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別讓世界定義你 

時間：2019 年 3 月 26 日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講者：何則文 

 

 

    本學期的第三場生涯規劃與名人書香講座，生涯發展與輔導就業組邀請到

《別讓世界定義你》作者何則文先生，來為同學分享他的職涯歷程。 

 

    本場講座由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陳孟莉組長擔任引言人，「何則文先生現

在非常年輕，只有三十歲的年紀，從年輕的眼光看世界，在職涯發展領域裡深受

年輕人喜愛，過去畢業於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爾後轉戰公家機關服務一段時間

後，反覆思考，發現自己不適合步調如此緩慢且眾多制式化的生活，因而決定跳

出框架，便至經濟部外貿協會的國企班，這對各

位同學亦是一種職涯選擇，我們成大在這方面也

有與外貿協會合作，不論是日語班、外語班，基

本上都是同學不同的生涯機會。此外，何先生目

前就職於高科技企業，一個同學可以從歷史系，

輾轉到科技人，其實力不容小覷，是同學學習的

一個好模範，它本身在大學參與社團，對國際視

野擁有好奇心及熱情，當球在你手上時，你可以

決定拋向何處、需要拋多遠、多近？拋物線或是

直線都沒有關係，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人生，當你在學期間，擁有學業、能力培

養，甚至參與社團充實生活，但終究要畢業，要跨出那一步，我們今晚榮幸邀請

他來講這個主題──『別讓世界定義你』。」 

 

    講者首先簡單介紹了自己的生涯歷程，畢業於中興歷史系，目前任職於全球

500強企業，曾負責中國 98/5/211頂尖高校應屆畢業招募工作，同時是人氣網

路專欄作家，於《商業週刊》、《關鍵評論網》、《獨立評論@天下》等媒體平台開

設專欄，寫作領域廣泛，從時事評論、國際政經、歷史人文、職涯發展到勵志心

理……等，均有創作，著作有《青年寫給青年的東協工作筆記：歷史、產業、生

活、民情觀察》以及 2018年 11月的《別讓世界定義你：用 5個新眼光開始企畫



屬於你的勝利人生》，中間有失敗也有成功累積了許多經驗。 

 

    講者提及他人生學會的第一句成語便是──「寄人籬下」，其因於出生在寄

養家庭，出生 7個月後父母便離婚，父親將他放在保母家便離開，讓阿嬤接走，

便與阿嬤和兩位未婚年邁姑姑一起生活，幼時患有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國

中時唯一有工作的姑姑被公司裁員，因此認為世界非常不公平，覺得自己很倒楣，

是叛逆的問題學生，高中大小過不斷而留級重讀。人生轉捩點是高三下學期，因

為不想讓姑姑擔心，毅然決然發憤唸書，最後考上中興歷史。 

 

 

    再來，講者拋出疑問：「我們為什麼要讀大學？」或許在現今的我們認為讀

大學是件理所當然的事情，可能大家都想說自己念甚麼科系，將來便要從事何項

工作，其實，大學的科系只跟課表相關，並強調可以善加利用其他空閒時間多學

習，建議大學四年，要創造超過四年的價值；那麼「有具體目標以後，優勢與劣

勢分別又為何？沒有的話該如何是好？」其實，很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去爭取、

努力去學習，尤其是「自我學習」，除卻課表死板的課程外，每件事情都有值得

學習之處，並說明「快速學習」的重要性，由於現今網路科技發達，你可以從一

個問題衍生搜尋的更多問題，並快速理解、得到答案，除此之外，現今熱門的

YOUTUBE當中，很多課程會有講者濃縮成幾分鐘，又或者是許多 app的設計會有

眾多問題，可以驗證你的學習是否有成效。 

 

    當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標與核心價值後，也懂

得在各種事物中不斷學習、自我成長，那麼，「如

何描繪自己的故事」？首先，講者說必須找到自

己內在最深沉的聲音，分析自我與可行見解橋樑，

人生的走向有許多可能的變化產生，以心智圖找

到中心聲音，衍生畫出去，並找到希望的結果為

何？善用 5W問法，詢問自己該如何做？怎麼到達？

假設有了中心目標，你希望留學，就會產生一條支線，而你為什麼想要留學？去

哪個國家？應該怎麼實踐？分別就會有許多支線產生，其實任何問題都可以如此

解決。在人生過程中，會遇到各式各樣的人們，在職場上亦然，然而如何待人處

事？講者說明人際關係的重要性，並提出「好 EQ得勝法」：正向、積極態度→思

考效率方法→帶來改變、大家便會認同你，且喜歡你這個人→機會、晉升、加薪

等便會隨之而來，這四種方法形成封閉迴圈──「成功方程式」，可以套用在人

生遇到的每個議題與問題當中，假使總是抱持著抱怨、消極負面的想法，做事往

往顯露出不情願、不耐煩的臉色，便會招人厭惡，那麼機會便會從身邊離去。 

 

    講者也分別說明三種勇氣及三種能力的重要性，三種勇氣分別為：當傻瓜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8%E6%84%8F%E5%8A%9B%E4%B8%8D%E8%B6%B3%E9%81%8E%E5%8B%95%E7%97%87


勇氣、放空的勇氣與失敗的勇氣，三種能力﹕則是觀察力、混搭力、質問的能力，

並言及每個人都要「做自己的國王」的勇氣，我們不可能做到眾人所愛，即便有

人在背後有讒言，只要我們沒有做，我們知道自己不是那種人就好，不用因此而

憂鬱、悲傷，困難並非是壞事。引用愛因斯坦的名言「不斷重複做一樣的事情，

卻期待有不同結果的人，肯定是瘋子。」我們要擁有一些特質：熱情、自信、視

野、觀察力，將每個數據及行動提出意義，這件事背後擁有甚麼價值，並和萬物

交流，不論是師長還是朋友，對人生遇到的每個事件進行思考，再予以實踐。 

新時代個人生存六大能力 

世界不可預測#01 由賺錢轉影響#04 

萬物高度互聯#02 以世界為課堂#05 

高科技普及化#03 突破既有障礙#06 

 

斜槓青年的五大特色： 

 

 

 

 

 

 

 

●勇於作夢                                    ●相信自己的能力 

 

 

●規劃落實                                    ●感謝遇到的每一個人 

 

 

 

    最後，講者總結斜槓青年的幾個特色，以及我們需要具備的幾個能力： 

    ■規劃劇本 

    ■培養能力 

    ■行銷自我 

    ■創造價值 

    ■改變生命 

Q&A 

Q1： 

今天很感謝作者的分享，想請問您剛剛提到的「快速學習」，我們該怎麼定義他？

因為學習每件事情都需要時間，無法馬上就成功且有效的學習，想請問你都怎麼

安排，才能達到快速學習？ 

興趣 
實踐 

科技 
學習 品牌 

夢想

力 

實踐

力 

感恩

力 

相信

力 



A1： 

其實現在網路上有很多課程可以學習，或許三分鐘、五分鐘你便可以完成一堂課，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假若一直停滯不前、不繼續學習的話，總有一天，必定

會被時代所淘汰，現在我們的教育都有正確答案，但其實人生並不是如此，你要

找到自己的目標、方向，並且不停歇地學習。 

 

Q2： 

講者您好，從今天您的分享發現，您是個非常正向

的人，想要知道講者您認為，在您現在的人生過程

中，遇到最為困難的事情是甚麼？ 

A2： 

其實我小時候也是有點憂鬱的傾向，甚至也有想過

要自殺，但是尼采有一句話講說，只要你還活著，

你就是贏家，這句話帶給我很大的影響，所以現在

你問我遇到的最大困難是甚麼的話，我會說我現在還沒遇到，因為現在回頭看看

以往的事情，其實好像也就沒那麼困難了！別人認為的困難，與自己的認知可以

不同，或許未來、又或是世界其他角落，有人面臨的困難比我還要難解決。 

 

Q3： 

講者您好，想要向您詢問您是怎麼保持一貫的學習熱情，而不會隨著時間被消

滅？ 

A3： 

對於我而言，我會有想要贏的動力，因此我會有積極的態度去不斷學習各種事物，

我認為，持續進步是動力，因為我想要帶來改變，但，這並不適用於每個人，或

許有些人對於輸贏並不那麼執著，也許他們覺得人生過得快樂就好了，那也沒有

錯，只是每個人的選擇不同罷了，重要的是，你要找到你自己想要的是甚麼？並

且尋得自己的方式，這才是最重要的。 

 

Q4： 

講者您好，我現在是個上班族，您說過您曾為公務

人員，公家機關是現今大家認為很好很穩定的工作，

我的家人也不斷鼓吹我去補習考公務人員，不斷勸

說這樣也比較好嫁出去甚麼的，但我是真心不想要，

想請問您當初轉換跑道時，是如何說服家人的？ 

A4： 

我其實會分析，像是幾年之內我可以賺多少，父母

其實擔心的就是你沒有未來這件事情，你要讓父母

知道你不是單純反抗或是沒有思考，你要預期你想



要做的事情，並且規劃一份計畫，讓他們知道你想要幹嘛，這樣他們自然而然也

就不會太過反對。 

 

Q5： 

講者您好，我也是歷史系的學生，想問講者你在歷史系學到最重要、最好的事情

是甚麼？ 

A5： 

我記得  2009 年大學放榜的時候，家中的遠房親戚打電話來詢問我

的情況，聽到我考上歷史系以後，第一個反應是：「歷史系？那以

後能當什麼？老師嗎？那則文有要去讀嗎？」當下我是很震驚加上

有些憤怒的，我告訴他們，別小看歷史，這東西我可是可以讀到博

士當教授的。在國高中時，我就對文科特別有興趣，歷史又是我最

喜歡的科目，我都把歷史課本當小說看，讀完各版本以後，還跑去

舊書攤買古早的部編版來看。可惜，我最後不只沒有繼續攻讀到博

士，連個歷史碩士學位都沒有。我後來跑去科技業，現在被知名企

業外派當個小主管，帶領一個四五人的團隊，偶爾在網路上寫寫專

欄。很多人感覺我現在的工作似乎跟當年選系風馬牛不相及，但其

實如果重來，我還是會選歷史系，而正是因為歷史系的人文訓練，

讓我有今天的各種可能。  

不論是科技或商業的本質還是「服務人群」，「人」才是最重要的

核心課題。在科技發展快速的當代，人文

這樣的核心價值反而需要被強調重視。技

術可以輕易被取代，人文思維與精神則不

然，同時，人文學科對商業與科技發展是

十分有幫助的，因為人文科學本質就是在

研究「人」，從個人到群體，衍伸出了文

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

等學科，這些學科的根本都只是從不同面

向探悉「人」是什麼、他們在幹嘛，而又

為什麼會有這些思維、行為出現。  

不論是發展商業還是科技，都是與一群活生生的人應對──這群人

變化萬千，有著各種的樣貌──理解人的過程，不像是研究物理化

學，可以直接拆開別人的大腦，或套用公式，研究怎麼回事。能解

答的，往往不是冷冰冰的數據模型，而是人文科學。  

Q6：  

您好，您曾經經歷很多，那現在您也到達您想要的目標公司，想請



問您 30 歲之後您的下一個終點會設在哪裡？  

A6：  

其實這個終點不只是你想去哪裡，當中包含人生價值，要找到你自

己的核心價值，並成為一生貫徹的信念、信仰，像是我想要有正面

的影響力，就像我現在跟你們聊聊一樣，我想要持續做這件事情，

這是我的核心價值，我要繼續，不要跟過去一樣，要學習新的事物，

又或許想成為身價 200 億的大企業家，去幫助不同的人等等，反正

只要找到你的中心價值，並持續朝那個方向邁進。  

 

Q7：  

講者您好，由於您是人資方面的專業，但對這方面卻鮮少有提及，

但人與人之間的「弱連接」真的很難掌握，我們要怎麼篩選留下我

們想要的，想請問您都怎麼處理這方面的事情？  

A7：  

首先我先簡單說明何謂「弱連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溝通互動的

頻率來看，可以簡單劃分為強連接和弱連接。強連接最有可能的是你目前工作的

搭檔，事業的伙伴，合作的客戶，生活和工作上

互動的機會很多。弱連接範圍更廣，同學、朋友、

親友等等都有可能，就是溝通和互動的機會較少，

更多的是由於個人的時間、經驗和溝通機會造成

的。可以簡單的概括個人大概有 150個聯繫人，

其中強連接約 30個，弱連接約 120個，其實只

要真誠待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其實

我就連網路上的人問的任何問題，都會很

認真一一回覆，就像你們如果未來有問題

也可以傳信到我的電子信箱裡，每個人之間都會有連結，而這些連

結都是一種緣份，我相信任何事情都是有價值的。  

 

    非常感謝何則文先生今天為同學帶來關於人資的職涯分享，人跟人之間，很

多事情都是從「人」出發，既然是「人資」，人與人之間的聯繫都不容小覷，不

論是企業抑或是每個行業都是如此，相信每個同學聽完何則文先生的演講之後會

有更深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