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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曾經你坐在期中考的教室
裡頭，想著：
「為什麼我們要坐在這裡考試？
這是應該的嗎?」

你相信好成績=好人生？」

07

希臘神話中，薛西弗斯因
得罪眾神，而遭受每日須
推大石頭上山的懲罰。

當薛西弗斯好不容易推到

07



2021/9/30

3

「不要輸在起跑點上」。
是在華人教養環境都會
聽到人說

於是我們奔跑、比較、
競爭，在「怕輸」的道
路上，一直向前狂追。

08

⚫ 這句話是從哪裡聽來的呢？

⚫ 我們又要跑到哪裡去呢？

如果不知道奔跑的目的
地，跑著的人既無力又
茫然，更擔心停下來被
追過而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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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試著在這章
當中，與自己的人
生對話吧！

08

人生階段性的任務結束就是
終點了嗎?

所謂「不要輸」到底是擔心
輸給誰?輸給什麼?

Q.你想要過一個獨特的人生

還是平凡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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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會想要適度地享
受歡樂、愉悅，而願
意付出代價，願意花
錢，想必快樂是有價
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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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些人看待生命意
義即是追求當下的快樂，
以「快樂的強度」作為追
求的判準。

10

例如，放假時放任自己睡到飽、追劇、
追漫畫或在網路遊戲世界殺敵萬千。

但回到現實生活中，卻有種心靈上的空
虛感？

10

當下的快樂強度，不一定
能反映出人生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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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伊比鳩魯
曾運用經濟學的邊際效用
遞減定律。

說明追求快樂的強度會在
達到一定限度後，逐漸趨
緩，甚至下降。

10

挑戰喝10瓶養樂多，一開始喝
第一瓶感到開心，第3瓶更棒。

但到了第6、7瓶養樂多也許飽
了不想再喝，或是膩了想換口
味，反而不滿意養樂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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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的快樂難以持久，甚
至可能因為無法再追求更
強的快樂而感到失落。

因此，人生除了快樂之外，
好像還需要點什麼

10

但如果快樂才有價值，
那人們為何要辛苦？

11

你覺得繭居族那些人快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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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生活中所追求的，不只是身
體或心理的快樂這麼簡單，似乎
還有個更深的傾向「幸福」。

『偉大的幸福是戰勝痛苦後的情感。』
-尼采

11

• 可以的話，一分鐘的時間，閉上你的眼睛，
這一生中，從現在回頭想，最幸福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 再給我一分鐘，閉上你的眼睛，回想一生
中最痛苦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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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想的幸福，不僅止
於「自己」，還包含：

⚫ 家人的和樂、

⚫ 社群生活的品質、

⚫ 世人所給予的評價等。

13

不只「我想成為如何的人」，
更包含對他人的關心，重視
人與人之間的善意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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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目標是追求幸福

現在高中生的你，有感受
到那份幸福感嗎？

你有走在幸福的道路上嗎？

13

讀書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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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成績＝好人生 ?

• 為什麼要讀書?

• 讀書是為了什麼?

• 為什麼這件事那麼重要?

• 誰告訴你?從哪裡得知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是一個資優生。

父母皆為教育工作者，對
子女的教育自然不馬虎，
因此我從小便受到良好的
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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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總很高興自己
是資優生名單中的一員。

但長大後我發現，多少
「你們家」、「我們家」，
最後都成了彼此競爭的仇
家。

資優生媽媽們的閒話家常，
其實是變相鉤心鬥角。

資優生的角逐是一場不容
許倒退的競賽，除非到了
目的地，否則連減速都意
味著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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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優的審判下，沒理由
的失誤就是一種罪惡，任
何的「不小心」都是非法
的辯白。

一張成績單，被師長質詢、
被家長批評得一無是處，
罪名只不過是一項「非頂
尖」的成績。

即使我在外掌聲連連，回
家聽到「唉、糟了、完了」
的嘆息聲，對我猶如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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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負重任，但不是對自
己負責，而是要不辜負眾
人的期待。

我必須超越，但不僅要超
越自己，更是要超越別人，
因此，我取了個名字叫
「僭人」。

在我的世界中，我必須將
其他資優生踩在腳底，才
能讓自己在這場競賽中稍
稍喘息。

我開始懷疑每天都在「僭
人」的我，是不是就是大
家口中的「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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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母親自以為求好
心切的冷嘲熱諷，讓我壓
力大到需要尋求慰藉。

拿起手機，我卻不知道要
撥給誰，電話簿裡的名單
一個個跳過，撥出後卻因
為自己的自尊而掛斷⋯⋯

我總算發現自己的孤獨，
一種自作孽的孤獨，一種
環境決定的孤獨。

吞噬壓力的不是任何的安
慰，而是一股懾人的空虛。

僭人（ 高雄中學三年廿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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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要讀書？」

有人會說：
「讀書是為了考上好大學。」

那為什麼要上好大學呢？

16

⚫ 為了找好工作，賺比較
多的錢，有比較好的生
活品質。

⚫ 有好的生活品質就會身
心愉悅。

⚫ 身心愉悅就會覺得很幸
福，很幸福就是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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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會說：

「我讀書沒有為了什麼啊！
就是念書的時候感覺很快樂、
很充實。

念完就念完了，沒有要把唸
書的成果拿來做些什麼。」

16

人生價值可分成兩類不同
的特性：

⚫ 「工具性價值」

⚫ 「目的性價值」

16



2021/9/30

19

何謂「工具性價值」？

之所以會想要某些價值，
不是要此價值的本身，而
是因為該事物能作為達到
其他目的的手段。

16

例如要去日本旅遊，會需要
船、飛機。

但不是想擁有此交通工具，
而是想順利抵達目的地，才
需要搭乘這工具。

金錢、權力都是這類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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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目的性價值」？

想要此價值的原因不為別
的，就是為了其本身。

例如「為什麼要讀書？」
若是為了找到好工作，那
讀書就成為工具性價值。

16

但若是投入在閱讀當中，
光是能好好吸收知識就很
開心。那讀書就成為「目
的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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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像薛西弗斯和資優生例子，
人生的疲累來自於不斷重
複的使命或競爭。

想要停下來卻因為焦慮、
害怕被指責而繼續上路，
但心裡的空乏卻愈擴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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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薛西弗斯痛苦地承受這一切，
他只想結束。又或許他在上山的時候，沿途
欣賞美景，滿心期待新的一個挑戰又再開始。

18

這次上山的速度有沒有比上次快？是不是體力又比
昨天好了?今天天空的顏色好像比先前都還絢麗?

18

欣賞著美麗的夕陽，做做舒展
操，然後再哼著小曲下山，準
備明日再出發。

這一切對薛西佛斯來說究竟是什麼？

是挑戰？浪費生命？享受過程？體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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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快樂+意義感

所有的意義都因我們賦予而生

再回頭想想

你是為了誰?為了什麼?而選擇在這裡讀書學習

幸福 =快樂+意義感

所有的意義都因我們賦予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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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總結

• 翻到課本p.4頁，上完了一個單元，邀請大
家想一想，你在這幾堂課中有什麼收穫或
感想。

1.單元小心得:

2.我有疑問(好奇):

3.想給老師/課程的建議:

如果資優生重新思考讀書
的意義呢？當讀書成為
「目的性價值」？

不為了競爭排名，而是為
了對自己與世界的理解，
排名成績只是檢核機制，
不能代表人全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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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在乎物質的世界，
就是個有限的世界。

⚫ 但精神性的世界，是
無限的概念。

18

學習領域裡若僅有物質
的分數高低，這樣易流
於競爭計較。

反而在無限的概念中，
智慧不會因為分享而減
少，甚至會彼此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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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幸福就建立在此，
因為精神性豐富了更多
的生命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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