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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位法師、諸位同修，我們這節課所學習的是臣術。昨天上的
是君道，君就是現在講的，領導的人，企業家的老闆、董事長，或
者各機關的領導；臣就是被領導的。我們每個人也領導人、也被領
導，也做君、也做臣。就好像為人子也為人父母，做人的子女也做
人的父母，自己上有父母、下有兒女，也為人父、也為人子，君臣
也是同樣的道理。一個團體、一個單位，像我們華藏這個社團有理
事長、有祕書長，下面有各組組長，上下他都有君、有臣，有領導
人，也有被領導。一個組的組長，這一組你是領導，領導你下面的
組員，組員被領導，上面還有我們的領導，所以也為君、也為臣。
為君，我們領導人應該怎麼做？被領導應該怎麼做？就是我們這裡
學習的君道、臣道，這些就是講怎麼樣做好一個領導人，怎麼樣做
好一個被領導的人，這個我們都要學習。
　　學習這個也非常重要，在這一集一開頭就講到，《論語》「子
貢曰，君子亦有惡乎？」這個惡就是有他不要的。這節課前面也提
到，這裡是講臣術，就是講我們被領導，被領導有哪些事情，我們
要注意的。裡面有提到，蔡老師也講到，有些重要的事情，我們必
須向上面的領導來請示，不要都不請示，自己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做出來如果好也就沒有事情，不好也連累到領導以及整個團體，縱
然做得好也不合乎正常的程序。所以有些重要決策的事情，如果沒
有得到上面領導的授權，我們必須要請示，上面允許我們再去做，
如果不允許我們就不要去做，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已經授權了
，哪些事情你就專責處理，你就可以做主來處理。但是授權這個當



中，如果遇到有些比較特殊的情況，還是向上面請示會比較妥善。
為什麼要這麼做？因為領導人現在一般講叫負責人，什麼叫負責？
負責就是成敗他都要負責，這個事情辦成了、成就了，他有功德；
下面的人事情辦不好，他也要負這個後果，負這個責任，所以叫負
責人。
　　我們不能有權無責、有責無權，就是不能說有這個責任的人，
他要去扛這個責任的人，但是他卻沒有權力。有這個權力的人，他
可以決定要怎麼做、怎麼做，事情做好了功勞都是他的，做不好罪
過統統都是那個負責人的，這也不對。所以一般講權責、權責，有
權力就有責任，有責任就有他的權力。各人這個權責分清楚，辦事
就不會出亂子，所以這個請示也就是說比較重要的。如果例行性的
，已經都在做的，那就不必一樣一樣去請問。特別上面這個決策單
位，它主要是重大的決策，像我們社團，這社團理事會它是決策單
位，決策就是說我們有什麼事情要辦，大家開會，開會員大會、開
理事會，還有開理監事聯席會議，徵求大家的意見，有什麼提案、
什麼事情，大家同不同意去做，或者不同意做，這個叫決策，所以
我們的決策是理事會。理事長他是主持這個會議的召集人，來主持
的，問問大家的意見，大家覺得可行就交給祕書長去執行。所以我
們這個學會的結構，就是理事會它是決策的，祕書長下面是執行的
、去做的，就是理事長決策之後，理事長把這個事務工作交給祕書
長她去執行。所以祕書長就等於行政院長，執行就叫行政，行政院
長，下面還有各組去執行，這些執行單位，還有決策單位。監事會
就是它監督理事會的，還有監督執行的這叫監事。我們社團的結構
就是這樣的，這我們要了解。
　　理事會大部分是決定一些重大原則，當然也有比較屬於個別的
案例，這個也有，都是決策的。因此我們在一個大原則、大前提這



個當中，當然還有些細節的部分，有時候這些執行單位，他還是要
向理事長來彙報。理事長覺得可以就通行，如果有需要再開個理監
事會，或者等到會員大會再去開會。像我們現在祭祖這已經是我們
例行性的工作，如果有新接的案子，像現在高雄今年要辦祭祖，那
天我請教林老師，這個我們要不要理事會再提個案，要不要通過？
他說這個不用，祭祖這個案早就通過了，現在只是在不同的地方辦
，就不需要再去提案。像這個就不需要再去提案。下面就是祕書長
她的工作、她的事情了，這些技術性的問題，怎麼去做這些，上下
它都有個大家向上彙報這樣的程序，這也是我們要學習的。現在有
很多人沒有學傳統文化，所以他也不知道。如果照《弟子規》講，
就是事情再小也要向父母報告一下，這也是跟這個都有相關的，所
以這些我們也要了解。
　　好，時間到了，我們就講到這裡。祝大家禪悅為食，法喜充滿
。阿彌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