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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美麗不需名牌襯托
◎ 黃文得 整理

     「佈施、善舉，永遠不嫌少、不嫌晚」

美麗心靈的啟示

以貌取人，是功利社會的畸形產

物，也是人性現實的醜陋面，多年前

平面媒體一則感人的報導，在此後學

將她默默行善不為人知的美麗心靈摘

錄下來。

初上班時因她的儉樸、素淨得有

如「古早人」，平時除了紅、白帖的

支出外，幾乎不見她有任何消費，引

來大家指指點點。此種情形看在辦公

室裡某些高消費者，以名牌來凸顯身

價的同事眼裡，莫不嗤之以鼻，奚落

嘲諷。孤單的她像隻受傷小兔，紅著

眼眶感傷低頭承受，從不開口辯駁，

只是委屈的讓自己變得比原來更沉

默。

日前有位同事在路上巧遇她，

順道至她家小坐，感恩同事平日對她

和善，在簡潔小窩裡，她一掃往昔的

沉默與憂傷侃侃而談，閒聊中得知她

是個孤兒，與重度自閉的姊姊相依為

命，目前的住屋是貸款購得，不禁為

她的拮据暗中叫苦，但從她明亮的眼

神中，看到的是她知足、惜福、感恩

展露無疑，當她起身至臥房片刻，同

事好奇且迅速看牆角下的紙箱，發現

除了書籍外，另有一疊疊各式各樣的

助人捐款收據，想起平日她因儉樸而

受到的岐視，同事的羞愧與欽佩同時

闖進了心胸。

財留子女　適得其反

世界第二富豪巴菲特宣佈捐出

財產的85%，其中大部份（約300億美

金）捐給比爾蓋茲的基金會，更可貴

是巴菲特沒利用這筆巨款成立「巴菲

特基金會」，而是把錢捐給他信任的

基金會。

長期從事公益的中華民國紅十

字會總會會長陳長文律師表示，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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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財富想遺留親人的作法，其實是

剝奪了子女奮鬥過程，適得其反，大

企業家的子女若能主動告訴其父母：

「我曉得您們多愛我，給我很好的基

礎、能力和條件已經綽綽有餘，不需

要給我更多的財富，您們可以將它用

在社會上許多需要幫助的人，追求公

益的最大效益。」果能如此，父母會

覺得驕傲、感動，更為社會注入一大

暖流。

父母有錢也不願給小孩

現居加拿大為加國人媳婦的異鄉

人，她說丈夫上大學後即不曾向父母

拿過錢，半工半讀薪資有限，也向政

府申請助學貸款。結果政府一查，發

現他父親非常有錢，退回他的申請，

他不得不向他人高利借貸，畢業後幾

年下來，丈夫非常努力工作，慢慢有

了自己的房子、車子，目前所擁有的

一切都是丈夫一點一滴自己努力而來

的，而且他們也非常感恩目前所擁有

的，她說公婆給他孩子是無形資產，

在這樣正確的家庭教育之下，丈夫的

兄弟姊妹都非常優秀。

反觀台灣一名留美碩士開車三撞

女友，並且留言：「父母太早給我買

房子，讓我失去奮鬥目標，到了32歲

還無法自立。」主角一生非常平順，

建中、國立大學商學院畢業，又留美

拿到紐約州立大學企管碩士，但挫

折容忍力非常低。我們都該警覺到，

孩子在過份呵護下成長，會變得無法

獨立（自立），並且不懂得知足、感

恩、惜福。

懂得感恩　前途無限寬廣

一個在一貫道道親、貧窮家庭

中成長的孩子，父母含莘如苦培育他

完成高等學業，深受傳統家教與修道

家庭薰陶，有相對於高學歷的專業

實力，他謙虛有禮，在職場上有能力

接受挑戰，獲得到一份人人稱羨、安

定且自己喜歡的工作，某年他託父親

代辦綜合所得稅時，父親看到繳款書

中列了一項某財團法人慈善機構按月

捐款金額，父親心中是感到何等欣慰

與驕傲，孩子踏入社會第一步即懂得

感恩、回饋，這一美好的善舉是孩子

深受點點滴滴坎坷成長過程領悟到，

困境中的人需要別人用心拉他一把，

這一把也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捩

點，他父親也隨即將此一善舉告訴其

他孩子，他們進入職場多年，也都以

不同方式在回饋、感恩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