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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力是性感的－ 

做自己的生命創業家 

   

從小到大的成長過程中，「創造力」是很少被提及與鼓勵的，少

數能發揮創造力的課程如美術課，也會落入技巧評比的壓力，讓多數

人越來越不敢動手揮灑創意，印象中，小時候家政課的縫紉作業，教

師發給每個人材料包，班上近三十位同學的作品幾乎一模一樣，在這

樣的成長脈絡下，要鼓勵創造力的發揮，真是很困難呢！ 

吳靜吉教授撰寫了「創造力是性感的」一書，大大拓展了我對創

造力的視野，如打開了一扇美麗的窗戶。起初閱讀書名，帶著些許困

惑，創造力如何與性感掛勾呢？吳教授以心理學家米勒所述，「人類

的創意如孔雀開屏吸引伴侶一樣，代表健康活力與生生不息」，也因

此，創造力是性感與魅力的重要特質。我相當喜歡這樣的論點，當一

個人能夠了解其獨特性與價值感，便是個人魅力所在，這和心理工作

中陪伴當事人「活出渴望的自我」、「發揮自我效能」概念相似。 

我也在閱讀時，一點一滴被喚起了一些回憶，那些助人工作裡陪

伴的臉孔、求學過程裡的經驗，以及生命裡的重要他人。 

 

一、 個人正向心理－每個人心底都住了一個創意精靈 

身為在學校從事輔導工作的助人者，與國中小孩子互動時，除了

基本的同理接納態度之外，如何走進孩子心中理解其內在困境，創造

力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透過更多元、彈性的方式，打開孩子的心門。 

 

 （一）乾燥花與諮商輔導，混搭新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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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小就喜歡手作的我，在碩士期間實習與寫論文的壓力下，開始

找方法陪伴自己抒發心情，乾燥花手作是我當時的放鬆療法，每天寫

論文前從總要透過手作來釋放壓力。工作後我開始思考，既然它能幫

助我，應該也能幫忙我的孩子，我將不同乾燥花做成一張一張小卡片，

上面書寫著花名、花語，讓孩子挑選代表自己此刻心情與想法的花材，

再透過圖畫創作與對話，了解孩子的心理狀態，這個方法有趣又好玩，

讓我與孩子的關係無形中建立，也有助於諮商進展，來諮商是可以在

輕鬆情境中自我覺察與面對困境的。 

 我發現，當興趣能夠與專業所學結合，是多麼讓人開心的一件事

情！這是是我工作中的「熱情良方」，不僅用於個別輔導上，在團體

輔導裡讓孩子們集體創作與欣賞彼此乾燥花作品，更是帶來驚喜。孩

子的作品某種程度也反映了它的樣貌，活潑躁動的孩子作品自由又奔

放，細膩敏感的孩子作品如其人心細手巧，這樣的回饋與理解，使我

更熱愛這份助人工作，並繼續思考更多創意與可能性。 

 

（二）打破先天限制，看見生命的韌力 

 媒材本身是死的，如何善用它才是重要的。記得那天，帶特殊孩

子在手掌心大小的容器進行乾燥盆花創作，完成後邀請他們介紹自己

的作品，一位孩子的分享至今都讓我印象深刻。他的主題是「突破框

架」，孩子介紹著，花材不一定只能在作品內，讓花蔓延到容器四周，

打破框架，如同自己雖有先天的聽障，但不願被這個障礙所束縛，他

相信自己也跟這盆花一樣，想要活出更多可能性。 

聽完孩子的介紹，我的內心感動不已，幾乎快要落下眼淚來，原

來一盆小作品，可以映照出孩子的生命態度，即使有先天的障礙，我

們可以選擇自怨自艾，也可以選擇超越限制，這是孩子教會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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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透過媒材與生命的接觸，讓素材活了起來，生命的價值也被聽

見了。這與書中所強調的「反向思考」、「復原力」觀點有所呼應，我

們選擇接受結果，還是選擇打破框架、努力活出更多可能呢？創造力

就在我們身上，助人工作者的角色也在善用此力量，幫助當事人長出

力量，面對生命中的不容易。 

 

二、 創意來自生活－無限可能的一生 

當我們認真過生活，便會發現創意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來自於 

對生活細節的用心體會、看見問題並解決之，如近年來對環保的提倡，

有了用稻穀製作的環保筷減少免洗筷問題，以及手提環保杯袋減少塑

膠袋使用的發明。 

而這些創意只能在年輕人身上展現嗎？書中提到「活到老，創到

老」，根據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委託研究的發現，接受創造力計畫的

老人不僅長壽，比一般人更快樂、身體硬朗，創意並非年輕者獨有，

老年人的生命發展階段，除了接受身體機能的退化、回顧統整生命經

歷以外，如何在老年期也活得快樂、發揮自身價值，亦是相當重要的

一部分，這讓我想到父親的故事。 

 

（一）總有一條路會通，轉彎也是風景 

我個性中的創意特質，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我的爸爸，他是個 

開放彈性又充滿變化的雙子座，在他的生命裡沒有標準答案，總是有

無限可能，媽媽常開玩笑說爸爸是個過動兒，有源源不絕的點子、滿

滿的好奇心，這件事沒做完又想做另一件事情。小時候爸爸載我去上

學，當這條路因車多而堵塞時，他總會找到其他小路可以走，他最常

說「條條大路通羅馬」，在全家出遊時，往往沒有標準行程，有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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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即出發，路上經過一些小景點，他會帶著好奇心帶我們去看看，

這樣的經驗內化到我的生命裡，在遇見困境時，我不會太快放棄，抱

持著「此路不通，肯定還有別條路」的心態，接受各種可能性到來。 

 創意十足的老爸，也常帶給我們別出心裁的禮物，還記得家裡有

個已經廢棄的木櫃子，放著也占空間，讓人不知道該如何是好，爸爸

點子一來，裁了幾塊木板重新組合，拿著鐵槌敲敲打打，沒幾天，家

裡竟然出現了一張新的椅子，真是讓人佩服！創意來自生活，我的爸

爸可說是最佳寫照了。 

 

（二）活到老學到老－不受年齡限制的樂活學習 

 前些日子，我報名了園藝治療的課程，爸爸興致勃勃地問我能否

一起參加，雖然他並非從事園藝工作，但對於花草的熱愛讓我們家總

是綠意盎然，彷彿一個小花園一般，他想著未來退休後也許可以從事

相關工作。那幾天的課程中，爸爸是少數非助人工作專業的學員，但

他卻是最認真的一位，不時舉手問問題，最後一天考試評量時，也是

最晚出來的一個，讓我在外面苦等了將近一小時，我笑著問他怎麼寫

那麼久，他說「因為想不起來某一題的答案，一直苦苦思考啊！」。 

在我的父親身上，驗證了「活到老學到老」、「創意思考」的最佳

代表，當路不通了，就找其他路走，從不給自己設限，嘗試各種可能

性，這是我的創意老爸，也是我的生命楷模。 

 

三、 領導者的創造力－打開生命的視野 

創造力不僅在個人身上，吳教授分享領導者也需要有創造力，這

和過去多半強調領導者的管理能力不同，書中提及兩個重要概念──

「雇用比你聰明的人」，以創新招募人才、給予潛能發展機會比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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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會的技能重要，以及「趨吉求成」，使用激勵他人想像未來的語言，

有助人們的創新思考以達成目標。這讓我想起影響我生命很重要的貴

人，一位研究所時期的師長，讓我從小心翼翼到大膽嘗試。 

 

（一）你的世界有多大？拓展無限潛能 

  黃錦墩心理師的著作《生命，才是最值得去的地方：敘事治療與

旅行的相遇》中，第一句文字「你的世界有多大？」，猶記得當初看

到這句話，我的心就被打中了，有種熱淚盈眶的感覺，彷彿在告訴我，

我的世界還有很多很多可能，也承接了求學時期對專業所學、生命發

展都還在起步的那份不安。 

  很幸運的，在碩班期間認識了一位非常棒的教授，與老師做生涯

相關的研究與教案設計，那時老師常鼓勵我們帶領大學部的班級輔導

與生涯工作坊，讓羞於在台前說話的我，開始練習從學術走向實務現

場。還記得每一次上場我都緊張得要命，真是壓力破表的挑戰，一次

一次的，神奇的事情發生了，我漸漸發現自己喜歡「上台」，能夠將

所學與他人分享，並帶領他人思考生涯目標與達成方法，我感受到這

份任務的意義與價值。 

後來，老師再次鼓勵我與同儕擔任國際志工督導，又打破了我對

自己的想像，我竟能夠與一群學弟妹合力做到這麼多事情，其中的不

安焦慮都是真實的，但收穫與感動也是滿滿的留存在心中，我的世界，

原來可以這麼大。 

  至今仍相當感謝老師給予我潛能發揮的機會，才知道，潛力是可

以被拓展的，自我認同也就逐漸豐富起來，過往那個總是文靜乖巧、

不善表達，坐在台下的我，也可以是站上舞台、清楚表達、熱情帶領

的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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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趨吉求成，激勵自己與他人 

在諮商工作中，我們常會這樣問著個案，「如果三、五年以後，

你正過著滿意的生活，那會是什麼樣子？何以你想要這樣活？如何達

到那樣的生活？現在可以做的一小步是什麼？」，激勵個案思考未來

藍圖，朝目標前進。與老師工作時也常是這樣子被鼓舞的，她總會帶

著熱情的眼神說「去吧！試試看吧！」那是對一個人的相信與肯定，

沒有人喜歡失敗與被否定，有創意的領導者會善於激勵他人，這份激

勵在內心長出很重要的滋養，每當有個小點子想去嘗試時，老師的話

語彷彿在我耳邊響起，讓我能勇敢跨出去冒險。 

喜歡書中寫著「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但心中更浮現出另一個

想法──「機會是給抓住他的人」，很難凡事都已經準備好，難免會

有些不安與懷疑，而只要你勇於嘗試，機會就可能是你的，端看自己

有多勇敢去承接這份挑戰，喜歡一位日本建築師的分享「要有挑戰，

才會感動不斷」，能夠善用趨吉求成的領導者，相信也能帶領出一個

創新優質的團隊，在我的身上，有了很棒的見證。 

 

四、 跨視界－從心出發的深度學習與互惠分享 

「創造力」該如何被培養與發生呢？吳教授提到的這兩項概念─

─「深度學習」、「互惠分享」讓我很有共鳴，過往傳統學習以聆聽、

畫線作筆記、複習為主，學習者是被動的聆聽者，缺少了主動思考的

機會，也就無法打開其他視野。「深度學習」強調的是由學習者為主

體，能否掌握主要概念、質疑結果、釐清真相，以滿足其內在好奇心，

如此從內在動機出發的學習，才能讓知識內化到心中，並以此知識為

背景再與其他主題連結，產生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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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互惠分享」更能大大拓展創造力，讓學習者之間互相交流彼

此點子，一個個創意就在對話中被激發，讓知識與觀點倍數成長。我

想起了那些在老師與同儕身邊學習的日子，如何引發我未來工作中的

能力與創意。 

 

（一） 做學習的主人－深度學習的主動力 

在老師的生涯團隊中，我與幾位夥伴負責教案的編寫，老師介紹

生涯的理論基礎，我們拋出對概念的疑問，接著，大夥拿到各自負責

的單元目標，發想適合的課程設計，並在開會中帶過來討論。有了理

論與目標做背景，一個個創意就從中誕生了，我們介紹著自己何以這

樣設計、能夠帶來的體驗是什麼，在來來回回的對話中修正，每個人

都是學習的主體，相當喜歡這樣有主動性的學習經驗，也是日後工作

的重要基礎。 

目前的輔導工作上，我常需要以學生的目標為需求，設計各式團

體方案或班級輔導課程，從資料蒐集、方案構想、實際帶領、修正調

整，以及得到學生的回饋，讓我感到滿滿成就感，這些都是工作帶來

的價值與意義，主動「深度學習」確實有其重要性，能幫助自己在助

人工作領域能更長遠的走下去，也願教育現場的老師們有機會能夠閱

讀到本書的概念，讓孩子成為深度學習的主人，長出反思力、批判力，

對所學能融會貫通、創意發揮。 

（二） 分享互惠團隊力，一加一無限大 

直到現在，我還是很喜歡團隊合作的感覺，若能遇到很棒的團隊

夥伴，那更是幸運的事情！由於目前工作業務的需求，我們需要到各

校做演講，每學期針對不同主題來設計演講內容，還記得那次小組負

責「失落主題」的演講，團隊裡有曾經做過悲傷研究的夥伴、有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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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繪本的夥伴、有善於領導的夥伴、有樂於整理投影片的夥伴，團

隊夥伴也不吝提出想法與建議，在少少次數的討論中，我們很有效率

又有創意的完成了演講設計。 

善於設計方案的我，負責繪本體驗活動，有夥伴提議大家來實際

經驗一下方案，我們畫下並分享了彼此生命中的重要物品、期待與重

要他人留下的美好回憶，那天的對話裡，留下的是感動與淚水的回憶，

我很幸運擁有很棒的夥伴，分享互惠帶來的團隊力量，真的遠遠超過

想像，也更體會到，一個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遠，一加一無限大。 

 

五、 創業精神－將想法化為行動力 

在本書尾聲，吳教授分享了創業精神的概念，在歐盟將「創業 

精神」定義為「個人將想法轉換為行動的能力」，在美國甚至還有以

兒童為對象的創業學校，培養主動開創、敢冒險、不怕失敗、敏銳觀

察趨勢的態度呢！雖然不見得每個人都要成為創業家，但我想，每個

人也都是自己生命的創業者，要活出喜歡的人生，若只是被動的接受

他人安排，是不會活得快樂的，甚至可能對體制抱怨連連，這樣唉聲

嘆氣的生命，要怎麼活下去呢？ 

這也是在輔導工作場域中常遇見的孩子，受困於負向家庭互動、

求學經驗挫折與個人特質，孩子抱怨社會、學校、老師、同學，看不

見希望感，身為輔導工作者，我們在做的便是承接孩子生命中的難，

陪著他一步一步長出力量，承擔起生命中的責任，面對困境，重新活

出想要的自己。 

 

（一）小玉的故事～生命總有一天開花結果 

 我想起了小玉，才國中三年級的她已經體型高、發育成熟，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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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手足多，母親忙於工作，她不得已快快長大，甚至說話也變得很

社會化，在校園裡與同年齡的孩子有些格格不入。在外交了男朋友後，

小玉常常不來學校，校園裡沒什麼吸引她的，她寧願與朋友、男友出

去玩，媽媽拿她沒轍、無力管教，畢竟還有那麼多孩子需要照顧，小

玉得不到關心下，往外跑尋求同儕與感情的陪伴，聽她抱怨著家裡與

學校的無趣，似乎也能理解她內在的孤單寂寞，但身為輔導人員，我

們既理解她的行為與需要，也一邊要想辦法把她帶回學校裡，至少陪

她找到對生命的目標與意義感。 

 這樣的小玉，離創業精神的概念，肯定是遠遠的，學校花費很大

的力氣來吸引她到校，彈性有趣的課程、職場體驗的安排、通訊軟體

的關心、友好同儕的拉力、輔導關係的建立。終於過了半年多以後，

在大家的努力下，小玉慢慢與學校有了連結，記得那天談話，小玉說

著想成為新娘秘書的夢想，我笑著說「我等你幫我弄美美的頭髮哦！」

心裡有好多感動，要協助一個孩子從混亂逃避到探詢出生命方向，真

是多麼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慶幸有輔導團隊的合作，更感謝孩子心中

的那個夢想種子願意被喚起。 

也許這個生命創業家的力量還正在發芽中，但已經看到一些希望

了！今年，小玉也即將畢業了，在心中祝福著她，願那份動力，能逐

漸被轉換成行動，在未來某一天開花結果。 

 

（二） 做自己的生命創業家 

總是在陪著學生找到自己生命的方向，鼓勵學生追尋夢想，而自

己呢？我也有活出喜歡的樣貌嗎？我不時問著自己，現在的生活是不

是我喜歡的，如果還有一些可能，會是什麼樣子？慶幸所學的是諮商

輔導，讓我能夠在一個人安靜下來時，可以與自己好好對話、整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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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狀態，此刻再問一次自己，我想答案是「YES!」。 

我正走在喜歡的路上，將輔導工作與興趣專長結合，我也將想法

化為行動，在工作上嘗試這些可能性，常常在帶領學生創作時，被他

們的作品所感動，不僅療育了他們，也療育了我，疲憊與忙碌就被這

份「滿足感」所淹沒了。無論接下來的生命會如何繼續開展，我相信

──「創造力是性感的」，用創造力來寫下屬於你的生命故事，每個

人都是自己的創業家，在有限的人生裡，不活出自己想要的，那要活

出誰的呢？ 

很喜歡的台灣樂團五月天，有一首經典歌曲──乾杯，歌詞寫著

「會不會，有一天，時間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

的歲月，也許會，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終點，也要和你舉起回憶釀的

甜，和你再乾一杯」，願到了生命的盡頭那天，我們都能笑著說，「這

樣活過，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