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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鍋」—幸福人生的泉源 

 許國琳 

 

父喪守靈期間，長夜漫漫，看完這本：《人生一定要沾鍋》。掩書閉目靜

思，父親一生為人處世，具體實踐人生一定要沾鍋的理念。 

95 年 12 月 20 日上午 9時，我最摯愛的父親辭世了！ 

嗚呼！變起俄頃，江城絕唱，黃鶴一去不復返，世路崎嶇，誰憐無父之

人，哀痛逾絕！午夜夢迴，瞿然驚顧，想起我們兄弟姊妹從此將無所依怙，

再無父親關愛、鼓勵，再無父親提攜、教誨，從此將是椿庭風淒、緲隔陰陽，

空有反哺之心，卻是欲報無門，一時之間真不知如何走這茫茫世間路？哀哉

父親，秉性忠純，修世道以佐清風，勞而不怨，勤人心而伴明月，苦而不悔。

詎玉京之召促，一夢不醒，望白雲悠悠，愴懷萬古；恨歲月匆匆，流水無情！ 

父親歸去何方？無人知曉！他將永遠在人世間消失！從此，再也目睹不

到他慈祥的容顏；今後，再也聆聽不到他的和煦的慰勉。爸爸呀爸爸！失去

您，將是我這一生最大的痛，內心苦楚，難以名狀！蘇軾這首「和子由澠池

懷舊」詩，最能描繪我當時的心境。該詩意境高妙，精緻刻劃人生的境遇，

就像飛雁踏過雪地留下的爪印一樣，是那麼偶然，鴻雁飛走後，沒有人知道

牠的去向。所以，在當時，飛雁留下了痕跡，以現在來看是以前的痕跡，也

是往昔發生的事，而在雪地上留下的痕跡卻還是會消失，當春天來臨而霜雪

融化之後，怎麼可能還看的見那爪印的痕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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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於民國 34 年從大陸隻身來台，追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警政。終其一

生，清廉樸實，遺留給我門兄弟姊妹寶貴的人格風範。至親好友陸續來到父

親靈前弔謁，從他們口中，逐漸聽到一些我們兄弟姊妹所不知道，關於父親

為人處世的「雪泥鴻爪」。父親身為高階警官，品操高潔，清廉不沾鍋的操守，

令人景仰；為人樂善好施，廣結善緣，無處不沾鍋的行事風格，更令所有認

識他的人衷心感佩，永遠懷念。人際間美好互動事蹟，陸續在靈堂間傳述、

迴盪，久久不絕於耳，人生如此，夫復何求！ 

守喪期間，讓我更深一層體驗人生的真諦。《人生一定要沾鍋》這本書，

內容契合父親為人處世的理念，人際關係的道理，中外古今皆然。「廣結善緣—

沾鍋式的人生」，將會大大改善我們的人際關係，良好的人際關係是成功的關

鍵；良好的人際關係更勝過蛋糕上的糖霜，它們就是生命中的蛋糕，可以為

生活尋開心、讓人生更美好，更可讓我們活出成功和充實的人生！ 

※ 人生的目的—快樂 

「人生」是指人的一生，意即從出生到死亡的活動紀錄。它可從「哲學」

的觀點來探討：人生在世，短短數十寒暑，「人生的目的」是什麼？人生的意

義、價值又在哪裡？析言之，人生的目的，在於生活與生命領域的探索：如

何讓生活過得更充實，進而彰顯出生命的價值。有鑑於此，瞭解「人生的目

的」，自然凸顯出人生的重要性。宋儒張載云：「為天地立心，為生民立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先總統  蔣公更進一步演繹出：「生活的目

的，在增進人類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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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精神領袖達賴喇嘛，則將人生的目的闡釋得更淋漓盡致。86 年 3 月

24 日上午 10 時 30 分，達賴喇嘛與國內 11 個宗教團體代表進行對談，達賴

喇嘛談到人生目的：「一般而言，我認為『快樂』是人生的目的，…，生命歷

程的最終目的為何，我們可以作個結論，人生的目的就是快樂」。他在 94 年

12 月 19 日出版的新書《工作更快樂-達賴喇嘛的人生智慧 3》（The Art of 

Happiness at Work）中寫道：「人生的目標就是幸福快樂。幸福快樂是由一

個人的內心狀態來決定，而非基於外在的條件、情境或事件。幸福快樂的關

鍵，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 

詩聖杜甫「旅夜書懷」乙詩，云詠出「人生」最佳註解： 

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流， 

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人生是如此無限寬廣，「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任君悠遊，任你遨

翔！誠如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先生送給孩子的一句話：「人生的價值在於 

enjoy life(享受生活 )」。您人生的目的為何？您要過一個什麼樣的人生？

一切惟心造，端賴您自己決定、創造！ 

※ 服務的人生觀—人我「雙贏」 

要如何才能創造幸福快樂的人生進而享受生活呢？人生的價值要在何處

彰顯？簡言之，彰顯在生活與服務的層面。如何讓自己成為「做事有品質，

生活有品味，做人有品德」的「三品哲學」的人；更在於如何將所學、所知

服務在人群之上。否則飽讀經書，滿腹經綸，也只是孤芳自賞而已，不能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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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價值，那與「蠹蟲」何異。其實「人」再怎麼好，也只算是「半個人」，必

需有「伴」，才能成為真正的人，而「伴」就是人際，就要互動，只有服務的

人生觀，生活才能充實，生命價值才能開展。 

人生可以是嚴肅的哲學探討，也可以是簡單的實際生活，我們探索人生

的目的，便是在生命中進行省思，「檢討過去，活在現在，期許將來」；如何

在芸芸眾生中廣結善緣，共譜美滿人生，殊值大眾學習、省思。只有與人共

贏，才有大贏家；與人共贏的人生必然精采可期。 

※ 為人處世成功之道—「誠信」 

「誠信」，是人際關係的基礎，更是為人處世成功的基石。 

我們生活的世界不是原始社會，也不是世外桃源，這就注定我們跟社會

的不可切割與利害相連。因此，如何做一個受歡迎、受人尊敬、事業成功、

家庭和睦、朋友眾多的人，就成為一門極為高深的學問了。 

要處理好與同事、朋友、家人等一切社會關係，讓自己的言行舉止、應

對進退得體且有禮，為人帶來快樂，並使自己的能力得到認同，就需要有一

定的「心機」，健康正面的善用心機，將讓自己生活得更自在、處事更圓融、

前途更順遂。 

在當今這個充滿機遇與挑戰，競爭激烈、關係複雜，優勝劣淘，適者生

存的世界，沒有一套為人處世的「葵花寶典」，將會活得很坎坷。如何才能取

得為人處世的「真經」呢？答案在於歸納前人成功經驗，從中找出一些規律

性的東西，進行一番理性的思考，並用來指導實踐。坊間有一本書叫《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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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THE LEADERSHIP CHALLENGE），書內做了民意調查，有高達 80％的人

認為，為人處世最重要的是「誠信」。 

《人生一定要沾鍋》第三部第一章「基石原理」中也談到，「信任」是所

有關係的基石。書中引用《韋氏新世界辭典》（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把信任定義為：「對某人的誠實、正直、可靠度、公平性等，

有堅定的信念或信心」。作者強調：「在人際關係中，你得成為什麼樣的人，

以便贏得對方的信任」。「信任是所有關係的基礎」、「信任是所有關係的骨

架」、「信任是所有關係的極致境界」。 

◎信任是所有關係的基礎 

作者在《領導贏家：領導力 21 法則》（The 21 irrefutable laws of 

leadership）這本書中也提到「堅固地基法則」（the Low of Solid Ground ）：

「『信任是領導的基礎。』書中亦引用華倫．班尼斯（Warren Bennis）在《邁

向領袖之途》（On Becoming a Leader）這本書中所說：『誠信這種特質是信

任的基礎，與其說他是構成領導力的要素，倒不如說他是領導力的產物。誠

信無法輕易取得，你得自己努力去贏取。它是由同事和追隨者所賦予的，沒

有它，領導者就無法發揮作用。』誠信不只適用於領導者和追隨者之間的關

係，所有其他的關係都適用。培養信任就像建造房子一樣，它需要時間，按

部就班紮紮實實地做。像建築工程，拆毀要比建造來得快又容易。然而，如

果你根基穩固，那麼，你的建築物比較容易屹立不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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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是所有關係的骨架 

「人際關係也好比一幅畫作。信任就像是框架，把畫作環繞起來—讓畫

作完整地呈現。它就是骨幹，讓你能夠完整地欣賞藝術。信任定義人際關係

的邊界，它保護人際關係，讓我們能夠安心地悠遊其中。如果你想要享受人

際關係的美好，請用信任做骨架，把你的關係環抱起來。」 

◎信任是所有關係的極致境界 

「當兩個人完全地信任彼此，他們的關係就會到達友誼的最高境界，這

是生命中最珍貴的寶物，就像你攀升到萬山之巔一樣。」 

※ 先學做人，後學做事 

◎誠信的典範—精誠所至，金石為開 

雖說「商人無祖國」，但是無論在任何一個時代，商人始終扮演了左右時

局的重要角色，尤其那些富可敵國的商人，他們的一言一行更是動見觀瞻。

入選《新新聞周報》2000 年 Power 50（兩岸三地 50 位最有影響力）人士中，

企業界人士可以說是僅次於政界人士入榜最多者，一共有 9 名，前三名分別

是居第 4 名的李嘉誠、第 12 名的王永慶、第 17 名的辜振甫，足見商人對社

會的影響力。清朝紅頂商人胡雪巖縱橫商海，現代李嘉誠名揚香江，辜振甫

望重兩岸，王永慶經營之神，渠等成功之道無他，蓋為人處世，首重「誠信」

二字而已矣！  

（一）胡雪巖—「花花轎兒人抬人」 

誠信，歷來被中國人視為為人處事之本。胡雪巖之誠信，非一般人所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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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之誠信，是真誠真信，大誠大信，非有過人膽識者不能做到。 

胡雪巖所使用的方法叫做「花花轎兒人抬人」、「先做人，後做事」、「講

情講義，人我互惠」。天下人若都能順了你的意思去行事，那你就無往而不利。

但是想要讓天下人順了你的勁兒走，你就先得順了他的勁兒走。看中人、抬

舉人、幫助人、提攜人。一個人一輩子如果在這方面做得好，那他就處處有

朋友，處處有人和他同心，處處有人願意幫助他、支持他、順從他、敬重他。

不獨商人如是，行政管理者亦是如是。後來胡雪巖藉助此人抬人的資源，得

以開展渠宏圖大業。這件事也應了胡雪巖的說法：「交情和義氣就是資本」。 

紅頂商人胡雪巖經商除了眼光準確、手腕靈活之外，他做生意有一項很

重要的原則—「誠信」。不論是經營「阜康錢莊」，或是傳世兩百年，在中國

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藥鋪「胡慶餘堂」，胡雪巖都堅守誠信原則。「做生意

要照規矩來」，這是經營阜康錢莊時，胡雪巖經常掛在嘴邊的一句話。他的主

張也落實在實際的營運中。 

清朝綠營軍的軍官羅尚德陣亡沙場卻仍然悉數拿回存款和利息，是阜康

錢莊堅守誠信而傳誦一時的事証。羅尚德在上戰場之前，將他全部的積蓄一

萬兩千兩銀子全部存入阜康錢莊。他向錢莊表示，他不要利息也不要存摺。

因為他就要出征了，能否回著回來還是一個大的未知數，有沒有利息對他並

不重要；至於他不要存摺，則是他常聽一個朋友稱讚阜康錢莊的信用，他信

得過錢莊的信用。但是胡雪巖卻堅持「一切照規矩來。」他向羅尚德表示，

錢存入錢莊一定要開立存摺，這道手續萬萬不能省。不過，胡雪巖也向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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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存摺放在身上，在戰場上諸多不便，萬一陣亡了這筆帳也成了「死帳」，

因此，開立的存摺可以交由阜康錢莊的掌櫃代為保管。至於羅尚德不要利息

一事，胡雪巖則表示利息一定要照付，存入錢莊的一萬二千銀子，三年後可

以領回一萬五千兩銀子。羅尚德後來在戰場上陣亡了，他死之前交代了兩名

軍中的同鄉，拜託他們將錢轉給老家的親戚。胡雪巖查證這兩名同僚的身分

後，沒有任何刁難就把本金加上利息悉數交出。胡雪巖的舉動經由羅尚德兩

名同僚轉述後很快就在軍中傳開了，於是綠營軍的官兵紛紛將積蓄存入阜康

錢莊。胡雪巖恪遵誠信的商譽又為他做成無數筆的生意。胡雪巖曾經清楚闡

釋誠信的重要性，他說，「信用有了，那怕存摺都不給人家，只憑一句話，照

樣會有人上門。」 

除了阜康錢莊恪守誠信原則之外，胡雪巖經營他旗下的藥鋪胡慶餘堂，

更是嚴守「採辦務真，修製務精」的誠實原則。胡雪巖始終謹記「誠信」才

是生意源源不絕的根本。他說:「我們也不是故意耍花樣，只不過生意要做得

既誠實，又熱鬧。」胡雪巖的事業可以成其大，對商譽的堅持是很重要的因

素。「胡慶餘堂」創店的第四年就開始轉虧為盈，到了第六年就與北京的百年

老店「同仁堂」成南北對峙之勢，享有「北有同仁堂，南有胡慶餘堂」的美

譽。 

胡雪巖「誠信」做生意使他旗下的阜康錢莊生意絡繹不絕、藥店胡慶餘

堂的金字招牌歷時數百年不衰，「誠信」造就胡雪巖紅頂商人的歷史地位。 

總之，胡雪巖一生以誠信為本，終於使自己的事業越做越大。胡雪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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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即使放在今天，殊值吾儕學習和借鏡。 

（二）李嘉誠—「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 

香港首富李嘉誠是香港歷史上首位「千億富豪」，美國《時代雜誌》評選

出「全球最具影響力的 25 位商界領袖」中，李嘉誠名列第九；李嘉誠亦獲得

香港《資本雜誌》選為「香港十大最具權勢財經人物」之首。1939 年，抗日

戰爭期間，李嘉誠隨著父親從老家廣東潮安逃到香港，當年他年僅 12 歲。李

嘉誠年輕時在工廠工作，進而自己創立了長江塑膠廠，就是今天香港第一大

集團長江實業的前身。一連串的奮鬥歷程，貫串其中的，是李嘉誠畢生堅守

的信念－「信譽」二字。他以自己的誠信理念拓展他的事業版圖，李嘉誠今

日的成功奠基於誠信，則是有目共睹的。 

誠信是做人的基本原則，也是成就事業的基礎。歷史上，「成大事者」，

都是以「信義著於四海」。誠信是一種無形的資產，也是實力的「倍增器」，

他可以使你進可攻、退可守，始終立於主動的地位。李嘉誠對誠信異常堅持，

他曾多次說到：「一生之中，最重要的是守信。現在就算有多十倍的資金，我

也不足以應付那麼多的生意；而且很多都是別人主動找我的，這些都是為人

守信的結果。對人要守信用，對朋友要有義氣。在今日，對此也許很多人未

必相信，但我覺得，『義』字實在是終身用得著的。」、「一家企業的開發意味

著一個良好之信譽的開始。有了信譽，自然有財路。這是必須具備的商業道

德。就像做人一樣，得忠誠、有義氣。對於自己說出的每一句話，一定要牢

牢記在心裏，並且一定要能夠做到。」、「不只商人，一個國家亦是無信不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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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嘉誠認為，對事業上的「信」與對他人的「誠」是分不開的，誠信相合即

為「義」，誠信是一個人處世立身的根本。雖然是在商言商，李嘉誠依然是重

義輕利，一言九鼎。李嘉誠的為人有口皆碑，從而奠定了生意興隆的人際基

礎。 

俗話說：「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李嘉誠待人的誠懇，形

成一種獨特的魅力，使人們樂於與他交友。有朋友幫襯，他經商如魚得水，

對事業大有幫助。李嘉誠對於誠信的追求近乎執著。他經常告誡下屬：「你要

別人信服，就必須付出雙倍使別人信服的努力。」在平時的行為中，他也是

以身作則，因而得到別人的信服。為了建立良好的信譽，他不惜自己吃虧。

他曾說：「有時看似一件很吃虧的事，往往會變成非常有利的事。」在創業的

第 5 年，李嘉誠準備付運一批塑膠玩具給外國客戶。對方卻在最後一刻，突

然要求取消訂單，當時他並沒有向對方要求賠償，並善解地認為自己生產的

貨品不愁銷路，所以這次的損失他沒有向對方追討，並向對方表示，日後若

有任何生意，雙方可以建立更好的關係。這次事件之後，於西元 1956 至 1957

年間，突然有個美國客戶登門，訂了很多塑膠貨品。原來這間公司的一位高

級職員，認識以前突然取消訂單的那位外國客戶，並由他介紹來找李嘉誠，

推薦李的公司很有規模，特別是信譽良好。 

李嘉誠就是這樣建立起自己的誠信。誠信本身就是一筆巨大的無形資

產，「未學做事，先學做人」、「多個朋友多條路，少個仇人少堵牆」、「精誠所

至，金石為開」，透過誠信所累積的人際關係，從而造就這位香港商業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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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辜振甫—「謙沖致和，開誠立信」 

畢身致力於兩岸和平的辜振甫先生,柔軟的身段包裝著強大的使命感，「

辜汪會談」所見的斡旋默運的宏才懋功，舉世同欽。而他一生奉行的成功格

言就是「謙沖致和，開誠立信。」 

「謙沖致和，開誠立信」是和信企業集團的經營理念與企業文化，也是

由企業集團會長辜振甫先生親自手訂的和信家族座右銘。世新大學董事長葉

明勳於《勁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紀實》序言中寫到：「其勗勉所屬同事以『謙

沖致和，開誠立信』八字，就是本乎儒家修身立德的誠，殆亦恂恂乎見其璞

茂風範。」

「謙沖」乃指質樸堅毅，不卑不亢，經綸滿腹，虛懷若谷，持之以對人，

自然能得別人的尊敬，持之以處事，自然是腳踏實地。「開誠」乃指確實行義，

以誠待人，個人有誠，方能處世立身，企業有誠，方能開展蔓延，生生不息。

「謙沖致和」是對內的原則，亦即在單位內部，各部門或是個人彼此之間，

謙沖相處以致和諧。團體中每一份子和睦相處、合作無間，如兄弟相親；主

管與部屬間，春風提攜、獎勵引導，如父子相愛。「開誠立信」則是對外的準

繩，「言」必使之「成」方為誠，「誠」不但是個人立身處世的原則，也是使

企業能根深葉茂的基礎，而開誠佈公方能立信，有「信」則使企業能綿延不

斷，根基永固。綜合言之，「謙沖致和、開誠立信」，便是由個人對內「修身、

齊家」，乃至於團體對外「治國、平天下」的一種理念實踐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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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先生曾說：「諸葛孔明天縱英才，但不借東風何能擊潰曹操百萬大

軍？江海居下而能容眾流，就是這個道理。」「企業無以為寶，惟和以為寶，

企業不以利為利，以信為利，和則得眾，信則人任。」 

基此，「誠信」就是贏得良好人際關係，進而經營美好人生的最佳保證。 

（四）王永慶—正派經營，就是信任 

經營之神王永慶創業 70 年，是一位深受敬重及具備長久魅力的企業家，

更是現代年輕人心目中最崇拜的創業英雄。1985 年華視「週末派」節目指出，

王永慶是多數年輕人崇拜的偶像；1998 年 1 月出版的《天下雜誌》調查顯示，

王永慶名列影響台灣 400 年來最重要 200 人中的第一人；2004 年 9 月出版的

《30 雜誌》調查顯示，包括 20 年代、30 年代、40 年代，都認為王永慶是他

們心目中最崇拜的創業英雄。不論目不識丁或學富五車，不管販夫走卒或成

功商人，大家都想從他身上學到一點東西。 

王永慶成功的心法為何？一語以貫之，亦為「誠信」也！ 

鴻海精密工業公司董事長郭台銘先生，於 2005 年 3 月 19 日接受中天電

視台「影響一百」節目主持人蕭裔芬的訪問時提到：「王永慶是我最敬佩景仰

的企業家。有一次我帶我兒子去見王永慶，王永慶送他兩個字：『信用』。就

是紮紮實實做事，講得出來就要做到，不要好逸惡勞，才能學到更多東西」。 

1932 年，16 歲的王永慶在嘉義開了生平第一家米店。有次深夜兩點，大

雨滂沱，米店的門砰砰作響，有家客棧的廚師說，有旅客上門等著吃飯，要

他立即送一包米去。王永慶開了門，二話不說就戴上斗笠、披著粗麻布袋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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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過去。早在 70 年前，王永慶就以「服務周到、信用第一」開始做生意。 

1973 年，王永慶一手創建的台塑為了擴建，需要辦理現金增資，提出增

資股權的兩成，即以每股 244 元的價位辦理承銷。隔年卻遇上石油危機，股

價因此大跌。1974 年初進行股票承銷抽籤時，台塑股價已滑落到每股 238 元，

股市上一片議論紛紛。被套牢的股東在年度的股東大會上，希望王永慶能「補

足差額」，王永慶爽快地答應，「願以 6 月 30 日的收盤價，做為補足承銷價與

市價之間差額的基準。」結果，當天台塑增資股的收盤價只有 202 元，王永

慶依約每股退回 42 元，一共退了 4千多萬，創下台灣股市空前的紀錄。2004

年 11 月 11 日，蘋果日報刊載資深財經記者許啟智《誰的誠信出問題》乙文，

文中極力推崇王永慶是「老實樹」：「台灣仍然有一些老實樹，早年台灣化纖

上市時，適逢化纖景氣大壞，台塑董事長王永慶向股票申購人表示只要股票

跌破承銷價就將股票購回，當時沒有人信以為真，因為這種經營者的假話股

民聽多了；而台化上市時果真股票跌破承銷價，王永慶果也如約提出大筆資

金將台化申購者的股票購回，一舉奠定了超級老實樹地位。」 

「一諾千金」，他說到做到。從米店到台塑，王永慶建立了獨特的信諾長

城。他說：「一個人要修養成被尊敬的人格，需要長時間被信任，但要人格破

產只需要做錯一件事。」2005 年 4 月，王永慶接受《天下雜誌》專訪，說明

為什麼「信用」這麼重要：「做人，『誠』最要緊，一個人不能獨自生存，自

己要好，也要想對方好。要為對方著想。對自己好，對對方不好，人家怎麼

會對你好呢？你對人家好，人家才會對你好，這是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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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信任，我們一天也活不下去。對整個社會的信任，對陌生人的信任，

對這世界的信任，像空氣、陽光、水一樣，無所不在，我們依靠著它行走、

作息，而我們毫無感覺。 

的確，我們生活在信任的人中間，覺得安適自在。不信任的人，我們離

他遠遠的，不得已要坐他旁邊，我們馬上築起警戒的高牆。嚴重的時候，甚

至好像渾身爬滿了蜈蚣，或自己變成一條蚯蚓，扭來扭去。幸好在社會的各

個角落，仍有不少人秉持著誠信過生活，他們的故事，正是大家面對未來，

堅持向上的原動力，更是大家彼此連結，共創美好人生的驅動力。 

※ 成就他人就是榮耀自己 

◎只有與人共贏，才有大贏家 

社會上很多人專注在發展個人的才藝和能力，不斷磨練他們的溝通和領

導技能，或是上許多課程來擴大他們的知識領域；但是，他們卻忘記了，良

好的人際關係，才是成功的基礎。如果你能夠與別人一起贏，你自己就是贏

家！人際關係與領導力來自「雙贏」與「互惠」，真誠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

「人抬人無價寶」，投資別人就是最高尚的行為。學會如何與人共贏以及發展

穩固的人際關係，才是成功人生的真諦。 

許多人落入一種迷失裡，他們把人際關係視為理所當然。這並不是好事，

因為，建立和維繫健康的人際關係這種能力，攸關我們生活中每個層面的福

祉。我們的人際技能決定我們未來是否能夠成功；易言之，人們的成功或失

敗通常都可歸因於他們生命中的人際關係。審視一個人的成功因素，其中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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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一件事是靠他自己獨立完成的。成功者與他人的互動，幫助他獲得成

功。在《人生一定要沾鍋》這本書中，作者根據五項重要的問題來分類人際

原則，如果我們想要創造共贏人生，我們必須問自己這五個問題： 

1、準備就緒：在人際關係方面，我們是否已做好準備？ 

2、連結：我們是否願意把焦點放在他人身上？ 

3、信任：我們可以建立彼此的信任嗎？ 

4、投資：我們樂意投資他人嗎？ 

5、互惠：我們可以創造雙贏的人際關係嗎？ 

學習和實踐這些人際原則，將可擁有成功的人際關係，進而能夠建立健

康、高效、以及圓滿的人際關係。藉由遵循這些原則，我們可以將自己和別

人一起成功的機率拉到最大。 

誠如達賴喇嘛所說：「在工作時，如果你有一顆溫暖的心，以及關懷別人

的感情，你的頭腦就會更平靜安詳，這會給你某種力量，讓你的腦力運作更

順暢，判斷力與決策力也更強」。星雲法師也說：「過去儒家主張，大丈夫立

身處世，達則兼善天下，不達則獨善其身；佛教則主張，做人要持守五戒、

廣行十善，要自覺覺他、己立立人」。 

有機會成為那種讓別人也成功的人，「己立立人，己達達人」，人世間還

有什麼事會比這樣更美好？  

【落幕】 

※ 廣結善緣—共創與人共贏的快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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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年前，在西雅圖特殊奧運會上，9 名身心障礙參賽者站在一百碼短跑比

賽起的跑線上。槍聲一響，他們都往前跑，當然不像一般人那樣猛衝，而是

興致勃勃地邁向終點線，爭取勝利。有個小男孩跌倒在柏油跑道上， 一連摔

了兩次，開始哭了起來。其他八個人聽到男孩哭聲，他們減慢速度，回頭看，

然後同時轉身往回跑，每個人都這麼做。患有唐氏症的一個女孩彎下腰，吻

了他，說：「這樣感覺會好一點。」接著，9 個人手挽著手，一起走向終點線。

看台上每個人都站了起來，掌聲持續了數分鐘之久。當時在場的人  直到今

天仍在述說這個感人的故事。他們表示，永遠忘不了這一幕。為什麼？因為

在我們內心深處都知道，人生不只求自贏得勝利。更要緊的事，是幫助別人

贏得勝利，即使會因此減緩我們的腳步和改變我們的方向。 

希望此文能與普天之下諸有情眾生廣結善緣，期盼世人能彼此沾鍋，擴

大連結，在人生道上相互扶持，踐行「知足、感恩、善解、包容」信念，當

能共構與人共贏的快樂人生！ 

願以此文，弔念父親在天之靈。 

（本文作者為監察院調查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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