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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為現代物理學之父的愛因斯坦，除了是二十世紀最

重要的科學家之一，也是一位思想家，諸多名言流傳

於世，其中最為人所熟知的莫過於他曾說「一個人的價值，

在於他貢獻了甚麼，而不在於他能得到甚麼。」(註) 由此可

印證愛因斯坦以「利他」為處世原則。

　利他主義指的是一種無私為他人福利著想的行為，視別人

的幸福快樂比自己的來得重要，優先考慮的是能否創造他人

的利益，這跟為了累積自己的福報去幫助他人，或是為了

得到良好的聲譽而高調的去從事一些善舉，雖然都是「為

善」，但就出發點來看，還是有一些差別的。

　從事基金會工作以來，不乏遇見這類令人打從心底佩服的

利他主義實踐者，最多的是以服侍最弱小的弟兄為職志的神

職人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那年去到嘉義的聖心教養

院，聽聞以89歲高齡創院的蒲敏道神父照顧身心障礙朋友的

故事，一生奉行衣食簡單的原則，從教會領到微薄的薪水又

捐回院內去做照顧別人的事，一直到臨終前蒲神父仍掛心著

身心障礙院生未來的終老照顧，讓在場的本會同仁都深受感

動，而後也在基金會董事群的支持下，展開為敏道家園建院

工程募款的工作。

　除了神職人員，社會上也有一群「普通人」奉行著「利

他」的行事風格，或許只是一個起心動念，想貢獻一己之力

為社會做些什麼，即使是小人物，默默做著也集結一股改變

的力量，要讓他人變得更好、讓社會變得更好。現今社會中

「愛台灣」這三個字常常被拿出來講，是真心或只是口號，

大眾認知各有立場，無意去評論，謹以本期停泊棧與讀者們

分享幾個「愛台灣」的故事，平凡的人做平凡的事，但因為

「利他」的初衷，格外顯得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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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原文為The value of a man resides in what he gives and not in what he is capable of 
receiv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