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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極力追求創新，認為新的事物總比舊的事物更好。「創

新」這個詞語很早就出現，《周書》曾有一句「創新改舊」，還有《廣

雅》的「創，始也」。看來在古代時，古人都渴望追求創新。 

但究竟甚麼是「創新」？是更新嗎？把原有的東西替換；是創造

嗎？創造出原來沒有的東西；是改變嗎？對原來的進行發展和改造。 

「創新」是更新、創造，同時也是改變。而在「創新」中還有一

個重要的小零件，如沒有它，根本就不能進行「創新」。而那個小零

件並不討人喜歡，大部分人都不太在意它，它就是「繼承」。 

有些人可能會不同意，在他們的理解上，「創新就是新，繼承就

是舊」，它們的意思和意義都是相反的，創新根本就不需要繼承。但

請不要忘記，創新除了有創造外，它還包含更新和改變之義。在更新

和改變中，都需要有「繼承」才可達成。不信？不如就看看以下例子。 

牛頓──英國十七世紀的科學巨匠，發現了萬有引力定律和運動

的三大定律，當中充滿豐富的創新。當別人問他為甚麼可以取得如此

的成績，他說：「如果說我看得更遠一些，那是因為我站在了巨人的

肩上。」看似只是他的謙虛之詞。但仔細地想一想，如果沒有伽利略

夜觀星空，如果沒有第谷數十年來研究天體的運行規律，牛頓或許最

終也可以總結出物體運行的三大定律，但他可能要多走不知多少的

「冤枉路」。可見，「繼承」與「創新」有千絲萬縷的關係。 

如認為還是不夠說服力的話，那就再看看以下例子。 

曾取得諾貝爾獎的屠呦呦教授是學習西藥出身的。有些人看到這

裡，可能會想「西藥總是很快見效，不像中藥要慢慢調理，當然會較

容易見果效。」但這樣想就大錯特錯。沒錯，屠呦呦教授是學習西藥



出身的，但她並沒有因此把中藥由研究興趣中排除。她之所以能研究

出青蒿素，除了擁有豐富的西藥知識外，她還有寬敞的胸懷。她沒有

因學習西藥出身而抗拒鑽研中藥。由於一次事件，屠呦呦教授及她的

工作團隊負責領導對傳統中醫藥文獻和配方的搜尋與整理。他們希望

借此機會能在中國傳統醫學中尋找對抗瘧疾的物質。他們為此翻閱大

量古代醫學典籍、尋找民間藥方、拜訪老中醫，最後他們在中國晉代

葛洪的《肘後備急方》中獲得靈感，從而由黃花蒿獲得青蒿素。 

如沒有中醫藥的文獻記載與臨床實踐對屠教授的啟迪，就不會有

青蒿素；如屠教授沒有運用現代科技，也不會有青蒿素。她的研究充

分地證明了繼承與創新的緊密關係。 

繼承並不是壞事。繼承是為了創新而存在的。創新需要繼承，因

此繼承是不可或缺的、是重要的。所以，諸君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這樣我們才能看多一點、看遠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