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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好。上節課我們跟大家談到管理，談到一些科學的概念。
事實上，思想會引導我們的行為，行為造成我們的習慣，而一個人
的習慣就會影響他的命運。所以人的命運好壞是操縱在自己手上，
命運的好壞決定於思想的態度跟方向，也就是價值觀。剛剛說到，
如果我們的思想觀念從小就被灌輸對立、競爭、機械觀這樣的一個
價值觀念，那我們的人生態度所使用的就避免不了是這些政策、法
規，我們會依賴這些東西，認為這些東西就是我們可以管理的憑證
，因為它是一個對立的狀態。
　　而我們發現這個對立的管理很累。有個朋友告訴我們，他這一
生都在懷疑中相信一切，在相信中懷疑一切，很累，他在相信中又
懷疑，懷疑中又帶著相信，很累的一種人生態度。為什麼會這個樣
子？因為對立、因為控制、因為佔有。這樣衍生出來的一個管理模
式就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機械觀所引發的一個管理學模式
。既然是機械觀，我們想想，這都跟我們大自然的運作有關係，我
們認為大自然跟我們不是一體的，所以我們就恣意的去蹂躪大自然
；我們沒感受到我們跟父母是一體的，所以我們對父母也產生不了
孝心。所以換位思考還有設身處地非常重要。俗話講「養兒方知親
恩」，這就是設身處地，養了兒才知道父母的恩德。為什麼？因為
我們自己也感受到了做父母的心境，還有這種感同身受的經驗，所
以養兒方知親恩。有這樣設身處地的一種經驗之後，他就能理解為
什麼是一體，為什麼不能割裂，割裂了就不孝。你看這個「孝」字
，上面是一個「老」，下面是一個「子」，而這個老跟子沒有界限



，它合成一體，這是中國人造字所傳遞的智慧。你看仁愛的「仁」
是兩個人，可是兩個人是一體。這都是中國文字的智慧，每個文字
都可以上一堂課。你看仁愛的「愛」，這繁體字，他是用心去感受
。它這個心很奇怪，它的心是在裡面的。有一天我就在想，為什麼
心不在外面？心可以這樣寫，我說「愛」能不能這樣寫？不行，這
種愛叫做沒有感同身受的愛，那不是真的愛，他在旁邊看，那個心
不在裡面。心為什麼在裡面？因為一體，同體的感受，感同身受。
父母對我們就是這個愛，那就是很有智慧的文字，它沒有辦法割裂
。
　　因此，我們講「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它就是一種症狀解決
的方案，症狀解。為什麼說它是症狀解？因為看到的是症狀的解除
所帶來團體的利益或者是他個人的利益。我們有個老師是上孩子課
的，他就遇到過這樣一個事情，有個孩子他媽媽帶他來上課，結果
下課他不回家去，不回去，這個媽媽拉了好幾次，兩歲的小孩。結
果就把糖果拿出來，糖果拿出來之後，這個孩子就跟媽媽回去了。
他就常常舉這個例子，對我啟發很大。為什麼這個小故事啟發這麼
大？我們看到這種場景，幾乎在任何一個地方都看得到，很熟悉，
孩子在超市裡面他就是吵著要買東西，在那邊打滾，媽媽有時候拗
不過他，「好吧，買給你」，這種鏡頭我們都很熟悉。可是從這個
故事裡面我感覺到，管理學就在這一幕當中體現出來。你看，孩子
不聽話，媽媽拉他拉不動，用什麼？用賞罰。糖果拿出來，回不回
去？回去糖果就給你。孩子好了，談條件，可以了，回去了。看起
來好像覺得沒什麼，覺得理所當然，每個人都是這樣做，可是沒有
想到，孩子不回家這件事情是什麼？是症狀，它不是病因。
　　就像我們，大家有頭痛的經驗，請問頭痛是症狀還是病因？是
症狀。中醫裡面有症、有病。結果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都是症狀的



解除。譬如我問很多的朋友，頭痛吃什麼？很多人說，當然是吃止
痛藥。止痛藥治的是什麼？是症。它有沒有治病？沒有治病。可是
沒有治病，把症狀壓下去，好不好？不好。請問頭痛的病在哪裡？
是不是在頭？不一定，可能在腳。所以中國人講「頭痛醫腳，腳痛
醫頭」，有沒有道理？有道理。因為頭痛只是一個症狀而已，你把
這個症狀解除了並不代表病根治了。所以，病還在，只解除了症狀
，導致的結果是我們忽略了，我們會無法掌控當這個病爆發之後所
產生的後果是什麼，這叫症狀解。就像我們家裝防盜器，有小偷入
侵，我們不是去抓小偷，我們是把防盜器關掉，這是一種不理智的
做法。
　　所以你看那個孩子不走，不聽媽媽的話，這是什麼？這是症狀
。結果她拿糖果出來，解決了什麼？解決了症狀，沒有解決這個孩
子觀念裡面那個根深蒂固對父母已經產生疏離、不孝的那種苗，那
個種子，她沒有去理會。所以他兩歲的時候糖果在他的心目當中比
媽媽還要親，他兩歲，請問他二十歲的時候？二十歲的時候會不會
突然他把媽媽看重了，然後把一切財物看輕了？不會。兩歲的時候
糖果都超過了母親對他的影響力，請問他二十歲的時候會不會因為
兩百塊錢，會不會因為兩千塊錢，甚至於兩萬塊錢，跟母親切斷母
子關係？當然是可能的。所以我們用這些管理方法，我們要首先很
清楚的認識到它是在解決症狀的問題還是根本的問題。現在大多數
的管理學所傳遞的方法論，我們看幾乎都是在解決症狀的問題，它
沒有解決根本的問題。所以症狀愈處理，就像在救火一樣，這個火
沒有辦法把它滅盡，永遠在救火，而且永遠用新的問題來解決舊的
問題，一直有新的問題來解決舊的問題，他達不到解決的方案。
　　所以《論語》的這一半部，講到的就是症狀解。我們看到它用
的是什麼手段？用的是政治手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這些



都是政治手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用的是教育手段。它告
訴我們，政治手段跟教育手段能不能分割？不可以分割。是不是要
了教育手段就不要政治手段？不是，不是這個意思。所以中國的老
祖先是走中庸之道，他不是走極端，不是說只要道德就好，不是這
個意思。他告訴我們知所先後，他告訴我們政教要合一，政治手段
跟教育手段要同時進行。昨天李顯峰老師講到一句《禮記·學記篇》
裡面所說到的一句話，叫做「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建國君民講
的是什麼？政治手段，取得政權。教學為先講的是什麼？取得政權
之後要什麼？第一個，為先，第一個最重要的要抓什麼？教育。就
像我們創立企業一樣，創立企業那叫建國君民；君是指領導，民是
指被領導，君是指老闆，民是指員工。所以建立一個企業什麼最重
要？不是企業的章程，不是企業職員薪水的計算方式，這是末，枝
末的問題，根本的問題是什麼？是教育，是心境的問題，是心態的
問題。所以他就講到評價，如果我們非常的迷信用法律、法條可以
管理，我們很迷信賞罰可以管理，最後會出現的結果，管理的評價
是什麼？民免而無恥，這是管理的結果。也就是說，管理會出現什
麼結果？民免而無恥。什麼叫做免？這個「免」字下得很好，就是
苟免。什麼是苟免？就是我只要不被你抓到就好，我不要被你看到
就好，苟免，僥倖的心態。所以我們常常聽到「上有政策，下有對
策」，就是免，反正你上面有政策，我下面就有對策，叫做免。底
下的人在做的事情都是在避免被處罰，避免被你抓到，避免被你了
解到他的作為。他花腦筋都花在這裡，花在鑽法律漏洞，他不是花
在怎麼認真的敦倫盡分做他的事業，就像學生不是花精神在學習，
而是花精神在作弊，一樣的道理。為什麼？無恥，因為他不覺得羞
恥，他覺得這個東西很正常。
　　有一個台灣的順口溜叫做「考試不作弊，明年當學弟」，這裡



叫師弟，我們那邊叫學弟。為什麼？留級，留級就當學弟。再來，
「寧可沒人格，不可不及格」。我們想想看，寧可沒人格，不可不
及格，那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我想到，就是一個天平，各位朋友
，這兩種東西能不能放在天平的兩端秤？你覺得秤得了嗎？秤不了
，人格跟及格怎麼能秤！但現在的學生告訴你可以，不但可以秤，
而且人格比較輕，及格比較重。為什麼他會有這種想法？在一份問
卷調查裡面，是問中學生，這也是台灣的數據，它問中學生，為達
目的不擇手段，你很贊成，或者是贊成，或者是反對，或者是很反
對，你打勾。結果統計出來，問卷調查顯示，贊成或者是非常贊成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問卷佔了三分之二，也就是有三分之二的中學
生認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對的，民免而無恥。各位朋友，你想想
看，這個天平它右手邊可以擺人格，左手邊擺及格，他今天從學校
畢業之後，左手邊的及格會變成什麼？可不可能變成一百塊？可不
可能變成一個手機？可不可能變成一個職位？都可能，它可能變成
任何一個有價的東西。各位朋友，您敢把企業交給這樣的人嗎？您
的企業敢交給這樣的人嗎？他可以把任何有價的東西擺在天平的另
外一端跟他的人格去較量，我們不敢。
　　確實這是一個大問題。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因為我們在實施
教育，在建立管理理念的時候方向就錯了，我們是用機械觀來建立
，不是用整體觀來建立，它不是科學的，它是反科學的，不以無知
愚昧為恥，它是愚昧無知的，可是我們把愚昧無知奉為圭臬，奉為
管理學的最典型，經典的管理學，看錯了、搞錯了。經典的管理學
在中國古代，孔老夫子有個學生，「君子哉子賤」，這是《論語》
裡面的，孔老夫子讚歎他，說這是君子。子賤他曾經當過單縣的縣
長，他治理單縣，人民對他就像是父母一樣看待他，所以單縣非常
的有秩序，人民很守法。很多人到單縣都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你們



這麼守法？當地的民眾就講，我們不忍心欺騙我們的子賤大夫，他
說「不忍欺」。同一個時代有個大夫，鄭國的子產，子產他能做到
什麼？做到「不能欺」。另外有個大夫叫西門豹，治鄴，這個人他
可以做到「不敢欺」。各位朋友，三個管理學的層次已經出來了。
什麼叫做不敢欺？這個不敢欺叫做敢怒而不敢言，就是《弟子規》
講的「勢服人，心不然」，這就是勢服人，不敢欺。
　　各位朋友，你在追求哪一個管理學層次？我們花了很多的錢去
做很多的管理學培訓，這些管理學的培訓在教我們哪一個層次的管
理？我在想，能做到不能欺就了不起。什麼叫不能欺？不能欺就是
他的制度設計到你沒有辦法欺騙。做不做得到？至少現在我還沒看
過第二個子產，不容易！所以幾乎很多的企業都在追求什麼？不敢
欺。講得比較粗魯一點，這可能是穢污詞，三流的管理學。我們老
祖先的眼中，這就是三流的管理學，但是我們把它奉成圭臬，說這
個管理好，忽略什麼？不忍欺！不忍，什麼叫做不忍？從《孝經》
裡面都看到不忍欺。《孝經》的管理，我在台灣有本雜誌看到（商
業雜誌）它在票選，因為我們現在這裡在國學熱，台灣也在國學熱
，它在票選十本最經典的管理學，叫做管理學經典票選。《論語》
當然上榜了，《大學》、《中庸》、《孫子兵法》、《易經》，這
都上榜了，有十本。結果我們一看，我很失望，為什麼很失望？沒
有《孝經》，這裡面沒有《孝經》。
　　其實跟大家講老實話，《孝經》是我們老祖先裡面最高級的管
理學，《孝經》，昨天我們李顯峰老師說了《孝經》。為什麼是《
孝經》？大家想想看，不忍欺，我們想想我們對父母什麼樣的情感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這是很多中國
人耳熟能詳的一個句子。就是我們的身體、我們的頭髮、我們的皮
膚，誰給的？父母給的，就是受之父母。為什麼叫做受之父母？受



之父母就是我們這個身體是父母給的，所以這個身體的所有權是誰
的？各位朋友，身體的所有權是誰的？父母的。我們對這個身體有
沒有所有權？沒有所有權，我們對這個身體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
權，所有權在父母那裡。這個比喻可能大家不容易懂，就像我們去
租房子，您租過房子您就知道，那個房子的所有權是誰的？房東的
，我們只有使用權，對不對？所以您能不能隨便的去破壞這個房子
？不行，你要破壞這個房子之前你要問房東，徵求房東的同意。所
以這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因為我們沒有所有權
，我們只有使用權。所以能不能自殺？不可以，因為你沒有所有權
，你怎麼可以自殺？這是不孝，大不孝！這叫不忍欺。
　　然後《孝經》告訴我們，這叫「孝之始也」，剛剛開始。告訴
我們，這張臉是誰的代表？父母的代表，這張臉代表的就是父母，
父母的招牌，這是父母的招牌，所以走到哪裡，人家只要看到這張
臉，因為我們沒有所有權，所以我們這張臉就是父母的招牌。各位
朋友，再擴大一點，舉一要反三，這個三就是一切。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萬物。這張臉除了代表我們父母之外，還代表誰？祖先，
代表祖先。所以我們頂著這張黃皮膚黑頭髮的臉跑到全世界各地，
人家看我們這張臉，就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中國人。身體髮膚受之
父母，你看中國人，這張臉是老祖先的招牌，所以我們跑到世界各
地，如果那個痰吐下去，完了；那個垃圾只要這麼一丟下去，完了
，為什麼？祖先蒙羞。這是孝之始也，剛剛開始而已。這是《孝經
》說的，那是剛剛開始。剛剛開始這個心境就可以壯大一個民族，
就光是這個心境就讓一個民族從此之後那個腳跟就站起來了，了不
起，就是剛剛開始而已，這是孝道的管理，不忍欺。
　　我們想想看，有這樣心境的人，踏遍全世界都得到尊重，為什
麼？他不忍心欺騙、欺瞞或者是讓他的祖先蒙羞，他不忍心，捨不



得。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母活一百歲，常憂八十兒」，真是捨不得
，怎麼可以讓母親那麼擔憂？「兒行千里母擔憂」，今天晚上要唱
這首歌，大家再仔細的品味一下那種不忍的狀態。各位朋友，這種
不忍的狀態起來，我們就會管理了，真會管理。有個長輩告訴我說
，一個人只要學會一種態度，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有辦法解決，什麼
態度？她告訴我說，用母親的態度。我當過父親，但是我沒當過母
親。她怕我不懂，這位長輩是位女性，她就告訴我，母親是什麼態
度？這裡有一千個人，哪怕有一萬個人，這個媽媽往這一萬個人的
場景一看下去，第一眼看到誰？就看到自己的兒女。用那個心情來
做任何一件事情，他不會遇到任何的困難，他一定可以克服，這就
是母親的心境。所以只要體會這個母親的心境，我們怎麼敢欺騙、
欺瞞或者是讓母親擔憂？這叫孝道的心境，這不忍欺。
　　講老實話，現在的兒女出了門，我曾經聽到一個媽媽講，我的
孩子出門就像丟了，回來像是撿到。她說她的兒子一出去，她睡覺
的時候，人家說提心吊膽，她說我連肝都吊起來了，只有吊膽還不
夠，連肝都一起吊起來。為什麼？擔心、擔憂。我們可以發現現在
的父母很難為，可是這是結果，原因在哪裡？就是這個不能欺、不
敢欺，這是結果，原因在哪裡？我們在整個管理的心境上出了問題
，嚴重的問題，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這種生活模式，從來沒有這種生
活經驗，所以我們不曉得老祖宗有這麼高的管理學的智慧。問題來
了，我們要員工不忍欺，那是把員工看成什麼？讓員工看我們是父
母，請問我們有沒有把員工當子女？這是相對的，父慈子孝。我們
讓員工不忍心欺騙我們，我們有沒有把員工當成子女？這就是問題
所在，這就是孝道的管理為什麼有瓶頸、為什麼有落差，問題就出
在這裡。
　　有一陣子，因為我在企業裡面待過，我也學過很多的管理學，



公司派我去學。當時我跟那家打工，老闆也給我們很多的照顧，給
我們很多的機會去培訓。但是我們那個時候說老實話，培訓說真的
是走了很多的彎路，效果並不是很理想。學了很多的方法，用不到
，用不上，就是術，沒有道，所以用不上，也不知道怎麼用，但是
都很貴，培訓課都很貴。這些培訓課它傳遞的，我們剛剛說到，確
實他也不懂。有一陣子很流行執行力，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
大概是四、五年前很流行。我也上了執行力的課，看了執行力的書
，很認真的學，還寫心得報告。結果我老實跟大家講，我看了第一
本執行力的書，我真的有點知道什麼是執行力，看了第二本，有點
模糊，看了第三本，徹底不知道什麼叫執行力。西方的學問確實有
這個特徵，愈深入愈不懂愈玄。結果有一次我就很鬱悶，要寫心得
報告，我也不知道怎麼寫，我就拿《弟子規》看，結果看《弟子規
》，我就看「父母呼，應勿緩；父母命，行勿懶。父母教，須敬聽
；父母責，須順承」，我大腿一拍，我知道什麼叫執行力了，這幾
句不就是執行力嗎？你把父母改成老闆，各位朋友，「老闆呼，應
勿緩」，是不是執行力？是。現在老闆呼，怎麼都不應。「老闆命
，行勿懶」，是不是執行力？是。「老闆教，須敬聽」，是不是執
行力？是。「老闆責，須順承」，是不是執行力？統統都是，沒有
執行力比這個還要了不起，問題是你要員工把你當作父母，你有沒
有把員工當子女？這是關鍵的問題。我們希望你把我當父母，但是
我們對員工的心境是不是對子女的心境，這點很重要。
　　所以孝道的管理，講老實話，說起來它不是一個理論，它是非
常切身的關係。我就常常在講，為什麼我們現在人不懂孝道的管理
？因為沒有演員，缺乏演員。怎麼說起？我們都知道，過去的家是
一個大家庭，這個家，我們現在家的概念叫做三口之家、四口之家
，這叫家。過去人認為什麼是家？一個村落那是一個家，譬如這個



村落，王家村，李家村，張家村，它就一個姓，那個姓的人在那裡
它其實就是一個家族，幾百個人在那個地方繁衍他的後代，它是一
個家。這個家的概念跟我們不一樣，它有五代同堂、有四代同堂，
有爺爺、有父親、有兒子、有孫子，我們講這叫有表演孝道的演員
。所以爸爸對爺爺行孝，他要不要教孝？不要教，爸爸在對爺爺行
孝的時候，孩子看得一清二楚，孩子看得一清二楚之後他就模仿。
我們要知道，小孩有種特別的能力，叫模仿力，模仿，他長大自然
而然就懂得怎麼樣行孝道，不是教出來的，他是習慣成自然，少成
若天性，他是這樣來的。
　　我們現在為什麼不懂？因為缺乏演員，現在都是三口之家，它
沒有演員，少了上一代。三代，少了一代，缺了演員，現在也了解
。所以有一陣子就在倡導要把演員找回來，找演員回來表演孝道。
所以有首歌叫「常回家看看」，你要回家看看，回家的時候演員就
齊了，找齊了之後開始表演孝道，下一代就學了。這個歌很流行、
很風行，唱了大江南北，結果有個老太太跟她的老先生就打電話到
電視台，跟電視台的工作人說，拜託你們，不要再放這首歌。老先
生、老太太，這首歌很好！他說沒有錯，你們放了這個歌之後，我
的孩子每個禮拜都帶我的孫子回到家來看看，已經做到了。這不是
很好嗎？一家團圓，好事！對，你有所不知，以前我們兩個老的很
自在，可是自從我的孩子回來之後，我每個禮拜六、每個禮拜天就
要煮飯給他們吃，吃完飯之後，他們三個，兒子、媳婦還有小孩就
到客廳裡面二郎腿一蹺就在那邊看電視，我們兩個老的不但要吃剩
菜剩飯，還要把這些碗盤收拾乾淨，我們很苦！你們下次不要放「
常回家看看」，放「常回家幹幹」。我們了解到，為什麼出現這種
社會現象？因為沒有演員，他不了解什麼是孝道，什麼是孝道的管
理，他沒有概念。



　　所以我們講「身修而後家齊」，這個次序絕對不能顛倒，身修
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絕對不能顛倒。
我們現在身修沒有了，我們就要家齊，我們就要國治，做不到。而
修身還有沒有根本？有，有根本，還要往前面再去找根本，「物格
而後知致，知致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你看
修身前面還有幾個步驟？還有四個步驟。現在的人不但是修身沒聽
過，修身都沒聽過了，何況是前面四個步驟？一定很陌生，非常的
陌生。所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這個步驟是一個人在
選擇配偶結婚之前必修的課程，我們現在講必修課，中國人的必修
課就是先修這五門功課，他才有資格結婚。
　　什麼是格物？很簡單，我們叫與時俱進，用白話文來講叫格除
物欲。什麼叫致知？致知就是把物欲拿掉之後，把物欲看淡之後，
人本有的智慧就彰顯出來，告訴我們智慧是本有的。就像善良是本
有的，本性本善，它不是外加的，它不是學來的，它沒辦法學，學
不了，它是本有的，不用學。不用學怎麼辦？只要拿掉，拿掉什麼
？拿掉欲望，把欲望拿掉，智慧就透出來，拿掉愈多智慧就透得愈
多，心愈定智慧就愈彰顯。所以它的祕訣不在外，在內，如果不從
物欲看淡下手，沒有辦法管理，管理就出問題，它的根沒有了。
　　所以我們追求管理方法，追求管理的手段，那是枝末的問題。
我們並不是說這個不重要，不是這個意思，我們叫「德者本也，財
者末也」，一樣的道理。今天講本末，不是說末就是不重要的，不
是這個意思。大家看到一棵樹，請問這棵樹哪個部分能夠缺乏？統
統不能缺乏。從根到幹、到葉、到花、到果，一個都不能少，它是
一體的，它是整體的。就像我們這個身體，眼睛、鼻子，你說哪個
重要？耳朵，哪個重要？都是最重要的，都是第一，第一個重要，
有沒有哪個排第二？沒有，可是它同等重要，但是它有次第先後之



別，先本後末。我們講「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這個本是什麼？
根，根叫做本。所以它這個木下面一點，這叫指事，《六書》造字
指事，點在下面，為什麼？因為根在下面；這個「末」，點在上面
，告訴我們這個末是什麼意思？枝葉花果叫末，並不是不重要的意
思，枝葉花果叫末，所以叫德者根也，財者枝葉花果也。這個根跟
枝葉花果同等重要，可是根必須要先紮下去，它是先，然後枝葉花
果是後，「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這就是道。因為自然界的植物
生長就是依照這種法則，它不可能先長出枝葉花果，然後根再慢慢
的長，不可能。它一定是發芽的時候，大家去看豆子，孵豆芽，大
家去看，一定是根先長出來，然後那個芽才長出來，它是這個樣子
，它根要紮下去，豆芽才能往上長，它有先後之別，這叫道。
　　所以本末的問題就是我們人生經營的問題，就是叫生涯規畫，
現在人講生涯規畫，《大學》的這段話就叫生涯規畫，我們叫與時
俱進。所以生涯規畫的先後次序，第一個先教格物，我們從孩子成
長的過程當中，第一個課題就是教他格物，格除物欲。我們看這個
生涯規畫很有趣，這個生涯規畫所引導的就是什麼？就是幸福的人
生。但是我們現在的生涯規畫沒有這樣的順序，把它打亂了，沒有
教前面那一段，我們教枝葉花果，為什麼？因為根沒有看到，這個
植物長在這裡，根沒有看到，根沒有看到容易被忽略，以為沒有根
。所以大家看到插的花，擺在這裡很漂亮，有沒有，請問它漂亮多
久？漂亮幾天。因為什麼？它沒有根，沒有根沒有生命力，不能生
長，它沒有生命力。就像一個家庭沒有德，沒有生命力，他只有財
富，這個財它是死的，沒有生命力，好看，好看多久？
　　所以晚清（清末民初）的時候有一個就是曾國藩先生的外孫，
叫聶雲台，聶先生寫了一本書，叫做《保富法》，保有富貴的方法
。這個大家一定很有興趣，保富，太了不起的學問。怎麼保？他開



宗明義就講，講得很好，他說發財不難，保富最難。對於一個人生
涯規畫來講，發財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因為「大富由命，小富由
儉」，這件事情不困難，可是困難、瓶頸出在哪裡？保富，就是你
能傳幾代，這叫眼光。講老實話，我們現代人的眼光請問多遠？我
常常做一個比喻，我說以前在美國公司，我是領年薪的，所以我的
眼光就是一年。真的是這樣，為什麼？領年薪的人什麼時候離職？
什麼時候打離職報告？就是年終那個紅包領到了再離職，所以他眼
光就一年。領月薪的人眼光多久？一個月，月底再走，把月底那份
薪水領到了再走，他的眼光就一個月。我現在聽說有領週薪的，他
的眼光多遠？一個禮拜。還有日薪的，他的眼光只有一天。現在還
有時薪的，你看慘不慘？眼光多久？一個小時，他的眼光只有一個
小時。可是我們看「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你看種一棵樹，我們
現在講森林管理員或者是園丁，一個做森林管理員的人，請問他的
眼光要多久？十年。所以我說我以前在美國公司上班，我眼光只有
一年，我說我不配種樹，我種樹一定會死掉，因為我眼光只有一年
，我還不配去種樹。搞教育的人眼光要多遠？各位朋友，一百年，
至少一百年，這叫眼光，這叫見地。
　　所以「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一個讀書人一定要先培養他的氣
度，什麼氣度？我們今天聽胡總講「量大福大」，器量要大。古人
講得好，「觀德於忍」，看一個人的德行從哪裡看？一般的時間看
不出來，看他逆境的時候，他忍耐的功夫就是他的德行，觀德於忍
；「觀福於量」，觀一個人的福報從哪裡看？看他的度量。現在很
多的孩子遇到挫折的時候就說：不要惹我，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各位朋友，忍耐的限度就是一個人成就的限度。如果一個孩子我們
從小就教他「士先器識」，把他的度量打開，把他的見識打開，把
他的眼界打開，他還會說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嗎？我們希望我們的



孩子忍耐是沒有限度的，他的成就絕對沒有限度，因為他裝得下，
他是那個料子。所以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才來談他有什麼知識，有
什麼技能，有什麼工藝，有什麼技巧，先後的問題要清楚。並不是
說文藝不重要，不是的，文藝是服務人的工具。所以先後本末太重
要了。
　　因此我們今天談到家庭，你看一個家的組成，回溯到它根源的
地方，格物，格除物欲。我們現在以欲望做為先導，以欲望做為條
件，以欲望當成文明推動的動力，那真的是源頭就錯了，從源頭就
錯了。一個人他認為欲望可以推動文明，那他什麼事情幹不出來？
他有什麼度量？那是完全違背了整個人類文明進化的一個方向，完
全背道而馳，他找不到根本，問題就出在這裡。你說我都沒有欲望
了，那我掙那麼多錢幹什麼？各位朋友，答案還在《孝經》裡面。
如果大家手上有《孝經》的話，大家可以翻開「諸侯章」，「諸侯
章」講的就是經營之道。我們要了解到，古代諸侯管轄的範圍其實
跟現在的大企業差不了多少。你看劉總的公司裡面有一千多個員工
，這一千多個員工在當時就是一個諸侯國。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大
家翻到「諸侯章」了嗎？「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我們看一個人
在很高的地方危不危險？很危險，一不小心掉下來就粉身碎骨。怎
麼樣的狀態可以讓他在高的地方不危險？不驕、謙虛。明天我們劉
教授講課會跟大家講到陰陽之道、處世之道，明天我們再仔細聆聽
劉教授的演講，就能了解到這個道理。
　　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大家想想看，一個杯子
滿了，最後一定怎麼樣？溢出來，這是一定的。可是怎麼讓它滿了
之後不會溢出來？制節謹度。什麼叫制節謹度？就是節儉，就是溫
良恭儉讓的儉；這個不驕就是溫良恭儉讓的讓，不驕。所以不驕，
他的結果就是不危，節儉，他的結果就是不溢，「高而不危，所以



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各位朋友，長守是什麼意
思？保富，保住了。保多久？長，看我們上面能夠堅持多久，這裡
的富貴就能保多久。富貴有沒有人拒絕的？有沒有人跟富貴過不去
的？沒有，都希望長守富，都希望長守貴。他現在告訴我們原因在
哪裡？這句話裡面有兩重因果，「在上不驕、制節謹度」是因，「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果；第二重是什麼？「高而不危、滿而不
溢」是因，「長守貴」跟「長守富」是果，它有雙重因果在裡面，
這是人生的大智慧。
　　問題來了，為什麼要有富？為什麼要有貴？為什麼要長守富？
為什麼要長守貴？下面答案有了，「富貴不離其身」，不離開我們
這個身，我有地位，我有財富，做什麼？「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
其民人」，那就是他富貴的目的，他富貴的目的不是為了自己享受
，是為了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就是他創辦這個企業的目的在哪裡
？因為有這麼多人跟著他。你看我們劉總，有一千個員工跟著她，
她能說我明天不幹就不幹了嗎？不可以。她保有這個富貴為誰保的
？為這一千個員工保的。保其社稷才能和其民人，這一千個家庭怎
麼樣？就是因為有這個老闆在，所以這一千個家庭過著溫飽的日子
。這是責任，這叫社會責任。所以保富保貴不是為自己，是為了和
其民人。你看人家寫得這麼清楚，「諸侯章」寫得這麼清楚，這是
管理學！那答覆你怎麼保？怎麼做到在上不驕、怎麼做到高而不危
，簡不簡單？他說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他最後引《詩經》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什麼意思？告訴我們，一
個人要成就這樣的人生修養，要成就這樣格物的功夫，就像是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多久？一輩子，一輩子都要用這種態度來過生活
。他說這樣的人他的家道就能夠傳下去，他的家學、他的家業就能
夠因此而傳下去。我們看到這樣一個教誨，我們看到老祖先這樣一



個這麼透徹人生的我們叫生涯規畫的藍圖，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光
是一百年以上的眼光，甚至是一千年以上的眼光，他才能規畫出這
種高智慧的人生藍圖，生涯規畫的軌跡。他不是一天的眼光，領日
薪，或者是一個禮拜的眼光所能夠看得到的，不是的。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企業，就是一個家的前身，一個企業就要變
成一個家。我遇到一位老闆，他告訴我說，我過去認為我的企業叫
做家族企業，他說他要傳給他兒子，兒子再傳給孫子，這叫家族企
業。他說他現在不這麼認為了，學了傳統文化，他要把家族企業變
成企業家族，他要把員工當成他非親生的兒子。這是高度的認識，
他才能講出這樣的話。在過去我們傳統文化以血緣關係來形成一個
家，幾百口之家，現在血緣關係沒有了，也不可能再回復到過去那
種大家庭的狀態，回復不了，而家正是這個民族安定五千年繁榮不
衰的一個祕訣，它是靠家學延續下來的。中國人的家譜那是全世界
最大的一個特色，而孔氏的家譜又是家譜當中最完整的一部。一個
人認識家譜，他對這個祖先有情感，他會知道他跟祖先是一體的。
了不起的管理學，這真的是了不起的管理學。
　　現在血緣關係沒有了，不可能再建立這麼大的一個家族，怎麼
辦？有沒有方法可以把家道、家學、家規傳下去，把家業傳下去？
有。什麼辦法？企業。過去用血緣來建立一個家庭，現在用道義來
建立一個家庭；過去用血緣來團結一個家族，現在用道義來團結一
個企業。但是要做企業家族之前，首先，因為大家對這個家很陌生
，現在真是叫家破人亡，因為三口之家這不成家，怎麼辦？它有過
程，要先教，教會員工什麼是家的概念。所以今天胡總講到，一個
領導人真正要做到，他要做到三位一體，什麼叫三位一體？就做「
君、親、師」。
　　我在南方一帶看過，好像在湖南，家家戶戶牆上都貼了一張紅



紙，上面寫著「天地君親師」。很多人認為這是封建、迷信，現在
哪有君親師？這不是封建、迷信，中國人的任何設施都是有它的教
育意義，這張紙貼在那裡至少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感恩，感
恩天地，感恩君（國家領導人）、感恩單位領導、感恩企業領導，
君；親，感恩父母；師，感恩老師。為什麼天地需要感恩？當然需
要感恩，沒有天體的運轉，我們哪來的二十四節氣？沒有二十四節
氣，我們哪來的莊稼可以種？中國人的智慧，農業立國，那不是沒
有道理的，都是從天來的。二十四節氣，這個夏曆現在還在用，偉
大的曆法，偉大的科學。再來，沒有地怎麼長出莊稼？要不要感恩
？要感恩。所以這張紙貼在那裡，第一個教感恩，第二個教什麼？
見賢思齊，跟它學，感恩還不夠，它是我學習的對象。學什麼？學
天無私的覆蓋整個萬物，學習地，忍辱如地，不動如山，這都是我
們學習的對象。學習什麼？學習君，學習領導人的風範、氣度；學
習親，學習父母的包容，學習父母的這個心境。你看，父母對我們
，講老實話，我們怎麼樣都沒有辦法報答這樣的恩情。
　　家庭是講付出的地方，可是因為我們的觀念受到了扭曲，我們
把整體的觀念變成機械的觀念，把一體的觀念變成對立的觀念，所
以現在家庭變成我要東西的地方。我看到一個故事，叫做「媽媽的
帳單」，這個「媽媽的帳單」裡面講什麼？它說有個孩子，他為媽
媽做了很多家事，做完家事之後，晚上就寫了一個帳單放在媽媽的
床頭前面，媽媽要睡覺的時候就看到那張帳單。告訴媽媽說：媽媽
，今天我做了很多的家事，洗衣服五塊錢，洗碗兩塊錢，拖地三塊
錢，列了一個長長的帳單給媽媽。媽媽也不說話，也寫了張帳單給
他，結果這個孩子一早起來看到媽媽也給他一張帳單，就拿起來看
。媽媽帳單裡面怎麼寫？她說懷胎十個月，免費；你生病的時候在
你床前無微不至的照顧你，免費；每天煮三餐給你吃，免費；為你



含辛茹苦、推乾就濕，免費，媽媽列了很多，最後的標價都是免費
。各位朋友，家庭難道不是付出的地方嗎？是誰把家庭變成索求的
地方？又是誰把家庭變成計較的地方？我們要很清楚，如果我們沒
有這個心境，我們又如何把我們的企業變成一個家？我們又如何把
我們的企業用《弟子規》的要求來落實？這都是心境的問題，這不
是方法論的問題。
　　首先在還沒辦成一個家之前，企業要先辦成學校，所以叫作君
、作親、作師。現在的老闆要當超人，什麼叫超人？他一個人要扮
演三種角色，他要當老闆，但是只當老闆不稱職，還要當父母，當
了老闆又當了父母還是不稱職，還要當老師，我們叫三位一體。叫
做什麼？見賢思齊，我要跟他們學，老師是什麼心境，父母是什麼
心境，我現在我老闆從頭學這個心境，從頭學。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企業，劉總就講得很清楚，我們企業就變成一個學校。我很替她高
興。最後一天大家會去參觀劉總的學校，因為我也沒去過，我只看
過照片。那個照片我看了都很感動，裡面有很多的設施都不是一個
工廠可以看到的設施，都是學校的設施，有講堂，牆壁上貼的都是
經句，每天誦讀的就是《弟子規》，用上班的時間讓員工培訓《弟
子規》，不佔用他們下班的時間。他的整個宿舍就是一個學校宿舍
的樣子，乾乾淨淨、整整齊齊。
　　所以她那時候到廬江分享，結果有位校長上去說：我很慚愧，
現在連企業都要辦成學校，那我們學校？真的，這是我們一個很大
的迷思，現在企業要拼命辦成學校，結果學校拼命要辦成企業；不
但學校拼命辦成企業，連醫院都要辦成企業。我們想想看這個思路
是有問題的。所以當劉總有這樣的一個心境出來的時候，我們看到
的就是她的員工受益最大。明天劉總也會跟我們分享，我們就知道
，她就是一個媽媽的心來照顧這些員工，因為她的員工一般年紀都



比較小，都跟她的孩子一般大，她都把他們看成是她的兒女一樣。
所以很多人這幾天聽到要有德，用德來治企業，大多數的人可能會
覺得德好像離我很遠。什麼叫做有德？做到了君、親、師，百分之
百做到，他叫做有德，這個人有德，因為他盡了本分，君仁臣忠，
他盡到仁的本分，君仁的本分，他有德。
　　「有德」，昨天李顯峰老師說「此有人」，《大學》的章句，
「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這是一個循環。一個
老闆他做到君親師，他的員工不會想要離開。我們看到劉總就是這
樣一個例子，胡總也是這樣的例子，他真做到了，員工不會想要跳
槽，為什麼？因為好，這麼好的環境，很珍惜的。所以「有德此有
人」，這是定律，「良禽擇木而棲」，這是鐵則。一個人有德，人
氣就聚過來了，真的。很多人告訴我說人才是企業最大的資產。對
不對？對，完全沒有錯。可是不要忘了，人才也有可能成為企業最
大的負債；我們不教，他就變成負債，我們把他教好了，他就變成
資產。所以有德此有人，這個德裡面就包括君親師三位一體，他一
定要做到，他不做到他缺德，這個人就出問題。所以「有德此有人
」它不是口號，它是真刀真槍去實現出來的。
　　再來，「有人此有土」，有人才。這個土叫市場，因為所有的
莊稼都是土裡面長出來的，所有的礦產都是土裡面長出來的，土是
能生，所以它是市場，它是商機，這叫與時俱進。我們看這些名詞
好像跟我們很陌生，其實它都是現代人市場的觀念，一模一樣的觀
念，有人此有土，土就是市場，就是商機。有人才還怕沒有市場嗎
？要不要去搞行銷？不要搞行銷，不需要，因為他一定有市場，他
一定有商機，因為他把根本抓住了。再來，有市場、有商機，會沒
錢可以賺嗎？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韓劇「商道」，商道裡面講
到林尚沃，他的師父告訴他說，你以為做買賣把東西賣出去就好了



嗎？不是，做買賣不是賺取金錢，它是賺取人心。這是真懂做買賣
的，他是真的懂，賺取人心。所以「有土此有財」，這叫賺取人心
。我們現在只想發財，不知道財從哪裡來，這是顛倒。
　　「有財此有用」，它必定要用，就像陳老師說的「多藏必厚亡
」，不用，他最後失掉的一定很大，損失很大，一次性的損失很大
，多藏必厚亡，這是道，一定是如此，沒有僥倖，所以一定要用，
有財一定要用。用在哪裡？用在哪裡是關鍵，用錯了就錯了，用對
了就對了，用在哪裡？用在「德日進，過日少」，用在潤澤德本。
花錢做什麼？花錢買德，花錢在培植厚德。為什麼要培植厚德？因
為德愈厚人才愈多，人才愈多市場愈大，市場愈大商機愈多，商機
愈多，你這些錢賺回來還要繼續厚德，再繼續厚德，這就對了。可
是現在的人就是在用上出問題，一個人辦企業，很多人開始的初衷
，辦企業我要做什麼？我要賺很多的錢。賺很多的錢要做什麼？我
要花用。所以用錯了，這個循環就斷了，用在欲望上，這個循環就
斷了。
　　所以剛剛我們講科學的三個特徵，第一個，科學是率性的，順
著本性；第二個，科學是整體的，它不是分割的，它不是機械的；
第三個，科學是永續的，它不是短暫的，它不是曇花一現的，曇花
一現那叫負擔，那不叫科技，那叫負擔。當他看到這個循環，這個
圓滿的循環怎麼來的？永續的經營，永續的概念。這國家提的永續
的概念，科學發展觀就是這個觀念，高瞻遠矚，這是真懂中國文化
的人才提得出來。所以你看用錯了，用在欲望，這個循環就斷了，
立刻就斷了。很多人說，我看到很多人賺了很多錢，他也沒用在德
上，為什麼他錢還那麼多？不要忘了，那是他祖父有德，他的爸爸
有德，那個德還沒用完，這是事實。所以一用錯就錯了。
　　我們常常會誤解，這個用，有才此有用，這個用怎麼用？用什



麼？很多人誤解了，難道只有錢才能用嗎？這個用，用現在的話來
講，我們還是要與時俱進，叫什麼？叫服務。用什麼可以服務？用
錢可以服務嗎？可以。作君親師？你要作之君、作之親，你要養他
，要養員工，養員工要不要錢？要錢，要不要利潤？要利潤。所以
叫做「凡取與，貴分曉」，胡總講的，這是真懂經營的人，貴分曉
，「與宜多，取宜少」，他要利潤，但是這個利潤是合理的利潤，
什麼利潤？他要養員工，他需要利潤。這些錢拿來怎麼樣才能潤澤
德本？第一個，用在員工身上，要回饋，花在員工身上；第二個，
花在誰身上？花在客戶身上，回饋客戶，這叫潤澤德本；再來，這
些錢用在誰身上？回饋社會、回饋國家。我們想想，我們今天這麼
多人能坐在這裡，誰恩賜的？國家恩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國家
安定繁榮，我們今天如何在這裡學習中國文化？
　　所以企業家們有社會責任，我們賺了這麼多的錢，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這一點我們的李慕松總裁做得讓我們非常的讚歎，
明天他的報告大家可以聽得到，一個企業如何盡它民族的責任。這
是用，這是在厚他的德，潤澤德本。他不是把那些錢拿來花在自己
身上，搞得一身疾病，搞得憂鬱症，搞得焦慮症，不是的。那些錢
用下去之後，你看胡總，真的，他的真誠，對員工的真誠。他說他
從那個醫院走出來，那天買了很多的禮物給那個員工的女兒，他的
乾女兒，花了這麼多錢，做了這麼累的事情，他走出那個醫院的時
候眼淚就掉下來了。他講到這裡，真的，他在馬來西亞，因為我也
在場，他在馬來西亞的時候，在講台上眼淚就掉下來了，我們當場
兩千多個人，真的就是都是在擤鼻涕的聲音，都是掉眼淚，都感動
。用，厚他的德，潤澤德本，厚德。所以我們看，就是一念之差，
他這個用用錯了就錯了，這個永續的循環就斷了。
　　很多人說，我的這個用，除了金錢的用之外，我說我沒有錢，



經驗能不能服務別人？可以，經驗、智慧都可以服務別人。勞力可
不可以服務別人？可以，勞力也可以服務別人。所以我們看那個「
醫道」，又是韓國的電視劇，很慚愧，「醫道」裡面，那個老師把
他的身體捐給他的學生，讓學生解剖他的身體，然後去研究人體的
結構。他把他身體捐給了他的學生，就是那個醫生的老師，捐給了
學生他的身體，叫做器官捐贈。我們在台灣這個很流行，器官捐贈
。我有一次就到這個團體裡面，我跟一個朋友去，出來大家都很感
動，這麼多人捐贈自己的器官，在過世之後把可以用的器官就捐贈
給其他人，我這個同事很感動。我告訴他說，我們都可以做。他說
對，都可以做，所以他說要去簽這個器官捐贈卡。我說不用。他說
為什麼不用？我說你現在就可以捐。他說我現在怎麼可以捐？你看
我們人就是分別，我說當你不用自私自利在做事的時候，你這個身
體在做社會工作的時候，就像我們陳記者在做義工，他就在捐器官
，他全身的器官都是捐給這個社會。
　　所以我們當一個領導的，怎麼捐？怎麼服務？用我們全身心去
服務，那個德一定可以讓這個循環生生不息，這叫生生不息的動力
，它不是空的。所以每每講到這些部分，我們總感覺到我們的老祖
先沒有對不起我們，我們的老祖先在寫任何經典的時候，各位朋友
，你們翻開任何一個經典，不是偶然的，第一句話一定是這個經典
最重要的一句教誨。《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最重要的教誨；《中庸》，「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最重要的教誨；《論語》，「學而時習之，
不亦說乎」，最重要的教誨。我們想想看，為什麼最重要的教誨都
要放在書的第一頁第一句話，為什麼？老祖先的心境是什麼？他的
心境是希望以後他的子孫只要願意打開這本書，讓他在第一時間之
內就得到人生最重要的教誨。



　　各位朋友，我們想想看，我們祖先沒有對不起我們，我們常常
要去傾聽祖先的聲音，傾聽什麼聲音？他說：「孩子，請你站在我
們的肩膀上，在經典裡面，我已經用我一生走過的彎路來鋪墊你人
生幸福的大道。」他說：「孩子，請你站在我的肩膀上，如果你願
意踏上去，你就可以看得更高，看得更遠。」各位朋友們，我們聽
到祖先的吶喊嗎？不要讓我們這個禮義之邦變成一個空殼子，我們
是禮義之邦，我們要找回老祖先生活的方式，我們要找回老祖先的
心境，找回老祖先的期許，再把這個薪火從我們這一代綿延不絕的
傳下去，不要讓老祖先的智慧斷在我們這一代。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