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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社區大學學程開拓積極的人生 

秦玉琪 

社會與人文教育在現代人類的生活之中愈形重要。就是因為有需要，她才得

以自然而然的順勢發展；在政府的大力推動與民間各界社團法人的支持之下，全

國各地社區大學因應而生。個人在一個偶然的機緣之中，加入了社區大學教學的

團隊，也因此親身體會到她的成長與深涵的真義。我從士林、汐止、大同以致於

北投等四所社區大學，一次又一次、一層又一層的深深感動；因此，在校友潘主

任的堅持之下，斗膽放言；藉著這片園地，向各位先進報告學習的心得，向各位

前輩請益。希望師長們能再為我加持、指導。 

這個題目“參與社區大學學程開拓積極的人生”，其實是我個人在這五年來

的成長心得。我們人活在這個世界上，有著初生的喜悅或痛苦，七坐、八爬、九

長牙，在父母和親人的呵護之下站了起來；我們經過了童年、少年、青年進而成

年，完成了六年、九年、十二年、十六年甚至更多年的學習之後，才真正的進入

社會。大多數的人在這個時候完成了學業，就停止了有系統的學習；進到社會裡

發揮所學，或著是重新摸索學習工作、生存的技能，漸漸的融入社會人群，或可

能迷失在茫茫人海中。 

社區大學的設計與主要的訴求對象，就是針對所謂的社會人士，提供適當的

環境、師資與課程(學程)，施予補強型態的教育作為。所追求的目標有：終身學

習、公民教育、民俗文化、生活藝能等等，符合現代公民生活與社區發展的推廣

教育。以漸進、循導的方式，將新知、常識、法規甚至必要的專業知識，普及到

社區的每一個角落，達到全面提升國民知識水準的國家目標。這是一個很偉大的

理想、一個堅實的扎根工作，能夠實際參與其中，真是我個人一生中最大的榮幸。

我個人雖然是社大生活美語、歌唱學美語的老師，參與學術類課程的教學以及生

活藝能學程的推廣研習；這些年來，在實際與學員的互動之中，我發現社區大學

的學習方式與師生關係更加可貴。她觸動了深層的隱藏人性和社區環境塑造的群

性。 

在各個社區大學多元化的課程中，不論是藝術人文、社區營造、健康醫療保

育、環境生態、休閒娛樂、都市發展、資訊科技、法律與制度、經濟與產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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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與我們息息相關。尤其是社會、人文、藝術、新知、科技、環保等方面所設計

的學程，新穎、豐富的內容經常讓人「嘆為觀止」。仔細的觀察分析，現代社會

中所謂的新鮮事，也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不斷的發生。事實上，在今天所探討

的主題“台北學”學程中，我們應該如何來認真看待社區大學學程的重要性與發

展方向。以下，我想用三個子題來向大家報告我所體認的社區大學公民教育，闡

述學程設計對社區發展的影響。 

 

壹、 人類是有“靈性”的動物 

人類是萬物之靈，人類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是因為人類有其他

物種所沒有的特性；若生為人而不知或不具人之靈性，那人之異於禽獸者幾

希。探討這個問題，我們也不必過於偏激；就以平常心和一般的社會規範以

及普遍的道德標準，來檢視我們的生活和社會風氣。我借李模先生所著「開

拓靈性的人生」一書中，舉出：人類異於禽獸的三特點，來做一個衍伸的說

明。 

 

「第一、人類是有思想的，而禽獸等其他萬物則無。我們幾曾看見過一頭獅

子躺在動物園裡，或是一隻鳥棲息在枝頭上低頭深思，而有所憬悟？上帝給

人類思維的能力，是莫大的恩寵。自盤古開天地迄今，人類會運用其思想，

所以能面對困難而征服萬物；甚至能發明各種工具和各種方法，以創造文

明。」 

     

    這是第一種“靈性”。人會想，也就是說：人有七情六慾(註一)。其中，

有好的情、善的慾，也有壞的情、惡的慾。碰到了事情或是遇到特別的東西

或人，會產生相對的感應(反應)，或是需要得到滿足的慾望。剎那之間，可

能就需要做一些處理；如果處理得好，就會有好的結果；相反的，如果處理

的不好，就會產生不好的結果。這個道理我們都懂、都知道，也都想要好好

的處理我們的七情六慾，希望可以得到如意圓滿的結果。雖然俗語說：人生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善用人類這種“會想的靈性”，掌

握住那難得的一二分如意，進而發揚光大。有如李教授所言「人類會運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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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所以能面對困難而征服萬物；甚至能發明各種工具和各種方法，以創

造文明。」所以，李教授還說： 

 

   「我們如果能夠繼續善用我們的思想，必能進一步充實自己，改進自己；更

增加我們的“靈”氣，而得到更高的成就。……說話要想過才說，做事也要想

過才做，不是說過、做過之後才想。當然，說過、做過之後才想，仍是勝於前

後都不想；前後都不想，就更加有愧為萬物之靈了。」 

     

「第二、人類是有理智的，而其他萬物則無。人類因為有理智，所以會克制

自己的私慾，以謀求自己的安寧，也不去侵犯別人的權力；一個具有“靈”

氣的人，會冷靜、客觀地判斷是非，知道自己何所當為，何所不當為；也會

衡量自己與她人間的利害，而在言行間求其適度，求其公平。」 

我們人如果能夠善用這第二種理智的“靈”性，就能在面臨順境時不會

“得意忘形”，並且了解自己所收獲的可能大於所耕耘的，而懂得將所得回

饋給社會大眾。在面臨逆境時也不致“失於消沉”，而會虛心檢討自己的錯

失，謀求改進之道，重新在逆流之中力爭上游。在社會人群中，有了理智，

我們可以免去許多無謂的爭執，免於被浮華不實的虛榮所害，免於受「面子」

的拘束而成為追逐名利的奴隸。在理智的寧靜中自求多福，也施福給別人。

理智的“靈”性是可以透過教育與學習啟發的，我們身處在汲汲營營、力爭

上游的現實社會中；有人說：這是個優勝劣敗，人吃人的社會；也有人說：

春暖花開時，人間處處有溫情。如果您自覺身處在險惡的陰暗社會中，身心

俱疲的被嚴重啃蝕；我要建議您應該立即“停”下腳步來，用心地、慢慢的

“看”一看這個世界，靜下心情來“聽”一聽，理智的“靈”性呼喚。整理

一下自己的心、性、情，並且告訴自己：準備好，再出發。我深深覺得，社

區大學給了社會人這樣一個好的機會。您認為呢？ 

 

「第三、人類是合群的，而其他萬物則鮮。許多動物都有“群居”的特性，蜜

蜂等有群居的本能，但看不出它們有比人類更圓滿的生活 (註二：可有不同

的見解) 。群居有自行創造發明的群居規範，而且必須是良好的規範，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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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恪遵這些規範，群居生活方得求其圓滿；否則，有如緣木求魚，是必不

可得的。」 

 

談到群居生活，也就是我們現代常用的“社區生活”了。而現代的社區

更迴異於古老的部落或是族群的型態，沒有認同的問題，更不用考慮身分的限

制；士、農、工、商…，都可以自由自在的選擇喜歡的社區，而自由的決定留

下來定居或是遷移。這樣子的現代生活方式需要有某種約定的規範。而所謂的

“規範”必定要以道德為基礎，法律則是最低的要求，大家都要有“守法精

神”也是圓滿社會生活最基本的條件。但是，單憑守法卻又嫌不足，每個人都

必須懂得從內心深處，培養“尊重別人更勝於自己”的情操。生活在群體社區

的人們，都應該要充分了解“公益重於私利”的道理。如果我們在與人們交往

的社會活動之中，都能抱著「寧可吃虧一分，不佔便宜一毫」的心理，相信一

定可以與人和諧相處，並免於爭執。在任何形式存在的社區裡，甚至擴大到國

際社會；如果能做到人人和諧相處，沒有受欺騙的恐懼感，而後才有可能得到

相互的尊重，進而共同合作、群策群力，共謀建立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 

人就是因為有這三種思想、理智、合群的“靈”性，才能夠發展、創造更

圓滿的生活。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人類若非有思想，就不會有理智，也無以

言合群了；沒有了會想的靈性，發展不出約制的理性，更無法創造和諧的群性；

沒有靈性的人們，不會合作，更不會有安和樂利的社會，生活也不會圓滿。這

其間的因果關係是環環相扣、息息相關的，但是，李教授懇切的說道：『人既

然號稱萬物之靈，就應該可以逐步做到。否則，就無異是自貶身價，要與其他

萬物去講求平等了。』 

 

貳、 追求幸福與快樂的人生 

每一個人都想要有幸福與快樂的人生，什麼是幸福的人生？怎麼樣的人生

才叫快樂？我們要如何去追求幸福與快樂？幸福與快樂是一種心理的感覺，她

受到外在客觀環境引導、刺激、製造等因素的影響，使你感覺到被關心、照顧、

恭維、寵愛…，而產生的一種幸福的感覺。讓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一下“幸福

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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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媽媽幫你準備的愛心便當，裡面有你最喜歡吃的雞腿、香腸、荷包蛋，當然

一定會有配飯吃的魯肉汁。準 12點整，媽媽的身影就在校門的一角，手上提

著熱騰騰的便當用棉布包裹著；頭頂上光鮮的烈陽，比不上媽媽看到你的時候

臉上散發嬌豔的笑容。媽媽親熱的問著：乖乖！肚子餓了沒？媽有幫你做魯雞

腿哦！趕快拿回教室，趁熱吃。這時候的你才享受到一點點幸福，拿了便當，

掉頭就跑回教室去了。然而，真正的幸福是藏在便當裡面呢！當你打開那熱騰

騰的“ 媽媽的愛心”的時候，香味四溢，還有驚喜！原來，媽媽今天還幫我

在雞腿上加了一些芝麻；布包裡還有一個小紙包，打開一看，原來是我最喜歡

的“酸梅”。哇！我的一聲高興的歡呼，引來全班的回應，大家異口同聲的對

我說：好幸福哦！那一刻，我真的感覺到幸福的滋味。 

二、家人的關心。人一生中起起伏伏，總有順境，也會有逆境。在順境中很容易

感受到“幸福的滋味”，但是，在逆境中所感受到的“幸福滋味”卻更彌足珍

貴。你在外面辛勤工作、努力奮鬥、力爭上游，摔倒了，有誰會將你扶起來？

是誰在你背後無條件的默默付出，支持你的辛苦與努力？又有誰會在你最潦倒

的時候，依然相伴？這種幸福是你與身俱來的，經常在你身邊圍繞垂手可得

的，最便宜、最不起眼，卻最堅定的“最大的幸福”。可惜的是，絕大多數的

人卻視而不見。許多孩子們，聽老師的話、聽同學的話，就是不聽父母的話。

大多數的年輕人，相信朋友、相信毫不相干的外人，就是不相信自己的家人。

很多人記得住好友的生日、長官的、甚至他的夫人、子女的生日，卻經常忘記

和自己老婆的結婚紀念日；有些人認為，男人之間的兄弟之情是兩肋插刀的大

事；講義氣，才是大丈夫的表現；而這一念之間被犧牲的，經常是最關心、最

愛你的家人。要知道，實情是：就是因為有那被犧牲的家人支持，你才有能力

不斷的去做那些兩肋插刀、講義氣、祝福別人的生日…等等，帶給別人“幸福”

的事。如果您能真正了解，並且擁有這一份“家人關心的幸福”；那您必然能

夠與所有的長官、部屬、同事、兄弟、朋友，分享您那份像“家人的關心一樣

的幸福”。 

三、前面兩個例子都是很普通的幸福，我們只要閉上眼睛就可以將它迎進我們心

裡來，我想邀請大家一起來試一試。請大家閉上眼睛，聽我(跟我一起)唱一首

祝福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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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幸福在這裡，因為這裡有你； 

      從此不再走天涯，我不願再分離。 

      雖然遠方更壯麗，我只願和你相依； 

      秀麗的遠方，不如和你在一起。 

  想一想你最愛的人，想著你最親愛的家人，用心去感受一下幸福的滋味。 

 

許多人生活的目標就是追求幸福與快樂，大家每天忙進忙出，匆匆來去，忙

到不知所為何來？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停下腳步來，看一看，什麼是真正的“幸

福”？什麼是真正的“快樂”？您現在追求的生活目標是…？讓我們再看看，李

模教授教我們如何檢視一個人快樂與幸福的特色： 

 

『第一、真正的快樂，並不必來自財富。 

第二、真正的幸福，也不必附隨於權勢與地位而齊來。』 

 

而一個人真正幸福與快樂的特色在於： 

 

『第一、他們不羨慕虛榮，不貪婪無饜。 

第二、他們不好逸惡勞，坐想別人努力的成果。 

第三、他們不猶豫徬徨，見異思遷，不會缺乏工作與努力的目標與方向。 

第四、他們尤其不會妄自尊大，低估別人。』 

 

幸福與快樂只是內心的一種感受，既無法用物質來衡量，也無法從儀態去判斷。

真正懂得人生的人，應該可以運用自己的意志與決心，從多方面去捕捉幸福與快

樂，譬如： 

 

『第一、樹立健全的生活目標，確定工作的方向；然後努力去達成目標，這

其間的成就感會形成快樂的泉源。(您一定會問：那挫折感呢？《註

三》)。 

第二、在上述的工作裡去尋求樂趣。《疑問？》 



A2- 60 

第三、不要羨慕別人的成就，也不要低估自己的貢獻。 

第四、要盡心盡力，就自己能力所及幫助別人。』 

 

“幸福或快樂”原出自主觀的判斷，一個人生活的態度，如果是採取積極的

人生觀，懷抱著崇高的理想，凡事都努力以赴；即使一時間未必盡如人意，也可

以保持一己的快樂，而不致影響其幸福。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意志與決心，就足

以決定這一切。論語記述孔子稱讚他的門生顏回，曰：「賢哉，回也！一簞食，

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註四》。美國最有名的總統林

肯先生也有一句名言，他說：「我們只要有決心，想要如何快樂，就會如何快樂。」。 

講到這裡，我需要解釋一下前面所標記的《疑問？》。因為，理想與實踐是有距

離的，我們也經常聽到人說：說的容易，做就難了！這話也沒錯，問題是？如果

您不做，又如何知道難易呢？讓我舉一個例子：一個主動、積極、樂觀、進取的

人，他看什麼都覺得簡單、容易；另一個被動、消極、悲觀、退卻的人，他看什

麼都覺得複雜、困難；對不對？時下年輕人，有一句很流行的口語：向左走，向

右走。它有網路版的故事，做成廣告，也拍成了電影。它就是這樣，看似簡單卻

又吊詭的“一念之間”。是的，這一切都在您的一念之間。您所想要追求的幸福

與快樂，就在您的一念之間。 

有一則最近在網路上流傳的小故事《註五》，說明： 

   “不善於與人相處的人，到了那裡，都會認為別人難以相處的，如果我們正

在尋找壞人，那我們就真的會遇見壞人。如果我們正在尋找好人，那我們就一定

會遇見好人。” 

現在的人都很懶，他想著想著，想不通透，他就放棄不想了；做著做著，做不成，

他也放棄不做了。於是，漸漸地，他就選擇向左走的多，向右走的少了。那結論

就是，越走越偏，越走越狹，越走越遠了。這時候的他，可能有三種選擇：(1)

需要自己停下來看一看，做個調整；(2)需要旁人拉他一把，把他帶上修正的路；

或著是(3)找個“老師”。這個現象最能反映在成年人，甚至中年人的身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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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青少年在完成學業離開學校之前，有眾多的父母、親友、師長等人，關照、

愛護、提繫、教導與指導；成年以後的衝刺、挑戰、突破、競爭、績效、獎勵以

及拼鬥，最容易創造成就感與挫折感。這個時候的您，最需要知道“如何”才能

夠得到真正的幸福與快樂。有一本美國暢銷書《對生活的一點小小建議》提到一

些的重要忠告，教導我們如何過好生活的方法： 

1.開最便宜的汽車；但要買最好的房子－在經濟能力允許的情況下。 

2.永遠不要拋棄朋友。 

3.向人洩露私密前，要三思。 

4.永遠不要說發你薪水的人的壞話。 

5.找女/男朋友時千萬要小心，因為她對你今後一生的幸福與否至少起 90%的作

用。 

6.提防那些永不吃虧的人。 

7.每天抽空散步三十分鐘。 

8.學會急救。 

9.學會替愛你的人考慮。 

10.學會原諒自己和別人。 

11.盡力做到讓你的孩子一想到公正和完美，就想到你。 

12.即使困難重重，也要設法與家人一起度假，因為隨著時間的流逝，這類回憶

將成無價之寶。 

13.每天喝六杯水。 

14.學會發現人世間的真、善、美。 

15.當某人將你擁入懷抱時，千萬別讓他（她）鬆手。 

16.獲得成功後，一定要靜下心來檢視內心是否平靜，是否身體健康和充滿愛心。 

17.每年春天植一棵樹。 

18.好好想想，婚姻的成功取決於：找一個好人、自己做一個好人。 

19.當你想指責雙親、配偶或孩子時，要學會克制。 

20.每天做點家事，以鞏固和改善婚姻。 

21.當你對別人說好話時，要讓自己的孩子也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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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永遠不要低估一句友善的話，或一樁好事的作用。 

23.千萬要記得：幸福並不取決於財富、權力和容貌，而是取決於你和周圍人的

相處。 

 

參、 學習“正面思考”所導引的動能 

要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與快樂呢？管理大師在成功的條件中，替我們規

劃了一條具體可行的路徑，那就是「計畫、學習、堅持、實踐」。相信大家都想

要幸福與快樂，我來給大家建議一個學習、堅持、實踐好方法，那就是“正面思

考”。因為我們“人”是會想的動物，這種靈性可以引導我們，到“想去的方

向”；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可以透過學習，來學“想”的方法。那麼我們是不

是也就有機會學到，如何得到“幸福與快樂”。所謂正面思考，就是凡事都盡可

能的朝正面的方向去想；向好的一面去看、樂觀的角度去對待、積極的心念去努

力，想看山就看山，要見嶺就是嶺。這世間的一切人、事、物，就都因為您這一

念之間，呈現出最美好的形象，也自然引導出無與倫比的正向力量來了。這樣講

起來是不是有點“玄”？一點也不，讓我舉幾個例子給大家參考一下： 

例一：阿美在一家美容院工作，這幾天生意清淡，茵茵美黛子閒著慌，跟老闆娘

有一句沒一句的搭著。忽然間來了一位熟客，隨口說著：今天怎麼這麼閒

啊？心裡暗喜想著：太好了！不用排隊，也沒人在後面催了，可以好好享

受一下。沒想到老闆娘還沒答腔，阿美就先搶話說了：什麼閒哪！更本就

沒有生意，客人都不知道跑哪裡去了，最近都是這樣，生意有夠差的了。

這話一出，店裡突然就瀰漫著一股低迷的氣氛；老闆娘一看，馬上將阿美

支開，用一臉燦爛的笑容對著客人說：難得偷個閒，最近大家都在忙，您

還能來照顧我們的生意，真是感激；今天客人比較少，我們來好好幫您做

個漂漂亮亮的頭髮，一定讓您滿意。這一來一去，店裡就又充滿了盈盈的

生氣了。生意不好發愁也沒用，同樣的場景，阿美看到的是自己的心境，

老闆娘懂得客人的心理。然而，就在那一念之間，如何運用正向的心念，

給自己，也帶給身邊所有的人；樂觀的、進取的、光明的環境，帶來機會，

創造快樂的幸福人生。 

例二：想一個兩全其美又快樂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在一個管理學的課堂上，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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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題就是“正面思考”，教授出了一個選擇題問大家：話說某一天，一

個大帥哥(您)騎著機車經過一個非常偏僻的小鎮，看見三個人在大太陽底

下攔車，想求你載她一程；甲是一位受傷的老先生，急著要到醫院去急救；

乙是醫生，也趕著要到醫院去救人；丙是一位年輕貌美、身材火辣的小姐，

急著要進城去買東西；可是你的車子只能載一位，請問你會載誰？大家都

不好意思說出心裡的真話“想要載丙”，於是答案就在載甲或乙之間打

轉，什麼道德、常理、輕重緩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等等，各種大道

理都出籠了；只見教授微笑、點頭，輕輕的說：你們講的都很有道哩，情

操也都很偉大，只是這個問題的標準答案沒有那麼複雜，你既不載甲、也

不載乙、更不載丙，而你“憐香惜玉”的行為，也不會遭人非議，請看《註

六》。 

例三：這點最重要，面對一件根本就是完全負面的事情，我如何用正面思考來解

決問題？我失業了，失戀了，落榜了，掉東西了，生病了，做錯了事情被

罵了，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啊！講的好聽“正面思考”，太過樂觀了吧！

我說不會，這就是“追求幸福快樂的人生”最好的方法；而且也是解決問

題、面對困境，最佳的選擇。許多科學都喜歡用象限的理論來描述、推導

因果關係和循環法則，這裡就讓我也來用一下(請看附圖一) 。在這四個

象限裡，X軸代表人，Y軸代表事，所有的人、事，正面的和負面的都各

佔 50%，不多不少；而您呢？永遠都在中心點上，您的每一個念頭、每一

次選擇，都可以經由正面思考，而將您自己導入正象限之中。譬如： 

附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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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正 

人 ( _ )                      人 ( + ) 

人 ( _ )                      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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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_ )  事(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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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您失業了，這個工作既然不適合您，趕快再去找一個新的工作；您沒聽

過「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別杵在那兒自哀自憐，怪老闆太苛，怪

工作環境太爛，怪夥伴太差，怨天尤人；自己是懷才不遇，天縱英明，

老闆卻瞎了眼。 

2. 您失戀了，被拋棄的滋味確實不好受，趕快要自我檢討一下，錯在哪裡？

有錯一定要悔過、道歉，犯了不可原諒的錯，就沒什麼好講的了。沒錯

也一定有原因，是自己不夠好，不夠積極，不夠體貼…，總之，光看這

幾支負的向量，就知道很難挽回了；當做經驗，趕快設停損，把自己拉

回原點，重新再談一個戀愛。您沒聽過「天涯何處無芳草，何苦單戀一

枝花」。 

3. 您落榜了，掉東西了，生病了，做錯了事情被罵了，無論如何，您只要

發現一不小心碰到了不如意(負面)的事情，就應該立刻聯想到「停、看、

聽」這三字箴言，做為你人生最重要的座右銘。 

(1)「停」自我檢討：一定要學會自我檢討，不能一昧的怪天、怪地、怪

別人，就是不怪自己。 

(2)「看」看清楚週遭的環境：靜下心來好好看一看，多看看資料，多讀

讀書；找出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向再走，別傻呼呼的，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3)「聽」多聽聽家人(真正愛你的人)的，師長的意見：俗話說：不聽老

人言，吃虧在眼前。台灣俗語也有一句：聽某嘴，大富貴。主要的

意思是，真正愛你的人，是絕對不會害你的。 

 

結語 

    說了這麼多，在這兒做一個暫歇的小結。我們人既然是有靈性的動物，具有

會想的能力，就有追求幸福快樂的人生的能力。讓我們為自己做一個好計畫，學

習“正面思考”的方法，堅持向上、向善的心念，身體力行的去實踐正向的動能。

社區大學的規劃精神與設計理念，正是集眾人之智慧，由“正面思考”所導引出

來的一個好環境；我們誠摯的邀請您，來跟我們一起學習，和我們一起分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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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我們的計畫內容、我們的學習環境、我們的理想與堅持以及我們的實踐能力

與成果，期待您的參與和鼓勵。 

 

《註一》：七情六慾這句成語很多人都會用，但是卻說不出來是那七情，那六慾；

七情：喜、怒、哀、懼、愛、惡、欲。六慾：眼、耳、鼻、舌、身、意。 

《註二》：可有不同的見解。我們以人的角度主觀的來看蜜蜂，可能會有不足之

感；但是，如果我們以萬物的角度客觀的觀點來看蜜蜂。卻可能會羨慕，

它們的社會分工是如此的簡明，秩序在嚴厲的指揮紀律之下是毫不猶豫的

有條不紊。蜜蜂的群性，可能會有值得我們人類學習之處呢！ 

《註三》成就感與挫折感：實為一體的兩面，就如俗語說：右見山，左見嶺。實

際上，我們所看到的都是同一座山；任何事物，您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就

看到不同的面向。同樣的，您也可以用不同的身分去處理同一件事情，以

不同的態度來接受唯一的事實。 

《註四》論語：雍也第六。 

《註五》你聽說過坐在馬路邊的老人，分別被兩位陌生人拜訪的故事嗎？這是我

喜愛的故事喔~與您分享.... 

老人坐在一個小鎮郊外的馬路旁邊。 

有一個陌生人開車來到這個小鎮，看到了老人，他停車打開車門，詢問

老人： 

”這位老生生，請問這是什麼城填？住在這裡的是哪種類型的居民？我

正打算搬來居住呢！” 

這位老人抬頭看了一下陌生人回答說： 

”你剛離開的那個小鎮上的人們，是那一種類型的人呢？” 

陌生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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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離開的那個小鎮上住的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我們住在那裡沒

有什麼快樂可言。所以我們打算要搬來這裡居住。” 

老人回答說： 

”先生，恐怕你要失望了，因為我們鎮的人，也跟他們完全相像。” 

      不久之後，又有另一位陌生人向這位老人詢問同樣的問題： 

”這位老生生，請問這是什麼城填？住在這裡的是哪種類型的居民？我

正打算搬來居住呢！” 

老人又問他同樣的問題： 

”你剛離開的那個小鎮上的人們，是那一種類型的人呢？” 

這位陌生人回答： 

”喔！住在那裡的都是非常好的人。我的太太和小孩住在那裡度過了一

段很好的時光，但我正在尋找一個比我以前居住的地方更有發展的小

鎮。我很不願離開那個小鎮，但是我們不得不尋找更好的發展前途。” 

老人說： 

”你很幸運，年輕人。居住在這裡的人都是跟你們那裡完全相同的人，

你將會喜歡他們，他們也會喜歡你的。” 

     看完這個故事你有什麼感觸呢？ 

《註六》：標準答案是：你把車子借給醫生，讓他載老先生去醫院，而你留下來

伴護丙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