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談王業正程師的人格耀著

﹒巫木誠

前言

偶然機會在常春健康雜誌上，讀到信訪談知名傳播學者祝振華教授的文章，
祝教授談到他中風之後，能快速復原的養身之道 「四不」。即「不忙、不累、不

急、不氣」。我覺得這話甚好，就將這「四不」抄下來，掛在辦公室門上，天天

提醒自已要重視養身。常讀之餘，漸感這「四司汀，不只可以「養身 J '也可以

用來「養心」

交大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今年適逢創系二十週年，我在工工管系恭為人師已

經十六年，深感學校教育多以「養能」為主。系友畢業多年，漸有膺重任者，膺

重任是服千百人之務， r養能」固然重要， r養心」更是不可忽視，所謂善任大

任者必善養其心。

因此個人不揣淺薄，以近思所得之「養心四不」一不忙、不累、不急、不氣，

來與眾師長、校友分享工業工程師的人格修養之道。

第一不:不忙

現代人都很忙，說自己忙，會感覺自己很重要、或者很努力。然而企業家王

永慶先生說: r↑亡」就是「盲Jar忙」從拆字上來說就是「心亡 J '亦即心沒

有發揮功能。「忙」從管理上來說，就是資源不足，要做的事太多，能供給的資

源太少; r忙」就是資源供需不成比例， r太忙」顯然是不容易把事做好的。

為什麼會 r 'I亡 J ?一般人最容易「忙」的原因，就是「知取不知捨Jar知

取」就是為個人或組織掌握「得益」的機會， r得益」是吸引人的，不管是為公

益或者為私益，人本性上都是趨向「取J(take) 的。因此，現代人都很忙，忙著為

公益、私益做這做那。越重要的人似乎越忙，不管是不是自己的本業，自己懂不

懂，都很勇敢的去忙。

18 Ialumni



i~~(:'"'fU

A\LUYv1如j

容

然而「取」是要花代價的，每一個「取 J '都代表了一些資源的承諾。每一

個「取」的同時，其實也代表了一個「捨」。任何一個組織或個人，資源都是有

限的，資源的使用會相互排擠，因此「取」某一個機會，就是「捨」另一個機會。

「取、捨」相應而生，就像一對天生的連體嬰， r要取不要捨」是不可能的。

因此如何才能「不忙 J ?要「知取捨 J '要從「捨」來看「取」。最近企業

界流行「外包 J (outsourcing) 的觀念，凡不屬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工作，盡可能外

包;核心競爭力就是一企業最擅長的工作。將非核心競爭力的工作外包，可以減

輕企業長期的負擔，並增進其競爭力。因此「外包」是一種以「捨」為導向的思

維，由「捨」的觀點來看「取 J '因為「捨」所以可騰出資源，因為資源集中，

核心競爭力乃可以「大取」

王永慶先生為什麼說: r忙」就是「盲 J ?忙就像眼睛有瑕疵，只看近不看

遠，只看東不看西。經營企業沒有清楚的方向，沒有全貌的思維。所以就「亂

取 J '聽什麼做什麼，沒有定見。今天聽人說東邊有機會，就向東;明天聽人說

西邊有好景，就向西。「亂取」的結局就是「瞎忙 J '資源誤用、濫用，企業因

此而動搖根基的，也時有多間。企業如此，個人亦復不是?

因此，吾人當以 r 'I亡」為戒。 r 'I亡」是一種危機。「人太↑亡」可能揭露兩個

問題:第一、忽視策略性的思維。只努力做不用心想，或者只想近不想遠，或者

缺乏多面向的思維。第二、為榮耀所蒙蔽:人成功時，難免被社會加諸的榮耀沖

昏了頭。隨本性去做些該「外包」的工作，有時也無可厚非，不過總當時時提醒

自己量力而為，以兔個人或組織不自覺間陷入危境。

第二不:不累

人「太忙」當然會「累 J '這是我們可以理解的生活經驗;解決之道唯有「不

忙」。然而我們也常看到「不忙」但是「很累」的人，有些人看起來沒做幾件事，

卻感覺很累;自己累不說，跟著做事的人也很累。我們所談的第二不 「不累」

是指這種「不忙而累」的情況。

人覺得「累 J '就是力不能勝，如果勉力而為，當然就很累。譬如說，以人

力負千鈞之重，行萬里之遠路，當然累，因為能力不能勝任。然而若以現代航空

技術運輸，一日之內即可輕易達成任務。因此「不忙而累」是因為工作沒有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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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企業界做事，當然知道應該講究工作方法，這是工業工程師的基本訓

條。然而所謂「理未易明 J '凡事未必如上例「人力負重」問題之單純，好的解

法垂手可得。在一公益或私益組織內，問題之所以難解，通常是「人」與「物」兩

因素，盤根錯節，難以理出頭緒。因為複雜，理未易明，所以解這類問題，就像

在暗室開門。

吾人譬之以在暗室開門，來說明人為何會「不忙而累 J 0 有一人被困於富麗

堂皇之暗室中，想脫因而出。該暗室中，無燈無光，只能摸索而行;然而，該H音

室中有一暗門，只要找到門把，找到鑰匙 (key) ，就可以開門而出。

人困於暗室之中，通常會有兩種心態。能力不足者，不免自怨自艾，坐以待

斃。能力高強者，可能信心十足，急於脫困立功，因此沒有耐心找到鑰匙，就開

始撞牆。撞牆當然「很累人 J '結局有兩種，其一是徒勞無功，仍因於暗室中 O

其二是牆雖然撞破了，但是富麗堂皇的房子也毀了，完全不符成本效益。

因此胸懷大志之工業工程師，不僅要講信心、講能力，更要講方法。特別身

處「理未易明的暗室」中，更要期勉自己明事理、講方法，切忌急於立功，而有

拆屋撞牆之舉。工業工程界有句名言: r凡事一定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J (There is

always a better way.) 。遇到難解之題，不要盲撞而行，當靜思、集眾人之智慧，

力思良方良法，免得「不忙而累、累而無功」

第三不: r 不急」

凡事有輕重緩急之分，緊急而且重要的事先做，這是大家所熟知的處事方

法。不過日常生活中，也讓我們看到許多「急不得」的事例。譬如槍木的生長，

一棵國寶級的槍木要花上百年的功夫才能長成，即使我們勤於澆水、施肥，也不

能有效縮短其所需年限。我們的第三不一「不急J '是指這種「急不得」的情況O

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春播種、夏耕耘、秋收穫、冬休藏，這是老祖宗農作

的生存法則一按天時而行。不按天時而行，混亂農作的次序，必然徒勞無功。

現代經濟社會，也有類似春夏秋冬的景氣循環，景氣時事半功倍，不景氣時

事倍功半，這是大家所熟知的道理。人在景氣時不免意氣風發，凡事歸功自己o

遇到不景氣時，事事不順遂，難免慌亂。有人頻頻出招，希望改變景氣;有人失

志喪氣，以為末日將近。失志者固然不足取;希望以人力改變景氣者，似乎也太

過一廂情願一我們能靠多燒幾個火爐，就使全球溫暖起來嗎?有識者必不做膛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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擋車之舉。

經濟景氣、不景氣必然交錯而來，順境、逆境也是如此。因此西諺說: r黑

暗之後就是黎明」。吾等有志之工業工程師，難免有時運不濟、身處寒冬之日，

此時宜以「不急」之心處之，要有春天必來的信心;也當努力裝備自己，以便春

天再來時，可以順勢而起。即使環境再苦再難，也不要失志、失格，向下沈淪。

第四不: r 不氣 J

人生除了週期循環的逆境之外，也常遇到「難境」。所謂「難境 J '就是「任

難任之事」。無論在公益或私益組織任職，人只要立志不斷成長，一定會遇到難

任之事。任難任之事，難兔要「處難處之人 J '難處之人可能是客戶、可能是長

官，可能是下屬、甚或可能是自己。這裡所講的「不氣 J '就是指「不意氣」用

事。

所謂難任之事，就是超乎自己能力的事。管理學上有個「彼得定律 J '這個

定律說，人一定會升遷到無法再升遷為止。亦即當一個人無法再升遷時，就知道

他能力的上限。因此「難事」像是一面鏡子，可照出我們的本相來，我們待人處

事，哪裡能力不足， r任難事」這面鏡子會清清楚的告訴我們。

「任難事」有一點像做體檢，就是對我們做「綜合能力」的體檢。我們說「難

事」就是超乎自己能力的事，因此「任難事」的經歷，通常就是與「失敗」這個

勁敵相周旋的經驗。人性有軟弱的一面， r任難事」不順心，私下發兩句牢騷，

說些怨天尤人的話，在所難免。但總不要「意氣 J '任性行事。

現在有一種稱為「中子儀」的機器，聽說可以在癌症很早期的時候，就檢測

出來。早期發現癌症，治癒率當然高很多。這樣的檢查做一次要花六萬元，是一

般全套建康檢查三倍的費用，雖然這麼貴，可是有很多人還是趨之若驚。

在一個龐大的公益或私益組織內「任難

事 J '其實就像做「中子儀」體檢。體檢費

用雖然很昂貴，可是有公司幫我們買單。

因此「任難之事、處難處之人 J '切忌意氣

用事，總要常存感恩、學習之心，努力以

赴，以知所不足，並且不負眾人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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