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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與創造

Competition and Creation

人們在這個世界求生存的模式有兩種：競爭與創造，而這兩種模式是

相反的。

大家比較熟悉的應該是競爭模式，升學考試即是；又如運動比賽，冠

軍只有一名，其他都是失敗者。我們的社會不斷地在競爭，我們幾乎完全

活在競爭模式之中。

競爭模式有一個特質：人們會認為資源是有限的──我有了，別人就

沒有；別人有了，我就會沒有。例如：一百個人參加比賽，冠軍就只會有

一個，而其他人都是失敗的。如此一來，只有少數人可以滿足，絕大多數

都是失望的。競爭模式的優點是整體會有進步的動力；缺點是絕大多數的

人會是痛苦的。

競爭的環境會使人封閉、自私、心胸狹小、無法分享，甚至會打擊、

陷害他人。為什麼呢？因為冠軍只有一個，想要得到冠軍的人，絕對不能

讓他人比自己強。例如：資優班的學生，很多人都不願意把自己會的教同

學，甚至要害別人考不好。

我們的社會是競爭模式配合宰制系統，形成了金字塔的權力結構。

結構中，人人都希望爬到最高層，而攀爬的過程都是在競爭。能夠爬到最

上面的人，即能獲得最大的權力與利益。這樣的人，一般而言，能力會很

強，但私心也很大，害人的本事也很大，如此才能踩著別人往上爬。

競爭是大多數生物的特質。一群猴子關在一起，一定會跑出一個猴王

來，猴王是怎麼產生的？打出來的！人類是生物之一，所以也具有這樣的

特質。

這個系統非常有用！它讓人類造出金字塔、萬里長城，亞歷山大才能

在西元三百多年前打出一片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帝國，成吉思汗及其後代，

才在十三世紀創建了世界最大版圖的國家。而今，任何國家、企業也都是

這個系統。

我們的世界以這樣的系統運作，它成就了許多偉大的功業，但也帶來

很大的痛苦──激發人的私心、欲望，透過權力控制別人、打擊異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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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奪的方式來讓自己勝利。

其實，生存還有另一種選擇：創造模式──人們會認為所有的東西都

是自己創造出來的。我想要什麼，是可以透過創造而非競爭的方式來獲

得。

這個觀點是非常符合佛教的宇宙觀的。佛教認為世界是由覺性所創造

出來的。人們需要什麼，把它創造出來就是了。《無染覺性直觀自行解脫

之道》說：個宇宙萬象都是我們的心性所流露出來的。──你的一切，都

是從你心性創造出來的。你上天堂，是因為你的心性流露出天堂；你下地

獄，是因為你的心性流露出地獄。天堂或地獄，是你可以選擇、創造的！

不會因為我上了天堂，別人就沒有天堂可以上；我上了天堂，別人也想上

天堂，他可以從他的心性流露出來嘛！何必競爭？何必搶奪？這就是創造

模式。

如此一來，當我學會如何讓自己的心流露出天堂的辦法，我會很高興

與人分享！因為那並不妨礙自己上天堂嘛！所以，在創造模式中，人們會

樂意與人分享自己的心得。大家都可以一起上天堂，多快樂啊！  

創造模式其實是存於我們的世界的，只是常常被扼殺。當你心裡面一

接受了競爭模式，創造模式就會被熄滅。相反的，如果本來是競爭模式，

一旦接受了創造模式，競爭模式也會停止。這兩個模式其實一直在我們心

裡翻來覆去交戰許久了。

《失落的致富經典》這本書說了一個致富的秘密：若能把競爭模式的

想法、習性、習慣全部丟棄，全心接受創造模式，你就會變得極為富有。

然而，在競爭的世界中，怎麼做到創造模式？書裡說：你賣東西時，顧客

所得到的價值、好處，要高於他付給你的錢，這樣才是創造模式。而所有

的價值，都會因個別案例而有差別，所以沒有通則。

例如：你拿畢卡索的畫去跟愛斯基摩人換皮毛──這對你的顧客是沒

有好處的，因為畫對他來講是沒有用的，所以這筆生意就不能做。但如果

你拿一枝獵槍去跟他換皮毛，而獵槍正是對方所需要的，他得到的好處將

遠大於他付出的這一張皮毛，因為他可以獵取得更多的皮毛。這樣就是一

筆好生意了。

我們必須釐清楚差別與通則。我們常以為所有的事情都是通則，事實

上我們遇到的每件事都是特例。競爭模式的基礎就是「通則」，有了通則

才能比較、競爭；若無通則則無從比較。事實上，每一個狀況都是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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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即使是相似的事情，背後的相關因素往往千差萬別。而我們會去競

爭，都是誤以為彼此有著相同的基礎，而做了許多無謂的比較。人們就在

錯誤的假設中，陷入了自己所編造的痛苦中。

如何在競爭的世界中創造？用佛法來講，就是要做到「競爭，即非競

爭，是名競爭」──你要先接受競爭的模式，然後再超越它，進而達到是

名狀態的競爭。超越競爭模式後，創造模式就可以放進來，這個時候，競

爭模式的影子還是在，但是它已經不能妨礙你，而你也能發揮創造模式的

種種力量了。在「是名競爭」的狀況下，競爭模式的缺點會不見，而且還

能容納創造模式的優點在裡面。

梁乃崇

圓覺文教基金會

台北，台灣

〈蘇莉華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