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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心理學的寓言是這樣寫的，美

國一位天才籃球手傑克，他在高中時期

就展現不平凡的籃球球技。他從小就喜

愛打籃球，而且只要他一上場，立刻風

靡全場，打籃球成了傑克生命中最大的

喜悅及成就，籃球成為傑克生命中最大

的一項樂趣。而有一天，就在他高中畢

業前夕，全美職業籃球隊教練找上他，

希望傑克加入職業籃球隊，並且允諾他

一年一百萬美金的年薪。其實傑克開始

打籃球的時候不過是一項興趣，沒想到

這項興趣卻為他帶來豐厚的收入。過了

十年，傑克在籃球場上一帆風順，但有

一天，傑克的教練突然來找他談話，教

練說球隊經營不善，希望傑克能夠像過

去在高中時期一樣，繼續用興趣的心打

球，球隊沒有錢再付他薪水，何況教練

心想，傑克過去的收入也應該可一輩子

生活無虞，但傑克聽完教練的話，非常

生氣，他離開球隊，不再打籃球。

傑克從過去為興趣打球，為什麼到

後來卻無法接受教練的要求，繼續為

興趣打球呢？心理學說這是「動機的轉

移」。心理學說明當外在的誘因過大，

人就會改變他原本行為動機和態度，轉

向適應新的誘因，並且接受它成為新的

行為動力。在接受年薪百萬之後，他打

球的動力已經轉移了，這就是傑克為什

麼無法回復到高中時期純粹為錢打球的

心情。金錢的報酬已經改變了他對籃球

的態度，成為他打球唯一的動機。

現代資本主義理論的大師亞當史密

斯在他著名的「國富論」裡曾說，人類

的經濟活動之演進是因為技術的交換。

他說，原始社會裡面有一位木匠，他

原本只是很會作各種木頭工具及生活用

品，後來有村裡的人來用食物來向他交

換家具，他逐漸發覺，與其自已去打獵

覓食，不如多做木頭工具，所換取的食

物比自己打獵還要多。因此他就成為村

子裡的木匠。這就是人類經濟生活中分

工的發韌。然而一旦這個技能是為了生

活，或是有利益的交換及目的，他享受

做木製品的興趣就改變了，當他的木製

品成為商品，木匠就感受不到那份單純

的創作快樂。人類就是在這種不知不覺

的「物化」之中給「異化」。

想像現代社會中一位醫師在成為醫師

 有價？無價？
◆	撰文/何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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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他很可能是喜歡小動物、喜歡照

顧小生命、他從喜歡生物科學、自然科

學到立志研讀醫學。那時候純粹學習的

快樂和金錢是絕對無關的。但是一位醫

學生只要在進到職場中，可能在商業體

系的包圍下，他一切的特長及天份都被

化約為金錢及升遷之專業地位。純粹的

快樂不見了。小時候幫動物包紮的樂趣

不見了。看到病人康復的心情及對病所

受的苦恐怕業慢慢的淡了。時間等於金

錢，病看得快就是醫院的經濟效能。病

人的心不再是我們所能體會的，更談不

上看病人的那一份快樂。

德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康德，曾為

「美」下定義，他說「美」是一種無

目的的快樂。鯨魚唱歌是沒有目的的，

它就是愛唱。傑克打籃球一開始是沒有

目的的，他就是覺得快樂。然而當興趣

成為一項職業，創作成為商品，心就染

了，目的就轉化了，商品的價值扭轉了

一切。單純的快樂不見了，單純的人際

互動也轉化為商品的對價及利害關係。

在慈濟許多醫師在義診中找到那一份

失去已久的、單純的、無目的的快樂。

人醫會的醫師們可以花上一整天的時間

跋山涉水，歷經數十小時到偏遠島嶼、

深入鄉間，這與分秒必爭、看病效率等

同於金錢收益的商業醫療體制相違反。

但是人醫會的醫師在義診中得到的快

樂及內心的滿足，卻是任何金錢及利益

所無法取代的。一旦金錢界入，心就被

物化了。如果醫師的時間就是成本，看

病時間要短、單價要高、病床流轉率要

快，這一切都可能扼殺了原本單純的付

出所能感受到的快樂。

醫師如此，其他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底

下的各行各業何嘗不是如此？我們單純

的心哪裡去了？那一份藉由特殊天賦的

展現，而獲得的快樂哪裡去了？在市場

機制底下，利害越明，人心越不快樂、

社會也越涼薄。

「有價」的未必是價值，「無價」的

才是真正的有價值。找回清淨的心，才

能找回那一份無目的的快樂，也才能真

正過一個富足、有價值的人生。而這樣

的尋找，必須在無所求的付出行動中才

能真正求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