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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人羨慕我從很年輕就開始實踐夢想，甚至為了實踐夢想，強迫自己去念哈佛公

共政策、在科技公司當顧問。

創新的勇氣：如何跨出舒適圈
每個人當然都有自己的舒適圈，所以自然而然會挑揀熟悉的路走，找工作的關鍵

字是「熱門的」跟「有前途的」，但是萬一自己真正的興趣和專長，並不符合這兩個

條件的話，該怎麼辦？

如果要趁年輕跨出這一步，最重要的準備工作，我認為是允許自己去嘗試不同的

訓練與機會。

很多人過早放棄興趣，因為擔心興趣在職場上太「冷門」，但是我相信，這個世

界上無論再怎麼冷門的專業，也至少都需要有一個人能夠做好，只要能抱著這樣的想

法，從興趣出發，讓自己成為一個非常非常專業的人，是最重要的準備工作。

至於興趣以外各種不同的訓練跟機會，基本上就像參加讀書會，可能會讀一些從

來沒想過要打開來閱讀的書，但是接觸以後會很慶幸自己能夠延伸更廣的觸角，讓自

己的世界變得更大，盡量不要讓已知的小世界，變成阻止我們了解更大的未知世界的

最大敵人。

我喜歡航海，所以請讓我在這裡用航海作為譬喻。

跨出舒適圈後，並不代表從此就會一帆風順。實際上，就像一艘新船，第一次從

風平浪靜的內海，駛入開放的太平洋，既讓人興奮，又讓人害怕。這時候，要當好自

己的舵手，給自己短期的目標、中期的目標，和長期的目標，確定每個短期的目標，

比如每年的目標，都是5年中期目標的五分之一，把終極的遠大夢想變成可以執行的小

步驟，才有可能實現。比如想要在5年後在美國做一份高職高薪的工作，接下來的第一

年要做到什麼？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如果發現自己的夢想，不能分解

成幾個可以具體達成的短期里程碑，有可能是終極目標有問題（比如野心太大），也

有可能是執行能力不夠。一旦發現自己即將Miss第一個里程碑，就要立刻誠實面對，

毫不留情的找到問題癥結，重新調整腳步，不能為自己找藉口，以為可以明年再迎頭

趕上進度。比如說今年因為家裡事情比較多，明年應該就可以專心在追求目標，實際

上很可能是你一開始就沒有把私人事務對於目標的影響作客觀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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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的智慧
臺灣人喜歡自己當老闆，但是事實上是，並不是每個人都應該創業。

我從出社會一開始，就知道創業不是我的路，所以我離開哈佛後，很快就在美國

的科技公司當顧問，因為我很安分，沒有想著趕快學了功夫以後，自己趕快另起爐

灶，順便把客人一起帶走，正因為如此，老闆可以安心的讓我年輕即享高位高薪。當

然，這不代表成功，但是知道自己適合什麼、不適合什麼，可以省下許多冤枉路。

很多剛出社會的畢業生會抱怨，現在眾多企業都只用有經驗者，沒經驗的學生常

一開始就被排除在外。與其想著該如何寫履歷表，讓自己就算沒經驗，也有機會搶到

工作機會，還不如把握還在校園的時候，透過實習或是擔任志工的方式，或是到海外

打工度假，進入自己未來想要接觸的領域去體驗，因為一份寫得再好的履歷表，都比

不上真材實料的經驗，在僱主的面前，這是無所遁形的。

一旦進入可以大顯身手的職場，真正的問題才會出現，那就是如何面對眾多資深

年長者證明自己能耐？又如何在證明自己的過程當中，不至於遭到同儕妒忌？

當我從美國的上市公司被派回到亞洲擔任亞太區的總監，立刻面對所有我需要管

理的經理人都比我資深或年長的現實，這點在一切以專業實力為衡量的美國職場來

說，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在亞洲就比較敏感，最好的方式就是經過觀察，找到組織最

容易被忽略也是最弱的環節，在不傷害和諧跟倫理的前提下，能夠最快得到改進的環

節，作為第一個改善計畫，讓組織上下都能看到你的價值跟專業能力，也看到你是站

在他們同一邊的，才有辦法開始形成善意的夥伴關係。

比如售後支援不是公司賺錢的部門，所以在一個業務導向的組織裡時常受到忽

略，但是如果業務人員沒有得到售後支援團隊的支持，就會遇到很多阻力，甚至形成

對立。所以如果能夠將心比心，體會售後支援遭遇的不平，爭取一個跟業務人員共同

搭配、分享佣金的夥伴關係，達到業務跟售後支援雙贏，改善工作氣氛，我就是一個

年輕的好主管－因為我向組織證明我做了一件只有年輕人才能做到的事，而不是因為

我是一個主管。

至於在競爭力高的團體中，既能一展長才，又能顧及人際關係的訣竅為何？如何

能表現好，又不讓人眼紅？我總是隨時注意讓和我一起工作的團隊知道，這份工作對

於我來說，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我一輩子都會喜歡做、也會繼續做的事情，沒有任

何人、任何事可以阻止我繼續向前，所以不管到哪裡都可以做，也會繼續做。這是我

夢想的一部分。這樣的決心自然就可以將自己跟其他只把這當成一份工作的人距離拉

開，不會被放在一起衡量，同事甚至會變成你最大的粉絲團！但有一個重點：這樣的

熱情是真誠的。

同時，永遠記得讓同事，尤其是比自己資淺或職位低的同事，知道能夠跟他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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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工作，對我而言是件非常幸運的事情，也真心

希望我的團隊裡，每個人的專業能力都比自己更

強，而不是在擔心自己被取代。我時常提醒自己

有機會就要讓身邊的人也可以發光，為別人搭造

舞台，有機會就把榮耀給別人，這樣才會不斷吸

引很棒的人主動想要和我一起工作，也讓我可以

在我原本就喜歡的領域裡不斷學習新東西，因為

世界上再也沒有什麼比跟自己能力更差的人工作

度日更無聊的事情了。

無價的新視界
學生常被鼓勵要有熱情、執著，但過去社會

常講求專才，現在社會卻講求通才、跨領域，以

致新鮮人可能進了社會不久就面臨調整工作領

域。究竟就業者該堅持自己對某特定領域熱情，

還是隨時勢改變？在彈性改變時，又該如何掌握

分寸，才不致變成只是隨波逐流？

我認為現在的職場並不是從專才轉向通才，

而是在專業之上，還必須什麼都懂一點。就像一

部電影，如果缺乏一個好的故事主軸，雖然有很

多笑點，很多特效，很棒的音樂，是不可能成為

一部好片子的。所以專業以外，對世界的各種事

物也都保持好奇心，就像一個人類學家旅行到

一個新的地方，對於當地人一定立刻就會非常敏

銳，非常感興趣。但這不表示你對當地的語言，

音樂，建築，食物，宗教毫不關心，讓身邊的同

行者覺得在你身邊是件無聊的事。事實上，各種

因素都會影響人，只是當你不關心的時候，你就

看不到它們的重要性。

無論決定走入什麼職場、扮演什麼角色，都

要提醒自己，千萬不要讓4萬塊輕易買走夢想，我

甚至強烈建議每一個只要滿18歲的臺灣年輕人，

夢想的「成本」該訂成月薪12萬。

我之所以會這麼說，是因為只要願意，任何

一個滿18歲的臺灣年輕人，都可以到澳洲、紐西

蘭、歐洲、日本去進行「打工度假」。如果不相

信自己的價值，那麼至少給自己3個月的時間走

出去，向自己證明自己有每個月月薪12萬台幣的

條件，做到以後再回臺灣，保證從此以後，面對

自己跟謀職的態度就會完全不同。因為這次你心

底知道，如果只是為了薪水而做一份不喜歡的工

作，大可背起背包，再到可以打工度假的國家去

打工，但是如果要留在臺灣工作，無論實際上領

到的薪水多少，都要有超過12萬的價值，否則就

是跟錢還有自己都過不去。

這就是無價的視野新高度。

褚士瑩小檔案

他在國際非營利組織（INGO）工作已超過10年，其中在緬甸北部山區的有機農場計畫，

已經進入第十年 （詳細請閱《到天涯的盡頭歸零》一書）

從22年前出版第一本書開始，已出版超過40本著作，今年最新出版在2月《給自己10樣

人生禮物》。

擁有荷蘭水手證，過去10年來，每年至少有10週在海上度過。

當他不在發展中國家和臺灣工作的時候，褚士瑩住在波士頓南方一個小島的海灘。

他從臺灣和泰國搭飛機前往歐洲或美洲時，都會擔任志工協助動物保護組織運送流浪犬

到海外的新家接受收養。

褚士瑩崇尚健康自然的生活方式，愛好戶外運動，但是他不是素食主義者，也不是非有

機農產品不吃的雅痞。不抽煙，不喝酒，最大的壞習慣是喝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