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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 (1) 夢想
Q1: 
你的夢想是什麼？ 小時候的夢想?念書時代的的夢想？
進入職場成立家庭以後的夢想?現在的夢想？ 它有什麼
改變嗎？ 為什麼會有這樣的改變？
Ans: 
我的夢想隨著年紀有所不同，在妳的年紀時，其實就想走生物化學，因

為對分子遺傳很有興趣。因此，我很早就定下了目標，到目前也還都在

想像範圍中。不過，這輩子還是想當一下導演，我對導演的綜合藝術的

組合與呈現，作品很清楚可以傳達給觀眾，覺得非常棒。其實，當老師

可能也有類似的功能，把死板板的課本，經過轉換傳達給學生。

至於這些夢想的改變或無法達成，其實我並不認為有遺憾，因為總是

會在各種場合，用到我夢想中的角色，人生總是很多角色的混合，沒有

人是純粹只做單一事件的，那會無聊致死。看朱敬一院士也是有很多方

面的興趣，但是找出他自己最專長的深入，並且成就一些大事，那人生

就會相當精彩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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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 (2) 當老師

Q1: 
你為什麼要當老師？ 教職對你的意義是什麼？

Ans: 
我很喜歡做一些實驗、發現、創造等，因此很自然地走入研究工作。在

台大當老師，除了研究之外，也要教學。很快我就發現我很『好為人

師』，喜歡把自己覺得有趣的事情，講給別人聽，而且有這樣的才能，

因此就花了很多時間在教學上。回饋也不錯。我覺得教育對我來說，對

整個台灣、社會、地球來說，都是最重要的大事。

什麼經費都可以砍掉，千萬不能砍教育。明治維新把日本由落後變成
強國，第一件事情就是『開智』，不計成本地辦教育，也真的有非常大

的衝擊，有些連我都在小時候有感受到。因此，我才會接下了學校『教

學發展中心』的工作，這是吃力不討好的職務，但是對台大的未來，可

能會有重大的貢獻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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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 (3) 天堂
Q1: 
在老師的定義裡，應該要具有什麼元素生活才會幸福快
樂？ 哪裡才是真正的天堂呢？

Ans: 
上學期中研院院長來演講，有同學發問說，翁院長在各方面都功成名

就，那麼是否覺得人生成功了？翁院長想了一下說︰『我不知道我是否
成功了，但是我會覺得很 滿足。』這個回答令我印象深刻，也馬上

『竊為己有』如法過日子。我想在各種處事、工作、應對、生活上，能

夠得到滿足感，那麼就是幸福快樂的事。

不過，我還有個引申，這種滿足感的幅度或衝擊，與妳所投入的努

力，有正比的關係。也就是過程若有很多奮鬥、掙扎、血淚，那麼最後

(有時無關成敗) 的滿足就越強烈。 真正的天堂其實在妳自己心中，套

句我的說法，就是在妳的『大腦網路』中。我在這幾年中，累積了生活

經驗與驗證，漸漸領悟了這個模式，也會不斷在未來的一學期中，與大

家討論。我很想知道各位的看法與其他的意見。

常寂光常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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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 (4) 利益
Q1: 
有人說過『我們做很多決定口口聲聲是為了家人，但當
真利益當前，最先犧牲的還是家人的利益』但這是真的
嗎？ 雖然不很想承認，但有時似乎看起來是對的？

Ans: 
好像這個問題中的『家人』可以換成︰朋友、國家等等。我想很多事情

都無法由表面來看，表面呈現出來的結果，可能是很曲折的折衝結果，

就如哈姆雷特的『to be or not to be』困境。所以，問這是真的嗎？就結

論而言，也許是的；但是就其內容的真正實相，可能就不像表面的

『yes or not』答案那麼單純了。

我在日常生活上也常常面對類似情形，那時候會有很難過的抉擇困

境，我經常告訴我自己，只能以合乎『良心與義理』的標準來作決定。

我自己有一個評估的方法，就是想像十年或五十年後，(我自己或別人) 
再回頭看這件事情時，是否還能夠心安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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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 (5) 效率
Q1: 
怎麼樣才算是有效率？ 該如何做呢？ 效率越高越好嗎？

Ans: 
的確，效率是相當重要的，在生活或工作上，都有很重大的影響。提高
效率的能力，是可以學習或者培養的。我會在這個新生專題上，有機會
就討論，儘量讓同學理解並且勵行。

至於效率越高是否越好，要看如何講『效率』這兩個字。若效率只是
指汲汲營營、爭奪利益、摧毀地球，那就不必了。若效率是用在增長知
識、用心生活、努力助人，那效率越高當然成就越高，對人對己的福祉
有更正面的幫助。

效率 = 規劃 + 時間 + 執行

『精進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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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 (6) 答案
Q1: 
我想問老師：既然你在教學歷程中曾經為不計其數的學
生解答困惑，想必是擁有豐富的人生歷練才能累積出這
樣的智慧吧！那在你到目前為止的生活中，有什麼是你
仍想要得知但尚未得到答案的問題呢？

Ans: 
的確還有很多我不知道的，比較有趣的一個是有關鑑賞力。例如，我能

夠很快地區別出兩張油畫作品，一張是藝術品，另一張則沒有藝術價

值，雖然大體上兩張看起來差不多。雖然我無法說出為何不同，但卻很

清楚地感覺到藝術成份的高低。另外，有很多人生上的問題，我還不是

很明白如何對應或解釋 (勸一位已獲博士學位者不要再繼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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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 (7) 看山是山
Q1: 
我聽過一個故事：

有個富翁到海邊度假時遇到了正在釣魚的漁夫，富翁看漁夫為了
維持溫飽而工作，便有感而發的建議漁夫：『讓我來投資你好
了！給你一筆錢，讓你可以買艘大船到遠一點的海域捕魚，魚獲
增加後可以買些設備、蓋間工廠來加工，然後賺錢之後可以開間
公司再賺更多的錢。這樣好不好？』漁夫想了一下：『那我賺了
那麼多錢要幹嘛呢？』富翁回答：『有很多錢就可以像我這樣環
遊世界、有空就度個假，像我現在這樣在海邊釣魚多悠閒哪！』
漁夫回答：『那最後還不是像我現在過的生活一樣，我何必繞一
大圈區去追求這樣的日子呢？』

我想故事的原意是要告訴我們不必盲目的去追求什麼，其實有
時候停下來想想，自己一直追求渴望的東西其實是唾手可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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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 (7) 看水是水
Ans: 
這個例子不錯，結論我也很贊同，但是我對過程有不同的看法。富翁到

頭來還是想過著輕舟垂釣的悠閒生活，看來與漁夫差不多，但是兩者的

心境可能相差極大。就是妳下面所說的，一輩子悠閒過活雖然很好，但

是少了夢想，少了挫折、失敗、掙扎、痛苦，人生好像不太完整，人格

這個字的英文 integrity 就是完整的意思。

我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人生，還是要『入世』去體驗生活，不是一輩子

打坐，毫無作為地了此一生 (那這樣子生出來幹什麼？) 有智慧的做法

應該是，努力進入社會去生活，做一個有意思的人物，去體驗人生的酸

甜苦辣，但是不忘人生最終的大事與結果，對成敗與榮辱，都有自己的

洞見，以及灑脫的對應態度。說起來簡單，但是很難做到。

雖然我也想過閒適的日子(就像漁夫)，但是如果人生裡少了一些追

尋、少了一些爲夢想打拼的熱忱、少了想要闖出一番事業的志氣，那人

生會不會因此變得平淡無趣呢？雖然我已經明白最後我想要過的是什麼

樣的日子，但是過程是按部就班規規矩矩的就好或是該冒一點成大事的

風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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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 (7) 看山是山

小和尚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二十年後，大和尚

看山不是山，看水不是水。

四十年後，老和尚

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

山是山
水是水

山非山
水非水

山是山
水是水

山又是山
水又是水

更高層次？

看似返璞歸真但已經是不同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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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 (8) 面對
Q1: 
我如果想要逃避一件不得不去面對的事，該如何說服自
己找到勇氣去正視並解決呢？

Ans: 
不要逃避，勇敢地去面對，甚至去喜歡它。重要的是，要多去了解這件

事，了解多了之後，不用說服，也不用勇氣，很自然地就會有解決方法

浮現在妳的腦中。

小白鼠因害怕越想逃跑，就越好抓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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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 (9) 腦中網
Q1: 
老師認為我們生存在這世界上是為了完成腦中的網，而
每天汲汲營營的尋求新知，但事實上我們沒有完成那個
網的一天不是嗎？也許走到生命盡頭，也沒有辦法看見
網的完成，那我們到底是為了什麼去編織那個網呢？

Ans: 
腦中網路是它自己在形成、組織、蛻變的，

妳不用去管它，也不用擔心會不會完成。可

能在生命最後一秒鐘，它會一下子全部在妳

腦中展現一次，然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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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 (10) 意識
Q1: 
我曾經在一部科幻片看到，未來有可能利用先進的醫學
技術將人腦保存並供應養分使其能照常運轉，等於說我
們在身體的凋亡後意識仍可以保留，也可能用科技建造
出新身體，這可以說是一種長生不死。若真能研發出這
種技術，您會為了完成您所謂的網，而去接受這種技術
嗎？這時候活著地意義又是什麼？

Ans: 
不會，因為我的腦中網路，只是為我自己現在的身體、成長、記憶、經

驗而編織的，失去了這個身體，甚至這個身體所經過的兒時、少年、青

年、中年、老年等，就沒有意義了。此時、此身、此地才是最重要的，

也是編織大腦網路的基本材料，與唯一的來源。

我將會在課堂上說一件事，是我在 Discovery 上面看到的節目，與妳

這個例子有點像，但當晚令我毛骨悚然，難以忘懷，請稍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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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問題 (11) 未來
Q1: 
我所學的課程和生物技術非常有關，但對於未來是否該
在國內念研究所感到疑惑，台灣似乎沒有真正的生物技
術在發展，到底我該怎麼去選擇和準備？

Ans: 

通常，我會鼓勵同學在台灣念碩士，因為現在的大學生沒有研究經驗，

台大的碩士班可以提供不錯的訓練。至於博士，就要看個人的願望、機

運、經濟了，也許等到碩士班時再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