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臺灣奮鬥的人 

時間：106年 03月 14日 18:30~20:30 

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講者：天下雜誌 蕭富元 主筆 X正興街彩虹來了商家 高耀威 先生 

 

 

 

本學期第一場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成功大學生涯發展與輔導就業組特
地邀請天下雜誌蕭富元主筆和正興街彩虹來了商家高耀威先生來校演講。講座以
「為臺灣奮鬥的人」為題，分別邀請兩位講者分享他們的故事，藉由兩位講者的
故事做為啟發，讓同學們也找到屬於自己生命的意義，甚至為臺灣開創更好的未
來。 

    講座邀請到董旭英學務長擔任引言人，
學務長說：「天下雜誌的魅力就在於能將社
會中看似平凡、平淡的觸覺挑出來，重新
包裝後，帶給讀者們新的感動。」常常我
們會因困於框架中，而喪失了對於生活的
敏感性，而忽略最基本的道理-很多感動是
來自於平凡。就如同天下雜誌換日線期刊
中有「出走的 22個理由」，同學們也各有
各的特色，只是我們不小心遺忘了而已。

另一方面，高耀威先生，將「彩虹來了」打造成為臺南的新品牌、新地標。他們
的出發點也同樣來自於生活中平凡的小事，但因為他的觸覺不同，看到了裡面的
生命的意義，也造就了「正興幫」的成功。 

講座首先由蕭富元主筆拉開序幕，首先分享這次講座主題的由來，天下雜誌
在 2016年邁入第 35個年頭，也是創刊的 600期。因此，天下雜誌團隊便思考在
這意義非凡的時刻，該有什麼樣的主題。2016 年，臺灣面臨許多變革，景氣低
迷還有低薪，讓很多人稱臺灣為「鬼島」。然而，在這座島上的人們在這種情勢
下又帶著甚麼樣的心情?於是，便有了這次「為臺灣奮鬥的人」的主題，一方面
是希望為臺灣打氣， 

 

另一方面則是讓大眾聚焦在那些默默為臺灣付出的人身上，他們或許沒有遠
大的抱負，但是實際上卻為臺灣打出了知名度，包含另一位講者高耀威先生也是
其中之一。 

我們生長的時代是屬於更好或是更壞的時代？從歷史回顧，在我們出生同時，
最大搜尋引擎 Google 成立；歐元正式啟用；荷蘭成為世界第一個承認同婚的國
家，3G 電話問世……，在臺灣也發生了第一次政黨輪替、九二一大地震……等
等，由此可見，這是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生長的環境深深地被國際社會所影響。
也有很多人稱這個世代為「世界是平的」世代，就是因為在這樣的時空之下，全
球移動，全球競爭已是相當平常之事。那麼，具備國際化的能力是否能幫助我們



脫穎而出呢？答案是不一定，從正興街的故事可以知道：在地，也可以有競爭力。
「科技改變一切」也是這個世代的特點之一，機器不僅慢慢取代勞力，也漸漸地
可以取代腦力，從前陣子震驚世界的新聞-Alpha Go 與世界棋王對弈，而機器人
勝出的事件便可看出端倪。因此，在這個世代，學歷已經不能代表能力。講者分
享了同事在矽谷採訪的案例，很多矽谷的公司已不再看學歷，而是重視應徵者有
沒有多元文化的素養以及失敗的經驗。如何讓自己在職場上保有競爭力，最重要
的就是要培養自己的「終身受雇力」。 

善用有限資源，撬動全世界 

唐鳳，從天才神童到網路創業家，目前的她是民主創新連結者。她，35歲，
卻完成了很多人一輩子也完成不了的事情。16歲創業，33 歲退休更是國際上著
名的網路駭客。然而，很多人不知
道，唐鳳只有國中的學歷。小時候
被霸凌長大，最後在網路世界找到
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在成為國際
級駭客之後，唐鳳開始將自己投身
到社會事務上，成立了許多開放空
間，並將許多科技高手集合在一起
舉辦黑客松(hackathon，馬拉松式
的科技協作)，人們可以在上面提出
問題，並徵求高手們的協助。政府
機構，例如健保局，系統中的許多
漏洞也是藉由黑客松的力量來改善。此外，世界上第一本阿美族的字典的問世也
是在唐鳳的組織之下，藉由這些電腦高手的力量而完成的。 

「不靠政府，靠實力」是臺南宏遠興業公司最佳寫照。主打全部的產品皆是
「臺灣製造」，雖然公司名稱並不為大眾所知，近期還是因為產品成為總統的「戰
袍」才讓眾人的目光聚集在他們身上。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全世界有七成的鞋子、
機能服是出自於這家公司，臺灣每四元外匯，就有一元來自宏遠興業。不比科技
產業，積極爭取政府的補貼、免稅優惠，他們靠自己的實力在世界舞台佔有一席
之地。此外，宏遠興業在賺取利潤的同時，也不忘回饋社會。紡織的過程中需要
高溫染料，他們便將高溫煤渣回收製成環保磚，拿來蓋大樓。位於臺南山上區的
廠區內全年不需使用冷氣，因為靠的都是自然循環。這是所謂的循環經濟最佳例
子。 

    不管是人還是物都會經歷西格瑪曲線，因此有學者便提出在狀況良好時，便
應該發展第二曲線思維。我們透過多學習、多走出去、多認識人和新科技來幫助
我們發展第二曲線。瑞士，正是國家第二曲線發展的典範。瑞士與臺灣有很多的
共同點，移民社會、多高山、出口導向，皆面臨大國的壓力(歐盟和中國)等等。
然而，在這個沒有天然資源、不加入任何陣營的中立國，卻是最多國際組織、最
多國際和談的影響力大國。因為歷史背景因素，瑞士人具備了憂患意識，權力多
半下放給個人，重大事情皆以公投來決定。自己做決定，自己負責任。瑞士將自
己的缺點轉換成優點，雖然為了收益，而輸出傭兵，但也因此證明瑞士人是值得
信賴的;瑞士有多種官方語言，因此瑞士有人才與其他國家做貿易和談判；多山、
交通不便，可以藉以發展觀光產業。眾人眼中的矛盾，瑞士在曖昧中找到創新的
解答，例如：社會創新、借力使力、直接民主。臺灣，同樣常常身處在曖昧當中，
亦可借鏡瑞士，找到新的答案。 

緊接著由高耀威先生來為大家介紹在地台南正興街「正興幫」的故事。眾人
眼裡的正興街，不外乎是好吃的冰淇淋、永遠大排長龍的泰成水果店，但是，正
興街還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等著我們去探索及發現。於是講者決定透過各種方式來
讓大家看見不一樣的正興街。2013年，「正興一條街」的概念成形，講者聚集了



最早在正興街開墾的八個店家，了解他們這故事，設計的系列商品還得到了當年
度的最佳設計大獎。同年度，也舉辦了小屋唱遊正興街，雖然沒有多餘的資金，
但是他們運用各自的資源，邀請了藝人來演唱，也讓正興街被大家看到。 

「愈在地，愈國際」是正興街近年對於國際化趨勢的發展目標，他們與臺南
鑫韋布莊合作，製作正
興貓花布。在因緣際會
下，還開發了正興貓電
繡片，這些都成為讓世
界看見正興街的助力。
此外，正興街還創立了
「正興聞」，分享了在地
人們的想法，吸引了很
多國外媒體的目光。去
年，一個在正興街舉辦
的辦公椅滑行大賽，更
讓正興街聲名遠播。觀
光客開始湧入正興街，
但同時也產生了許多垃圾，於是講者提出了「綠色正興杯杯計畫」-垃圾減量計
畫。鑒於街上有百分之六十的垃圾來自於紙杯，雖然增設垃圾桶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用加法解決問題，只是在問題上堆疊出另外一種可能。因此，除了增設垃圾
桶，正興街也有了另一個解決方式-以玻璃瓶取代紙杯。顧客可以透過手機登錄，
免費取用玻璃杯，並購買飲料，用畢之後歸還。不僅節省了花費，也起了垃圾減
量的功效。這個措施還登上美國新聞，美國媒體稱讚他們是在「做對的事情」。
想讓世界看見臺灣，行銷不一定是最需要的，正興街堅持「做對的事情」，便是
最好的體現。 

在聽完兩位講者精彩的演講後，同學們也踴躍舉手發問。有同學提到，在現
今社會的主流價值中，許多人仍視賺錢為首要之務，但在高耀威先生身上，金錢
的價值似乎卻不是那麼高，這是如何做到的呢? 高耀威先生回答，金錢不是不重
要，他透過在社會上歷練，存到了錢，蒐集了資源，成就自己，最重要的是找到
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也有同學提到，既然正興街的故事這麼成功，未來是否會考
慮拓展到其他地方呢？高耀威先生分享，他其實一開始沒想那麼遠，只是單純地
想要在地把事情做好。 

此外，高耀威先生也向蕭富元主筆提出了問題，天下雜誌在臺灣是首屈一指
的出版商，但面臨現今閱讀人口下降，也影響到了出版社的銷售量。天下雜誌是
否有任何的方式來改善這個現象呢？蕭主筆則提到，在數位化的浪潮之下，不管
是天下雜誌，抑或是國際媒體，都還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即使是媒體龍頭的紐
約時報，在過去幾年，也面臨裁員以及年年虧損的情況。因此，媒體們也都還在

嘗試找出解決方式，但是「用最多的可
能性去做最多的分眾」是目前多數媒體
以及天下雜誌都在努力的方向。 

最後，蕭主筆總結，我們身處的還
是一個更好的時代，現今科技的發展遠
超過過去數百年，拜科技之賜，我們有
了許多過去的人從未想像的生活。講者
還提到，「學以致用」的觀念已不適用於
現在的時代，大學所學不一定跟未來有
直接相關。反而，大學的教育要帶給大
家的是一個對於學習的態度、學習的方



法，以及學習的熱情。而這些，都是身為大學生最應該在大學教育學會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