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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及安

東尼．威廉斯(Anthony D. Williams)
所著的《維基經濟學》(Wikinomics)
一書提到——「群體創造力的藝術與

科學」(Peer Production)。他們以一

家即將面臨危機的金礦公司「黃金公

司」(Goldcorp Inc.)為例，該公司的

總裁羅伯．麥克伊文(Rob McEwen)
上任後，必須面臨將公司關閉，或繼

續在被認定已經瀕臨絕礦的礦區尋找

新的黃金礦。在研究探索數月之後，

公司裡的研究人員終於放棄，告訴總

裁他們所屬的礦區確實已經絕礦。

麥克伊文總裁苦思之後，提出一個

構想，他要研究人員將所有他們找

到的關於礦區的數據、資料、地圖、

地質結構、圖表……將五千五百畝的土

地資料全都放到網站上。麥克伊文

總裁並在網站上昭告世人，這一項

「黃金公司大挑戰行動」(Goldcorp 
Challenge)，只要有人能提出更好的

礦產分析，他們將酬謝五十七萬美

元。

幾個禮拜的時間，不出所料，成千

的信件與分析數據進到公司裡來。

這些分析來自研究生、數學家、科學

家，甚至軍事研究人員。結合這些資

料與分析，麥克伊文總裁看完之後立

即從椅子上跌下來，根據新的外部提

供的各項數據分析顯示，有一百一十

個具有豐富金礦的礦區就位在紅湖區

裡面，這是黃金公司所從未發現與想

像到的。有百分之八十被外部參與人

員發現的礦區，是該公司從未發覺

的。黃金公司就此從一億美元的營業

業績，竄升到九十億美元的業績。可

見，團體的參與，產出最好的結果。

證嚴上人說「慈濟需要每一個人的

力量」，以及「用心就是專業」，這

給予每一個人參與行善事務的最大機

會。

台北的呂芳川師兄是一位企業家，

他是非醫療人員，但是卻能夠成功

地參與醫療義診，並帶領北區慈濟人

醫會的醫師與護理人員，在北部各地

舉辦各種義診。人醫會的義診團隊包

含許多像呂芳川師兄這樣非醫療專業

人員的志工在內，他們負責掛號、關

懷、規劃行程、訪視貧戶、貼近民

眾，使得人醫會在運作上，完全沒有

一般醫院所具有的專業生冷，志工的

參與也啟發醫師更靠近民眾，讓醫病

的關係顯得溫馨有愛。

一種全面參與、集體協作的時代已

然到來，而這種充分參與的思惟，

是證嚴上人在早年創立慈善志業時就

遵行的理念。一九六六年上人創立慈

濟，並不是聘請一批專業訓練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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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系的專家，而是啟發一群群充滿

愛心的家庭主婦，接著是上班族，繼

而擴大到企業家志工陸續加入。

至今為止，慈濟的重要慈善工作仍

是由志工所組成及推動，他們都不

是慈善或從事社會福利的專業工作人

員，並沒有將之成為職業化，而是以

志工的心情致力於群體社會生活之改

善。上百萬的志工以他們在各領域的

經驗與歷練，投入慈善工作，反而豐

厚了慈善工作的品質與規模。擴大參

與和集體協作能得出最好的結果，又

再一次得到印證。

而在這期間，慈濟一直沒有以最專

業的人來做全面性的主導，反而依循

尊重的方式，讓每一個人都能發表意

見並參與活動。不會有一個人的見解

不好、不成熟，就被否定，或者被群

體揚棄。上人要留住每一個人，讓每

一個人都有機會參與。所以不會希望

最具專業權威的人提出意見，以致貶

抑或傷害到其他非專業的人的想法。

共識的形成雖然緩慢，並且難免需要

耐心地協調，但是此過程能夠更大範

圍地留住大家的心，願意繼續參與這

個團體的各項工作。最終，專業人員

仍舊是帶領者，但已經加入了許多人

的意見。

四十年來慈濟社群這種維持多數參

與的理念始終沒有改變。慈濟不只是

留住最優秀的人，而是要留住每一個

人的善心。在許多情況下，今日看起

來不專業的參與者，因為他們的意見

仍受到尊重，將來他們會在其他領域

裡發揮最擅長的專業之貢獻。這就是

在表面上不追尋效率，不完全讓最優

秀的人做全然的決定，而是從漫長甚

或冗長的討論協調中，慢慢尋出大家

能接受的道路。只要留住大家的善心

及參與感，團隊就會有最大的能量之

發揮。這種團體協作一方面也體現佛

教的平等愛。

團體協作或集體參與是慈濟最大的

動能來源。因此在慈濟世界最好的

領導者不必然產生於專業最強者，而

是最能激發容納別人的人。「德」，

是證嚴上人最強調的品格。德——亦

即人圓、事圓、理圓。事情圓滿，必

須用對方法及理念，並且使人人都以

歡喜心參與完成。這是一個最難的工

夫。在志工的世界裡不是一般的公

司，一般公司裡，不適任者或能力較

差者，就必須裁員或替換。志工體系

絕不是遵行這樣的理念，而是要「人

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能夠統理

大眾的人，才是真正的志工領導者；

他未必是專業能力最好，而是最能激

發鼓勵別人的「有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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