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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人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為什麼不

是呢？

很多主管，一碰到事情不如自己預期

的結果，或是遭遇挫折時，第一個反應

就是先罵人。

舉個例子來說，可能大家聽說過，過

去許多醫生在急診室或開刀房覺得工作

不順手，就會開始罵人，更生氣的甚至

會摔東西、丟手術刀。但是發完脾氣之

後呢，事情卻不會因此而更順利。當然

現在這種情形應該比較少見了。

在很急的情況下，其實，我們應該要

更冷靜地找出問題癥結所在，才能真正

解決問題，而不應該忙著發脾氣。特別

是許多問題並非在一時之間發生，而是

已經累積了幾個月或幾年，像這種長年

累月積下來的問題，一定要先找出問題

的根源才能解決，不要一昧地情緒反應。

許多管理模式是主管高高在上，用命

令的、指使的，要屬下去做事情。但是

我們的管理，是要「委託」、「授權」，

給同仁空間發揮，而做不好的責任，就

由主管來承擔。如同美國前總統杜魯

門在白宮辦公室桌上的座右銘：”The 

Buck Stops Here”，意思是：「由我

負最後全部的責任。」做主管一定要扛

起責任，不推託、不找藉口；同仁幫忙

做事，主管要心存感激；如果同仁做不

好，一定有原因，主管要找原因，協助

同仁解決問題。

危機即是轉機  逆增上緣

當遇到問題，不但不用生氣罵人，反

而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切入，那就是「危

機就是轉機」。英文「Crisis」這個字，

中文翻譯得很傳神，就翻譯成「危機」，

「危」字指危險，如果沒有處理好，可

能會造成相當大的問題；「機」字指機

會，你把它當成一個機會來改變，那麼

危機就會變成轉機；一個不順暢的流程，

可能因此而改善，這就是一個好機會。

也就是佛法所說的「逆境就是增上緣」。

佛法常說，修行要「藉事練心」，藉

由一件事情的發生來改善它的流程，修

練自己的內心，這不是很難得的機會嗎？

佛法也說，「煩惱即菩提」，當你碰

到困難、不順的時候，就是你修行最好

的機會，可以從中去了解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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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凡事都能以罵別人來解決的話，

那還真簡單。其實若不能深自反省、

不能了解問題癥結所在的話，問題永

遠會持續發生下去，沒有改善、沒有

解決的一天。我們做主管的「程度」

到哪裡？在遇到衝擊、衝突時就會呈

現出來。

衝突出現時，要想想證嚴上人常說

的：「山不轉，路轉。路不轉，心轉。」

還有另一句靜思語：「生氣，是拿別

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要保持平心

靜氣，去找出事情癥結的所在，解決

問題才有用。

平息自身的憤怒

生氣、發怒，代表缺乏自信。另一個

心態，就是覺得自己是被害人，覺得被

人家陷害。不過當你一直處在生氣、不

平靜的狀態，就不會去想自己會不會哪

裡有做錯了。而為了爭一時之氣，經常

會造成許多遺憾。

人在憤怒的時候，常常失去理智，

沒有辦法客觀地針對事實評估，做最好

的決定，所以上人常常說：「生氣是短

暫的發瘋。」也在《法譬如水──慈悲

三昧水懺講記》中告訴我們「貪瞋痴」

三毒會讓人生起無數的煩惱，「瞋」是

發脾氣，會使一個人的人格受到破壞，

讓人人害怕、人人遠離、人人討厭，也

因此上人開示提醒：「瞋怒傲慢是修羅

因，常時與人爭長論短，無有道理心生

無明，易動怒氣結惡業報。」所以發脾

氣動怒、甚至罵人，實在要不得。

部屬如何面對主管的情緒

那麼，如果主管罵人或是情緒失控，

部屬又該怎麼應對呢？讓我先分享自己

在實習、住院醫師訓練時期的經驗。

大約五十年前的大醫院裡，老教授們

非常令人敬畏，我們這些菜鳥一定要被

電得「金光閃閃」的才能「出師」。跟

診時，教授會拿起病歷，打開一看立刻

生氣地說：「寫那什麼東西？！」接著

菜鳥們嘔心瀝血的傑作就被摔在地上。

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呢？能被老師的

情緒影響嗎？那還怎麼學習？最好的方

法，就是把被摔到地上的心血撿起來，

然後跟老師說「抱歉」，讓對方的氣頭

過去就好了。順道一提，早年這種「尊

師重道」的禮節，還是值得推崇的。

對於有情緒的主管或長輩，不要馬

上回嘴，馬上回嘴的話就等於是火上添

油，越燒越烈，結果絕對不是我們樂意

見到的。「反駁」、「互嗆」都不是解

決問題的方法，心中一定要有一個認知：

「只要是對的，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

天。」空間和時間都會站在你這一邊，

不要急於一時。因此，對於別人負面的

反應要學會「慢半拍」，忍一時，天長

地久；退一步，海闊天空。

慈濟管理的核心價值之一，是有因就

有果，種什麼因得什麼果，佛經也說：「因

果循環，歷歷不爽」，因緣果報，你我

對於後果的承受是怎麼樣都跑不掉的。

所以，在職場中，不管是主管、是部屬，

或是在生活中，都不要遇事就開罵。

◆ 文／林俊龍  慈濟醫療志業執行長

罵人
不是好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