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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為什麼我們這樣生活，那樣工作？》讀後感 

 

【佳作‧陳姵綸】 
 

壹、序言：欲治其國、齊其家者，先修其習
慣 

古代著名城市巴比倫的蘇美爾人，對於人間疾苦以及成因令人費解

的事情，深感苦惱。基於對圓滿解釋的渴望，他們將人的一切解讀為宿

命使然。幸而現今的我們，得以透過本書豐富的案例，察覺生活中「習

慣」的存在，也擁有重新塑造「習慣」的自由；而一旦懂得掌握這股力

量，剩下的選項就是開始努力，此時「命運」就在掌握之中。 

以小我觀之，本書說明了失憶患者仍有學習新事物的能力、為何一

個牙膏廣告得以造就國民刷牙的風氣，以及酒癮患者為何總是故態復

萌。以大我觀之，本書說明了組織有「組織習慣」，透過核心習慣的執

行，帶領組織轉型並創下營收新高；社會亦有「社會習慣」，及其如何

在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中醱酵，促使詹森總統於 1964年簽署「民權法案」，

種族隔離之相關法律從此一概失效。 

本書有關「習慣」之論述，放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

準；其中尤以類推於組織經營與轉型、危機處理、掌握民意脈動與社會

習性等面向，令人不禁再三咀嚼思考、讀來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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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書簡介與思辨摘要 
本書作者為查爾斯．杜希格（Charles Duhigg），任職於《紐約時報》，

曾主筆金融、商業管理及環保等系列報導，並獲頒許多新聞獎項，因此

不難理解何以本書於 2012年初甫出版即暢銷至今，高踞排行榜不墜。 

本書綜合心理學、神經學以及社會學知識，探討「習慣迴路」如何

影響個人、組織或社會等 3種主體，輔以真實個案論述之。筆者解讀本

書論述如下（圖 1）： 

 

圖 1 本書論述心智圖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一、論【個人的習慣】 

該篇章探討個人的習慣從何而來，並輔以神經學原理說明如何

戒掉舊習慣、養成新習慣，是說明習慣原理的核心篇章。 

（一）習慣其來有自 

1. 腦袋受損，仍有學習能力 

年事已高的病毒性腦炎患者，大病初癒後雖失去記憶，

但仍學會在新家順暢地出入於浴室、廚房與房間。於是研究

人員推論，患者受損的腦袋必然吸收了新資訊，新的行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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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到底怎麼形成的？ 

2. 「基底核」牢記習慣，主導潛意識行為 

麻省理工學院經由一系列的迷宮老鼠尋找巧克力的實

驗，得知當老鼠越來越熟悉迷宮路徑後，腦部管理記憶的區

域漸趨停擺，亦即老鼠找到巧克力的速度越快，但是腦部活

動卻越來越少（圖 2）。原來是位於頭顱內、體積小的基底

核，已將一系列動作轉化為自動、無需思考的慣性行為，此

一過程正是習慣形成之本。 

 

            圖 2 老鼠腦部活動圖 
            資料來源：參專書第 33 頁。 
 

3. 關鍵在於習慣迴路 

前揭迷宮老鼠尋找巧克力的慣性行為，其實是在腦部構

成了三段式迴路：首先，「提示」（進入迷宮的喀擦聲）就

像開關，告訴老鼠的腦部此時進入自動化模式，再來是「慣

性行為」（老鼠快速穿梭）。最後，「獎酬」（巧克力）讓

腦了解，這套迴路值得記憶，未來遇到相同提示又出現時，

可以在最短時間反應，也就是所謂的「習慣成自然」（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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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習慣的三段式迴路 
      資料來源：參專書第 34 頁。 

（二）渴望正增強習慣迴路 

1. 廣告界的行銷黃金律 

廣告界鬼才霍普金斯在美國國民口腔問題嚴重，國人鮮

少有刷牙習慣的時代背景下，成功地使逾半數美國人養成了

刷牙習慣，「白速得牙膏」業績 30 年來長紅不墜。究竟霍

普金斯做了什麼？ 

2. 順從你的渴望 

「白速得牙膏」廣告出奇制勝處，在於把牙齒上的黏斑

作為提示，廣告請觀眾用舌頭舔一遍牙齒，基本上大家都會

照做並且感覺黏斑的確存在。廣告掌握的提示訊號簡單易

懂，所以消費者一經廣告提點，便自然而然地依樣畫葫蘆。

廣告不斷暗示著，只要用白速得牙膏刷牙（行為），就能擁

有傾倒眾人的笑容（獎酬），而消費者每天期待刷牙後的清

新感與笑容魅力，這種渴望的感覺即是推動新習慣的動力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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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 渴望涼辣感是每天刷牙的動力 
   資料來源：參專書第 75 頁。 
 

（三）如何改變根深柢固的習慣 

1. 科技亦未竟全功 

科技既然如此進步，腦部手術能否改變酗酒習慣？研究

人員在酒癮患者的腦中，以手術植入壓抑神經系統送出渴望

感的裝置，然而短暫戒酒成功後，部分受試者因為工作壓力

過大又恢復他們平常應付焦慮的慣性動作─喝酒。腦部手術

並無法免除環境裡刺激酒癮患者喝酒的提示訊號與渴望

感，酗酒者故態復萌在所難免。 

2. 先從調整行為模式做起 

「戒酒無名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習慣改造組織，每年

約 210萬名酒癮患者向戒酒無名會求助，總計約 1,000萬人

戒酒成功。該會成功之處，在於專注在調整行為模式。 

「戒酒無名會」為了讓酒癮患者得到類似在酒吧得到的

獎酬（有人陪伴聊天），定時辦理聚會並指派一位「輔導員」

扮演酒保的社交角色，協助酒癮患者排憂解勞，來調整酒癮

患者總是邀約酒友到酒吧，而演變為酗酒的行為模式（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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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根除舊習從調整新行為做起 
  資料來源：參專書第 92 頁。 
 

3. 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做得到 

但社會上仍有許多戒酒者故態復萌的案例，該怎麼解

釋？本書認為，若要戒除再犯率高的習慣，關鍵在於「相信

與否」。因為人一旦學會相信一件事，這個修為與習慣會擴

及到人生其他面向，不輕言放棄。易言之，調整過的習慣迴

路能否永久定型，取決於「信任」。 

二、論【成功組織的習慣】 

本篇章深入分析成功企業與組織的習慣，分述如下： 

（一）核心習慣帶來蝴蝶效應 

1. 為組織找對核心習慣 

甫就任美國鋁業公司執行長的歐尼爾，對於美鋁公司的

獲利與營收隻字不提，僅要求「安全，零工傷」這個目標。 

探究其中，原來歐尼爾是集中火力改善某個足以影響組

織運作與行事作風的「核心習慣」，讓它像火車頭一樣，帶

領相關習慣跟著改變。自從全公司上下開始啟動核心習慣，

貫徹全新慣性行為後，陸續出現成本下降、品質提升、產能

大幅躍進。美鋁公司營收寫下新高，市值飆升了 270億美元。 

2. 善用小贏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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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提到類似的蝴蝶效應很常出現在你我身邊，例如：

習慣一起吃晚餐的家庭，小孩完成家庭作業的能力較強，成

績較好、較能控制情緒、較有自信心。探究原因，是因為第

一步改變起了連鎖反應，讓其他好習慣跟著生根定型，帶動

廣泛而全面的改變，這也是學者所謂的「小贏」：每完成一

次小贏，一切就開始動起來，為另一個小贏預作準備。小贏

讓改變具有傳染力，快速擴散至各個層面。 

（二）星巴克成功的核心習慣：讓員工擁有高 EQ 

1. 意志力也能熟能生巧 

星巴克教導員工在面對顧客批評、不耐煩或破口大罵等

突發狀況與壓力時，運用學習而來的「意志力習慣」，迅速

處理客訴。員工在訓練手冊裡寫下計畫，預先準備克服壓力

與被顧客挑起的情緒，不斷練習直到不用思考就能控制情

緒，並能對客人做出友善的回應。意志力就是這樣變成習

慣：事先選擇並練習某個特定行為，當壓力來臨時，大腦就

能立刻反應，進行那套練習多時的慣性行為。 

2. 先別急著吃棉花糖 

本書從日常生活經驗分析：「當你學會強迫自己上健身

房的時候，就是你開始改變思考方式，學習控制自己的衝

動，並且讓自己不去注意誘惑。一旦進入意志力的軌道，腦

袋就被訓練幫助你專注在目標上。就像當你學習強迫自己跑

3 公里的同時，其實是在增加自我規範的力量」，而當你能

夠專注於目標並自我規範時，成功之日近在眼前。 

（三）領導者知道：舊習慣的危機，是新習慣的轉機 

1. 潛規則埋下遠憂 

羅德島醫院的護士與醫師之間，處於敵對的關係。然而

護士們深知自己處於工作地位的弱勢，對於醫生不符規定的

行為，噤聲遵照辦理，並發展出一套「潛習慣」，例如：花

更多時間重複確認常出錯的醫生開的處方，然後悄悄輸入正

確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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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失控的潛習慣 

羅德島醫院的「別質疑醫生」潛習慣引爆時，肇致了可

怕的代價：開錯刀。 

急診室送進了一位 86 歲硬腦膜下血腫的病患，但沒有

寫明血腫位置。護士因為不敢提醒醫生，噤聲省略最後一道

確認程序。縫回開錯邊的頭骨導致手術花了近 2倍時間，病

患於 2週後死亡。無獨有偶，後續 2年內，羅德島醫院又發

生了多起醫療疏失，陸續被罰款，面臨營運危機。 

3. 危機帶來轉機 

排山倒海的批評聲浪，終於促使羅德島醫院產生危機

感，重新檢討手術預防措施與醫療流程。醫院的領導者看準

這是組織動盪不安、舊習慣弱化的時機，大力推動革新政

策。2009年全面實施新的安全程序之後，醫院再也不曾發生

手術開錯的錯誤，還贏得重症護理最高榮譽「明燈獎」。 

三、論【社會的習慣】 

 從「蒙哥馬利公車抵制事件」看社會運動如何發生 

1955 年美國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42 歲的非裔美國女性—

帕克斯（右圖）在公車上因為不願意讓位

給白人而遭逮捕入獄，隨後卻演變為大規

模群眾抗議。當地黑人居民群起抵制搭乘

公車，使公車收入銳減，抗爭甚至延燒到

國會。帕克斯最後榮獲總統自由勳章，詹

森總統在 1964年簽署「民權法案」，種族

隔離相關法律從此一概失效。本書提出社

會運動推進的三大要素如下： 

（一）社會運動出現，是因為友誼的社會習慣以及親近友人間的「強

連結」 

公車拒乘事件後來能成為民權運動的震央，不僅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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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抵抗行動，而是社會習慣力量的展現。帕克斯的朋友

橫跨蒙哥馬利的社會與經濟階層，她是農人的朋友，也是大

學教授的朋友。他們在她被捕時紛紛串聯，產生了天生的朋

友反應—遵循友誼的社會習慣，表態支持。 

（二）社會運動擴大，是因為社群習慣以及把鄰居、親族綁在一起

的「弱連結」 

蒙哥馬利公車罷乘運動能變成普及社會的行動，是因為

帕克斯的友人開始散布消息時，凝聚黑人社區的義務感馬上

發揮作用。即使不認識帕克斯的人，也因為社交同儕壓力，

決定參加活動。 

（三）社會運動能持久，是因為運動領袖給參與者新的習慣，讓他

們擁有新的身分認同，以及認為自己是一份子的參與感 

某天，蒙哥馬利公車罷乘運動領袖之一的非裔牧師金恩

（右圖）家中遭炸彈攻擊，於是

支持群眾開始聚集。眼看這場種

族對立將一發不可收拾，牧師呼

籲群眾：「我們必須愛我們的白

人弟兄」，他給了人們看待事情

的新方法，以非暴力與愛的方式

表達訴求，於是群眾安靜地解散

回家。 

蒙哥馬利的市民從大型集會

中學習民權運動的新行為，開始

把自己視為一個超大型社會事業的一份子，自動自發參與抵

制運動、延續社運。 

參、我所思辨的習慣 
本書緊扣習慣迴路的概念，從個人、組織一路論述至社會習慣，並

旁徵博引許多案例，引導筆者思辨日常生活中，俯拾即是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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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個人心得分述如下： 

一、好逸惡勞，性也 

如科學家所言，習慣之所以能主導我們大部分日常生活，是因

大腦不想太操勞，透過演化分工想盡辦法減少工作負荷，將所有例

行行為變成習慣，得以將多餘腦力用在複雜的工作上，例如：發明

電腦。故稱「好逸惡勞」是人類天性，也是促進人類進步的關鍵，

實不為過，令人不禁莞爾一笑！ 

反之，若是大腦裡掌握習慣迴路的基底核受損，無法存取數百

種每天賴以維生的習慣，例如:連穿鞋、拿筷子都要思考，我們的腦

袋說不定會忙到當機，再簡單的例行動作，也難如登天。如是想，

有一天我們的父母親都老了，或許患上帕金森氏症，我們更應該多

一點耐心，多一點關心，陪同他們重新學起日常生活的新習慣，如

同我們小時候，他們對我們那樣地充滿愛。 

二、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熟能生巧的道理，我們並不陌生。本書中的案例，傳奇泳將「飛

魚」菲爾普斯，雖然患有注意力缺陷過動症，但也因為掌握「習慣」

要訣，創下奧運史上金牌數與獎牌數最多的紀錄。另有如音樂神童

莫札特自 4 歲開始作曲，也經歷了不眠不休地鍛鍊音樂技藝 20 多

年後，於 30 歲方作出《費加洛婚禮》，《魔笛》則是接近燈盡油枯

的 35歲才完成。 

是以，「讓你卓越的不是行為，而是習慣，是重複的習慣造就

了我們」亞里斯多德所言甚是。從今天起，我們應審慎檢視好習慣

與壞習慣，因為同理可證，「讓你失敗的不是行為，而是習慣，是

重複的習慣造就了我們」，端看我們如何選擇習慣。 

三、從「習慣迴路」探討性侵害犯者之刑罰 

（一）化學去勢能否改變行為模式？ 

本書引用酒癮患者的案例，說明了不管醫學如何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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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仍無法根除酗酒習慣。筆者認為此概念有助我們思考，

究竟我國刑法政策對於性侵害犯者，應不應該施以化學去

勢？ 

在此先假設性侵害犯犯罪時，是基於複雜多樣的環境因

素或心理因素，誘發或逐漸累積形成犯罪動機，因而犯下罪

行，侵害他人身體與人格法益。當性侵犯的大腦接受到提示

的刺激（例如:短裙、幼齡或長腿），與得到獎酬的渴望（被

害人尖叫或差點得手的刺激感），潛藏於大腦的慣性行為模

式（性侵或性騷擾）將迅速接手，凌駕大腦理智的思考（不

應該侵害別人）。 

（二）教導新的行為模式，體現刑法上預防的意義 

如果我們以刑法學說的「應報理論」來思考，對於可惡

至極的性侵害犯，施以極刑報復，那麼仇恨的政策，可能讓

我們落入像美國與伊拉克之間，永不停歇的惡性循環，最終

報復到的是整體社會人民的利益。易言之，假如我們對性侵

害犯施以化學去勢，也許達到了刑罰懲罰的目的，卻同時在

法律的天平上，失了犯罪預防的衡平性，因為我們並未教導

犯罪人其他非攻擊性的解決衝動方式，或是新的行為模式，

所以即便對性侵犯施以化學去勢，在他獲釋後的某一個時間

點，同樣的提示訊息、對於得到獎酬的渴望，將再度引發潛

意識的慣性行為模式─性侵他人，甚至可能基於心理報復因

素，犯下更殘忍的犯罪行為。那麼，國家刑罰不啻是一種加

害行為。 

筆者以為，本書對於習慣模式的矯正與介入之闡述，提

供了我們思考犯罪矯正政策，一個適切的思考角度。 

四、文官的核心習慣：學思並進，克服行政、法令與技術的

扞格 

本書案例中，歐尼爾深知像美鋁公司這種歷史悠久的大型企

業，需要改革的事物有如恒河沙數，於是鎖定美鋁公司所需要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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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習慣「安全、零工傷」，讓核心習慣像火車頭一樣，帶動其他習

慣跟著改變。那麼，提升政府部門行政效率與品質的核心習慣又是

甚麼呢？ 

（一）志於學 

考試院第十屆施政綱領即已揭示略以，該院秉於憲法賦

予職掌，自當盱衡世局，培訓優質及具競爭力之公務人員，

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其所屬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舉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計畫」，提供文官終身學

習機會，引導主動學習新知，轉化應用於公務服務，提升整

體行政效能，與本書所談「核心習慣」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勤於政 

我國政府部門常任文官之任用，係依專門職系考試分

發，每位公務人員有其專業領域；惟一體兩面而論，也造成

部分公務人員畫地自限，長久固守既有專業知識，未思新時

代文官應學思並進，以求與時俱進，進而善用新技術、新思

維，克服行政、法令與專業技術的扞格，為民謀得福祉最大

化（圖 6）。否則，公務人員在發揮專業判斷、行使裁量權

與遵守行政中立的同時，不過是僵化官僚制度的一枚棋子，

既無法回應民眾需求，更遑論符合社會期望。易言之，「終

身學習、轉化應用於公務服務」堪稱提升整體行政效能與品

質，文官所應擁有的核心習慣之一。 

 

      圖 6 文官應學思並進，克服行政、法令與技術的扞格 
      資料來源：筆者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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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師出有名：危機就是轉機 

筆者還記得初任公職時，前輩常說「…沒特別為什麼，一般大

家都習慣這樣做」。這番回答，如今憶起別有新的體會。 

（一）組織習慣，帶來安定秩序 

所有機關都有因應機關文化而生的習慣，只是有些機關

是刻意培養或引導某些習慣，有些機關則是順由機關文化與

首長的主導，逐漸發展成組織習慣，即俗稱的「潛規則」。 

就像個人習慣影響著個人的行為模式，機關的習慣也是

如此。習慣提供了單位裡每個成員都必須遵守的非成文規

定、某種「組織記憶」，讓機關不需要頻繁訂定標準作業程

序，高階主管異動時，也不用驚慌。慣性行為也可以減少不

確定性，讓機關裡的每個人、單位都在一定的秩序及範圍裡

運作。 

（二）核心習慣，帶來驚人改變 

本書中因為醫療疏失百出，面臨營運危機的羅德島醫

院，其領導者深知醫院多年來的陋習終於面臨鬆動，正是推

動興革、師出有名的時機點，因而一舉化危機為轉機，帶領

羅德島醫院重回優良醫療機構之列。 

其實，凡事只要願意起頭，永不嫌晚。以多年前的邱姓

女童人球案為例，邱小妹因遭家暴導致嚴重顱內出血，經由

救護車送入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急診室救治，嗣後因

轉診 140公里以外之臺中縣梧棲童綜合醫院緊急開刀，仍宣

告不治死亡。此一跨區轉診事件，發生在醫療資源相對豐沛

的大臺北地區，引起了社會震驚，卻也促使院方，立即檢討

急診會診制度與新生兒加護病房病床登錄問題，北市災難應

變指揮中心則需改進聯絡急診醫院之標準作業程序，讓邱小

妹這樣的憾事不再發生，這也是化危機為轉機的典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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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臺灣 318學運一窺新世代的社會習慣 

從本書作者探討 1955 年間蒙哥馬利公車拒乘事件，我們可知

社會運動的推進有 3個要素。而筆者發現，該要素似乎就是我國今

年 3月份的 318學運推進的社會函數。 

（一）強連結：背景相同的社運同好 

讓我們先把服

務貿易議題放一

邊，放大鏡單純對

準 318學運（右圖）

來檢視。據報載，

318 學運的號召者

是一群長期關心自

由貿易議題的學生，彼此認識、學經歷背景相似，都是參與

各式社會運動的同好。當其中某一成員與公權力發生衝撞

時，友誼的社會習慣開始發生作用，親近的社群成員為了聲

援某一成員，自發性到處奔走倡議，社會習慣的力量開始發

酵，符合本書所說的「強連結」。 

（二）弱連結：網路社群力量再現 

當這個強連結社群，開始在學生 PTT討論版及臉書間不

斷串連，透過社會化力量，將認識或不認識的許多人號召在

一起，社群的義務感開始產生醱酵，參與學運的人數激增，

也開始有部分人因社交同儕壓力，參加活動或表態支持，學

運進行至第 6 天，PTT 同時上線人數高達 18 萬。這也符合

本書所提的「弱連結」要素。 

（三）接下來，就交給你們了 

最後，第三個要素也幾乎完全對應─運動領袖給參與者

「新的行為模式與習慣」，讓他們擁有新的身分認同，認為

自己是一份子的參與感。 

318 學運屢有肢體衝突事件，於是學運代表立即拋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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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和平的訴求，正與本書中金恩牧師賦予追隨者「擁抱敵人」

模式相同；民國 103 年 4 月 10 日學運落幕，當時場內代表

對場外民眾聲明：「接下來，就交給你們了」，亦符合本書

第三要素，意在激勵參與者自動自發，促成社會運動持續推

進。 

肆、結語：用其自為用，天下莫不可用 
藉由本書我們得以一窺無形的「習慣」如何作用、改變，以及如何

重新培養。但筆者領略到，還有一件事情，才能讓我們一輩子都擁有習

慣的複利力量，伴隨我們面對人生難關，那就是─「心智習慣」。 
此外，筆者認為本書「習慣迴路」案例，多半立基於「外在動機」

的獎酬回報系統，掌握並運用習慣迴路技巧後，我們的命運—這列火車

沒有到不了的地方，但此階段還僅稱得上是一列跑得快的火車。若要達

到主導自我生命、成就志業，還要加上「內在動機」這股強大驅動力量，

則這列火車方能有正向、自發的動能，穩定地駛向對的方向（圖 7）。 
而筆者深信，前述的激勵原理，對於我國政府部門文官應具備的「利

他精神」以及視公職為志業的自我期許，別具意義。 
 

 

  圖 7 習慣以外的兩件事 
  資料來源：筆者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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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養心智習慣，守得雲開見月明 

知名口足畫家楊恩典，出生時即雙臂全無，右腳無法彎曲，遭

父母遺棄於岡山菜市場的攤架上。3 天後，六龜育幼院創辦人楊煦

牧師夫婦把她抱回孤兒院，取名「恩典」。蔣故總統經國先生探訪

育幼院時，也曾勉勵 3歲的恩典：「雖然妳沒有手，但妳還有腳啊，

腳一樣可以做很多的事」；在雙親悉心教養下，4 歲的恩典開始學

習以腳趾夾筆寫字、自理生活瑣事，並且不負天賦，成為知名的口

足畫家。 

筆者相信，恩典充滿正向能量的心智習慣─滿足、感恩與相信

自己做得到，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養父母從小對楊恩典的教養與鼓

勵，為她的心智思考，啟動了正面能量的良性循環。即使陷於先天

身體缺陷，面對排山倒海的壓力與人生種種難關時，內化的心智習

慣馬上接手應對，陪伴她度過種種挫折與難關，終能守得雲開見月

明。 

二、用其自為用，天下莫不可用 

良好的心智習慣，能為小我立定志向而不畏艱難，勇於實現目

標而使命必達。文末，筆者想探討，身為國家的常任文官，驅動我

們立定志業、服務人群的力量究竟為何？ 

（一）無不能用之文官 

前人事行政局陳清秀局長曾表示，在民主國家中，政府

政策由民選的政治人物負完全責任，但在政策形成過程中，

文官則扮演極為重要角色。誠如學者所言：「在一井然有序

政體中，政治人物表達社會的夢想，而行政人員小心翼翼地

協助美夢成真。」文官素質與能力的良窳，是縮小政策規劃

與執行結果間落差的主要關鍵。質言之，文官在國家機器

裡，就像連結各部位運轉的螺絲釘，儘管微小，卻是機器運

作效率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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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李克明曾在《當孔子遇上哈佛》提到「用兵之道即

人生之道」：善於用兵的人，能使士卒自動自發地作戰，則

天下沒有不能用的士卒；不善用兵者，強迫士卒執行自己要

他們出的任務，則天下沒有任何士卒可用！能以此運籌帷幄

者，無疑是優秀的領導者，有一群自動自發、盡心盡力、認

真負責，主動努力完成任務的部屬為他效力。 

然我國政府部門的民選政治人物、政務人員帶領常任文

官推動施政，又豈非如此道理？前揭「用兵之道」即在於激

勵部屬勇於任事、自動自發，並且盡心盡力；且若能同時善

用本書所提「小贏的感染力」，化每一次的小贏為模式或習

慣，將有助營造機關文化與風氣，讓改變具有傳染力，則我

國政府機關無不能用之文官，亦無推諉怠職之隙。 

（二）答案就在—內在動機 

不諱言，部分公務人員就像「前有胡蘿蔔，後有棍子趕」

的驢子，缺乏成就感，感到忙碌、盲目與茫然；或者剛好相

反，只做份內工作或是有客觀利益的事。究竟，激勵公務人

員的關鍵為何？ 

趨勢作家丹尼爾．品客（Daniel H.Pink）認為，史上偉

大的成就，例如：民主憲政的建立、致命疾病的醫治，真正

的動力都是「目的」。20 世紀的典型誘因—胡蘿蔔與棍子，

此類條件式的獎酬經常扼殺了有創意、重概念的高層次能

力，而這些能力正是經濟及社會進步之所繫。人類能夠展現

優異表現的原因，並非僅是趨獎避懲的本能，而在於「內在

動機」，一股根深柢固、希冀主導自己生命、過一種有目的

的人生的渴望。 

「動機最重要，你可以做兩個人的工作，但你不能成為

兩個人。你必須鼓舞下一個人，並使他鼓舞他的團隊。」克

萊斯勒汽車總裁李•艾柯卡如是說。無獨有偶，神經學教授

洪蘭在《記憶的秘密裡》譯者序提到「只有主動的學習才會

讓神經元連接的密度增加」，也是強調「內在動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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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綜觀之，我國政府部門的民選政治人物、政務人員與中

高階文官，在行政體系內部控制方面，除了運用「胡蘿蔔與

棍子」賞罰分明，若能順應人類積極進取的天性，激勵每個

成員「內在動機」的強大驅動力量，勸勉政府部門文官保有

擔任公職的抱負，時時懷抱利他精神，自動自發、盡心盡力

地為民福祉，則文子所言「用其自為用，天下莫不可用」，

即不遠矣！ 

《禮記》大學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當我們能夠明白天地萬物皆有先後順序的箇中道理後，則離

「修己治人」不遠；當我們明白「習慣」如何影響個人、組織與社

會，則能掌握小我命運與大我趨勢。 

人類大腦透過演化分工發展出「好逸惡勞」的個性，以及節省

腦力的「習慣迴路」，得以集中精神成就複雜的發明，因而促進全

體人類社會的進步；而習慣也讓我們在重複練習一件事情後，變成

專家；當我們知道改變根深柢固惡習，須從培養新的行為模式開

始，對於犯罪矯正政策的思考，便不再流於應報理論的惡性循環。 

筆者謹期許我國政府部門的文官，皆能養成學思並進的核心習

慣，而領導者們能掌握「危機就是轉機」，推動革新、根除陋習，

並從社會運動的 3大要素，覓得與群眾對話的竅門、掌握社運推進的

脈絡。最後，筆者向每一位文官的「內在動機」致意，期許我們能合

力使臺灣有如一輛充滿動力的火車，滿載幸福的人民駛向大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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