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黄永铼居士 

拿督黄永铼博士 想要根除罪行 
须先改善经济 创造财富四法则 

黄 永铼也是资深佛教弘法人员，是英文源流 Buddhist Gem Fellowship (BGF)发起人之一

兼现任主席，并担任禅修班导师。这位大专生们心目中亲切的 Bro.Victor Wee，除了擅

长「精打细算」，更弹得一手好吉他。他在 70 年代开始编写英文佛曲，曾领导歌唱小组

出版了 5 张英文佛曲专辑。 
 
问：全球经济不景气，近年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如 911、美伊战争、非典瘟疫、恐怖袭

击事件，更使问题雪上加霜。可否与我们分享您对全球经济危机所观察到的心得。 
答：的确，我们目前正处於艰难时期。但这不是第一次面临困境。地震、水灾、瘟疫、

饥荒种种天灾，加上人们因追求财富、权力或对某一种族的岐视而引发的战 祸，在人类

历史上从不间断，灾难的日子比和平安逸的日子还多。危机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在过去，问题全局限在某个范围内，如某地高楼倒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 们很迟才知

道，生活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而现在随著大众传播、全球化、贸易制裁、国家结盟

等变化，国际之间的界线模糊，发生某事件，新闻很迅速的就传播 到各地，彼此之间也

互受影响。因此 91l 事件改变的不止是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还影响了全球的贸

易、资源、发展、文化及人才流动等。 

除 了发生在同一时空的事，其实我们也受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影响。例如数千年前雅典发

生战争，许多希腊人民逃避战火移居他乡，从此欧洲人的血统流人其他民族，他 们的思

想也散播到世界各地。进入美国的欧洲人，其后也间接影响了与美国邦交的其他国家如

中国、日本、巴西，甚至全世界。因为世上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 

以 佛教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人、事、物就像网上的结互相牵连。人与人之间影响著彼此

的行动和思想。我们常常因别人的行为举止而发怒，却不知道对方之所以会有如 此表现

是因我们而起，对此我们还需负上责任。常误以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不需要依靠他

人、自我、贡高我慢正是烦恼的根源。 

由 於容易受别人影响，我们必须清楚分辨是非善恶，而并非盲目跟从。在这广播媒体有

很大影响力的时代，身为领袖者很容易的就能将个人想法变成整个国家人民的想 法；或

是对另一国领袖的个人不满情绪转变成两国之间的不满。因此掌握大权或拥有影响力

者，更应该留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及行为举止。人人找到内心的和乐，才能 达到世界和

乎，国泰民安。 

从乐观角度来看，世上一切相互联系，若每个佛教徒积极实践佛法，将会为世界带许多

正面的影响。 
 
台湾的慈济功德会枝西藏政治与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就是很好的例子。前者积极推动慈善

事业，后者则被视为智慧与慈悲的代表。而佛教禅修目前也在东、西方国家重 新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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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重视。其实在这艰难时期还是存在著许多美好事物。 

问：经济不景气是否有一个周期?如何顺应其中的变化? 
答：世上所有的事物都依著成、住、坏、空四个阶段不断循环，商场也是如此，有高峰

有低潮。经济开放，需求增加，就会造成经济起飞。可是一旦投资过热，供应多过需

求，就会出现不景气现象。 

我们必须分辨出现时的状况。当市场走势上升时，要捉紧机会表现，扩展业务，增加盈

利，积极再攀高峰。但是，不要以为顺境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一切无常。在 90 年代

初，大马的经济起飞，许多商家迅速发展，可是却因为发展或投资过度，遇上经融风暴

马上陷入困境。 

在市场走势上升时，我们要随时做好下跌的准备。当处在低潮时期，就要让自己沉潜，

暂时收起大展拳脚的抱负，跟随大环境的走势。其实这是检讨自己、重新架构公司组织

的好时机，看看是否有什么是在经济优势时所忽略的。也趁此时机，吸收新科技，使公

司更具生产力及竞争力。 

在低潮时做好准备，当顺境出现时才有能力把握机会。  

问：大家都在喊「钱不够用」，我们要如何才自能增加财富? 
答：我们要拥有多少财富才能觉得满足?财富的多少是相对。有些人只有一点财物但觉得

很富有，有的人拥有了很多却还觉得贫穷。欲望是无限的，但世界上的资源 却是有限

的。问问自己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需求。 

想要增加财富，就要明白创造财富的原则。每个人都希望走好运气、得富贵，也就是佛

教中所谓的善业，但我们还必须了解创造财富的法则——勤奋、拥有一技之常、懂得随

机应变及经营对大众有益的生意。 

问：现代人都希望以最少的付出赚取最多的回报，尤其在经济不景时，大家便把希望寄

托在万字、股票等，或是滥用信用卡便利。快速致富的心态会产生什么危机? 
答：想以又快又简单的方式得到财富的人，最终也会在快速简易的情况下失去财富。当

一个人很容易就得到财富，他也很容易会升起悭贪之心，并尝试在下一次机会 中得到更

多。他会认为创造财富靠的只是运气或机会，事实上运气和机会不可能永远跟著我们。

届时，他可能会失去更多。 

投资在股票市场必须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如对市场及该挂牌公司有所研究和了解，可惜

很多人只是把买卖股票视为投机并非投资，将证券交易所当成赌场。 

投资在人群中 
问：请谈谈佛教的财富观。 
答：佛陀并没有说过「金钱是万恶的根源」。反而，他曾经对一位财主兼慈善家阿难陀

频狄加说：「如法的拥有足够的资产及稳定的经济状况是在家众的幸福之因。」 

从佛教的角度而言，财富由布施业因的感果得来。常常行善、处处为人著想的人将得到

享有财富的福报。依据因果业力的定律，现在富有是因为在过去世中常做布施、广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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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施的越多得的也越多。所以，若觉得今生贫苦，就表示过去世做的不够，现在就要

布施得更多。 

其 他宗教的教徒常常有宗教上的捐献，如基督教徒有十一奉献，回教徒每个月也捐出部

份收入，作为推动宗教活动的基金。相比之下，我发现佛教徒很少有如此的定期 护持行

为。许多信众喜欢到寺院添香油钱，认为这样做比较有功德，但是他们忽略了身边还有

许多十分需要帮助的人。另外，许多佛团也十分缺乏资金推动佛教事业 及培训弘法人

员。为了让佛法常住，我们应该积极护法，而投资在人群中才能得到成果。 

拥 有了财富还要懂得运用。若财富并不能为我们带来任何益处，那么拥有一大笔财富也

是没有意义的。报章上曾经报导有一个英国人死后，留下 1 亿英镑遗产，但他的 子女表

示他生前过著非常贫穷的生活，没有人知道原来他那么有钱。这一个百万富翁却过著乞

丐般的生活，对他而言，财富只是银行存摺上的一组数字。那么大的一 笔财富却没有为

任何人带来利益，包括他自己，这徒然是浪费资源。所以，要恰当的运用财富，不但为

自己积福德，更为别人谋幸福。 

另外，佛陀也教导在家众不要举债度日，这样才能得到幸福。 

真诚经营事业 
问：那么要如何善的运用财富? 
答：在增一阿含经中，记载了佛陀教导在家信众创造及管理财富的法则。在家信众的财

富要注重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经营事业。我们要充满热忱、真诚。时时充实自己的学问及工作技能、很有智慧

的管理及经营业务才能增加收入。 
 
无可否认，创造财富多多少少需要靠一点运气，但先决条件是我们必须对自己的业务了

如指掌。比如，从事建筑业者必须亲身懂得砌砖、混石灰等作业，方能掌握开 支和收

入，而不会轻易受人欺骗。又或者企业家必须有敏锐的触觉，比别人先看到商机，并有

大量勇气和毅力执行所设下的计划。当年许多人认为废旷场没有发展潜 能，但是丹斯里

李金友却有商业远见，懂得随机应变将它发展为一个吸引人的购物及休闲场所，无用之

地反而成为了重要资产。 

第二是设立保障。以正当手法取得财富后，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资产，将可能面临的风险

或损失降到最低点。我们可能会因为天灾、盗窃等不能预测的事件而失去一切，所以要

为资产购买保险，不要为了节省保费而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第 三是结交益友。益友是指我们可以信任并与之同甘共苦的人，在有需要或危险时给予

协助，并辅导我们。许多成功人士之所以能成功，靠的并非是自己个人的力量。 许多时

候，他们是因为组织了一支士气高昂、有共同理念的队伍，共同领导业务。这些益友在

我们表现优越时给予称赞、鼓励，在我们得意忘形时提点危机的存在。 

忠言逆耳，有时候益友说的话我们未必爱听，但却最有帮助，因为他指出了我们需要改

进和加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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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中庸生活。我们必须维持合理的生活方式并注意收支平衡，不奢侈也不吝啬，并

於收益中分配一些作为储蓄及行善。 

问：请问您如何将佛法运用在您的工作领域? 
答：在 Digha Nikaya 中的 Kutadanta Sutta 记载，佛陀曾经说过要想根除罪行，必须先改

善人民的经济状况。 
 
我觉得很幸运能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国家政策对每个人民影响很大，一个好的政策

将为国家及人民带来极大的益处，反之则人民将受苦。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为 国家及人

民奉献一份心力。服务大众让大家快乐，这就是我实佛法的方式。 

我 的工作是制定经济方针，协助政府使人民富足快乐。例如 1997 及 1998 年，东亚地区

发生金融危机期间，我身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NEAC)，参与了编 写国家经济复苏计

划。我们分析了大马的经济状况，在得到弊多於利的结论下，建议政府不要接受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方案。复苏计划中提出 580 项建议， 包括稳定货币价值、刺激投资

市场、巩固企业与金融界的发展等。目前大马经济逐渐好转，看来这些策略已开始奏

效，这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采访/摄影：吴慧斌 福报》第 23 期 2003 年 9 月－10 月 

大马佛曲之父 Victor Wee 旋律自己来----------佛教艺术 之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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