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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氣餒等「情緒張力」；我認為，當校

長的修行，就在這裏；自己要面對「情緒張

力」，同時又要面對同事們因「情緒張力」

而造成的種種反應，並且要將它們與「創造

性張力」區別開來，轉負為正。不斷面對學

校的現實，有如練拳求直，同是修行。

力求整體互動

詠春強調對練，「黐手」是經常的活動；彼

此沒有特定的招式組合，也沒有先讓對手知

道自己會做什麼，只有我做動作，對方因情

勢而回應，一攻一防，就在互相因應對方間

而連綿不斷，手來手往。這活動名為「黐

手」，其實動起來不光是手，手是導航，但馬

要配合，腰更要作為上下肢的連繫；一進，自

成整勁，一退，形消步化。「黐手」，就是

一個達成整體，互相造就的修練過程。

「黐手」，就是一個達成整體，互相造就的修練過程。（作者提供）

在校本管理下，簡政放權，中央放權給學

校，學校的校長放權給同事；最終要達成

的，不是各自為政，各據山頭，而是全校有

共同的目標，有集合起來會倍增的共力。當

校長放下直接指令，讓大家以專業進行集體

議決時，過程就殊不簡單了。有時討論到一

些議題，因為利害關係，甲單位會不斷質疑

乙單位的想法，會盡量指出漏洞所在；特別

是校長，校長始終權力在手，如校長已經有

些看法，討論起來，同事會你一言、我一語，

不自覺的陷入以群力抗衡權力的反應。如果校

長道行不夠，報以對抗式的爭辯，討論的效能

便不足觀了。其實，集體的討論不在質疑，而

在共同建立；發現同事的意見有不足處，指出

之後幫忙作個補足建議，令整個議題在互動

下漸見完足，而最終的議決，令個別單位的利

益，包含在整所學校的利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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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ge認為，團隊的共同願景，是不同個人

願景的延伸，整體中有個體；團隊學習，

彼此要先暫停個人的主觀思維，用心聆聽對

方，自己的成見，便有反思的機會。整體，

令人不著於一；互動，藉以生生不息；這個

修練過程，練功夫與經營團隊，也見一致。

人容易在拳來腳往之中迷失，在相抗的處境

中仍然要互相造就、顧及整體，我認為，就

是修行。

正向心智模式

詠春的設計，就在對手比我高大、力猛、快

速的前設下構思的；在這般的遜色下，還有

匹敵的可能嗎？詠春告訴我們，掌握敵我之

間的最短距離，手在哪裏，就在哪裏原位發

力，要用力時才用力，這樣，運用起來便較

經濟；對手一下攻擊，我擺出三角支架，或

以槓杆結構回應，這樣，運用起來便較穩

固；消與打同步，又或以打手為消手，兩個

種作變成一個，運用起來便較便捷......前設

條件吃虧，但因為應對方法的聰明，仍然可

以解困。造就自己解難的正向思維，凡事尋

求變換角度，製造可能，是一種修行。

在學校，很多時聽見：花了時間活動，便沒

有時間讀書，因此學校要搞成績便不宜搞活

動；又或聽見：學生思維能力不高，叫他們

討論只會敷衍，他們基礎薄弱，叫他們學深

入的只是徒然，不如安安份份的給他們少一

點、淺一點的好了。對的，玩物足以喪志，

施教亦當因材，然而，這些想法的背後，

是不可能的心智模式。活動與讀書，除了會

互相佔用時間外，其實亦可互相造就；多接

觸事物，腦袋的神經觸鬚就愈發達，理解時

的聯繫能力便愈強；多做大肌肉運動，血清

素便多，愈易對抗讀書壓力；消與打並非二

分，其實可以同步。至於學生思維與基礎不

足，換個角度看，其實更不應該減少，反而

要比一般人作更多的討論，讀更多的內容，

才可裨補匱乏；教深的，將內容與步驟拆得

更細，令學生們有拾級而上的階梯，淺入而

可以漸深......關鍵是，改變方法，就有可能。

Senge認為，人之所以不能提升，主要是因

為他們認為自己沒有資格這樣，也沒有可能

這樣；而應對起來，不是逃避，就是勉強為

之，最終效果枉然；Senge認為，這是心智

模式出了問題所致。當校長，經常就在這些

心智的局限與可能中周旋，自己要在困難中

保持正向的心智模式，尋求可能，也要在同

事認為不可能之中，更新他們的心智模式，

製造可能。強化與轉化心智模式，在拉力中

自渡而渡人，我認為，是一種修行。

結語

談到當校長，自然會聚焦於如何影響他人，

要完成帶領同事、為學校開創什麼什麼的使

命，但其實，當校長，猶如習武一般，也是

一個自我修行的歷程。習武最忌走火入魔，

因為不了解身心的特質，未能理順練習的安

排，結果，功夫練不成，還造成長期傷患。

當校長這修行，自然也有弄傷自己而出偏的機

會，不過，如果能在種種的拉力中正視現實，

力求互相造就、達成整體，以至強化自己、轉

化他人的心智，那麼，自身的身與心，以至人

生境界，自會持續提升，止於至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