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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自己的枷鎖

傳統的中華文化賦予人的枷鎖，有時候未免也太沉重了，好像是一定要

達到某一個目標，因而不斷地努力，然而一旦得到了，卻又開始失落了。

現在人是孤寂的，擁有許多現代科技的便利，反而少了很多人與人之間

的互動，因為都成了低頭族，大家都將自己的情感埋在智慧型手機裡，溝

通也都靠 Line，或許大家可以利用卡通貼圖找到表達自己心情的方式，然

而，貼圖終究還是有其限制，一個 GOOD（讚）或 SAD（傷心）的圖案是

無法真正反映我們實際的心情，畢竟人類的情緒是有層次的，一個 GOOD
又怎能傳達你的 GOOD GOOD（好上加好）情緒呢？ 

追求人生的平衡，其實並不難，就從「開放自我」開始吧！好比你走在

路上，主動以微笑對著迎面走過來的路人，當對方感受到你的善意，這本

身就有一份正面的力量；如果故意地瞪人家一眼，這力量自然是負面的。

因此，能夠給人家一個微笑，何嘗不是給自己一個微笑？

我們的社會與教育怎麼了

回到臺灣工作三年，也重新見到許久未謀面的老同學、老朋友，這是旅

居國外卅年來想做、卻相當不容易做到的事。重逢時，不免勾起許多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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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什麼？我認為不外乎在追求一個平衡！平衡最美，平衡也最快樂。好

比登山，當你揮汗如雨地爬到山頂，享受眼前豁然開朗景致之際，而之前一路

以來的辛苦與疲憊，都顯得不再重要，此時即是達到了「平衡」；人生也是如

此，沒有永遠的順遂，常是從黑暗面出發，然而只要在過程中不忘初衷，努力

突破黑暗，當你看到光明時，獲得的快樂，同時也讓你的人生達到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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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明明過去的記憶不可能全都是愉快的，但大家見了面，卻也都只記

得開心、喜悅的部分，畢竟人性是善念支持後才能長久。

然而令人不勝唏噓的是，每個人都變了，增加了白髮與皺紋，想當年這

些人曾也是年輕意氣風發地，都想離開家遠遠的；曾幾何時，現在一個個

似乎都變得保守，成了守護家庭的長輩們，並不自覺地將自己從上一輩受

到的束縛轉移至下一輩，甚至不亞於他們的上一輩而不自知；還有些同學

老友都當了爺爺了，帶著孫子一起來聚會。看到陪同父執輩前來的年輕一

輩，大多在卅歲左右，有著年輕人的朝氣，但對未來，似乎也都有一個共

同點：年輕人特有的不確定感！

這與當年即將自大學畢業的我們截然不同，當時的我們想著畢業後的出

路時，或多或少地會有一份安身立命的篤定；臺灣現在的年輕人則不然，

總有很多問號，對於社會能夠提供他們的機會，感到特別地不安，何況他

們都是社會的中堅分子的年齡，面對這樣的他們，不免讓人要問：我們的

社會或教育是怎麼了？

失落的自我價值

這三年來，或因工作關係，對年輕人的觀察特別深刻，也藉著教育考察、

代表學校參加國際性活動，抑或一些醫學或研究相關的出差，有機參訪許

多國家，也與不同國家的年輕人有些接觸，卻對臺灣的年輕人的那一份不

確定感、一份不自信，有著特別深的感觸！這些不確定與憂鬱，似乎是來

自小國寡民的自我侷限，來自自我的價值認定的缺乏。

在往返東、西方之間，我經常在飛機上思考：為何我們的年輕人要憂慮

呢？難道是沒有找到自我的價值？還是我們的社會制度仍偏向保守，資深

的一輩沒給年輕人表現的機會，甚至是從犯錯中學習的機會？   
失敗是沒有關係的，我們都知道惟有通過黑暗才有光明。

勇於檢視自己  接受考驗

再以我自己的經驗為例，旅居國外這麼久，再回到臺灣，對我的人生而

言，又何嘗不是一個轉折，一大挑戰？在美國，生活單純，環境簡單，同

樣身為高階行政主管，同樣是管人的、管事的，然而臺灣管人與管事的複

雜度，遠比美國高出很多：在西方，大家或許也有意見不合，為一件事情

爭得面紅耳赤的時候，但多會直率地表達出不滿，罵完了也就沒事了；在

臺灣可能全然不同，多數人拐彎講話方式的時候多，而直向說話的時候少。

因此，我將過去三年視為我人生中的另一種鍛鍊，看自己能否過得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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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修行、試煉。所謂：「本欲度眾生，反被眾生度。」你自認可以做這

件事，說不定你可能做得比任何人都糟糕，因為你的心已失去了平衡，應

該沒有人發心就是想把事情做壞，每個人都是想把事情做好，只是心為境

轉，外境轉換了你的心而不自知，所以要經常自我檢驗，反問自己：我真

的還是這麼平靜、平衡嗎？

行政管理的決策，總與「人」息息相關，如果不夠平衡，是有可能傷人

的，我相信只要是為了整個制度的堅持，走向正確的方向，不是為己，最

終還是能通得過檢驗；哪怕還是有人意見相左，幅度還是小的。

更重要的是，平衡的心也需要時時被檢驗，不斷地自己質疑與挑戰，否

則也會淪於自我矇混、或自得其滿，而失去了誠惶誠恐。

所以，隨著年齡增長，我愈覺得自我檢驗的重要性，絕對不能疏忽怠惰，

尤在臺灣這樣地窄人稠的環境裡的修行，需要更嚴格的標準。 

重新定義你的人生

身處擁擠與紊亂人心的環境之中，我看到不少年輕人除了對自己的要求

太多，還有太多來自外在的壓力，因此只好不斷地給自己設立目標，為了

追求目標，又只能汲汲營營，最終不知為何而忙。

 再者，多數人也都將得到結果作為目標，而目標如果是能輕易地達到，

還能稱為「目標」嗎？目標本是不易獲得的，過程才是最重要的。過程也

是日日夜夜的，在這人生之中，過程無非就是你如何表達自己，同時維持

自己擁有一顆平衡的心的鍛鍊。

因此，現代年輕人該如何自求多福？我的建議是：給自己一個正確的人

生觀，加上一顆平衡的心。（整理／趙慧珍）

若能勇於檢視自己、接受考驗，年輕學子仍能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道路。圖為二○一四

年慈濟大學畢業典禮，師長為畢業生撥穗。攝影／許榮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