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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利潤分配

    孤女須曼接唱道：「破有法王，出現世間

，隨眾生欲，種種說法。」

   「各位！你們見到密雲嗎？」寶唱指著天

空道：「待會將雨於一切，更有大音聲普遍世

界。」

    「密雲是佛，雨是說法」寶通壓低音調解

釋道。

    「三千大千世界，」寶唱接道：「山川、

谿谷、土地，所生卉木、叢林，及諸藥草，小

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

莖大枝大葉，及大小樹木，皆受一雲所雨而得

生長，開花結果。但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

諸草木卻千差萬別。」

    「這就是三草二木的譬喻。」寶通解釋道

：「小藥草喻人天乘；中藥草喻二乘；大藥草

喻菩薩乘。二木喻小樹，喻七地以前之菩薩，

大樹喻八地以上。佛智平等，普潤一切眾生，

如雲雨。無有三乘，只是眾生根不同而已。眾

生聞是法已，以道受樂。眾生可憐，不自知根

器，唯佛知之，為所說法，皆導向解脫。即未

度令度，未解令解，未安令安，未涅槃令涅槃   

。為諸眾生，分別演說，諸法之實。」

    孤女須曼站出來，唱道：「譬如大雲，起

於世間，徧覆一切，慧雲含潤，電光晃曜，雷

聲遠震，令眾悅豫。」

    淨能優婆塞拿著盛器，走到每個圍觀聽眾

前央求道：「請多多打賞，我們已有一整天未

吃飯啊！」

    孤女須曼轉腔唱道：「兩足之尊，出於世

間，猶如大雲，充潤一切，枯槁眾生，皆令離

苦。得安隱樂，世間之樂，及涅槃樂。

    佛觀一切，普皆平等，無有彼此，愛憎之

心，並無貪著，亦無限礙，恒為一切，平等說

法。如為一人，眾多亦然，常演說法，曾無他

事，去來坐立，終不疲厭。充足世間，如雨普

潤，貴賤上下，持戒毀戒，威儀具足，及不具

足，正見邪見，利根鈍根，等雨法雨，而無懈

倦。」

    淨能優婆塞仍在乞求賞錢，但反應冷淡，

有些甚至離開。寶唱站出來大聲道：「快要下

雨了，今天到此為止，現在迴向，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孤女須曼接唱道：「汝等所行，是菩薩道

，漸漸修學，悉當成佛。」

    企業最重要是有利潤，最起碼收支平衡，否則捱不了多久，這道理人人都懂，不需多說，要

做到收支平衡，任何企業家都會千方百計向這最基本的目標去做，因此，也不用多說。但當賺取

利潤後，該作何分配呢？常見到不少企業主與僱員爭拗，似乎各有道理，但過去，現在皆如是爭

拗，將來也必會繼續爭拗。那有沒有客觀標準或準則能使雙方都滿意呢？問題是利字當頭，各人

皆為自己的利益著想，無限需索，衝突當然沒有止境。但有些標準仍具參考價值。

    傳統管理學將利潤的形成歸功於三方面：一.土地-即店鋪、工廠、辦公室等。二.人力

-即僱員，如工人、店員、辦公人員、管理員等。三.資本-即投資額、利息、財務等。這

三方面做得好，將產生利潤，否則產生危機，甚或倒閉。因此，功勞歸三方面，利潤也應三方共

分。如果同等重要，利潤平均分配最理想。但不同企業有不同的側重，需有適當的調適。如店鋪

的租金高昂，土地需較多利潤分配；工廠勞動力較密集，人力需較多利潤分配；銀行或財務公司

對資本要求大，資本需較多利潤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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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者  那羅

厭倦那重量

疲憊

苦苦的撐持

厭倦了一切

厭倦那矇矓

昏花

鬼影幢幢

厭倦了一切

厭倦那寂靜

幻聽

若近若遠，若隱若現

厭倦了一切

    土地及資本的利潤分配較簡單，容易計算及安排，但人力牽涉多階層的僱員，如管理階層，

生產階層，銷售階層等，容易引起爭拗。由於各企業各階層的分配差別很大，較難定出固定的模

式，但可參照以上的分配作適當的調節。最要緊是多為他人設想，多為他人爭取，少為自己打算

，寧願多吃虧也在所不惜，才是一個居士應有的心態。

    當企業上下一心，發展得很好而利潤不斷標升時，是否仍由三方面瓜分呢？不！這時應考慮

將生產或服務價格降低。因為企業的存在，由兩方面形成：一.企業的運作。二.市塲-包括顧

客等。兩方面同等重要，既已爭取到利潤，應當有福同享，將多出的利潤分二，一作顧員的花紅

，另一作顧客減價的回饋。此外，資本及土地兩方面可取利潤出來，成立基金會，作慈善事業，

回饋社會。緊記取諸社會，用於社會的原則。

    當企業發展得順利壯大時，往往使人自大，認為是自己的功勞，能幹，聰明，克苦，才致此

成就。不知道因緣際會，成就來自多方面的努力及社會變化成潮流，剛好配合而成。注意，企業

能長久存在不多，過百年的企業絕無僅有。相反，一所佛寺卻可存在很久，甚至上千年，其差別

在那裏，實值得細心研究。

厭倦那不兌現的承諾

老人痴呆

厭倦那出巡，眾人扶持

厭倦了一切

就讓繁華一生蒼茫遠去

待轉換色身

承事眾生

躹躬盡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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