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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諸位長輩，諸位企業家朋友們，諸位工作人員，大家下
午好。很榮幸又有第二次的機會上台跟大家做匯報。早上胡總的演
講給我們企業家們很大的鼓舞，我們終於看到一個企業家的樣子。
在這個時代，好的樣子、好的榜樣特別的重要，因為沒有看到好的
榜樣、好的樣子，我們對於傳統文化怎麼在企業當中落實，怎麼在
生活當中落實產生了懷疑，會有疑慮。我個人既不是企業的老板，
也不是文化的學者，都不是。但是這個下午跟大家談的題目又很大
，「中國文化與管理科學」。這三個題目都很大，就是什麼是中國
文化？什麼是管理？什麼是科學？其實以我的閱歷，遠遠不能跟大
家來分享這樣的題目，我沒有能力。只能夠就前面幾位老師在談傳
統文化以及企業經營管理的一些層面，跟大家在傳統文化的這個領
域當中做一些總結或者是比對。
　　因為我是學科學的，所以在科學的領域當中對我是比較熟悉，
在企業裡面打工，給人家打工了好幾年，所以大概也知道做企業是
怎麼一回事。可是中國文化確實博大精深，可能這個環境裡面接觸
所謂的傳統文化是這幾年才剛剛興起，可是在台灣，因為我們從小
可能接觸傳統文化的機會比較多，所以佔了這樣的便宜，有這樣的
機會可以早一點接觸到傳統文化。可是在這幾年的過程當中，我們
慢慢的有一種體會，過去在接觸傳統文化的過程當中，把傳統文化
當成是一種課程，很長的一段時間都是這樣認為。因為在學校裡面
這是一門課程，它叫做《中國文化基本教材》。這是需要考試的，
所以我們背的這些經句（經典的句子），最後都換成了分數，用分



數來考核我們對經典的熟悉程度。從小中國文化對我們來說是分數
、是成績、是升學的踏板。它是不是生活？它不是生活，但也可以
說，生活裡面還有一點點中國文化的痕跡，畢竟我們的血液當中流
的都是炎黃這兩個祖宗的血脈。有這個痕跡，有這個樣子，但是生
活裡面，文化的內涵隨著年齡的增加慢慢的減少。
　　我記得在我小時候，在台灣的社會裡面還很注重家庭教育。而
且我們在街頭巷尾常常看到一個現象，就是街坊鄰居有的他會在自
己家門口擺一個水桶，這個水桶裡面放了開水，在這個水桶的上面
寫了兩個字叫「奉茶」。為什麼會有奉茶？因為我們知道在七０年
代（我是一九七０年後出生），在七０年代那個時候沒有礦泉水，
沒有什麼方便的飲料，所以在路上行走的行人口渴的時候怎麼辦？
這個時候很多的人就想到，為誰著想？為趕路的人著想。他就想這
些趕路的人，為了他們的方便，很多人就在家門口擺了免費的茶水
，方便這些過往的人們。
　　我記得在一個鄉下，新竹的鄉下流傳了這樣一個故事。這個故
事講到，有個地主，這個地主他有很多的田地，這個田地要租給佃
農去耕作；我們知道佃農都很辛苦，可是這個地主他有接受過傳統
文化的教育，他很仁慈，是一個很仁慈的地主。他就告訴這個佃農
，就是來租他這個田地的佃農，他告訴他說，我不要你的租金，我
的田可以讓你白耕，讓你耕作，但是你要答應我一件事情。什麼事
情？他說你只要在我們那個田的田埂，行人來往比較頻繁的地方，
你每天燒一壼開水放在那裡，讓來往的行人，奉茶，可以喝那個茶
水。你只要做這件事情，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只要每天都做，我
這個租金可以不要。結果這戶人家（這個佃農），因為時過境遷，
從他的爺爺到他的爸爸，到了他，其實到了他父親的時候，他們已
經不是佃農了，家庭環境改善了，他們已經擁有自己的土地、自己



的田地。可是很奇怪的是什麼？到了他的兒子這一代，每天早上起
來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燒開水，就是劈柴、燒開水，做什麼？奉茶。
這個故事給我們什麼樣的一個訊息？那就是在我們祖先那一代，不
需要有任何的契約，就是一句口頭上的承諾，一個家庭都可以用他
三輩子的人去履行這個口頭上的承諾。這是奉茶的故事。我小時候
還看到過。
　　那個時候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很厚，厚道，很厚、很敦厚。鄰居
的孩子要去當兵，所有的鄰居都來送，而且就像送自己的孩子一樣
，都哭成一團。因為我們那邊的男孩子都要當兩年義務役的兵役，
就是任何男孩子都要當兵，服兵役。當兵了，街頭巷尾都來送，張
家就包點粽子，李家就蒸點饅頭，就是這個樣子，人情很厚。可是
這個厚道，這種生活方式好像在我成長的過程當中漸漸的淡了。我
記得我慢慢的長大了，舊房子拆了，奉茶也沒有了，人與人之間，
隔壁住了哪一戶人家，新搬來的，現在好像也不關心，也不知道他
姓什麼、叫什麼名字，不知道。慢慢的大家生活的節奏變快，精神
變緊張。我相信任何一九七０年代以前的人可能都有同樣的記憶。
那個時候我就在回想，這種生活形態改變的同時發生在這個社會裡
面它有什麼變化？後來我仔細的想了一想，找到答案了。
　　當然因為我是在台灣長大，所以我對台灣的社會比較了解，不
過我看兩岸的趨勢是一模一樣的。我小時候，電視只有三台，就是
中視、台視、華視，就三台。結果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從三台變成
了四台，從四台變成了二十幾台，再從二十幾台變成了一百多台，
這是環境的改變。報紙，報紙本來是兩大張，兩張，從兩張變成四
張，從四張變成十幾張。我們把這兩種我們看到的現象，一個是很
敦厚的現象慢慢的減少，一種是媒體慢慢的變多；這兩種現象一結
合起來看，我們就知道，其實我們所生長的這個年代是巨大轉變的



一個年代，是價值觀衝突很嚴重的一個年代，是東西方文化劇烈震
盪的一個年代。
　　所以我們所接觸的中國文化是一種學術性的中國文化，它不是
一種生活。尤其一九八０年以後的孩子，他對於中國文化極度的陌
生，陌生得不得了。胡總在早上告訴我們，《弟子規》就是生活。
其實講老實話，這個話我以前也聽過，可是沒有感覺，完全沒有感
覺，因為我們的生活不是《弟子規》，對我們的生活經驗來講，《
弟子規》是《弟子規》，生活是生活，它不是一回事。今天突然有
個人告訴我們，《弟子規》跟生活應該把它變成一回事。這個時候
我們的心，不管是心情也好，不管是我們整個精神狀態的調整也好
，跟不上，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因此，它就需要有一個演進的
過程。
　　所以在胡總的演講當中我們很清楚的感受到，他透過對《弟子
規》的熟悉，慢慢的把《弟子規》變成他的生活。我們印證到《大
學》裡面講的一句話，「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
，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就是一個練習進化的過程。怎麼
樣把《弟子規》變成生活？要經過這個過程。《弟子規》如果沒有
變成生活，我們得不到它的利益，得不到它的好處，所以它一定要
變成生活，要經過這樣的一個程序。
　　什麼叫知止？胡董的這個原則，我們發現他任何的想法、看法
、做法都止在哪裡？都止在《弟子規》，以《弟子規》為依止。就
是任何價值觀判斷不來的，他不是用他過去的經驗去反應，他用的
是什麼？他用的是《弟子規》。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告訴我們，
一開始的時候狀況出現，他會請員工等一下，你先出去一下，他在
辦公室裡面打開《弟子規》，找找看哪一句話可以適用這個狀況來
做解決。所以他在面對員工的時候他止在哪裡？止在《弟子規》。



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庸》告訴我們，「道不可須臾離也」。那止
在《弟子規》止多久？一刻都不離開；須臾就是片刻的意思，一刻
、一秒鐘都不離開。「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什麼叫
拳拳服膺？大家想一想，有個狀況，一個人他掉到懸崖，他掉下去
，結果掉下去的時候，他正好一手抓住一個樹幹，抓住了。抓住之
後，他就這個手抓住樹幹，其他的整個身體都垂在懸崖邊緣。這個
時候他能不能把手放開？不可以。他的手一放開，他就掉下去了，
那叫拳拳服膺。他一放開，他就沒命了。這叫知止，止在《弟子規
》。
　　他止在《弟子規》，他得到的是什麼狀態？定，他就定，心就
定了。心定就不浮躁了，他就不會六神無主，所以他的憂慮症好了
。為什麼會焦慮？因為沒有主，他找不到方向。有個朋友問我一個
問題，他說你知道計程車的師傅在什麼時候最迷茫？我說我不知道
。他告訴我說：沒有乘客的時候。我說對。因為沒有乘客的時候，
他沒有方向；有乘客的時候，他就知道他往哪裡開，他心就定了。
沒有乘客，他在這個城市繞，他很苦，不知道他要繞到哪裡去。所
以人為什麼會焦慮？為什麼會恐懼？因為他不定。沒有定是因為他
沒有止，他沒有止在一個目標上。這是做企業的智慧。
　　「定而後能靜」，靜是指我們的身心狀態能夠平穩下來。所謂
寧靜才能夠致遠，淡泊才能夠明志。這是諸葛亮對他的孩子講的，
很簡短、很精闢的一段人生哲理。靜之後才能夠慮，我們的思慮才
能清晰，才能做出好的決策跟判斷，這是智慧的選擇。前面幾位老
師都在講智慧的選擇，我們對於智慧很陌生，什麼是智慧？什麼又
叫做聰明？對我們來說，這些名詞都很陌生，陌生的原因是因為我
們很少有這樣的一個經驗來認識什麼是智慧。智慧就是這個，「定
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整個身心就



處於這樣的狀態，他的過失就慢慢的減少，後悔就慢慢的減少。那
他得，得什麼？得其所止。
　　本來對《弟子規》很陌生，一開始力行的時候很勉強，勉強的
去止，止在那上面。所以為什麼每天要早晚讀一次？因為要熟悉，
對於《弟子規》要熟得不得了。當我們熟得不得了的時候，我們才
能進到下一個步驟，就是去用《弟子規》。對它很熟，這時候它跟
我們可能還是兩個，《弟子規》是《弟子規》，而我還是我；可是
我已經跟它很熟，還沒融成一體，這是一個過程。所以早晨那一遍
是提醒，晚間的那一遍是反省。每天提醒，《弟子規》的教誨提醒
一次；晚上，在讀誦的時候就是反省，認識我們今天有哪些作為違
反了《弟子規》？反省。久而久之，他就進入這樣的狀況。所以得
，得什麼？得就是行之有心得，在落實這些聖賢人的生活經驗過程
當中我們有心得。
　　其實經典就是生活，經典是聖賢人生活的心得報告。我們過去
沒有讀經典的時候，以為經典離我們很遠，事實上經典就是聖賢人
生活的心得報告，就像我們寫心得報告。他這些心得是來自於他生
活的體驗，它來自生活，它必然可以回到生活。所以今天我們面臨
中國文化我們就了解到，它既然是生活，所以中國文化一定沒有現
代化的問題，它只有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因為它必然可以現代化，
必然可以本土化，這叫與時俱進。
　　而我們發現中國文化跟我們的差異、差距，不是語言文字上的
差距，因為語言文字不構成障礙。我們不懂的，我們可以查字典，
任何的字都可以查字典，然後去懂，了解它到底在說什麼；其實最
大的障礙是在心境上的障礙，心境。我們看到胡總，還有明天李慕
松總裁，就是南京菲尼克斯，它是一個德資（中德）的企業，一個
外資的企業。它百分之百的中國員工，用的是中國的管理模式，它



不是拿德國人的管理模式，很成功的一個企業。明天我們聆聽李總
裁，還有劉克成總裁，不一樣的一種形式；李總是高科技的一個產
業，劉總是勞力密集的一個產業，這兩種產業都不約而同的用《弟
子規》來經營他的企業。
　　我們看到這些企業家，確實，除了給我們信心之外，我們還看
到一個最重要的重點，就是他的心境非常的獨特。他的心境不太像
是我們一般所認識企業家的樣子，很獨特。所以從他們的匯報當中
，我們慢慢的就了解到，其實管理不是方法的問題，它不是一個方
法論的問題，更重要它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問題。我們願不願意把我
們的生活方式轉變成《弟子規》的方式？這樣講可能大家不容易理
解，我們打個比方，就是我們願不願意把《弟子規》變成是劇本？
什麼劇本？就是我們唱人生這台戲的劇本。我們依照《弟子規》這
個劇本來演我們的人生，我們願不願意這樣子幹？覺得這個劇本好
不好？照著這個劇本演，確實我們看到這幾位老總演得很痛快，演
得很，我們古代人叫「法喜」。他的喜悅不是來自於他有多少訂單
，我看到胡總講到他的業績上升，其實那是起信，讓大家感覺到有
信心。其實我感覺胡董本身對於訂單上不上升他不是看得那麼的重
，他所看重的是《弟子規》本身帶來的，使這個企業裡面所有工作
者他的家庭、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從根本上的改變。
　　什麼是根本？心是根本。心，那個心態是根本。就是陳老師第
一天說的觀念、價值觀，就是那個心。而教育的過程就是改心的過
程，把心改過來的過程。本來心很堅硬，現在慢慢柔軟。我們聽到
胡總講到員工得癌症，他在馬來西亞的演講，正好我也在場，這是
上個月月底的事情，我也在場，我們都不約而同的流下眼淚。為什
麼流眼淚？因為那是真誠的體現。學習傳統文化，當我們的眼淚流
下來的時候，我們的心也跟著轉；因為心轉了，所以眼淚才流下來



。沒有經過這個過程，他是隔著一層東西在體會，體會得不深，而
且不真。因此，從胡總的報告裡面，我們發現了不是學習一個方法
，不是這樣的一個問題。他學習的是一種觀念，是一種態度，是一
種心境。而這種態度、心境，必須要透過學習不斷的去提升，不斷
的加強。所以我們有很多的疑惑，譬如說傳統文化裡面有管理嗎？
傳統文化裡面有科學嗎？這些疑惑是很正常的，因為我們的生活模
式，從我們幼年到目前為止，都沒有曾經利用中國文化來過過生活
，因此我們有這些疑惑，那是很正常的。
　　當然因為我個人是學科學的，所以我對科學接觸的時間比一般
行業的人更久一點，我們對科學有某一些層次上更深的認識跟了解
。因為我在實驗室裡面待過好幾年，做過研究，我做的是遺傳工程
。遺傳工程在現今這個社會當中被認為是一個高科技的產物，我們
可以從各種不同的生物體內把牠的基因拿出來。譬如說我們把螢火
蟲，大家知道螢火蟲會發光，這個發光，牠一定是某一段基因來主
導，我們可以把這段發光的基因拿出來。這是動物的DNA，我們可
以把動物的DNA接到植物裡面，把它接到煙草裡面，接到其他的植
物裡面。結果這個植物長大之後它就發光，就像螢火蟲一樣可以發
光。你只要餵它吃這個磷，在肥料裡面讓它吃磷，因為是磷這個元
素激發它發光。可以做得到的，這叫雕蟲小技。這將近有二十年的
歷史，二十年前都可以辦得到。
　　現在還有克隆，克隆器官，甚至於很多人在談要克隆某一些生
物，都在談這些事情。這些都做得到，我們把它認為是科技。幾乎
全世界的人都認為這是科技，沒有例外的，所以我們把它當成科技
那也是理所當然。其實這是誤解，我跟大家報告，這是莫大的誤解
，把這樣的事情當成科技是一個疏失。為什麼說是疏失？因為行外
的人我們不曉得，可是行內的人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心裡是沒



底的。譬如說這些基因這樣換來換去有沒有什麼影響？沒底，不知
道。我問他說，基因改良的食品，基因改良的食物，吃了會不會拉
肚子？他說我不知道。如果要知道的話，那可能要怎麼樣？先做小
白鼠的實驗，先實驗，實驗完之後才知道，這叫科技。
　　我記得我在工作之後有一個經歷，因為工作的時候，我做的是
化學精密儀器，高精密的儀器，這個行業，我們跟製藥行業很相關
，了解到製藥的一些訊息。我當時就聽到有一個消息，那就是美國
食品藥品管理局他們在做一項辯論，什麼辯論？他說中藥到底是藥
品還是食品？他做這個辯論。中藥在美國社會被看成是食品。為什
麼它是食品？因為它沒有上臨床，他把它看成食品，不能當藥品，
當然這個價格就有差異。結果就在辯論，兩方在辯論，辯論什麼？
辯論就是說，有一方就認為它是藥品，譬如說要先做細胞試驗，細
胞試驗完了之後要養小白鼠，小白鼠完了之後要上比較大的，像貓
、狗這樣的試驗；貓、狗上完了之後要上猴子，猴子上完之後上猩
猩，猩猩上完了之後才能上病人，而這個病人要簽什麼？簽一個生
死狀，吃了有問題不負責任。他說我們的藥要經過這麼多的程序它
才叫做藥，這叫科學，這叫科技。結果在開會的時候有一個人聽了
很不耐煩，他就舉手，他舉手之後他就講：中藥經過了五千年的實
驗，讓那麼多的人吃過，讓那麼多的族群服用過，還會輸給小白鼠
？很多人啞口無言。大家都忽略了，這是一個實踐過、留下來的經
驗法則，可是大家忽略了；大家認為這是反科學的，認為那個小白
鼠才是科學的，沒想到把真正的科學的意涵顛倒了、看錯了。所以
我們看到有很多的事情在我們這個時代，現在談都還言之過早，就
是下定論都還言之過早。
　　我們看到的科技目前它所展現的這個狀態，其實大多數人有一
點悲觀，找不到答案，找不到為什麼。其實我們講科學、科技，它



確實是生活方式，它也是生活方式，它也跟管理有莫大的關聯性。
甚至於我們愈學中國文化，我們愈驚訝的發現中國文化裡面有高深
的科技，有極為我們現在這一代的子孫的智慧所達不到的那個高度
。科技應該是，我們分三個層次來跟大家談這個問題，而談這個問
題的過程當中，我們把中國文化管理的這些概念，一併的跟大家融
合起來談，大家就發現中國文化任何一門都能入道。
　　科技是率性的，什麼是率性？這個率性不是我們現在講的率性
而為，很有個性，不是，這個率性就是順著本性，這個「率」是順
；當然順的反面是逆、違背。科技是率性，那麼逆著本性會怎麼樣
？就像陳老師第一天講的，發生災難。逆的就發生災難，順的就幸
福美滿，就和諧。首先，科技是率性，順著本性。可是現在這樣講
不好體會，我們可以來檢驗一下我們現在的科技率不率性，順不順
著本性。什麼是本性？我們這幾天常常聽到《三字經》的頭一句話
，這也是中國文化的綱領，「人之初，性本善」，我想中國人都會
來這麼一、二句。本性是什麼狀態的？本善的。所以科技是率性的
，告訴我們科技導致的結果應該是善的。是善的，我們承認它是科
技，不善的，我們不承認它是科技，它不是科技，它是災難。那怎
樣的科技才叫做本善的？我記得，這也是台灣一句廣告詞（諾基亞
的廣告），它說「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這個話我覺得它講得很
對。科技來自於人性，對不對？對，講得很好。可是我們現在觀察
，目前的科技來自於什麼？來自於習性，它不來自於本性。所以來
自於習性的科技帶給現在人的生活是負擔而不是便利，那是負擔。
我們想想是不是這個樣子？大家覺得是不是負擔？
　　我過去在講這堂課，我講過很多次，我大概都會跟大家分享在
網路上流傳的一個網路文章，寫得很寫實，描述現代人的生活，活
在一個極度緊張而且不安的狀態。他說早上醒來先用二甘醇超標的



牙膏刷牙，再用發臭的藍藻水洗臉，再吃幾個硫磺薰白了的饅頭，
夾幾個廢油漆桶裡面釀出來的榨菜，出門的時候吸一口重度污染的
空氣，當然在家裡可能還為孩子泡一杯三聚氰胺的奶粉。中午的時
候約朋友吃一頓蘇丹紅的炸雞，再喝一瓶苯超標的可樂，晚上到飯
館裡面來一盤避孕藥催大的魚，炒一盤農藥高殘留的菠菜，老闆再
上一杯重金屬高度污染的碧螺春，喝幾瓶甲醛超標的啤酒，然後吃
幾盤地溝油炒的菜，結果算帳的時候還找回一張假幣。晚上回到家
的時候，被甲醛（就是裝潢的甲醛）嗆得直流眼淚，索性把頭蒙到
黑心棉被裡面去；結果想到這個房子還有三、四十萬的貸款加利息
，輾轉反側到半夜都還睡不著，半夜起來吃安眠藥，吃了半瓶都沒
用，結果發現這個安眠藥是糯米粉做的。
　　各位朋友，我剛剛念的這些東西都叫高科技。地溝油，大家知
道嗎？那沒有高級的有機化學知識，他沒有辦法提煉地溝油，這是
高級的化學知識。用避孕藥去把魚給催大，那也不是一般農民可以
想得出來的。蘇丹紅這個東西可能要幾個博士學位才發明得出來。
這高科技，科技來自於人性了嗎？讓人得到身心的安頓了嗎？沒有
。很顯然的，它不是來自於人性，它來自於習性。這樣的事情在我
們這個社會裡面隨處可見。
　　我再舉一個例子，我有一次跟我太太我們搭地鐵，搭地鐵的時
候，有個女孩子她就上車了，當時那個車子比較擠，我們有座位坐
，這個女孩就跑到我們的面前，就是站著。結果我看到她穿的那個
衣服我就笑出來了，當然我笑得很含蓄。我太太就瞧了我一眼，意
思就是你在笑什麼？我就給她使個眼神，意思就是跟她說下車再跟
妳講。我一下車就跟我太太說，妳看到這個年輕女孩穿的衣服了嗎
？她說看到了，有什麼問題？我說你看她這個肚臍露出來了，衣服
顯然太短，衣服太短了，但是你有沒有看到她的褲子，因為現在年



輕人的牛仔褲都折一大折起來，有沒有？有，大家都知道，就是那
個褲管折起來，折了一大折。我告訴我太太說，你看，她如果能把
那塊布把它補到那個地方去就恰當了，這個衣服就完美了。我太太
說你太老古板了。我說我不是老古板，我說這叫科技。為什麼叫科
技？我說人兩個最重要的穴道就是這兩個穴道，肚臍眼跟它對面的
這個穴道，一個叫做「命門」，一個叫做「神闕」。我們從這兩個
穴道的名稱就知道這是要命的穴道，你把它露出來灌風，這叫科學
嗎？這不是科學，這是欲望。
　　我們的祖先，你看我身上穿的這個唐裝，我說你看這個唐裝流
行多久？至少流行兩千年。它不退流行，它沒有退流行。所以我們
看到什麼是真正的科技？從服裝就看到了，確實。所以很多人說創
新，我說這是有名無實。為什麼有名無實？我就問很多朋友，一支
手機新多久？他們告訴我說兩個禮拜。我說一台筆記本電腦新多久
？頂多就是一季，下一季就換新的，換新之後那個東西就變舊了。
我說那個手機我們永遠都在創舊，不是在創新，創舊。為什麼會有
這個困境？因為不懂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的《易經》給我們解釋了三個道理，第一個叫「變易
」，《易經》告訴我們就是變易。而人生唯一不變的就是每天都在
變，可不是亂變，變的過程當中它有規律，就像陳老師第一天說到
的，它是「道」。道是什麼？運行的法則，軌道，運行的法則。所
以它除了變易之外，它有另外一個意思叫做「不易」，不變的。在
萬變當中要抓住這個不變的法則，這叫道，不易。什麼東西不易？
五倫關係不易。古今中外只要是人，都有這五種關係，都逃不了這
五種關係，逃不了。父子關係這是不變的，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從石
頭蹦出來的，除了孫悟空之外，牠是猴子。所以人，他一定有父母
。有夫婦之後有父母，有父母然後有兄弟，有兄弟才能推展到君臣



以及朋友，這五種關係是不變的。所以五倫關係是什麼？是道。一
萬年之後還是如此，人類如果還存在的話，那還是如此。
　　那什麼是德？德是十義。五倫是道，道是規律、規則，不變的
規則。德是依順著，就是率性，順著道去做就是德。所以夫妻之間
什麼是德？夫婦有別叫德，這個別是什麼意思？就是分工。我們搞
企業的都知道分工，有財務部，有銷售部，有辦公室，有祕書處，
這叫分工。男女的關係是什麼？就是分工，分工的關係，很清楚。
因為男女的特徵不一樣，功能性不一樣，我們現在講功能性，所以
它的分工不一樣，拿手的地方不一樣，分工。父子，父慈子孝這是
德，做到了就有德，沒有做到就無德、就缺德，它是這個意思。
　　所以道德跟我們生活不是兩個概念，它是一個概念。順著這個
去做就和諧，逆著這個去做就會發生災難。中國古人在論證這個問
題的時候提出六個字：正德、利用、厚生，這《書經》裡面講到的
。我們剛剛說到，傳統文化沒有現代化的問題，只有如何現代化的
問題，我們要與時俱進。這個東西叫做文言文，但是我們要知道文
言文沒有障礙，怎麼去認識它？什麼叫做厚生？用我們現在的話來
講叫做搞經濟，這個大家都聽得懂，搞經濟，搞經濟就是厚生。中
國人對經濟的觀念是什麼？是讓民生豐厚，這叫經濟。很多中國人
的觀念跟西洋人是不一樣的，洋人認為什麼是經濟？炒股票是經濟
，而中國人認為不是的。經濟叫「經世濟俗」，它就是厚生，搞經
濟。
　　什麼是利用？利用叫做搞科技。什麼樣的作為可以讓民生豐厚
？搞科技；搞科技可以讓民生豐厚，這是對的。所以我們看到老祖
先他的思考是很縝密的。民生的豐厚重不重要？重要。足食，這是
孔老夫子說的，「足食，足兵」，先讓老百姓吃飽，再來國防要確
保，再來，「民信之矣」，人民要讓他怎麼樣？讓他的精神文明提



升，這是三個步驟。第一個搞經濟，可是搞經濟的源頭在哪裡？搞
科技。搞科技才能夠讓用鋒利，就叫利用，讓這個用鋒利。我們看
到科技的手段很鋒利，十分的鋒利。現在的網路，在地球上任何一
個角落發生了任何一個問題，都能透過網絡在非常短的時間之內傳
遍全世界，你看這個鋒不鋒利？很鋒利。我們今天在這裡的演講，
透過攝影機，把它做成光盤，可以發到家家戶戶去。鋒不鋒利？很
鋒利。可是我們不要忘了，刀，那個鋒利的刀可以拿來救人，也可
以拿來殺人。它的利度愈鋒利，它造成的危害可能也就愈大。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為什麼這些高科技不但沒有給我們帶來
人性的、善的啟發，反而是帶來習性、惡的一個拓展，為什麼？答
案還在這六個字上面，因為上面這個字沒有做到。我們剛剛說到厚
生，要先做到利用，利用要先做到正德，把德擺正。我們不是反對
科技，不是反對經濟，學傳統文化斷不然走到那種迂腐的程度。可
是《大學》裡面說道：「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它是了解什麼是先，什麼是後，什麼是本，什麼是末。所以
發展科技之前一定要先普及倫理道德教育，否則科技帶來的是災難
，它不是利用、厚生，它不是走這條路線。
　　我們感受到老祖先他在發展人類文明的過程當中，他有一套非
常縝密的、生活的、實踐的理論。從哪裡來？從智慧來的，不是從
知識來的，從知識沒有可能看到這個層面。過去我在馬來西亞跟那
邊的華人交流的時候（去年），我記得有個長輩告訴我，他說在二
、三百年以前人類還懂什麼叫做智慧，人類懂；可是二百年後的今
天，智慧變成了什麼？智慧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知識。就是我們
現在生活的這個社會裡面只剩下知識。他說再過五十年，或者是可
能更短，照這個速度發展，可能再過二十年，人類的社會連知識都
沒有了。沒有了，那剩下什麼？他告訴我，資料，剩下資料。



　　大家了解什麼是資料嗎？因為大家現在都上網去搜索。所以有
的孩子他就問這樣的問題，他說：老師，這個還要背嗎？只要上網
去查就知道答案了。還要預算嗎？還要背這些知識嗎？很多老師回
答不了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到，智慧下降到知識，知識再下降成
資料。請問當人類的社會只剩下資料的時候，請問人還剩下什麼？
這是我們覺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反正電腦就可以取代人了。所以
有的電影就拍這個到時候人類就變成電腦的奴隸，有沒有道理？有
道理。他確實變成電腦的奴隸，因為連知識都沒有了。這絕對不是
我們科技所要引領的方向。所以科技是率性的，它一定是順著本性
的。
　　第二個特徵，科技是整體的。我們剛剛說率性是順著本性，相
反就是逆著本性；逆著本性一定會得到災難，這個大家應該都能感
受得到，我們在講「健康飲食」的時候就看到了，這我們就不多說
。整體的對面是什麼呢？就是機械，機械觀。中國老祖先的文化是
整體的，它認為宇宙是一個整體。人這個身體是一個小宇宙，而這
個小宇宙跟這個大宇宙同等複雜；大宇宙有多複雜，小宇宙就有多
複雜，同等的。而這個大宇宙怎麼運行，這個小宇宙就怎麼運行，
所以小宇宙影響著大宇宙，大宇宙也影響著小宇宙，它們交互作用
。
　　所以中國人的文化形態、生活形態把整個宇宙視為一體，它是
一個整體。既然是一個整體，有沒有辦法分割？有沒有辦法切割？
不可以的，不可以切割。所以他就沒有所謂的開除這種概念，沒有
，不能切割。西方人的觀念、價值是機械觀，機械觀是什麼意思？
我們看，中國人把身體視為一體，所以五臟都互相的有關聯性，它
用五行來做代表；五行不是迷信，我們不要認為人身體哪有水火木
金土，這是迷信。錯了。五行是性質的歸類，把它歸到哪一類，並



不是說木就是木頭，不是的。木的那一類的特徵是什麼？生發，生
發的特徵。只要是那個特徵的，把它歸納成木。它用五行，很簡單
的，我們剛剛講「不易」。再來，要掌握不易，用的法則就是「簡
易」，簡單的歸納，簡單的法則。中國人的學問都是簡單的。
　　所以各位領導，各位朋友，要解決最複雜的問題，各位朋友一
定要用最簡單的方法，不然解決不了；最複雜的問題一定要用最簡
單的方法才能解決。所以我們看到中國人把五臟六腑都視為一個完
整的整體。可是西洋人不是這麼看法，西醫他認為肝壞了那就可以
換肝，腎臟壞了換腎臟，心臟壞了換心臟，是這個看法；這胃出問
題了，可以把胃拿掉，可以把小腸接上來，這是西洋人的看法。錯
了！東方人不這麼看，所以東方的醫學不走那條路，因為它不是機
械。這個錶壞了，螺絲壞了就換螺絲，芯片壞了就換芯片，認為可
以換，錯了。中國人認為它是一體，不能換的；它不但不能換，而
且還發現這一體的過程當中互相的有交互的作用，所謂相生相剋，
交互作用。我們看對不對，有沒有道理？有道理。
　　所以兩千多年前，諸子百家有一家列子，列子他就講：「一體
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他說人這個身體，盈虛消
息指的是我們的起心動念，我們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一個念頭有盈
有虛；可是這個消息我們不要認為它很小，它是通於天地，它跟天
地有一種交互作用，這個交互作用我們肉眼看不到，可是它存在；
應於物類，它有相對應的一種交互作用。我們想想有沒有道理？有
道理。我們看一看我們的欲望，我們想要吃一塊肉，這就是盈虛消
息；這吃一塊肉的念頭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變成什麼？變成溫室
效應，人類的貪心就讓地球變成這個樣子。你看通，它是通的。雖
然它是一個漸變的過程，可是當人類在起那種貪心的過程當中，它
所對應的天地變化已經呈現出來了；它是同時呈現的，沒有先後。



　　各位朋友，我們談這個，你說那跟管理有什麼關係？各位朋友
，您了解這個道理，恭喜你，您就會管理。你的管理萬無一失，你
管理的心境已經確定。我們很習慣的認為我們管理，管什麼？我每
次演講都跟大家分享這個故事，因為這個故事很直接的讓我們了解
到現代人對管理的一個看法。因為一般的人在談管理的時候，他未
必認識什麼是管理，就像我們剛剛講的科技，他未必知道什麼是科
技。所以有個學生他曾經跟我討論過這個問題，他是讀管理學院的
一個學生，他跑到廬江去找我們交流了這個問題，因為他知道我是
講中國文化跟企業管理的。其實我不懂，但是他很虛心，我們交流
的過程當中我也很受益。他問我說，我們在學校裡面學管理，現在
學的都是西方的管理，他說我愈學感覺到有點難受，為什麼？中國
人的學問裡面到底有沒有管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疑惑。現
在國學的，很多人把國學拿來講管理，講得很多，現在大概一般人
可能認識到的國學跟管理的關係可能是在那個層次上，這是其他的
一個問題。
　　這個同學問到這裡的時候，我就知道他很想要認識自己老祖先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學問，這很了不起，很好學的一個學生。結果就
反過來請教他，我說那你先談一談你學的管理是什麼？他就告訴我
說，我學的管理，當然第一個我要管人，人是我要管的。我讀到這
樣一個學歷，我還要讀研究生，我可能還要讀博士，所以我出來當
然是要先當一個高管。當一個高管，我面臨到第一個就是管人。他
跟我講了很多，人、事、時、地、物、錢都是他要管的。我們想想
有沒有道理？有！管人、管事、管地、管物、管錢，這都是我們現
在企業管理很熱門的話題，人事時地物錢。然後重要的、不重要的
、緊急又重要的、重要又不緊急的，就是這些。用這些來管，有沒
有道理？有道理，可是他告訴我這麼多，他還說到管錢，他說「你



不理財，財不理你」，所以理財很重要，這是管錢。我說對。講了
十幾分鐘，他要管的東西很多，就一個人不用管，那知道誰不用管
？自己不用管。就是自己不用管，剩下的都是他管的對象；所有都
是他管的對象，就自己不用管。
　　我告訴他，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管理跟西方管理最大的差異點，
就是這個地方。中國文化唯一要管的就是自己，其他的你先不操心
，首先把自己管好，這叫修身，才能夠齊家，才能夠治國，才能夠
平天下，這是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這叫道，這就是規律。我們自
己修身都沒辦法管，我管不了我自己，我說我要齊家，我說我要治
國、要平天下，這個次序就顛倒了，他不是知所先後，他是已經忘
所先後、失所先後，他離道就很遠了。離道很遠，災難，就是災難
，他一定是失控！所以為什麼現在搞管理的人搞到自己最後得憂鬱
症？問題在這裡，跑不掉的。如是因，如是果，有這個原因，產生
的結果一定是那個結果，一定的，沒有僥倖。
　　所以我就告訴他說，中國文化很重要的一個觀念，很簡單的管
理就四個字，叫做「正己化人」！以前講這個不好講，今天因為胡
董在我前面講，我就很輕鬆了，因為所有的案例都提胡董就好了，
很容易了解。什麼是化人？什麼又是正己？在胡董身上我們都看到
了，所以很容易解釋。正己就是他首先把自己的生活完全按照《弟
子規》來做指導，止於《弟子規》。只要是《弟子規》要他做的他
就做，《弟子規》不讓他做的，他一件都不做，正己。化人，這個
「化」是重點，化有沒有勉強？沒有勉強，一點勉強都沒有。化，
我們叫感化，我們叫變化、叫潛移默化，它沒有勉強。既然是這個
化，我們就發現管理的祕訣就在這個化裡面。
　　正己是對自己，化人是對別人，自他。中國文化每一句經典都
有自他，都有自與他。你看「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對誰？



對自己；「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對誰？對他。那個朋是什
麼？是來跟我們參學的。你看胡董，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他喜
悅！他快樂！結果人家看到他這麼快樂，就來問他，你為什麼那麼
快樂？你以前每天要吃藥，那個神經傳達地址訊息錯亂，那個病很
奇怪，幸福的訊息搭在痛苦的位置上，痛苦的訊息搭在幸福的位置
上。你以前那麼的苦，為什麼你現在那麼快樂？你以前看起來那麼
的憂鬱，為什麼現在那麼快樂？你以前看起來那麼老，為什麼現在
看起來那麼年輕？
　　真的，學中國文化第一個改變的是哪裡？是這個面相改變了。
沒學中國文化以前，這個面相跟學中國文化以後的面相不一樣。你
如果可以堅持學一年，一年之後你的朋友看到你，一定會說你變了
，可是他又說不出來你變在哪裡。第一個，這個臉一定會變，表情
、面容、面相一定會變，所以有朋自遠方來，為什麼？因為他來參
學。他看到你變了，他覺得他也要跟你一樣，這是他，自他。「人
不知而不慍」，什麼意思？那也是對他。知道我，我也要成就，我
的公司也要管理好；他不知道我，我也要成就。所以他知不知道跟
我沒有關係。所以苦是自己找的，樂也是自己找的，這叫做自作自
受。我們看到正己化人，一個是對自己，一個是對他人；他人被我
們化。
　　所以感受到管理是什麼？把三種東西拿掉，我們就會管理。哪
三種東西？對立、控制、佔有。我們從中國的文字裡面這個「化」
看到，這個「化」看到沒有對立，有對立它不能化。一個整體觀沒
有對立，你看我們的身體有沒有對立？我們身體只要出現對立就是
病態，一有病態，它就對立。所以我們的肝跟我們的心臟不會對立
，我們的胃跟我們的小腸不會對立，它是一個整體！只要有一體的
觀念，沒有對立。有對立，沒有辦法管理；有對立，你要管人就產



生衝突、產生矛盾，他就管不了。只要有對立，他就沒有辦法管理
，這點非常的重要。所以孔老夫子在《論語》裡面告訴我們，管理
它就一句話，就把現在的管理跟過去的管理做一個總結，讓我們認
識到什麼樣的心境產生出什麼樣管理的學問。
　　在「為政篇」第三章他講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這個字跟導引的「導」一模一樣，也是念導；「道之以德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句話很短，可是它把古今中外所有管
理學的理論統統含括進去了，一個都沒有漏掉。它裡面包括管理學
的心境，包括管理學的方法，包括管理學的態度，還有管理的結果
、評價、衡量，統統有了。就一個這麼簡單的話，涵蓋了這麼深的
訊息量，這麼大的訊息量。什麼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這個政就
是條文、條款，就是我們陳老師那天講的「術」，方法、理論，方
法論就是這個政；齊之以刑指的是賞罰。我們想想看，一般的人管
理他會用條文來管理，會用法條來管理，會用賞罰來管理，可見得
他的心境是什麼？他的心境是管理者跟被管理者是對立的，所以他
需要這個來管。它是一種對立的狀態，所以衍生出來的管理方法就
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沒有例外的。只要我們有對立，衍生出來
的方法就是這個方法。
　　大家可能對一體的這種觀念好像很難理解，我做一個比喻，讓
大家比較清楚。我們當過父母的人，我有兩個孩子，我的老大現在
九歲，不大，還是個小孩子，所以我記憶猶新，當他還是嬰兒的時
候，我替他餵奶。大家看到這個爸爸替孩子餵奶，替孩子換尿布。
這麼多年了，你問我說你餵他吃過幾次奶？你給他換過幾次尿布？
記得嗎？不記得了。為什麼？一體，因為這是一體。你說你的左手
這一生來為你的右手抓過幾次癢，你記得嗎？當然不記得。為什麼
？一體。用左手去幫助右手要不要跟它講，右手癢了，左手跟它講



：五百塊，不然你癢死好了，我不幫你抓。不會，不可能，因為一
體！所以我們絕對不會拿一個本子說：小朋友，我給你換過幾次尿
布，餵過幾次奶，你以後要怎麼回報我？我們借人家多少錢，我們
自己記得一清二楚，為什麼？對立，它不是一體。所以一體他沒有
這種感受，他沒有我幫助你多少次，我要怎麼約束你，你要怎麼回
報我，對立、控制或者是佔有，你是我的，這種觀念沒有，他自然
就沒有這個觀念。這就是我們李老師昨天講的「孝道與管理」，這
就是孝道，它是一體。如果是分隔了，那就不孝了；而且它是自然
的，不是我勉強說我是一體，不是，自然就是一體。
　　時間是不是到了？那這個表還有半個小時。這個表的信息不是
那麼正確，我以為還有半個小時。沒關係，我們休息半個小時之後
，下節課除了談管理之外，我們談一談，因為大家都很關心利潤、
很關心賺錢，我們下節課談談怎麼賺錢？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