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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到我們這一代的，大概在小時候都會有這樣的感受，馬
來西亞那邊的華人他們告訴我，他們也有這樣的感受。他說他們在
小時候，也很怕人家說這個小孩子很沒有家教，很怕，對自己都是
一種無形的約束。從這小小的一個心境我們衍生出來，我在看中國
的經典，我就看到了三個管理的層次，三個管理層次的問題。中國
的經典告訴我們，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也是管理的問題，他們去
歸納出來有三種管理方法。
　　第一種方法是發生在春秋時代，孔子的學生，孔子有講到「君
子哉子賤」，這個子賤的故事，這個子賤曾經在單縣當大夫。他管
理單縣的時候管理得非常的好，我們用現代的話就是管理得很好，
他是個非常好的管理者。有一天，因為這個縣治安很好，大家都非
常的守法，有一天有個外地來的人進到了這個縣裡面，就隨便抓了
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就問他說，你們為什麼這麼守法？他就講，我們
不忍心欺騙我們子賤大夫，他講「不忍欺」。這是第一個管理層次
。第二個層次，就是在同一個時代，有個人叫子產，比較早一點，
子產。他治理鄭國的時候，他能做到「不能欺」。另外一個人叫西
門豹，他治理鄴的時候，他做到「不敢欺」。
　　現在問題來了，不敢欺是什麼意思？什麼叫不敢？不敢叫做敢
怒而不敢言。這是經典裡面講的三個管理的層次，請問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管理學在追求哪個層次？很有可能是不敢欺，很有可能。
也就是說，就像那位記者告訴我的，法律才能管理。認為法律才能
管理，我們把我們自己的管理學的心境定位在哪裡？可能定位在不



敢欺，可能還達到不能欺，可能還達不到；認為法律能夠管理的那
個心境，可能還達不到不能欺的心境。為什麼叫不敢？就是怕被處
罰，怕被法律處罰，我不敢。但是上有政策，我下還是有對策，還
是有對策的。因此，認為法律才能管理，其實是我們把自己管理的
定位定得太低了，那好可惜，定得太低了。我們應該把管理的定位
拉得更高一點，再更高一點，因為這是落伍的管理學方法，在兩千
多年前已經認證過了。
　　這個管理不如不忍欺的管理，孝道的管理是不是不忍欺的管理
？是。一個孩子有孝心，他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孝經》裡面講這叫孝之始也，剛才開始而已，這不是很深，這
是剛開始入門學習孝道。光是這句話，請問能夠救多少人？前幾天
我們聽到一個消息，不是新聞，是被封鎖的一個消息。在大陸某一
大學，一天當中有五個大學生集體跳樓自殺，集體跳樓。大家想一
想，一個做教育的人看到這樣的狀況，值不值得我們省思？有多少
家庭？五對父母，那個淚不知道要哭到什麼樣程度，哭乾了！我們
想到父母之心，以父母之心為心，我們去思考一下，一個孩子拉拔
到大學，這麼好的一個大學，名牌大學，五個集體跳樓自殺。有沒
有想到在跳下去那一剎那，如果他有一個念頭想到父母，他會不會
這樣做？他不會。
　　什麼叫做「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這個話翻成白
話文叫做：這個身體是父母給的，所以我們對這個身體有沒有所有
權？沒有所有權，只有使用權。等於說我們去租一個房子，這個房
子我們租過來之後，這房子不是我的，產權不是我的，我只有使用
權，我沒有所有權。既然我對這個身體沒有所有權，我能不能決定
我要跳樓自殺？不可以。進一步看，這個身體是誰的招牌？是父母
的招牌，對！父母的招牌。人家看到這個人，那是父母的招牌，是



祖宗的招牌。我們講光耀門楣，什麼意思？就是這個人有德行，這
個人能德化天下，所有的人都尊敬他，尊敬。其實是尊敬誰？尊敬
他的祖宗，確實是這個樣子。我們看到古代的聖賢人，古代好的官
員，國家都加封他的父母、加封他的祖父母官位，可能已經不在世
，都還追封、追贈，往父母臉上貼金。這叫什麼？這叫世界進步的
動力，孝道，推動世界進步的動力。
　　我看到司馬遷的《史記》，司馬遷自序裡面講到，他為什麼要
寫《史記》？因為寫《史記》是他父親的志向。他父親是太史公，
以前是世襲，這叫封建。以前是世襲，就是一代傳一代，他也幹了
太史公。他的父親在臨終的時候，他就講到，太史公握著他的手，
他講的太史公是他的父親，他說「太史公執遷之手」，這個遷是司
馬遷他自己自稱，握著我的手，執遷之手，告訴他說「汝必為太史
」，你一定要當太史。做什麼？把我的遺志實現，我的心願就是從
黃帝開始一直記載到漢朝，記載到現在，我要做這部記載。他做這
個記載為誰？為天下的百姓，他不是為自己。他不是做完之後刻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然後要大發一筆，沒這個想法。
　　以前古人的文章是公器，什麼叫公器？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公共
設施，誰都可以去用，而且翻印愈多愈好，心量大。希望我的見解
，這不是我的見解，這哪是我的見解，這是老祖宗的見解，那是祖
先的，所以有版權，誰的版權？祖先的版權。你看光一個「身體髮
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激發我們人生多大的力量、動力去努
力，激發我們人生多大的潛能去創造更美好的世界。就一句話，孝
之始也，這是一個社會進步的動力。我們現在放棄了孝道的管理，
我們以為法律比較好，其實是我們把管理的層次降低了，那太可憐
了，對我們損失太大，損失大。
　　為什麼我這樣講？我從現在社會的這些訊息，我們感到非常的



痛心，很擔心。我們想到就是說，一個孩子，你看我們現在想，請
問我們的孩子現在在哪裡？我在大陸曾經看過一篇報導，說有個媽
媽她的孩子過一年就要考大學了，她請兩個保鏢，兩個彪形大漢陪
這個孩子讀書。為什麼要這樣？她說如果這個孩子一旦離開父母的
視線，或者離開保鏢的視線，他就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要找好幾
天，不知道從哪個網咖裡面把他找到，不知道，不知道要找幾天。
只要一離開視線就不見了，所以她一定要雇兩個保鏢，二十四小時
吃喝拉撒睡看著她的孩子。請問這樣的管理痛不痛苦？請問這樣痛
苦的管理是誰的抉擇？自己的抉擇，我們自己的選擇。我們可以不
可以不要選擇這樣的管理方式？完全可以，是不是？我們完全可以
選擇我不要這樣的管理方式，我要不忍欺。
　　一個孩子永遠在他心目當中不忍心欺騙他的父母，你要不要管
？你要不要管這樣的孩子？不要管。你還要管他嗎？所以我常常講
，我們古代這些孝道的管理是最經濟的管理、是最有效率的管理。
我們現在企業講效率，我們企業講成本核算，我們去算一算成本。
以前養一個孩子需要多少成本？真的以前是一窩孩子，一雙父母的
收入可能很有限，養一窩孩子。現在我聽說養一個孩子都養不起，
為什麼？因為成本太高了。為什麼成本那麼高？不敢欺跟不忍欺的
差異就出來了，一想就出來了。請問一個家庭跟一個企業一不一樣
？一樣，道理是一樣的。所以家庭倫理的延伸就是企業倫理，就不
用談企業倫理了，把家庭倫理擴大就是企業倫理，忠臣出於孝子之
門。這種管理高明，你不能不佩服這種管理。現在的人不了解，他
不相信道德可以管理，他覺得制度才可以管理，他覺得賞罰才能管
理。更甚者，現在的企業幾乎沒有一個企業不談競爭的，競爭才能
管理。
　　我們來看一看競爭能不能管理？確實很多的企業，就是說我要



營造員工競爭的氣氛。對！甲團隊跟乙團隊互相競爭，才有動力，
現在人都是這樣覺得，要競爭才能往上提升。但是事實上，我們慢
慢看到這整個社會的狀況和自然界的狀況，我們去反思，競爭不是
事實的真相，不是。有個科學家講「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
淘汰」，其實這句話，我是學遺傳工程的，我們以前的工作在做什
麼？我們以前的工作就是把植物或動物的基因拿出來，然後切一切
、改一改，放一個什麼東西進去，再把它送進去，然後讓它長出來
。我們以前搞的就是這個，這叫科學，現代人講的這高科技。我們
可以把螢火蟲發光的基因拿到哪裡？拿到植物裡面去，這棵植物你
餵它吃磷，它就會發光，可以做到這樣；也可以送到魚的身上，讓
魚也發光，可以做到這樣；可以讓農作物不怕病蟲害，這以前我們
都做過。但是我告訴大家，所有人如果問我一個問題，不要說我，
你可以去問任何一個搞基因的、搞遺傳工程的你問他，這個東西吃
了對身體有沒有害處？他標準答案是什麼？我們還在研究，我們還
要了解了解。請問這個科學嗎？並不盡然！這是我們需要去考慮的
問題。
　　所以我們講到管理跟科學的聯繫，問題還沒有那麼簡單，有時
間的話，我們可以再提一下。但是講到競爭，適者生存，不適者淘
汰，到底有沒有經過驗證？很多的微生物學家現在反對這句話。為
什麼？因為他說這個現象在微生物的世界沒看到。他說在微生物的
世界是互助合作，沒有競爭，是互助，大家都是互利共生。各位朋
友，這個值得我們思考。請問在商業界裡面，到底是競爭還是合作
？慢慢的我們去思考這個問題。再來，請問適者真的生存了嗎？不
適者真的被淘汰了嗎？再去思考這個問題。我們都知道中東戰爭，
打勝仗的是哪個國家？美國當然是打勝仗的，是不是？打勝了。請
問它生存得很好嗎？請問打敗的這些國家被淘汰了嗎？從地球消失



了嗎？也沒有，是不是？我告訴大家一個事實的真相就是，打勝仗
的那個人現在活得很苦。然後被認為打敗仗，應該被淘汰的那個人
，不但沒被淘汰，而且它用另外一種方式跟打勝仗的人過不去，這
個問題嚴重。
　　以前打仗有戰場，就畫一塊土地在這裡打；現在有沒有戰場？
沒有，現在戰場可能在地鐵，可能在高樓大廈，可能在公園，任何
地方，可能在學校。你不知道戰場在哪裡，很有可能在你家，收到
一封信打開來，孢子出來你就生病了，然後你就死掉了。以前的武
器有規定，不准用核武，不准用生化武器，有規定，大家還是君子
，還可以雙日打單日不打。現在請問武器有沒有規定？現在也不規
定了，什麼都可以，你用什麼武器都可以。以前死亡的規模可以預
估，現在死亡的規模能不能預估？你也預估不了。請問適者生存得
很高興了嗎？不適者被淘汰了嗎？各位朋友，沒有。我們看到這不
是事實的真相。明明知道它已經禁不起時代的考驗，我們還把它奉
為圭臬，還把它放在教科書裡面，這就是你們的生活，你就是應該
學這一套。
　　我們很少思考，譬如我昨天講說四大食物的分類合理嗎？但是
我們從來沒有拒絕的任何的餘地，你就一定要接受，我就是應該要
吃四大類的食物。但是我吃進去的一半東西都會讓我得文明病，這
我就沒辦法。然後明明所有人都知道適者沒有生存得很高興，不適
者也沒被淘汰，結果呢？不行，那個你就是不能觸碰。這個就是學
說，這個好的學說我們就要把它納進來。明明有問題！有個科學家
觀察到，一群羊跳懸崖自殺，羊怎麼會自殺？只有人才會自殺。他
就去研究到底為什麼羊會跳懸崖？他一研究發現，羊根本不是什麼
自殺。原來是這群羊要吃草，牠在一個地方吃草，結果吃一吃，這
個地方的草吃完了之後，牠要往前面去吃草，往前去吃草這很正常



。結果牠走到前面的時候，發現前面的草也被吃了，牠就要走到更
前面去吃草。旁邊的羊看到，為什麼牠走過去？要是那裡的草被牠
搶了怎麼辦？所以旁邊羊也跟著一起去。
　　不知不覺這個羊就跑起來了，為什麼？都不願意讓別人走到最
前面吃草，要是前面的草被牠吃了，那我吃什麼？我當然是吃剩下
來的草，那多不痛快！所以整群羊就大跑起來，就跑起來了。結果
只想到我要爭到最前面的草，一點都沒有想到前面有懸崖，牠一點
都沒想到，所以就一個一個跳下去了。在旁人的眼光當中好像在自
殺，其實不是，其實是在競爭，牠是在競爭。各位朋友，忘了要吃
草，牠在大跑起來的過程當中，牠忘了牠原來的目的是要什麼？是
要吃草，牠忘了。
　　各位朋友，我們想像這群羊的場景，像不像我們現在的孩子？
現在的孩子像不像一群忘了吃草的羊，一直在往懸崖衝？他忘了考
試的目的，原來是要來測驗我到底學習到多少，他忘了，最後只想
到我要爭一分、兩分，這樣我以後才不會沒有前途。對！這樣我才
不會沒有前途。這個問題嚴重，忘了吃草，牠只要一停下來就有草
吃了，結果整個大跑起來。這讓我們感覺到，確實很像現在整個社
會在走的一個方向。請問台灣現在的生活不富裕嗎？真的我們看到
大家的生活其實還滿富裕的，很富裕。可是多少人擔心我的競爭力
還不夠，多少人擔心？多少人每天還要提心吊膽？而且不是只有膽
吊著，還把肝也吊起來了。我們就覺得確實很苦，太苦了，競爭確
實苦，苦！但是沒有想到有沒有其他方法？有。
　　很多人都講競爭，但是我說在現代的企業裡面，很多的企業已
經不講競爭，換了一個名詞，換什麼名詞？他講競合，這個名詞厲
害，競合。什麼是競？他說競跟誰競？跟自己競，跟自己，跟自己
比，不要跟別人比。什麼叫跟自己比？要回到中國文化裡面。很多



人講中國文化很消極，孩子學《弟子規》會不會學得沒有競爭力？
孩子學了《弟子規》會不會學得很傻？會不會學得太誠信？會不會
太善良？所以常常有人問你要把孩子教成狼還是教成羊，有沒有？
我們的老師到一個師範院校去演講，結果問說，你們要把學生教成
什麼？教成羊還是教成狼？結果這一邊就說教成狼，這邊說教成羊
。各位朋友，要教成什麼？教成人！怎麼沒有想到要把孩子教成聖
賢？怎麼沒有想到要把孩子教成君子？那多痛快。你把他變成羊、
你把他變成狼，人都變成畜生了，我們還沾沾自喜。這就是我們現
在人思惟邏輯非常顛倒的一個部分。
　　因此，從競爭的角度我們回過來看競合。競，跟誰競？跟自己
競，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出自於《易經》。五經，
人家在兩千多年以前就已經講到了，人就應該跟誰學習？跟天學習
。什麼叫做天行健？我們把它翻成白話文，就是我們在這一輩子當
中，有沒有曾經有一天你醒來的時候，太陽跟你講說「對不起，跟
你請一下假，我今天不想從東方出來」，有沒有？你有沒有遇到這
一天？你遇不到。就是太陽永遠從東方出來，永遠從西方落下，它
不會跟你請假說我今天不幹了，這叫天行健。天是最有動力的、最
積極的。人要跟誰學？跟天學，君子自強不息，自己跟自己比，跟
我的昨天比，我有沒有「德日進，過日少」？我有沒有在德行上提
升？我有沒有對不起父母？我有沒有對不起老師？我有沒有對不起
朋友？一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對不對？我幹活有沒有對
不起我這分薪水？就像范文正公一樣。我幹這一分職業我有沒有對
不起我的薪水，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我有沒有欺
騙朋友？我有沒有不講道義？傳不習乎，我在工作崗位上我有沒有
做到承傳的工作？承傳的工作有沒有做好？每天都在想這個，這個
人會墮落嗎？這個人會到網吧去嗎？我們真的要向聖賢人看齊，不



要再把孩子教成狼，要是教成狼那太可怕了。
　　所以競爭，確實跟誰競？跟自己競；合，要跟別人合。競合這
個好，這個進步！當我們的心境一轉，沒有對立，哪裡來的競爭？
沒有對立，只有互助，只有仁愛、只有互助，只有互相的提拔，只
有互相的幫助，這才是整個生命應該走的過程，確實是如此。我們
看到企業把競爭放下，誰獲利最大？整個團體獲利最大，老闆獲利
，員工也獲利。有沒有說老闆獲利，員工不會獲利的？沒有。你也
找不到員工獲利，老闆吃虧的，你也找不到。
　　所以今天有個朋友他私底下跟我交流的時候，他講了一句我覺
得非常有道理的話，他說這個話是他老闆跟他講的。他說老闆跟員
工爭，競爭，老闆跟員工爭大概只爭到什麼？一個月薪水，或者是
年終獎金。員工跟老闆爭，那叫分分秒秒，跟你爭分分秒秒，誰吃
虧？每個人都吃虧。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沒有說誰獲利的，有沒有？
你找不到，你找不到任何一個人獲利，找不到，兩敗俱傷，這是競
爭，這叫競爭。從這裡我們才猛然發現症狀解不對，不能再搞症狀
解，不能再用這些方法來管理，錯了。回到什麼？「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這個重要，德、禮的管理。
　　道德怎麼管理？道德有好方法，道德的管理太好了，用什麼方
法？用禮來管理。這個「禮」，各位朋友，你走遍世界各地，中國
人這個禮，你沒有辦法翻成另外一個文字翻得很完美，你翻不出來
。它不是禮貌，不是。中國人的禮包括所有的文化、所有的生活形
式，五倫關係統統都是禮。父慈子孝，禮行於父子之間；夫義婦德
，禮行於夫妻之間；兄友弟恭，禮行於兄弟之間；君仁臣忠，禮行
於君臣之間，這都是禮。《弟子規》你翻開來沒有一條不是禮，統
統都是禮，那是中國人的生活，中國人的文化。所以，中國人用禮
來做管理，請問禮怎麼管理？我們很簡單的講婚禮，婚禮是不是禮



？是禮。婚禮怎麼管理？我們回去翻一下《禮記》，《禮記》就是
在講這些禮怎麼去管理的。它講到婚禮，婚在《禮記》裡面是這個
「昏」，它叫「昏義」。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很納悶，結婚的婚應
該要有女字旁，為什麼沒有女字旁？我自己心裡我都亂想，依文解
義，三世的聖人都喊冤枉。我說大概是頭發昏了才會結婚！
　　因為自己覺得，還沒有接觸中國文化的時候，我們的夫妻關係
也是跌跌撞撞，頭發昏了大概才會去結婚！老祖宗很有智慧，叫昏
義，勸大家不要頭昏。結果一看，錯了，錯得太離譜了。老祖宗為
什麼要用這個昏？他告訴我們，這個典禮是在黃昏的時候舉行。為
什麼是在黃昏？就像現在黃昏，為什麼要在黃昏的時候舉行？中國
人的經典都是表法的，它說白天就是陽，晚上就是陰，陽又代表男
人，陰代表女性，男性跟女性。黃昏這個時節是白天要過去了，晚
上要來了，叫陽往而陰來。什麼意思？他告訴我們，結婚是男生要
主動，要往，你要過去娶人家，要去迎親，要把女性迎回來；來，
來到我們的男性的家。陽往而陰來，這個意義太深刻了。
　　我們想一想以前的交通方不方便？不方便。一個男孩子他去迎
親過程當中，父母是不在他身邊的，他是自己跟幾個轎夫抬著轎，
自己去的，父母不跟著去的。一個男孩子在往的過程當中翻山越嶺
，就是要把妻子給接回來，他心中提起的是什麼？責任感。女性是
保持被動的，我是等你來迎娶的。所以男性一提起來就是我要保護
女性，我要有責任感。然後女性要來，想到的是什麼？我不能搞得
人家雞犬不寧，我過去我一定要發揮我的婦德，來讓我的夫家能夠
更興旺。陽往而陰來這個過程當中，把兩邊男性、女性的責任感提
起來了。而昏義的第一句話叫什麼？它說，「婚禮者，將合二姓之
好」，這是管理，「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嗣」。中國的文字很
簡單，但是意義非常的深遠。光看這幾個字，我們就了解到結婚的



目的在哪裡，結婚的目的太清楚了。
　　將合二姓之好，將是什麼意思？將是未來完成式。什麼叫未來
完成式？就是沒有未婚媽媽，就是未來式。才「將」，以後才發生
的事情，不能事先把這個事情給辦了，這不行，這是未來式，每一
個字都不能放過。將合，你看是不是兩個合成一體，夫妻是一體。
兩姓是什麼意思？優生學，這不是優生學嗎？中國沒有科學嗎？這
很難講。他很早以前就知道同姓不婚，要不然這個基因出來，可能
不好的基因表現率會比較高。因為我們學過遺傳工程學，我們才曉
得。高明，太高明了。
　　將合二姓之好，婚姻是兩家人的事情，是兩個家族的事情，我
們現在變成什麼？「我倆」，我倆於某某年某月某日結婚，我倆。
結婚變誰的事情？我倆的事情，錯了，是兩姓、是兩家的事情。而
且一結合力量更大，「好」，一個子一個女，沒有不好的，「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更好。上以事宗廟，什麼意思？上以事宗廟就
是一個「老」字；下以繼后嗣是一個「子」字。合起來是一個什麼
？合起來就是兒子背著老子。所以，結婚的目的在哪裡？在中國人
就講要盡孝道，就是讓整個家族興旺，讓整個家道不衰，是這個目
的。它目的講得很清楚，婚禮的管理不簡單，教什麼？教孝，教對
家庭產生責任感。
　　所以婚禮有六禮，我曾經在廬江講過婚禮，我講了七、八小時
，就是那篇文章，講了七、八個小時。結果一講完之後，下面因為
有父老鄉親在聽課，就跑來跟我說，周老師，照你這樣子講，古人
結婚太麻煩，太繁瑣，還要六禮。然後結婚前不知道多久的時間就
要開始準備，結婚那一天累得半死，還要去迎親，還要幹嘛，還要
辦那個，還要辦這個，還要送那個、送這個，這禮節太繁複了。他
說這太繁複，我們現在多痛快，到法院裡面去公證，「叩」一個章



蓋下去，你們倆就結婚了。我跟他講，我說對，中國人的結婚是很
繁沒有錯，可是我告訴他說，就是因為這麼繁，藉由這麼繁，告訴
你千萬別搞第二次了，不是人幹的，千萬別搞第二次了。現在為什
麼離婚率那麼高？太容易了。就我倆，去「叩」，就結婚了，完全
不需要任何的障礙。只要你年滿十八歲，或者是有父母的同意，「
叩」就好了，離婚也是「叩」就好了。所以，我們感覺到禮的管理
太深妙了。
　　再來我們看祭祀，祭禮教什麼？教孝道、教感恩心。很多人講
，祭祀那不是迷信嗎？這個現象在大陸更嚴重。為什麼？真的完全
沒有了。祖先牌位沒有了，為什麼？迷信，他說這就是迷信，你拜
他，你迷信。所以才說中國人的宗教，中國人是多神教，那是世界
最低級的宗教，那才多神教，高級的宗教都是一個神的。更甚者就
是我無神，上帝已死，上帝已經死了，不要跟我談，這個我沒興趣
。他覺得自己管理用科學的管理，這好，他沒想到祭祀是管理。什
麼管理？禮的管理，「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那個禮就是配套的
，用禮來管理，教什麼？教感恩。中國人為什麼那麼多神？他在拜
天、拜水、拜河、拜山、拜木頭，連樹都要拜，為什麼？感恩它。
我們的資源從哪裡來的？從山上來的，所以我們拜山。我們的資源
從哪裡來？從河裡面來的，我們拜水，我感恩它，我感謝它給我這
些資源。我的日用都是從大自然來的，沒有太陽、沒有星星、沒有
月亮，就沒有曆法，就沒有二十四節氣，就沒有了。沒有二十四節
氣能夠種稻子嗎？沒辦法。中國的曆法在兩、三千年前都已經很完
備，怎麼來的？觀察這些日月星辰的運作來的。他要不要拜它？要
，我感恩它。沒有它，我怎麼有這個曆法來種稻子，來養活所有的
老百姓！
　　我們在小時候讀到那篇文章叫什麼？叫「謝天」，有沒有？叫



謝天。為什麼？因為你要感謝的人太多了，找一個總代表，天。因
為喝一杯水都有千人之力，我們去思考一下是不是這樣。我們喝一
杯水是不是有一千個人付出？我們去想，確實。喝一杯水都有千人
之力，我們怎麼能不感恩？我們感恩誰？找個總代表，天，我感恩
它。人有感恩心的時候，確實孝心就起來了。孝心、感恩心這些都
起來了，老闆感恩員工，員工感恩老闆，良性循環。現在我們去看
，考一百分，請問誰的功勞？你問孩子，你考一百分是誰的功勞？
當然是我自己的功勞，我昨天開夜車開到十二點，沒睡，今天考一
百是我的功勞。請問各位朋友，考一百分是誰的功勞？誰還有功勞
？老師有沒有功勞？有，老師有功勞；父母有沒有功勞？父母有功
勞。
　　現在教什麼？教以自我為中心。自我為中心，所以都是誰的功
勞？自己的功勞。我今天有一杯水可以喝，誰的功勞？自己的功勞
，這是我努力賺錢買來的。沒有想到有千人之力，為什麼他想不到
？沒有這個禮。以前的人真的上至大夫、皇帝、宰相，下至一般的
販夫走卒，吃飯前都要先「奠」，奠就是祭祀的意思，一定要先奠
。這個奠叫什麼？就是我們現在念感恩詞。每個時代，我告訴大家
，真的，這是清朝以前，每個人都有這個習慣，吃飯前一定先感恩
。為什麼感恩？因為這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一個人有這種心境，他
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有這個心境，這是禮的教化，叫「潤物細無聲」
，這叫境教，環境的教育，它有這種薰習的這種場所。教！舉手投
足都在教。我們就想到確實這是好的管理，這就是管理。
　　感恩心一提起來，確實整個企業轉了，不一樣，轉了。我們現
在沒有感恩心，就是因為以自我為中心，把禮廢掉了。以前，我告
訴大家，那個管理真的讓我們感到是藝術化的管理。什麼叫藝術化
的管理？祠堂，以前的宗族都有祠堂，祠堂教什麼？教孝，慎終追



遠，感恩，教孝。孔廟教尊師重道，教恭敬，教敬，一個是教孝，
一個是教敬。城隍廟，教畏。現在我們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我有什
麼好怕的，不怕。這不行，我們對大自然沒有一種尊敬，沒有一種
敬畏，所以叫人定勝天，然後拼命污染大自然，因為人定可以勝天
。所以，一個城隍廟抵多少警察？真的抵一、兩萬個警力，這叫管
理，這才是真管理。一個人真的把敬畏之心提起來，他尊重自己，
他把自己當人看，他不敢不把自己當人看。他了解到自己怎麼樣？
他不願意糟蹋自己，他知道自己可以成聖成賢，他不願意糟蹋自己
。
　　我們一個老師在教孩子的時候，教到一首歌叫「愛的真諦」，
就唱到愛是不張狂，就跟孩子解釋什麼是張狂。因為這裡的孩子有
個不好的習慣，就是常常很喜歡講話講得很大聲，走路走得很大聲
。老師就跟他們講說，這就是張狂，講話講得很大聲就是張狂，走
路走得很大聲就是張狂。剛講完，有個孩子沒多久就開始講話，就
講得很大聲，旁邊就有個孩子給他推一下說，喂！你現在這樣就叫
做張狂。這個孩子怎麼樣？馬上頭低下來。這叫什麼？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人都是好善好德，看到好的事情大家都佩服、都讚歎，
看到恩義、情義、道義，我們讚歎，我們也想到我也要這樣做；看
到不道德的事情，他不要。一個人他再惡，過去是這樣，現在我不
知道，一個人再惡，你罵他不孝，他會跟你拼命，他受不了。他再
造惡，他的鄰里鄉黨裡面他再怎麼橫行跋扈，你罵他不孝，他跟你
拼命。不行的，這是觸碰不了的，你不能罵他不孝。為什麼？因為
好善好德，他不願意墮落，這是放諸四海都準的，古今中外沒有例
外，人之初，性本善。
　　所以我們中國人老祖宗用禮來教化，這叫禮教，簡稱禮教。現
在不一樣了，叫禮教吃人。各位朋友，講禮教吃人的人，下一次進



他的房間的時候，你不要敲門，你直接闖進去，他會不會不高興？
他一樣不高興。你講禮教吃人的人，他看到外國人要不要握手？他
也握手，他也去握手，什麼意思？為什麼需要敲門？禮！這就是禮
教。你說禮教吃人，那是不是進到你房間不要敲門，我就可以闖進
去？不是，他需要。他為什麼反對？因為他不了解，他誤解了。從
這個態度出發，我們沒有責備，完全沒有責備，沒有指責；我們只
有諒解，只有體諒，只有關懷，只有照顧，就是這些心境而已。所
以中國用禮教來管理，你看這讓我們心裡非常的感動。
　　再來講喪禮，我講的這些禮統統都是管理。喪禮，中國人怎麼
用喪禮來管理？喪禮教什麼？也是教孝。我們在孟子書裡面看到一
個章節，孟子就講，上古時代沒有喪禮，父母過世怎麼辦？上古時
代我們己經很難考證到底是多古。父母死了，過世了，把父母的遺
體抬到郊外去擺著，也不知道怎麼辦，就走了。很傷心，但是也無
可奈何，就走了。他說過了幾天，他再從旁邊走過去，不敢看那個
地方。為什麼不敢看？可能父母的遺體已經被啃食了，可能已經被
蟲吃了，不忍心看，覺得很難過。趕快回去找工具，挖一個洞把父
母的遺體埋起來。在埋的過程當中，又感覺到不對，這個土壤怎麼
可以直接接觸我父母的肌膚？土這麼髒，怎麼可以直接接觸到他的
肌膚？不行，不可以的，棺木就發明出來。一層棺木他還不放心，
為什麼？愛！我們對父母的那種孝心，我不放心。兩層棺木就出來
了，槨就出來了，棺槨就出來了，它原本的設計是為了啟發孝心的
。
　　可是我們思考一下，各位朋友，現在的喪禮，我們看到有多少
的狀況是我們值得省思的。禮沒有了，變成競爭，誰的黑頭車比較
多，競爭。你看把這個禮的本質去掉了，開始競爭。整個的教育、
整個的管理，捨掉了不忍欺，又跑到了不敢欺；捨掉了根本解，又



跑到了症狀解；捨掉了融合，又跑到了對立去。永遠都在內耗，在
消耗。各位朋友，早上蔡老師講的人和，我們要去想這個問題，去
思考。這個對家庭好不好、這個對企業好不好、對我個人好不好？
每個人都有判斷力。道德到底能不能管理，這個是問題，要去思考
，哪一個能夠禁得起時代的考驗？
　　回到我剛剛講的心態、心境、態度、方法，最後一個是什麼？
結果。用法律來管理、用賞罰來管理、用競爭來管理，它的結果是
什麼？民免而無恥，大家都還記得。什麼叫做免？免就是我不要被
你抓到就好，我只要不要被你抓到就好了。我今天要幹壞事，沒關
係，我只要看看我老闆在不在，我只要看我父母在不在，我只要看
警察在不在，不在，好，我可以做。我只要不被你抓到就好了，上
有政策，下有對策。免就是這個意思，苟免。為什麼會有免的心境
？僥幸。這關若是讓我拼過，我就發了，僥幸，免，是不是？對，
都是這樣的心境，為什麼？症狀解。我們搞出來的，這個惡性循環
是我們自己選擇的，不是別人強加我們用的，是我們自己選擇的。
　　所以看到什麼？無恥的現象愈來愈多，無恥。什麼叫做無恥？
沒有這種羞恥心、沒有孝心、沒有恭敬心、沒有敬畏之心，沒有了
。哪裡有恭敬心？大家都一般大，平等。錯了！恭敬，「敬為千聖
授受之法」，恭敬是千位聖人傳授任何學問的不二法門。恭敬，不
能無恥，可是我們想想看這個問題現在嚴不嚴重？「恥之於人大矣
，以其得之則聖賢，失之則禽獸」。什麼意思？就告訴我們，羞恥
心對我們這個人太重要了，一個人有羞恥心，他就能成聖成賢，沒
有羞恥心，他就會淪落成禽獸。一個樞紐而已，就是一個羞恥心的
樞紐而已，我們就了解到，羞恥，這個恥太重要了。
　　而我最近看到一個報篇，我也很擔心，就是報導一個新聞，大
學裡面作弊的現象很嚴重。然後流行了兩段順口溜，第一段叫做「



考試不作弊，明年當學弟」，第二段叫「寧可沒人格，不可不及格
」。各位朋友，當你聽到這兩段順口溜的時候，在你的腦筋當中浮
現了什麼樣的一個畫面？我是浮現一個天平的畫面，天平的一端放
著人格，另一端放著及格。各位朋友，請問這兩個能不能放在天平
的兩端秤秤看？可不可以？沒有人說可以，所有人都反對。可是現
在不但能放，而且他還告訴你：對不起，這個比較重，這個比較輕
。現在不但可以放，而且他還告訴你，重量我已經跟你秤出來了，
寧可沒人格，不可不及格。這是羞恥心，各位朋友這叫羞恥心。
　　我們想一想，企業的老闆，你敢把你的企業交給這樣的年輕人
嗎？你敢嗎？我們看到當一個學生，可以把及格放在這裡的時候，
請問他畢業之後，這個及格的天平這裡還能放什麼？那個天平可能
還可以放什麼？可不可以放一百塊？可以；可不可以放一千塊？可
以；可不可以放一萬塊？統統可以。你只要有任何的東西，統統可
以放到那邊去，而且他還會告訴你：對不起，人格還是比較輕。所
以我們感覺到有一種莫名的壓迫感，現代企業界確實有這樣的一個
壓迫感存在。為什麼？因為我曾經聽到報導說現在失業率很高，這
沒有人反對，失業率很高。我告訴大家，現在中外都一樣，這個現
象在全世界是世界性的，不是只有台灣。
　　失業率很高，可是我看到這數字的時候，我提起來的是，不對
！為什麼不對？我在企業界裡面，我剛剛已經說過，我們那個企業
，從我進去到我離職，１０４的那個網頁沒有撤下來過。什麼意思
？缺人，企業缺人缺得厲害。我說不對，我們企業這麼缺人，為什
麼失業率那麼高？不平衡。應該是企業都已經爆滿了，已經沒有位
子，才有失業率，應該是這樣才對。怎麼我感覺到好像企業很缺人
，可是失業率又很高。我們看到這個數字才有個警覺，警覺什麼？
我就講，如果把學校比喻成工廠，製造產品的工廠，學生就是產品



，每一年都製造很多的產品，生產出來很多的產品，企業是買主。
我說如果是這樣比喻的話，很糟糕的現象就是什麼？學校所生產出
來的貨物，大多數被企業退貨，退貨了。我用不了，他不是沒有畢
業的，而是我用不了。確實用不了，為什麼？不敢用。
　　因為台灣有個問卷調查，它的對象是針對中學生，高中跟國中
的學生，這也是最近的數字。調查出來之後，這個數字也值得大家
深思，如果有企業主管在這裡，大家深思。結果是什麼？它說有三
分之二的學生認同，認同什麼？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三分之二的
人認同。也就是你問他同不同意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那個打勾非常
贊成跟贊成的佔三分之二。各位朋友，我們的企業敢不敢交給這些
人？這是很清楚的問題。可是我們的企業現在用什麼標準來找人才
？我們不敢把企業交給這些人，可是怎麼樣？我們找人才的方法，
正好又符合這樣的一個趨勢。我曾經在媒體裡面聽到過一個說法，
什麼說法？他說你的跳槽率愈高，你的薪水升得愈高；你的工作換
得愈多，你的薪水升得愈高，我聽過這樣的說法，而且還很普遍。
為什麼？他說表示你有能力，表示你一直跳槽。我很少看電視，可
是我每次看電視，我都看到不一樣的面孔，這個人本來在這個電視
台的，怎麼跑到那個電視台去了？我都覺得很奇怪。面孔又不一樣
，為什麼？因為跳得太厲害了。這個在教，在教什麼？教競爭，教
沒有道義，在教這個，我們就要有警覺性。
　　各位朋友，我們想一想，以前我們的企業對全球的分公司發佈
了一個人事命令，什麼人事命令？他說以後人事部門在找人的時候
，他的履歷表一拿來，如果經歷太豐富的，我們一概不錄取，連面
試你都不要通知他來面試。大家覺得奇怪，履歷愈豐富，這個人怎
麼樣？好！這個人是人才，因為他資歷完整，有經驗，我們當然是
要用有經驗的人。怎麼美國總公司發這麼奇怪的人事命令？結果往



下看他就解釋，這其實道理很簡單。他說這個人履歷那麼的多，工
作換得那麼的頻繁，表示這個人不忠誠。他今天可以為錢而來，他
明天就可以為錢而去，他衝的是你的錢，他衝的是你的賞罰，他衝
的是你的法律條文。這個人上有政策的時候，下的對策一定把你給
嚇死，一定是船過水無痕，必然是這個樣子，因為你不講道義。你
不講道義的時候，你感來的人也是為利而來的，他不是為道義而來
的。
　　所以今天蔡老師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很多人一
講到喻於義，好像我吃虧了，喻於利的人好像佔便宜了。請問誰佔
便宜？這個算盤要會打。我們下一代如果有三分之二的中學生認為
「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是對的，各位朋友我們要有警覺。我們對
這個數字本身它背後我們要去思考，也許是我們的抉擇錯了，也許
是我們在招聘員工的時候抉擇錯了。現在企業界可以做的事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企業界可以轉變社會風氣，真的一個老闆的思想觀
念，他只要把對立一放下，觀念一轉變，整個社會風氣被他拉上來
。我們可以做的事太多了，真的太多了。
　　我跟大家講，一個企業的老闆，如果真的想要為社會貢獻一點
自己的社會責任的話，從我們的觀念轉起。要求學校、要求我們的
社會，我們需要的人才是什麼？我們要講出來，我們需要的是有德
行的人，我們需要的是有道義的人，我們需要的是這個；學歷，那
個再說！可能他有學歷，沒有文化，就像蔡老師講的，企業就應該
要勇敢的說出來，說我們需要的是這樣的人才。我們取才的標準要
改變，我們的眼界要調整，因為我們自己可以選擇我們的管理方式
，我們可以選擇不忍欺，我們可以選擇「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用德跟禮來教化。為什麼？因為我們自己守德、守禮，從自己做起
，不是去要求別人。



　　所以我常常開玩笑說，海口的警察學了《弟子規》之後都變成
老師了，我們一般的人學了《弟子規》之後，可能變成警察。很多
人聽矇了，為什麼？為什麼警察學了《弟子規》變老師，一般人學
了《弟子規》卻變成警察？因為來要求別人。回去《弟子規》就給
他來照，「置冠服，有定位」，小寶你怎麼沒有置冠服，有定位？
小寶你怎麼沒有衣貴潔，不貴華？小寶，你怎麼沒有步從容，立端
正？自己變成警察。所以各位，非常的關鍵，「正己而不求於人，
則無怨」。這些經典的句子都非常的簡單，道理也很淺顯，希望我
們在管理的過程當中隨時把這些經句提起來，用德跟禮來管理，交
心。海口的幹警他就歸納另外一個重點，就是說我們要「入」，入
我們的心。當這些經典的教誨真正入我們的心的時候，它發揮出來
的力量叫不可思議，無窮的力量。
　　因此今天我們談管理，就是我們沒有自己的想法，只有老祖宗
的辦法。老祖宗的辦法好，我們為什麼要創新？不需要創新，我們
創出來可能都是創舊，我們都在創舊。要創新，回歸老祖宗的思想
，創新。所以，我們對傳統開始理解不一樣了，傳統不是昨天的事
，傳統叫歷久彌新的真理，這個能解決我們現在的問題。今天我們
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講徹底的管理，明天，我們學了徹底管理之後，
我們就要來研究如何徹底的來賺錢。賺錢也很重要，所以明天我們
再跟大家接下來談，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