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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在看不見的地方——彭明輝教授談覺察能力 

 
彭明輝教授演講現場 

【文、圖／測驗及評量研究中心專案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員） 蕭嘉偉】 

  國教院在 103 年 9 月 10 日假臺北院區 10 樓國際會議廳，邀請國立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彭

明輝老師演講，講題為「幸福在看不見的地方」。他自述從國小到現在的志願都是：年長後有能力

協助年輕人解決生命的困惑，40 歲以前閉門讀書，想要知道人活著有什麼值得追求的；40 歲後開

始摸索跟這塊土地與同胞互動的方式，想知道自己可以為這做些什麼。 
  彭教授從一張千元大鈔開始說起，詢問在座的聽眾，知道鈔票中有多少數字？大部分人都不知

道，也從來不會注意到這種細節。正所謂聽而不覺，視而不察，因為人心不在焉。現代的科學十分

發達，當我們用科學儀器，把看不見的東西，如電壓、溫度等變成看得到，人類對週遭環境的掌握

程度提高了，但人類是否變得更有智慧呢？ 
  有一句廣告詞是：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當人類為了想要解決一件問題或事物時，可以發明一

件新產品，而使我們的生活愈趨便利。但人的慾望無窮無盡，在追求個人目標時，要有所選擇，有

的值得追求，有的則會造成飛蛾撲火的後果。而對於愛或幸福，這種看不見又人人需要的情感支

持，要如何獲得呢？彭教授提到了覺察能力，並在演講中舉了許多生動的實例說明。 

  例如一位先生與妻子形影不離，呵護生活起居，24 小時都在一起，但妻子在一個深夜凌晨，吵

醒了在床上睡覺的先生，詢問先生是否愛她。若妻子無法從一日的相處時光中，覺察先生對她的

愛，而一定要從先生口中說出愛她的話，才能懂得先生愛他的這個事實，這不是很奇怪嗎？ 
  彭教授引用一本書名，愛是一種藝術、一種技藝，沒有人天生就懂，必須學習，而婚姻，更是

需要兩人共同努力或妥協。婚姻是價值觀的侵略對方，殘忍的是，只能有一個決定，而兩人共同承

擔這個後果。彭教授與夫人在過去小孩要學鋼琴時，因為彭教授有音樂底子，所以夫人交由彭教授

來選擇買琴，彭教授選了 50 年的二手但品質佳的英國琴，而非全新但品質較差的鋼琴。即便如

此，當夫人看到新舊琴的外貌差異，也實際聽過新舊琴音的差異，卻還是說出新琴音色較好的這種

說法，也讓在場所有聽眾都會心一笑。 
  接著提到對金錢的態度，錢非萬能，沒錢萬萬不能，是一般人對金錢的看法，彭教授也提到，

幸福人生的六大能力，第一就是賺錢養活自己與家人的能力。錢能夠帶來一些刺激，一些快樂，但

快樂最主要的原因，是「難得」兩字。一位董事長每天都與客戶吃飯，每天的午餐必定上萬起跳，

同一家公司的工友，每餐都吃公司的便當，工友羨慕董事長，每天都有豪華的午餐可吃，對工友來

說，幸福是一個月花一次 60 元，去巷口吃一碗自己喜歡的陽春麵。董事長卻也羨慕這位工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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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工友每天午餐都能和熟識的同事開心聊天，自己卻要陪不喜歡的客戶吃飯，而吃飯的地點，豪華

的午餐只有不到十家可以選擇，再怎麼好吃也都吃膩了。對董事長來說，幸福是每幾個月，能收到

老朋友或客戶給的地方名產，那份心意及不同口味的品嚐，就是一種幸福。 

  最後在演講結束的提問，有位高中地理科女老師站起來分享，她教書資歷 20 年，第 15 年前，

很自豪自己帶的班成績都在前三名。但在第 15 年時，中國發生四川大地震，她在上課時用 20 分鐘

說明這個事件，卻有名學生站起來不屑的說：「老師，妳花了 20 分鐘說這個不會考的內容要做什

麼？中國人口好幾億，死的人才不到百分之一，何況中國是我們的敵國，死了人又怎樣？」她那時

才體會並覺察到，教書不能只看學生的成績。除了當場回答讓學生感受到，這是一件多麼可怕的天

災，之後的上課方式，也採取較多元、生動且加入人文關懷的元素，帶領學生體會人文地理之美，

所以她認為，若要教導學生了解看不到的幸福，要先從老師自身的覺察開始，惟有老師具備覺察能

力，才能由正規教育中培養並開啟學生的覺察能力。 
  彭教授認為自己最自豪的是，他一生已體會經歷了太多美好的事物，沒有遺憾，也鼓勵在座的

聽眾，多去了解古典文學、藝術、音樂等人文之美，以充實心靈的滿足與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