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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可否規畫？ 
 

金樹人（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理與輔導系教授兼主任） 

 

金剛經有云：「一切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露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人間

萬法，如夢境之幽渺，如泡沫之烏有，如影像之虛幻，如露水之短暫，如雷電

之剎那。目前政壇最流行的「萬法皆空」，亦作如是觀。生涯規畫，規畫得了

嗎？ 

 

許多人告訴我，生涯是不可以規畫的，不可能規畫的。我在為公務人員進修

研習上生涯規畫的課時，多數學員也有類似的反應。只要「關愛的眼神」飄的角

度不對，或稍許移動幾分，許多的「意外」便會發生。現實也的確如此，規畫不

敵意外，規畫趕不上變化。 
大氣之中的天象瞬息萬變，有變化，也有意外。以前我在看氣象報告的時候，

覺得實在神奇，藉現代科技之賜，能夠預報未來一周的天氣。後來有一位學氣象

的親戚告訴我，其實，預測明天的天氣，準確率也許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但是預

測六天後的天氣，準確率可能降到百分之三十。「天有不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天象如此，人生又奈何？ 
一九九五年十月十日，芝加哥大學教授魯卡斯（R. E. Lucas）以「理性預

期」學說贏得當年諾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前妻麗塔如願的分到了半數獎金。他們

夫妻七年之前離婚時，麗塔要求財產協議書中加上一條，如果魯卡斯在一九九五

年十月三十一日以前獲得諾貝爾經濟學獎，獎金必須對分。魯卡斯只是「理性預

期」的理論派，麗塔才是實務派。原來，人生當中有一些東西是「理性預期」所

預期不到的。 

 金剛經有云：「一切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露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人

間萬法，如夢境之幽渺，如泡沫之烏有，如影像之虛幻，如露水之短暫，如雷電

之剎那。目前政壇最流行的「萬法皆空」，亦作如是觀。 

生涯規畫，規畫得了嗎？ 

 

安身與立命 
有一次我在師大上了部計程車趕去教育部開會，與計程車司機有幾句的簡短

對話。 
「你在師大教書，是吧？」「是。」 
「教什麼？」「我教生涯輔導。」 
「那是什麼課？沒聽過。」「生涯輔導的意思就是幫助別人做生涯規畫。」 
「我聽過，可是什麼是生涯規畫？」 

車子在晃動，我直覺的就冒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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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意思是．．．安身立命吧。」 
「這我懂，可是你們教授可以安身立命，我們開計程車的怎麼安身立命？」 
「『安身』意思很簡單，賺錢養家餬口，我們都一樣。」 
 要下車了，我一腳已經踏出車門： 
「可是『立命』是什麼意思？」 

車子揚長而去，我的腦子嗡嗡作響。 

生命有其盡頭，在自己存在的時空中，將命立起來，讓它可長可久。軀殼走

了，精神永存。陸放翁的詩句：「此身已與流年老，詩句猶爭造化工」，空谷跫

音，立命如斯。 

 生涯規畫最深奧的部份，是立命。安身容易，立命難。安身只是生涯規畫的

一部份，許多人已經感到身不由己，遑論立命。這使我聯想到我所接觸的個案，

常常花了太多的時間來應付沿路上的問題，疲於奔命，而不知道為什麼要走這條

路。 

 高中學生花了太多的時間來應付聯考，卻不知道要念那個系，往那裡去。 

 大學生花了太多的時間來應付大學課業，卻不知道為何念這個系。 

 政府公務員花了太多的時間等因奉此，卻不知道為何而戰。 

 他們在海面上載浮載沈，一陣風雨一陣浪，顛簸上下，以為這就是無常人生。

這個人生依附在不可操控的、非線性關係的社會文化脈絡下，陷入諸多的限制與

妥協。變化是常態，解構是流行，一路漂浮跌宕，無能為力。 

然而，如果一個人把立命的基本問題搞清楚了，下探一層，安靜些，再下一

層，更安靜些。自性緩緩沈澱到海底，沈至海洋深處，一片湛然寂靜。有了本體

清靜的體驗，仰望海面的洶湧波濤，遂能了了分明。海面波濤依舊洶湧，自體卻

是內外明澈。 

生涯規畫落到這個層次，那才是真正的「萬法皆空，自由自在」。 

 

生涯願景 
  

證嚴法師常提到「願力」，一個人只要在心底深處發願，就會產生源源不絕

的巨大力量。這種「願力」和《第五項修練》的聖吉（Peter M. Senge）所提的「願

景」十分相似。當我們將「目前的景象」與「願望的景象」同時在腦海中並列時，

一種想要把二者合而為一的力量－－「創造性張力」（creative tension）－－便會

產生。 
 多年來生涯諮商工作所累積的經驗，讓我把注意力漸漸集中在「願」這個部

份。我相信「力」的產生源自於「願」的覺察。「願」這個字，拆開來是「原」、

「頁」兩個字：原來那一頁。 
一個人的原頁，是什麼？ 

 心理學研究的是興趣、能力、性向、智力、價值、智力、信念，這些心理現

象在人的自我狀態之內，以各種抽象而不可捉摸的形式存在。心理測驗專家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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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成千上百種測驗，為了一窺這些特質之究竟。心理輔導專家藉著測驗的解釋與

應用，讓一個人貼近自己的內在。一個人如果能貼近這些特質，讓它們充分展現，

就是馬斯洛提到的自我實現。 
再往下呢？這些人格屬性再往第一義的深處去探詢，再下一層，更靠近原來

那一頁的會是什麼？ 
譬如本性； 
譬如自性； 
譬如真如； 
譬如如來； 
譬如如如； 

 這些都近乎「原頁」。在這些「原頁」之上的任何添加，都會使其蒙塵，使

珍珠失去光澤，使一個人失卻行為的原動力。所謂的添加包括了父母親不當的期

待、社會的性別刻板化限制、文化中的文憑主義、校園中的升學主義、企業中的

英雄主義、拜金主義等。這些添加驅使愛好文學的去念醫學；愛好藝術的去念法

律；愛好教育訓練的去行銷部門；「假做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些

人誤以為「原頁」之上的添加塵埃就是原色，看不到自己的「願」，實現的卻是

他人的「景」，結果是黑白過日子，痛苦萬分。 

 

我無法變成你們所希望的形狀 
 民國八十八年一月四日，南部某所知名女中一位高二數理資優班學生，從校

內科學大樓的頂樓跳樓自殺身亡。警方在她自殺的陽台旁找到一本筆記本，上面

寫著：「學校沒有對不起我，是我對不起學校，對不起師長，對不起所有希望我

怎樣的所有人，我無法變成你們所希望的形狀，這輩子不能…」。（聯合報，民

88）這句話底下隱含的視框是，讓我做我自己吧，求求你們，這輩子不能，來世

見。 

「我無法變成你們所希望的形狀」，這是以生命為代價的無上沈痛控訴。幾

篇國內外的研究（林幸台＆金樹人，民86；Emmett & Minor,1993）都發現，大

部分的資優生在重要的生涯決定過程中經歷的主要煎熬，來自於擔心是否符合重

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的期待。資優生原本是國家社會最寶貴的資產，

一個莫札特甚至是全人類的資產。然而，就某個程度來說，我們部分資優生的處

境甚至比不上智障生，他們的笑容比不上喜憨兒的純真燦爛，孰令致之？在別人

希望的形狀下過活的人，就像「鐵面人」一樣，自我被蒙蔽，失去了生活的能量，

找不到生命的意義。完形治療師波爾司（F. Perls）曾經畫了一個圖來形容這種

人，沒有眼、耳、鼻、舌、身、意，還剩下什麼？ 

莫札特就是莫札特，如其所是，不是「你們所希望的形狀」。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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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蔡志忠：「你為什麼愛畫畫？」他回答說：「問我為什麼要畫畫？

這個問題像似你在問：『鳥為什麼要飛？魚為什麼愛游？花為什麼愛開一樣。』

因為魚是魚，鳥是鳥，花是花。問我為什麼愛畫畫？因為我是我，我是個愛畫畫

的我，你為什麼不去問時鐘為什麼要走？」（蔡志忠，民85） 

當蔡志忠找到「我是我」的蔡志忠，他找到了他的原頁，可以安身立命的

地方；他在海底深處倘佯，無處不可安身。好比林懷民，好比張忠謀，好比劉其

偉，原頁展現。 

原頁展現，自由自在，生涯毋需規畫，無從規畫。這該是生涯規畫的最高

境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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