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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院長、悟行法師，國學院的各位董監事們，還有現場的朋友
，大家早安。
　　很榮幸受邀參加這次的這個會議。昨天下午我剛從南部上來，
又大概參加了下午的課程，看到大家很關心企業經營這方面的問題
。主辦單位邀請，給我的這個講題是「國學文化與誠信經營」的一
個課題。我在想怎麼切入這個課題？因為第一個，我不是企業界裡
面的人士，我已經離開企業界很久了。投入到這個文化的事業，這
段時間我個人深深的有很多的感慨。
　　我在想怎麼切入今天的主題。第一個我們談經營，其實經營不
是侷限於企業，人生就是一個經營，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都要經營
自己的生命。生命是非常公平的一個狀態，就是人有生一定有死。
從生到死，就是人一定會死，有沒有人不會死的請舉手？沒有，都
會死。但是大家都非常怕講死這個問題，很不喜歡提死這個問題。
但是愈怕死，死得愈快，愈會死；不怕死，也要死；怕不死，可能
就比較可以解決問題。怕不死就是怕死不了，聽得懂嗎？怕不死跟
不怕死不一樣，不怕死還是會死；怕不死，他就會去思考死的問題
。這樣大家能聽得懂嗎？有幾個人經常思考死的問題？講人會死這
個問題，要怎麼經營，這是一個很奧妙的問題。當然在師父面前，
我其實不應該提這個問題，因為師父是專家，他是生死學的專家。
但是這個跟經營有非常緊密的關聯性，因為人的一生就是經營。所
以我在想說國學跟企業誠信經營的關係的時候，我第一個就想到這
個問題，怎麼經營生命的問題。



　　我們人在這個世間需要一分福報，也就是人活著每一天都是福
報。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這句話？也就是說這個人，這個人要
沒有福報的話，他就從這個地球畢業了。聽得懂嗎？就是講人若沒
有福報，他就要準備往生了，所以人活著就是福報。這個「福」這
個字不是迷信，福這個字就是資源，我們用現在的話來講資源，資
源。我們經營企業，不管你的企業經營得多大多小，我告訴大家就
是一個字「福」，就是福。因為昨天我來的時候，正好是聽到講到
股票，對，謝董事長，謝董事長他對這方面很內行，他講到股票，
很多股票漲、跌。我在後面聽，其實我對股票不了解，但是我聽得
懂。就是這個股票為什麼會漲？因為它有福報。為什麼這個股票跌
了？為什麼這些企業後來垮了？他講到有很多代碼現在已經不見了
，我告訴大家，就是福報用完了，就是福報的問題。所以所有一切
的經營，人這一生的經營，還有事業的經營，全部靠福報。
　　這件事情有什麼重要？非常重要。因為福有福的因，因就是說
原因。我想請問大家，這個世間有沒有一件事情是沒有原因就發生
的？不可能。樹上有一片葉子掉下來，都有原因。也就是說我們經
營人生不可能有一件事情是沒有原因的，講沒原因就發生，不可能
。所以，我們經營人生第一件事情就要去找原因，原因導致結果。
我們這個身體，我們這個身軀，到現在這個狀況，長成這個樣子，
這叫什麼？這叫結果。我長成這個樣子會不會沒有原因？不可能，
一定有原因。這個世間沒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發生的，也沒有一件事
情是僥倖發生的，不可能，這就是科學。所以，任何事情你去找原
因，只有原因才能解決問題，結果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你譬如說我
現在長成這個樣子，我照照鏡子，我覺得很難過，為什麼？我不夠
帥，不夠高。請問我抱怨有沒有用？我自殺、我上吊有沒有用？因
為都不能解決問題。



　　所以我告訴大家，在所有的經營裡面有一個鐵則，就是結果沒
有辦法處理問題，你要處理問題，你一定要回到原因才能處理問題
。所以，原因到結果有兩種非常重要的特性。第一個特性叫可預測
性，原因到結果可預測。這個可預測，大家知道這三個字有多麼的
重要嗎？重要在哪裡？重要在我告訴大家，如果你可預測明天的股
票，你一定會發財，這樣了解嗎？可預測這三個字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天氣預報，在這個可預測上面花了多少的科技在做可預測的事
情。所以人生最重要是可預測。而我在這裡告訴大家一個鐵則，從
原因到結果可預測，你只要抓到這個東西，你的人生問題就解決了
百分之百的問題，因為可預測。
　　第二個，原因到結果有增長廣大的特性。也就是原因一點點，
結果會很多。你下一顆種子下去，秋天收成的時候，可以收非常多
的種子，這就是增長廣大的祕密。也就是說，經營你一定要抓住這
兩個，第一個可預測，第二個可增長廣大，這就是祕密。結果不能
處理問題，只有在原因才能處理問題。所以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人生的經營需要什麼？需要福報，對不對？好，福報從哪裡來，
這個才是重點。也就是會經營人生的人，在原因上經營，不在結果
上抱怨，不在結果上修正問題，而是在原因上預測問題，這個才是
最重要的經營法則。不管你經營事業，還是經營人生，都好，都是
這個法則。福報的原因在哪裡？我告訴大家，福報的原因在付出，
在服務上面。也就是說，結果上需要福報，原因上需要付出，這就
是重點。
　　再來，人生除了福報之外，還需要什麼？我們現在講經營，經
營除了需要福報之外，還需要什麼？我告訴大家，需要智慧。所以
，你的人生只要抓住這兩個字就好了，福跟慧，福報跟智慧，抓住
這兩個字就好了。智慧是來駕馭福報的，福報沒有智慧的駕馭叫痴



福，就是愚痴的福報，叫痴福。痴福只享一次。注意！痴福只享一
次，有智慧駕馭的福報可以永續。也就是說，你的福報如果你不滿
意只有一次的話，你必須要用智慧來駕馭它，就是這麼樣。永續經
營談的是智慧產生的福報，是這個，重點就在這裡。
　　所以我今天講談經營，因為我不是要談企業，因為我不是企業
人，我對企業的經營，說老實話我是外行，我不能冒充內行，但是
它的原理原則跟經營人生是一樣的。我這些不是我自己發明的，是
我從經典裡面學來的，所以我跟大家報告，我是假藉聖人的名義來
的。所以不是我自己，要我自己的話我不敢上台，我講的不是我自
己講的，是聖人講的，是老祖先講的。所以我只是他們的代表，因
此我站在這裡，我不會感覺到害怕，因為我有老祖先的加持，因為
不是我在講，我這些理念不是我發明的。福報跟智慧是人一生都不
能夠缺乏，誰都不能缺乏，所以不是說我想要或者是我不想要，我
喜歡或者是我不喜歡，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你都需要，這個才是
重點。
　　它從哪裡來？我跟大家講，從教育。也就是說，沒有教育，福
報跟智慧就會落空，因此教育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們在這裡談這些
課題，主要是來談什麼？我告訴大家，談教育。從一個個人到一個
事業、到一個王朝，都有福報的命運。開國的君王，歷史上開國的
君王，他能開那個國家，他能做皇帝，他能夠享有多少國祚，都是
福報。這個福報從哪裡來的？我剛剛講，因！福是果。因是什麼？
因是德。德行的德。德為福之因，福是德之果。所以他的福報不是
憑空來的，是修德而來的，這個大家一定要清楚。
　　而這個福，我們先講果，為什麼？因為果比較容易了解，因比
較不容易了解。果大家都喜歡，我們中國人講五福，中國人把福報
分成五大類，因為福報無量無邊，沒有辦法講，五大類來講。第一



大類的福報，大家都要的，富貴。富是講有錢，貴是講地位，就是
錢跟地位是每一個人都要的，沒有人不要。錢跟地位很重要，它把
它擺在第一個，富貴，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什麼？第二個是康寧
。康寧是什麼意思？康是身體的健康，寧是心理的健康。也就是說
，身心的健康它把它擺在第二個。第三個是什麼？第三個叫壽命，
壽命。壽命重不重要？壽命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沒有壽命什
麼都沒有，所以第三個叫壽命。第四個叫什麼？第四個叫好死。好
死重不重要？年輕人不知道，有一點年紀的人知道。為什麼？因為
看得多了。你常常到醫院去探病，常常跑殯儀館，你就知道好死非
常重要。死得很好是一件很大的福報，年輕人不知道，因為年輕人
很少跑醫院，很少跑殯儀館。我們有一點點年紀的，我不敢說我年
紀很大，因為在座很多年紀比我大，可是我這個年紀我就跑殯儀館
了，因為朋友已經一個一個凋零了，我們看得到。所以我知道好死
很重要，這是第四個福報。第五個福報？第五個福報叫做好善好德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聽得懂好善好德為什麼是福報？就是這個人
很喜歡做善事，很喜歡，我們說善言善行，我們在講這些倫理道德
的這些課程他很喜歡，這個也是福報。為什麼？因為這個是福報的
因，前面四個是福報的果。
　　我請問大家一個問題，你很有錢，很有地位，可是你沒有健康
，好不好？不好；這個地方，你很有錢，又很健康，可是你短命好
不好？不好；你很有錢，你又很健康，你又很長壽，可是你不得好
死，好不好？都不好。所以我們中國人你看，又有錢，又有地位，
又健康，又長壽，又死得非常的安詳，然後一生好善好德，這叫五
福臨門。在中國歷史上，你找到幾個？我告訴大家，乾隆皇帝。因
為乾隆皇帝這五個都有了，乾隆。你看乾隆，富有四海那個不用講
，他天子，整個天下都是他的。再來，健康，乾隆非常的健康，才



華好，文章好，騎馬、射箭、打獵都是一流的；功夫、武功好，這
是身體健康好。再來長壽，他做了六十年的皇帝，又做了四年的太
上皇，在自古的帝王你找不到的，決定找不到。他做了六十年皇帝
，是因為他不願意超過他的爺爺康熙，康熙六十一年，他就做六十
年，他就退位，交給他的兒子，他當太上皇當了四年。一生非常的
平穩，他的爺爺跟爸爸把江山打好了交給他，你說這個人福報大不
大？這個人福報很大，福報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今天要告訴大家的是，你經營人生，你把面向擺在什麼
地方？你看，中國人有五個面向來經營人生的面向，而且只談福報
而已，它就給你五個角度。我們今天人談到福報只想到一個，叫什
麼？財富。這個是什麼？這個是一個偏頗的，大家了解嗎？也就是
說，一個桌子有四個腳，他只要一個腳，他這個桌子一定會倒的！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這個就是缺乏智慧。缺乏智慧，他人生的經營
面就會有所偏頗。所以，我們現在透支健康、透支壽命、透支善終
，然後只要金錢，你覺得這樣的人生經營是有智慧的嗎？當然是沒
有智慧的，這是非常愚痴的，這叫痴福。也就是他有那麼一點點的
福報，也是愚痴的福報，就是一次而已，不能再永續。
　　所以做為文化思考生命的角度是不一樣的，我要告訴大家是這
個。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為什麼沒有這個智慧，因為我們沒有受過
教育，這個才是重點。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從零歲開始，要從頭
開始學起的話，他一生假設活一百歲，他也只有一百歲的智慧，這
個是一個非常愚蠢的事情。所以文化才需要怎麼樣？累積。也就是
說，我去看了一本累積了五千年智慧的書，我就有五千年的智慧了
，我不需要活五千歲，這個才叫做什麼？這才叫智慧。所以，為什
麼人類的文明要一代一代的累積下來？就是希望。你看我是當爸爸
的，我希望我的兒子要不要從頭把我人生的挫折再從頭經歷過一遍



？不要。透過什麼？透過教育。而我告訴他這個教育就是用言語的
教育，當場講就沒有了，所以發明什麼？文字，把它記錄下來，它
就可以傳後代。也就是說一個是橫向的，一個是縱向的，我透過言
語是橫向的傳播，透過文字是縱向的傳播，這個才叫智慧。
　　而問題來了，言語會不會改變？譬如說我們現代講的話，跟一
百年前人講的話一不一樣？不一樣。你告訴一百年前的人，所有帶
電的東西，譬如說電話、電冰箱、電梯，他都不知道，他全部都不
知道，因為這都是這一百年發展出來的東西。所以語言會不會流動
？語言是流動的。所以你記錄下來的文字跟你說的話能不能一樣？
不能。因為如果一樣的話，一百年前的文字，一百年後的人看不懂
。所以，我們的祖先很了不起，發明了什麼？文言文。文言，它不
是語言，語言是用話來說，文言是用文字來說，這就妙了，因為它
可以傳。所以語言流動，文言不動。文言不動，語言流動。所以，
所有一切有關於智慧的東西，統統用文言來記錄。所以以前的人都
要什麼？讀書。當官的用什麼？用讀書人。為什麼？因為所有一切
智慧的記錄統統用文言，不可以用白話。白話是什麼？白話是平常
平面的溝通可以用白話，可是你如果要做縱向的傳播，你一定要用
文言，因為文言是脫離語言所存在的一種傳遞智慧的文字。這個才
是教育的百年大計。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如果把這個系統的東西丟
掉的時候，我們今天的人所做的任何一件有關於人類智慧的事情，
都沒有辦法承傳。你說這是不是損失？這是損失。可是今天的人沒
有意識到這個損失，絕對意識不到。我們今天的人很自私，非常非
常的自私。
　　我跟大家講，我在古書裡面看到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它記載說
，呂洞賓跟漢鍾離學仙道。漢鍾離告訴他說，我有一個方法可以點
石成金，就是石頭你拿來，我點下去就變黃金。你不是要修仙道嗎



？他說仙道要修三千善事，你要修滿三千善事之後，你才能修神仙
之道。你要修善事，一般人現在想到做善事缺什麼？錢！那我可以
教你點石成金，你就有錢了，就可以去做善事。呂洞賓問他：這個
黃金會不會再變成石頭？他說：會。呂洞賓說：多久？他說：五百
年。五百年之後它才會變成石頭，換句話說，你活著不會看到它變
石頭的那一天，它就是黃金。那五百年之後，這個人拿到了這個黃
金變成石頭，他也不會追究，他也不知道怎麼追究了。反正你已經
死了很久，你也管不著了。好了，那我們想想看，你要不要學？我
們一般人聽到這個，半夜就跑去了。也就是說他半夜就跑去學了，
不要說這個點石成金，就是要賺個十萬、二十萬、一百萬，他半夜
就跑去了。可是呂洞賓說什麼？呂洞賓說：我不學了。為什麼？他
說：我不想害五百年以後的人。這個話我看了非常的感動。一個人
能夠想到我不想害五百年以後的人，你說這個人的心態是什麼？漢
鍾離告訴他：你三千善事已經圓滿了，你已經圓滿了，因為你那顆
心就已經圓滿三千善事。你不要再去修善事了，因為你已經圓滿了
，因為你這顆心已經足夠了。所以聖賢人看人看什麼？看心。不是
看你做什麼，也不是看你說什麼，你很會說沒有用，你做表面的也
沒有用，他就看你那顆心，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學習福報在哪裡學？在這裡學，就在那顆心上學。那我們
現代的人有沒有想到，不要說五百年，我問大家，一百年以後的人
你有沒有想到？沒有。我們現代的人，我現在我自己都過不去了，
我還想一百年以後的人。但是這顆心好不好？這不是好心，這個不
是好心。所以我們現在辦教育，為什麼以前的人告訴我們「十年樹
木，百年樹人」，什麼叫百年樹人？你要把一棵樹木長起來要十年
，那個樹當動詞，十年樹木那個樹當動詞，就是種植，要讓它長起
來，要培養它十年；培養一個人？培養一個人要一百年。所以以前



沒有一百年的眼光，不能當宰相。因為宰相最重要管什麼？管教育
。也就是說，對一個國家來講、對一個政權來講，我們講政權，古
人最關心的是什麼？是教育。也就是一切為教育做準備。譬如說，
經濟為教育做準備，國防為教育做準備，外交為教育做準備，內政
為教育做準備，交通為教育做準備，這古人的想法是這樣。所以叫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這是古人的政治。
　　現在？現在一切為經濟做準備。就是把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核心
的點拿掉，你把經濟放進來，教育為什麼？教育為經濟做準備，國
防為經濟做準備，外交為經濟做準備，內政、交通各方面統統為經
濟做準備。好，請問這個思惟一換過來，大家想想看，整個思惟會
不會改變？改變了。在哪裡改變？智慧上改變了。也就是說，智慧
是由教育來的，而智慧才能駕馭福報，而福報才能產生經濟，它的
次第是這個樣子的。如果沒有福報，怎麼會有經濟？沒有智慧，怎
麼駕馭福報？怎麼產生福報？這個都是最大的問題。也就是說，源
頭他沒有搞清楚，下游就混濁。為什麼要正本清源？就是源頭你一
定要把它清澈了，下游才會清澈，就這麼簡單的道理。所以，忽略
教育，最後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失掉福報，因為它沒有永續經營的
智慧來駕馭福報，這個就是重點。
　　所以，福從哪裡來？你要找因，找原因，不要在結果上討論，
因為結果上只有接受。注意，所有的結果，大家要知道，所有的結
果只有一個字，就是「受」。你受得了嗎？我們現在每一刻都在種
原因，都在為你的人生種一個原因。這個原因以後會引發什麼結果
，你知道嗎？什麼人知道？我告訴大家，有智慧的人才知道。有智
慧才曉得我現在種這個原因，以後會產生什麼結果。它可預測，而
且它可以增長廣大，這才是重點，這才是經營的重點。所以，重要
的在哪裡？其實重要在智慧。可是沒有福報不能做事，不能做事業



，所有的事業都是福報累積起來的。而沒有智慧，不能得到真正的
福報，這個才是重點，經營的重點是在這個地方。所以大家要去討
論怎麼樣能夠獲得智慧，這個才是我們人生要去追問的問題。因為
沒有智慧的福報，我剛剛跟大家說過，只有一次，只能玩一次。而
且下面那一次怎麼樣？受苦，一定是苦不堪言，因為沒有福報。這
是非常重要的重點。
　　所以，我們今天要談的問題要集中在這個地方，就是說一切為
教育做準備。我剛剛跟大家說過了，古人思考問題都是百年的，沒
有一百年的眼光不能做宰相。百年的規畫它第一個從什麼地方做起
？教育。教育就從文字的承載性做起，它能承載智慧，就是這個文
字才是真正的可以流通的文字。在什麼地方流通？在讀書人的這個
環境當中流通。一般的普羅大眾不用學這個，因為他用不到。在做
官的讀書人當中流通這個文字就可以了，因為他是要承載智慧的。
所以你到古書裡面去看，你只要會文言文，你用文言文一進去到這
個寶庫裡面，一開啟這個寶庫，你上下幾千年的東西你都可以讀。
　　我十四歲開始學文言文，我是自學的，因為我對古漢文我小時
候就非常的有興趣。我有能力讀文言文，我也有能力寫文言文。我
以我的經驗告訴大家，文言文不難，它甚至於比英文還要簡單。也
就是說，你英文學得很好的人，你就知道你學文言文，我可以跟你
保證，你要跟我學的話，我大概讓你在五年之內，你決定能夠看得
懂文言文，而且不但能看，你可能還可以寫。這個都是真的，不是
假的，五年。我認識一個洋人，他是猶太人，入美國籍的猶太人，
他今年二十九歲，他現在在杭州藝術學院讀博士班。他學中文幾年
？四年。他現在會看文言文，四年而已。一個洋人，從完全沒有基
礎的洋人，到他會看文言文，四年的時間。所以我非常的有信心，
你看洋人四年都可以，何況我們有中文基礎的。



　　我為什麼要談這個？因為談智慧，我要告訴大家智慧，因為古
文裡面有智慧。而智慧跟知識有什麼不一樣？現在大家在學校裡面
學的是什麼？知識，不是智慧。我告訴大家，知識沒有生命力，智
慧有生命力。知識是負擔，智慧呢？智慧是解脫。兩個有什麼關係
？一個是能生能現的，一個是所生所現的。我請問大家，我們這個
宇宙當中有多少知識，大家能算得清楚嗎？不能。光是一間大學，
我舉一個例子，這個大學一個科系你要讀四年，對不對？如果這個
大學裡面有一百個科系，你要讀幾年？你要讀四百年。問題來了，
我們有四百歲的壽命嗎？沒有。所以知識的量是無限的，我們的生
命的量是有限的，你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無限的知識，這個邏輯本
身就是一個錯誤的。可是，我們現在幾乎所有的人，全世界的人，
都在這個錯誤的邏輯裡面鑽進去，這個是非常可憐的一件事情。也
就是說，這個訊息告訴我們什麼？方向不對了。我們怎麼可以用有
限的壽命去追求無限的知識？一定做不到對不對？而做不到之後，
你造成生命什麼樣的負擔？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這個才是重
點。所以，有智慧的人不會幹這種事。你要用有限的生命去開發智
慧，只要智慧一打開，我可以告訴大家，知識就在你的掌握當中。
　　我們古代有一部經典叫《易經》，易是什麼意思？我們郭老師
講《易經》的。易是什麼意思？易是簡單的意思，簡單。可是有人
告訴我說，那應該叫《難經》才對，不應該叫《易經》，因為它很
難，看不懂！都感覺到很難，怎麼還叫《易經》？應該叫《難經》
。我說不對，叫《易經》，因為它不是只有簡單、簡易而已，它還
有什麼？變易。變易就是你看到那個難的地方，就是變易。變易就
是無量無邊的意思，沒有盡頭的意思，沒有邊就叫變易。它還有一
個意思叫不易，不易是什麼意思？不易就是不變。也就是說，不變
那個叫什麼？不變叫智慧。變化叫什麼？叫知識。為什麼叫簡單？



簡單就是因為你掌握了不變的智慧，你就能用不變的智慧去應萬變
的知識，那叫簡單，是這個。所以《易經》有這三個意思，簡易、
變易跟不易這三個意思，都叫易。你看中文就一個易字而已，就一
個易，就包括這三個意思。那個不易的那個東西你要找到了它，恭
喜你，你所有一切變化的東西你都能掌握，也就是預測性，那叫預
測性；那叫增長廣大性，你就掌握了，那個就是智慧，那個東西就
是智慧。而那個東西怎麼得到、怎麼學，這才是重點，也就是怎麼
得到。我告訴大家，你我都有，你跟我都有，只是怎麼樣？失去而
已。這個失去，不是真正的失去，是迷失。
　　我們講國學跟經營的關係，我一定要提國學，不然這個題目就
落空了。經營，我剛剛跟大家說要福報對不對？國學是什麼？國學
就是智慧，所以叫福慧這兩個字。要以智慧來做經營，來增長福報
，這才是永續的經營。國學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就是四書。也就
是說，我們如果要學國學，你說你不學四書，那是外行。四書是整
個國學的鑰匙，也就是說，你要能夠通達四書的話，國學你就開進
去了，絕對沒有問題。你去看《三字經》，《三字經》是童蒙養正
的東西，你看《三字經》怎麼講學國學的方法，第一個它說「為學
者，必有初」，就是說你要學習一定有一個開始。「小學終，至四
書」，小學是什麼？就是文字學，認字，認字完之後就讀四書。「
孝經通，四書熟，如六經，始可讀」，四書完了之後、《孝經》完
了之後才能讀六經。然後，「經既明，方讀子」，才能讀諸子百家
。也就是說你經要通了之後，才能讀子部的，就是諸子百家你才可
以讀，像《孫子兵法》、《老莊》這都是屬於子部的，那個你才可
以讀。再來，「經子通，讀諸史」，你才可以讀歷史。它是這麼一
個程序，也就是說，從經部的到子部的，然後再到史部的。沒有這
個次第不行，為什麼？因為歷史會看不懂，也就是說，歷史整個的



演變你會看不懂。
　　我隨便舉一個例子，大家都認為時代在進步對不對？譬如說，
我們一百年前跟現在比，大家覺得是一百年前進步，還是現在進步
？你會覺得現代進步。那麼一千年前？一千年前跟現代比，你一定
會覺得現在一定比一千年前進步，對不對？其實這個觀點是有問題
的。問題出在哪裡？我們的史觀，我告訴大家，是顛倒的。一般人
會講說，我們從狩獵時代到漁獵時代，到畜牧時代，然後再到農業
時代，再到工業時代，再到商業時代，這是一個進步的過程，對不
對？大家都是這樣學的。我告訴大家不盡然，為什麼？因為你忽略
了一個問題，就是人的適應性的問題。也就是說，在畜牧時代，人
可以好幾天不吃飯，而且他可以吃生的。因為從生食到熟食，對不
對？然後從穴居到所謂的宮室，就是你要住房子。以前沒有房子住
的，或者是說有巢氏是住在樹上的，對不對？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們現在能不能去住樹上？你能不能去洞穴裡面住一天？我告訴
大家，你要去住一天的話，明天你就住進加護病房了。為什麼？身
體受不了。可是那個時候的人身體受得了，為什麼？因為他比我們
進化，我們現在的身體比他更退化。所以人愈退化，需要的保護愈
多。這樣大家能理解嗎？所以整個歷史是在退化，不是在進化，這
個才是重點。也就是說，我們把整個歷史顛倒了，整個相反！我們
全部的解讀都錯誤。就是說你把退步當進步的時候，你一定會往退
步的方向走，你不可能往進步的方向走。這樣大家理解嗎？所以人
類現在在走的是一條什麼道路？我跟大家說，毀滅，就是毀滅的道
路。
　　我問過很多的朋友，大家對科技的發展都不樂觀。我自己是學
科技的，我學遺傳工程，就是把基因裡面的東西拿出來改一改，然
後再把它放進去，能改變它的特徵。我是學植物老化的，可以把植



物裡面的老化基因拿出來，讓植物可以不老，我們是做這個的。可
是這個事情怎麼樣？逆天，跟天是違逆的，那個天就是自然，我們
不要把它想得很迷信，就是自然，這個是違背自然的。我告訴大家
，任何違背自然的東西，都不可能存在於自然界裡面，因為我們人
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們現在把自己從自然抽離出來，你說這個人
會健康嗎？不可能健康的。我告訴大家，智慧的樣貌是什麼樣貌？
智慧的樣貌局部有整體的訊息。這個宇宙是一個整體對不對？是一
個大的整體對不對？我們這個人是一個小宇宙，這個宇宙是一個大
的宇宙。你要認識這個大的宇宙，從哪裡認識？從你自己，局部就
有整體的訊息。這點太重要了，這就是智慧。
　　你看我們這個地球有四季，對不對？請問人有沒有四季？有，
人有四季。不但人有四季，我告訴大家，你一生有四季，你一天都
有四季。那你說我知道這個做什麼？你知道這個你就能夠順天，順
應自然。你看人一天的四季，一早就是春天，這一天的春天就是在
早上；你看我們現在慢慢到中午了對不對？我們現在快進入夏天了
，現在是春分，要進入夏天，到中午就是盛夏；從中午到黃昏就是
秋天，黃昏就是秋天；那麼到了晚上就進入冬天，到了晚上十二點
隆冬，那個時候是深夜隆冬的時候。好，你說我知道這個對我有什
麼幫助？有，因為你要養生就要從這裡切入，因為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這就是你絕對不能夠違背的法則。你要違背這個法則，
就是什麼？就生病，它就產生病態，病態到了極處，它就死亡。所
以養生只有一個重點，就是平衡，五行就是平衡。你能做到你的身
體平，你就沒病；你能做到你的情緒平，你就是一個真人，就是你
情緒是平的，這樣了解嗎？身心都是平的，你就是聖人，聖人的定
義就是這樣。換句話說，我們都是什麼人？假人，我們不是真人，
我們都是假人，假的！為什麼？因為我們不平，失去平衡，失去平



衡就是病態。
　　所以治病很簡單，其實並不難，你身上就有藥。我們所有要往
外去求的東西，你都求不到。往外求就叫知識，往內求就叫智慧，
就這個東西，也就是說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就是有智慧的人
的做法就是這樣。所以他能得自在，為什麼？因為他內求。凡是外
求決定束縛，為什麼？因為人家可以不同意你。再來，外在的因緣
不一定具足，你就有求不得苦。所以這些大家都要懂，這些都是很
簡單的人生的道理。所以你知道春天要生的時候，你就知道早上一
定要醒來，早上不可以睡覺，因為睡覺是收藏的，是收斂的。你早
上一定要醒來，為什麼？因為順應自然，你絕對不會有病。然後到
中午的時候，你有很旺盛的精力在那邊發展。到了黃昏的時候，要
開始收斂了，所以要準備下班了，準備要下班，準備工作要稍微要
收斂了。到了晚上一定要睡覺，讓它藏，因為它藏得住，他隔一天
的精力才會旺盛。所以這個都是祕密。所以為什麼瑞雪兆豐年，瑞
雪就是下雪下得很厚。為什麼隔年的秋天就會豐收？因為它下得很
厚的時候，大地的能量是收藏的，所有的蟲害全部都死光，凍死了
。所以隔年的春天就不會有病蟲害，而且它的土地的能量非常非常
的旺盛，它一定是豐收的，肯定就是這個樣子。所以這是一天的四
季。
　　一生呢？一生有沒有四季？有！零歲到二十歲是人生的春天。
春天應該怎麼樣？應該要生發。所以小孩的學習能力最強。所以那
個時候必須要怎麼樣？學習，把人生一生的資源全部在這個時候全
部學習起來。這個時候學什麼最好？把所有五千年的智慧灌給他就
好了。他不要創造，他只要吸收智慧就可以了，因為他那個時候吸
收的能力最強，最為強盛，就把一生他需要的智慧全部在二十歲以
前給他，他這個時候什麼都不要做，就是學習，只有學習而已。從



二十歲到四十歲才開始付出，開始懂得培福，零歲到二十歲教他怎
麼培福，二十歲到四十歲開始培福，因為他那個時候精力最旺盛，
做事業，四十歲以前。四十歲到六十歲開始豐收了，那時候進入人
生的秋天了。所以在這裡四十歲以上的已經開始收割了，也就是你
人生要開始收割了。為什麼？因為六十歲以後，你就要藏起來了。
藏起來是什麼意思？藏起來就是把你的這個人生的經驗傳給下一代
，找接班人了。因為六十歲到八十歲是人生的冬天了，這個時候你
藏起來，下一輩的才能夠突出，就是你要給他機會，你要造就世代
輪替的人才。如果四十歲到六十歲沒有收割，你六十歲到八十歲很
苦，為什麼？因為你沒有資源可以藏。你看那個動物冬眠的時候，
牠為什麼可以冬眠？因為牠吃了很多的養分，牠冬天才能藏得住，
不然牠怎麼過冬。
　　所以你看，你只要一想到這個，你就知道人生應該怎麼經營，
這叫生涯規畫。所以生涯規畫是什麼樣？培福、造福、享福，最後
是享福。所以整個文化的概念是告訴大家，享福在什麼時候？在人
生的冬天享福，不是在人生的春天享福。我們現在整個顛倒了，我
們現在小孩子一出生就讓他享福，他在春天的時候就享福。因為春
天不需要享福，春天本來就很暖和，本來就充滿活力；他在春天的
時候把冬天的食物全部吃光了，他冬天怎麼辦？這個才是重點，這
叫智慧。所以智慧的經營，我告訴大家，局部有整體的訊息，也就
是你把這個局部搞懂了，你的整體就懂了。所以古人告訴我們，一
經通，一切經都通了。他只要通一經就可以了。注意，哪一個字是
重點？通是重點。就是你怎麼通，那才是重點。
　　所以我剛剛講四書，四書是整個國學的核心。四書裡面，《大
學》是講方法，《中庸》是講理論，《論語》跟《孟子》是表演。
表演的意思就是他示範給你看，也就是說，你只看方法、只看理論



，你未必做得出來。為什麼？因為很抽象，不具體。所以《論語》
跟《孟子》就表演給我們看，《論語》是聖人的表演，《孟子》是
賢人的表演，它表演給你看，讓你知道怎麼示範，示範給我們看。
　　那我們只要談一部就好，我們談方法，《大學》。《大學》的
方法是什麼？第一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古人做事很鮮明
、很果斷，所有的經典第一句話就已經把所有要告訴我們的全部講
完了。也就是說，你沒有時間，你讀第一句就好了，因為第一句讀
了，整部就懂了，因為局部有整體的訊息。所以「大學之道在明明
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三句話結束了，沒有了，《大學》
沒有了，後面講的都是補充這三句話而已。你看古人做事有沒有很
果斷？這就是經營，你就從他的書本看，你就知道他懂經營，因為
經營之道就是這樣。它不冗長，它叫簡要詳明。簡單、扼要，但是
並不忽略，因為它詳細；再來，它明瞭，它也不昏昧，非常非常的
清楚。
　　我們談第一句就好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
，第一個明是動詞，就是把那個明德明出來。第二個明是什麼？是
名詞，第二個明就是智慧，明就是智慧，智慧它就用一個明來做代
表。德是什麼？德就是福報。所以你看它那兩個字，明德那兩個字
就是我們人生需要的。我開頭跟大家講經營，經營需要什麼？需要
福報，沒有福報沒辦法經營。就昨天我們看到董事長在報告的時候
，他說這個企業股票漲、跌。我告訴大家，說這個人經營事業有什
麼能力、什麼能力，我不承認，我承認的是什麼？福報。你說他的
福報我相信，你說那是他的什麼能力我不相信，為什麼？因為如果
他真有能力的話，為什麼它一下子漲、一下子跌？一下子事業成功
，一下子事業失敗，為什麼？你說他真的很有能力，他的王朝應該
不會滅亡。就像秦始皇，他應該是萬世一系。所以你說他很有能力



，這等等的我不承認，我承認那是他的福報，那個不是他的能力，
這樣大家要清楚。所以福報才是做事業的重點！
　　既然知道福報是重點，從因就要培福。怎麼培福？靠智慧。所
以大學之道就是講這兩個東西，智慧跟福報。「在明明德」，就是
講怎麼把智慧開發出來，怎麼把福報開發出來。為什麼我說開發這
兩個字？大家仔細聽，開跟發裡面蘊含什麼道理？因為我們現在對
於文字的靈敏度都不夠。開發的意思就是你本來就有，本來沒有怎
麼開？就像你說這個山裡面有黃金，你才去開採。如果沒有黃金，
你開採它做什麼？就是為什麼要白花這個力氣？就是這個裡面有，
你才去開；然後開了之後把它發顯出來。所以在明明德，那個明重
要，那個明就是把你固有的、本來就有的智慧跟福報顯出來，那個
叫學問。如果是在外面的，那沒什麼好學的，為什麼？因為他得到
了，那是好運，是他好運，我未必有他那個好運。也就是它不能被
複製，這個就不能成為學問，學問是有體系的，是可以被複製的。
就是說古人這樣做可以，現在人也可以；在台灣可以，在美國也可
以。也就是說，從空間上來講可以重複，從時間上來講也可以重複
，這才叫學問。
　　大家要注意一點，就是說古代印刷術非常艱難，它不是像我們
現在電腦一個按鍵按下去就print出來了，不是的。古代是要刻，篆
刻，刻在這個竹板上面的，而竹板很笨重，如果不是真正的智慧，
誰幫你流通？這大家一定要清楚這一點，就是說你要回到古代的那
個場景去看。就是說，它能流傳下來的這些經文的句子，如果不是
經過幾千年的洗鍊，它是真理，不可被反駁的，它才能被刻在上面
流傳下來，不然沒有人跟你流通的。所以能留到今天的這個智慧，
都是禁得起幾千年考驗的。
　　我曾經問過一個朋友，因為他在跟我討論儒家的經典的問題。



他說這個經典裡面有糟粕，就是有渣子。我跟他講沒有。我跟他講
，你讀四書五經，你去看裡頭的這個經句，如果你覺得他有說錯的
，那一定是你看錯。我百分之百告訴他，不是孔子講錯，我說孔子
不會錯。他說：你憑什麼說孔子不會錯，孔子也是人，我們也是人
，孔子怎麼不會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他告訴我說這句
話他就反對，因為他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苦乎。他說學習很苦，不
然為什麼學海無涯苦作舟，為什麼是苦？我說你覺得苦，不是孔子
說錯，是你學錯了。我說孔子為什麼不會錯？因為你看從孔子到現
在兩千多年，我說兩千多年以來出現過多少聰明人？數不盡。出現
過多少英雄豪傑？我告訴大家，也數不盡。你會不會是這兩千多年
來最聰明的那個人？這個機率太小了吧！我說，你看你出世，居然
你讀了幾天的書，然後就發現他錯在哪裡，你說這個機率高不高？
你把兩千多年來所有的英雄豪傑全部打敗，所有的聰明人全部否定
掉，你最聰明，然後大家都聽你的，你對，孔子錯，你覺得這個機
率高不高？我告訴大家，這個機率等於零，它不存在。因為它被流
傳這麼久，有多少英雄豪傑都不敢改，聰明人都不敢改，歷代的帝
王比你成功的人太多了，富有天下這些人，都不敢改他一個字，居
然你出世，然後說他錯，我不相信。我說我不相信你，我相信經驗
，我相信幾千年的經驗，我不相信你這個作夢得出來的結論，這個
我不相信。我說的話比較有邏輯，在邏輯上是比較能夠講得通的。
　　他問我說：好，那我怎麼會學錯了？我說：你看這個學，學是
什麼意思？他告訴我說，學就是經驗愈來愈豐富，因為我去聽一堂
課，我今天又得到什麼知識了，我今天接觸什麼，我又了解什麼了
。你看他告訴我學的概念是什麼概念？加入。我告訴他，不對，學
是拿掉。你看「學」那個字，篆字，你去看，它上面那個符號就是
一個手，就是一個手往上的一個動作，一個手。下面那個蓋子有沒



有？下面是一個蓋子，學那個符號是一個蓋子，它本來很長，小篆
就很長，然後裡面一個子對不對？就一個人，就那個罩子把人給罩
住了，上面有一隻手是把那個罩子拿掉，是個拿掉。所以我告訴他
，你看，人被那個罩子罩住叫做迷，叫迷惑的意思，叫迷；上面那
個手把罩子拿掉叫覺。所以學是什麼過程？學是拿掉的過程，不是
加入的過程，所以你學錯了。
　　你看，也就是說我們現代的人怎麼會知道學是拿掉的過程。我
請問大家，你是愈學愈多還是愈學愈少？我們一般人都學得愈學愈
多，對不對？錯了，這是錯誤的學習方法。所以大家在這裡要愈學
愈少。愈學愈多，什麼東西多了？知識多了。而知識多之後，有一
個東西也變多了，煩惱也變多了，對。什麼叫煩惱？我們自己覺得
我很多，這個念頭就是煩惱。因為我很多，我就比你厲害，我就比
你高明，這就是煩惱，這個叫傲慢的煩惱。所以，學習居然增加了
我的什麼？增加了我的煩惱。你說這個路會不會對？這個路決定不
會對的。所以他會厭學。古人你沒有聽過厭學的，厭學是現在這個
社會產生的產物。為什麼？因為他是加入，他每天都在加入。大家
來這裡聽課，大家想聽聽看這個講師到底說了哪一些我從來沒聽過
的，這樣子這個講師還算比較有學問，大概大家的期待都是這樣。
可是我告訴大家，這個慣性會把你帶到一個無量無邊煩惱的深淵裡
面去，這是真的，不是假的。也就是說，你不可能有智慧，然後你
不可能有智慧的時候，就不可能創造真正的福報，這才是重點。
　　所以智慧是什麼？智慧是拿掉，不是加入。拿掉什麼？拿掉煩
惱。再講得更清楚一點，拿掉本來沒有的。本來有什麼？本來有智
慧、有福報。本來沒有的是什麼？本來沒有是煩惱。你把煩惱拿掉
了，你本來有的就顯出來了，叫開發，叫啟發，啟是打開的意思，
啟就是把它打開，發就是把它顯出來，就這個意思。也就是你把本



來沒有的拿掉，本來有的就顯出來了，就這個過程。請問怎麼拿掉
？大學之道就已經告訴我們怎麼拿掉了。這裡面都有祕密，你看得
懂的人眼睛就亮了，看不懂的就沒辦法，看不懂還是看不懂。
　　我請問大家，什麼叫大學？十九歲畢業之後考大學，聯考那叫
大學？不是。大學是大人之學，大人。你說我十八歲了，我是大人
。未必。大人請問是哪裡大？身體嗎？不是，是心，是心量。我要
請問大家，大的概念是什麼？請問這個房間大不大？比起我們家的
客廳那算大了，但是比起凱達格蘭大道的廣場，這是小。這樣大家
理解嗎？所以大是什麼概念？有誰能告訴我大是什麼概念？大是無
邊的概念。任何東西只要有邊就小。譬如說這個房間很小，為什麼
？因為它有邊。這個牆壁的另一邊就是外面，叫外，這個叫內。所
以只要有內外的概念都叫小，都不叫大。換句話說，大人之學，這
個大，大在哪裡？沒有內外。大家能理解沒有內外的概念嗎？講到
大沒有外，講到小沒有內，「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請問這是什
麼概念？你說我想一想，你只要一想就沒有了，你只要一想就有內
外，所以不能想。你說我來描述描述，你描述不出來。所以不能描
述，叫不可議；不能想，叫不可思，所以它叫「不可思議」。注意
，不可思議不是一句搪塞人的話，不是。不是說這個事情太奇妙了
，不可思議，不是。不可思議是功夫，是拓開心量的功夫，是智慧
的功夫。也就是說，你哪一天不思不議的時候，你就入這個境界。
你入這個境界，恭喜你，你的智慧全部開發出來，你的福報全部開
發出來，因為你本有的。這個學問才迷人，非常非常的迷人，非常
非常的誘惑人。所以為什麼在人類歷史上有這麼多高明的人，跑到
這個領域來，他就不想出去了，因為很迷人，因為它有無量的福報
、有無量的智慧。所以最重要是這個智慧怎麼開發出來，這才是重
點。



　　儒家的《大學》告訴我們什麼？止、定、靜、安、慮、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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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就是什麼？止就是能夠知道節制。什麼地方節制？心。定，就
是心能夠穩下來。止、定、靜、安，就是能定得下來。定下來像什
麼？像水。水如果你把它搖動有波浪，它就不能照，它要能定下來
就能照，能照那叫什麼？那叫慮跟得，那就是智慧，慮跟得就是智
慧。所以它給我們透一個訊息，就是定下來。什麼地方定下來？心
。心定下來就擴大了，心量就打開了。心量愈大，福報愈大，為什
麼？因為你的德行愈高。
　　觀一個人的德，從他忍耐的修養看，「觀德於忍」；觀一個人
福報，從他的心量來看，「觀福於量」，就觀這兩個，你就看這兩
個就知道了，就看這個人能不能忍得住，有沒有脾氣。脾氣是什麼
？動心，看他動不動心。不是身，跟身不相干，身可以動，心不可
以動，就看心，還是看心。要鍛鍊這個，你說我是一個企業家，這
跟我有什麼關係？有。你在做企業就是你修行的場所，換句話說，
你在練什麼？在練不動心，就在練那個。這叫什麼？這叫歷事鍊心
，這就是經營。換句話說，歷事那個事是什麼？那個事是工具，所
以你所有的經營統統都是你生命的工具而已，要注意這一點。什麼
才是主體？心才是主體。可是今天人把它顛倒過來了，今天的人是
歷心鍊事，事變成主體，心變成工具。
　　你拿很寶貴的生命，就是說你這一生只活一次，我們一開始跟
大家講我們都會死，什麼時候死？福報沒有就死了，我們都會死。
現在躺在加護病房的很多，命都在旦夕，很多。我們思考看，我們
這個生命既然不能夠再重來，我們早上從這個門走進來，到現在那
一刻不可以再回來了。你拿一個相機拍畫面，一拍，你看這個花很
漂亮對不對？那個相機快門一打開，那張相片不會再回來第二次，



就是你再按第二次快門的時候，拍出來的相片已經跟第一張不一樣
，為什麼？因為它裡面已經變化了，它已經衰老了。大家能清楚這
一點嗎？如果我們能清楚，你就知道人生應該用在什麼地方？歷事
鍊心。也就是說，人生不是給我們享受的，是給我們歷練的。如果
你要享受人生，你就有得受。了解嗎？你就得受。你要歷練人生，
你就不必受，為什麼？因為好受讓你歷練不要貪，難受讓你歷練不
要瞋、不要討厭，那就是忍。好受你也得忍，難受你也得忍，你都
要忍。忍它做什麼？定。定住做什麼？開發智慧，你智慧就打開。
智慧一打開，福報就顯出來。
　　好，那我請問大家，我現在修福報，為的是什麼？一般人說享
福。我現在造福是為了晚年享福，我剛剛不是講了嗎？造福是為了
享福。你因上培福，果上福報會不會來？會，因為因果是相應的。
也就是說你修福一定會來福報，你財布施一定會得財富，法布施一
定得聰明智慧，無畏布施一定得健康長壽，就是在因上你所修的，
在果上都會來，一定會來，你不要它也來。好，那我修這麼多的福
報，福報會來對我有什麼意義？如果我不享福，對我有什麼意義？
你就增長智慧。那那個福報給誰享？給眾生享，給你有福的人享，
跟你有緣的人享。所以那個福報是什麼？是他受用，不是自受用，
自受用是清淨心、是智慧。所以，你修福一定會來福報對不對？來
了之後，你能不享福那就叫智慧。換句話說，你修了福報，福報來
了之後，你享受那個福報，那叫愚痴，那個叫沒智慧。換句話說，
你修了福報，福報會來對不對？然後你居然能不享福，你在這個福
報面前你不享福，請問，你有什麼？你有定功，那叫智慧。所以慧
是從定裡面出來的，佛法裡面講「因戒得定，因定開慧」。
　　所以怎麼產生智慧？只修福不享福。你只修福不享福，你是個
有福的人，你可以承載福報對不對？你那個福報就是你的事業。那



個事業會不會垮？不會。為什麼？因為你有福報。你不享福那就是
你的智慧。所以福報來了有兩條路，我們剛剛講德，德是它的因對
不對？德能夠產生福報對不對？福報來了走兩條路，第一個是自己
受用，享受；你在享福的時候，那個德叫什麼？那個德叫福德。我
們剛剛不是講，大家再仔細想，福報是從德行來的對不對？德產生
福，如果我們要自己受用，這個福就叫福德。如果這個福報來了之
後，你不享受它，它走的是另外一條路，叫功德，因為你有定慧。
所以功德是在定慧上講的。你說我修這個功德大不大？就像梁武帝
問達摩祖師，他問達摩祖師，達摩祖師剛剛來中國的時候，他就問
他，他說：朕造了這麼多的寺廟，度了這麼多的出家人，做了這麼
多好事，請問我的功德大不大？達摩祖師說了一個實話，告訴梁武
帝「並無功德」，你沒有功德。為什麼？他心動了，他已經在享福
了，他怎麼會有功德？如果梁武帝問，朕的福德大不大？他會跟他
講甚大甚大，你修的是福德。而功德是了生死這邊的事，福德是了
生死那邊的事。
　　換句話說，扣到我早上一開始跟大家破題的經營人生，你的人
生要怎麼經營，人生要突破生死的障礙，這一生才沒有白來。也就
是說，提升靈性的高度。怎麼提升？功德。功德才能提升，福德不
行。也就是說，你一生都在修福德，最後還是白幹，就白忙一場，
你會很失望。但是能不能享福？可以。享什麼福？痴福，愚痴的福
報，就一次。所以從這裡看智慧跟福報，你怎麼駕馭福報，只有智
慧才能駕馭福報。而智慧從哪裡練？定，從心的定開始練。這是「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就這句話而已，沒有了，就這句話而已。
你看裡頭給我們很多的訊息，那就是智慧。
　　所以有福報、有智慧，你這一生不會白幹，不會白來一場。而
且你具有智慧之後，你能超越生死的束縛。超越生死的束縛就能談



下面那一句，「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在親民那個，如果前面那
一段沒有完成，後面是不可能出現的，就是後後是建立在前前的基
礎之上，因為沒有智慧、沒有福報不能談親民。親民是什麼？親民
就是剛剛說的福報的他受用。也就是說，你是一個企業的老闆，你
的員工就受用你的福報。所以做企業不是你自己什麼成功，不是。
做企業是什麼？做企業是跟你在一起的這些有緣的人，得到你的庇
蔭。什麼庇蔭？最重要的還是智慧的庇蔭，不是福報的庇蔭，福報
的庇蔭是附帶的，是攝受他的一個手段。最重要是給他什麼？給他
智慧。但是你沒給他福報，他不會跟你學智慧，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是一個企業家，你在企業裡面做什麼？我講得比較大家
容易懂的話，你在企業裡面行菩薩道，企業就是你的道場，你就是
菩薩。你在歷事的過程當中，把那一顆不變的心練出來，拓開心量
，修福修慧，這就是「國學文化與誠信經營」的關係。我今天講到
這裡。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