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人做事的“二八方针” 
——在德隆集团中层以上职员集会上的讲演 

（2005年 2月 6日于邢台玉泉寺禅堂） 

 丁总、各位朋友：  

今天还是正月十四，还没有过元宵节，所以我在此谨向各位致以新春

的祝贺，并通过各位向你们的家人，向德隆集团的全体员工及家属表示新

春的祝贺。祝大家在新的一年事业成就、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今天这个环境，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各位平常上课、看报告，都是在

灯光明亮的大讲堂，都是坐在比较舒适的座椅上。讲课的人在上面，听课

的人在下面。今天这个环境，是一个禅堂，禅堂是寺院的课堂，是寺院僧

众修学佛法、参禅打坐的地方。禅堂又叫选佛场。在禅堂里不选官，只选

佛。通过参禅打坐，佛祖由此诞生。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堂的历史也有一

千多年了。在禅堂里选出的祖师难以数量估计。今天丁总要选择在玉泉寺

禅堂与德隆集团中层以上职员作一次佛法的分享，很有意义。从选佛的意

义来说，各位都是企业界的精英，都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每个人的

生命也会由于这次聚会的因缘得到提升，走向圆满。  

丁总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希望我与各位讲一点佛法。由我平常都是与

信仰佛教的人作交流，与社会人士作交流的机会不多，我对社会应该说不

是很了解，在交流的过程中也许不能够挠到痒处，能够讲到什么程度，尽

我的心。  

做人的八字方针：信心、因果、良心、道德 

 今天讲的题目是《做人与做事》。首先说怎样做人。  



在汉字里除了“一”字最简单，再就是“人”字，一撇一捺就是一个“人”

字。一画的“一”有无穷的奥妙，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它代表

了宇宙万事万物的起源与归宿。所以孔夫子说：“吾道一以贯之。”  

“人”字两画，也很简单。但是人有精神，有思想，有发明，有创造，这

些从哪里来呢？我们仔细地来思考一下人字的结构，如果说只有一撇，不

成字；只有一捺也不成字。这一撇一捺如果不摆在适当的位置，就不是一

个“人”字，或者是“八”，或者是“入”；必须按照约定俗成的结构来安排这一

字二画，才是一个“人”字。不能多了，不能少了，不能上了，不能下了。不

能是孤立，也不能完全没有规律地摆放这两画。由此我们可以想象，人生

在世不容易，你要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中摆准自己的位置，把握机遇，

否则，人的一生会稀里糊涂地过去了。人生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不同的时

空中进行的。时间的度把握不好，对事业的成就会有影响，对人生的成就

会有影响；同样，空间的位置把握不好，也会对事业的成就、人生的成就

产生莫大的影响。在把握机遇、找准位置的前提下，发挥自己的潜能和智

慧，人生和事业的成就就在其中。  

佛教中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佛——阿弥陀佛，几乎我们每个人都会

念这一句佛号，可能在座 99%的人都曾经以不同的心态念过这四个字。阿

弥陀佛是梵语，翻译成中文主要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无量光，一个是无量

寿。无量光、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的本义，表示阿弥陀佛寿命无量、

光明无量。寿命表现为时间，光明表现为空间。觉悟成佛的人，突破了时

间的局限，所以寿命无量；突破了空间的局限，所以光明无量。人生的不

自由、不自在，往往具体地表现为能力或者财富的不够；但是最使人不能



自由、不能自在的，是由于时空的局限。我们突不破时空的局限，所以不

自由不自在。人生的修养，特别是佛教的修养，就是要打破时空的局限，

获得彻底的觉悟和自由。能够突破时空的局限，我们短暂的生命和有限的

能量，就能无限地扩充。  

我想，不管是信仰佛教的人，还是不信仰佛教的人，都想获得时空的

自由自在。此情此理，应该是共同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通过一定的

修养功夫、道德约束、信仰规范和良心养成。所以在做人这件事上，我想

向各位提供八个字：信仰、因果、良心、道德。做人如果能够把握这八个

字，能够从这四个方面净化生命、提升生命，我们就有了逐步获得时空无

量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一、信仰  

人生不能没有信仰。人生没有信仰了，就好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一样，

做一切事情都没有定盘星，没有内在的符合善法的标准、符合自他利益的

标准。一个人只有选择了正确健康的信仰，人生的道路和方向才能够真正

定位。如果人生的方向不能定位，我们做人做事的目标就不会很清晰，就

是盲目的。  

信仰可以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兴趣和需求自由选择。佛教说一个人选择

何种信仰，与他过去的善根、慧根有直接关系。慧根深厚的人，他会选择

一个非常究竟的信仰，非常正确健康的信仰，使我们不至于走到信仰的误

区，不至于在信仰问题上、在人生的目标上产生偏差。  

 二、因果  

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因有果的。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就像春天播什



么种子，秋天就有什么样的收获一样。所谓：如是因，如是果；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人生做一切事情，一个最

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要明白因果道理。我们有了正确、健康、究竟的信仰，

我们做人做事就一定有非常具体的善恶标准。有了善恶的标准，我们在举

心动念、所作所为当中，就会种善因得善果，尽量避免种恶因。能够不种

恶因，就不会得恶果。  

人生的际遇多种多样，有的人做事情一帆风顺，心想事成；有的人做

事情，种种障碍，种种不顺心。人生的种种际遇，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因

果规律在起作用。  

有时候，我们会把因果的作用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当然，种什么因得

什么果，确实有一定的规律性。但是，只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信仰，在结

果上尽管我们不可选择，但是在种因上我们有主动权。我们不能选择什么

果报，但是可以选择种什么因。我们尽量不做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事，

经过不断地积累，就能够改变人生的际遇。我们无法改变结果，但是我们

可以创造一切善因善缘，使恶的结果推迟，使好的结果提前。这也不是不

可能的，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主动权。  

人生在因果规律面前看起来好像是被动的，实际上作善作恶，仍然是

我们自己的选择。既然自己能选择，过去的事情我们无法挽回，但是可以

多作善事，多种善因，多创造善因善缘，对过去的缺陷、过去的遗憾，还

是可以弥补。  

佛教告诉我们，时间分为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的生命就在

时间中存在，所以我们的生命也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的生活状况



和生存际遇如何，就构成了三世因果。三世可以在一念间，因为每一念都

可以从时间上界定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样，也可以把过去、现在和未来

延展到生命很遥远很遥远的过去以及很遥远很遥远的未来。这就是佛教对

生命的基本看法。  

我们个人的生命绝对不是在几十年前偶然发生的现象。佛教认为生命

前前无始、后后无终。既然生命是这样一种现象，那么我们每个人如何在

生命的无尽长河中修养自己和提升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人，一般只承认当生当世的生命现象，所有的宗教都认为

这种观点和生命的现实不符合。因为生命是一种很复杂的精神状态和物质

状态的复合体，生命不仅仅是物质的现象，也不仅仅是纯精神的现象，它

是精神与物质的综合体。  

在世间最为珍贵的莫过于生命，最具开发价值的莫过于生命。一切的

财宝没有生命珍贵，一切的权利没有生命重大。面对这一最可珍贵之物，

今天我们有幸获此人身，千万不要等闲空过，应该好好地来修养我们的生

命，使我们的生命不断净化、不断升华，直至获得无量光明和无量寿命。  

 三、良心  

如何保证因果的规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落实？良心是保证。有良

心的人，他一定会时时刻刻想到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是一致的，一定

会时时刻刻想到损害他人的同时就是损害自己。  

所谓良心是什么呢？良心是非常奥妙的。只要我们有一念恻隐之心、

一念向善之心、一念慈悲之心，一念爱心，就说明是良心在发挥作用。良

心在儒家的思想里说是“天理良心”，它和上天所规定的根本道理是一致的。  



上有天理，下有良心。天理就是宇宙万物的自然法则，良心就是我们

人的良知良能。人有良知良能，所以从古至今，善事的积累、好事的积累、

功德的积累，总是占主要的位置，这就是良心的落实。如果良心偏离了，

良知良能没有得到发挥，那就是人类的劣根性在起作用。所以在我们人类

历史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总有许多阴暗面，总有许多丑恶面，这是

我们人类从古到今时时必须面对的事实。  

怎样使人类光明的一面占上风，使丑恶阴暗的一面尽量缩小，这就要

靠人类良知良能的养成、要靠良心的落实。从普通老百姓来讲，不知道什

么是因果，也不知道什么是信仰，只知道这个人有没有良心。普通老百姓

就是用有没有良心来衡量一个人的是非善恶。由此可见，养成和发扬人性

善良的一面，抑制消除人性丑恶阴暗的一面，就是不断培养人类良知良能

的过程。  

 四、道德  

良心的落实，是在家庭、社会、个人的道德修养中来体现。道德不是

空洞的概念，道德是一种伦理关系、社会关系。两个人以上，才有所谓的

伦理，才有所谓道德。由此可见，人生在世，没有一时一刻是孤立的，每

时每刻都在与不同的社会成员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些

关系，那就要用道德的观念来指导我们每时每刻的言行。  

从一个国家来说，她用法律的力量来约束我们老百姓的言行，使每一

个老百姓的言行能够服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国家法律以什

么为基础呢？以道德为基础。道德的内容体现在法制建设上，体现在法律

条文上。法治的目的就是要落实人类的道德，法治完善了，德治就在其中。  



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一个企业、一个工厂、一个寺院，都会根据国家

的法律和该团体自身的要求，制定诸多具体的规章制度，那也是道德建设

的组成部分。  

具体讲到佛教的道德，就体现为佛教的清规和戒律。清规戒律缩到最

小的范围，就是五戒。五戒的内容很具体：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

妄语、不饮酒。一个人对于自身和他人所做的种种好事坏事，无非是这五

个方面的延伸。  

所谓杀生，包括对人的伤害，以及对一切动物的无辜伤害，反此就是

不杀生。不杀生体现为对生命的珍重。彼此都是生命，只是人类暂时处于

主动地位；其它动物，飞禽走兽也具有生命，不过它是处于被动地位。动

物对自我的保护是本能的，只有人类对自身的保护才是一种自觉行为。所

以人类要学会尊重自己，我们在自觉保护自己的同时，应该想到其它生命

很可怜，只能依靠本能来保护自身的安全，我们人类有责任协助其它生命

都能获得安全。这就是对生命的尊重。  

生命的形态对于每个个体生命来说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都是在轮回之

中。我们这辈子是人的生命形态，那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生中做了许多好事，

做了符合人类生命要求的善事，所以才暂时感得人类的生命。如果这一辈

子不懂得珍惜，经常对其它生命造成伤害，下一辈子也许我们这个人的生

命形态就失去了，以其它的生命形态出现在这个世间，原来自己加于其它

生命的伤害届时体现为人类对您的不尊重，使您遭到人类的种种迫害。就

这样，生命轮回在无始无终的彼此互相残害的悲剧中。我们今天知道了这

个道理，能够有所觉悟，就要非常自觉地尊重其它生命的安全和自由，就



像人类尊重自身的安全与自由一样。  

佛教所说的五戒，都是从生命的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出发而制定，都

是从为了彼此的生命安全与自由提供方便和条件为出发点而制定的。  

比如说不偷盗，是指对他人的财物不要窃取，不要不与而取。生命的

安全、生命的延续靠什么呢？靠物质财富。有物质财富，才有生命的安全

和生命的延续。既然每个人都有改善生存条件的权利和需求，那就必须相

互尊重，别为了自己的生命需求，就不顾他人的生命需求，而将其物质财

富据为己有。那就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比如说不邪淫。不邪淫就是指除了正当夫妻生活和夫妻关系以外，不

要有婚外关系。遵守不邪淫戒也是对他人的尊重，是对他人的人格尊严、

家庭幸福、子女正常成长的一种尊重。如果有了不正当的婚外关系，虽然

也会有一时的某种满足，实际上在自己那种刹那间的满足中，不知道包括

着多少人的痛苦在内。最直接地，就是彼此的家庭关系受到损害、受到破

坏。由此可见，佛教的这些戒律很实在、很实际、很实用。  

第四条是不妄语。包括不骂人（恶口），不挑拨是非（两舌），不低级

下流的话（绮语），不说无中生有的话（妄言）。不妄语戒是和谐的、良好

的人际关系的保证。人际关系好与不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取决于我们

的言语。佛教把言语称为口业。由于口德不好，口业不清净，就会有意无

意造成人际关系的不和谐与恶化。不妄语这一条戒，对于搞好人际关系，

促进企业和谐、社会和谐至关重要。  

第五条是不饮酒。本来饮酒这件事国家的法律并未禁止，佛教考虑到

酒能乱性，所以制定了不饮酒戒。因为饮酒过量，就很可能把上面四条戒



都毁犯了。由于酒后神志不清，容易造成对他人生命的伤害，容易导致与

他人的妻子或丈夫发生越轨的行为，或者说一些影响他人关系和谐的话。

所以，不饮酒这条戒，是为了保证杀、盗、淫、妄这四条戒能够守持清净

而制定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四条叫做性戒，意思是它本身的性

质不但佛法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在国法来说也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  

尽管国家的法律很多，真正归结到几点上，不会超过佛教五戒所指的

这些内容。所以佛教的五戒，是社会道德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人生修养

身心，落实信仰、因果和良心的基本准则。  

我们在做人当中，能够按照“信仰、因果、良心、道德”这八个字要求自

己，我们就会有一个幸福、圆满、尊贵的人生；反之，我们人生的种种缺

陷、种种烦恼和痛苦，都是由于没有很好地落实这八个字而造成的。  

 做事的八字方针：感恩、包容、分享、结缘  

 刚才我们讲了做人的八字方针：信心、因果、良心、道德，下面我想

讲一讲做事的八字方针：感恩、包容、分享、结缘。  

做人与做事，应该是一体的，不可截然分开。做人就是做事，做事就

是做人，这样我们的人格才是完整的人格，才不是分裂的人格。我们有许

多的问题，有许多的社会缺陷，那就是由于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没有做人，

没有做好人；或者做人的时候没能用心做事，不能将诸多好的理念落实在

生活、工作和事业当中，造成单位、团体或者企业的种种缺陷。  

把做人和做事紧密联系起来，在做人中做事，在做事中做人，人做好

了，事也在其中。由此看来，做人是第一位的。所讲的做事的八字方针，

实际上还是讲的做人，是人格在做事当中的不断升华与圆满。无论是感恩、



包容、分享还是结缘，都是要人去落实。人在做事中以何种理念、何种心

态从事每项具体工作，至关重要。  

做事的八字方针是做人的八字方针，做人的八字方针也是做事的八字

方针，虽然侧重各有不同，本质都是要求人格修养的完善与圆满。人格圆

满的极致，用儒家的话来说，是成圣成贤。所谓圣贤，无非是人格修养达

到了纯善无恶的境界。用佛家的观点来说，人格修养圆满了，那就是成佛

作祖。佛祖无非是人格最超越、最圆满的觉悟者。  

 一、感恩  

人生在世，接受了来自国家、来自社会、来自师长、来自父母的种种

恩惠，如果我们把生命存在的各种关系都排除掉，我们的个体生命在哪里

呢？我们的个体生命能否存在呢？可以说，离开种种因缘条件，我们个体

的生命连一秒钟都不能存在。人与人之间相互感恩，就是我们时时刻刻要

对自身以外的种种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抱有一种良好的心态，

感激的心态。因为人们彼此为对方的存在提供了条件，提供了服务，提供

了生存的环境。每个人都有感恩对方、感激对方的心态和行为，我们的家

庭就能够和睦，我们的社会就能够团结，我们的企业就能够和谐、能够兴

旺发达，我们的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  

社会有种种不圆满，有种种缺陷，这些缺陷来自何处呢？就其根本原

因，都是在不断突出自我意识，不断扩大自我权威，企图使个体生命意识

成为生活的主导、社会的主导、人际关系的主导，不顾他人的利益，不顾

他人的尊严，不顾他人的存在，造成种种矛盾。盲目扩大自我意识是一切

关系恶化、社会不稳定、国家不祥和、世界不和平的根本原因。  



扩大自我意识的行为有的是本能的，有的是自觉的。有些人并不晓得

什么叫扩大自我意识，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如果用一个学术化的名词来定

位，那也是由自我意识不断扩张而产生不和谐的言论和行为。在有些社会

团体和社会成员里面，扩张自我意识是一种自觉的行为，不是自发性的，

他的一切言行，都是为了扩张自我意识。在其扩张自我意识的背后，有一

个个体利益高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自我利益高于他人利

益的思想观念作为出发点。一个思想、一个主义，都是以某种利益为出发

点的。  

当然，人生不能没有利益。应该怎么来定位利益，怎么取得和保护利

益？应该是在合情合理的环境中，使自他利益都受到尊重和保护。这样，

人类才有和谐的生存环境。如果每一个人都只是不断扩充自我利益，必然

会产生利益冲突。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感恩，团体中的每一个人

都知道感恩，家庭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感恩，在相互感恩中，彼此的利益

就能够得到合理合法的保护。  

感恩的思想，既是社会责任的落实和体现，也是人生在世的应有之义。

为什么呢？不管是穷人还富人，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高官权贵，都不是孤

立的存在，都是在众人的相互作用、相互成就下，才有个人的地位、个人

的财富、个人的官位。当官的没有群众，他就是光杆司令，管谁呢？他的

权威在何处发挥呢？当老板的没有群众，老板从哪里来，财富从哪里来？

财富是你和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老百姓不能没

有当官的。当官的必然是少数人，要具备当官的能力才干、道德文章，不

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可能。我们员工不能没有老板，没有老板企业做不起来，



没有老板运用他的智慧发展生产、出谋划策、占领市场、利用资源，我们

一般人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老百姓、普通的人，要感恩为

我们服务的长官，要感恩为我们提供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的老板。彼此相

互感恩，知道员工没有老板不行，老百姓没有当官的不行；老板知道没有

员工企业发展不起来，当官的知道没有老百姓的积极支持，施政方针无法

落实，一切工作无人配合。只有相互感恩，一切事情才能顺理成章，和谐

发展。  

有感恩的思想，才会知道我们有社会责任。因为感恩的面很宽广，除

了自己以外，所有的生命存在，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感恩的对象。我们要

永远的感恩、无尽的感恩；我们要积极工作，努力创造财富，为自身生活

条件的改善、为所有人的生活环境的改善，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生命

的意义所在。生命的意义在于感恩，生命的意义在于社会责任、社会义务

的落实。  

佛教认为感恩最主要的内容包括四个方面：感恩父母、感恩所有的人、

感恩国家、感恩三宝。  

感恩所有的人，佛教是说感恩众生，感恩所有的生命个体。没有所有

的生命个体，也就没有我们自己。一只蚂蚁、一只蚊虫、一只蟑螂、一只

老鼠，看起来这些生命的存在，对于我们人的个体生命的存在无关重要，

而实际上，生命是纵横交错的锁链，生命的链条无论缺少哪一个环节，整

个链条都受到破坏。一只蚂蚁没有了似乎可以忽略不计，所有的蚂蚁没有

了就不行；一只老鼠没有了可以，所有的老鼠都没有了不可以。生命需要

平衡，需要和谐，对于所有的生命，我们都应该承认它存在的价值，承认



它对我们人类乃至个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所以我们要感恩一切众生。  

感恩国家。没有国家的强大，没有包括法院、军队、警察、政府等在

内的国家机器对我们的保护，我们就没有安全的工作、生活环境。我们之

所以还能够平安地生活与工作，就是由于国家机器时时刻刻在起作用，时

时刻刻在保护着我们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我们老百姓，时时刻刻要对国

家抱有一种感恩之心。  

最后我们还要感恩三宝。三宝就是佛宝、法宝、僧宝。感恩三宝的意

思什么呢？佛陀是一位觉者，他为我们人类做出了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

榜样，成为我们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表率，使我们人类的生存有了真实

的目标，所以我们要感恩佛陀。我们要感恩法。法就是真理，人类没有真

理，就等于没有光明。真理就是智慧，人类没有智慧，就会迷失方向。我

们要感恩僧宝。僧宝是包括我们所说的菩萨、罗汉在内的佛教僧团。我们

要感恩所有称为僧宝的菩萨、罗汉，他们为我们人类的究竟觉悟做出了榜

样，同时也能够帮助我们达成究竟的觉悟。  

所谓感恩三宝，就是要从人类最高的表率出发，从人类最高的智慧出

发，从人类最友好、最靠得住的朋友出发，常怀感恩之心。  

感恩三宝属于信仰的范畴；感恩国家是每位公民应尽的义务；感恩众

生是对生命相依共存关系的认同与尊重；感恩父母就是要感恩父母的辛勤

养育与呵护。这四个方面的感恩，包括了我们个体生命对所有生命环境所

抱有的友好、尊重和包容的态度。能够做到这样，就是我们人生道德的落

实，社会责任的落实。  

 二、包容  



我们做人最朴实、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就是包容。  

在我们的生活、工作、事业当中，经常会出现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

音、不同的利益要求。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是包容还是排斥？要求得各种

意见的完全统一，不但是在家庭不中桶，在社会不可能，在企业不可能，

在国家也不可能。只要这些意见、想法、做法不致于影响一个团体的相对

稳定，并且保持向前发展的趋势，这些不同的意见，只有相互地尊重和包

容，才是最好的处理办法。求其在同，存其小异，就能够和谐和平地共处。  

对于各种不同的意见，都要想到，任何一个团体，都是在一定的条件

下生存发展的，每个人都要自觉地约束自己，不要使自己的行为和主张损

害了团体、家庭或者企业的发展。每个人都自觉地约束自己，就会为企业

的和谐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家庭的和睦共处，创造最好有利的条件。  

所谓包容，一方面是指我们以什么心态对待不同的意见和利益；一方

面是指我们如何使自己的心态、思想、主张、利益与生存的具体环境保持

大体上的一致，不要使我们所处团体的发展和前进受到妨碍。能够这样，

变能够真正创造一个和谐的环境，使我们包容的理念，在相互地体谅与尊

重下得到落实。  

 三、分享  

我们有了成就，是独享还是分享？我们有了荣誉，是独享还是分享？

一切的成就，都是都大众的成就。我有四句话：“大众认同，大众参与，大

众成就，大众分享。”我提出的这“四大方针”，被海南航空公司借用，成为

他们企业文化的理念。这四句话，我本来是把它作为寺院管理的运作理念

而提出的。作为一个寺院，应该怎样对待来到寺院的每一个人、怎样对待



住在寺院的每一个人、怎样对待我们在工作上暂时取得的一点点成就？有

感于此，我提出此“四大方针”。  

大众认同，大众参与，大众成就，大众分享。一切都是大众的作用、

大众的努力，有了大众的辛勤参与，才能获得一定的财富、一定的荣誉、

一定的成就。一定要把这些成就和荣誉从精神到物质都归功于大众，与大

众分享，这才是一个做大事业的人，应有的心态。这才是我们从事管理工

作的人应有的心态。  

如果把所有的成就和荣誉都归为自己，把挫折和失误都归咎于大众，

这个企业就会失去凝聚力，就会失去清和力。一个企业是这样，一个寺院

同样如此，小到一个家庭还是这样。所以要有分享的心态。  

 四、结缘  

结缘就有缘。我们今天此一会，就是结缘而来。先是与德隆集团的老

总结了缘，今天又与七八十位德隆的中层骨干结缘，这个因缘不可思议。  

所谓结缘，就要是排除可能造成失误的因素，培养调动有利于事业发

展的积极因素。总而言之，结缘就是不断地创造有利条件，不断排除不利

条件。  

从我们佛教徒的角度来说，我常说结四缘：结人缘、结善缘、结法缘、

结佛缘。对于我们普通人士来说，结人缘、结善缘非常重要。有人缘有善

缘，我们事业的成就就有条件。如果再加上法缘，就是与智慧结缘；佛缘

就是觉者、圣者结缘。那不但事业会成就，我们的人格也会圆满。结缘有

缘，不结缘就缺缘。一切万法因缘所生，缘聚则生，聚散则灭。结缘非常

重要。  



 我也曾经用四句话来总结感恩、包容、分享、结缘的理念。就是：以

感恩的心面对世界；以包容的心和谐自他；以分享的心回报社会；以结缘

的心成就事业。  

面对世界，就是要面对天地万物。怎么样来面对天地万物？以感恩的

心，不要以索取的心。以感恩的心来面对，一切都在其中。以索取的心来

面对，得到那一点点之后，什么也就没有了。你想仅仅只是索取，仅此一

次而已。  

事业是怎么成就起来的？就是在不断地结人缘、结善缘当中成就的。

就是在不断创造有利因素，不断排除消极因素当中成就的。  

今天能够有此机会与德隆集团的各位结缘，我感到很高兴。上面讲到

的做人做事的二八方针，希望提供给各位一个参考。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