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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一人的力量比作水滴，合作的力量就是集合萬千顆水珠
的大海；如果把人的成功比作高樓，合作的功勞就是堅實的地基；
如果把人類比作一粒粒璀璨的珍珠，合作就是串起他們的絲線。人
們通過合作，以眾人之力完成無法單獨完成的事，合作是一道重要
橋樑。

首先，合作可以把個體無法完成的事情完成，讓結果更加成
功。合作像一盒盒顏料，聚集一起才能繪畫出栩栩如生的畫作；合
作像很多小小的零件，組裝後才能成為一個大模型。正所謂「團結
就是力量」，在自然界中亦不缺合作的例子，無論是海豚，又或是
獅子，一旦發現獵物便會呼喚同伴，一起狩獵，這比單打獨鬥更易
收獲獵物。

人類的世界亦是如此，有些時候我們需要別人的幫助才能更
好地完成一件事情。試想一下，難道你認為一棟建築物能一人獨自
建成嗎？難道你認為一個社會不需大量的人手嗎？難道你認為一個
國家只是單靠一人的支撐嗎？這些事情都不能一人單獨完成：建築
物的設計需經過建築師們的商討，社會需人們的推動，國家需所有
人的支撐。你聽說過秦末民變領袖陳勝嗎？他與吳廣帶領九百名戍
卒起義，掀起了抵抗暴秦的序幕。但如果他背後沒有九百名戍卒的
支持，沒有集合所有人的力量，你認為他還能發動民變嗎？你聽說
過中國現代著名工程師詹天佑嗎？他最著名的成就是與陳昭常修建
第一條由中國人自行設計及興建的鐵路——京張鐵路——一個「不
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如果他背後沒有其他工人的努力，假如他沒
有與陳昭常合作，你認為他還能自己一個人興建這條鐵路嗎？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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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過戰國時期著名的縱橫家蘇秦嗎？他最輝煌的成就是說服六國君
主合縱——合作抵抗秦國，成功抑制強秦的擴張。後來六國互相猜
忌，合作停止，便一一被強秦所吞併了。從古到今，合作都幫助人
們解決了無法單獨完成的事情，帶來進步，並影響了未來的走向。
陳勝與吳廣掀起了抵抗暴秦的序幕，使秦朝改朝換代，間接促進了
社會進步；詹天佑與陳昭常為中國建造了第一條鐵路，使人民擁有
更好的交通工具，促進了社會及國家發展；蘇秦的合縱之策，若能
繼續施行，或可改寫六國的命運。如此，你還認為合作不重要嗎？

其次，合作也可以取長補短，取別人的優點，補自己的缺點。
中國有一句俗諺：「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這倒並不是
說三個臭皮匠真的能勝過諸葛亮，一個人再怎麼厲害，也不可能面
面俱到，而三個臭皮匠能通過合作，裨補闕漏，辦事倒也稱得上妥
當了。在赤壁之戰，劉備新敗，麾下雖有關羽、張飛等「萬人敵」，
以及智絕千古諸葛亮，卻也不足以抗曹，仍需倚仗孫權的兵力；而
孫權新在位，其名氣不足以震攝麾下軍士，故須借助劉備的英名，
凝聚眾將士抗曹的決心。兩人合作，互補不足，終大敗曹軍，可見
合作之效。容我再舉一例，去寺廟時一進廟門，便能看見彌勒佛笑
臉迎客；而另一面則是黑臉韋馱，一開始他倆分別掌管不同的廟。
彌勒佛笑臉相迎，來燒香的人絡繹不絕，但賬務卻一塌糊塗，財政
入不敷出。而韋馱善於管帳，但常陰沉着臉，進香的香客寥寥無幾，
最後香火斷絕。佛祖因此把他們放在了一個廟裏，讓彌勒佛笑迎八
方來客，讓韋馱負責賬務，通過分工合作，廟裏香火越來越旺盛。
佛祖取長補短，合作變成了一個通往成功的橋樑。以上這兩個故事
不正正告訴了我們合作的重要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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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合作需兼顧他人，反容易拖累自己，得不償失。」
對此我不敢苟同。合作是一個通往成功的橋樑，它可以把無法完成
的事情完成並取長補短，使結果更成功，這亦是其重要性所在。當
我們要合作完成一件事情時，我們會溝通和合作，瞭解別人的經驗，
從而增廣見聞，這是單打獨鬥無法得到的效果。同時，單打獨鬥會
讓思維被侷限，但合作能讓你多角度思考，讓你與你的合作夥伴得
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讓你成功的機率倍增。世界上最高大的植
物當屬美國加州的紅杉。它的根只是淺淺扎在地表，看似極容易被
大風吹得連根拔起，但紅杉在美國卻生長得很好，這是為甚麼？原
來紅杉不是獨自長在一處，它們總是一大片一大片地生長，長成紅
杉林。當大片的紅杉樹根彼此緊密連接，一株連着一株時，就算是
颱風也無法撼動幾千株根部緊密連接的紅杉樹。紅杉得到了紅杉林
的保護，保全自己，這是一種雙贏的戰略。這怎能說是得不償失呢？
相反，假如單個的紅杉不與紅杉林連結在一起，它將會面對被大風
吹得連根拔起的危機。大風一來，便難以生存下去，這才是得不償
失。因此我不同意該言論。

正如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所説：「不管一個人多麼有才能，
但是群眾往往會比他更聰明和更有力。」正如無邊無際的沙漠由無
數的沙子形成，一望無際的大海由無數的海水聚集，燦爛輝煌的星
空由無數的星星組成，單個的力量很微弱，但集體的力量很強大。
有些事情是無法單獨完成的，但合作的力量卻往往能化作橋樑把一
個個「無法完成的任務」連接向成功。合作，是如此的重要啊！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