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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這偈句每一佛徒必念過，但正如佛的其他教誨，我們只白念

，從沒放在心上，遑論付之實踐。對教外人來說，布施之道更難被接受。布施能使人富有，這矛

盾的做法，顛倒、我執的眾生，如何能信受呢？

    一家企業，經營之始必先有資金的投資，繼有舒適的環境，使當中的員工及顧客皆可安逸愉

悅。再支出可觀的薪金，讓員工無憂地工作。還有開業贈品、特別折扣、優惠抽獎等一連串活動

去吸引顧客，廣結善緣。這些都是布施之道，布施自有回報，於是生意興旺，人氣旺盛。但仍有

倒閉，做不住的情況產生。這要問當初的布施是否無私；是否充滿雜質，煩惱；是否長久？別奢

望稍作布施便可長久不斷得到回報，也要問有否關心顧客的需求，有沒有提供優質，貼身服務。

還是只顧打他們口袋的主意。開業之始，總是充滿希望，歡樂，臉上帶有笑容，對人親切和藹，

自有好的回報。但久了開始厭倦，熱情不再，於是生意下降。

    當生意不好時，便想到減價，存貨過多時，又想到減價，週年慶祝，又減價；春季、夏季、

秋季、冬季都可要借口減價。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布施之道。可惜生意做起後卻忘記這些布施之

道。忘記為他人設想，關顧顧客這些原則，成功之道。

    客戶是重要的元素，儘管怎樣不好，仍是我們目標所在，最好能抱持優質服務態度，甚而教

導他們，合理如法。否則儘管做得多好，如何完善，如無機會為客戶效勞，一切將毫無意義。客

戶是服務對象，非敵對象，因此無時無刻不在為他們解決困難，無時無刻不在設法使他們向好，

向善，這是關鍵所在，其他措施皆在成就此舉，就是自己吃虧，如能利益，改善他們，仍是值得

去做。很多時，我們都見到減價及友善的服務俱得到很大的回報。但企業家儘管聰明才智，總看

不到，或是虛偽敷衍，這如何能使企業興旺？

    佛教，佛寺以布施為首。指導眾生，用智慧去面對人生，如此優質服務，當然富有長存，歷

久不衰。精明的企業家，該從中好好學習，取經。那麼，企業的壯大長久，當不成問題。

    然而，不依佛教的方式而成功的企業家，比比皆是，將作何解釋？很多企業家為了成功，日

夜苦幹，已失去工作的意義及樂趣，甚至不擇手段去爭取利潤，犯下很大的罪業，如果揭露出來

，幾乎無一沒有不可告人的罪行，愈大的企業愈醜惡。因此，不要羡慕他們，苦報在前面等著呢

！與其爭取虛榮無必要的成功，卻要面對將來恐怖的苦報，還是作一個輕鬆自在的窮人好。況且

，如像那些有福報的企業家，依法生活也不會窮到那裏去。

    每一個人的錢財富貴，都是過去世為善積福帶來的。就像將錢財存在銀行裏，這世努力工作

或是不擇手段，有如從銀行提取自己的存款，如果過度提取，明天或來生便沒剩下多少可取。但

如果拿來布施積福，則將來必富且貴。最可惜的是很多富豪將其福報淘盡，卻突然離世，遺下巨

富，不能帶走享用，更讓後人爭個你死我活，增加自己及後人的罪業。來生不但沒有錢財享用，

還要為今生作的業受報，可悲可嘆。

    企業家應常懷感恩心，才能茁大長久。要融合到人羣社會中，與社會共生息，乃至整個世界

中，企業將耐久安全。否則，小小危機或風浪，將使企業無以為繼。成功的企業家，無時無刻不

想到報恩，為自己賴以起家的行業培養人才，整頓行業使更完善，自然成為行業中的翹楚，龍頭

居士與企業家  寂慧

   布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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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很多企業家願意捐出巨款作慈善用途，卻吝於對自己行業的後進提携。企業家繼而想

到取諸社會，用諸社會，對國家社會作一分承担，這亦是報恩之舉，亦是企業融進社會之舉。但

最實在的回饋及報恩是減價或提供優惠，附加價值等給原來的顧客，畢竟那是最直接，最大的支

持者，如能做到這點，其他對手及競爭者將無法相提並論，奠定本身不可動搖的地位。

    布施之道，在企業可發揮很大的威力。最終得益人將是企業主，布施者，那是必然的。畢竟

「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

種福與做業  寂慧

    「在佛門中，要發達很容易。」何以故？

佛教對積福，行善有一套很完善的理論，因此

要富貴，健康，智慧，該向佛法中求。佛門中

很多人並不富貴是因為富貴對很多人來說是災

難，不但使人驕傲，且慾念不斷擴大，使人做

更重的罪，失去修道的熱誠等。

    佛門中種福，功德很大，因有很多附加價

值，且目標高遠。例如禮敬諸佛，由於諸佛福

德圓滿，自然有很大的回報，用言語稱讚如來

，可種無量福。供養修道者，請轉法輪等，皆

功德無量無邊，兼令智慧增長。就是什麼也不

做，只要見到他人為善，一念隨喜，也有很大

功德。當作了少少善事，能夠普皆迴向，必能

將功德擴大無數倍。如果善行導向解脫，乃至

成佛，功德更非其他善行可以比擬。善行除了

利益可見可及的眾生外，更可利益見不到的無

數眾生。身為佛弟子，已多少代表佛教，只要

規行舉步，使別人生歡喜心，也有很大功德。

所以說佛門中種福，功德特大。

    但在佛門中做罪，罪過亦是很大的。因此

不能不戰戰競競，小心從事。有很多佛徒本著

一番熱誠，強迫他人信佛，使人起反感，抗拒

，遠離佛道，過失很大；有些不管他人是否適

合，強迫他人追隨自己的師父，最後不歡而散

，也是罪過一宗；珍惜法物，法寶，如大藏經

等，隱秘收藏，束諸高閣，卻不肯拿出來利他

，也是不當行為；在道塲中佔霸，或留戀高位

，不事生產改進，也不肯讓賢，無異與正法背

道而馳，阻礙他人建功德；妒忌道友，時加破

壞中傷亦是常見現象；分別心重，親疏有別，

同道及俗人不能平等對待，甚而伐異；說是非

，自讚毀他，犯重戒也不自知；謀求私利，破

壞佛教形象，不如法從事佛教事業，如近期販

賣寺院，非法從事骨灰龕等。這些罪過比一般

罪過重，受的苦果也大。

    由於因果是如此重，因此有些佛徒難免害

怕，甚麼也不敢做，不肯冒險犯過。另一類佛

徒看見聖教淍零，本著悲心，寧冒下地獄之險

，也要站出來努力弘法。但因果如此重，應該

小心從事，時時反省。更應常常懺悔自己無意

犯下的過失，祈請三寶加持，別再犯過。廣容

諫友，尋找善知識指導自己，最重要是深入經

藏，依法而行。

    種福與做業，在佛教來說，都是既深且廣

。小心謹慎是首要注意之處，去除我執，貪瞋

痴煩惱是根本之道，能如此必能避免犯過，亦

是修行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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