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的不標準答案 
                                                            心輔組  廖聆岑心理師 

 人生只有一種答案嗎？有沒有其實有很多種可能性？答案是肯定的……。可是我們很多

人從小到大常常被教導只有一個正確答案，只有一條路是對的，跟著父母的期望走，跟著社

會的期望走，只知道埋頭苦讀，到頭來發現自己除了念書，很多事情都忽略掉了。 

 

    好久以前曾經看的一本書，最近又把它重新看過，感覺還是很有共鳴，是張忠樸寫的「人

生的不標準答案」。這本書的作者從管理的角度分享了很多發人深省的經驗，包括如何從不同

的角度看世界，如何轉化想法，如何欣賞身邊的事物，活在當下，也提醒很多職場上需要注

意的事情，教導社會新鮮人如何培養正確的工作態度，進而從工作中去成長與學習。 

 

    像裡面有一篇「好工作是找到的嗎？」就提到，其實一份工作好不好，跟我們的心態有

很大的關係，大多數的人在面對工作的時候，常常覺得心不甘情不願，做起來就沒有辦法全

心投入。我自己也有類似的經驗，其實在工作的時候，除了本身相關的業務之外，也常常需

要處理一些額外的行政，剛開始的時候，我常常會覺得，為什麼我要做這些事情，所以做起

來很不開心。可是後來發現，只要在這個工作崗位上，這些事情是不可能避免的，因此就想

辦法轉變自己的心態，把它當作一種學習與挑戰，努力讓這些繁瑣的事情做得更有效率，慢

慢地，這些事情似乎變得比較不那麼討厭了，甚至還會從裡面獲得一些樂趣與成就感。很喜

歡裡面提到湯姆的例子，「既然非粉刷圍牆不可，那麼與其不甘不願地刷，哭哭啼啼地刷，還

不如主動積極地刷，高高興興地刷，全力以赴地刷」，最後把一件討厭的工作，變成大家搶著

做的工作呢。 

 

    我也很喜歡他在「第二里路快樂行」提到的觀念：快樂是『應做的』、『能做的』、『想做

的』三個圓的交集。『應做的』通常是來自於上面的交辦或工作上的需要，我們能控制的部分

很少；『能做的』則是和我們的能力與專業有關，這部分我們自己可以努力加強，但是需要花

較長的時間才能擴大；而『想做的』則完全操之在我，只要我們心甘情願，只要一念之間『想

做的』圓馬上可以擴大；快樂也隨之增加呢。 

 

    此外，他在「貢獻，就是最大的報酬」中提到嚴長壽的例子，嚴長壽入社會以來一直把

自己比成垃圾桶，將所有同事不願意做、不想做的事都接過來做，結果得到令人羨慕的成就。

換個角度想，別人不願意做、不想做的事可能是具挑戰性、很難處理的事；如果我能去做，

就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去學習與成長。 

 

    還有「錯誤是成熟的起點」，點出了自己以前上課所犯的最大通病—不敢回答問題，害怕

出糗；但是就如同文中的老師所說的，就是不會才要上課，答錯是理所當然的；仔細想想，

我好像也是到了大三大四之後，才比較敢在課堂上回答問題，上研究所之後，甚至敢在課堂

上提出質疑，也算是有小小的進步吧！ 

 

    「不要自我設框」、「蘋果裡的一顆心」則教導我們不要自我設限，墨守成規，應該學習

從不同角度看待事情，反而有意外的收穫。「美麗人生」是作者與學生分享看完電影美麗人生

的討論，也讓我想起我之前看美麗人生的感受，讓我印象最深刻、也最感動的，就是主角與

兒子在集中營的那段生活；在那麼苦難的日子裡，他們仍能用一種詼諧、正向的態度去面對

人生，也讓小男孩不至於對生活失去了希望。即使最後爸爸被帶走槍決的前一刻，他仍然對

著兒子微笑，因為他知道他的兒子可以度過苦難；那一幕讓我感動落淚，也深深印在我腦海

中。 

 

 



 

    最後，我要呼應「學校不是量飯店」那篇文章，互動式學習才能讓學習保存率達到最好

的效果。這幾年來，我自己也開始當老師，課程設計時，也盡量提醒自己讓學生有更多的思

考與討論，甚至是體驗，我想透過行動與思考而獲得的知識，才能創造更多的神經連結，也

才會更深刻的烙印在大腦之中。所以，我很試著把自己的閱讀心得寫下來跟大家分享。我想

當我把它寫下來的時候，這些東西才得以保存，才會真正變成我的。這種感覺挺棒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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