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有遠見？還是混亂的根源？ 
從前，在一座山上住著一戶獵戶，每隔幾天父親都會帶著兒子上山去打獵，並

設置陷阱捕捉山雞，雖然捕獵技術高超，但父親每次只從陷阱中捉一隻回家，因為

他認為：「若是貪得無厭，總有一天山上的山雞就會全被捉光，再也沒得捉了。」 

兒子也從中領悟到，做人要懂得知足，才能讓山上的獵物生生不息。 

過了幾年，山上又搬來一戶獵戶，這對外來的獵戶父子每天都上山打獵。同樣

狩獵技巧高超，而父親告訴兒子：「晴天當積雨天糧，誰也無法保證明天能獵到獵物，

所以我們要努力盡量地捕捉獵物，免得哪一天就要餓肚子了。」 

於是，父子倆就將所有捕獲到的獵物全捉回家，除了留下一部份自己吃，又把

多餘的拿到市場去賣，甚至還蓋了一間雞舍，將捕來的山雞飼養起來。 

沒幾年的光景，山上的獵物全被獵捕光了，也逼使得這兩戶獵戶只能改行。這

時外來的獵戶便順勢開起養雞場賣雞蛋和山雞，兒子也跟著父親打理

養雞事業，還十分佩服父親有遠見；而本地的獵戶父子沒有其它謀生

技能，只好到養雞場打零工賺生活費，兒子總是抱怨父親短視，想當

年山上獵物那麼豐厚，時機那麼好，卻錯過致富的機會。 

看完以上的故事，如果你是獵戶，會做什麼選擇呢？ 

外來獵戶似乎真的有先見之明，但是將時間拉遠來看，等到養雞場圈養的獵物

被吃完的那天，或許人們才會再度省思「本地獵戶知足的心，能讓獵物永續繁衍，

資源將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這是對的」 

現今新冠肺炎國內突破 300 例感染，引發全台搶購民生物資、衛生紙、泡麵…

等，這麼做到底是有遠見？還是社會混亂的根源？ 

有句話說的好：「搶就不夠、分就有餘」，在危難之際，若越恐慌，搶滿屯滿，

自以為能安然渡過物質缺乏的難關，但當旁人生存不下去時，人性的惡就會顯現出

來。在面臨重大疫情、災害時，我們需要冷靜思考，如同口罩分配一般，控制民生

物品採購，避免少部份人大量屯積，最後爆發動亂走向滅亡。 

~改編自網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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