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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不器 

謝清俊 941023 

「格局、氣度與合作」這個題目，分別在台大圖書館舉辦的佛學數位資源會議、

政大主辦的數位典藏聯絡員說明會，和中原大學主辦的圖書館自動化的人文省思─第二

十一屆全國大專院校圖書館自動化研討會，作過報告。許多聽眾表示對此題目有進一

步了解的興趣。由於演講的時間有限，無法深談合作實踐的問題，故本期接續上一期，

對如何實踐合作一事略為說明。 

上一期談到數位化必須合作，而此合作又必須突破個人現有的格局和氣度。數位

網絡時代的合作有其特色，與傳統習以為常的合作差別很大。具有良好傳統合作素養的

人，未必能適應數位網絡時代合作的理念、情境和方式。數位網絡時代的合作模式可以

用綜效（synergy）、無牆、無疆三要點說明。要言之，綜效指不同領域間彼此的學習、

互助與整合。在彼此學習與整合之下，專業之牆已消弭，此即無牆。在這樣的合作下，

創新的範疇有無限的可能，這就是無疆。 

談到合作，習以為常的是勞力的分工。這是最單純、問題最少的合作方式。數位

化的合作不是單純的勞力分工，是以利他為必要的手段，進而達到利己的目的。所以，

合作之初，不同領域的參與者必需要經過彼此學習的過程。否則，連他人的問題、關心

的重點、要求到什麼程度、有那些限制……都不了解，即使有利他之心，卻沒有能力做

利他之事。是故數位化的合作，首重彼此溝通、學習。這是綜效原則中最重要的一項。

經過彼此溝通、學習的階段，專業領域之牆便開始擴大（原有的牆消弭），參與者彼此

之間開始有了交集，彼此的對話、溝通才有建設性。這也是消除偏見的唯一途徑，互助、

合作、整合才能順利展開。 

我們要創作的數位資源或系統是「整體大於部份之和」、且為目前尚不存在的一個

整體。起初，參與者所了解的僅局限於自己的專業事物的部份，對欲創作的整體，僅

有人云亦云模糊的輪廓。彼此學習將有助於進一步刻劃和釐清整體的輪廓和內涵，增長

個體對整體的認知；對整體認知的增長又回過頭來幫助個體把自己的部份做得更好；而

更好的部份再促使整體的進步……。這種往復於部份與整體之間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

關係，是數位化合作必經的過程。參與者若意識到此過程，能有計畫促成此良性「循環」

，則計畫之執行事半功倍可期。 

此外，在合作過程中應正視複雜的身份認同（identity）問題。一旦參與計畫，參與

者就不再僅僅扮演自己在原機構中的角色，而將扮演複雜的多重角色。例如：對自己的

原屬單位，是一種角色，對整個計畫，則是另一種角色；計畫幫助他人解決問題，是一

種角色，請他人為我解決問題，是另一種角色；做計畫的工程是一種角色，參與會議協

商，又是另一種角色……。合作計畫是所有參與者共有的，因此，參與合作計畫的身份

應該是所有角色中最高、最重要的。 

扮演不同的角色，難免有心理、名利、價值體系上不同的認知和衝突。例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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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典藏代表的社會利益，便可能與參與機構的利益衝突。面對衝突，若要權衡輕重做最

佳的抉擇，則每一個參與者都必須恰如其份忠於自己扮演的角色、守住自己的立場和界

限。所以，參與者須常常意識到角色的變更而作適切的調整，才能做一個顧全大局的稱

職伙伴。否則，不當的言行很容易傷害整體的合作。有時，甚至造成了傷害，自己還

不知道。 

調整角色是不容易做到的。在合作過程中，參與者必須經常反省，據以擴大自己

的格局、恢宏自己的氣度，也就是要養成「君子不器」的修為：儘量不要受到「小我」

─自己專業領域、身份認同和名利的限制，應以「大我」─數位資源或系統所能影響的

範疇為第一優先，從而看清楚計畫的目標、本質和需要，並作適當的抉擇。比方說，看

清事務的本質和需要後，能顧全大局、沒有私心，將事務委託給恰當的專業人員執行，

並彼此尊重，一體成就。。從另一方面來看，調整角色就是成長：對每一個參與者來說，

數位化過程都是一個成長的過程，從「格局與氣度」的建立，到有「抱負與膽識」的實

踐。 

數位資源或系統的實踐其範疇究竟可能有多大？有人認為這要憑參與者的創意。

其實，創意的範疇必取決於參與者的氣度、抱負和膽識。有了恢宏的氣度、抱負和膽識，

才會有真正值得重視的遠見和值得尊敬的創意。數位資源或系統的影響是深遠宏大難以

盡知的。亦唯有以恢宏的氣度、抱負、膽識，才能略見其「顯乎隱、現乎微」的影響。

是故數位化計畫能開創的範疇無疆。 

註： 

 這三次演講的題目雖然一樣，但是由於聽眾的背景不同、關心的領域有相當差異，

是故演講的內容曾依此作了調整，並不完全相同。詳細內容可參考相關網站上公佈

的演講資料。 

 請參閱上期本專欄「格局、氣度與合作」一文。 

 請參閱上期本專欄「格局、氣度與合作」一文。 

 張汝倫，《意義的探究》，台北縣新店市，谷風出版社，1988年 5月。第 34至 41頁

的「釋義學循環」。 

 這角色調整的問題，與現象學所談的同一與多重（identity and manifold）有密切的關

係。請參考：Robert Sokolowski原著，李維倫譯，《現象學十四講》，台北市，心靈

工坊，2004年 3月初版，第三講〈現象學中的三個結構形式〉。 

 不諱言，目前諸多數位化的計畫，並沒有事事委託專業人員執行。這是亟待改進之

處。 

 此為政大新聞系謝瀛春教授閱台大佛學數位資源會議發表的「格局、氣度」講稿後

說的語（2005年 9月）。 

 可參考〈現象學中的三個結構形式〉對顯與隱（presence and absence）的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