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功夫讀書，謂之福；有力量救人，謂之福；有學問著述，謂之福50  ◆  張　潮

書 評

沒有簡單答案的創新之道

《錫蘭式的邂逅》讀後

李偉文 ◎ 牙醫師‧作家‧環保志工

真實世界，換句話說，在這個複雜且彼此息

息相關的時代裏，我們在做任何選擇時，這

些重要議題都是我們必須同時考慮到的，作

者也以非常清晰的思路，剝絲抽繭地為我們

理清這些複雜甚至彼此互相矛盾的現象，因

此這不是一本眾多資料堆疊整理所成的書，

因為其中有作者本人一貫的理念與思惟。

這也是我心有戚戚焉以及對作者最佩服

的地方。我自己雖然是學醫，開了個小小的

診所，基本上沒有什麼需要動用到管理學的

理論，但是二十多年來，我花了很多時間參

與非營利組織的發展和管理，所以除了《天

下雜誌》從創刊訂閱至今外，近年來《商業

周刊》等刊物也幾乎是篇篇文章都看，而且

市面上只要出版較知名或較暢銷的企業書籍，

大概都不會錯過，但在看了這麼多成功秘笈

後，不管那些大師們講得如何頭頭是道，內心

總是懷疑：「真的是這樣做就會成功嗎？」

這些似乎言之成理的成功之道會不會

同樣都犯了「存活者迷思」？大師們說要創

新、要藍海、要專注（或要多角化經營），要

搞怪（或要有紀律）……然後舉出一大堆遵

循此原則而成功的企業，但是我相信更有無

以計數的企業照做卻失敗的，那該怎麼說？

就像有人航海遇到暴風雨卻倖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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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只是一本企管書，雖然在出版發行

的定位上被歸屬於企業上的實戰智慧，而且

在書封上也以管理學中常見的決策力、思考

力、趨勢力、文創力來明顯標示，甚至書名

的副標題很明確地以「我在創意之都矽谷的

近距離觀察」，顯然編輯們認為這本書可以當

做近年來臺灣不斷強調與投入資源的文創產

業一本有用的參考指南。

這種企圖當然不能算錯，但是我認為不

僅止於此，我覺得這本書是一個關心世界的

知識份子，在全世界競爭最劇烈的商業現場

裏，不斷地親身參與，但又不斷抽身以更全

面的角度來觀察與思索的心得紀錄，文章所

牽涉到的主題乍看之下好像很龐雜，從創意

與創業，科技與產業發展，管理與決策，時

代趨勢，一直談到人文思想，個人成長，社

會行為到永續的世界……等等，但是這些似

乎難以歸類的面向，卻是現代人必須面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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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這全都歸功於虔誠的祈禱，都是神的

加持；可是我相信有更多同樣非常虔誠祈禱

卻滅頂的人，他們卻不會活著來跟你說：「這

都是祈禱的結果。」

我認為作者之所以能夠跳脫大部分企管

專家會陷入的迷思，或許是來自於他看到太

多失敗，因為作者鄭志凱總經理是聯訊創投

公司創辦人兼總經理，由於工作的關係，他

長期旅居世界創意與創業的核心之都矽谷，

接觸來自全世界的傑出人才，並且協助這些

有頭腦、有創意人才的創業，因此他不只可

以參與並且近距離觀察產業的更迭，趨勢的

潮起潮落，更重要的是真實體會到創業的艱

辛，或許這就是他之所以能夠很謙虛地看待

成功的原因，知道哪些是我們可以處理的，

哪些是我們無法掌握的，因此作者說，成功

不但沒有公式，也沒有絕對的尺度，他雖然

不會故意去反對主流的觀點，卻更願意站在

主流對面，去觀察與思考。

另外，這本《錫蘭式的邂逅》，令人驚

艷的提出「偶發力」作為創意發想的來源。

英國小說家華爾波在 1754 年發明了這個詞

「serendipity」，有人翻成「錫蘭式邂逅」，作

者稱它為「偶發力」，在這個 18 世紀時暢銷

英國的童話故事中，錫蘭的三位王子遊訪

世界，雖然找不到原本想找的寶物，但在

遊歷尋訪過程中卻一直發現原本意想不到的

東西，也幫助了許多人，因此這個名詞，也

就是本書的書名，意思是沒有預期，意料之

外的發現，但是這個意外的發現，作者特別

強調，並不是瞎貓碰到死老鼠，或者是醉漢

半夜在街口的隨機漫步，它是一個機靈的心

智，經過刻意的尋覓，偶然撞到原本毫無預

期，一無所知的新發現。

作者引述很多科學發展史來說明，絕

大部分改變世界，造福人群的新發現、新發

明都是來自於偶發力，不過偶發力與運氣不

同，與凌虛而降的靈感也不同，作者提出訓

練偶發力的方法，一個是增加邂逅新鮮事物

的機率，另外就是要培養一雙慧眼，在眼花

撩亂的眾多新鮮事物中，能在第一時間洞察

出獨特的訊息。同時作者也點出偶發力的天

敵是來自於過度目標導向，過於清楚的行動

準則。偶發機會敲門的時候，你必須願意放

下手邊的工作走向門口，然後敞開大門。

我非常認同作者如此的洞見，其實我

們常講創意的產生往往來自於跨界交流，異

花授粉。我們為什麼要花大錢到世界知名的

大學去就讀？那些課程在網路上也看得到，

也可以自己找書來讀啊？原因大概來自於你

真的來到大學裏，在課堂上，在宿舍，在餐

廳，在校園，可以真實碰觸到許多來自不同

民族，不同文化，不同領域的人才，從人與

人面對面的交往，這種情境與氛圍，較容易

產生影響我們生命的體悟與改變。

作者與一般企業大師或創投業者最大

的不同，也令我最感佩的是，他認為培養創

意雖然有技巧與脈胳可尋，但真正的能量來

自於生活態度與人生哲學，也就是要尊重多

元的價值，重視過程而非結果，因為若是注

意力聚焦在結果，就會限制創意可能探索的

方向。最後他強調，動機決定創意最終的價

值，也就是能否將動機從利己轉向利他。

的確，動機是否良善在創業初期似乎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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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太大差異，但是企業能否可大可久，是否

可以持續吸引傑出人才的投入，利他動機就

非常重要，對於一個創業者來說，他所追求

的應該不是成功的野心，整天掛念股票、市

值有多少，而是為著在宇宙間留下痕跡這種

利他的偉大夢想而努力。

換句話說，真正的創意不是搞怪，不

是標新立異，而是來自於對現況的改革，也

就是那股想改善世界的熱情。作者特別用了

十篇以上的文章，超過五分之一的篇幅分享

這個新管理時代，也就是從個人出發，然後

思索與企業的關係，再到社會公民的角色，

介紹社會創業這樣的概念，認為社會創新這

種以新穎的方法解決某項問題，並且兼顧效

率，公平與永續，這種創新模式是未來社會

的希望。

這種社會企業與以往的非營利組織不

同，因為傳統的非營利機構多半以彌補社會

現有的不足或缺陷為使命，提供金錢、人力

等等的服務來幫助別人，但是社會企業是以

創新的方式改造現有系統的缺點，也就是針

對現有社會結構的缺陷，從根本的改革來幫

助需要的人。換句話說，社會企業家給予企

業新的視野與高度，對象不再是公司，而是

整個社會，把社會當做企業進行有效的經

營，這是全新的思惟與模式，也是人類的物

質文明與經濟發展能維繫永續與否的關鍵，

這也是作者又另外花了五分之一的篇幅介紹

綠色經濟、潔淨科技的原因吧？

企業或趨勢的書總是讓人非常關注，我

想因為這是個令人焦慮的時代吧？世界變化

太快了，大家都不知道何去何從？於是希望

能夠從大師的言談裏窺見時代發展的趨向。

作者在書裏提到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有一回

在跨越太平洋的飛機上，我身旁坐著一位意

氣風發、年輕有為的企業主管，他很得意地

告訴我，他快要完成一個預測景氣循環的經

濟模型。於是我問了他一個問題：「你可相信

命定？」充滿自信的年輕人當然不相信人類

命運早已命定，於是我再問：「如果有一個數

學模型能夠準確預測未來，是否代表未來早

已被決定？」

誠如作者隨後的分析，大部分的創業家

都是預言家，除了過去的假設條件之外，未

來主要建立在信心上，不過對於未來是否能

夠準確預測的難題在於，我們真的是否能以

「已知」推測「未知」？其實我們也知道在已

知之外還有一大片的「已知未知」以及超乎

我們心智想像的「未知未知」，更何況真實的

人類歷史總是被少數意外事件改寫，既然是

意外，就是沒有人事先可以知道，那麼又如

何能事先預測呢？

這個瞭解或許也是作者能以較謙虛客觀

的角度來觀察與思考社會現象的原因吧？所

以我們雖然還是必須預測或想像未來，因為

它提供了基本參考線，但是不應該過於執著

於預測，因為那會喪失對黑天鵝那種重大意

外事件的承受能力，最後作者還是樂觀的表

示，客觀環境雖然形成各種邊際條件，但是

我們個人的主觀意志和作為，還是可能塑造

未來，超越邊際條件，使預測終成事實。

這是一本必須慢慢看，慢慢思考的書，

然後配合自己的觀察與實際經驗，接著再重

新看第二次第三次的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