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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愛與傷》給把成績當⼀切的你 ：成功標準不只有⽗⺟給的
⼀種
       Liz 栗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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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的理想是促進⼈類的福祉，提⾼⽣活品質，幫助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
然⽽，隨著 AI 技術的應⽤越來越廣泛，我們也⾯臨著潛在的挑戰，包括隱私問
題、倫理考量以及對⼈類⼯作的影響。輝達（Nvidia）創辦⼈兼執⾏⻑的⿈仁
勳曾指出：「你們所處的年代很複雜，卻也是你們的機會。」在⾯對這樣的潮
流，不應該懼怕或逃避，⽽是要保持開放的⼼態，積極學習新知，了解AI技術
的運作原理與應⽤場景。未來的發展需要我們不斷反思與調整對 AI 的期待，應
以開放的⼼態迎接這些變化，並在適應過程中尋找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最佳平衡
點。這樣才能在 AI 的進步中獲得更多的機遇，並創造⼀個更美好的未來。

創意與溝通能力提升

⾯對AI時代的勉勵
       在這個科技⾶速發展的時代，⼈⼯智慧（AI）迅速崛起，其技術已滲透到
醫療、⾦融、交通等各⼤領域，深刻改變著我們的⽣活。從學習、⼯作到⽇常
⽣活的每個⻆落，都因此發⽣了顯著的變化。隨著AI趨勢的增強，教育的內
容、⽅式和學習的本質也在經歷巨⼤的轉變。我們必須具備更多元的技能與知
識，才能在未來的競爭中⽴於不敗之地。以下是幾點建議：

理想與變化的調和

       溝通就像連結⼈與⼈的樞紐，能夠聚集⼈群、建⽴共識，並協調執⾏計畫。
約翰·⿆斯威爾（John C. Maxwell）曾說：「溝通的藝術在於了解、傾聽和反
應。」儘管 AI 擁有強⼤的運算能⼒，但它無法取代⼈類的創造⼒和情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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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AI 時代，我們既⾯臨巨⼤的機會，也需要承擔更⾼的責任。⾯對這樣
的挑戰，或許⼤家能夠以積極的態度迎接未來，⽤智慧與創造⼒去發揮⾃⼰的
潛能。相信，不僅能夠掌握AI時代的⼯具，更能引領這個時代的發展！

注重倫理與責任

       AI 系統潛在的⾵險包括被惡意使⽤或遭受攻擊，因此，確保 AI 系統的安
全性以防範可能的濫⽤，成為重要倫理之考量。此外，AI 的廣泛應⽤可能導致
⼯作崗位的消失或轉變，從⽽引發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問題。需要深⼊思考如何
在技術發展與勞動市場之間取得平衡。⾯對這些倫理挑戰，必須建⽴健全的道
德框架，並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以確保 AI 技術的發展和應⽤符合⼈類的道
德標準與社會責任。

家⻑會⻑ 王明勝

祝同學們在這條充滿希望的道路上勇敢前⾏，創造屬於⾃⼰的輝煌未來！

     未來的競爭⼒不僅來⾃對技術的掌握，更在於如何運⽤這些技術來解決問
題和創造新價值。因此，培養創意思維、溝通技巧以及團隊合作能⼒，並渴望
學習成為有效溝通者的⽅法，將成為我們在 AI 時代中不可或缺的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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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把成績當⼀切的你：
成功標準不只有⽗⺟給的⼀種

文｜林怡秀 諮商心理師

      寫給總覺得達不到父母期望的孩子：世上的標

準不只一種，在眾多評量中、在父母親眼裡，抑或

是你自己定義的高要求中，其實你早已足夠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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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曾經成績是一切的你：

    你們的家中，媽媽是撐起屋頂的那
⼈，賺錢、家務都⼀⼿打理不說，做
便當，出席家⻑會也還是她的⼯作範
圍，但你總是說不出理由地，有些害
怕媽媽的出席。

     媽媽對你的成績很要求，但她從
不定標準分。她只是說，你要盡⼒，
你的程度不只這樣，你的表現差強⼈
意。你再怎麼唸書，似乎總是不夠，
你開始相信⾃⼰就是不聰明，就是無
法達到媽媽⼼中的⽬標。⽽那⽬標好
遠，優秀的媽媽不是你能⽐得上的。

     ⼀次你的考卷發下來，⽼師改錯
了⼀題，分數不多，但正是⾃低於標
準躍過標準線的那幾分。你⼼中交
戰，不知道該誠實向⽼師說，還是以
這薄薄的幾分盼望躲過媽媽的怒⽕？
你還是招認了，被扣掉幾分，但你想
總是守住了媽媽從⼩教你的誠實。

     上了⾼中，你的選擇只有三類，
因為「你的能⼒夠」。你不喜歡物
理、更搞不懂化學，在努⼒⼀年後升
上⾼三時，終於想好好地為⾃⼰負
責，跟媽媽溝通。你挑揀適合的字，
重述班導跟你提起，你的國⽂才華明
顯⾼出其他科⽬許多，轉組是不是更
適合你？

     媽媽臉⾊瞬間⼤變，吼的⾳量⾃
⽿中鑽進腦裡，⼤聲得令你頭暈：「你
只是投機」、「只是想挑軟柿⼦吃，才
想選輕鬆的⽂組路⾛。」、「⼈不能負責
任，就不要浪費社會資源，這麽想逃
避，怎麼不死⼀死算了？」

     回家，你⼩⼼地說了來⿓去脈，
遞上考卷，媽媽依然⼤發雷霆：
「考這種分數，你以後對社會可以有
什麼貢獻？怎麼不為⾃⼰覺得羞
恥？」

     媽媽在公司獲選最佳員⼯，她領
導的團隊創造出⼀個⼜⼀個熱賣商
品，她的年薪節節上升，⽽你作為他
的孩⼦，似乎只有讓他丟臉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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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仍然鮮少給你肯定，但成熟許多
後，你開始理解那可能也是⼀種懼怕，
怕給了你讚許，你便駐⾜滿意⽽停⽌進
步。你仍舊不認同，但已不再糾結有關
愛的議題，你與⼼裡曾經的疑惑憤恨都
和解了。

                     作者
             Liz 栗淇
             還在摸索⼈⽣路上的台灣⼥⽣。
             Medium: https://medium.com/@liztoffee

⼀度你是失望的，覺得⾃⼰是個不良
品，永遠達不到社會的標準。幸好還
總是有些什麼⽀撐著你⾛過，無論是
那個義氣相挺的朋友、短暫珍視過你
的某⼈、或更多時刻，是你⾃⼰當時
也沒辨認出的勇氣。

你開始知道⾃⼰在成績之外，還有好
多能得分的地⽅，你處理社團事務細
⼼周到、寫的⽂章簡單便動⼈，總是
負責幫系上活動構思⽂案。你仍然渴
望家⼈的認同，但也慢慢學著為⾃⼰
打氣。

那是許多年後，你開始懂得，世上的標
準不只有家庭裡的⼀種，⽽在許多其他
標準，包括你⾃⼰的⾼標準裡，你早已
⾜夠。

你長大後，常常思索在社會規範的責任

之外，媽媽究竟愛你與否？

如果是，為什麼你⼀跌出他的標準之
外，他便射出那麼多傷害你⾃我價值的
話？如果是，為何你每每想與他分享喜
訊，他卻愛端出⾃⼰的成功經驗，表⽰
你的成就⽐較起來根本不算什麼？

大學之後，曾經的成績再也不是衡量

的基準。

⻑⼤的年代中，說愛太矯情，你們家⼈
之間鮮少表達，頂多有些⽚刻會以誇張
的語氣搭配⼤⼤擁抱喊著我愛你，但真
實的、纖細的、互相感謝的愛，終究不
曾好好地被溝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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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主角鈴芽在關門的過程裡經歷了一次次的危險，也讓大地避

免了一次次的災難，並且在冒險的過程裡，逐漸靠近並修復了自

己內心最深的傷痛。原以為對這樣的故事情節已經比較可以節制

自己的感動了，但在觀影的過程裡，還是忍不住數度濕了眼眶，

實在是因為，在諮商室裡，陪伴著許多當事人與自己的生命困境

搏鬥，其中的辛苦、掙扎、沮喪、絕望、痛苦…，真的是只有當

事人才知道，也真的是只有經歷過的人，才知道這需要多大的努

力和勇氣！

從《鈴芽之旅》談那些難以跨越
的⽣命困境
文｜劉小璐 諮商心理師

生命教育 / 重拾自我

電影《鈴芽之旅》劇照，圖⽚來源：yahoo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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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吃飯、運動、曬太陽、出
⾨⾛⾛…，情緒低落的時候，更
不能疏忽照顧了⾃⼰的⾝體。即
使沒有⻝慾也要在吃飯的時間讓
⾃⼰吃⼀點點熱熱的、營養的、
好吃的或喜歡的東西，即使沒有
⼒氣做運動，也讓⾃⼰出家⾨，
曬曬太陽，吹吹微⾵，情緒或許
無法捉摸，但⾝體的照料可以具
體⽽明確，即使只有⼀點點，都
會⼀點⼀滴累積成復原的養分。

讓⾃⼰好好地⽣活

如果您也處在某一個好難跨越的

生命困境，您或許可以這樣做。

電影裡，鈴芽在失去⺟親後，和阿姨在
⼩鎮裡過著寧靜的⽣活，失去⺟親的傷
痛無法改變，但⽇常⽣活的點點滴滴，
卻可以為鈴芽的⽣命不斷注⼊新的養
分。如同導演新海誠說的：「我希望讓
鈴芽獲得救贖的不是什麼超乎想像的東
西，⽽是她在震災後這 12 年的平凡⽣
活，這種純粹的事實拯救了她⾃⼰」。

⽣命有時候真的很不容易，對有些⼈來
說，有些坎真的好難…那個始終讓我們
過不去的，除了像鈴芽⼀樣失去⾄親的
悲傷，也可能是：多年來努⼒改善⾃⼰
巨⼤的焦慮、恐慌或憂鬱，以為有⼀點
起⾊了，卻⼜第n次掉進情緒低⾕的挫
敗和絕望；明明知道不適合、明明⽣活
裡不再有交集，卻總是午夜夢迴出現在
⾃⼰夢裡，然後哭著醒來的某段感情；
可能是早年成⻑經驗帶來的，總是唱衰
⾃⼰、總是覺得事情⼀定不會順利的固
著信念；可能是童年某⼀次意外後，讓
⾃⼰再也不敢從事某些活動的深層恐
懼；也可能是怎麼也無法擺脫和解決的
家庭包袱和創傷…

該吃飯的時候好好吃、該睡覺的
時候好好睡、該上學的時候讓⾃
⼰去學校…，有些時候，我們真
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過這次
的⽣命低⾕，也不知道這次的痛
苦會持續多久。但是，穩定的⽣
活作息和平凡的每個⽇常，常常
就是⼀種穩定，就是⼀種⼒量。

照料⾃⼰的⽣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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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下⼀次，當情緒⼜陷⼊
低⾕，可以的話，別忘了也像
鈴芽⼀樣，對⾃⼰說：「不管現
在有多麼悲傷/痛苦/絕望/憂
鬱…，今後還是會順利⻑⼤/前
進…，所以別擔⼼，未來⼀點
都不可怕！」。

自我關懷, 面對傷痛，體驗所有的情

緒，並接受它們都是有必要的—讓自

己自由，有時候只需要做你自己、鼓

勵自己，就可以把事情完美結束。

卡住我們的，常常是內在最深
的某些想法、信念、感受、經
驗…，很多時候，甚⾄深到我們
都忘了那個經驗或情緒，直到
某⼀天它偶然浮現，有些⼈是
在某個夢境後重新經驗了已經
被遺忘的情緒，有些⼈是在某
個夜深⼈靜的夜晚，突然憶起
了⽣命中的某個⽚刻，或者在
聽到某句話時，不由⾃主淚濕
了眼眶，然後再⼀次深深看到
⾃⼰的需要，有機會的話，看
看它們，聽聽它們，和它們說
說話。

很多時候，讓我們格外難受的，不⾒得
是事情本⾝，⽽是發現⾃⼰還沒⾛出來
的挫敗，或者對⾃⼰怎麼還沒⾛出來的
⽣氣、批評和責怪，允許⾃⼰在某個階
段，其實可以⾛慢⼀點是很重要的。當
其他⼈說，你怎麼還沒⾛出來….；或
者，你就是想太多…；或者，天涯何處
無芳草，下⼀個⼀定會更好…的時候，
試著讓這些話輕輕過去，並且，當⾃⼰
最溫柔的朋友，對⾃⼰說：「沒關係
的，沒關係的，就慢慢來吧，你可以⽤
⾃⼰的步調前進…」。

允許⾃⼰可以⾛慢⼀點

擁抱，並看⾒⽣命中的禮物

鈴芽在旅⾏的過程裡，遇⾒了同是⾼中
⽣的橘園⼥孩，和酒店媽媽桑和兩個⼩
⼩孩共度了⼀晚，更不⽤說多年來阿姨
對鈴芽深深的關愛，還有同學朋友和⾃
⼰的情誼…，雖然這些⼈事物都無法彌
補失去⺟親的傷痛，然⽽，這些關⼼和
愛，確實也是真真實實存在著的。看⾒
他們，擁抱他們，感謝這些珍貴的禮物
來到我們的⽣命裡。

有機會的話，
和⾃⼰的深層內在說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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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是不是跟她在⼀起，還是你的
   ⼼裏已經有了別⼈？」
「為什麼最近都不理我？」
「為什麼你的 IG 追蹤這麼多網美？」
「我真的不懂，她為什麼會喜歡上你這
   種⼈？」

這些話聽起來很熟悉嗎？背後或多或
少都藏了⼀些不安全感，但有個共同
點叫做「嫉妒」。有⼈擁有你羨慕的東
西，你很渴望，但卻得不到，讓你產
⽣痛苦的感覺。

暖男⼼理學作家海苔熊，從⾃⾝的故事和⼼理學⻆度，描寫原⽣家庭、愛情、孤
獨、憂鬱、焦慮、空虛、逃避依戀、嫉妒、⾃卑、囤積癖⋯⋯種種⼈⽣和情緒課
題，在他的⽂字微光中，彷若看⾒擁抱⾃⼰的⼒量，這次談如何擁抱「嫉妒」的
⼼情，和嫉妒共處，你可以進化成更好的⾃⼰。

「你⼼裡是不是有別⼈了」為何總在
愛裡嫉妒？給⾃⼰ 3 分鐘感受情緒，
擺脫⼼魔控制

⽂｜海苔熊

性平教育 / 以愛之名

在⼼理學研究中，嫉妒（envy）是⼀個
很複雜的情緒，通常我們不會隨便去嫉
妒⼀個⼈，這個⼈必須與我們有關，或
是和我們有⼀些共同的特徵，也就是所
謂的「相似性」（similarity），才會成
為「社會⽐較」的對象。

開放式關係（open relationship）的
經典《道德浪⼥》，作者珍妮．W．哈
帝（Janet W. Hardy）與朵思．伊斯
頓（Dossie Easton）曾對於親密關係
當中的嫉妒有細膩的描述：

99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31263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31263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31263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31263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31263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31263
https://www.taaze.tw/apredir.html?125447436/https://www.taaze.tw/products/11100865495.html?a=b


嫉妒是張⾯具，戴著⾯具的是我們的內
在衝突，希望能夠得到解決。
嫉妒就是⼀個⼈把⾃⼰的不舒服情緒，
投射到他的伴侶⾝上。
沒有⼈的⾏為能夠「使」你嫉妒；同樣
地，當你感覺到嫉妒的時候，也只有你
⾃⼰能夠解救⾃⼰。

如果你覺得度過這個時期很痛苦，可以練習讓
自己感受三分鐘、五分鐘，或者十分鐘的嫉
妒感，然後慢慢延長時間。要注意的是，盡
可能去感受情緒本身，而不是推測或懷疑對方
在做什麼。                                                     

當我們感到嫉妒的時候，內⼼有⼀個需求就
是：我希望我的感受，有⼈能夠傾聽。所
以，當你的⾏為令⼈產⽣嫉妒時，不需要做
什麼，只要好好聽他說就可以了。

擁有嫉妒這種情緒是很正常的，可是，如果
你把嫉妒當成對⽅應該擔負的責任，很可能
會在這段關係當中造成⼀些傷害。

例如，你嫉妒他總是⽐較快回覆學妹的⼿機
訊息；他寧可花時間在網路上發廢⽂，也不
願意主動打電話關⼼你⋯⋯
我知道，你的⼼裏有好多不平衡的情緒翻騰
不已。問題是，要怎樣讓它「過去」呢？

你可以容許⾃⼰嫉妒，
並且拿出紙筆或⼿機，
記錄⼀下這種嫉妒的感
覺。對⽅做了什麼事
情、你的感受是什麼，
例如憤怒、悲傷、焦
慮、擔⼼、恐懼、害怕
被遺棄等。

當然，這個過程很痛苦，可你如果
⼀直逃避它，就會把⼒氣花在其他
地⽅，情緒也會⼀直卡在那個點
上。從完形治療⻆度來看，當你好
好去經歷情緒，就不會有⼼中某個
情緒被壓抑在那裏的感覺。

⽐⽅說，你懷疑男友背叛了你，你
想拿起⼿機傳訊息給他，試著在傳
訊息之前，再讓⾃⼰多感受幾分
鐘，這個「想法」背後隱藏著什麼
情緒？是覺得⾃⼰不夠好？還是害
怕有⼀天這段關係會結束？好好安
放⾃⼰的⼼情，那些讓你波動的事
情，就⽐較波瀾不驚。

有些嫉妒，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前些⽇⼦，有個朋友  Muse 和我
說，她男友希望她把前任送她當⽣
⽇禮物的杯⼦丟掉，「只要看到這些
東西，我就會想起過去他是如何糟
糕地對待妳！」男友說。

她很清楚男友這麼說不只是⼼疼
她，也藏著⼀些嫉妒。她男友是個
占有欲很強的⼈，無法接受她⼼中
⼀直保留前男友的位置，兩⼈經常
因為這件事情爭吵。 1010



面對自己的嫉妒，我們可以先讓自己

去經歷情緒，而不要否認它的存在。

當你放下防衛心，就能看見一直阻礙

你的那個心魔，其實自始至終都只是

泡影而已。

⼼理學家科琳．薩弗⾥（Colleen
Saffrey ） 與 瑪 麗 恩 ． 埃 倫 伯 格
（Marion Ehrenberg）指出，在感
情裏⾯缺乏安全感的⼈（例如：焦慮
依戀者）會在哀悼的過程當中，重複
驗證（self-affirmations)⾃⼰的不
好，好像唯有如此，才能夠讓這個關
係持續下去。

後來 Muse 整理了兩⼤箱前男友送的
⾐服、書籍、筆記本、娃娃，還有那
些她以為已經遺忘，卻藏在記憶深處
某個⻆落的東西。

「整理這些東西的時候，我才發現，
其實我也得⾯對⾃⼰的嫉妒、不⽢
⼼。他最後劈腿的那段⽇⼦，我經常
在想，是不是⾃⼰哪裏做得不夠好，
他才會跟別⼈跑了？上天怎麼對我這
麼不公平？我到底哪⼀點⽐那個⼥的
差？我留下這些東西，也是想要證
明，儘管他最後選擇的不是我，但他
曾經愛過我。」

其實她傳訊息給我的時候，我就知道，
她還沒有辦法放下過去，所以選擇把前
男友留下的東西先放在⻆落。等到哪⼀
天她可以安頓⾃⼰的情緒時，就可以對
這件事情淡然處之。

⽽⾯對伴侶的嫉妒，你需要留⼀個空
間給他，好好聆聽和理解，究竟是什
麼困住了他。隨著時間，那些你所不
明⽩的⼀切，會逐漸明朗起來。

「可是，不論前男友對我多糟糕，他
還是我曾經愛過的⼈。如果丟掉那個
杯⼦，等於否認我們過去在⼀起的那
段⽇⼦，也等於否認了我⼈⽣的⼀部
分。只不過，這樣的真⼼話，我卻沒
有辦法告訴他。」

就跟所有失戀的⼈⼀樣，當⼀個⼈已經
不在⾝邊，當那些美好的回憶都已經無
法重現，我們很容易活在記憶的裂痕
裏，反芻（rumination）⼀些與事實
相反的狀況，像是「如果當初我⋯⋯是
不是就不會變成這樣呢？」

既然回憶過去那麼痛苦，為什麼
還要回想呢？
因為那個記憶創造了「可能的世界」，耽
溺在那個世界裏，兩⼈還可以甜蜜地在
⼀起，也就是所謂的慢性哀悼的過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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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孩子擁有走向未來世界的能力，
具備「學會新事物」的能力，
才能面對未來的無限可能 ⽂｜褚⼠瑩

只有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也沒有一定非做什麼不可

的人，在遇到一個未曾出現的新行業時，才會去嘗

試、追求，所以就會變成一個比較有趣的人。

不
知
道
自
己
以
後
要
做
什
麼
的
請
舉
手
︕

—

走
向
未
來
世
界
的
能
力
︐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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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成
績
真
的
不
重
要

有⼀次趁著回臺灣的難得機會，我受邀到某個相當偏僻的
私⽴職校去進⾏⽣涯⼯作坊。看著臺下嚼著泡泡糖的、拿
著⼩鏡⼦在化妝的、滑⼿機的、打線上遊戲的、睡覺的、
聊天的學⽣們，我想了⼀分鐘，決定關掉背後的投影設
備，放棄我原本準備的簡報檔案，然後⾛到教室四周，把
視聽教室所有的窗簾通通拉開。

生涯教育 / 未來我行

瞬間，陰暗的視聽教室灌滿了午後明亮的陽光。⽼師跟學⽣
們都露出困惑的樣⼦，不曉得臺上這個⼤叔在發什麼瘋？是
不是要準備發飆了？前排嚼著泡泡糖的⻘少⼥，繼續嚼著，
⼀副等著看好戲的備戰狀態。

其實我並沒有⽣氣。我深呼吸，重新調整⾃⼰，然後帶著
微笑看著⻘春正盛的臉龐。 1212



「不知道⾃⼰以後要做什麼的請舉
⼿。」沒有⼈有任何反應。

我⼜說了⼀遍：「不知道⾃⼰以後要
做什麼的請舉⼿。」

漸漸的，⼀隻⼿、兩隻⼿，怯⽣⽣
地舉起來。我帶著⿎勵的微笑，環
顧著每⼀張以⾃⼰的⽅式美麗著的
臉，然後慢慢的，有越來越多的⼿
舉起來。過了⼀分鐘，除了少數幾
位⽤懷疑的斜眼瞪著我之外，幾乎
所有學⽣都舉⼿了。

「恭喜你們！」我為他們拍⼿，絲
毫沒有諷刺的意味。今天會是⼀個
很棒的下午，我知道。

我開始解釋，「不知道⾃⼰以後要做
什麼，並不是像很多⽼師、家⻑、
⽗⺟說的，是⼀件壞事，相反的，
這可以是⼀件很棒的事情，因為：
你以後最想做的⼯作，搞不好現在
根本還沒被發明出來！」

那些上⼀代⼈無法想像的職業
作為⼀個注重邏輯的⼈，我認為
「不知道⾃⼰以後要做什麼」可以
是很棒的事，必須有根據。

很快的，我們有了⼀串有趣的名單：

為了證明這個「偏激」的觀點不是
空⽳來⾵的信念，我請臺下的學⽣
⼀起來想想，他們⼼⽬中有哪些⼯
作，是現下年輕⼈認為「是真正的
⼯作」，但是「⽼⼈」根本不懂的。

．直播主
．經營網路商店
．代購
．經營⺠宿
．設計LINE貼圖

．網紅
．YouTuber
．韓國藝⼈
．叫⾞平臺司機
．平臺送餐外送員

在場的職校年輕⼈都很清楚，⾝邊的
⼤⼈之所以認為這些⼯作「不好」，
或者「不是真正的⼯作」，只因為他
們成⻑的時候，⾝邊沒有這些⼯作罷
了；簡單來說，就是「無知」，並⾮
這些⼯作不是真的，或是⽐較不好。

不知道⽐較好？

其實不管是⽼⼈或年輕⼈，常常會犯
同樣的錯：以為已知的⽐較好，未知
的⽐較不好。這解釋了為什麼⽼⼈家
很容易⼀⼝咬定：新的餐廳不好吃、
新來的員⼯不好⽤、去國外⽣活不⾃
在、新產品不耐⽤、新科技不安全。

你是否看過堅持在跑步機上⽤有線⽿
機的⼈？他們不相信藍⽛⽿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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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機沒⽐較好，⽤電視看影集也
沒⽐較好，只是對於活在「已知」的
⼈來說，⽐較熟悉、有安全感罷了。

「知道」會限制我們的想像。但是
「無知」反⽽能拓寬我們的想像。

只有不知道⾃⼰要做什麼、也沒有⼀
定⾮做什麼不可的⼈，在遇到⼀個未
曾出現的新⾏業時，才會去嘗試、追
求，所以就會變成⼀個較有趣的⼈。

⼀個世紀以前，世界上⼤部分的職
業都是農業相關的⼯作，但這些⼯
作到今天，已經消失了90%以上，
說不定現在學習寫程式、學財務會
計，未來⼗年都會被AI機器⼈取
代，就像機器取代⼈⼯插秧跟收割
⼀樣⾰命性呢？

「多去看外⾯的世界。對問題保持
好奇⼼。」我只給學⽣這兩個建議

多去看外⾯的世界，是因為你最想
做的⼯作，搞不好已被創造出來，
只是你不知道⽽已。⽐如我在三⼗
歲去學習航海之前，我從來不知道
原來已經有護理師靠著在郵輪上開
「海上洗腎中⼼」，⼀⾯賺錢，⼀⾯
幫助別⼈，⼀⾯爽爽地環遊世界。

這是多麼可笑啊！
其實知道或不知道，跟⼀個東西好不
好，在邏輯上是無關的。

未知的東西，當然有可能要⽐已知的
更好，⼯作也⼀樣。那些現在還沒有
被發明出來的⼯作，有可能更適合我
們。是不是真的，等到這些⼯作出現
以後、等嘗試過以後，我們就會知道
了，不是嗎？何必現在杞⼈憂天呢？

從⼩就知道⾃⼰要當醫⽣、當⽼師的
孩⼦，對於要如何成為⼀個直播主、
YouTuber，可能並不關⼼，畢竟，⼈
是不可能去做連聽都沒聽過的⼯作。

現在的問題，就是未來的⼯作

⾄於對問題保持好奇⼼，是因為我們
雖無法預測未來的「職業」，但可以
確定的是，只要已經存在的問題，就
⼀定有被解決的需要，只是解決的辦
法，⽬前還沒出現⽽已。

⼀個⼈要如何透過「學校」、「教
育」、跟「學習」，準備好⾃⼰去⾯對
難以預測的未來？

無論是上網速度太慢、癌症無法被治
癒、年輕⼈買不起房⼦、騎摩托⾞太
危險，或者獨居⽼⼈越來越多等等，
這些雖然現在看起來無法解決，但現
在的問題⼀定會轉變成未來的⼯作。

現在的問題，就是未來的⼯作

「為什麼你會知道？」⼀個化著濃
妝、頭髮前⾯還掛著髮捲的⼥學⽣舉
⼿問。在場⽼師顯得很驚訝，因為整
個學期這是她第⼀次在課堂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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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春時光，打開⼀扇⼀扇通往
各種可能性的⼤⾨，學習具備「學
會新事物」的能⼒，成為⼀個「知
道如何擁抱未知」的⼈，⾄於「考
試」跟「成績」，相較之下，都是
不太重要的⼩事。

「我知道，因為我⾃⼰就是在學校
的時候，那個完全不知道以後要做
什麼的⼈啊！」我笑著說。

我現在的⼯作，主要有四個不同的
⾯向：包括在緬甸⼭區協助內戰的
武裝部隊準備停戰協議和戰後重
建、為跨國管理者訓練衝突解決的
⽅法、在法國哲學機構培訓哲學諮
商師，及在網路和世界各地帶領哲
學思辨⼯作坊。

這四種⼯作，都是所謂的「零⼯經
濟」，既沒有⼀個簡單的名字或職
稱，也通通都是我在學⽣時代，甚
⾄幾年前，無法想像、也不知道那
是什麼的⼯作，甚⾄沒有⼀個固定
的「雇主」，現在卻都成了我「真
正」的⼯作——即使我常常花很多
時間說明，我的媽媽還是不知道我
每天全世界⾶來⾶去、都在幹嘛，
但是她知道我很開⼼，⽽且不會餓
死，那就好了。

我還沒說到，我也和來⾃世界各地的
朋友在⽇本的古⽼⼩⼭村⼀起經營
「⺠泊」，合辦從阿爾卑斯⼭到峇⾥
島的「瑜伽僻靜營」，還即將推出結
合「哲學與潛⽔」的潛⽔員證照課
程。從現在開始五年之後，搞不好我
會做跟現在完全不同的事，但現在的
我，並不知道那會是什麼，也不擔
⼼，因為我知道無論如何，⼀定會很
有趣。

當然，這些奇怪⼯作的實驗也有很
多是失敗的，⽐如推動愛滋病患者
和其他慢性病也可以購買的特殊保
單、⾝⼼障礙者專屬的線上平臺叫
⾞接送服務、美國印地安部落的⾺
⿅（elk）⾁乾的加⼯產銷合作社、
失智症或獨居者的衛星定位⼿環……
等等，雖然我失敗了，不代表這些
事情是不值得做的。

所以，當我看到有其他⼈成功，盡
全⼒試過卻失敗的我，知道這些事
情有多麼困難，也因此更佩服那些
可以成功做到的⼈，⽽且真⼼真意
為他們感到開⼼，沒有⼀絲絲的苦
澀或嫉妒。

如果你跟我⼀樣，不知道⾃⼰以後
要做什麼，或是不知道在學校學的
知識，跟未來會有什麼關係——你
很有可能是對的。總之：

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吧！

保持對世界各種問題的好奇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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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樓心語
讀後

心得佳作

1616

第89期⾵樓⼼語佳作



我理解等待訊息的焦慮。經常在等那個特別的人回

覆，心裡不免會想知道他在想什麼。讀完文章後，

我覺得我應該先搞清楚我們之間的關係，或者直接

告訴對方我想要的關係。這樣我才能了解他的想

法，而不是自己一個人傻傻地等待。                     

時常感到「迷網」不確定自己的未來，也焦慮漫無

目的地認為自該做什麼?希望在這過程中的我能夠去

面對挫折，好好地去享受路途中的挑戰，不用為了

「他人」而活，活出自我，花朵自有綻放的一天。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不一樣的價值，也都有自

己擅長與不擅長的東西，而在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覺不論最終結果好與壞，只要在過程中有努力

過，不讓自己有遺憾就好。                           

我覺得可以多跟父母談話，說出各自的想法和感受，

也可以多體諒他們，畢竟他們也是第一次當父母，沒

人教過他們，可能不自覺地將原生家庭的感受對待自

已的小孩。此外，可以多跟父母表達愛與感謝。                             

進1123328 顏芷翎

進1123215 潘妤涵

進1123207 李芷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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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722 黃佐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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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605 張東銘

統測越來越接近，周圍的人常常問我想考哪所學校、讀什

麼科系，但我自己卻還不太清楚到底想要什麼。想了好幾

次，卻始終無法找到答案。我曾以為只有不上進的人才會

這麼迷惘，但看到《風樓心語》後，我才發現這其實是我

開始尋找自我的過程。恭喜我成功邁向尋找自我的道路！

感到迷惘並不可怕，反而可以是自我反思和成長的

轉捩點。或許感到迷惘時可以暫時停下腳步，重新

審視自己的目標，重拾自己的熱情。即使外蛉在的

壓力會讓自己感到質疑，但相信自己的渴望會勝過

一切。自的快樂永遠是前提。                             

幼年時期好奇心最旺盛，總是想探索一切。隨著年齡增

長，網路讓我們輕易找到答案，卻失去了在求知中投入

的樂趣。雖然我無法像愛因斯坦那樣擁有無限好奇，但

我可以用自己的熱情追求屬於我的成功。不必與他人比

較，最重要的是忠於自己的想法。

1110533 黃馨儀

1110427 郭又嘉

1120624 徐加真

第89期⾵樓⼼語佳作

青春期的我們常覺得爸媽管得太多、很煩，甚至會吵架，

但其實沒想過他們的用意。從父母的角度看，他們不希望

我們走錯路，因此不斷叨念。看到我們厭煩的樣子，肯定

會感到難過。希望我們珍惜他們的心意，長大能過得更幸

福，或許只有等到成熟，我們才能理解他們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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