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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夢與圓夢～探索自己．規劃人生 

主講／黃素菲（大學助理教授） 

整理／黃瓊文（本文為泰山文化基金會真愛家庭講座摘錄） 

 

幸福的人生，除了外在的成就之外，還需要內在願望的實現。所謂「願」就是「原」來

的那一「頁」，原來的哪一頁？就是深植在自性當中，與生俱來的那一頁。探索自己，找出

符合自己本性的核心生涯建構，充分揮灑潛在的能力，人生才不致有缺憾！ 

 

允許孩子去尋找自己 

我在醫學院任教的經驗裡，的確看到有許多醫學系的學生，對於生命科學及淑世救人，

懷抱著熱誠；但我也看到有些學生，之所以唸醫學院的理由，只是從小在父母的期勉下一路

考進了醫學系，學醫並非是他們自己的選擇與興趣。 

很多人在十八歲之前，是沒有機會去思考他未來的人生要怎麼走的。父母親通常只要孩

子把書唸好，其他一切都替他打理好，一旦進了大學之後，他反而覺得自己很無能，因為生

活的基本能力都沒有被培養。 

這時他面臨的另一個困惑是：我是誰？我要開什麼花、結什麼果？他對時間的安排、金

錢的運用…，開始有自己的想法，不再把時間都花在讀書上，而覺得參加社團和讀書一樣的

重要。父母面對長大的子女，卻仍用舊的關係模式，父母開始搞不清孩子的動向，而陷入焦

慮，甚至權力的拉扯：「耶！怎麼十一點了還沒回到宿舍？」此時父母覺得管不住他了，好

像孩子的翅膀長硬了，就要飛走了一樣。 

這是每個人從小孩成長到大人，所必經的「第二次剪斷臍帶」的歷程，第一次是出生時

剪斷生理的臍帶，這次剪斷的是心理的臍帶；慢慢地，他將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有自

己的人生方向，學會為自己負責。 

人生之中有一個階段，必會探索自己的人生方向，這段期間短則三年，長則五年都不為

過；或早或晚，父母都要成為孩子尋找人生方向的左右手，幫助孩子不再依賴，建立自己的

人生目標。 

 

放下身段，建立良好關係 

  我在大學開了一堂「故事敘說與心理成長」的課程，課堂上同學們要講出自己的家庭故

事。班上三分之二的同學覺得他和父母之間的連結只是課業，這就形成一個僵化的心理劇本：

每當父親一靠近，他就預測到父親又要問他的成績了；父親說：「你這學期的成績怎樣？」，

兒子回答：「還好」，父親不悅地又問：「什麼叫還好？」，兒子不耐地回說：「還好就是

還好！」於是一道無形的牆擋在父子之間。 

我問一個學生：「什麼時候你覺得與父母比較親近，沒有疏離感？」他說，有一年暑假，

父親帶他去釣魚，他天南地北的和父親閒聊，那時他會願意和父親談生活上一些有趣的事，



問他為什麼？他說：「那時候爸爸沒有把我當兒子看，比較像是男人和男人之間的對話。」

但是離開那樣的情境，回到日常生活中時，父親的刻板形象又出現了。親子關係經常這樣，

無形中就掉入刻板的角色關係模式裡，阻斷了彼此的情感交流。 

良好的親子關係是要及早建立的，在孩子學習與成長的階段，不要讓親子間的互動只剩

下課業層面，而其它都很空洞。 

你有沒有和孩子玩在一起？和孩子兩個人手勾手一起去逛街，一起去打球，一起泡溫

泉…？泡溫泉時，可不可以別管他頭洗乾淨了沒？父母往往很難放下父母的角色、任務，所

以孩子看父母就只有權威、控制，而沒有了解、同理…，那使得孩子很難靠近你。 

父母角色經常容易變成社會既定的刻板模式，但是因為每個父母與孩子都具有獨特性，

所發展出來的關係自然有所不同，所以其實沒有什麼是標準的模式，只要是適合孩子的，就

是最好的模式，也就是說：在親子關係中應該是自在、愉快，雙方覺得被了解的，這是最重

要的要素。 

 

家庭影響自己對未來的選擇 

我的父親因經歷過戰亂的年代，所以養成囤積生活用品的習慣，家裡經常是有好幾打的

牙刷，鹽巴、醬油一堆，用不完的衛生紙…。有一次朋友到我家，經他點醒，我才發現自己

也有這樣的習慣，也是有幾打的牙刷，用不完的衛生紙…，雖然我不是很認同這樣的行為，

但在那樣的生活模式下耳濡目染，潛意識裏覺得「要用時沒得用是很可怕的」，雖然我們家

樓下有好幾家便利商店，我還是不知不覺有了「有備無患」的習慣與行為，受了父親很深的

影響。 

你認為人生最重要的是什麼？為什麼它很重要？請你回顧人生中對你而言重要的事，這

些往往自然而然地、就在不知不覺中轉移到孩子的身上，你會認為這對孩子也很重要。像我

媽媽小時候家裡很窮，祖母不肯將兩隻豬賣掉好籌措學費讓她讀師範學校，媽媽一輩子感到

遺憾，所以一直希望我讀師專，當我放棄唸師專時，媽媽氣了很久。 

回想一下你重要的人生價值是如何形成的？以我來說，小時候由於貧窮，媽媽對於如何

賺錢、省錢都有一套，她很會賺錢卻極度的節儉，有一次她投資土地賺了不少錢，我和姐姐

要她帶我們去吃西餐，媽媽替我和姐姐各叫了一客，自己卻沒點，那一餐我差點吃不下去…。 

在成長的歲月中，有一度我痛恨媽媽那樣地看重金錢，甚至告訴自己，她會要我讀師專

只是為了省錢，當時我心目中的媽媽是守財奴、吝嗇鬼，我認為她把金錢看得比我重要。那

時我經常做一個夢，夢中我開一部大卡車，載著滿滿的錢倒在我家客廳，幾乎把她淹沒。所

以後來填大學志願時，我不填所有與錢有關的科系，像銀行、會計、企管…。 

想一想成長的背景是如何影響你的抉擇或判斷？會不會家裡有人當老師，你看到了當老

師的好處；或是家族中有許多人從醫，覺得有熟悉感，而影響自己和孩子的生涯規劃？如果

這是父母的決定，那這樣的生涯適合孩子嗎？這是他自己想要的嗎？父母常理所當然的以為

自己是為孩子好，卻忘了時代變遷，社會的趨勢是不斷在改變的。 

比如民國五、六十年代，那時的第一志願是台大土木系，到了七十年代，就變成電機系，

八十年代是資訊系；九十年代法律系、政治系當紅，而政治在三十年前卻是個禁忌，這些轉

變不是我們可以預測的。如果我們依自己的經驗，來決定什麼是最好的，把它加諸在孩子身

上，那反而會形成二、三十年的落差。 

 



從性格、氣質上探索自己 

給孩子最好的禮物應該是，在能力範圍內提供他探索的機會！尤其是從小的時候就開

始。什麼是探索的機會？當孩子看到某樣玩具，站在那裡怎麼也不肯離開時，請不要罵他：

「玩具有這麼好看嗎？如果你讀書有那麼認真就好！」此時可以和他談一下，了解讓孩子流

連忘返的原因是什麼？每個吸引孩子沈浸其間的東西，對他來說都是一個有趣的世界，讓他

有機會去探索自己。不要管他是否只是短暫的興趣，也不要管到底適不適合男生〈或女生〉。 

在協助孩子探索他自己時，有時我們也不免擔心，如果他立志要當文學家，你會不會認

為世界上頂尖的文學家很少，而覺得孩子在作白日夢？誰知道他不會是未來的高行健？ 

請不要再被制約：男人該做男人的事，女人就該做女人的事。未來的世界將會是：成為

一個完全的人，比成為男人或女人還重要；男性也要發展女性的特質，陰柔不代表軟弱，它

代表體貼，敢於求助。女性也要發展陽剛堅毅的一面，即使身邊無人可以依靠時，依然可以

獨立堅強的活下去。允許如此平衡的發展，會是比較快樂的。 

一般人都希望有一個穩定的工作，但是必須考慮到這樣的生活型態是不是自己所要的？

以醫生為例：一大早就要到醫院看診，有時還要參加醫療研討，教學、做研究…，一天工作

可能超過十二小時，但如果你的特質是喜歡悠哉游哉地過日子，那麼走上醫生這條路，心理

上的壓力可能很大。我輔導過一個學生，他覺得考上醫學系對他來說是一種懲罰，他從小成

績一直很優異，卻沒有選擇的自由，似乎全世界的人都覺得他應該選擇醫學系，沒有理由棄

醫從文或高分低就。 

在選擇科系與未來的生涯時，要評估自己的性格與氣質，和所要選擇的工作型態是不是

符合？為生活而工作其實是很辛苦的，而會讓人感覺幸福的工作型態是：把工作和生活結合

在一起，工作是手段也是目的。而且工作本身是自己感興趣的，才可以悠游其中，享受那個

過程，做起事來才會如魚得水，事半功倍。因此，讓孩子了解他的能力，使他有一個恰如其

分的人生發展平台；讓孩子了解自己的興趣，便會有源源不絕的動力，自然而然的投入所從

事的工作領域中。 

最後要思考的是，在生涯規劃中，一生真的只有一次的選擇機會嗎？未來的世界不再是

一生只能選擇一種職業。現在有一種新的生涯觀點，一個人的生涯可能每十年會轉換一次，

前面的十年和後面的十年，可能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而且都是精采的。像醫生作家侯文詠，

他前面的十年是醫生，現在是作家，他預告未來的十年想成為一個導演。已過世的畫家劉其

偉，他職業生涯的前二十五年是工程師，接下來的二十年是畫家，在近六十歲時成為人類學

家，在別人的眼中，這中間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卻自有定見而樂在其中，豐富的走完他的一

生。所以，不論目前的工作為何，只要能夠樂在其中就得以滿足。 

 

築夢踏實，完成願望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一書描寫一個充滿夢想的牧羊少年，賣掉三十幾頭羊，隨著沙漠

遠征隊橫越沙漠，尋找夢中的寶藏。世俗的眼光認為這個孩子真不務實，三十頭羊代表的意

義是可以結婚生子，從此過著安穩的生活，而這個孩子卻要捨棄安穩，追求一個遙遠而不確

定的夢想。我們經常告誡下一代說：要腳踏實地，別好高騖遠！但我覺得在大學階段的學生，

要允許自己作夢，會作夢的人才有能力去完成夢想，連夢都沒有的人，就不會有方法和機會

去完成夢想。但夢想不該是空中樓閣，而是有目標有計劃的。 



心理學家阿德勒說：「我們都需要一個夢幻目標」。他得了軟骨症，卻想像自己長得又

高又帥，佛洛依德曾說他是一個無可救藥的自戀者。他的自戀其實是極度自卑所造成的，後

來他立志苦讀，傾出生命中一切的力量在心理治療上，包括所有的時間、耐心、毅力，不但

脫離自卑，還成為個體心理學的創建者，提出「超越自卑，追求卓越」的重要理論，他並提

出虛構的終極論(fictional finalism)，對未來要有一種想像，這種想像就是一種夢幻目標，但

夢幻其名，獻身其實，因此而構織出一個豐富的人生過程，他稱之為生活格式（style of life）。 

人的一生不能如願就會有怨！找到「願」(自己原來的那一頁)才能成為一個自性充滿的

人，找到自性才會有自信，也才能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潛能。如願之後就敢於承擔自己，達到

「隨處做主、立處皆真」那種淋漓盡致的感覺，我們都希望能活成這個樣子。 

如果可以這樣，我們就可以說：一朵玫瑰花，活成一朵如其所是的玫瑰花，才是一朵真

正的玫瑰花；一個人，活得如其所是，才是真正完整的人。 

 

本文轉載自泰山文化基金會《泰山真愛家庭》第 3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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