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業與樂業

第七段心得分享



第七段
曾文正說：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
我從前看見一位法國學者著的書，比較英
法兩國國民性質，他說：到英國人公事房
裡頭，只看見他們埋頭執筆做他們的事；
到法國人公事房裡頭，只看見他們銜著煙
捲像在那裡出神。英國人走路，眼注望，
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上；法國人走路，
總是東張西望，像不把走路當一回事。這
些話比較得是否確切，姑且不論；但很可
以為敬業兩個字下注腳。



若果如他所說，英國人便是敬，法國
人便是不敬。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職業
不敬，從學理方面說，便褻瀆職業之
神聖；從事實方面說，一定把事情做
糟了，結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業
主義，于人生最為必要，又于人生最
為有利。莊子說：用志不分，乃凝於
神。孔子說：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
外。所說的敬業，不外這些道理。



曾國藩：看三事知家族興衰

第一看：看子孫睡到幾點，假如睡
到太陽都已經升得很高的時候才起
來，那代表這個家族會慢慢懈怠下
來。



第二看：看子孫有沒有做家務，因
為勤勞、勞動的習慣影響一個人一
輩子。

第三看：看後代子孫有沒有在讀聖
賢的經典，「人不學，不知義，不
知道」。



師夷之長技以自強

西方之所以能在科技上領先於中國
，並不是洋人比中國人要聰明或者
見識高超，而是他們對待每件事情
都盡心竭力，力求做到完美。如此
，心性越磨練越靈活，而技術也在
不斷地鑽研下越來越高超。



專心致志，刻苦鑽研，是在任何行
業里脫穎而出的不二法門。因為專
注，所以精通；因為專業，所以成
功。

用功譬如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
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
而用之不竭乎！



有一則禪宗故事，有個小和尚問老
和尚：「師父，你年輕的時候都幹
些什麼呀？」師父說：「我就是砍
柴、挑水、做飯。」

小和尚問：「那你得道開悟之後，
都幹些什麼呀？」師父說：「我還
是砍柴、挑水、做飯。」小和尚問：
「那有什麼區別呢？你活了一輩子
也沒什麼進步啊？」



老和尚說：「不對，有進步。我年
輕的時候是砍柴的時候想著挑水，
挑水的時候想著做飯。現在呢，我

開悟了，我現在砍柴的時候就砍
柴，挑水的時候就挑水，做飯
的時候就做飯。」

未來不迎，當時不雜，過往不戀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運用心思，專
一而不分散，
精神便會集中
起來



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按他現在所處的地位，做他
所當做的事，而且不祈求本
分以外的事情



今天，您專心了嗎？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