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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適逢蘋果新款智能手機發布會，作為「果迷」的我，當然會

登入不同的討論區，與四海兄弟一起討論並觀看發布會，當行政總裁

庫克拿出一部外觀基本跟上一代無異，但卻宣稱是最新一代且最創新

的手機時，大家都變的「激動」起來了，紛紛控訴在庫克領導下的蘋

果正在走回頭路，舊瓶新酒，沒啥新意，這也引起我對繼承與創新這

兩字詞作出了更深層的思考…… 

沒錯，繼承是一種經驗的傳承。 

這也難怪庫克，作為蘋果──全球資產達一千二百多億美元，富

可敵國的企業第二代掌門人，繼承上任行政總裁喬布斯的設計理念、

行政方針這做法是最為合適，也是理所當然。畢竟喬布斯在任內提拔

他為接班人，並讓他擔任不同部門的工作，累積經驗，更在卸任前留

下公司未來藍圖以供參考，故此庫克在這種情況下，繼承喬布斯的經

驗，所作創新不大亦為正常。如同校內領袖生長接任時，都會沿用以

往恆常的措施管治領袖生團隊，也是出於繼承的身份。由此可見下至

校內組織，上至跨國企業也會重視傳承。 

繼承──也是一種責任。 

對於家庭而言，長子嫡孫理應繼承父業，以揚名立萬，彰顯家聲

為己任。對於民族而言，繼承民族自身文化如中華民族傳統文字、思

想、風俗和習慣，並將其發揚光大及傳承給下一代，是一整代人和整

個民族的責任。對於歷代中國及仍施行君主立憲國家而言，作為太子

和王子的如唐太宗、高宗、中宗和睿宗均為嫡子，以及英國的查理斯

王子等，他們亦要繼承王位，為江山社稷大業而奮鬥。對於社會、民

族、國家而言，承傳是上一代人所賦予他們的責任，並不由他們選擇。



而承傳正正是完成上一代所交託的歷史責任，由是觀之，繼承對於國

家、民族和家庭也是一種不可違抗的責任。 

正如上文所言，繼承是一種責任和經驗。那麼創新又代表着什麼

呢？ 

創新正代表着一代人不安於繼承、蕭規曹循，於是無懼失敗，力

求創新，古今中外，比比皆是。例如在英國工業革命中，紡織基本有

多種紡紗機，但人們不安於現狀，不斷改良，並結合後來所有的多軸

紡紗機和世紡紗機的優點，發展出走綻紡紗機，使布料生產效率大幅

提高。而在中國，我國四大發明之一印刷術，本來也不耐用，但在後

人的努力改良及研發後，至近代有印刷機的出現，近年更出現大熱的

三維打印技術，如製造模型般。印刷術從黑白文字走向彩色印刷並具

圖像，再由平面走向立體，均印證了過去無數人在該技術上所付出的

心血，改良以致創新的成果──三維打印。當中不免有過失敗，但在

他們永不放棄的精神下，終使創新的理念變為現實，呈現於人前，亦

可見創新是一種永不言敗，力求成功的精神，鼓勵人們不安於現狀而

努力開創。 

創新──亦是一種突破。 

創新突破了現有的規限，使社會邁步向前。例如全球以往的交通

工具只局限於鐵路系統、巴士及的士等，而私家車只為個人的代步工

具並不共享。但由於「優步」及「滴滴出行」等一系列電召私家車應

用程式的出現，使私家車也能成為集體的交通工具，司機亦可賺取收

入，打破了以往只能依賴的士的局限，為市民提供了另一個選擇，並

促使了「共享經濟」的誕生。又例如以往經濟主要以實體經濟為主，

但在淘寶、亞馬遜一系列利用互聯網作銷售貨物的電商開業後，以及

以電子虛擬貨幣比特幣為主的市場出現後，使得網購和虛擬經濟盛行。



而阿里巴巴──淘寶的母公司總裁馬雲僅用 15 年便登上中國第二富。

更重要的是創新使得我們能足不出戶，只需安坐家中即能購買所愛貨

物，使人類生活模式改變，生活質素進一步提升。以上所見，每一次

創新就是一次突破，使世界得以改變並進步。 

上文提及繼承與創新是兩種截然不同的觀念，那麼他們是水火不

容，不能共存嗎？ 

不然，繼承是創新不可或缺的一部份。 

其實每一次創新也是基於前人所累積的經驗，無論是成功或失敗，

從中繼承並反思才能取得成功，反之則失敗。例如早前在眾籌網站集

資達 370,000 美元的咖啡機生產商，雖然聲稱能製造用電路保持咖啡

機水溫及水壓的咖啡機，令每次沖調的咖啡均保持相同水準，但因生

產商忽視了現實情況及技術，最終不斷推遲出貨，並於 15 年 10 月結

業並放棄生產。可見盲目創新而忽視繼承亦只會招至失敗，繼承對於

創新的重要性也不言而喻。 

而繼承亦是創新的終點。 

創新和繼承就好比一輛循環線巴士。每一次的創新，就如蘋果推

出首款智能手機，微軟推出電腦及作業系統等，在當時而言，可謂創

新，但最終會被淘汰，如巴士般駛到終站，但人們卻會繼續發展和改

良，把失敗的經驗，化作成功的養分。這反映了沒有任何創新的事物

能夠永垂不朽，它們終成為傳統、舊的事物，再被下一次創新所取代，

周而復始，無一例外。 

究竟繼承和創新能對未來的社會作出怎樣的改變？而創新會否

出現如「舊區重建」般的新舊之爭？我們又應如何平衡兩者？展望未

來，繼承和創新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石。也許「摸着石頭過河」是目

前最佳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