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在一些公司裏，我們不難發現一些對公司運作熟識，對公司亦有貢獻，

被委以重任的人，更甚者，他們是公司的關鍵人物，若果沒有他們，公司可

能被迫倒閉。在此情況下，人性的弱點顯露無遺，他們把持公司，無論大小

事務盡攬上身，奉迎交差，為了自己的私利，權謀，陽奉陰違；對下欺壓獨

裁，阻斷其對上的溝通，以穩固自己的權力，及防自己的不妥被揭發。公司

成了爭權的場所，當然對業務損害很大，沒有人為公司的業績拼搏，沒有人

關心公司的發展，沒有人肯去學習，增加自己的技能，及為公司作更大的貢

獻。可以說他們能為公司謹守生存，但可以說，公司已死，只待巨浪打來。

這些山寨王，壟斷了公司的資源，控制了公司的命脈，排斥別人，若有人進

來，必定拒諸門外，除非與他聯成一夥。

    他們從沒有想過：能夠為公司承擔，不是更好嗎？自己那麼重要，沒有

他不成，不是更好嗎？自己能夠在公司裏安心立命，不是更好嗎？有價值，

有機會貢獻，不是更好，應該感恩，知足嗎？

    自己那麼重要，不是應該作好典範，讓其他人仿傚嗎？何以仍要為所欲

為，發揮人性的弱點？要知道，公司的成功，除了他們個人的才能，努力外

，仍需其他眾多因緣成就，例如資本的投入，其他員工的團隊精神，客羣的

需求，社會的穩定等。他們只看到自己的機會，忽略了其他因素，誤以為自

己的才能天下無雙。不少例子是很多表現出眾之士，轉到其他公司工作，失

去種種優勢，無法發揮，個人的弱點卻表露無遺，很快被排出來，不斷轉換

公司。幸運的，可以從失敗中學習，繼續成長；不幸的，便鬱鬱而終。

    公司彷如一條船，航向大海，船中的船員各盡職守，分工合作，向大海

航去，沒有人會認為船的乘風破浪只是一個人的力量，才能克服波濤駭浪，

若船員自我膨漲，以為自己功勞最大，其至能獨力駕駛整條船，只會被海浪

吞噬。這種共建概念本應人人皆懂，可是在人性的弱點及我見下，往往被蒙

蔽而遭受重大損失。

    人是很可悲的。為了私利，為了自大，可以將多年建立的功業毀於一旦

，變得一無所有，或是回不了頭。人亦很容易忘恩，忘卻他們賴以成長，發

展的平台恩情，自視過高，雀巢鳩佔，最後自食惡果，怨天尤人，陷萬劫不

復之境。這種情況很普遍，遍及其他組織，如非牟利組織、互助團體、家庭

、政府機關。佛教很關注感恩心，感恩心可克服自滿、自大的我執。亦可與

人和洽相處，凝聚團結力量去創新天地。

    實在可惜!儘管人在多方面努力，建設出很大成就，但只要一種人性弱點

，便足以摧毀辛苦建立的成就。只有透過佛教的改造，克服人性弱點，才能

真正穩固地建立事業。

居士與企業家     
大海中的一條船  寂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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