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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儀：現在我們要邀請我們的陳樹理事長，還有我們的劉富臺
執行長，還有我們的張有恆張院長，三位來跟現場來賓做與談。或
者是各位有什麼意見，也可以再藉這個時間跟這三位與談人來做一
個交流。我們熱烈掌聲來歡迎三位與談人。
　　陳樹理事長：敬愛的上悟下行法師，還有張院長、劉執行長，
各位尊敬的貴賓，各位大德，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
是遵照兩位主持人的吩咐，希望我來笨鳥先飛，他們在後面壓軸。
我想今天從早上到現在，大家如果依然還坐著，而且精神還不錯的
，老實講你們菩薩已經至少成了一半，給自己鼓勵一下。這是一個
非常精緻而且溫馨的一個研討會，我想最主要也是眾志成城，有淨
空老和尚的加被，我們悟行法師的一個指導，我們張院長他來整體
的策劃，我們陽光阿姨的陽光普照，大家共同來成就。
　　雖然是一天，但是老實講，台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還有我
們這麼多與談人，每一位就是真的是把他最寶貴的精華，在這樣不
是很長的時間，能夠來奉獻給大家，這是非常非常的難得。我們對
每一位都非常的感恩，對他們努力的成就也都非常的敬佩。因為我
們國學書院是稟持我們淨空老和尚他的一個帶領，他的一個吩咐，
希望讓國學能夠廣植我們這個地方的心靈，以後能夠推廣到全世界
。因為企業是一切經濟發展的主軸，所以我們這研討會兩屆，我們
把它定位為國學文化跟企業經營的研討會，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寶貴
。
　　如同我早上所提到的，因為我們企業經營長期以來都以為獲利



、為股東謀福利，這是一個主要的選擇。當然後來有擴充到債權人
，到達員工，到達上下游的供應商，跟下游的客戶，進一步又能夠
延伸到整個社群，到整個對社會的關懷，甚至於對整個環境的維護
。但這個都是屬於西方它的資本主義帶下來，因為產生了很多後遺
症，所以有一點物極必反這樣的一個結果。但我們從這些都是屬於
科學技術，還是它都是一個表象，都是一個外在的現象。現在唯有
表裡要如一的話，要內外一如的話，一定要把東方跟西方能夠來做
一個比較圓滿的整合。所以我們中道可以說是不二法門，所以不分
中、不分西，也就是中西是不二。
　　所以我要跟各位報告，我曾對中道文化把它寫個打油詩，所謂
中道文化就是「中西不二能貫通，道由心生須自重」，全部的道都
來自於我們自己本具的心性出來的，一定要看重自己，一定要特別
的重視。第三個，「文以載道莫執著」，我們很多文字，老實講它
是用來載道，道是在上面，它只是一個車子而已，不要把車子當作
本，把道當作末。所以今天不只有我們張廣博董事長特別提到，就
是說，過年的時候打電話給他的員工，對不起，是哪一位提到的？
好像是王志剛董事長，他特別提到，就是說過年打電話給他，他說
你是誰？他說我是董事長。結果對方說我是董事長的阿公。這句話
是一個文字相，但是文字相把它善用以後，等於是達到底了以後，
後來整個轉念，文化的轉移是非常非常的快。你看剛剛我們張院長
特別提到，坤卦跟乾卦，大家習性上都認為應該是乾在上、坤在下
，結果把它轉過來以後，上下才能夠交通，才能夠圓滿。也就是意
思就是說中道，哪一邊都不要執著。
　　像今天我們林蒼生總裁特別有提到，就是說，真的我們最近的
西方科技，我們看到一個現象，科學的文明、物質的昌盛以後，真
的把我們整個傳統的文化、倫理道德，這些固有維繫人類的生存，



我們整個自然能夠維護的這個本，把它給破壞掉。但是這是個現象
，我們面對這個現象的話，只有去轉念。所以我說你善用它，善用
它的機制，把這個文化找回來。有時候因為你這個觀念如果對的話
，透過所有的網路，現在網軍的影響是比一個口耳相傳來得快很多
。所以我想這樣的話，藉由這個平台，我們可以說把這樣的一個文
化能夠廣傳的話，以這邊為根據地，可以到整個全台灣，到後來能
夠到達整個亞太，或者是兩岸或者亞太，到全世界。
　　我想今天早上大家很清楚，就是從王院長提綱挈領，你們會不
會很佩服他，他真的就是記憶力這麼好，能夠把這個孝從它的本源
到達它最大的地方。我們王志剛董事長他點了很多的觀念，就是領
導的十力，不過他今天只有講五力而已，另外五力就是留給下次來
講。所以那就代表一切根源到底在哪個地方。在我們那一場次裡面
，因為在三位，包括邵理事長，還有我們陳董事長，還有林蒼生林
總裁，他們除了說就是從儒釋道的觀念、從《易經》的觀念，甚至
於就是從他企業經營的觀念，到最後我們林蒼生董事長，他認為到
後來還是回歸到中道。中道不偏左、不偏右，但也不是剛好在中間
，所以說他解釋得非常好。我個人給它加上這樣一個解釋，各位曉
得，就是說，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也就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就是說萬法歸一，一在哪裡？就在我們這一念本具的清淨心。這一
念心是中道，這一念心是無私無我，這一念心是清淨自在，這一念
心是自利利他，這一念心是悲智雙運的時候，那一念心是中道。話
出來的時候，希望能夠不管你透過哪一種機制，我們現在有這麼多
制度，我們都可以善用，都不要執著，但可以善用。
　　所以我們常講，不要執著，但是可以珍惜，可以善用。這樣的
話，善用它的機制，你用中道的這一念心，只要它沒有平衡、沒有
和諧、沒有圓滿，我們來調整，去調整我們的態度，調整我們處理



方式，而不是去怪外面的現象到底怎麼個樣子的時候，老實講這就
是一個中道。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那一心在哪裡？那一心就看大
家悟道的程度，你愈無私無我的時候，你悟的程度愈高；你愈能悲
天自利利他的話，那個層次又更高；你又能夠民胞物與，又能悲天
憫人的話，那層次又更高。那一念心能夠靜下來一念不生，動起來
萬善圓彰，那一念心你的平衡度抓得愈好。也就是我們，有了這些
二邊之後，你能夠抓得準、抓得穩、抓得好的話，就看你們悟道的
程度。悟了道以後要不要行？如果悟了道不行就沒有力道。所以這
個情況，真的，我剛才很讚歎我們淨空老和尚給我們師父取個悟行
法師，就是叫大家悟了這個道以後，悟了以後要起修，一定要修。
《總裁聞思修》，也是悟了要起修，你沒有修的話，老實講，那是
沒有效果的。
　　第二場的話，是由我們劉富臺執行長，因為他們兩個吩咐要我
來提，他們最終都是以孝廉文化。這個孝之本，老實講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往往一就是萬法。像我們智者大師講《妙法蓮華經》，《
妙法蓮華經》總共有六萬餘言七軸裝，有六萬多字，但是光一個妙
字就講了九十天，這個九十天講完以後，整部經也講得差不多了。
這個剛剛好跟我們劉執行長以及我們張院長，他特別提到，一個孝
如果能夠把它發揮到極致的時候，已經全部涵蓋了。所以說，為什
麼是萬法歸一？就是萬法到後來都在我們這一念心，你這個孝把它
變成小孝、變成大孝，到最後變成對全天下都孝，這時候它整個就
涵蓋在裡面。所以我們文字是個般若，但是不要讓我們執著，這樣
可以拿來觀照，最後還是要力行實踐，能夠變成實相。
　　最後當然我們特別要讚歎，就是說包括我們李董事長，他的一
生這樣的過程，他剛好有特別提到，他個人捐就捐出兩億多，自己
發覺沒什麼錢他就一直捐。假設哪裡對我們這些貧窮弱勢的有幫助



他都做，他就是等於說把別人的子女當作自己的子女一樣。他過去
曾經窮過。結果我們會發覺這些，本來是百貨公司一個小的業務員
，到後來為什麼會成就那麼大的企業？他每次都講說他的企業很小
，其實真的不小。所以我說大田是大福田，是我們敬田、悲田跟恩
田，大福田耕耘的地方，很敬佩。你以後成就還會更高。
　　接下來就是我們李克明李董事長，因為過去，他的文質彬彬，
我真的沒有想到，想說一個從國外回來的，事業好像也做得還不錯
，等於說各種財富、地位都很好，但是一直人都很謙虛。我沒有想
到他從八十幾年就已經接觸這種中華文化以後，他是已經有相當多
的投入，而且能夠充分的浸染。所以你會發覺，所有的環境在變化
的過程之中，他能夠如如不動。也就是我們這一念心，真的如果能
夠，儒釋道以及所有的宗教，我真的很佩服我們淨空老和尚那個觀
念，兩岸也好，藍綠也好，我們可不可以存異求同？也就是各種宗
教的紛爭，各種信念、各種理想、各種理念的紛爭，能不能找到共
同的元素，我們盡量把它發揚，至於不同的地方我們就尊重他們。
　　所以像淨空老和尚在澳洲圖文巴市裡面的實驗，老實講，大家
也很清楚，這個實驗的結果發覺是成功的。也就是這十幾種宗教，
本來大家彼此是冷酷，冷漠無情的，彼此相互排斥的，但是到後來
，讓大家都能夠聚在一起吃素，一起聊天。一起談了以後，結果我
在斯里蘭卡聽到，因為連線連到圖文巴的這一位基督教，還有天主
教的這些他的領導，他特別提到，他說其實我們宗教之間不是一個
辯論，它是一個對話。什麼叫對話？我們不想改變大家，我們也不
一定要我們贏，你們輸，而是大家把自己的東西非常忠實的呈現出
來，結果就發覺大家就能夠凝聚在一起。這位基督教的領導人他是
怎麼說？他說過去我們都不了解，到後來彼此更了解了以後，發覺
我們每個教堂的人都增加了，而且彼此又更溫馨了，整個市它就變



成非常溫馨、非常的祥和。所以老實講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我們想藉由這個平台，因為中華文化就是無所不包，我們
希望大家無所不包，這個時候的話，能夠找出最好的元素，中華最
好的元素，我的感覺上，剛剛我們張院長特別提到，孝悌忠信、禮
義廉恥、仁愛和平。但是真的回歸到後來，跟各位報告，就是中道
。為什麼？我們有俗諦、有真諦，但最後還是中道第一義諦。我們
本身就是有中觀、有空觀、有假觀，但最後還是中道實相觀。所以
中道是佛道，中道是一個能夠靜下來一念不生，動下來能夠萬善圓
彰的我們這一念心，能夠充分的現前。我想我們從自己剛好找到了
一個最好的機會，人身難得，佛法難聞。
　　當然，我們很佩服張院長最後的這一場，他自己本身這樣的投
入，不只一直在佛法上面、佛學上面不斷的宣揚，同時他開班授課
，《無量壽經》他不斷的講，而且對我們、對企業界他也希望能夠
廣開善門，能夠稟持淨空老和尚這樣的一個指示，能夠從《孝經》
開始，到現在進一步《道德經》，是希望能夠把中華文化確實跟我
們企業經營是能夠結合在一起。剛剛從他們三位裡面的心得報告，
大家也充分感受得到，真的這是可以有用的。所以，「建國君民，
教學為先」，人是可以教育的，不要以為我們的觀念永遠都是這個
樣子，改變觀念就會改變你的命運，大家都能改變觀念，就改變社
會的命運；全國都能改變觀念，我們國運就改變了，真的一切唯心
造。所以我們強國必先強身，強身必先強心。所以我們中道文化希
望能夠發揚到整個國學文化，到整個企業經營，都要能夠全部涵蓋
。
　　所以今天各位所有的參與，而且與談人真的他們都準備得非常
充分，也非常的精緻，也非常的深入，也非常的透徹明瞭。各位這
麼有耐心、這麼有誠心繼續來學習，我想是最大的福田，也是最大



的福報，也是最大的功德。希望大家共同來用心，從你的現在開始
，走出去不要變，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遇到你的周遭，到你的工
作的崗位，到整個社會上，有不變的愛心，不變的關懷心，時時刻
刻展現我們最大的智慧，悲智雙運。如果不符合中道，自己馬上「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最後我們期待
能夠「為天地立心」，立一個正確的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
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祝福大家，感謝各位，謝謝！
　　劉富臺執行長：我想我做一個簡單的補充，就是佛法在企業界
管理上面的一個應用。我一九九一年親近老法師之後，我一九九二
、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在達拉斯，那個時候就連續被promote了
好幾次。本來跟我平行的一些老美，就是都是德州人，你們知道德
州人他們眼中的德州是有美國的三分之二大，他們就從來不會謙虛
，也從來不知道說天地有多大，一般來講，德州佬都比較自大。所
以那時候看到我一個黃面孔，一個台灣過去的人，他們都不服氣，
都非常不服氣。所以管理，就是負責HR的經理就跟我說，富臺，你
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一下你的管理理念？我一直都是Technical出身，
都是一直做專業的，都是做技術的，那個時候我說你給我一個禮拜
時間，我把它整理一下。
　　其實我全部講的都是佛法，可是在美國是不可以講宗教的，你
一個管理者你講宗教，你會有麻煩。我不帶一個名相，把佛法的觀
念，把各個經典裡面重要我們剛剛講的一些理念，我把它整理了一
下，用英文講給他們聽。幾個本來跟我平行的，基本上都是廠長級
的，本來在我面前都是非常自大的，根本就不會服從的。我演講完
以後，他們幾個廠長跑過來，說富臺，你這些材料從哪裡來的？我
們讀管理，在美國讀管理讀了這麼久，怎麼從來沒有聽過你講的這
些東西？我講的，佛法當然有道理，但是我不帶一個名相，不帶一



句佛法，我甚至於連佛法的智慧wisdom我都不用，我把它改成clea
r-mind、clear-thinking。我說一個人要頭腦清楚，我說頭腦清楚，
因為老美一聽到頭腦清楚，那就是智商很高，然後什麼都很厲害、
什麼都懂。我說錯了，我說頭腦清楚第一件事情是先知道你自己的
弱項。這些德州佬完全受不了，我怎麼會弱？我哪裡有弱？我當然
都是強的。其實我說只有你了解自己弱項的，你表現出來的才是自
信，你如果只有了解你自己強項的，你表現出來是自大。當然我那
時候都是用英文講。
　　我從我那本書後面有寫一個，太陽從東邊升起，從西邊落下，
我說這個的背後就是《金剛經》觀察的準則。我說我們每個人每天
出去看到都是太陽從東邊升起，從西邊落下，我說你認為是對的請
舉手，我說你認為是不對的請舉手，差不多一半一半。實際上這個
就是，太陽從東邊升起，從西邊落下，就是有我相，有所住，就是
非常主觀，不但主觀，還有所住，就是《金剛經》講的有我相、有
所住。我用英文講，當然我開始也是完全不著一點名相的說法，而
且甚至於連字彙，連這種讓人家感覺到有任何東方味道的這種想法
，我一句都沒有用。講完以後他們就比較服氣。所以我覺得佛法實
際上在企業經營管理上面絕對有它的智慧，絕對有它的功效。謝謝
！
　　張有恆院長：剛剛兩位主持人已經都把我們今天的結論都已經
都講得非常的清楚。我想我在這邊初擬了一個我們第二屆大會的宣
言，初稿而已，我們還可以再討論，大家聽聽看。「推廣孝道，落
實企業社會責任之中道公司治理文化，促進人生幸福與企業永續經
營」。各位覺得怎麼樣？我想我們推廣孝道，這個就是我們國學文
化的大根大本。孝為中華文化根，敬為中華文化本，這是我們老和
尚的開示，也是在我們《孝經》的背頁。不過它打錯了一個字，應



該是中華文化本，孝是中華文化本，敬是中華文化根。所以我們要
去落實推廣。去落實，在企業的經營方面，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
它的社會責任就是我們早上大家談了很多，很多的與談人也都提到
的。
　　什麼是中道？包括剛剛我們陳理事長也提到，我們佛法講，二
邊不立，中道不存，連中道也不能執著。如果以現代的話來講，就
是要自利利他，自他不二，中道就是不二。中道第一義諦它是不二
的，雖然講第一，是超越那個第一，那個是絕待的第一，不是我講
的第一、第二有這個順序的那個第一，超越一、二的那個一。所以
這個講的就是你要不斷的超越，不要執著，連中道也不要執著，中
道不存你還執著什麼？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中道，指的就是自他不
二，自利利他的意思。這個就是中道的公司治理文化，能夠做到自
利利他。其實利他就是永續的利己，在利他的過程當中你沒有執著
，沒有執著的當下，你就利益自己了。
　　我們是希望說，落實孝道就是促進人生幸福，人生幸福的大根
大本也是在孝。企業的永續經營，它因為要落實自他不二，落實中
道的公司治理，所以就能夠促進企業的永續經營。所以也談到了自
己，也談到了企業。我不曉得兩位主持人還有沒有其他，或者在座
各位與會的貴賓有沒有要修正的？如果我們大家還有修正意見的話
，我們在最後做光碟的時候會以修正的文字來呈現。謝謝大家！
　　司儀：我們再次感謝。
　　陳樹理事長：對不起，我再補充兩句話，很抱歉，我剛剛花了
比較多時間。因為剛剛講中道文化，只有講到文而已。「中西不二
能貫通，道由心生須自重，文以載道莫執著」，最後一句話是「化
而無化遍圓融」，在化的時候沒有一個化，老實講就遍一切的圓融
。另外一個就特別要提到，剛剛李克明董事長特別有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看到很多西方的書，發覺專業技術、科學很多，但一談
到道德倫理、一進到心的層次裡面就很少，這個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真的我包括金融大海嘯、金融危機之後，但是我們看到談到倫理
的部分，頂多只有哪裡犯了什麼法，應該怎麼處理，它沒有去找本
體面。就是我們現在為什麼唯一能夠發揮力量的地方，以後會變成
世界文化的一個主流價值，大家共同來耕耘。不好意思，剛剛又佔
用大家一點時間。
　　司儀：好，我們再一次感謝我們三位主持人，感謝他們今天精
闢的主持以及講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