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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与名誉  

   古人云：“人无信不立”，“信”之一字，乃“人”“言”也。一个人如果讲话

没有诚信，就如“九色鹿”故事中的“人中鹿”，既不成其为人也；反之，一个

守信 用的人必能赢得别的信赖，善名美誉也会随之而来。    

  信用是维系世情伦常的道德，守信用的人，必然会是个讲义气的人。信

义为立业之本，也是中国传统的美德；背信忘义则是人格操守的一大污点。

在日常生活中，时时都可考验一个人是否守信用，例如约会守时否？讲话诚

信否？承诺兑现否？   

   信用是既经承认了的诺言，必定终生履践之。佛教讲“不妄语”，就是守

信用，有信用的人，绝不会“信口雌黄”，也不会“信口开河”，更不会“信口胡

说”， 而能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到底，所谓“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除
此，不仿冒、不盗印、不作伪证、不诈欺、不非法侵占、不恶性倒闭等，都

是守法的行为。能守 信用的人，一句话胜于法律，轻诺寡信的人，即使订了

契约，也难保不毁约。 

  信用，是一个人成功的里程碑；在商场上，信誉就是无形的资本，珍惜

信用不但为自己增添资本，也能成就别人的好事。信用不只在商场上无往

利；家庭中，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乃至情侣、朋友、同事之间，甚至国

与国之间，更不能因利而背信忘义。 

  战国时代群雄并起，局势混乱，晋文公为了对楚成王信守承诺，故而“退
避三舍”，成为履行国际诺言的高贵行为，秦末楚汉相争之际，项羽帐下的大

将季布，重视然诺，故有“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之语。 

  反观近年来中华民国在外交上常因友邦背信而频频受挫，虽然政治上本

来就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但是国与国之间唯有互相信守承

诺，才能确保世界的和平。 

信用及财富，所谓“一诺千金”；金钱丢了可以再赚，名誉丢了则永难弥补。

因此，小自个人立身处世，大到国际间的永久和平，都不能丧失信用。没有

信用，吾人何能立身于天地之间？岂能小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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