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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驟，讓青年的夢想實現  －紀幸芯 

 

兩名僅僅三十出頭的美國青年，以不到十年的時間，創辦了全球最大的網路搜尋網站Google，

專業的知識加上創新發想，獲取的財富讓他們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青年之一；四位將近三十

歲的台灣青年，利用工作之餘的休閒時間，親自整修位於金山老街上已廢棄的破舊房屋，經

過兩年的用心打造，富有民初風格的「阿嬤的秘密花園」，成為遊客來到金山必參觀的景點之

一。這些走過前往夢想之途的青年們，是如何堅持自己的理想，轉化挫折，實現目標的呢？ 

 

七月正是完成學業的學子們離開校園，邁入社會的時候，正是將自己所學貢獻到社會的時候。

然而，從一個單純的校園生活轉化到複雜的職場環境，隨之而來的問題也跟著一波波湧現：

是否要依據所學投入相關行業？哪一種行業未來的發展性較高？薪資是工作考慮的重點，還

是學習的環境？諸多浮現的問題常讓青年們亂無頭緒，到處嘗試，浪費很多時間探索外在，

最終卻無法如期實現自己的夢想。 

 

一場由國立成功大學主辦的「生涯規劃系列講座——大師對談」中，聖嚴法師與亞都麗緻飯

店總裁嚴長壽，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提供青年們如何實現自我夢想的參考。曾經對未來迷

惘的聖嚴法師，以過往的體驗，教導青年清楚知道自己的優缺點，一步步踏實的往前走，生

命的出口便會出現。而嚴總裁則分享，因為擔任美國運通公司的機場接待，瞭解自己的志向

在於服務人群的工作，從此樂於以服務作為職志。從兩位大師的對談中，讓人看見生命的成

長必須經過長時間的探索。然而，自我成長的起點應該在何處呢？ 

 

在投入職場時，看著求職網站上五花八門的職務類別，陌生的職稱頭銜，若要瞭解這些工作

項目，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在不清楚自己能力的狀況下，往往容易迷失在工作列表單上

的種種名目，也不容易找到與自己興趣相近的行業。因此，若要從外在尋找適合自己的工作，

不如先做好自我成長起點、實現夢想的第一項功課——認識自我。如何認識自我呢？認識自

我的功課又是什麼呢？聖嚴法師在《找回自己》一書中提到，認識自我必須知道自己的內在

才能為何，並掌握外在資源，兩者都能清楚把握才是真正的認識自我。知道自己的內在才能，

便是清楚知道自己的優缺點為何、自己的專長、自己的興趣，然後進一步知道外在環境能予

許自己做什麼，評估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夠掌握這些資源，在清楚知道後，便順勢而為。 

 

認識自我的過程，並非是問卷式一問一答就能交卷，而是一個長時間探索自己的過程。從工

作中問問自己，我的能力足以擔任嗎？語言程度、工作經驗、專業知識足夠嗎？能夠承受競

爭的壓力嗎？通過事件的挫折與考驗，更能清楚的看見自己的能耐。多年來從事於廣播與新

聞工作的資深媒體人葉樹姍，看似順遂亮麗的人生，實際上卻經歷了婚變與官司的磨難，在

多重的考驗下，才讓她真正的看見自己的缺點，並學習不斷縮小自我的功課。 

 

認識自己，就像站穩了腳步，可以隨時出發。但要出發到哪裡？該往哪個方向前進呢？青年

們做好了第一步功課之後，接著便是要確定自己的大方向，規劃生涯的每一步，從自己的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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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中找到希望的目標與夢想。然而，在前往夢想的過程中，也可能會因為遇到挫折而受到打

擊，因而懷疑自己選擇的方向、疑惑自己的決定。該如何從挫折中重新出發？如何堅持自己

理念，繼續前往呢？放慢腳步，甚至停下腳步看自己，是否適合往選擇的方向出發，也許是

能力不足，需要補充，也許是無法勝任這項工作，需要再次調整自我，因此在重新檢視自己

能力的時候，又將成長的過程推回認識自己的第一步，這樣交錯的往返中，能更進一步的探

視自己的內在，更深刻的瞭解了自己的生命。 

 

同樣的，在前往目標的過程中，若是沒有適時的補充成長的資糧，便容易在遇到挫折時心灰

意冷，也可能在團體的競爭中一蹶不振。因此，在職場中深造與學習能夠提昇自己的能力並

累積發揮創意的潛力，讓夢想實現之日提早來到。憑藉著對藝術的喜好，創辦琉園的藝術總

監王俠軍分享自己的成長經驗，認為學習是包含了深度與廣度兩者的，深度是自己專業能力

的培養，廣度則是隨時以開放的心胸察覺變動的環境，敏銳地洞察發生的事件，讓自己保持

在隨時吸收新知的狀態中。 

 

學習，對於邁向目標是重要的。曾獲建築普立茲克獎的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雖然只有高

中畢業的學歷，因為對於建築的喜愛，運用多年的時間走訪世界各地，每天的閱讀與思考更

是超過十五個小時，因為不斷的學習造就他的創意，成為世界著名的建築師。在今天資訊多

元的時代中，專業學習固然重要，但缺乏全方位的學習，將會把自己限制在單一的框架中。

全方位的廣度學習，能結合人文、科學與宗教，以真善美的各種可能為自己打開新視野，讓

心靈層次更豐富。 

 

許多人企業家實現了夢想，建設了大事業，但卻感覺生命是空虛、無奈的，儘管擁有龐大的

財富，卻仍找不到生命的出口。也有許多很快完成夢想的青年們，少年得志、意氣風發，卻

在完成夢想後，被層層的空虛感包圍，在達到目標後，找不到對自我生命的肯定感。一路往

夢想前進的青年們，又如何在工作中也能感覺生命是充實的，是有所成長的呢？ 

 

凌陽科技董事施炳煌，在一場對大專青年演講的時候談到：「生命正是因為我們期待它，想要

它變成什麼樣子，生命就會因此而改變；只要有願，就會有力量，讓我們足以面對生命的磨

難。」因為有夢想，便期待在工作上表現優異，生命從學習中累積知識，從挫折中累積經驗，

因而一點一滴的豐富。而真正能讓心靈豐富，充實滿足的，來自於為人奉獻的願心。台北藝

術大學代理校長惠敏法師談到他在團體中會扮演的角色——以一顆螺絲釘的功能，將團體內

每個人的優點激發出來，並將每個人都緊密地鎖在一起，讓這個相依相存的社會，更加和諧。

透過這樣為人奉獻的觀念，付出行動，在與人的互動中，增進生命的豐富度。 

 

曾經擔任醫院護理長的張雅婷，在經歷了職場的磨練後，四年前又回到校園念書，如今的她

運用「自我肯定、自我成長、自我消融」的道理，讓她的生命獲得許多力量，逐漸丟棄了執

著與自我中心，當內心壓力與煩躁不安放下時，生命突然間可以自由自在。而推動「一人一

筷，健康愉快」活動的青年魏孝丞，本著每個人都能因為使用環保筷而達到內心和平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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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行一連串的活動過程中，感受到許多人肯定他、支持他的力量，讓他充滿歡喜的感動。

消融自我，貢獻所學，進而找到生命的價值與方向，兩位青年的生命獲得提昇，在於成就了

大眾的成長。 

 

鳳凰花開，即將進入職場，為社會奉獻自我的青年們，一步步依循著認識自己、確定方向、

生命成長三個步驟前進，對自己的夢想堅持，對他人的幫助有信心，讓願力成為向前的力量，

儘管遇到挫折與痛苦，便將它化為成長的動力，再堅持一點，再勇敢一點，夢想就會出現在

眼前，青春時光便不會平白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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