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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生命找道理～如何經營人生？」演講紀實 

 

【文／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簡任秘書 林于郁、業務助理 陳又瑜】 

【圖／教育資源及出版中心業務助理 陳又瑜】 

生命該怎麼走？人該怎麼活？這個問題一直為人們所思索且找尋答案。本院教育資源及出版中

心於 6 月 25 日假三峽總院區文薈堂 3 樓會議廳舉辦的教育 LIVE TALK「活力生命系列」講座，特

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林火旺博士蒞臨演講，主講「『為生命找道理』—如何經營人生？」，

以解這一迷思。當日由吳院長清山親自主持，除一般民眾、教師外，更有 400 餘位國小儲備主任熱

烈參與。 

如何經營人生？林教授由「當前的困境」、「對的方向」、「經營自己」及「經營他人」等四

個主軸精闢闡述，首先他說明「當前的困境」在於： 

（一）「功利主義的價值觀」— 

古代社會的價值觀是「重義輕利」，在孟子梁惠王篇第一章即說得非常明確。孟子見梁惠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矣！….』。在社會階層的士、農、工、商中，商人的排名是最後，而當代社會則是以功利價值觀

為導向，且是以「競爭取代合作」，自然形成一個競爭為主的社會，也成為社會大多數人的思維模

式，這樣的結果將影響道德的養成。 

（二）「依附於功利主義的升學主義教育觀」— 

父母最常講的一句話是：「不要輸在起跑點上」。然而卻是忽略了方向必須是對的，有了對的

方向才看得見幸福。目前臺灣的現象是升學主義造成補習班林立，國中生補習更有高的比率，如果

只給孩子讀書一條路，孩子真的會快樂嗎？ 

【院務快訊】 



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第 44 期 2012-07-15 出版 

39 
 

（三）「不健康的個人主義」— 

傳統社會所展現的是集體主義，其個人價值是由家庭、家族、社會、國家的目標來決定；而現

在社會則是主張個人主義，然而不健康的個人主義會把“個人自主”當作是合理的自私。而面對

「當前的困境」林教授認為要找到「對的方向」必須： 

（一）「腦袋轉個彎」—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活得幸福，但真正的幸福的第一步必須「改變功利、物化的價值觀」。根據

全世界最快樂的島國—「萬那杜」指出，快樂的程度不會隨著所得增加而等比例的提高，快樂的要

素是與自己達到深層的和諧、和他人和諧相處。 

（二）「認知和面對現實」— 

生命的現實是無常、無奈、…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以個人主義為主軸的社會，任何人都無法改變

自己的出身條件，只能承認，因而得意不要高興，失意也不要難過。 

（三）「建構理想」— 

理想是心靈的最佳食糧，可以使人免於物化且活得有方向和目標，而建構一個理想的人生目標

更為必要，除了要先「經營自己」、「肯定自己」外，「經營他人」、「關懷他人」也為必要。 

而要如何「經營自己」呢？首先要學習的是「做自己」，根據自己的判斷和偏好進行自發性的

選擇，不隨波逐流，這就是「個性」，有好的個性發展才會構成比較完善的社會；至於「如何找到

自己？」林教授提點大家可經常參與討論和辯論以養成思考的習慣，並在公眾場所積極表達自己的

想法，主動承擔責任，不怕接受挑戰，藉由多閱讀人文、哲學相關書籍及參與群體活動來發現自己。 

最後，林教授提到「經營他人」也很重要： 

（一）人需要人：透過和他人的合作才可以使我們的生活更好。 

（二）品格決勝負：長期的勝負，需要品格，良好的品格就是無形財富，具有良好品格

的人，才能享受到人與人之間的真心關懷與相互扶持的喜悅。更藉由和他人和諧相處，達成

合作、相互關心的親密關係。 

林教授 3 小時的演講，透過一則則哲學家的故事及一件件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以有別於

一般深奧的哲學論述，深入淺出地闡釋出道德哲學的論證，讓在場的所有參與者認知到生命態度要

「盡性知命」、「境由心造」，這一生要如何，大部分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