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古至今，在這個世界上，每天都發生著不可思議的奇蹟。 
而創造奇蹟的，正是我們每個人頭腦中的「信念」   －《秘密花園》 

◎寧願追逐工作，也別被工作追逐：

蜜蜂教我們的事◎ 
 

 蜜蜂的世界裡存在階級制。牠

們過著如同人類社會的團體生

活。照顧幼蜂、修築蜂巢、守衛

等各式各樣的工作，都是由工蜂

共同分擔。 

 

 最具代表性的採集主食（蜂蜜）當然也包

括其中。負責採集食物的蜜蜂收集到蜂蜜

後，會交給蜂巢中負責儲藏的蜜蜂。儲藏班

的工蜂數比採集班少，所以採集回來的蜜蜂

必須排隊等待。 

 

  但是，有些蜜蜂即使早到，也有可能被

後到者插隊，而遲遲輪不到自己。事實上，

儲藏班的蜜蜂接受蜂蜜的順序並非先來後

到，而是看誰的蜂蜜糖度較高。 

 

  也就是說，只採集到品質較低，糖度不

足的蜂蜜者，必須乖乖地讓其他蜜蜂插隊，

耐心等待輪到自己之時。不過，辛勤的蜜蜂

也會因為接連不斷地工作使壽命大幅耗損。 

 

不夠勤奮者永遠不會被指派工作。 

只知道埋頭苦幹也會失去健康。 

如何分配與使用時間？ 

隨著拿捏方式不同，人生的走向將可能大

異其趣。 
 

◎疑心生暗鬼：章魚教我們的事◎ 

  章魚有辦法自己爬出瓶子，還能靈巧地

使用工具。因此有人認為如果章魚的生命夠

長，早就在海底發展出都市了。 

  此外，章魚被外敵攻擊時會

切斷被捉住的腳逃生。切斷的腳

會在日後重生。有時候同一個地

方會長出兩隻以上的腳。曾經有

人捕獲擁有高達九十六隻腳的章魚。 

 

  如你所見，章魚並非等閒之輩。但是在

另一方面，牠們也很敏感，容易察覺到壓

力。牠們會因為環境上的壓力，例如飼料不

夠，或是空間太擁擠，而開始吃自己的腳。一、兩

隻腳看起來沒有什麼大不了。而且，被天敵吃掉的

腳還會再長出來。但是因為壓力被自己吃掉的腳卻

不會重新生長。 

 

  雖然還沒有確切的定論；但與其說「自己吃掉

的腳不會再生」，說是「壓力大到吃掉自己的腳的

章魚不會再長出腳來」可能更加正確。這麼說是因

為章魚開始吃自己的腳後，會逐漸衰弱而亡。 

 

看了章魚的生態，你可有得到什麼借鑑？ 

 

──在我們把自己逼上絕境之前，趕緊改變行

動吧。千萬不要忘記，人類跟章魚的一大差異

就在於我們能自行改變環境。 

 

◎後記：開創新時代的企鵝◎ 
  有一種企鵝要從冰川跳進海裡之前，會先找出

一個同伴踹入海中，為的是知道海裡有沒有牠們的

天敵在等候（好暗黑！）如果被踹下去那隻有浮起

來，大家就會放心跳進去。 

 

  而被踹下去那一隻是怎麼挑的? 

  答案是：站在最前面那一隻。 

 

  那如果第一隻企鵝下去之後沒浮上來呢?「要

是被踹下海的企鵝很不幸地淪為虎鯨、海獅或海豹

的食物，其他企鵝會在冰上稍微等候。接著再踹第

二隻下去試探。」（至此對企鵝呆萌可愛的印象已

蕩然無存） 

 

  順帶一提，本篇企鵝故事的勵志

點在於：「雖說棒打出頭鳥，但能夠

開創新時代的，也永遠是走在最前面的人。」

（如果沒被虎鯨吃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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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揹著眼在字裡行間探險 

或沉思悠悠低谷，或停頓蓊鬱林道、或勇闖巍峨山巔 

哪一段都可以是起點 

有風的時候  便讓它拂上滴了汗的臉 

走過崎嶇，就能讀享蔚藍晴天。          \\天下雜誌 

新知鮮聞 

● 107/3/5-3/9假穿

堂 舉 行「『月』

讀『閱』快 樂 主

題書展」活動，

邀請全校師生踴

躍前往觀展。 

 

● 臺北市立圖書館

總館一樓大廳設

置互動式電子書

牆，書 牆 結 合

「Ebook  Taipei

臺 北 好 讀 電 子

書」平臺超過5萬

冊的電子書，亦

結合總館八樓團

體欣賞室所播放

的視聽節目表及

活 動 看 板 等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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