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CKU Student Affairs Newsletter No. 184        25 

 
能者不一定要多勞，擺脫加班的 12 種方式 

 

時間：2019 年 10 月 29 日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講者：威廉﹝最後下班的人，先離職﹞書籍作者 
    

 

本學期的第四場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
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邀請到《最後下班的人，
先離職》作者威廉先生，來為同學分享他的職涯
歷程。本場講座由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陳孟
莉組長擔任引言人：「在座各位同學未來也會進
入職場，然而於職場中，『加班』一詞甚是常態，
是無可避免的，今天的主講人威廉先生本身是
銘傳大學的數位媒體設計系，研究所唸世新大
學圖文傳播與數位傳媒研究所，畢業後從事雜
誌編輯行業，像是女生最愛看的 ELLE、而男生
比較喜歡看的 GQ，這些很有名的雜誌他皆是執
行編輯。十一年內總共經歷七間公司，做了七種
雜誌，他的職涯與他的專業息息相關，但為甚麼
在十一年換了七種工作？我相信他的職涯轉換
頻率如此高，想必非常有經驗與眉角分享予同
學，現在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威廉先生。 

    講者首先簡單介紹了自己的生涯歷程，出
生自臺南的威廉先生，自幼便時常於成大校園
成長，因此與成功大學可謂十分親切，並以《憨
人》自敘，在十多年前第一天上班時，以其歌詞

內容希冀自己能夠正向、積極地面對未來每一
天，但是往往事與願違，離開學校後，才發現社
會常有許多事情無法以三言兩語道出道理，直
至今日仍舊無法明白究竟是該「做人」，還是「做
事」？在作者職涯前半段總是努力展現自我才
能，而後半段則是努力學習如何「做人」，因為
好好做事並不能把事情做好，職場裡有太多人
際問題，在大學畢業後都處於時尚雜誌的領域，
中間亦轉換跑道，從紙本雜誌到網路媒體，並秉
持想當記者、編輯的初衷，於這十年之中，我比
一般人更特別的是我一直在換工作，甚至有些
人可能會想說是不是無法適應環境等問題，其
實或許各種原因皆參半。「世界上最惡毒的人只
會在兩種場合出現，一個是情場，另一個則是職
場。」而這兩種場合都需要利益競爭，起初入職
場時難免積累許多負能量，當時也向自認為很
好的同事吐露心聲，孰料竟被出賣，事後亦自我
反省，只要還在那個與自己有利益關係的職場，
就不可以指名道姓謾罵主管，這是身為職場新
鮮人第一個體認的事實，這就是職場的真面貌，
擁有許多人性陰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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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下班的人，先離職》這本職場書對作
者而言十分具有意義，未來不論創業都好，都需
先進入職場看看，這本書最初的書名其實為「失
敗感言」，想用一連串失敗的例子告訴讀者甚麼
該做、甚麼不該做，面對每次失敗不用太過氣餒，
即便悲傷，失敗及成功的定義，很多時候不是來
自自己，而是太在意他人眼光，種種表象，因而
想透過書籍、透過自己的挫折告訴每個人，人生
應當如何規劃職涯。 

    首先，在嚷嚷著不加班之前，請做到四種改
變： 

一、調整工作心態。「超時工作不是敬業的表現，
而是笨拙。」「完美主義不存在，把事情做
完比較重要。」工作心態與學習心態可謂相
輔相成，很多事情一求快便會有瑕疵，無法
一蹴可幾，編輯行業其實不如表面光鮮亮麗。 

二、建立職場人際。「把界線劃清楚，一開始就
做出你的規矩。」威廉先生自述自己的職場
人際，大多於校園時建立，不要利用人際，
但可以藉由人際，讓自己的職場加分。不要
起初就做超出自己範圍的工作，否則他人會
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當一個好人，不如當
個能力很好的人。」要清楚說這件事不是自
己分內的事情，但可以幫忙，一開始把話說
清楚，比起之後說「不」力道不一樣。「不
要被自己的眼光綁死，練習對人放心。」公
司是團隊合作的地方，升上主管的不是專業
能力非常厲害，那是勞力型工作者，而非管
理型工作者，營運者的角色即是很能對人放
心，讓他人自覺很有存在意義、價值。 

三、訓練時間管理。「專注做好一件事情，沒人
在乎你花了多少時間工作，過程有多辛苦。」
把時間花在最有用、能帶來最多效益的那件
事，其餘過關就好，以放得進履歷為判斷標
準。「你應該經營的是下班後的人生。」一
天總共 24 小時，上班時間僅僅只占了 8 小
時，不過是人生中的三分之一，但諸多人用
盡一切經歷奉獻自己於工作，那不過只是人
生中三分之一的事情，再怎麼努力，最大受
益者仍是資方，而非自己，因此，我們需要
把握的，是上班後剩餘的時間，除卻適當休
息之外，藉以好好充實自我。我們人都忙碌
到忘卻自己是誰，太過著重在表象光環，忘
記了自己喜歡甚麼，不要因為工作，錯過了
自己的人生、忘記經營自己的人生。 

四、做事效率提升。「與其追求全才，不如訓練
自己成為專才。」工作就像抓周，它成就你
10 年、20 年後的樣貌。「花點時間自我診斷，
區段式的效率配速。」我們很常高估自己，
事情無法盡如人意，所以需要診斷自己，找
出最適合自己的工作方式，需要整合、動腦

的事情優先處理，常態性又呆板無聊的工作
留到下班前處理。「找一件下班後才能做又
很想做的事，它會變成最好的鬧鐘。」很想
下班是一種接近火災白癡力的意念，會驅動
工作效率到兩倍速、四倍速。 

    演講最後，威廉先生基於自身人生經驗說：
「我不怕辛苦，但我怕一輩子都這麼辛苦。」作
者希望透過自身「失敗」經驗，在職場中求職、
轉職、離職不同階段，以此為借鏡，藉以讓聽眾
面對人生這條漫漫長路，可以不用太過辛苦。 

Q&A 

Q1：作者在同一個圈子一直換工作，是否會有
不好的職業風評，想請問如何避免？以及作者
提到「自己做自己的老闆」此事是否適用？ 
A1：我們每個人都不是完美的，最初的我亦是
非常在意他人眼光的人，人難免如此，但，只要
改去這個壞習慣，只要不要再次犯錯、再次浮現
缺點，這些謠言會不攻自破，讓新環境的人得以
看見改變後的自己。在自己內心仍脆弱時，不聽
他人評價影響是正確的，但也不能一直躲在舒
適圈，依舊需要改善自我，待內心夠強壯後，仍
需接受負面評價、仍須檢討自己，負面評價不必
忽視甚或鑽牛角尖，你只要知道有人有此想法
即可。我換了七份工作，但我一直在打破別人的
既定印象，每換一份工作，都在進步，第三者一
定看得見變化。第二個問題非常適用，做回自己
格外重要，我還是原來真實的自己，我沒有背離
自己的生活方式，這就是最舒適的工作心態。 

Q2：想詢問作者於職場上是否有不安全感？ 
A2：我認為最不安全感在於我領他人薪水的時
候，但在我自己經營自己以後，不安全感也隨之
消逝，如今我的不安全感或許在於網路流動、觸
及率，所有的不安全感皆來自他人，不為任何人，
為自己忙碌其實很快樂，所謂生涯規劃，如果能
在自己計畫上、進度上，不安全感會自然而然消
失。當你能夠腳踏實地做到目標，不追求附加價
值，不計較得失時，待有他人稱讚時，快樂感受
會更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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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往往面試時，面試官最後會詢問：「你還有
沒有任何想說的、想問的？」想請問這是否很重
要，倘若不回答是否會扣很多分數？ 
A3：我這邊傳授幾個面試技巧，第一個，不要
緊張，面試在於資方與受聘者是否兩個人得以
相互了解，以這種心態看待，讓對方記得自己，
可以詢問去工作後，工作內容為何？有幾個同
事？重要在於釐清自己是否需要此份工作，主
觀說話方式你喜不喜歡、公司氣氛是否適合自
己，以及面試官是否理解你。其實面試官說出這
句話時，代表他對你沒有太多興趣，倘若他說出
這句話，就必須用這個短短時間翻轉自己。 

Q4：您好，我想請問如何培養自信心，又不會
讓他人感到太驕傲？ 
A4：其實我認為只要是你喜歡的領域，如果你
自己都不喜歡，別人也很難喜歡你、認同你，所
謂自信心，許多人都太過敏感在意他人眼光，你
只要夠清楚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你想要的，自信
心不至於讓他人討厭，世界上總是有他人喜歡
甚或討厭，所以自己其實內心有那把尺，只要不
要越過那把尺，剩下的就都是他人的評價罷了！ 

Q5：想請問作者早上起床時，要如何快速讓自
己清醒工作？ 
A5：「醒腦」，我曾詢問營養師，早餐不可以吃
太油，一但健康飲食後，就好似改變人生，人體
不需要那麼多油脂，然後便發現我吃完早餐後
會非常清醒、非常有精神，也更有動力開啟一天
的工作，先改善早餐，再者，起床的前半個小時
至一個小時不要與他人交談，否則很難控制自
己的脾氣與言語。 

Q6：我想請問一下，威廉先生在大學時是否考
慮過升學，還是直接升學？ 

A6：當時念大學的時候，我並不想要在學歷最
後留下這個科系，方才決定讀研究所，不建議學
生大學及研究所念同樣科系，研究所的目的係
補足大學，除非相當熱愛這個科系，較多人一畢
業考研究所多半是榮譽感，甚或被動因素，研究
所不單單是學習爾爾，它是要研究專業領域，倘
若沒有興趣，那麼要如何在這條學術領域繼續
前行？碩士生的確統合能力大過學士生，但是
專業領域卻大同小異。我有一些朋友是工作後
才明白自己哪方面不足，才選擇回去念書彌補，
即便現今社會仍會以學歷、學校現實層面選才，
但自己的專業領域亦是極其重要的一環。 

    今日演講就此告一段落，非常感謝威廉先
生於此分享諸多就業時期的各種樣貌及經驗，
相信在座同學能夠深刻警醒學涯與職涯的差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