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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     

《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讀後感》 

壹、前言緣貣 

隨著 2020 年總統大選逼近，各政黨候選人喊拼經濟、救臺

灣等口號，無論政治或經濟緩慢發展停滯的不安焦慮，讓社會

陷入膠著悶經濟階段，青年人低薪窮忙打轉，年長者則因少子

化與高齡化，看不到希望的困境，形成委靡低落的厭世代氛

圍，另國家政策的推動演進，例如軍公教退休金年金改革、勞

動基準法的修正等，帶來不同階層與族群人民的對立與紛擾。

有幸拜讀這本專書，強調深度思辯能力、儲備升級能量等理

念，提供多元視野剖析時事議題，跳脫框架、不落窠臼，讓人

獲益匪淺。 

此外，兩岸獨特的政治淵源，牽動台灣與大陸錯綜複雜的

關係，中國崛貣是事實，強大的產業供應鏈更對台灣經濟造成

打擊，對於臺資吸進、人才赴中或陸方文攻武嚇言論，造成社

會動盪焦慮不安，本專書對於中國有不同的見解，主張以平常

心看待資源豐富的中國，正處於經濟成長順風車，表面看似繁

榮富強，根基內有許多農工社經問題待解決，此時臺灣更應該

聚焦於強化自身競爭力，追求國際級產業技術能力，而非一昧

與中國比較自慚形穢，持正面開闊的視野來看現階段的窘境，

年輕世代更應關心詭辯的時代變局，厚植自身學經歷根基，務

實做好迎接未來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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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書菁華                 

作者為雅言文化出版社創辦人顏擇雅，自 2002 年創立「雅

言文化」身兼多職版權、編輯及行銷。本專書是她集結這幾年

發表於天下雜誌專欄改寫而成。探討陷在悶經濟的臺灣社會面

或政策性議題，特別是年輕世代的窘境。例如低薪、高房價和

空汙一樣烏黑的未來，作者拆解主流媒體似是而非的論述，提

出許多的佐證和事例，從宏觀的經濟社會角度去觀察評論。專

書內容分五輯略述如下： 

第一輯著重在個人如何面對台灣悶經濟，以往鼓勵有理想

、做自己的熱血青年，但現在除了有理念想法、具行動力外，

須涵養自身學經歷儲備能量，並強化對職場環境的認知，積極

為未來發展做準備。例如在漢堡店工作，有心學習知識夠、視

野廣，簡單重複工作，也能學到終身受用的技能。年輕人不怕

接受變化，小確幸應與充滿未知的大奮鬥對應，而非花時間研

究旅遊美食、關注臉書人數，或走出舒適圈等表面膚淺話語。 

第二輯探討政府該如何面對當今的變局，例如台灣貧富差

距應該提高房屋持有成本，打擊屯屋並且改善投資環境。當兵

不該變笨，應該師法新創之國以色列部隊，創造軍隊專業取勝

與效率管理，培育人才搖籃。另外國族主義衍生的種族優越認

同，應超越國族情緒，自立自強進化到公民國族主義，遵守自

由民主與人權等普世價值。民粹不必然是壞事，不單是反理性

問政、反菁英政治思維，有促進批判思考進步空間。 

第三輯討論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高居全球第二，即將超越美國，兩岸

擁有不同的資源基礎，政經文化制度殊異、發展階段不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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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的飛快進步無需自慚形穢。不須聚焦於兩岸競爭力比較

，應重視培養產業具備全球競爭力、國際化能力，學習中國企

業經驗，但謹記「橘逾淮為枳」道理，任何制度與設計都有其

搭配的環境，過了一個淮水，香甜的橘子變成難以下嚥的枳。 

第四輯研究教育的問題，台灣少子化，更需提高人民生產

力，所學也不能與產學脫節，就像彼得〃提爾主修哲學，也能

活用，變成矽谷創投奇才。國際觀應該是與國際連結，看中國

要用世界的眼光，多看世界才能讓未來更好，必須向全世界汲

取知識。少子化與廣設高等教育這兩件事，點出政府在決策時

可以避免的錯誤與應負的責任。 

第五輯論述台灣企業的問題，目前台灣企業家在創業冒險

失去雄心壯志，對人才晉用也少了國際視野，造成企業多年來

沒辦法升級，某一階段可以怪中國磁吸，但更多是台灣企業本

身問題。例如日本悶經濟 20 年造就「失落世代」，但大眾還是

去日本旅遊消費，就算家電被韓國打得落花流水，觀光業仍大

有可為。台灣在智慧手機、3D 列印、物聯網及醫療雲等領域仍

有發展機會，守舊營運模式需轉型，否則易被創新企業淘汰。 

 

參、書評啟示 

當今社會民主化與資訊快速傳播，閱聽者可以很快速的知

悉訊息，但因為資料量太快太大，反而不容易理解與深化資訊

，易形成誤用概念或被引導曲解的情形。面對社會時事議題紛

歧與論看法，專書倡議深度思辨的重要性並提供步驟如下， 

步驟一 : 我們有好東西，自己卻不知道。 

步驟二 : 我們有壞東西，自己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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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 : 我們只看到別人的好，自己壞，卻沒想到這種壞是一

種必經過程。 

步驟四 : 我們有一樣好東西，很好沒錯，問題是這東西不只我

們有，別人也有，因此沒什麼好沾沾自喜。 

步驟五 : 我們有一樣好東西，好是好，但不是最好，因為外國

可能更好，可惜我們不知道，因此錯失讓自己更好的機會。 

步驟六 : 我們只看到外國的好，但沒看到它背後的歷史條件或

發展代價，以為只要把制度搬過來，我們就可以進步，結果卻

可能畫虎不成反類犬。 

步驟七 : 台灣與外國的差異並不是誰好誰不好。我們自認的不

好，可能有它好的一面。外國讓我們羨慕的好，亦可能有它壞

的另一面，台灣需不需要向外取經，是價值取捨的問題。 

簡言之，深究事件發生的前後關係，整理出時間脈絡，再

參考國外先進國家發展情形，遇到當下難解的事件，找到論證

研析基礎，進行深度思辯與反芻事件本身特質與背後概念，而

後提出建設性的觀點，深入內涵具體解決，而非對表面現象緩

解症狀，但問題仍在。讓我深刻體察到多角度視野、宏觀思維

的重要性。要達成上開論述思辨能力，需要豐富的學養底蘊，

才能參照古今中外案例，提出適宜見解。嘗試彙整思辨方向，

製圖表及說明如下： 

一、 正反兼顧:發現好東西，要能省思對應的壞東西，反之亦然。 

二、 垂直脈絡:現況是過去歷史延伸，深入探討緣由及未來趨勢。 

三、 水平延伸:對應先進國家發展脈絡，正反兼顧取得客觀視野。 

四、 價值判斷:依據歷史資料及客觀視野，提出建設性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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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筆者彙整) 

 

透過觀察分析、評估與重建各種想法，建立多元思維習慣，

才能釐清事物的本質，取得較公正客觀的立論點。具備思辨

能力可以提升工作與生活品質，深度思辯激發人類的思想，

增進創造力，並且能促進社會的進步。當傳統觀念不符合時

代潮流所需，須要靠深度思辨來翻轉，提出批判性的見解，

俾為變革前進的動力與方向。 

當前台灣總統與國會大選舉在即、各政黨候選人政見輿情紛

亂，資訊傳播容易，缺乏省思與深入的了解，反而容易被煽

動衍生脫序陳抗衝突，簡化思考的反射性情緒與行為，對整

1.正反兼顧(正反面客觀論證) 

2.垂直脈絡(古今演進脈絡) 

 

3.水平延伸(中西方發展情形) 

 

4.價值判斷(根據正反論證、水平及垂直思

考取得客觀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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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社會發展是有不利影響的。除了增強個人批判思考能力，

也期待媒體大眾能深度平衡報導，提升國人資訊素養教育，

建構美麗家園、和諧社會。 

 

肆、讀後心得 

隨著資訊科技進步，世界變動越來越快，我們需要有國

際觀來面對變局，培養全球競爭力視野，而如何看待變局，

也是台灣面對國際挑戰當中，最需要掌握的核心觀點，茲統

整個人讀後心得闡述如下： 

一、 學習動機與研究能力 

華人世界強調贏在貣跑點，提早精熟學習，反映在學科能力

測驗分數高標，但缺乏學習熱情與動機，難以持續進階的研

究論述能力，這也是歐美學者對華人學生的負評價，申請入

學各學科成績優秀，到高年級專題研究能力卻不足的怪現象

。臺灣從小學開始學英文，不間斷的螺旋式學習與考試，參

加語言檢定取得證書或通過升學考試，達標後就束之高閣，

缺乏應用英文來開拓視野與涵養國際觀的作為，反而失去學

語言原意，也讓我省思回歸學習的初衷與熱情，善用所學來

擴展視野，豐富生活的廣度與深度，方能永續學習。 

二、 公共事務簡化邏輯思考 

政治人物或大眾媒體對很多社會議題的反應都是從相對淺薄

的層次去理解，即便參考國外例子也是囫圇吞棗，缺乏反覆

辯證思考與應用層面討論，只對表面現象提出解法，而非針

對深入內涵具體解決。例如降低公投門檻似乎是深化民主，

但衍生的副作用反而戕害民主，民粹不一定是負面操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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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應該去思考代議制度下菁英決策與庶民生活及理解的差

距是否越來越大，以直線思考邏輯來簡化所有的公共事務，

缺乏省思與深入了解後才提出見解與作法，對整體社會發展

有不利影響。 

三、 文化底蘊與自我定位 

以平常心看待中國帶來的挑戰，看見自己的問題，聚焦在台

灣在全世界的位置，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最大的優勢是文

化，懂得經營自身的優勢，才能創造專屬的機會。我國的背

景比較像北歐小國，缺乏天然資源及有限的地理環境，但擁

有華人豐富的歷史淵源與文化底蘊為基礎，以特色小國為

師，將有限資源創造出最大價值，效法北歐國家，擁有清楚

的自我定位、堅定的國家自信，更有強烈的危機意識，在維

護國家最大利益之際，同時向世界開放，把劣勢化為成功的

墊腳石，成為值得尊敬，擁有專業的國家。 

四、 國際觀與全球競爭力 

當前缺乏國際觀成為國人普遍焦慮，然而空虛默背的死

知識無用，「觀」是指觀點與視角，必須擴大視野、宏觀思

考，追溯本土且連結全世界，不受限於台灣的教育資源，須

向全世界汲取知識。年輕世代需要儲備英語溝通與思辯研究

能力，藉由網路自主學習線上開放課程，與世界同步脈動前

進，涵養國際視野，深入探討現在產業發展趨勢和國際社會

面臨的改變和成長，懂得經營自己的優勢，把握奮發向上的

機會，持續積累國際級的競爭力，才能因應環境挑戰，跳脫

厭世代竭盡氣力窮忙、卻苦無希望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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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

必自卑。」意即登高山須從低處開始，走遠路要從近處開始。

比喻做事要腳踏實地，循序漸進。我們所處的臺灣社會正進入

悶經濟停滯的階段，跳脫年輕厭世代集結網路負能量與抱怨慣

老闆模式，換位思考努力充實自己，才有機會翻轉人生際遇，

無論時代如何變，保持學習心態與行動力，踏實漸進儲備能

量，豐富個人學養基礎，厚植論證思辯能力，強化國際環境認

知，培養全球競爭力，俾能蓄勢待發、開創新機。 

我很認同專書倡議的觀點，當最低的水果摘完後，就是升

級讓自己裝載更多元武器與能力，升高階梯、補給配備，摘取

更高的甜美果實，方能擺脫埋怨悲觀之負面循環。對個人而

言，所謂:「萬里之船，成於羅盤；千里之行，積於跬步」，立

定志向很重要，然而更需要腳踏實地，化為行動力實踐，目標

再偉大，也要重複做好每天瑣碎的工作，才能往下一步前進，

儲備自身奮發的能量，機會來時才能大展鴻圖。對公務人員而

言，或許外界政治力紛擾不斷，加上資訊科技發展、人工智慧

等衝擊，秉持著核心價值與人性關懷，保有學習型心態前進，

發揮中堅份子的穩定支撐力量，是我們堅持的信念與價值，為

國家社會貢獻棉薄之力，建構永續發展的美好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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