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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到一個稱職的企業家，怎麼樣才能算有德？一定要做到
君親師的標準，這非常的重要。什麼是作之君？這個字看起來很容
易，可是需要的特質是我們這一生的課題。怎樣做才能把「作之君
」做圓滿？其實我們這幾天在這課程當中，跟大家一直談到這樣的
觀念，《弟子規》教我們就是三個字，叫學做人。問一個企業家，
有個企業家，記者問他，你怎麼做讓你成為這麼成功的商人？他回
答這個記者，我很怕人家這樣問我，我很怕人家跟我這樣定位。定
位我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他說我很怕。為什麼？首先我是一個人，
然後我才能成為一個商人。我們楊老師對這說文解字，很幽默，她
曾經說，商人傷人，專門在傷害別人。我們就想，我們是不是傷害
別人的商人？這位企業家就講，首先我是一個人，我才能做好一個
商人。這個學做人，確實是《弟子規》教導我們的一個重點。
　　所以作之君容不容易？一個人做領導容不容易？不容易。這幾
天一直在強調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就是以身作則。要作之君，最
重要的要以身作則，四個字太深奧了。有個學校在倡導學生不能染
頭髮，結果推行了一個學期沒有效果。老師疲於奔命，都是在檢查
學生有沒有染頭髮。有的是染在裡面，把它蓋起來，下課的時候，
再把它拿出來。都很苦惱，怎麼沒效，怎麼推行一個學期，還有人
染頭髮。這個老師課堂上正好有個學生把他氣得要死，回到了辦公
室之後，很氣，坐下來，就在那邊想，怎麼一個學期過去了，還沒
效？突然頭抬起來一看，他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辦公室裡面很多
的老師都染頭髮。以身作則多難。



　　有個銀行家到我們廬江來跟我們一塊學習，他就講，我們銀行
裡面幾百號的人（員工），只有貫徹一個觀念，貫徹了一年都貫徹
不好。什麼觀念？開會不要遲到，開會把手機關掉，就這一個觀念
，一年了，不見成效。他說後來大家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學了
弟子規之後，才知道問題出在哪裡，診斷了之後，發現原來遲到的
統統集中在前三排，還有永遠都只有前三排的手機會響。大家知道
誰坐在前三排嗎？都是領導、都是高階的主管坐前三排。他說沒辦
法落實是前三排統統做不到，那怎麼能落實？
　　昨天我也講過海口監獄的幹警，他們的司法廳副廳長到了廬江
，五天之後，他就有個感想，他們找到了一個原理原則。他說，教
育者，先受教育。教育者，我是教育者，他說我們以前的心境是什
麼？我是來改造你的，你是被我改造的。所以這個課程是給誰的？
是給你的，不是給我的。這出了很重大的一個問題在裡面。
　　日本有個企業家，土光敏夫，他做的事業是叫做職業經理人。
有企業要倒了，專門請他去幹總經理，這個企業就活了，他一生當
中救了很多的企業。記者就問他，你這麼樣的事業很難做。為什麼
難做？沒有班底，一個人去，都沒有班底，怎麼在荊棘當中讓赤字
變成盈餘，你太厲害了，你教教我們吧！記者有次去訪問他。土光
敏夫就講，其實也沒有那麼複雜，他就講一句名言，以身作則最具
有說服力。他每天四點鐘就起床，而且他曾經幹過東芝的總經理，
他沒有自己的轎車，都是搭地鐵上班，每天他一定是第一個到辦公
室。四點起來做什麼？他四點起來是在掃他們家的外圍、庭院跟其
他的馬路。一個非常純樸的人。他的晚年，記者要去他家採訪，找
不到路，就問他們家的鄰居，有沒有某某企業的董事長住在這裡？
鄰居統統都說沒有，我們這裡沒有住大公司的老闆，沒有。後來才
知道是那個人的時候，大家都嚇一跳，以為那個人是什麼？是清潔



隊員。因為天天在掃馬路，以為他是清潔隊員，完全沒有架子的一
個人，土光敏夫。
　　以身作則最具有說服力，他講了一句這樣的名言。我們就了解
到，確實以身作則四個字聽起來很容易，可是當我們在管理的心境
上，這對立、控制跟佔有的念頭沒有放下的時候，確實我們放不下
，這以身作則我們做不到，這是一個很微妙的心境。要做好一個領
導，我們不是只有以身作則，還要怎麼樣？還要換位思考。有的人
以身作則，嚴以律己，然後他也嚴以待人，嚴以律人，這確實我們
也看過。所以工作的過程當中，主管很強，底下的人很苦。要怎麼
樣？換位思考。
　　這換位思考，在儒家的經典裡面就是一個恕道，恕，如其心境
，如心，我們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想一想。中國的《易經》裡面有一
個卦象，我以前在看的時候，完全沒有辦法理解，這個卦叫做泰卦
。泰卦是這樣畫的，它是地在上，天在下。我以前很迷惑，看到這
個符號，覺得天本來應該在上，地本來應該在下，怎麼把天跟地換
位子就泰，就天下太平，搞不清楚，完全搞不清楚。後來深入看其
他的經典，一對照才發現，恍然大悟，確實這就叫換位思考。
　　天站在地的立場想一想，地站在天的立場想一想，那就天下太
平。先生站在太太的立場想一想，太太又要生孩子，又要煮三餐，
有時候又要上班，又要做那個，又要做這個。我回去之後，襪子一
脫（以前我就是這樣），茶就來了。對，也不用洗衣服，統統都不
用幹，太太已經那麼辛苦，我們還能夠要求這麼多嗎？先生站在太
太的立場想，太太站在先生的立場想，就是這個卦象！太太天天就
想，先生在外面，又要受老闆的氣，又要受員工的氣，夾在中間，
夾心餅乾，又要受客戶的氣，回來我們要多體諒先生。一個為對方
著想的念頭提起來的時候，家庭就太平了。所以這個卦象都是人生



的智慧。我們看到這個符號，不是講天地真的顛倒，不是；這個符
號是在提醒我們，永遠要站在對方的立場想，換位思考，把位子一
換，天下就太平。
　　曾經有個企業團體到日本去考察一個汽車公司，也是很有名的
汽車公司。一團的人到日本之後，到了這汽車公司門口一下來，所
有人都覺得很驚訝。為什麼很驚訝？因為在汽車公司的門口掛了兩
行字，所有人都看得懂，因為都是中文，都看得懂。叫什麼？叫「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這八個字。這個汽車公司高級主管出來
接待他們，就跟他們說，其實我們企業的核心價值就是這八個字，
這就是我們企業的核心價值。我們為什麼有這麼好的產品？因為我
們站在客戶的立場想，換位。這個產品不是給我自己用，是給別人
用的。我們的勞資為什麼這麼和諧？因為老闆站在員工的立場想，
員工站在老闆的立場想，換位思考。
　　在中國的禮儀當中，祭天這個儀式是皇帝的職責，皇帝每年都
要去祭天，到天壇（我們去看天壇就是皇帝祭天的地方）。這件事
情在教什麼？我們昨天講禮教，禮儀的教化，那個化就是潤物細無
聲，改變，然後讓改變者不受到任何的感覺，就在那個氛圍之下他
就改了。所以這個祭天的儀式在教什麼？教換位思考。皇帝每天都
在當什麼？當領導，對不對？他所面對的都是他的臣下，可是祭天
的那天皇帝變成臣下，天是領導。當他在祭天的時候，他換位思考
，那天他是臣。所以他祭天的疏文，後面是臣某某某，不是皇帝某
某某，不是；不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不是。他那天當臣下，他
的心境，他就了解到，原來當臣下的人我不能夠虐待他們；我虐待
他們，那天要是跟我過不去的話，我豈不是很難過？我不可以這樣
做，不可以虐下取功，不可以。這是教什麼？教換位思考。這個企
業的核心價值非常的重要。



　　另外有一團美國的商業團體到了中國大陸的某個工廠去參觀，
到的時候是吃飯的時間，中午，就領到他們的餐廳，大陸叫食堂，
到食堂裡面吃午餐。一個美國的領隊看到這個飯菜，他就在搖頭，
他說這個飯菜，他就講了一句話，給員工吃這樣的飯，員工都不應
該替他幹活，不應該替他工作，意思是這個意思。中午休息完之後
，參觀車間，帶到車間去看，一看到這些員工在做事的這種態度，
這個領隊又發出了一個感嘆，他就講，這樣子幹活，都不應該給他
們飯吃。到食堂裡面講什麼？吃這樣的飯，都不應該替他幹活；結
果到車間一看，這樣幹活，都不應該給他飯吃。什麼意思？我們中
國人講「各相責，天翻地覆；各自責，天清地寧」。是不是？
　　各相責，就是你都去指責對方，那就天翻地覆，那當然「大吵
三六九，小吵天天有」。一個家庭也是這樣，先生天天看太太不順
眼，太太天天看先生不順眼，各相責，都是你的錯，不是我的錯，
這個時候天翻地覆。那是什麼？那個卦就叫否卦，就是這個卦象。
地站在地的立場，天站在天的立場，天地否，家庭就完蛋了。這個
卦象告訴我們什麼？本位主義。天永遠站在天的立場，地永遠站在
地的立場；我也不想理解你，你也不想理解我，不交流，是不是？
所以泰就是天地相交，交流，互相的關懷對方。各自責，所有的人
都說我錯了，我是壞人，我錯了，這個世界天下太平，沒有壞人。
每個人都承認自己是壞人，自己是缺德的人，這個世界和平就有希
望。這是換位思考，太重要！各位朋友，太重要！
　　「反求諸己」，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錯，就是反求諸己。一個
人他能換位思考，他必然可以反求諸己。在國際很多研討會上，大
家去挑選一句孔老夫子最精闢的教誨，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件事情，其實跟反求諸己怎麼樣？它是一體的兩面，所有的
事情都是檢討自己，沒有檢討別人。所以我們在看禮教，禮儀的教



育，文化的教育，反求諸己，古人怎麼學？用射箭來學，用射箭來
教反求諸己。蔡老師那天也講，這個箭發出去，沒射中。首先怪誰
？風太大，對不起，今天風太大，不算。再一次，又沒有射中，不
好意思，昨天跟我太太吵架，不好意思，我太太的錯。再射一箭，
又沒射中，你看都在牽拖人，都是誰的錯？別人的錯，我的箭術本
來很高明的。射禮，這叫射禮。
　　《禮記》裡面你找八禮，射禮就是其中的一禮。用射箭來教什
麼？反求諸己。「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對不對？「射有似乎
君子」，射箭這件事情就跟君子的風範一模一樣，射有似乎君子，
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失諸正鵠，就是說沒有射中目標，怪誰？
怪自己，反求諸其身，我技不如人，一點都不怪罪別人，心平氣和
，君子之德。我們看到這樣的人，請問你會看不起他嗎？人很奇怪
，當他勇於認錯的時候，我們對他怎麼樣？大加讚賞。確實一個人
真正說，我錯了，我們一定不會怪他。當我們想要掩飾的時候，反
而怎麼樣？被人輕視，瞧不起。這是很微妙的。所以一個領導人做
到這三樣，他做得起，他是好的領導。台灣話說做得起，真的做得
起。這樣的領導，沒有人不佩服。員工有錯，攬在誰身上？自己身
上。「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跟堯舜一樣，天下人有罪，誰錯？
我錯，不是你錯，很重要的觀念。
　　「作之親」，一個人光做領導，那是不合格的領導。為什麼？
不親民，還要做父母，確實要做父母。我們再想想看，我們對待子
女的心境，跟我們對待員工的心境一不一樣？我在企業界的時候，
那時候美國流行一個很重要的管理學理論，叫「執行力」。前幾年
的事情，書局你去買執行力的書，一大堆，滿滿都是執行力的書。
我們企業也在學執行力。這講也有道理，就是說，你有再好的理念
，你有再好的產品，你有再好的設計，沒有執行，統統等於零。對



不對？對，完全沒有錯。所以我們就開始學執行力，我們企業也發
了很多書，因為我們是美國公司，發了很多執行力的書。
　　結果我看了第一本書之後，有點知道什麼是執行力；看了第二
本之後，有點模糊；看了第三本之後，徹底不知道什麼叫執行力。
為什麼？寫得太複雜。有一天我把《弟子規》翻開來，我在讀第一
句話，「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須敬聽；父
母責，須順承」，讀到這裡的時候，我突然有種開悟的感覺，為什
麼有這種感覺？你看我們把父母換成老闆，老闆呼，應勿緩，請問
是不是執行力？是。現在老闆呼，在叫你，不是我的事，不是在叫
我。老闆呼怎麼樣？趕快推出去。老闆呼，應勿緩；老闆命，行勿
懶，是不是執行力？是，現在老闆命，推卸責任。老闆教，須敬聽
，是不是執行力？是執行力。老闆責，你給我記住，有一天你不要
栽在我手上。有沒有？對，老闆責，須順承，是不是執行力？是，
統統都是執行力。
　　我有次跟很多企業家在座談，我說你們希不希望你的員工做到
這四句話？沒有一個人搖頭，所有人都點頭，我希望，我希望我的
員工都是這樣子。我就跟他講，你希望員工把你當父母，請問你把
員工當子女了嗎？你出國去旅遊的時候，你的孩子有一份禮物，你
的員工有一份嗎？這就是作之親的心境。做親人的心境，就是這分
心境，真誠，對待員工就像對待自己兒女一樣。在我們中國古代，
你去翻翻歷史，這種故事不勝枚舉，這種領導對下屬的照顧，像親
人一樣照顧的例子，不勝枚舉。
　　我們看到什麼例子？宋朝的曹彬將軍，他也是一個常勝將軍。
為什麼他百戰百勝，所向披靡？因為他的部屬對他像父母一樣，看
他就像父母一樣，為他出生入死。為什麼他做得到？就從一個小故
事我們就看出來。有個士兵犯了一個錯誤要打屁股，打十大板。這



罪案已經判好，曹彬就講，不打，今天不打，一年後再打。很多人
覺得很納悶，結果一年後，真的就把他打十大板。有個士兵他就很
納悶，問將軍，一年前你為什麼不打？為什麼你一年後才打？曹彬
就講，你有所不知，這個士兵在一年以前，剛娶了太太，剛結婚；
如果我在那個時候打他的話，這個士兵的媽媽，這個婆婆會牽拖，
就會認為這個女孩子是掃把星，我的兒子才剛娶妳不久就被打，妳
是掃把星。所以他說，如果有這個後遺症的話，這個媳婦她一生的
幸福就毀了。他們家的婆媳關係一生就毀了，我就把他們家搞得雞
犬不寧，他說這個不行。所以一年後打他，沒有這個後遺症。
　　我們就想到什麼？各位朋友，思考一下，打人，處罰，這個士
兵受到了處罰之後，請問他是怨恨還是感恩？他是感恩。他說你打
我都要想到我一家人的幸福，你連處罰我都想到我一家人一生的幸
福，這感恩戴德，太了不起！我們就想到一個做主管的，一個做老
闆的，請問我們罰一個員工，是用什麼心境在處罰？是父母的心境
嗎？是以父母之心為心嗎？是為了提升這個員工的人生境界嗎？我
們的初發心是什麼樣子的？我們就感受到作之親這個力量。當一個
領導可以把員工看成兒女的話，我告訴大家，你聘請的不再是一個
員工，你是聘請一個家庭。
　　我們現在真的要放掉聘請一個員工的這種心境。這叫什麼？契
約，我跟你是契約。我跟你只有契約關係，其他的，我們兩個沒有
關係，所以員工的離職率居高不下。如果從聘請一個員工，關懷到
聘請他整個家庭，怎麼樣？整個轉過來，這個員工跑不掉，因為他
整個家庭都被你聘雇，你關懷所及的範圍到一個家庭的範圍。我們
看到世間有沒有這樣的企業？有，我相信還是很多的。松下幸之助
的企業，在一九七０年代就已經有這樣一個意識。他就講，我的員
工如果有因公而受傷，或者是因公殉職的，他的兒女我養他一輩子



，養到他的兒女可以上大學就業為止，員工安心。不是說，出事了
，你家的事，不是這個心境；不是我有給你保險，對不起，不是這
個心境；是父母的心境，完全都是像自己兒女一樣照顧關懷，作之
親。
　　作之師，做老師。有個企業家曾經跑來告訴我，他說：周老師
，聽了你的課之後，我回去也以身作則，我嚴以律己，我有照顧員
工，我也很照顧，馬上改變我們公司的策略、政策，員工家屬有生
病，我都有慰問金。可是問題是我很失望，為什麼失望？因為我的
員工騙我，拿假的病歷來騙我，要錢，這周老師你講得不靈。各位
朋友，靈不靈？我告訴他，做得不圓滿。作之君你做到，作之親你
做了，可是你沒有作之師，你沒有教他。你沒有教他《弟子規》，
你沒有教他落實德行，你沒有做到圓滿，你不能怪你的員工。他為
什麼騙你？他沒有受到教育，所以要圓滿是什麼？作之師。
　　我常常跟很多的企業朋友交流，我說企業現在只有一條路可以
走，哪一條路？把企業辦成學校，確實把企業辦成學校。教什麼？
從頭教起。現在可能家庭教育也失去了，學校教育也失去了，到了
企業來，我們要怎麼樣？從頭教。要有那個恕道、有那個愛心，關
懷照顧我的員工，而且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他一定可以做好，給
員工無比的信心，這叫作之師。一個老闆用老師的心境在指導我們
的員工，把自己的智慧無私的貢獻出來，無私的給我們的員工，無
私，作之師。這就是今天蔡老師早上講的「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簡稱什麼？簡稱承傳。要先承才能傳，在哪裡做？在企業裡面做
。在企業教什麼？教孝。
　　企業怎麼教孝？企業教孝，我們看到現在年終快到了，很多人
在探討年終獎金有多少，又是用價格在衡量價值。我們看到很多的
年終晚會，大家在探討的是第一特獎，不知道是哪個牌子的車子？



其實年終晚會可以辦得很有意義，為什麼我們不在年終晚會的時候
把所有員工的父母都請來？老闆也把自己的父母請來，當著所有員
工的面，跪拜自己的父母；當著所有員工的面，給父母三跪九叩，
教，要教。在廬江我們每年過年都是做這個儀式，只要有父母在廬
江跟我們過年，我們統統請來，做拜父母的儀式。拜，給大家做榜
樣，感恩父母一年來辛苦的照顧。那天蔡老師也講到這個案例，一
家八口，那個父親笑得閤不攏嘴，整個過年，那個嘴沒看他合起來
過，永遠笑著，笑得很燦爛，家和人樂，我們都被他感染。一個那
麼好的聚會，錢應該就花在教孝上面，是不是？多有意義的一個活
動。
　　但是很可惜的是，我們現在企業不辦成學校，學校需要辦成企
業。大家有沒有覺得捏了一把冷汗？聽說現在有業績的壓力，老師
都有業績的壓力。還有醫院要辦成企業，天啊，醫生有業績的壓力
，你看怎麼辦！如果醫生也有業績的壓力，譬如說，今年的責任額
有多少錢，請問你敢找他看病嗎？你走到醫院裡面，他上下給你打
量一下，這是看你什麼？這個人我可以給他做什麼檢驗？我要不要
給他推銷什麼特效藥？他有沒有能力買得起？如果都是以這樣的心
境在衡量，請問我們的生命保障在哪裡？還有我告訴大家，如果以
後連法院都辦成企業，那就完了。所以我常常在講，一個社會如果
不把錢花在辦教育，它就要把錢拿來蓋監獄。監獄人滿為患。為什
麼？因為沒有教。我們一點都沒有怪罪，一點都沒嫌棄。為什麼？
因為失教。
　　老闆要當老師，要把自己人生的經驗無私的給我們的員工，無
私。你看作君親師要不要錢？要。怎麼大家這麼沉默？當然要。你
要照顧員工，當然要錢，那時候那個錢就活起來，那時候的錢就不
是費用，那個時候錢就是一個活的東西，那叫「仁者以財發身」，



這時候錢的意義就出來，它不是費用。那個銀行的第二句話寫的是
什麼？《大學》裡面的。第一句話是《論語》裡面的，第二句話是
《大學》裡面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
此有用」。這個銀行行長就講，《大學》的這段話是最徹底的賺錢
方法。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夠深入的理解這句話，他這一生要發財，
那太容易，他就這麼講，那太容易。他要發財一點都不難，只要這
句話入了心，沒有賺不到錢。
　　有德此有人，什麼叫有德？我們剛剛講，做出天地君親師的那
種心境，這個人有德。他天天在往德行的方向進步，天天覺得自己
不足，天天覺得我照顧員工，照顧得還不夠，很慚愧，覺得我照顧
得還不夠，天天往德行的路上在走，有德，這個人有德。請問有這
樣的主管，你願不願意跟他一輩子？當然願意，半夜都要去。是不
是？所以有德此有人是什麼意思？一個人有德行，他必然可以感召
有德行的人來到他的身邊。這個時候講的不是利害，講的是道義。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不是用競爭，他不教員工競爭，教
員工仁愛、合作。
　　要教，教孝悌，作之師。他表演的就是這一套，他做的也是這
一套，都是拿這個來規範自己，做員工的榜樣，他吸引來的人是求
利的嗎？不是求利，絕對不是，是為道義而來的。他吸引來的員工
全部都為道義來的，不是為金錢來的。為什麼？因為每個人都要在
這個企業裡面貢獻自己的人生價值，他不要價格，他確實不要。但
是老闆給不給？給。為什麼？互相照顧，老闆感恩員工，員工感恩
老闆，有德此有人，這是真理。而且保證那個公司的離職率一定是
最低的。所以企業也了解這個事實的真相。
　　請問各位企業主管、各位企業老闆，企業最大的資產是什麼？
企業最大的資產不是建築物，不是building，不是你的專利有多少



，不是你的產品有多吸引人，企業最大的資產是人，是人才。中國
的經典對怎麼認識人才，那個敘述太精闢。我們大家以前耳熟能詳
的《禮運大同篇》講什麼？「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講信修睦」，這句話懂了，我們的企業一定可以發達。
　　什麼叫選賢與能？這很重要。賢，你看人就是要賢，選賢與能
。第二句話叫講信修睦。各位朋友，我們現在對中國文化，因為已
經斷了很久，所以我們對很多的概念不是那麼清楚。選賢與能，我
跟大家用一個最簡單的白話文來講，就是選拔人才，這句話講的就
是人才。講信修睦講的是什麼？人和。我告訴大家，這兩句話就是
企業的核心價值，企業最重要就是這兩個，人才跟人和，其他的沒
有，其他的自然都會來。這兩個要是站得住腳，就有了。
　　但是很不幸的，我們對這句話產生很大的誤解。什麼叫選賢與
能？很多人講民主，民主就叫選賢與能，投票不就選賢與能嗎？以
前常常要投票的時候，要選賢與能，請大家去投票。各位朋友，請
問我們選到賢、選到能了嗎？我們現在問這個問題，請問我們選到
什麼？大家提起的是什麼？反求諸己，絕對不是君子求諸己，小人
求諸人，不是問大家我們選到什麼，突然腦子裡想起來是幾號，那
又在求諸人，錯了。請問我們選到什麼？我告訴大家選到什麼？選
到好惡。就是今天蔡老師講的「四不正」，「心有所好惡，則不得
其正」，我們選到的是好惡，是我們的喜歡跟我們的不喜歡。我們
是用喜歡跟不喜歡來選，我們哪是用能跟賢來選；我們選的標準是
自己喜歡跟不喜歡，我們是用好惡心在選，我們不是用賢跟能在選
，是這個道理。
　　各位朋友，反求諸己，確實我們想一下，是不是這個道理？誰
可以選，放下好惡的人可以選，有資格選。有個丞相，皇帝問他，
我有個位子，你幫我找一個人，誰適合那個位子？這個丞相就跟皇



帝講，某某某很適合。這個皇帝就跟他講，某某某，那不是你的仇
家？這個丞相就跟皇帝講，報告皇帝，你問的是誰適合做這個位子
，你並沒有問我，我的仇家是誰？對啊。過了幾天，皇帝又跟他講
，又有個空缺，誰適合做那個位子？這丞相就跟皇帝講，報告皇帝
，某某某適合。這皇帝也很驚訝，問他，那個人不是你兒子嗎？這
個丞相跟他講，報告皇帝，你問我是誰適合做這個位子，你並沒有
問我，我的兒子是誰？各位朋友，選賢與能，把好惡心放下，我們
才能選賢與能，不是說民主就是選賢與能。
　　各位朋友什麼是民主？是叫大家都來投票叫民主嗎？我告訴大
家，民主叫做以民為主，叫做為民做主，這叫民主。「作之君，作
之親，作之師」，這叫民主。為什麼？做父母，做父母要為兒女做
主。是不是？如果今天領導人不決策，我不決策，你們來投票；這
個決策，我不決策，你們來投票，你們來決定幹不幹。請問這叫民
主嗎？這叫為民做主？這不但不是叫為民做主，這叫什麼？這叫推
卸責任。反正是你們的決定，又不是我的決定，是你們投票的決定
，少數人服從多數人。對，領導已經不決策，你們在做決策，那是
你們的事。這叫民主嗎？我們現在對很多的概念不了解。什麼叫自
由？我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叫自由嗎？錯了。孔老夫子講，「從心
所欲而不踰矩」，那叫自由。我們現在想隨心所欲，可是而不踰矩
不要了，我們就沒自由。
　　什麼叫平等？我常舉個例子，我能扛五十公斤，請問我太太扛
幾公斤叫做平等？請問各位朋友，扛幾公斤？二十公斤，那太殘忍
。是不是？我太太應該不用扛。是啊，這才平等，不是我扛五十公
斤，我太太也扛五十公斤，那叫平等，那叫不平等，那叫假平等。
怎麼行？男子漢，這時候就要挺身而出，這叫平等。我們現在都沒
有了，不見了，我扛五十公斤，你也要扛五十公斤，這叫平等嗎？



確實平等就沒有了。我們對這些觀念，這些要在我們生命當中去反
思的問題，就了解到人才怎麼得來，把好惡心放下就得到，不是從
好惡心去看他。看他的什麼？看他的本性，用他的優點。欣賞別人
的優點，他的優點自然就可以發揮到淋漓盡致。
　　今天就到這裡，好，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