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個人都像是一部書，透過彼此相遇相識的緣份， 

我們有了閱讀的機會，進而豐富了我們的人生。 

  我最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是一個不認

識的台灣讀者寫來的，原文是這樣的： 

 

  「我想請問一下，如果想去連合國工作

（也不一定是工作，可以申請到2-3個月的

實習也好，我找不到連合國的官網，懇請能

不能指點一下，要不然我不知道能去哪裡

看？）要有神麼條件？我今年23歲，目前在

準備研究所，有自己出國的經驗。麻煩你

了！ 」  

 

  短短幾句話，卻看得我火氣直衝腦門。 

 

  首先，一個23歲，從小到大學習繁體中

文的人，如此淺顯的「聯合國」都可以寫出

錯別字，中文未免太差。 

 

  然後，一個想去聯合國工作的人，竟然

可以大言不慚地說找不到聯合國官網，這個

笑話未免太離譜。 

 

  再來，什麼叫做「2-3個月的實習也

好」，你知道要進聯合國當實習生有多麼競

爭 嗎？不 說 聯 合 國，以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WTO）組織為例，首次舉辦的「青年學者

實習計畫」（YPP），全球僅有12個實習生

名額，一個連聯合國的名稱都寫錯，官網也

找不到的人，憑什麼認為實習生手到擒來？ 

 

  還有，台灣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拿著

台灣護照是不能去工作的，連基本國際政治

都不了解，憑什麼說自己想進聯合國工作？ 

 

  我想起從小就想要進入國際組織工作的

台灣青年黃一展，為了能留在聯合國工作，

從高中開始準備，研究所畢業後，如願申請

到聯合國為期半年的實習機會。實習期間，

他到亞太總部的50多間辦公室一間一間敲

門，一次一次碰壁，被拒絕到沒感覺。但因

為台灣不被聯合國認定為「國家」，為了要

圓夢，黃一展最後在國籍欄選擇「無國

籍」，做了如此重大的犧牲才總算在資訊與

通訊科技部門取得正職。這樣的事情，這位

讀者知道嗎？ 

 

  迷茫的大學生，大多是「做得不多而想得太

多」 

 

  這些心中的OS，我都忍了下來，心裡浮現來

自福建的青年李柘遠在《不如去闖》這本書裡面

說的一句話：迷茫的大學生，大多是「做得不多

而想得太多」。 

 

  這個18歲全額獎學金錄取耶魯大學、22歲入

職高盛投資銀行、23歲獲選「全球傑出青年」、

25歲考取哈佛商學院的年輕人，與寫信給我的讀

者相較之下，似乎是鳳凰與烏鴉之別。但仔細再

想想，真的是這樣嗎？ 

 

他們的差異，其實是…… 

 

  李柘遠在廈門念中學時，因為一心一意想上

耶魯大學，即使被無法理解的「大人」當成反面

教材也沒有動搖；從高中參加模擬聯合國會議的

訓練，學會換位思考；在接受面試的時候，發現

回答「是什麼」的正確答案，遠不及知道「為什

麼」來得重要；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但做好充分

準備，願意獨立承擔萬一失望的後果，比心想事

成更珍貴；進入耶魯大學後，學會正視人生的第

一次挫敗；從美國同學學習中文的態度，學會對

熱愛之事的熱情與專注，遠比成績重要；當主流

社會把他從耶魯到投資銀行到哈佛商學院的故

事，解釋成「成功、成功、再成功」時，他卻說

自己在貪婪的金融業學習到如何成為「誠實、樸

實、踏實」的人……。 

 

或許，沒有看到重點的，一直是那些「大人」

們。 

 

  最讓我安心的是，仔細觀察世俗標準所謂的

「成功者」講述自己的故事，總是充滿了自省和

謙虛，而不是頭銜或財富這類對於成功的表面想

像。這也讓我繼續相信，人在世界上最大的所謂

成功，其實是能夠不在乎結果，自信地面對自己

的選擇，享受追求過程的能力，逐漸成為自己喜

歡的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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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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圖書館
【總館】「未來圖
書館的 10 種可
能」參與式預算
計畫，創意點子
大募集！ 
 
107/6/30截止! 
 
只要持有新北市
圖書館借閱證即
可參加提案！針
對新北市立圖書
館新總館的空
間、活動、服務等
進行創意發想，
提出對圖書館的
點子、想在圖書
館做的事，讓圖
書館更貼進需求
與期待，活化圖
書館利用方式，
翻轉閱讀概念，
使圖書館更加蓬
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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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什麼才是你的成功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