讓
這個團體能夠往上提升，這是很重要的力量，作之親。因此它告訴
我們除了作之君要帶領團隊，還要當父母，你不但要帶領他，你還
要照顧他的起居，照顧他的生活，你要養他。還要作之師，你還要
當他的老師，要指導他。用什麼來指導？用我們人生的經驗來指導
。指導他怎麼樣來過生活，怎麼樣來工作，除了在技術上的指導之
外，還包括著生活點點滴滴的照顧跟指導。
　　我們來看一下，就這君親師三點來看一個領導人，我們從這樣
的標準來看，就能衡量出我們自己是不是一個稱職的領導？是不是
一個稱職的家長？是不是一個稱職的老師？因為它是一而三，三而
一的。我們來思考一下，我們作之親做得及格嗎？在古代宋朝有個
故事，就是有個將軍叫曹斌，曹斌他是個仁慈的將軍將領。有次他



有個下屬犯了錯誤，要打屁股，杖責。當判決確定之後，曹斌就跟
處罰的官員講，這個人我們延後一年再來打他。很多人都很不了解
，為什麼要一年後才打？到了一年之後，果不其然這個士兵就被處
罰。
　　處罰完之後，很多人就覺得很納悶，就跑來問將軍，他說這個
人明明在去年就已經判好了，為什麼不當場就把他給打完結束？為
什麼要一年之後再來打？曹斌就講，因為這個士兵在那個時候剛好
新婚不久。新婚不久我如果打他，問題就來了，就是這個士兵的媽
媽，婆婆可能就會聯想到，是不是娶了媳婦來之後，媳婦台語叫帶
衰，是不是掃把星？娶她之後讓我的孩子受到毒打。一個做領導的
人連這麼微細的人情世故都想到，所以他講那個時候不能打他，要
是打他的話，他的太太可能終身都要不幸福。
　　我們看到真正的領導他作之親，他真的是把員工當親人一樣看
待。因為他考慮的不是只有一個片段，而是考慮一生的幸福；甚至
不是考慮他一個人的幸福，是考慮他全家的幸福。我們就講到這樣
的領導人，你說我們能不感激他嗎？我們今天如果是公司的老闆，
我們對員工的聘雇觀念要改變。以前的聘雇是什麼？是聘雇一個人
。現在觀念要改成什麼？作之親，聘雇他全家，聘雇一個家！現在
的員工為什麼離職率那麼高？當然這也是有多重原因，其中一個原
因，就是因為勞資雙方的關係太過對立，對立太嚴重了。我們了解
到其實勞資雙方的對立，對整個團體有沒有幫助？沒有幫助。
　　孟老夫子在兩千多年以前就已經講過這樣子的話，他說「君之
視臣如手足」，一個領導人把他的員工，那個臣我們講員工、下屬
，當成手足一樣照顧，對手足我們當然是很照顧。「則臣視君如腹
心」，被領導的人把領導人看成什麼？看成心肝寶貝，有時候員工
是很可愛的，你愛他一點點，他愛你很多。但是「君之視臣如犬馬



」，如果我們把員工當成是狗、當成是馬一樣，為什麼？你是我錢
請來的，我是拿錢請你來替我工作的，所以你做死了那是你的事情
。如果領導人把員工當成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就是下屬看
老闆把他看成什麼？看成陌生人，國人就是陌生人。我們看現在的
勞資關係是不是這樣？我聽說很多的員工，一下班之後，第一件事
情就是把手機關掉，老闆找不到我。現在是我下班時間，你怎麼可
以來打擾我？關掉。然後六點下班，五點五十九分就在那邊等打卡
，不能讓他多賺一分鐘，這樣我會吃虧，有很多狀況是這個樣子。
　　更甚者，「君之視臣如土芥」，就像泥土踐踏在地上，領導人
把員工當成是土芥，就是土很不好的那種，像垃圾一樣踐踏在地上
。「則臣視君如寇讎」，把他當仇人一樣看，當仇人，就是你不要
讓我有一天抓到機會，否則點點點，有沒有？現在是不是有很多是
這樣？所以我們就了解到，我們要員工怎麼對我們，我們一定要先
做相同的回饋才對。
　　我常常喜歡舉的例子，就是我當初在企業裡面，接觸到很新的
管理學理論，叫做執行力。執行力的理論，我們在比較早以前，五
、六年前就已經接觸過，到現在其實還滿熱的，有沒有道理？有道
理。就是你今天有再好的想法，你有再好的產品，你沒有執行統統
是零。可是我們來思考一下，現在企業執行力怎麼樣？其實不好，
我們的企業以前讓所有的員工都來學習執行力，中層以上的幹部統
統都要看很多執行力的書。請問執行力有沒有提升？其實是沒有。
後來我看了《弟子規》之後，我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弟子規》
翻開來，開宗明義講的就是執行力。
　　「入則孝。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須敬
聽；父母責，須順承」。各位朋友、老師，我們把父母改成老闆，
老闆呼應勿緩是不是執行力？是。老闆命行勿懶是不是執行力？是



。老闆教須敬聽，老闆責須順承，每條都是執行力。可是現在問題
是有哪個人對老闆是這個態度？好像我看到的不多。為什麼一個人
沒有辦法對老闆付出這樣的態度？很簡單，你回到他家去看看，他
對他的父母都沒有辦法提起這樣的心境，他怎麼可能對老闆有這樣
的心境？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做不到的。因此我們就真正的了解
到，確實我們一定要從孩子小的時候，去紮他這個德行的根基才對
。他今天走到社會上來，為什麼遇到那麼多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
因為這些問題在家庭裡面已經怎麼樣？已經形成，他不是到社會裡
面才去形成這些態度的。所以有人就講態度決定成就，而不是成就
之後再來修正態度，不是的，絕對不是這個樣子。這叫作之親，你
真的要把員工當親人一樣看待，在企業裡面教什麼？教孝，教孝道
。
　　作之師，把企業真正辦成學校。很多的企業家提出這樣的問題
，就是到底我們現在要怎麼經營企業？企業要何去何從？其實說真
的，現在企業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就是把企業辦成學校。只有這條
路，沒有其他的路。在企業裡面教學，為什麼？因為失教，家庭教
育沒有了，社會教育沒有了，學校教育可能也有缺失，這個時候在
企業裡面補課，把企業辦成學校。各位老師，現在各行各業都要辦
成學校，哪裡是企業而已！醫院也要辦成學校，要教，要教健康的
飲食觀念，要教醫生對於病人的那種，他要體認到醫病的價值才能
改善醫病的關係；監獄也要辦成學校，法院也要辦成學校。
　　但是很可怕的一點，現在的社會可能正在往反方向走，現在連
學校都要辦成企業，醫院也要辦成企業，現在有很多的醫院是講業
績的。請問醫院能不能講業績？真的，我們講這些話，我都覺得怪
怪的，醫院在講業績。學校能不能講業績？就是我們去思考這些問
題，我們現在的社會確實可能已經在往反的方向走。本來應該把所



有的各行各業都辦成學校，結果現在各行各業都辦成企業，顛倒！
確實我們現在才發現原來社會的問題可能出現在這些癥結上面，這
是作之師。
　　一個領導人可以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做到非常的圓滿，
這個人有德，真正照顧、真正體諒員工，真正教育員工。請問有這
樣的人出現，「有德此有人」，員工要不要到他的公司上班？當然
要，趕都趕不走。我們講有德此有人是真理，沒有人想要一直換工
作，這是真理。但是我們也聽到一些負面的例子，說真的，現在似
是而非的言論太多。我舉個例子，我以前在企業裡面，我聽過一種
言論，什麼言論？就是你愈跳槽你的身價會愈高。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種言論？有。可是我跟大家講，這是騙人的。為什麼是騙人的？
因為我們的企業是美國公司，它在人事部門下了個命令，什麼命令
？它講以後招聘員工，你看他的履歷如果太長那個都不要考慮。就
是他寫的履歷太豐富，不要考慮，為什麼？這個人不忠誠。
　　我們看到履歷很長，表示這個人經歷豐富，能力很強，這個人
有很多的資歷，資歷完整。可是從另外的角度來看他不忠誠，他一
個單位只待一、二個月，待半年，待一年，這個人不忠誠。他今天
可以為利而來，他明天就可以為利而走。確實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怎麼我們現在有很多的人都沒有體會到這點？因此我們就了解到很
多的言語，確實我們要用理智來判斷，不能人云亦云。
　　所以一個人只要有好的領導可以跟，這個人他是不願意常常換
工作的。所以有德此有人，告訴我們的是什麼？道德是吸引人才最
主要的關鍵。因為有德行的人，任何人都要接近他，來吸取他人生
的智慧，他可以照顧員工一輩子。像松下幸之助在一九六五年就已
經實施週休二日制，一九七六年頒布實施遺族親屬的撫恤金的制度
，就是他的員工只要有任何的因公傷害，或者是死亡，他的家屬，



公司撫養一輩子，照顧一輩子，終身聘雇。他為員工蓋游泳池、蓋
網球場、蓋籃球場、蓋棒球場還有擊劍場，一個老闆做到這樣的程
度，他不是為他的兒子蓋這些東西，是為他的員工蓋的。所以我們
想到作之親做到這樣的程度，員工會想要跑人嗎？員工會想要跳槽
、離職嗎？確實有德此有人。
　　而從另外個角度來看，有德就有能力識人，判斷人才。各位老
師，一個人要看到人才，最重要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要欣賞別人
的優點，他才能夠判斷出人才，分辨出人才，用他的優點。但是我
們看到一般的人比較能夠看到別人的缺點，還是優點？有兩個學生
下課在吵架，吵完架之後上課，老師一句話都不講，也沒有責備兩
個人。老師就拿起了黑筆在白板上點了個點，然後問大家：各位同
學，請問這是什麼？所有同學說一個黑點。老師很驚訝，老師說難
道你們沒有看到白板嗎？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人很容易看到別
人的缺點，就是連那麼一點點的缺點，我們都把它放得很大，別人
的優點我們都看不到。為什麼我們看不到別人的優點？
　　其實在中國的典籍裡面也說到，中國有部典籍非常的重要，叫
《禮記》，《禮記》裡面有篇文章叫「禮運」，「禮運」有篇文章
幾乎沒有人沒聽過，叫做大同篇。「禮運」裡面有一段叫大同篇，
「禮運大同篇」是我們現在做企業的人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它講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就這幾句就好
了、就夠了，就可以讓一個企業興盛。
　　請問各位老師，一個團體要興盛，最重要的因素是什麼？是人
和，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哪個因素是企業最大的資產？人才是企
業最大的資產。「禮運大同篇」前面四句就已經把這兩個概念給我
們講出來。選賢與能，告訴我們什麼？選人才，你要識人，要把人
才找到。選賢與能是人才的發掘，是人才的培養。各位朋友，我們



現在選到賢跟選到能了嗎？現在來選班長，大家現在因為剛認識不
久，這幾天可能已經有印象，來選選班長，請問會選到誰來當班長
？可能是我們的鄭老師當班長。為什麼？因為他的曝光率比較大。
請問我們用什麼來選？投票。投票公不公平？能選到賢嗎？能選到
能嗎？當然我們鄭老師一定是賢、一定是能。一般的人投票用什麼
來選？選到什麼？選到好惡，選到明星，他不是選到賢，也不是選
到能。
　　「禮運大同篇」講選賢與能，怎麼做得到？大家往前面去看叫
什麼？「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就是那個公字。沒有公心，我
們怎麼選都選到好惡，是用好惡心來選。你說選，我們說投票公平
嗎？不一定。我們今天對很多的話語要非常冷靜的來思考，投票就
是民主嗎？民主是什麼意思？民主是以民為主，是為民做主。做到
君親師才能真正講到民主，為民做主，以民為主。所以做個老闆，
我以前在企業裡面，有很多的企業家確實他很有擔當，他們講做決
策的時候能不能投票？不行。為什麼？請問做決策是誰的責任？領
導人的責任。結果領導人現在不負責任，叫大家來你們來投票，你
們決定的，不是我決定的，那是他不負責任。可是人家會說這比較
民主，真的比較民主嗎？選賢與能為什麼沒有選到賢，沒有選到能
？因為沒有公心。
　　我們看到「公」這個字，我們也會開悟。下面一個符號是三角
形，這在古代叫私，自私的私就是這樣寫的。為什麼自私的私這樣
寫？因為一個有德行的人是方方正正的，這個人怎麼樣？德行缺一
角變三角形，所以這個人很自私，他德行缺一角了。什麼叫公？加
一個符號就對了，這個符號是兩個人背對背坐著，什麼意思？反的
意思，反私就是公。我們體會不到什麼叫公，那很簡單把自私自利
轉過來叫公，就是斷掉自私自利，那個人才能選賢與能。誰做到？



堯舜都做到。這是人才的培養，有德此有人才能夠落實。
　　什麼叫「講信修睦」？這叫人和。第一個人才是企業最大的資
產，第二個叫人和，是企業最大的保障。什麼叫人和？怎麼樣才能
達到人和？講信修睦。睦是什麼意思？和睦、和諧。和諧的前提是
什麼？信任。沒有信任怎麼有和諧？可是各位老師，信任感容不容
易建立？我舉個例子，夫妻兩個人其實已經怎麼樣？「夫婦同居，
人之大倫」，緣分很接近的，照理講應該很信任才對。對不對？對
，可是怎麼樣？不一定。很和睦的夫妻，可能信任度還是不夠的。
像我在開車的時候，因為我技術比較不好，有一點點開得不好，我
的太太就會抓著我，為什麼？還是有點不太信任。當然她已經很信
任，我不能要求太高。
　　可是我要跟大家講的是，在經典裡面記載，曾子跟他的母親，
曾子是大孝，是孝順的一個榜樣，那個信任感已經很強。可是有一
天人家講：曾參殺人。他媽媽第一次聽到講什麼？我兒子不會殺人
，連理都不理會。可是第二次人家來講：曾參殺人。他媽媽有點心
動，最後還是怎麼樣？如如不動，我兒子不會殺人。第三次人家來
講曾參殺人，他媽媽怎麼樣？驚魂未定，正在織布那個杼怎麼樣？
一丟就逃掉了。為什麼？因為對於整個的流言還是沒有信心。
　　我們來看在企業裡面老闆跟員工的信任，有沒有超過曾子跟曾
母？我可以跟大家保證沒有。老闆跟員工的信任沒有超過曾子跟曾
母，曾母三次就動搖了，在團體裡面講幾次讒言就會動搖？半次就
動搖了，有個影子就動搖。為什麼？信任度不夠。信任度不夠那個
企業沒有人和，不可能會有人和的。怎麼樣才會有信任？各位老師
，要付出！要付出才會有信任。我們要不斷的付出，而且這個付出
是無求的付出，沒有希求心的付出，先事後得。先事後得才有信任
，而我們看到這樣的信任感，有時候需要十年，有時候需要二十年



。所以人和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有德此有人這是真理，也是現
在企業最需要的一帖良方。
　　再來「有人此有土」，這個土我們不能理解成土地，這個太狹
隘了。現在的商業社會這個土理解成商機，理解成市場，有人才一
定會有商機，為什麼？我們來看什麼叫人才？人才必然是什麼樣的
心境？德行的心境，他會受到有德者的感召。「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一個善於教學的老師，可以讓他的學生繼承他的志向；一個善
於教導的老闆，一樣的，帶出來的員工也不會差到哪裡去。
　　什麼樣的人我們可以說是人才？各位朋友、老師，在《論語》
裡面，我們看到孔子的學生，問孔老夫子一句話，他說老師，你能
不能告訴我，有哪個字是終身我可以奉行，人生不會出大的差錯的
，你告訴我一個字就好了。各位老師，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學生來問
我們，有沒有一個字你可以讓我終身保平安的？我們怎麼回答？孔
老夫子說「其恕乎」。恕是如其心，其恕乎就是恕道，恕用我們現
在的言語來講，恕是什麼意思？換位思考。今天盡孝道要不要換位
思考？要，「親所好，力為具」，要不要換位思考？要，當然要換
位思考。要換誰的位子？要換父母親的位子來想一想，到底我這樣
子做是不是父母親最需要的？並不是買最珍貴的東西給父母，那是
他最需要的，不是！父母有時候需要的不是這個，所以盡孝道也要
換位思考。
　　中國有部經典非常有名，叫做《易經》，《易經》裡面有個卦
，叫做泰卦，泰卦的卦象是什麼？地天泰。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卦象
，我滿頭霧水，為什麼滿頭霧水？因為天應該在上面，地應該在下
面，怎麼顛倒了？而顛倒了反而是泰。再把它再擺正，天擺在上面
，地擺在下面，那叫否卦，就是反而擺正了之後是不幸，然後把它
倒過來叫做幸福，為什麼？因為換位思考。因為天站在地的立場，



替地設想；地站在天的立場，替天來設想。太太站在先生的立場，
我的先生怎麼樣？每天已經很辛苦，為了這個家庭勞碌奔波，我們
應該在他背後給他撐腰。先生每天都在想我太太已經很辛苦了，我
不能再增加太太的麻煩。這個家庭怎麼樣？保證是泰，是不是？對
，換位思考。如果天都站在天的立場，地都站在地的立場，那叫什
麼？就天翻地覆。都是智慧的符號。
　　各位老師，告訴我們一個人才，人怎麼樣能夠經營出好的人生
？換位思考。生產產品要不要換位思考？要。提供服務要不要換位
思考？要。服務業怎麼樣才能做得好？換位思考。今天為什麼服務
的熱忱提不起來？沒有換位思考。今天我們做的產品，為什麼沒有
辦法得到客戶的認同？沒有換位思考。我們今天設計出來的產品，
為什麼不好用？也沒有換位思考，本位主義太重，都自己怎麼想就
怎麼設計，從來沒有去做過市場調查。所以很多的經營之道，在很
簡單的符號裡面，都已經蘊含在裡頭。「親所好，力為具」，有這
樣的心境的人他到企業裡面去，他做任何一項服務業一定會成功，
因為那個習慣在家裡已經非常熟悉。有這樣子的心境會沒有市場嗎
？會沒有商機嗎？所以沒有人才我們千萬不要去開拓市場。
　　現在人講開拓市場很多人都很拿手，叫行銷學，行銷就是開拓
市場。告訴各位一個事實，沒有人才千萬不要開拓市場。為什麼？
因為很多公司就是這樣倒掉的。他的產品跟不上市場，產品的更新
跟不上市場拓展的速度就倒了，人才跟不上市場服務的需求就倒了
。因為他的資金擴展得太快，他整個的企業拓展得太快，整個資金
出問題就倒了。這種事情不勝枚舉，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舉太多的例
子，但是我告訴大家不勝枚舉。
　　有土就有市場、有商機，當然會有財富，錢就來了。我們常常
講錢有幾條腿？四條，人兩條，所以用兩條腿去追四條腿累不累？



很累對不對？那很累怎麼辦？就讓四條腿的來追你，讓錢來追就很
輕鬆了。怎麼讓錢來追？有土此有財，有市場、有商機財富就進來
。可是財富進來之後，最重要的是什麼？「有財此有用」，有錢要
花，錢能不能放在銀行裡面？不行。那會像一灘死水一樣，會發臭
，錢要讓它流動。
　　可是很多年輕人，現在看到有大學生在這裡，回去不要跟媽媽
講那是周老師講的；以後我每個月賺的都要花光光，那是周老師講
的，因為他說錢不能讓它臭掉，我要當月光族。我在這裡澄清，這
個用不是叫大家花光光的意思，不是。賺錢靠福報，花錢靠智慧；
賺錢靠機會，花錢靠智慧。就是這個用要用在哪裡，是整個徹底賺
錢方法的關鍵。請問現在的人做企業，賺的錢想要用在哪裡？用在
欲望。請問我們現在學中國文化，《大學》的這段讓人了解，給我
們的啟發，這個金錢要用在哪裡？用在潤澤德本，用在讓我們「德
日進，過日少」，絕對不是用在我們個人的欲望上面。
　　各位老師，用在潤澤德本，怎麼樣才能用花錢來提升道德？作
之君、作之親、作之師要不要花錢？要。你作之親，你要付薪水當
然要花錢，所以企業賺到的利潤跟誰共享？跟員工共享，不是自己
一個人獨吞，跟員工共享。再來企業賺到的利潤要跟誰共享？跟消
費者共享，要回饋消費者。就我們今天有利潤的時候，要進一步投
入市場的研發，產品的研發，讓客戶得到最好的服務，讓客戶用相
同的價格買到更好的產品、買到更有品質保證的產品，讓他吃到健
康的東西，讓他可以用到最好的服務，這些都要花錢的。
　　再來要用在哪裡？用在社會建設上面，要用在整個社會的回饋
上面。各位老師，我們看到有很多的企業為什麼蓬勃的發展？因為
這個社會提供給他們一個良好的、安定的企業環境。如果這個社會
沒有這麼安定，沒有這麼繁榮，這個企業是根本沒有辦法發展的。



所以企業主要心懷感恩之心，回饋社會。這個用的意思就是布施，
布施是文言文，翻成白話文是服務，用什麼來服務？用金錢來服務
。除了金錢可以服務，其他能不能服務？可以。一句話能不能服務
？可以，一句話可以服務。當別人很沮喪，我們過去安慰他一聲，
那個能不能服務？可以。用我們的智慧跟經驗能不能服務？也可以
服務。
　　我們看到有很多的人，當然大家發心都很好，因為我們看到很
多的人在過世的時候把器官捐贈出來，這個我們都很佩服。可是各
位朋友，我們不要忘了，您如果是個老師，您認真負責的在教學，
請問你是不是在布施器官？是。這也是一種方式的布施器官，當然
也是，我們用我們的全身在布施、在服務。我們不能很狹隘的把它
想作，我們死了，然後再捐出去就好了，不是這個樣子的，我們現
在當下能不能捐出去？可以，當然可以捐出去。就是我們用我們的
勞力、用我們的體力、用我們的智慧、用我們的經驗，來服務社會
大眾，那是不是一種用？那也是一種用，那也會讓我們德日進，過
日少。
　　各位朋友、老師，我們看到圓圈已經被我們連起來了。我們用
了很多的東西在布施，全身心的在服務、在投入，把我們所有的利
潤、把我們所有的精力、把我們所有的智慧全部都投入在裡面，讓
我們德日進，過日少。我們道德提升，人才怎麼樣？愈來愈多，這
愈聚愈廣，人才愈聚愈廣。市場怎麼樣？愈來愈大，財富就愈來愈
多。財富愈來愈多，來了之後怎麼樣？再捨掉，全部用來德日進，
過日少。這個循環一直下去，最徹底的賺錢方法就出來。錢怎麼賺
來的？就是從這個循環裡面慢慢的累積起來的，財富是這樣來的。
請問一個企業家為誰累積財富？為員工、為社會；為回饋社會而累
積財富，為自己的員工而累積財富，為消費者累積財富。



　　在《孝經》的「諸侯章第三」，告訴我們很清楚，它講一個人
要不要追求富貴？要，要追求富貴。為什麼追求富貴？不能很迷惑
，它說「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地位很高，竟然沒有危險，為什
麼？因為他很謙虛。在上不驕，一個是因，另外一個是果，還是因
果管理，在上不驕是因，高而不危是果。「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滿了應該溢出來才對，可是他竟然滿而不溢。錢賺很多應該溢出
來，可是他怎麼樣？就像無底洞一樣，賺再多都不會溢出來，為什
麼？因為制節謹度。什麼叫制節謹度？就是過最簡單的生活，不管
賺得再多錢，他的生活永遠是最簡單的、最樸實的。制節謹度，對
他的人生的態度、用度非常的謹慎，他不會因為他有錢，他想要一
直的換車子，一直換房子，一直換妻子。他不會想這些，這叫制節
謹度，這是因，什麼是果？滿而不溢是果。
　　再來「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在很高的地方竟然不危險
，所以他能把他的地位保住，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
也」，又是一重因果，兩重因果，因果管理。滿而不溢，讓他的財
富怎麼樣？永遠可以保持住，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我追
求富貴，富貴統統在我的身上，不離開。為什麼？不是因為我愛揮
霍，不是因為我喜歡名聞利養。所以「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
諸侯之孝也」。因為他要讓他企業的員工怎麼樣？有一口飯吃，過
最好的日子，讓他的消費者得到最大的保障。回饋給國家社會最多
的什麼？金錢的回饋，還有更多的物質的回饋，價值的回饋，是這
個道理。
　　可是我們來想一想，名利來了、富貴來了，容不容易守得住？
很不容易守得住，這不是一般的人可以抵擋得了的。所以「諸侯章
」下面給我們提醒什麼？「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對
一個經營者的態度是很謹慎，深怕自己傲慢心起來，深怕自己奢侈



，深怕自己因為有地位、有金錢，而改變了初發心，改變了為社會
大眾付出的心境。每天都在反省自己，每天都在檢討自己，每天都
在提醒自己，一樣不離開教學。
　　所以我們就了解到，這樣的企業經營過程才是我們人生應該追
求的方向。而我們看到這個循環，不能有任何一個地方斷掉，如果
有任何一個地方斷了，這個循環就斷了，企業就垮了。最容易斷掉
的地方在哪裡？用錯了。用到哪裡？用到欲望。用到欲望這個循環
就斷了，斷在這裡就斷掉，傳不下去。我們前面講到有的企業四十
年，有的企業七點五年，有的企業二點九年。各位朋友，請問大家
四十年比二點九年好嗎？沒有，比二點九年悲慘。因為人家二點九
年就垮了，他四十年垮的時候，他還有沒有爬起來的機會？對，一
個人二十歲發跡，四十年垮了之後，六十歲沒有力氣再創業！可是
人家二點九年才二十三歲而已，可以再創另外一番事業。
　　各位朋友，經營企業最應該要做的事情就是永續經營，就是像
這個循環一樣讓它不要斷掉，永續的經營。我看過一本書，叫做《
保富法》，是聶雲台先生寫的，他是曾國藩先生的外孫。開宗明義
就講到什麼？他說富貴怎麼樣？不難，保富最難，保留富貴最難。
你要求富貴不難，把富貴留住才是最難。我們來思考一下怎麼把富
貴留住？怎麼樣富貴不離其身？德行。這個循環不能讓它斷掉，人
才這都是關鍵，非常關鍵的要素。怎麼樣永續？要孝道，要有孝道
的經營才能夠永續。
　　我們看孝這個字，上面是個老，下面是個子，往上推怎麼樣？
我們上面有父親，父親上面還有父親，一直上去能不能找到一個開
始？找不到。兒子，下面還有兒子，然後下面還有孫子，一直下去
怎麼樣？推之無盡。中國人孝道的觀念是什麼？承先啟後，繼往開
來，就是永續經營的心境。中國人孝道的心境，就是企業永續經營



的心境。所以我們今天這個地球，我們這片土地是跟子孫借來的，
不是我們繼承於我們祖先的，我們要有永續經營的這種心境才對，
千萬不能毀在我們的手裡面，這是很嚴肅的問題。
　　可是我們看到「正德、利用、厚生」，這告訴我們什麼？我們
現代不要正德，我只要利用，只要厚生。厚生是什麼？讓民生豐厚
。我要所有的人都賺錢，怎麼樣才能讓所有人賺錢？利用。用是指
我們日常所有的日用。什麼叫利用？就是讓這些日用能夠得到真實
之利，這個利是真實之利，真正的利益。能夠得到真正利益的用，
才能夠創造厚生的條件，怎麼樣讓日用得到真實之利？讓所有的事
業、所有的企業統統都朝向真實之利來發展，正德。那個德要擺正
，不能歪掉，一偏頗怎麼樣？沒有僥倖，只要一偏頗，事業所發展
出來的、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統統危害社會。
　　我們今天的保護環境很重要，非常重要，我們這片土地到底還
能給我們存活幾年？到底還能支持我們幾年？有一次我到鋼鐵廠去
參觀，參觀完他告訴我，非常驕傲的告訴我說，我們的整個市就靠
著這一鍋賺很多的錢，而且二十四小時不斷的生產，像印鈔機一樣
。我就請教他，我說你這樣挖下去，請問還可以挖多久？他告訴我
一百年。然後我又請教他，我說一百年後怎麼辦？他說一百年後，
老弟，你不要擔心，一百年後自然就會有代替方案，那個時候就不
需要用鋼鐵。
　　各位老師，我們看《了凡四訓》裡面有個故事，我真的很感動
，呂洞賓去學仙，他的老師教他點石成金，他講什麼？要是我們說
什麼？趕快教我。可是人家不是這樣子的心境，人家問說這樣石頭
點下去，什麼時候還會變成石頭？老師跟他講五百年。「五百年後
，當復本質」。呂洞賓說什麼？這個我不要學，我才不想害五百年
後的人。各位老師，我們想想看，當一個人都不願意去害五百年後



的人，他會去害他旁邊這個人嗎？他會去害他的親人嗎？
　　我們想想看那種心境，我們今天從事教育的心境，是不是也應
該是這樣的心境？我不願意害五百年以後的人。而不是一百年後自
然就會有解決方案，那是怎麼樣？把責任推給子孫。講這樣的話那
叫什麼？「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沒有後代，絕後。而絕後不是
沒有生男孩子絕後，是有這樣的心境叫絕後。因此我們今天在這裡
，有幸跟大家分享《弟子規》與企業管理，希望大家能夠把這些觀
念，帶到我們的生活裡面，帶到我們的教學裡面，讓我們學生能夠
更獲得利益。今天很高興，也很榮幸，跟大家有這麼一段時間分享
。我有講錯的，希望各位老師不吝指正。那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