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我發展與人文關懷」領域 

 

225 

一
路
有
你
陪
伴
，
在
謙
卑
中
行
走
《
帶
著
希
羅
多
德
去
旅
行
》
讀
後
有
感
 

 

一路有你陪伴，在謙卑中行走
 

《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讀後有感
 

 

【銅椽獎‧鄭佳燕】 

 

壹、前言
——
在事件的開端，結局是看不清

的
1

 

盧梭有句名言：「旅行包含著某種令我興奮和活躍的東西，我靜止

不動時幾乎不能思索。」於我心有戚戚焉！我喜歡透過旅行，尋找不一

樣的人生風景。因為旅行，正是我閱讀世界的姿勢。就像保羅‧科爾賀

筆下的牧羊少年說得好：「生活在希望中，生活才顯得更有趣。」2當走

過越多國家，就越清楚世界的遼闊，知道自己的極限，不可能踏盡天涯

路，但就是有股動力，驅使自己繼續向前，即使知道走過的地方，對我

來說有它獨特的氣味與感覺，也都有走過的足跡與自己獨一無二的故

事，這就是旅行對我的意義。
 

選擇本書，一方面正是自己熱愛旅行，所以在堆疊交錯的專書中，

不經意地將目光瞥到書帶上這段文字：「越過自身經驗的邊境，就是世

界。」3開啟了我想開卷的慾望，好想看看這是什麼樣的故事，又將會帶

來怎樣的啟發？另一方面是出於對作者及書名的好奇心，驅使我翻閱展

讀下去。熟料，竟再也「回不去了」4，毫無羞愧地成為行徑大膽的第三

者，恣意闖入書中的二人世界，一起穿梭時空迴廊，忘情遨遊於這場探

                                                      

1
 參專書第 288頁--希羅多德名言。 

2
 參《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第 16頁。 

3
 參專書封面書帶。 

4
 參電視劇《犀利人妻》經典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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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之旅！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我何其有幸，可倖免於那「萬里負笈

以尋其師」5的勞苦，藉由紙上臥遊，參與二個相距兩千五百年的心靈對

話，跟著重返歷史現場，出入於古今，領略更深層次、更為雋永的旅程。

希望透過本書能用眼睛經歷、用思維感受及用心靈憬悟--生命中的每一

場遇見，開啓人生另一扇不同的窗景！ 

貳、重點歸納
——
踏上征程，在謙卑中行走 

一、本書簡介——遇見另一個世紀的“他” 

本書是波蘭報導文學大師瑞薩德．卡普欽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年輕時，初次涉足於鐵幕以外的地區所作的深度

報導，也是他生前最後一部遺作。 

一九五○年代，還在共產鐵幕之下的波蘭，出現了這一位

渴望「跨出邊境」的年輕記者卡普欽斯基，當時他在「青年旗」

報社工作，有一天，他鼓起勇氣向總編輯說：「我想到國外採

訪。」在當時與外界隔絕、出國乃屬大事的波蘭，主管被他的

話嚇了一跳，不過，就在一年後，他被派往印度，接著是中國。

之後，更多次深入拉丁美洲、非洲、中東等人跡罕至的蠻荒地

帶，親臨火線，並好幾次身陷險境。卡普欽斯基透過他那純樸

的、初見世面的西方人眼光，把他初次看見的非西方世界，如

實地呈現給我們。 

他旅途上的伴侶，就是一部希羅多德（Herodotus）
6的著

作《歷史》，那是即將外派印度前，報社總編輯送他的禮物。

從此卡普欽斯基與希羅多德幾乎是形影不離，他時常神遊在希

                                                      
5
 參東晉葛洪撰，抱朴子內篇/卷 20。 
6
 希羅多德（Herodotus，484-430/20），出生於小亞細亞的希臘人，去過許多

地方，除了希臘本土，去過馬其頓、埃及、腓尼基、敘利亞、黑海沿岸、義

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等地：他以大量史料和調查所得，撰寫了洋洋數十萬言的

《歷史》，被後人譽為「歷史之父」。參專書第 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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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多德的歷史故事裡，藉此引證他報導的當今世界，希羅多德

的先行者精神，不斷刺激卡普欽斯基的胃口，使他渴望看見更

寬廣而多樣的世界；而卡普欽斯基藉著想像、學習希羅多德的

同時，也確認了自己的核心價值--對世界有著強大的好奇心、

求知慾、客觀的態度以及謙卑的情懷。 

二、內容摘要——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7

 

本書除推薦序 1、序 2及前言外，共計 28章，爰就性質相

近之編章整合歸納為六大主題，擷摘重點精華及對照我思我

見，試綴讀後感悟。
 

（一）跨越邊界的想望
 

卡普欽斯基在報社擔任記者時，由於採訪路線的緣

故，他有機會可以到邊界附近造訪一些村子，邊界區域

的靜寂與神秘，令他深深著迷，不由自主想一探究竟「邊

界的另一邊會有什麼？我很想知道若跨越了邊界會有

何體驗？感覺如何？看法如何？那必定是情緒澎湃、激

動且緊張的一刻吧！另一邊長什麼樣子？想必非常的

不同。」8
 

卡普欽斯基的內心深處有股強烈的好奇心和熱切

的渴望驅使著他，如果可以向外看一眼，只要一眼就好

「去哪裡都無妨，因為重要的不是目標、目的地、終點，

而是幾近神祕而超越性的那個舉動，亦即跨越邊界本

身。」9當卡普欽斯基「跨越」鐵幕時，他是如此的震懾

於外面的世界，急欲觀賞、理解這未知的世界，自此以

後，便向遙遠的他方馳騁，開啟一趟趟未知世界的探索

之旅。 

                                                      

7
 摘錄香港新亞書院校歌歌詞--該校創院院長錢穆先生撰寫。 

8
 參專書第 25頁。  

9
 參專書第 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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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我見〉：身處被海洋包圍的自由島民，或許是缺

乏邊境之感，我們很難想像「跨越」會

是什麼感覺？而成長於鐵幕國家的卡

普欽斯基，卻是對國境外的世界滿懷憧

憬，積極思索脫離藩籬限制，夢想有一

天能「跨越邊界」，展開他的境外之旅！
 

（二）起步於印度
 

卡普欽斯基第一次出國即被派駐到印度，初訪印度

時，他注意
 

「在印度每個人都有份內的差事，各司其職，其人

必戒慎恐懼地捍衛自身角色地位——印度社會的平衡

似乎端賴於此。」10他也提到「這是一個人人的角色、

任務、分類、用途太過墨守成規、一絲不苟地組織起來

的社會，欲透析解釋其結構，需有豐富的經驗，深入的

知識以及敏銳的直覺。」11
 

另外，卡普欽斯基提及印度的世界教會了他謙卑，

他指出「一個文化，不會只因我向它揮揮手，便自動對

我揭露其奧秘，要接觸這樣的異質文化，自己必須先徹

底而詳細地做足功課。」12有了這番體悟，他益發專注

努力，閱讀更多關於印度的書籍，藉此「一面憶起曾遊

訪的地方，並一面在先前自以為瞭解的事物中，發現新

的深度、面相以及新鮮的意義。」13因此，他在書中發

現了印度的非凡、豐富之處。 

〈我思我見〉：初訪印度時因未做足功課，令卡普欽斯

基自印度挫敗歸返。但他卻没有被失敗

                                                      

10
 參專書第 51頁。  

11
 參專書第 51-52頁。  

12
 參專書第 68頁。  

13
 參專書第 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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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捆綁，而把這次挫敗轉化成內在的資

源，並透過大量閱讀，重新領略印度，

學習到以更寬廣的角度看待事物，並為

自己的生命展開宏觀的新視界。
 

（三）行腳於中國
  

卡普欽斯基回憶了他初抵印度或中國時，腦中一片

茫然的挫敗感。他在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正要發起嚴酷

的反右派運動前抵達中國，在詭譎的氣氛下，他的採訪

任務一項都無法達成。
 

當卡普欽斯基到了萬里長城腳下時，忍不住批判：

「中國的精力就是這樣被浪費掉的。」14他在書中談到，

長城不僅不理性、勞而無益，還反映了人類的軟弱，「如

果人類面對威脅的本能反應，就是建造圍牆，把自己與

外界隔絕，那麼所謂聯合、團結，不過是癡人說夢罷了。」

15「我越來越覺得萬里長城是一個巨大的隱喻，我被一

群無法溝通的人所圍繞，被一個我無法測度的世界所包

圍，就像被一堵長城所隔絕著。」16
 

〈我思我見〉：試想每個人的深層組織裡，倘一直長駐

著一座無言以對的高牆，如不曾拆解、

不曾自省、終將無法自醒！
 

卡普欽斯基認為：「中國思想的偉大力量在於其適

應的彈性和綜匯的特性，各種不同的潮流、觀點、立場

能夠融匯成單一整體，卻又不損及各種思想派別的核心

價值。」17
 

〈我思我見〉：卡普欽斯基以其西方人的眼光，用獨到

                                                      

14
 參專書第 95頁。  

15
 參專書第 96頁。  

16
 參專書第 99頁。  

17
 參專書第 1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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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見解來闡釋中國各派思想，並指出各

派思想遲早會產生出某種妥協及某種

調和。不論儒家或道家思想，均傳遞出

一個公約數的訊息，那就是教人謙卑！
 

（四）深入中東、非洲戰區
 

這次主場景來到中東的伊朗。此時的伊朗，正激烈

的展開一場伊斯蘭革命，卡普欽斯基親眼見證了這場革

命，試著想了解誓死如歸的群眾臉上的表情想表達些什

麼，但他卻無法形容這一切，也找不到適當的語詞來形

容他們。當齋戒月到來時，一切總算暫時平靜下來，他

造訪了大流士王所建造的古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

18觀賞日出典禮儀式。卡普欽斯基寫著：「沙漠中的日

出，總是那麼燦爛，形成稍縱即逝的神秘奇觀；就在景

觀變化之際，昨天離我們而去、消失在夜裡的世界，頓

時之間又回來了。天空再見，地表和人群重見於天

日。……。如果附近有一塊綠洲，將映入我們眼裡。如

果有一處水泉也將映入我們眼裡。……每一個到這塊荒

漠的人，都同樣能體驗到這幅太陽回歸世間的景象；也

許，唯獨在此情此景之下不同宗教宗派的人真正能夠心

連心地獲得相通的感動。」19
 

〈我思我見〉：卡普欽斯基以極富詩意的筆觸，描繪出

沙漠第一道曙光照射古城遺蹟的壯觀

景象，儼如實景再現，有著動人心弦的

力量；而微若草芥的人類能佇足在天地

之間感受這迷人又令人心懾的片刻，是

                                                      
18 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城，由大流士一世始

建於西元前 500年左右，作為當時國勢達於極盛的波斯帝國的政治中心。參

專書第 228頁。  
19 參專書第 2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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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幸福！
 

接著，卡普欽斯基來到了非洲，他十分關注非洲，

報導過那裡 27 次的革命和政變，好幾次自己還陷入險

境。他在書中回溯許多次驚險經歷，在剛果、衣索比亞、

塞內加爾看見當代非洲的崛起與內亂，更在非洲蘇丹首

都喀土木看見路易斯‧阿姆斯壯20高唱What a Wonderful 

World 等膾炙人口的歌曲，儘管阿姆斯壯十分賣力表

演，這兒的觀眾卻完全沒有著迷的跡象，這與他在其它

地方的表演總會引起觀眾熱情、激烈、狂喜的情況完全

不同，這種極不協調的現象，令卡普欽斯基感到十分的

詫異。 

卡普欽斯基也指出非洲的悲哀：「非洲提供新大陸

勞動力，使得新世界聚積了足夠的財富和力量，超越了

舊世界。……人力資源被耗竭，之後，又成了歐洲殖民

者的現成獵物。」21此外，「非洲人民與所謂的第三世

界普遍都在追尋自我認同，而非洲人尤其希望擺脫奴役

情結。」22
 

〈我思我見〉：非洲雖是世界古人類及古文明的發源地

之一，但長期的專制統治和殖民主義，

使非洲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水平最低

的一個洲，讓人不免感嘆：「上帝為何

創造非洲，卻又忘記眷顧非洲？」我們

身處在寶島中，更應惜福！ 

（五）重返希羅多德的世界
 

                                                      

20 路易斯．阿姆斯壯（Louis Armstrong,1900-1971），美國爵士樂上知名度極

高的黑人小喇叭手、歌手，他一生有許多膾炙人口歌曲。他對爵士樂的發展

影響重大，也影響了流行樂。參專書第 189頁。 
21 參專第 155頁。 
22 參專第 3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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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扉頁之間，卡普欽斯基經常穿越時空的任意門

與希羅多德重溫舊情，古希臘人、波斯人、埃及人……

幾千年前互動的情形，包括結盟、戰爭、遷徒、生活細

節及風俗民情等，都活生生的再現了。那些驍勇的波希

戰魂躍然紙上的場面，一幕接著一幕，時而見到波斯人

汲汲於奪取，與希臘諸城邦展開浴血征戰、或征服、或

占有，卻終至衰敗，居魯士、大流士都莫不如此。血腥

殘暴的場面，歷歷在目，卻又總令人不忍卒睹! 

而書中記載不同種族間的生活細節及奇風異俗，也

令人覺得相當有趣，譬如︰「埃及女子負責上市場販售

物品，男子於家中紡織。……婦女站著小便，男子卻蹲

著尿尿。……在其它各國，神明的祭司皆蓄長髮，埃及

的祭司則須剃髮。……埃及人用雙腳揉麵團，而用雙手

捏泥土」23等等。諸如此類軼事奇聞，不勝枚舉，卻是

總令人嘖嘖稱奇！ 

〈我思我見〉：本書經常重返歷史現場，回溯到希羅多

德的《歷史》世界，故事裡有著各地的

奇風異俗，又總是佈滿人性的幽微和隱

喻。卡普欽斯基以簡潔生動的筆調，將

希羅多德龐雜的《歷史》轉化成平易近

人的故事，像說書人般的有趣，輕易地

吸引讀者跟著一起翱翔到那遙遠的世

界！ 

（六）旅行的奧秘
 

相較於資源雄厚的路透、美聯、法新社，卡普欽斯

基像是孤獨的旅行者，「只能靠四處走訪、多問、多聽，

講些好話套出一些訊息，東拼西撿地蒐集，將事實、主

                                                      

23
 參專書第 161-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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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意見、故事等內容串起來。……因為我的採訪方式能

讓我遇見許多的人，而且發現一些平常在報紙或廣播上

沒有報導出來的事情。」24
 

卡普欽斯基反省著自己，淪於一般報導的表面。他

提到「也正是在阿爾及爾，我才逐漸明白，我一開始採

訪新聞就把自己放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覺悟到這一點

之前，我總是一直搜尋驚人而引人注目的畫面，我一廂

情願地以為，必須報導出十分顯著而搶眼的場面，才算

合理交代我到了現場，同時卻也免除了我必須理解眼前

事件的責任。」25
 

在旅程中，卡普欽斯基與希羅多德經常亦步亦趨心

靈交會，儘管時空遙遙，他和希羅多德有著許多同樣地

想法和認知。
 

卡普欽斯基相信，希羅多德絕非是只愛自己城邦的

心胸狹窄之人。他寫道：「打從一開始，《歷史》的作

者便抱持著世界性視野的遠見，一種能涵蓋全世界範圍

的想像力，而走上舞台。簡言之，他可說是世界上第一

位世界主義者。」26
 

卡普欽斯基認為，希羅多德心目的世界是多元文化

的，「對希羅多德來說，這世界的多元文化是一個活生

生、律動不停的組織，……這組織會不斷自我變化、突

變、產生新的關係與脈絡。」27
 

卡普欽斯基是如此推崇希羅多德：「希羅多德能夠

得知，是因為他旅行到他們的土地，勤於探問，細加觀

察，從所見所聞裡把資訊收集起來。因此，他蒐集材料

                                                      

24
 參專書第 277頁。 

25
 參專書第 329頁。 

26
 參專書第 122頁。 

27
 參專書第 167頁。 



 101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 

 

234 

銅
椽
獎
‧
鄭
佳
燕
 

第一步，便是旅行。這不正是新聞記者所做的旅途，就

是我們的資料來源，我們的珍寶、財富。」28
 

另外，卡普欽斯基又提到「促使他旅行的因素為

何？他這樣做的動機是什麼？什麼原因使他不得不上

路，非得去經歷旅途的艱苦，承受一趟趟探險中的種種

危險不可？我認為答案很簡單，他有一顆對世界好奇的

心。他有一種欲望，想壯遊四方，不計代價想到處看看，

無論如何想親身體驗。」29
 

而那個在背後驅策著希羅多德，投身這偉大的冒險

的東西是什麼呢？卡普欽斯基認為「是一種樂觀的信

念，一種我們人類失落已久的信念，他深深相信，如實

描述這個世界，是有其可能的，而且極有價值的。」30
 

卡普欽斯基談到，在西方世界仍以希臘與波斯為兩

大勢力為首的時代，希羅多德就上路了。希羅多德帶著

癡迷而熱情的童心，認識一個個不同的世界，「他最重

大的發現就是：唯有與他方世界相遇，有所比較，我們

才有辦法定義自己的身分認同。」31
 

最後，《歷史》結束在殘忍的處刑與一小段倒敘中，

舞臺上的布幕拉下，迴轉到《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的

終章，卡普欽斯基站在海邊，與這位經常陪伴他的老

師、嚮導、摯友再度重逢，他對這位睿智的希臘巨人有

著無比崇敬及感謝，話匣子停不住的開始與他對談，感

謝他帶領著自己前往太古的世界神遊，並陪伴自己浪遊

了好多年，就這樣談著談著，令人幾乎忘了卡普欽斯基

是在談希羅多德還是在談自己！
 

                                                      

28
 參專書第 374頁。 

29
 參專書第 374-375頁。 

30
 參專書第 376頁。 

31
 參專書第 3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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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思我見〉：閱畢本書，掩卷沈思之際，情緒猶然澎

湃不已！此時，耳際縈迴的是邱吉爾的

名言：「我所能奉獻的沒有其它，只有

熱血、辛勞、眼淚與汗水。」卡普欽斯

基的書寫中，有一種東西，是我很少在

所謂的「新聞記者」筆下看到的，那就

是人性，謙卑以及自省。
 

參、見解與評價
——
讀你千遍也不厭倦

32

 

卡普欽斯基以高妙的筆法，描繪出他所經歷的一切，沒有一點造作

和聒噪，一步一腳印刻劃著動人的生命旅程。捧讀本書彷如與一個知己

對話，它像一面鏡子，讓讀者自我觀照並喚醒自我，值得再三品讀。
 

吾人囿於學能，無法將本書與其他類似書籍作廣泛且周延的比較，

僅就本書內容及特色，提出如下感受及淺見：
 

一、意象層面
 

（一）具獨特況味，猶如一曲爵士樂二重奏
 

本書是作者一步一步踏查詰問，將他正在報導的現

今世界與二千五百年前的場景相互比對、探索與分析，

其藉由歷史引證現世，傳遞出本書獨特的況味。
 

書中「兩個相距千年的世界，讓人自由的穿梭，時

而獨自即興、時而交疊合奏；既為一體，又各自獨立」

33，譜出十分和諧的奏鳴曲，是很棒的經典之作！
 

（二）筆法生動自然，宛若詩歌般的怡然清新
 

作著以生動的筆調敘事，用語簡潔鮮明，平實不失

活潑，筆鋒含帶著情感，卻不淪入空洞花俏，華而不實

                                                      

32
 摘錄歌曲《讀你》歌詞，主唱人蔡琴。 

33
 參網路朋友張子午部落格《直到路的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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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弊端，表現出一種不虛浮、不憤世的氣度，具有一種

清新的美感，別具文學的力量與視野。
 

（三）情境描繪豐富逼真，彷彿身歷其「景」
 

作者如實再現所到之處當地人的感受，並生動地捕

捉週遭環境的氛圍，如空氣中的味道、街景的氣氛及當

天的氣候等元素，對於細節的描寫，刻劃生動，引人入

勝，並配合篇章的佈局，使本書更具藝術的感染力，帶

給讀者如臨現場的真實感。
 

（四）透出人性的敦厚與謙卑，似一道溫暖的陽光
 

作者到一般記者想都不會想去的地方實地記錄和

訪視，如非洲、中東等地區。對於許多事件的背後所蘊

含的問題，不停地深入考察、探討，像耕耘者不斷挖掘，

讀者可感受本書呈現出謙卑的情懷及溫厚的人性面，並

蘊含著廣大視野的精神氣度。
 

二、印象層面
 

（一）行「腳」之旅，具洞察世界的眼光
 

作者「以文學的筆、新聞的眼，來從事人生探訪與

現實報導的生動寫作方法。」34是本書的特有的屬性，

也啟發讀者行事的思維。
 

（二）兼具報導與文學的雙重價值
 

本書內容同時呈現現實感及議論性，兼具客觀的態

度及主觀的感受。作者以真人真事，寫出具體的形象感

受，並自然流露出自己的觀點及評價，使本書同時具有

感性的成份及主觀的敘述，這也讓它的文學性成份提高

許多，而得以跟新聞報導作區別。
 

（三）偏重於文學，但未損及正面影響力
 

                                                      

34
 參《現實的探索‧永恆與博大》第 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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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釀蘊更高的文學性，作者有時會放棄採訪的筆

記，用記憶或想像來撰寫他的報導，致偶有冒險跨出報

導文學的「邊界」，較易引發讀者對於作品的真實性產

生疑惑，但仍未損及本書正面影響力。
 

（四）一本譯筆流暢的作品
 

譯者文筆的功力，讓本書活潑生動的展現力道，没

有一般翻譯作品不合邏輯或語法不通之處，能打破語言

對讀者所造成的隔閡，並使不同語言的人瞭解、接觸不

同的文化，顯見譯者是非常用心地詮釋出作者的想法與

理念。
 

肆、心得啓示
——
旅程結束後的豐收 

本書內容有許多值得學習及借鏡之處，如運用在工作或生活上，將

會是十分受用的，試就讀後感悟之箇中滋味，闡述如下：
 

一、保持源源不絕的好奇心及旺盛的求知慾
 

卡普欽斯基曾說：「他一直在尋找充滿好奇心的讀者」。

事實上，他也是一位充滿好奇心及求知慾旺盛的冒險家。他以

一種鍥而不捨，追根究底的精神，不斷的詰問、探究、考察及

發現！在他一生的採訪生涯中，藉由報導，將風起雲湧的世界

景象帶回封閉的波蘭，影響極為深遠。
 

英國愛丁堡大學的 Sophie von Stumm教授認為：「好奇心

基本上就是對於探索的渴望。」吾人以為，如果沒有那股強烈

的好奇心及求知慾，就只能原地踏步，固守成規，無法與時俱

進。
 

公務部門囿於制度的規範，行事較為僵化，反思公務人員

本身，也常害怕多做多錯，談到改革，更是望之卻步！是以，

如果能驅使每個人對事物保持源源不絕的好奇心及旺盛的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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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慾，創造出更有溫度的服務，確實是可以對週遭發揮很大影

響力的。
 

蘇霍姆林斯基有句名言:「求知欲，好奇心--這是人的永恆

的，不可改變的特性。」彼得．聖吉也說「不創新，必滅亡」。

是以，我們何不學習嘗試找回赤子之心，試著每天為某事感到

驚訝，對事物抱持著有趣的態度，努力汲取新知，一如卡普欽

斯基不停的探索，讓生活展現多樣性，必能發現和觀察到其他

人所沒有發現到的東西，這些觀察將是創新的種子，可以幫助

我們在某些時刻引發深藏在內心深處僅屬於自己的原始創

意；或許將來某一天，這些創意都將成為自己的優勢。而這些

努力得來的知識，無論我們學了多少，都將累積在腦海裡，成

為我們自己的東西，既不會消失，別人也偷不走，何樂而不為？ 

二、培養寬闊世界觀與自我認同
 

卡普欽斯基談到，對比於現今世界，希羅多德筆下人性種

種愚蠢，至今仍主宰著人類的行為，舉凡政客權力鬥爭的爾虞

我詐，人性的貪婪嗔癡，東西方世界的對立隔閡，此種偏狹主

義的危險，存在我們所有人！果真是當頭棒喝、發人深省的真

知灼見！ 

卡普欽斯基認為，希羅多德心目中的世界是多元文化的，

而且每一種文化都需要包容和理解，在在展現出一種寬廣的氣

度！ 

反觀，我們常「因過度的自滿，自享而自閉，對世界對自

己有不少時空錯覺，躲在自己的價值系統裡閉目塞聽。」35這

不正陷入偏狹主義的危險嗎？ 

曾何幾時，吾人總將中東人與恐怖分子劃上等號，在造訪

埃及、巴林及土耳其等中東國家，與當地人相處後，赫然發現，

                                                      

35
 參《行者無疆》第 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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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人民大多是十分熱情及友善的！可見，「自以為是」的偏

狹比起無知更為可怕！
 

此外，常看到新移工、新住民遭受不當對待等負面新聞。

又在公務機關業務單位與幕僚單位之間，也常各發展成一個

「小圈圈」，因過度固守本位主場而相互對立，著實令人感慨！
 

是以，倘能相互尊重，相互交流，新移民將有能力為社會

作出更多的貢獻。同樣地，業務單位與幕僚單位如能維持其間

的緊密均衡，各發揮所長，相互支援，必能有效提昇組織的效

能。
 

基此，我們應學習將多元文化視為資產，尊重差異性，並

伸出觸角瞭解不同文化和人種，而非對異質文明不屑一顧或心

存歧見！藉由對異質文化瞭解的同時，學習更加認清自己，必

能找到認定自身價值的基準，並開啓更遼闊的視野。
 

三、以客觀的態度觀察事物與學習傾聽
 

希羅多德的寫作方式常顯現出客觀的態度，許多事件的過

程，同時記載了多種說法，甚至包括說法的來源，以供讀者充

分參考。對地理文化的描述，常常是親身前往見聞，無法到達

者也盡力輾轉打聽，並不隨便臆測。同樣地，卡普欽斯基在旅

行採訪的過程中，更以人性的角度，去看、去聽、去感覺，他

「把自己變成一雙觀察的眼睛，既觀看異文化的尋常事物，也

觀看自己在異文化中的處境及心境。」36這不正也是我們公務

人員應有的態度嗎？培養對人、事、物的靜觀，盡全力追求事

物的真相，並且運用同理心，敞開心靈，傾聽心聲。
 

余秋雨先生在《行者無疆》裡寫道：「先入為主的成見，

使他把真正的主人，看成了站在背後的奴僕。」這是值得我們

借鏡的，惟有用「眼」和「心」仔細靜觀，才能看清這個世界

                                                      

36
 參《日昇之處》第 11-12頁。 



 101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 

 

240 

銅
椽
獎
‧
鄭
佳
燕
 

很多事情，也才能看清自己，發現錯誤，真正的改變自己。
 

而當我們真正學會傾聽，我們才能夠真正提升自己的競爭

力。因為透過「聽」--對別人眼光、見識、經歷、智慧、創意

的吸收和學習，才知道怎麼「做」。 

可悲的是，在八卦充斥的媒體環境下，攤開報紙、打開電

視台，亂說、瞎說、胡說…充斥著我們的社會！俗諺有云：「老

天爺給我們兩隻耳朵和一個嘴巴，所以我們花在聽話的時間，

至少是講話的兩倍。」呵！轉身看看我們四周卻總是眾聲喧嘩

啊！有多少人每天都在抱怨，又有多少人是認真在聆聽別人說

話呢？所以「傾聽」，有這麼重要嗎？是的，因為這是現今社

會中最欠缺的元素！總統馬英九先生也說：「服公職者要擁有

兩項重要的能力，即是傾聽與對話。」所以學習傾聽，是相當

重要的。因為懂得傾聽的人，必然也會是個溫暖、有同理心、

耐心、謙遜並懂得尊重的人。 

四、秉持努力不懈與勇於冒險的精神
 

我們看到希羅多德，在那個時代，不畏艱險，在廣袤地區

間不斷地行走，沿途不停的觀察、聆聽，一再探查及考究，克

服萬般困難，最後撰寫成《歷史》這部驚世鉅作。同樣地，卡

普欽斯基年輕時即憑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跨出鐵幕，直

奔那未知世界，不停的叩擊陌生的土地與人們，多次死裡逃

生，將戰地的景象，帶回波蘭，這是需要何等的勇氣與毅力啊！

正如哥德名言：「勇氣賦予人們天份、力量與魔力。」是以，

越是艱險的環境中，吾人更要以大無畏精神往前邁進，去感知

更廣闊時空的冷暖疼痛！ 

而身處公門的你我，堪稱是國家發展的舵手，當勇於接受

挑戰，不斷自我成長，自我惕勵，貢獻一己之力，以為社會帶

來美好與進步，在這過程中所獲取的不僅僅只為那升遷的機

會，而是內心一種滿足的成就感，這才是體現工作真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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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價值。
 

五、學習謙卑之心與不斷的自省
 

不管是希羅多德或者是卡普欽斯基，儘管隔著浩淼的時間

河流，都是在謙卑中行走，在他們身上我看到謙卑的胸懷，這

也是他們能克服困難無往不利的要訣吧！卡普欽斯基，從旅程

中學習到謙卑並反省自己，因為謙卑，他學到事事要做足準備

功課，因為謙卑，他懂得自省，反省以往的報導走在錯誤的路，

即時導正自己去深入瞭解新聞事件背後意義與真相，不再只是

做顯著與搶眼場面的報導，這種精神，不僅值得新聞從業人員

學習，也是身為公務人員的我們應向他看齊的！
 

泰戈爾曾經說過：「當我們大為謙卑的時候，便是我們最

近於偉大的時候。」有人曾經這麼問達賴喇嘛「你是誰？」這

位西藏政治及精神領袖愉快地說：「我只是一介平凡的僧人。」

正因他將自己定位在「一介凡夫，一個不經意走上僧途的藏人」

37，謙遜而誠懇地走訪世界各地，無論身處和平或危險之境，

都能安然面對，致力傳授佛法的奧妙。所以，越是偉大的人總

越是謙卑，因為他們站在眾人無法企及的高度上，清楚看見了

人類的渺小與侷限。是以，我們能不學習謙卑嗎？
 

的確，唯有懂得謙卑，方能自省！記得遊訪柬埔寨、北越

時，震悚地目睹匍匐求乞的殘兒，伸出枯瘦的小手，只為乞求

一點施捨，那種渴求的眼神，呈現生命最底層的難堪，至今烙

刻於心！此後，我懂得更珍惜擁有的一切，並在待人處事中學

習更謙遜。這樣的蛻變與成長，卻是歷經多次「越界」出走，

淬鍊而來的。
 

西方智者有言：「人如同一塊天然礦石，需要不斷地用刀

去雕琢，把身上的污垢去掉。雖然經歷痛楚，但雕琢後的礦石

                                                      

37
 參《謙卑》第 1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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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更光彩照人、身價百倍。」從此刻起，且讓我們一起努力

成為謙卑而溫柔的人，認真地凝望這世界，重新品味生命的方

式，去籌建一條清朗正確的人生大道！
 

伍、結論
——
世界上每個人都有一座寶藏正

等待著他
38

 

日本已故知名攝影師星野道夫說：「有些人，除非你從未遇見，一

旦你與他邂逅，總會有些東西被改變，或許是看世界的眼光，或許是觀

照自己的方式。」如今真正親炙卡普欽斯基這個名字，才深刻體會其風

範及能量。
 

廖志峰發行人在書評中寫道：「跟著卡普欽斯基的這場旅行，在閱

讀和冥想中進行，時而心緒激昂湧動，時而歎息低回，掩卷時，月落星

沉，我像穿越了時空來回數次，又好像從沒離開過。」真切地道出吾人

的心情寫照，這種忽遠又似近的感覺，像是經歷一場魔毯之旅，奇妙極

了！
 

很喜歡這本用「腳」寫出來的作品，藉由一趟趟書中神遊，更深刻

旅讀了世界--一切彷彿有了動作、情感甚至呼吸，而這當中的體會豈止

僅僅是句讀之間而已。 

超級馬拉松勇將林義傑說得好：「沒有旅行過不知世界有多大，沒

有冒險過不知生命有多珍貴。」叔本華也曾說：「人生過程的景觀一直

在變化，向前跨進，就自看到與初始不同的景觀，再上前去，又是另一

番的氣候。」原來真正寶藏不純然是看得到的金銀財寶，而是在整個生

命的過程中，你用真心所體驗的一切。 

本書所呈現探索性、自省性的旅行，別具一種力道。當來自旅行及

閱讀的省思，為我們開啟一扇不一樣的窗景，不僅跨越自我邊界，也學

習更謙卑的去聞見世界真實的氣味! 

藉由本書的啟發，期勉自我，用旅行的心情，認真且謙卑地度過每

                                                      

38
 參《牧羊小年奇幻之旅》封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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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凡事多想一分，多做三分，不僅在崗位上守住專業，更要「跨界」

付出--多些同理心、多點關懷、傾聽心聲、投注熱情並發揮創意，冀能

提供更有熱度的暖心服務！ 

這趟古今神交的紙面旅程雖已達終點，沿途的風景竟是如此的蜿蜒

而多彩，我跟隨著卡普欽斯基靈魂深處汨汨流淌的呼喚中，領悟出屬於

我生命故事的寓意，它終將在我生命中流芳！那你呢？ 

洪蘭教授：「打開一本書，打開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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