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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不能有效運作。毛澤東曾說過：「有人的地方就有鬥

爭。」不少人更會視之為一種爭名逐利的手段，為一己私利

而妄顧整體利益，北宋的新舊黨爭便是其中一個例子。

北宋年間，王安石推行變法，包括農田水利法、市易

法，大大改善了政府收入及人民生活質素。可惜由於變法嚴

重地威脅著舊黨的利益，因此受到守舊派大臣們的阻撓，其

後更演變成兩黨之爭。兩黨之後更迭掌權，互相迫害，不但

不能改善民生，還大大動搖了北宋的根基，加速北宋覆亡。

現代企管也是如此，不少人因為不甘心於活在刀光劍

影的工作間，每日飽受暗箭排擠，感到心灰意冷，工作力不

從心；而排擠人的會花更長時間猜度對手想法而荒廢自身工

作，工作效率和士氣低落，受害的當然是公司。「水能載

舟，亦能覆舟」，善用群體「朋黨」力量當然能更有效達成

目標，但必須充份理解「黨爭」的必然，只是在於「大爭」

還是「小爭」，抑或是「良性競爭」。既然「有人的地方就

有鬥爭。」因此，辦公室有政治是必然的，問題是如何處理

及自處，能善用彼此的差異，塑造平穩健康的辦公室生態，

才是關鍵。

當我們考慮到「朋黨」之爭可能對個人和組織有不利結

果時，我們就更能瞭解保羅為什麼說：「若是能行，總要盡

力與眾人和睦。」《羅馬書12:18》當然，「不能行」時，

「以和為貴」只是一廂情願的期望而已，還是祈求上主憐憫

及賜下智慧去處理紛爭更為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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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自幼的庭訓往往是做人處世要「以和為貴」，處

理事情盡量取「中庸之道」。是以，不少人認為職場生存之

道是盡量「騎牆」，少點捲入派系鬥爭，便能生存得長久一

點。可是，一種有趣的現象卻是，無論你願不願意，大多數

管理層心裏早已把下屬分為兩類人：「圈內」及「圈外」。

「圈內」人被領導者信任及得到更多的照顧，被栽培成為明

日的接班人；對「圈外」人，領導者只與之保持一般關係，

得到獎勵的機會也較少，他們絕對不是領導者心目中的志同

道合	(my	cup	of	coffee)。現實一點說，如果要上位，除了要

有才華外，還要擠身「圈內」，才能有機會被委以重任，一

展所長。難怪不少新入職的員工，在公司做的第一件事，並

不是去了解公司的日常運作或自己的職責，而是去觀察公司

內部的派系文化，向一些志同道合的「朋黨」靠攏過去，找

出在公司內的「落腳點」。事實上，有時找一個有力的「靠

山」往往比個人的工作能力更重要。

在辦公室裏，「朋黨」的存在是有其特殊意義的。「朋

黨」中人若有著同樣的信念和方向，辦起事來就不致於因意

見分歧而有所阻礙，有助提高工作效率。俗語有云：「一支

竹仔易折彎，幾支竹仔斷折難」，群體的力量並非只是個體

力量的總和，極有可能產生「１＋１＝３」的協同效應。妥

善地利用正面「朋黨」關係，確實能令工作變得順暢。

靠攏得宜的「朋黨」對員工個人亦甚為有利。它可化零

為整，以群眾壓力對抗不利勢力，讓公司內部的惡勢力不輕

易蠶蝕勢單力弱的個人；相反，當「朋黨」中有人得勢，其

他人也就能「一人得道，雞犬昇天」，因著裙帶關係而扶搖

直上。正如曾先生榮登特首後，很自然地安插其志同道合者

擔任要職。

然而，不是所有「朋黨」和權力「圈」的出現都是良性

的，相反地，或會引起企業內部的派系鬥爭。雖然大家都說

為公司好，但價值理念手法不同，便形成個人向不同群體靠

攏，企業往往因此被虛耗於「打著紅旗反紅旗」式的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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