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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土城區安和國小 110 學年度上學期 404班生命教育學習單 

             李嘉誠：有三種錢，你花得越多就賺得越多        方文彬老師彙整 

 

    李嘉誠：有三種錢，你花得越多就賺得越多 世界上有三種錢非常奧妙，你花得越多，

就賺得越多。讓我們來看看有哪三種：第一種錢：投資自己，自我成長。 

    學習的錢一定要花！ 如果我們把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從美國抓到非洲，並且不給他一毛

錢花用，相信很快的，比爾·蓋茨還是會有錢，因為他所有的本錢就是他頭腦裡的智慧。換句

話說，把錢投資自己的頭腦上，是最安全的理財，到哪裡都不會餓肚子。  

    也許很多人會反駁：“連三餐都吃不飽了，負債累累，哪裡有錢再去學習呢？而且學習

也不見得立刻就看得到效果！”這樣的人永遠都不會把錢投資自己的腦袋，事實上，如果真

的一貧如洗，頭腦正是東山再起的最大本錢，更應該好好投資在這裡才對，因為腦袋窮，人

生就會窮。  

    於是我們看到周遭好多人終其一生都在為錢所苦，永遠在補金錢的黑洞，實在是因為他

們沒有看清事實。如果只顧看眼前，而沒有站高一點往後看，一輩子恐怕很難有翻身的機

會。  

    人生中的困境，是你前世未完成的功課，一定要通過自我摸索與自我學習，才能突破與

躍進。聰明的人懂得通過學習以別人的經驗為藉鏡，避免自己重蹈覆轍多走冤枉路。所以，

學習的錢一定要捨得花，哪怕借錢來投資自己都是值得的，因為它一定會有窗口讓你再把錢

賺進來。 

   把錢投資在自己的頭腦上，是最安全的理財，到哪裡都不會餓肚子。 所以，如果你也面

臨人生的難題，一定要記得，好好栽培自己是永遠不嫌遲的。隨時都可以開始！可能很多人

會說沒錢，事實上會有這樣說法的人一定花了不少冤枉錢，假如有想改變的心，卻連一點點

的學費都沒有行動力，這樣的人在面對現實生活中真正的困難時，會有足夠的能力去超越

嗎？要知道，真正的難關比這大過千百倍，小處都克服不了，人生如何能翻轉成功呢？ 學習

的花費看得見，也有限，但花在社會大學裡的學費卻可能讓我們傾家蕩產，甚至招致生命的

危險。 

   所以，一樣要學習，不如把學費交給有智慧的人引導我們，而不是把錢砸在學費高昂的

社會大學裡。聰明的你，一定要領悟這個道理。 

  

第二種錢：“孝天的錢一定要花”。 也就是孝順爸爸媽媽的錢一定要給。也許有人會認為當

自己連吃穿都不夠用，而且還負債累累時，根本沒有辦法定期給父母親零用錢；也有人會說

家裡又不缺錢，爸媽都說自己夠用，不用拿錢回家呀！ 不管你的父母經濟情況如何，孝順爸

爸媽媽的錢是一定要定時定量給予的。 

  再怎麼窮，一個月也要擠出錢來孝敬父母！想想看，你的父母會不會因為負債、缺錢就

不撫養你？他們再怎麼窮，還是把你撫養長大，不是嗎？所以現在你回報他們也是應該的，

怎麼可以有錢才給父母，沒錢就不奉養呢？ 其實，你或許不知道，父母就是我們的天時，我

們與父母的互動可以累積天時的能量，一個人如果沒有天時，這一輩子做任何事都無法順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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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換個角度來看，孝順父母的錢不只是為了父母好，同時也是為了自己啊！ 如果

你不相信，不妨觀察一下周遭環境，看看那些一年換 24 個老闆的年輕人，是不是往往也都不

太孝順？那些從年輕開始，做什麼賠什麼，做什麼都失敗、不順利的人，跟父母的溝通一定

有障礙；相反的，再看看台灣一些成功的大企業家，例如王永慶先生、郭台銘先生、高清願

先生、蔡宏圖先生……是不是都是事親至孝呢？甚至也有調查報告指出，全球前五百大的企

業家，個個都是孝順的人物啊！ 請永遠記得，哪怕你負債累累，孝順父母的錢絕對不能省。 

  不論你的生命正處在什麼階段，人生正逢什麼關卡，請你永遠要記得，哪怕你負債累

累，孝順父母的錢絕對不能省，他們可以咬緊牙根把我們養大，為他們再多負擔這一點錢也

是應該的。 萬一你還沒有賺錢的能力或沒有收入，沒有辦法用金錢來孝敬父母，也要記得，

至少要“順天”。 

  我的意思是，當你和父母意見相左時，盡量用柔順、平和的方式跟父母溝通。所有的父

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龍成鳳，很少有父母對自己的孩子沒有期待，儘管有時溝通的方式讓

我們難以接受，也要試著體諒父母的成長背景，因為他們不懂如何用比較客觀的方式表達內

心的話，這是時代背景不同使然，要改變老人家的想法很難，不如調整自己來順應他們。所

以，如果沒有辦法“孝天”，至少要“順天”。  

 

第三種錢，回饋的錢一定要花： 包括回饋社會及回饋我們身邊的人。暢銷書《富爸爸，窮爸

爸》的作者羅伯特·T·清崎先生說，他的富爸爸深信錢是要先付出才會有回報的，因此，在年

輕時就養成習慣，無論再困難都要定期捐出一點錢來回饋社會，於是他越來越富有。而窮爸

爸總是說，只要有多餘的錢一定捐出來，然而終其一生，他始終都沒有多餘的錢。  

  無論如何再窮，世上都有比自己更不幸的人，因此要盡量養成回饋社會的好習慣。有負

債的人可以捐出月收入的 2%，比如月入 2 萬元，2%就是 400元；而沒有負債的人可捐至少

5%，以月入 2萬元來算，就是 1000 元。  

  如果這樣的回饋也有困難，那麼一條十塊錢的口香糖也買得起吧！下次當看到如此辛勞

在為生活打拼的人，一定要有敬佩疼惜的心，常常去試想或許我們的小小消費，就能成就他

們全家的溫飽與快樂。當我們的念頭總是在正向的意念裡循環，你所慷慨解囊的十幾、二十

元，與王永慶先生、郭台銘先生所捐獻的一百萬、兩百萬，是一樣的功德。如果你是一個賺

錢的老闆，別忘了今天的成功是員工共同打拼的成果，回饋他們也是應該的。比如一些上市

公司通常都會把利潤提出一定比例，回饋給員工當福利，這就非常值得稱許。 

  這些老闆知道這些錢是循環的，最後一定會回饋到原點。無論如何再窮，世上都有比自

己更不幸的人。 如果你實在窮得一塌糊塗，真的沒有辦法用金錢來回饋，那就請你好好回饋

你的公司吧！想想，現在經濟也不景氣，無論薪水再差，工作量再大，至少也讓我們有一份

溫飽的收入，所以要抱持感謝的心情，用心去做好每一件工作，並且和主管和平相處，不要

處處做對。雖然有些主管常有不合理的要求，實在難相處，只要換個角度，把它當做是淬煉

自我能力和涵養的好機會，也是一種收穫！ 套一句大家都聽過的老話：“合理的要求是訓

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煉。”其實也不無道理。 

  更何況每一個主管也都是由基層慢慢做起，能夠當你的主管，就算是靠關係、靠背景，

也是他上一趟的生命旅程中修來的福分。這樣想，就不會有不平的怨嘆。 反過來看，當你無

法做一個稱職的下屬，當然永遠也當不了上級；你怎麼對待你的主管，你的下屬就會怎麼對

待你；這就是宇宙的相對定律，你的上司其實也算是你的貴人，所以無論如何，要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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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來思索你和主管的互動。總之，多說好話，多做好事，哪怕一個笑容、一句真誠的讚

美，都會讓人覺得和你相處很愉快，這也是一種回饋啊！ 

 

   李嘉誠，1928年 7月 29日－香港企業家，今年 93歲。12 歲前生長及居住於廣東潮

州。1940 年，12歲的李嘉誠移民到香港，成為香港人。他創立的企業長江集團已成為香港最

大的企業，現在擔任集團董事局主席，經營範圍包括房地產、能源業、網路業、電訊業以及

傳媒業。是現在香港、大中華地區首富，綽號「李超人」。據 2012年 3 月《富比士》雜誌公

佈的全球富豪排名，李嘉誠的淨資產總值高達 255 億美元，折合約 7650億台幣，排名第九。

據 2013 年 3月《富比士》雜誌公佈的全球富豪排名，李嘉誠的淨資產總值高達 310億美元，

折合約 9300億台幣，排名第八。 

  李嘉誠晚上睡覺前一定要看半小時的新書，了解前沿思想理論和科學技術，據他自己

稱，除了小說，文、史、哲、科技、經濟方面的書他都讀。這其實是他幾十年保持下來的一

個習慣。 

 

李嘉誠給兒子的十句話 

【1、克勤克儉，不求奢華】 

    李嘉誠兒時是多苦多難的，也正因為如此，才讓他養成了一種別人所不能有的品格。甚

至過分一點說，正是這種品格促成了他今天的成就，也正是這種成就、品格讓他在兒子們面

前變的偉大，而『克勤克儉，不求奢華』這八個字也成為他對兒子們最深切感懷的忠告。 

【2、賺小錢靠機遇，要成功靠"信譽"】 

    ”信譽”一直是正直君子們的座右銘，也是許多父母對孩子的期望。李嘉誠能發展到今

天，正如他自己所言，靠努力，更靠信譽。在生意場上，李嘉誠篤信"信譽" 是最寶貴的經營

資本，他時時把這種經營思想傳給兒子。有時候，他對信譽幾乎到了癡迷的程度。而這種癡

迷也正影響了他的兩個兒子，可以說是李嘉誠對經商兒子們最大的忠告。 

【3、別人如果放棄，你就要出手】 

    任何一個產業，都有它自己的高潮與低谷。在低谷的時候，相當大的一部分企業都會選

擇放棄，有的是由於目光的短淺而放棄，還有的是由於各式各樣的原因而不得不放棄。所

以，李嘉誠告戒他的兩個兒子們：在這個時候一定要靜下心來認真地分析一下，是不是這個

產業已經到了窮途末路，是不是還會有高潮來臨的那一天？如果你考慮好了，就要抓緊時

間，從別人放棄的東西中去尋找利潤最大空間。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D%AE%E5%B7%9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B1%9F%E5%AF%A6%E6%A5%A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1%A3%E4%BA%8B%E9%9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4%B8%AD%E8%8F%AF%E5%9C%B0%E5%8D%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8%83%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8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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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會培養獨立的生活能力】 

    在李嘉誠看來，一個不完全懂事的孩子就應該學會獨立生活的能力。李：「雖然他們還

小，但是我想早期啟蒙教育會讓他們從小知道父親創業的艱難，學習父親頑強拼搏的精神，

長大了才能成為棟梁之材。如果現在放鬆了對他們的早期教育，他們成了只知道吃喝玩樂的

頑绔子弟，再進行教育就遲了。我所做的這一切其實只是想讓他們學會獨立面對生活和社會

的一切。」 

【5、耐心等待成功的到來】 

    李嘉誠經常跟他的兒子們說，十年樹木百載成林，做大品牌，就要關注細節、要有耐

心，惟其如此，才能成就你所能想象的事業。『精細商作，耐心為本』是長江實業的口號。

而許多人不知道的是，這八個字還是李嘉誠家族的”家規”。 

【6、不要對一項業務情有獨鐘】 

    21世紀最貴的是人才，而人才中最貴的是全才。李嘉誠告誡他的兒子們說，在一個真正

的商業人士眼中，應該是只有贏利的業務，而沒有永遠的業務。任何一項業務，當它走過自

己的成熟階段之后，必將走向衰落，而這個時候如果不進行自我調整，還抱著不放，必將隨

著該項業務的衰落而走向失敗。 

【7、有膽識也要有謀略】 

    『知難而上，舍卒保帥』講的是敢於迎難而上，學會放棄。李嘉誠在遇到棘手問題時能

夠知難而上、舍卒保帥，可謂一個膽識與謀略結合的大商人。他經常告戒他的兩個兒子，一

個人僅有膽量在這個時代雖然能創出一片天下來，但在守成時期，光有膽量是遠遠不夠的，

還要有謀略。在許多時候，謀略往往比膽識重要的多得多。 

【8、懂得用人是成功的前提】 

    業務發展愈是龐大，就更要懂得用人之道，獨具慧眼，李嘉誠那份”慧”是出於一份”

心”。企業管理體制上的問題不同於事務性問題，事務性問題不會影響大局，同時也容易解

決；而體制上的問題，則往往帶有全局的性質，而且如不及時解決，會直接影響企業的前途

和命運。在這個問題上，李嘉誠深謀遠慮，費了很多心血。 

【9、要時刻考慮合作伙伴的利益】 

    合作伙伴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相彌補的關系，在從事一項業務活動的過程中，如果

雙方都拿 50%的利潤，這個活動可以很快的進行下去，如果願意把利潤的 60%讓給對方呢？所

以，『做任何生意，都要時刻考慮合作伙伴的利益。』 

【10、肯用心來思考未來】 

    人的眼睛的作用在於發現、洞察世事人性，從中找到為己所用的知識、機會，以便讓自

己在更高的起點、寶貴的經驗上起步。古人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一

個人要做好任何事情，都離不開『世事洞明，人情練達』這八個字，對於有志於經商的人來

說尤其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