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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幸福❤追求喜樂《第二座山讀後感》 

壹、前言緣起 

邇來臺日桌球聯姻福原愛婚變事件鬧得沸沸揚揚，跳脫婚

外情腥羶輿論外，令人省思的是跨國婚姻背後的文化衝擊、家

庭責任與情感承諾。另例則是我先生長兄自求學到工作一路順

暢，堪稱人生勝利組，取得清大博士學位後，隨即到著名國際

企 業 台 灣 積 體 電 路 製 造 公 司 （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簡稱台積電 TSMC）擔任要職，在個人成就巔

峰時期卻選擇離職，和妻子遠赴國外無為無求地投入靈修之

路，追求人生另一個境界圓滿自得，親友滿是錯愕與不解。 

 

上開事例的衝擊，讓人進一步思索，究竟人生在追求些什

麼?有幸拜讀本專書，闡述世人追求的幸福感，是功名成就或生

活無虞伴隨而來的滿足感，容易隨時間消滅或習以為常感受遞

減，然而喜樂是順遂且滿意的人生引發正向反應，較不易隨時

間消退，反而因為堅定的承諾與付出，轉化成穩健且持續源源

不絕的動力，這就是第二座山的魔力，與人連結的生命才有意

義，探索深度的進階人生，值得我們細細品讀箇中滋味，為所

應為、喜樂自得。 

貳、專書菁華 

作 者為 紐 約時報 專欄 作 家大衛 ‧ 布 魯克 斯 (David 

Brooks)，論述人生兩座山，第一座山是定義自己，比較屬於

「小我」狀態，主要是追求自我實現的能力；而第二座山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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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幫助他人、奉獻社會的精神，比較屬於「大我」的狀態。

我們在第一座山建立自我、追求個人成就目標，但在攀爬第二

座山時，跟社會的關係會更緊密，組織和社群就會產生更大的

影響力，將會獲得眾人的身份認同、帶來人生的意義，以及更

高層次的自由並強化道德品格，使人生進一步昇華。專書內容

分五部略述如下： 

第一部兩座山，論述人們從遵守世俗體制，演進到個人主

義的解放，個人主義重視自我導向、成就中心，導致孤獨不信

任與意義危機，使人難擁有相互連結的群體關係。第一座山致

力於個人功成名就，第二座山讚揚人際關係，追求意義和遵循

道德的喜樂，做出承諾的人生，獲得更高層次的滿足與自由。 

第二部志業，不同於職業重視成本與報酬價值觀，志業來

自於內在聲音的召喚並且需經過考驗階段，以觸及更高層次奉

獻的熱情，揭露志業多元樣貌與盈滿自得心態，選擇志業的重

點在於探索生命渴望，與最深刻感受到滿足之活動，強調此活

動與社會需求的契合度，理想的自我與他人深刻連結的部分。 

第三部婚姻，婚姻是數十年的承諾，以革命性面貌讓兩個

獨立的個體願意成為一體的結合，本質上苦樂參半、過程需要

不斷的溝通尊重、關愛與融合，與個人自我實現並不相悖，雙

方同在婚姻中努力昇華自我，發展更好的事業與家庭關係，是

人生下半場幸福感受的關鍵因素。 

第四部人生觀與信仰，提及智性與信仰的承諾，透過教育

啟蒙習得知識與品格等概念，強調科學知識與道德陶冶同樣重

要，讓人具備足夠的涵養能量，去探索人生更高的意境，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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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生命且息息相關，世界充滿生命力的正向互連力量，將那

力量稱之為愛，讓我們做出承諾，熱愛生命、喜樂自得。 

第五部社群，隨高漲的個人與部落主義、環境變遷等多元

因素，讓人孤獨、社會孤立導致社群關係冷漠疏離，表現在居 

高不下的自殺率、憂鬱症病例與心理健康議題的惡化，衍生諸多社

會問題，人際關係和信任崩壞當中，結果和任何戰爭一樣血腥。專

書提議以鄰里為變革單位，善用科技集會建立人際社交網路，拉近

人與人的深度連結，進而建立關懷與互助的社群關係。 

參、書評啟示 

在第一座山致力於追求個人的功名成就，創造每個人可以

自由做自己的環境，是一個流動的社會，同時也是個關係淡薄

的社會，人們與其他人所屬團體的關係並不深。但在第二座山

，社會的關係緊密，組織和社群會產生影響力，一個美好的社

會，就像座濃密的叢林，裡面有藤蔓和交錯的枝幹，有深入地

底的根部系統，以及枝幹和樹葉交織而成的天蓬。猴群樹上嬉

戲，蝴蝶地上飛舞。所有的生物在這個巨大生態系統中，都有

自己的安身之處，呈現欣欣向榮的多元性生態美感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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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人生旅程不同，各自擁有豐富精彩的篇章，幸福

是第一座山追求的目標，幸福通常和某些成功、新獲得的能力

，或強烈感官享受有關，強調個人的功成名就。而喜樂則是在

攀爬第二座山時順便得到的收穫，喜樂往往涉及某種自我超越

，常令人忘了自己。在努力攀爬第一座山追求個人功名之際，

適時布局第二座山，可以從上開提議的志業、婚姻家庭、人生

觀或信仰、社群等面向，在關懷與付出的承諾過程中，深刻連

結生命的關係歷程。 

另外，專書書評呂冠緯先生，提到前往加拿大維真神學院

修課內容有關人生目標追求歷程，我將其內容摘錄修訂成下列

指標流程圖，從設定目標方法、確認個人目標、探討目標背後

的意義、連結自己與他人，找到自己意義的源頭與歸屬，這些

步驟與專書倡導的內容不謀而合，無論內容形式為何，都是提

供我們思考的層面，俾利於聚焦主題、發揮實質效益。 

 

 

 

 

                                                                                 

 

 

 

 

 

上述一連串系統思考方式，從設定方法、找到目標，到

目標背後的意義，以及找到意義的自己，到最後探索意義源

1.設定目標的優化方法 (How) 

2.確認個人目標(What) 

3.探討目標背後的意義(Why) 

4.找到意義後的自己與他人(Who) 

5. 找到自己意義的源頭與歸屬 (W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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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與歸屬。讓人進一步反思，人們為了成功而去設定目標與

執行方法，達標後如何去解構目標背後的衍生意義，進而讓

自己的人生過得更有意義。換言之，人生的喜樂自得，常來

自於感受到個人生命的意義與歸屬，所以懂得奉獻付出，帶

給別人快樂和喜悅，滿足感遠高於職場上的成就。 

許多心理學家把快樂定義為一種舒服自在的狀態，在當

下感覺很好。然而意義則更深。知名心理學家馬丁賽里格曼

說，意義來自歸屬感，致力於超越自我之外的事物，以及從

內在發展出最好的自己。尋找自己意義的源頭與歸屬，才是

更讓人滿足的道路，擁有人生意義的人社會適應力會比較強

，在外界各場域的表現更加靈活出色且與自在優遊。 

姑且不論目前的生活是否順遂或身處低谷階段，我們都

要思考自己人生的意義，它是一個在內心曠野中追尋真理的

過程，沒有標準答案，對每個人而言都獨一無二，也可能並

不盡理想，但只要往我們的內心深處探索，找到源源不絕的

關懷能力，然後做出承諾，將這份關懷散播出去，反求諸己

、自我體現，自然水到渠成般，尋找到人生的意義與方向，

並持續以連貫一致的方式前進茁壯，連結世界、奉獻社群，

活出優雅平衡的美麗人生。 

肆、讀後心得 

我的觀點二座山是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人生的成就，第一

座山以世俗功名、金錢與權勢地位來論斷，是個人主義的世

界觀；而第二座山以幫助他人、順從內在召喚尋找使命感，

重視關係、承諾與歸屬感，追求心靈深層的滿足。攀爬人生

二座山是場探索的生命旅程，沒有必然的先後順序，也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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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煞任何一座山存在的價值，秉持著時時修練的心境與日復

一日的實踐信念，為所應為、喜樂自得，茲統整個人讀後心

得臚列如下： 

一、 志業召喚與滿足 

志業(calling)是源自內心的呼喚，自發性不會疲累的原力

，真正的志業愈做愈快樂，每個人的興趣與處境不同、志業

方向也不盡相同，有些人喜歡做糕點、有些人樂於做工藝、

有些人享受在群眾面前演講，傾聽內在深層聲音，找到屬於

自己無悔的舞台，即使必須經歷付出成本高於獲益的考驗階

段，亦能意志堅定並且甘之如飴，激發出更高層次的熱情，

以喜悅滿盈的態度，發揮智者不惑、勇者無懼的行動力。 

二、 人與人的深度連結 

個人主義重視成就中心、自我導向，使人感到無所依靠與孤

獨，過度強調功績、權勢與財富，導向虛妄和不滿足的空虛

感，腐蝕人與人之間信任與關係，然而人並非獨形俠般過生

活，以人際關係為核心基礎，與人連結的生命才有濃度與溫

度，透過愛與關懷能量滋養人際網絡，尋求與人更深層的連

結與融合，例如與他人在愛之中相互依存的渴望，為某些理

想服務的渴求，有助於建立互信情誼與共同理念的目標，開

啓人與人深度連結的樞鈕。 

三、 工作的意義與價值 

在漫長的職涯發展路上，金恩博士曾提出忠告，「工作應該

要有長度―用一生時間不斷的精進；工作應該要有廣度―應

該觸及許多人；工作應該要有高度―促使人為理想服務，滿

足靈魂對公正的渴求。」身在公門好修形，公部門的業務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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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公共性特質，更需要隨著時代變遷，除了不斷提升精進

職能，同時具備人性關懷，在工作中挖掘出熱情的使命與動

力，找到屬於工作的新定義與價值，在別人的需要上，看見

自己的責任來助人助己，發揮志業的大愛精神。 

四、 文化典範的移轉 

過度個人主義導致整體社會文化朝向消費主義、治療型思考

模式、看重科技甚於親密關係等觀念，使人難擁有相互連結

的群體生活；另一個極端則是群體主義，將個人淹沒在群

體，視為沒有個別差異的集合體，以群體之名衍生諸多弊

端。爰此，社會文化典範移轉至關係主義，係個人與群體的

折衷制，將每個人視為深厚溫暖人際網絡裡的一個節點，由

多元群眾組成的社群、國家和世界，是種彼此依附形塑關係

的生活方式，彼此關係緊密相互影響，共塑祥和關懷社會。 

伍、結語 

美國林肯總統曾說過：「一個人選擇要多快樂，他就有多

快樂。」是他歷經諸多低潮與挑戰高山低谷後，秉持勇氣與喜

樂面對人生的態度，進而成為一位偉大領袖。也符應專書倡導

的概念，「一個人的承諾，定義了他是什麼樣的人。追求世俗

功名成就時，適時地佈局第二座山。」在征服世俗成就的第一

座山後，適時機選擇攀上第二座山，臣服於對家庭、志業、信

仰、價值的承諾，承諾不會帶來疲憊只會產生無窮的力量，看

見更深層的自己，追尋靈魂渴求的進階人生。 

 

適逢新冠肺炎（COVID-19）病毒肆虐全球，臺灣也淪陷疫

情三級警戒區，除加強防疫措施外，讓人深感疫情動盪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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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的隔離封閉與孤獨，或許也是另種契機反思人生的意義與

歸屬感，看見他人的需要與自己可發揮的空間。對公務人員而

言，外界環境變遷紛擾不斷，加上人工智慧科技發展等衝擊，

秉持著滿盈喜樂與人性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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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幸福、

追求喜樂，為社會貢獻棉薄之力，建構永續發展的美好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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