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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奈思比 11 個未來定見讀後感 

◆黃美燕 

壹、前言 

人們往往喜歡用自己腦袋中的觀念，去解釋

別人眼中的事物。隨著人生不斷成長，思考模

式變得刻板而制式，常會不假思索地認為，在

車道上龜速開車的一定是女性駕駛，大學指考

第二類組的榜首必定是男同學，公務人員都很

官僚，而貓是最愛乾淨的寵物。(圖片資料來自

http://www.kingstone.com.tw 網站） 

如果一個妻子懷疑他的丈夫喜歡偷腥，那

麼她對所接收到的訊息，一定被導向負面印象，很難不去聯想到跟外遇有關

的事物。當你正在用這樣的方式解釋你的身邊發生的一切時，你已經錯過了

很多美好的經歷和心靈的體驗。 

人的心態就像雨水（資訊）下到土地，但能長出什麼樣的植物，結出什

麼樣的果（得出什麼樣的結論），端視每個人是用什麼樣的心態（土地），去

看待他們所接受的資訊。定見會決定你對未來的看法。 

《奈思比 11 個未來定見》（天下遠見出版社）這本書，作者約翰．奈思比把他

觀察事物的方式，總結成 11 個定見。作者專注的是那些刻意為某種目的，而

培養出來的思考模式，希望能指引、組織個人的生活與努力的方向，並察覺

出全球化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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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內容摘要 

第一部 11 個未來定見 

【定見１：不是所有的事都在改變】 

不管你蒐集的是什麼資料，在分辨實際與明顯的變化，基本變動與一時流行

時請記住，在世界的歷史中，多數事物是不變的。 

    2006 年 8 月，亞馬遜網路書店條列的書目中有 56,170 本書的書名有「變」

這個字，報紙、雜誌及媒體，鼓吹一切事物都在變化中。作者所提出的第 1

個定見卻說，不是所有的事都在改變。 

漢克．路易斯提是第一位採用單手射籃的選 手，在

當時整個籃球主流派的人都認為，此種技巧很 怪

異，不能算是打籃球。但是現在，籃球史上最 有名

氣的空中飛人 Michael Jordan（圖片資料來自

http://tw.search.yahoo.com 網站），就是利用 1936 年漢 克所

發明的單手射籃，在籃球場上享有盛名。技巧 改變

了，但是打籃球的行為一直没變。 

服裝界總是在不斷地推陳出新，但像是各品牌的牛仔褲，不管流行的怎

麼變化，其基本的款式依然在全世界熱賣。「有前瞻性的公司幾乎穩守其核心

價值，絕少會去改變；核心價值是公司的磐石，不會隨波逐流」，作者認為這

是對改變最佳的解釋。作者希望不論我們關心的是哪個領域的趨勢，在分辨

明顯的變化、基本的變動，與一時的流行時，在人類的歷史中，多數事物是

不變的。 

 

【定見 2：未來就從現在開始】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xw5mkIpIfksBiTNt1gt./SIG=1h8dla7ns/EXP=1217126886/**http%3A/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view%3Fback=http%253A%252F%252Ftw.info.search.yahoo.com%252Fsearch%252Fimages%253Fp%253DMichael%252BJordan%2526ei%253DUTF-8%2526fr%253Dyfp%2526b%253D1%26w=400%26h=500%26imgurl=www.the-planets.com%252Fstar-biography%252FMichael-Jordan-Biography-3.jpg%26rurl=http%253A%252F%252Fwww.the-planets.com%252Fstar-biography%252FMichael-Jordan-Biography.htm%26size=51.2kB%26name=Michael-Jordan-Biography-3.jpg%26p=Michael%2BJordan%26type=jpeg%26no=1%26tt=103,430%26oid=78bf4b9addf716ae%26ei=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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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變化是各種力量聯合作用的結果，很少會是單一力量的呈現。做決定前

，永遠自問是否有足夠的各方力量，朝同一個方向作用。 

走在森林小徑裡，只能看見樹木、聽見鳥叫或蟲鳴。要看一條運河，就

必須從空中鳥瞰，才能知道它綿延數哩，體會工程的浩大。因此，要找到世

界上的標竿事件，就得從遠處觀察事物。只有讓自己跳脫現況，以旁觀者的

心態，去觀察週遭所發生細微的轉變，未來的趨勢才會清楚呈現。 

我們生存的世界裡，媒體變多了，訊息變複雜了，對流行、趨勢以及小

到八卦消息的提供，可能已超過了我們的需求，卻不一定能為我們提供更大

的助益。在知識爆炸的今天，作者認為掌握資訊是很重要，但不只要注意資

訊量，還要重視接收資訊、判斷篩選訊息的方式是否正確。 

【定見 3：不要輕忽了統計數字】 

在商界、政界或私人生活中，一旦扯上個人的榮耀，言談與事實間的差距就

會愈來愈大。問題不在於聽到的承諾，而在於所隱藏的問題。 

    1970 年代，部分的氣候學家相信，北半球的平均温度會在 20 世紀末下

降 2 度到 3 度，高緯度的地區生產的糧食將減產，而造成人口大量死亡與社

會動亂。現在看來，當初有關氣候的預言似乎太誇大其辭了。21 世紀，全球

暖化效應的議題又再度風起雲湧，全球暖化的論調，如今已成為一種信仰，

牢不可破。不是氣候專家的我們，是否應該相信他們的預

測？ 

    二次大戰前，歐洲獲得了 109 座科學類的諾貝爾獎（圖

片資料來自 wikipedia 網站）；美國只有 13 座獎。但自 1969 年以來，

歐洲拿下 90 座科學類獎項；美國則抱走 171 個獎座。如果

只看統計數字，美國人似乎在短短的幾十年裡，迎頭趕上了歐洲。但當作者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zh/c/c9/Nobel_medal_dsc0617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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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去分析這些數據，發現美國所獲得的諾貝爾獎之中，有大部分的得主

是戰後來自其他國家的移民。 

  統計數字會變動，特別是災害受政治力介入時，相關數字改變得更多。

2005 年侵襲紐奧爾良的卡崔娜颶風，媒體報導的死亡人數高達 10 萬人，最

後統計死亡的人數是 1,000 人。 

作者提醒我們，人類的天性是喜歡將資訊扭曲成自己想要的結果。因此，

想要找出真正的趨勢，就必須分辨哪些數字才是真正值得相信的。 

【定見 4：盡情想像，別怕出錯】 

當我寫未來趨勢時，不會擔心我的分析稍後會被證明是錯誤的。只有在我不

需要瞻前顧後時，才能盡情想像，提出趨勢的看法。 

不要失去赤子之心  愛因斯坦（圖片資料來自

wikipedia 網站）喜歡和自己的思想對話，也從不擔 心別

人不認同他的理論，才能在年僅 26 歲時，就從 自由

自在的想像之中，得到了舉世無雙的相對論公 式，開

啟了物理界的大躍進年代。作者認為，只有在不 必擔

心一定要證明自己是對的時候，才能盡情想像，提出建議。如果愛因斯坦在

當時，因為擔心別人不認同自己的理論，而放棄了研究，相對論可能永遠不

會出現。 

別人都錯了嗎？  長久以來，醫學界普遍公認胃潰瘍

是因為壓力、抽菸與經常飲酒所造成的，而標準療法

就是開刀。因此，當馬歇爾與華倫這兩位澳洲醫生，

提出胃潰瘍是由當時尚不為人知的一種菌株所造成

的，立刻在醫學界掀起軒然大波。直到 2005 年 10 月，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xw6gjIpIgUgB20Rt1gt./SIG=1j3jjp3tv/EXP=1217125920/**http%3A/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view%3Fback=http%253A%252F%252Ftw.info.search.yahoo.com%252Fsearch%252Fimages%253Fp%253D%2525E6%252584%25259B%2525E5%25259B%2525A0%2525E6%252596%2525AF%2525E5%25259D%2525A6%2526ei%253DUTF-8%2526fr%253Dyfp%2526x%253Dwrt%26w=281%26h=291%26imgurl=troll-urbano.weblog.com.pt%252Farquivo%252Feinstein.jpg%26rurl=http%253A%252F%252Ftroll-urbano.weblog.com.pt%252Farquivo%252F2006%252F03%26size=25.2kB%26name=einstein.jpg%26p=%25E6%2584%259B%25E5%259B%25A0%25E6%2596%25AF%25E5%259D%25A6%26type=jpeg%26no=2%26tt=423,605%26oid=56f803cb87fe7b60%26ei=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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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二人因為發現了胃潰瘍菌，共同獲得榮獲諾貝爾醫學獎，醫學界才終於

接受胃潰瘍菌的存在，並改用抗生素來治療胃潰瘍。（圖片資料來自

http://tw.search.yahoo.com 網站） 

以上的例子，作者認為如果堅持只有自己才是對的，那就像是走在一條

封閉的車道內；若是能適時拋開偏執，就能感受到正面態度帶來的力量，宛

如走在開闊的大地上，視野更廣，行動更自由。只有在不必擔心一定要證明

自己是對的時候，才能盡情想像並提出建議。 

【定見 5：未來就像一個拼圖】 

事件的片段，無法呈現事實的完整面貌，也不會主動相互連結。我們得找出

這些事件的片段，想出來它們會如何連結，會呈現何種圖像。 

想要預知未來，必須細心觀察週遭事物的變化，並將他們拼湊在一起，

找出未來趨勢的全貌。作者建議，我們可以試著將日常的事情、現象、流行，

或是令人驚奇的事情寫在卡片上。等過一段時日，拿出這些卡片一張張擺起

來，這些不同主題的卡片會有意外的新觀念，並做有意義的連接，啟發新的

想法，甚至開始看見未來的藍海。 

預測未來趨勢時，不能只看顯而易見的面向，而是要著重在自己有興趣

與會努力達成的目標。是我們自己，決定未來圖像的大小。 

【定見 6：不要走太快了】 

如果我們帶著自己的願景跑到太前面，把其他人遠遠拋在後面的話，那我們

一切努力將白費。 

不要跑太快了  17 世紀正是天主教會勢力的全盛時 期，在

當時有關地球的教條式說法是，地球是宇宙的中 心。伽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Image:Galileo_by_leoni.jpg&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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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略（圖片資料來自 wikipedia 網站）在當時證明出地球中心論是錯誤的，並支持太陽

中心論。在他的言論發表後 5 個月內，他就遭受天主教會審判並收回言論的

命運，終其一生被軟禁在佛羅倫斯郊外的別館內。 

等待時機成熟了    經過 200 年後，達爾文（圖片資料來自 wikipedia 網站）的進化論，

對宗教教條的挑戰更為激烈。即使當時天主教會已失去

對科學與教育某種程度的控制權，達爾文也没有立刻發

表他的論文，而是一直等到科學界充滿了革新風潮後，

並得知也有類似發現時，才提出他的理論。達爾文選對

了時機，進化論被科學界所接受，很快地成為主流學說。 

即使是最有才華的領導人，也要有人追隨，才能實踐其想法。作者的觀

點是，如果主事者無法站在恰當的位置，只顧帶著願景往前衝，而把其他人

遠遠抛在後面，不但無法影響社會，還會降低別人對你的期望，引起懷疑與

猜測。 

【定見 7：變革，就要端出牛肉】 

向前邁進的人不會因為受不了變化而抗拒變革；相反的，人們擁抱變革往往

是因為他們看到了好處。 

1967 年作者在泰國開發一個專案，想辦法鼓吹農民種植第三期稻作，同

時在休耕時種植其他農作，以協助泰國東北部地區加速農業發展。然而農民

瞭解現有的配銷機制根本無法應付如此大規模的產量，而拒絶了專案。作者

們將配銷問題解決後，農民們立刻接納新的耕種法，收入也隨之增加。因此，

只要保證能獲利（看見牛肉），人們就會勇往直前，應付任何變化。 

書中作者提及佛斯貝利以背滾式跳躍法 （圖片資

料來自來自 http://tw.search.yahoo.com 網站）跳高，其 教練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Image:Charles_Darwin_aged_51.jpg&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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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要他改回傳統的跨躍式，然而他卻選擇挑戰傳統思維，此舉不但打破世界

跳高紀錄，同時永遠改變了跳高的跳法。作者認為向前邁進的人，不會因為

受不了變化而抗拒變革；相反的，愈早擁抱必要的改變，就能愈早獲取變革

的利益。 

【定見 8：演變是需要時間的】 

所有的變化都是演進的，而非突變的。事情就是需要時間，而且幾乎是比我

們預期的時間來得長。 

幕前一夕成功，幕後 20 年功  1960 年代末 期，雀巢

公司買下義式濃縮咖啡尚未成熟的專利，而 後在

1986 年成立了名為 Nespresso 子公司，並推 出第一台

義式濃縮咖啡機（圖片資料來自

http://tw.search.yahoo.com 網站），企圖打進預期成長中的精緻咖啡市場，但始終未

能如願。因為長期虧損，曾經 3 次瀕臨破產，但雀巢公司並没有因此而放棄

希望。一直到 2000 年，在當時世界正在邁向富裕之際，Nespresso 結合了電

視廣告，新的多彩濃縮咖啡機和超過 50 家的經商銷開幕，才一舉打入家用及

商用市場。Nespresso 堅持了 30 年的市場，才終於開花結果。 

漫漫長途  電腦從上市到普及，一共花了 60 年的時間；電話則花了 100 年。

一項發明，從原始概念的構思，而後經歷一段長時間不斷地改良，才能享受

其不間斷精進的結果。作者不諱言，事情就是需要時間，而且幾乎是比我們

所預期的時間來得長。因此，革新不會發生在一時之間。 

【定見 9：把握機會，不要急著解決問題】 

機會就像流星般稍縱即逝，如果你不知道自己要許什麼願，也不即時說出來

的話，那就沒了。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xw39iYpI42UAUEJt1gt./SIG=1md9dqa35/EXP=1217125245/**http%3A/tw.info.search.yahoo.com/search/images/view%3Fback=http%253A%252F%252Ftw.info.search.yahoo.com%252Fsearch%252Fimages%253Fp%253D%2525E7%2525BE%2525A9%2525E5%2525BC%25258F%2525E6%2525BF%252583%2525E7%2525B8%2525AE%2525E5%252592%252596%2525E5%252595%2525A1%2525E6%2525A9%25259F%2526ei%253DUTF-8%2526fr%253Dyfp%2526x%253Dwrt%26w=400%26h=400%26imgurl=www.kof.com.tw%252Flib%252Fpic%252Forg%252Fmkys15809.jpg%26rurl=http%253A%252F%252Fwww.kof.com.tw%252Fproduct.asp%253Fp_code%253Dmkys15809%26size=26.6kB%26name=mkys15809.jpg%26p=%25E7%25BE%25A9%25E5%25BC%258F%25E6%25BF%2583%25E7%25B8%25AE%25E5%2592%2596%25E5%2595%25A1%25E6%25A9%259F%26type=jpeg%26no=6%26tt=19%26oid=4da86e2429eb2264%26ei=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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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幕之洞  在柏林圍牆倒塌前的民調數字顯示，80%的西德人表示希望德國統

一，但只有 3%的人相信，在他們有生之年會看到這一天。1989 年 11 月 9 日

為兩德統一奮鬥多年的科爾總理，他驚訝於柏林圍牆如此迅速倒塌，他看見

了一個打破鐵幕、統一兩德的契機。在短短 18 天後，柯爾立刻向聯邦議會提

交一份統一德國的十點計畫，同時運用高明的斡旋手腕，爭取到美國當時的

總統老布希與蘇聯的總統戈巴契夫的首肯。在歷史上，或許只有一秒鐘的光

景，蘇聯會想把東德交給西方與北約，但柯爾抓住了這一秒。 

錯失機會，翻身渺茫  美國醉爾思冰淇淋的老闆羅吉斯，有天他走進醉爾司

位在加州奧克蘭的分公司，碰巧聽見原醉爾思冰淇淋的老闆，向銀行申請的

貸款没有通過。即使當時身無分文，羅吉斯還是立刻提出了購買醉爾思的特

許經營權。羅吉斯花了 3天的時間，向投資者籌募到 100 萬美元，買下公司，

開啟了他冰淇淋大王的生涯。總會有人對羅吉斯說：「你的運氣真好。」，羅

吉斯總是這麼回答：「這不是靠運氣，這是你有没有認清機會，做好準備抓住

機會的能力。」。一但錯失機會，機會它瞬間便流走，又怎麼可能會有今天的

成功呢？ 

  作者所要傳達的訊息是，其實道理就是這麼的簡單，没準備好，最佳的

機會就會溜走；就算準備好，但如果不及時行動，別人也會先下手為強。 

【定見 10：要懂得去蕪存菁】 

變化，是一個動態世界的投射；對此，作者附上老子的話：「為學日益，為道

日損」。 

先減後加的觀念，在體育界已然制度化。職籃限制每隊球員 12 人，如果

一個隊要加球員，得先想想要把誰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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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 公司的政策是每年推出數項的新品，並淘汰舊產品。奇異公司規定，

每年必須淘汰績效排名最後 10%的員工，補進 10%具有潛力的新員工；奇異公

司前總裁在任時領導 10 幾個事業體，但他僅掌握公司關鍵的部份，然後把其

他的事放手給部屬去處理。他認為管得少就是管得好，這是他的經驗談，更

是發人深省的管理藝術。簡單的經營用的不是加法而是減法，3M 及奇異公司

都是先減後加這個觀念的代表。 

作者提醒我們，在資訊超市的時代裡，要專注在自己感興趣的事物上，

並培養出去蕪存菁的能力，才能找到通往未來的康莊大道。 

【定見 11：科技，始終來自人性】 

我們的世界正逐漸轉變為一個重視高人性的世界，產品的設計與文字藝術將

成為勝出的關鍵。 

你有没有打電話給銀行或信用卡公司的經驗？當你依

照語音提示按下一長串的按鈕後，聽見的卻是系統回應你對

方正在忙線中，並請你免費聽一首旋律優美的音樂，這時你

的心情鐵定不會太好。 

運用電腦語音系統，是時代潮流發展的結果。然而現今的社會是以客戶

為尊、客戶至上為服務導向，如果放任客戶跟機器講話，客戶的心裡感受就

無法瞭若指掌。科技始終在發揚人性，因此科技的立意再好，也要符合人性。

當科技日新月異時，作者認為我們應該要思考的是，什麼會被強化？什麼會

減少？什麼會被取代？ 

第二部 看見未來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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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本書第二部看見未來趨勢中，描述了文化、經濟、中國、歐洲及

趨勢等五個圖像，這 5 個章節看似彼此不相關，但卻又如拼圖般構成一個整

體。這些圖像具體反映出第一部所提出的 11 個定見。以下部分將就作者對未

來所作出的觀察和預測分別作說明： 

【文化：席捲全球的視覺文化】 

改變，是各方力量匯集的一個結果；改變，幾乎從來不是由單一力量所

造成的。也在文化議題上，經由作者觀察有以下的八種力量促成視覺世界凌

駕一切： 

1.報紙文化的逐步消亡：從報紙的銷售量、閱報率的下降及分類廣告收入的

大幅滑落，即可看出報紙文化的式微。 

2.一幅畫勝過千言萬語的廣告：義大利時裝公司班尼頓，首創以顏色代表膚

色，製作出一系列以鮮明色彩為主軸，鼓吹種族平等的形象廣告。這一系

列的廣告，引起了廣泛的討論並成功的吸引了目光，成為注意的焦點。 

3.走高設計感的普通商品：蘋果電腦推出的 iPod，成功撩動人們的心弦與慾

望，就像一股音樂風潮般地席捲全球，它已成為全球最成功的實體產品。 

4.建築走向視覺藝術：1997 年西班牙古根漢博物館開幕，改變了人們對建築

物設計藝術化的觀感。現代的美術館、旅館、高樓大廈均朝品牌效果風格

設計，是建築走向視覺藝術的表現。 

5.時尚、建築與藝術：金錢結合藝術創造出時尚風氣，並以高級品牌的形象，

給顧客一個獨特的奢華經驗，仍將持續。 

6.音樂、影帶與影片： MTV 促成全球視覺文化的盛行，DVD 的銷售額年年大

幅成長，在在說明了大眾娛樂將轉變為個人多樣化的娛樂場所的趨勢。 

7.攝影的角色轉換：攝影機讓我們能透過真實鏡頭來看世界。攝影作品在拍

賣會上的出售價格扶搖直上，強調了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圖像世界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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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藝術博物館的民主化：現今的企業界已從收購藝術品轉為支持藝術發展，

並把其收藏品用來展覽，以提升公司聲譽，這對視覺文化的發展，也產生

助力。 

根據作者觀察，這八種力量促成視覺世界凌駕一切，未來的世界會由影

像當道，這從現在的年輕人寧願看漫畫而不願看小說，即可明瞭。顏色表述

取代了文字，成為傳遞概念的媒介，純文字的報紙逐漸的式微，而圖像廣告

更勝過千言萬語。如果我們能把強有力的科技，與六歲小童的幻想結合起來

的話，就可以創造出奇蹟。 

活用定見：定見 1、不是所有的事都在改變。 

定見 2、未來就從現在開始。 

定見 11、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 

【經濟：民族國家到經濟領域】 

    作者認為，全球化的趨勢會發生在經濟面的原因，是因為世界任何一個

地方的貨幣交易，都不會被國家疆界限制了交易的進行。舉例來說，越南的

藝術家在家工作，作品透過網際網路行銷全球，而洋基通運（DHL）或聯邦快

遞是它的配送夥伴。 

在 eBay 上有超過 43 萬人靠販賣物品維生，這些人實質上就是個體戶；

奇異電器現在有 8到 9 位執行長；嬌生公司則把公司當做 200 個小企業，每

家小公司都專注在自己的市場。作者認為企業正朝去中央化的腳步前進，伴

隨去中央化與全球經濟域而來的是人才共享全球化。近來盛行的委外作業，

是全球去中央化的最新趨勢，委外把人才延攬國際化。當你在密蘇里州的麥

當勞點餐時，你絕對不會想到訂單已跋涉 1,440 公里到科羅拉多的一位點餐

處理員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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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源亦受到全球化的影響，美國職棒大聯盟在 2006 年球季開打時，

有超過 30%的大聯盟球員是出生在其他國家；小聯盟的外籍球員比例更高達

50%。球隊只會根據球員的表現挑選最佳的人選，而不是國籍。 

面對全球化的因應之道，作者認為首要之務就是教育與訓練。想成為全

球經濟的一員，不管是個人還是國家一定要重視教育。教育的重要角色在過

去一直維持不變，未來也不會所有改變。讓敎育打開你我的機會之門。 

活用定見：定見 1、不是所有的事都在改變。 

定見 2、未來就從現在開始。 

定見 11、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 

【中國：眾聲喧嘩的在地生活】 

  1979 年，中國在鄧小平積極推動經濟改革後，不過在短短數十年間，改

變真的巨大。在經濟方面，最有活力的是私人部門，它每年的經濟成長率以

二位數字的速度成長，新興的企業家，正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在都市方面，

人口超過 100 萬的城市有 166 個，這些城市都在進行大規模的建設。許多新

興城市，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並都快速城市化，也因此讓數億農村人口逐

漸脫離貧窮行列。此外，廉價的勞工吸引世界各地的製造業大舉在中國設廠；

服裝設計師、家電用品設計部門，也紛紛搶進中國市場。中國在經濟域，在

各方面的發展，值得期待。 

  2004 年雅典奧運，中國贏得 32 面金牌，僅次於美國的 35 面，中國的體

育發展已經打下基礎。汽車出口在 2005 年首次超過進口。每年的境外旅遊人

數預估在 2020 年之前，將超過美國領先全球。中國正在企圖尋求稱霸全球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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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中國經濟成長熱，已經導致許多誇大的成長數據。許多人正在預測

中國經濟何時會超越美國，而成為最大的經濟體。要預見未來就要注意統計

字數。作者認為，要趕上美國的生活水平，即使以現今的成長率來看，中國

至少還要 30、40 年。我們預期發生的事，往往很慢才會發生，有時根本不會

發生。 

活用定見：定見 5、演變是需要時間的。 

定見 8、未來就像一個拼圖。 

定見 9、把握機會，不要急著解決問题。 

【歐洲：日薄西山的歷史主題樂園】 

作者將歐洲各國分歧的社會政策加以區分為四大類，分別為大陸型政

策、地中海型攻策、北歐型制度及愛爾蘭與英國的社會福利政策四種類型。

由於歐洲的社會福利制度太過優渥，導致人民帶著安逸的生活模式；另外，

歐洲的低出生率以及不願接納移民的態度，可以預見人口的老化會拖垮福利

制度。短期間內，歐洲想要建立全球最具競爭與活力的知識經濟體的經濟大

夢，恐怕很難實現。 

在與美國經濟爭霸時，歐洲面臨的障礙包括了：高稅率、創新較少、產

能趨緩、勞工法束縛及出口市場占有率下滑、保護主義高漲等因素，造成了

經濟成長率仍不如美國的景況，目前歐洲平均每人所得比美國低 25%，這個

差距仍在擴大之中。 

作者認為，歐洲人的思考模式是，除非看得到實質的好處，否則不會考

慮要做某件事。這樣的觀念，使得歐盟想要在整個歐洲推動改變的意圖，碰

到了強大的阻力。作者語重心長的表示，歐洲人除了在嘴上喊喊經濟改革外，

將堅守社會模式，並將歐洲國家的經濟自由、多元化和競爭，由開放轉變為

調和，讓歐盟國家走上相互保證衰退的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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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定見：定見 3、不要輕忽了統計數字。 

定見 4、盡情想像，別怕出錯。 

【趨勢：蓄勢待發的創新年代】 

從文藝復興的心靈年代，進入 18 世紀末的工業發明時代，直到 1880 年

代到 1890 年代的短短 20 年間，電力、電話、汽車、飛行器與無線電等 5 項

驚人發明，明顯改變我們的生活，即便在 100 年後我們仍然不斷運用這些突

破，改變與精進的演進過程尚未停止。而最近一次的創新期，則是發生在 1980

與 1990 年代，我們共同目睹了政治、社會與經濟生活的不連續變動跡象：資

訊科技、生物科技、奈米科技、新中國、新歐洲、全球化與私有化等等的改

變。 

電話科技，意外扼殺了信箋書寫的藝術；通訊科技，造成書寫的式微，

但新科技的應用，例如改造遺傳基因可以讓人變得更高、更壯、更聰明、更

好看；或是完全根除一些令人恐懼的病症，例如阿茲海默症、唐氏症或帕金

森氏症。因此，科技的創新並不是只有壞處。 

關於未來變化的趨勢，作者認為在短期內不會出現太大的變化。達爾文

進化論所主張的物競天澤、適者生存，在經過了長時間演進才慢慢被接受，

也是如此。改變不會在一夕之間發生，但是如果能細心關心週遭的轉變，同

時根據奈思比所提出的定見，對這些變化加以分析，我們也將可以掌握未來

的趨勢。 

活用定見：定見 4、盡情想像，別怕出錯。 

定見 11、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 

參、心得與分享 



 97 年度公務人員專書閱讀心得寫作競賽得獎作品 
      

 15

  閱讀完《奈思比 11 個未來定見》這本書，發現要談趨勢真的非常困難，

計畫的事情常常因為趕不上變化的速度，讓我們產生措手不及的窘態。當時

序進入 21 世紀，面對科技日新月異的變化、面對全球化的議題及面對心靈成

長的課題，我們究竟該如何來因應當下及未來的生活。心得與分享的部分，

將就作者第一部所書寫的 11 個見定，提出 8點個人的一些想法： 

◆勇敢追逐自己夢想 

盡情發揮想像力  你是否看過《黑洞頻率》（中藝家庭娛樂發行）這影片，兒子約翰

沙勒文（1999 年）透過一具無線電意外地與生活在另外一個時間次元（1969

年）的父親連絡上。在一場火災的救援行動中，兒子將原本應命葬火海的父

親救回，進而徹底改變了他與父親的生活的故事。本片揉合了科幻、親情及

犯罪驚悚等元素，更因為編劇豐富的想像力，讓我對這部片子愛不釋手。人

類想像力無遠弗屆的特權，不應該被你我所遺棄了。 

全力實現兒時夢想  《最後的演講》（方智出版社）作者蘭迪．鮑許在他 46 歲時

被診斷出罹患胰臟癌，並評估還有 3到 6 個月的健康生活時，任職學校請他

發表一場演講。他認為這次的演講，很可能是他人生中的最後一次演說，經

過多日思考後，他把題目訂為『全力實現兒時夢想』。 

在蘭迪八歲時，人類首次踏上月球。把太空人送上月球這件大事讓他明

瞭，世界上没有什麼事情是做不到的。因此，他大膽做夢。蘭迪兒時的夢想

非常的單純，無關金錢。他單純地想體驗零重力狀態、進入國家美式足球聯

盟打球、撰寫《世界百科全書》裡的文章、當上柯克艦長、贏得填充動物娃

娃及擔任迪士尼夢想師等六項。因為擁有明確的夢想，讓他可以朝夢想前進

，並激勵自己徹底發揮潛力，克服種種阻礙在眼前的每道磚牆，一一將夢想

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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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出人生清單  電影《一路玩到掛》（華納家庭 娛樂發行

）的二位主角卡特與愛得華，卡特在進入大學 時已列

出一份人生清單，寫了想做、想看、想體驗 的所有

事情。但他受限於婚姻、生兒育女及責任義 務的羈

絆，逐漸地放棄實現計畫夢想。而愛得華則 是終生

汲汲營營追逐金錢，完全忽略他的人生清單 。這二

人在得知生命僅剩不到 1年的時間時，才幡 然悔悟

，勇敢地帶著人生清單與滿腔熱情，追尋他們的夢想。 

愛因斯坦曾說過：「想像力比知識重要」，奈思比在接受《遠見雜誌》總

編輯的越洋專訪時也指出，定見 4：「盡情想像，別怕出錯」對他來說最重要

。我們還年輕，還有可以夢想的權利。替自己列出人生清單吧！讓自己朝著

夢想清單的方向邁步前進，人生才不會有一點的遺憾喔! 

◆善用觀察的力量，注意周遭環境的變化 

畫不見了  《從種子看見大樹－用賞識力預見成功

》（天下雜誌出版社）書裡，作者提及一個高中生某晚在

圖書館舉行典禮後，留下來清理場地。他注意到掛

在牆上的十幾幅畫，他很好奇是否有人注意過這些

畫、關心它在不在。於是這學生把所有的畫搬走，

藏了 48 小時，然後又搬回圖書館並恢復原狀。在這二天內没有人提到畫不見

了。唯一可能的破綻是，一個警衛問起那輛半夜停在學校停車場的卡車車牌

號碼。三天後（畫都歸位後）警察循車號找到車主，那個學生才供出他的惡

作劇。但當警察調查這件案子時發現，學校行政人員說他們没看到圖書館有

http://tw.rd.yahoo.com/referurl/movie/movieinfo/bigposter/*http:/tw.ent.yimg.com/mpost/25/26/252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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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變化，圖書館員還堅稱整個星期都有看到畫在牆上。這則故事充份地說

明了，大部分的我們經常忽略周遭環境的變化。(圖片資料來自 wikipedia 網站） 

善用觀察力  近期又再度看了《送信到哥本哈根》（中藝家庭娛樂發行）這部影片，

當劇中老奶奶安德森太太與 12 歲男主角大衛，他們二人站在老奶奶為初次見

面的大衛所畫的畫像前，他們的對話在我腦中留下了深刻印象： 

大  衛：我真的長這個樣子嗎？ 

老奶奶：是啊，這是我對你的印象，所以才叫做印象主義繪畫。說說看，你

在這幅畫裡看到什麼？ 

大  衛：我？ 

老奶奶：没錯，但我不是這個意思。 欣賞

畫跟看一般東西，要採取不 一樣

的方式，要仔細觀察，傾聽 這幅

畫要跟你說什麼。我先說， 當我

看畫中那男孩時，我看到一 個聰

明而嚴肅，同時也是個善良的人，但是他的眼睛很特別，臉也是，

有失落和悲傷的感覺，但我只能看這麼多，因為他不想讓世人看得

更深入。 

大  衛：妳真的看到這些嗎？ 

老奶奶：是的，我看到了。（圖片資料來自 http://tw.myblog.yahoo.com 網站） 

在這短暫的交談中，我看到的是一個善用觀察力的睿智老奶奶。 

留意周遭環境的變化  最近有一則新聞報導，有包含台商及大陸共計 8人的

漁場探勘團，在非洲的馬達加斯加島出海後失聯。台灣的親友得知消息後，

心急如焚地打電話到外交部詢問事情的狀況，但值班的守衛人員卻告知所有

人都下班了，在一問三不知的情緒渲染下，家屬怒不可抑。這則新聞所揭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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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訊息，充份地顯示了外交部人員，未能善用觀察的力量，去注意周遭環境

的變化，讓政府在危機處理的能力上大打了折扣。 

其實，我們大多數時間都很少留意周遭環境的各部分，如果事情不是我

們注意的焦點，是不太可能有意識的注意到每一面向。善用你的心、你的眼

睛，去感受所處的環境與他人的心情，我想對於掌握趨勢或許可以幫上一些

忙。 

◆耐心等待、及時抓住並創造屬於自己的機會 

等待機會  《這一生都是你的機會》（圓神出版社）這本書的作者在書中說了一則

「日本竹子」的故事：日本有一種竹子 ，在灑

了種子之後，需常施肥，而且要勤灌溉 。播種

後，幾個月都不見動靜。不僅如此，其 實入

了土的種子整整 7年都未萌芽。然而， 就在

第 7 年，僅僅 6個禮拜內，竹子不但長 出來

了，而且短時間內就長到 30 公尺高！這種竹子需要 7年的成長時間，在前面

七年的成長過程是無形的，竹子（圖片資料來自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 網站）忙

著向下紮根，讓密實的根網足以支撐高又壯的枝幹，栽種日本竹子，若是耐

心不足的人是絕種不成的。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許多人一旦遇到難題，就

企圖想找到快速的解決方式。或許正是因為這種急功近利的心態，許多耐心

不足的人，常在即將完成目標時，卻放棄了。想要獲得成功，耐心等待是最

好的方法，一旦時機成熟，成功的夢想終會實現。 

http://tw.wrs.yahoo.com/_ylt=A8tUxxIihopIEmsA2hl21gt./SIG=125r22788/EXP=1217124258/**http%3A/static.flickr.com/2/1299178_0e6241dff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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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機會  有天晚上，電視遙控器轉著轉著，

看到電視製作人王偉忠，和他旗下的幾個模仿

藝人上《康熙來了》的節目，接受主持人蔡康

永及小 S的訪問，覺得有趣就繼續觀看。在《

做自己與別人心目中的天使》這本書裡，作者

嚴長壽先生也寫了這個故事。藝人九孔（圖片資料來自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

網站），他一心想演戲，就跟著朋友進到攝影棚，希望能有機會在螢幕上露個

臉。去了幾次，總是被晾在牆角。有一天發怒的王偉忠突然一回頭看到他，

覺得這個人怎麼長得這麼奇怪，大聲咆哮：「這人是誰帶進來的？」現場没人

敢回話，九孔更是愣在那裡吭也不敢吭一聲。王偉忠瞪著他，隨口就說：「

没有角色可以給你演。想演戲，你就演隻『蚊子』吧！」這時現場一片靜默

。事情至此，有兩個可能。第一個可能，有些人會覺得簡直是奇恥大辱，轉

身就走，從此死了這條心。但是九孔選擇第二個可能。他愣了幾秒鐘後，臉

部肌肉開始抽動變化，他瞇起眼睛、尖起嘴巴，雙手當翅膀飛，口中發出了

嗡嗡的叫聲，他真的演活了一隻蚊子！當然，他也得到了工作。 

創造機會  《最後的演講》作者蘭迪．鮑許的一個夢想是進入迪士尼夢幻工

程隊設計雲霄飛車。他在取得了資訊科學博士學位後，馬上寄了應徵函到迪

士尼夢想工程公司，雖然他多次收到迪士尼公司寄給他的拒絕信，但他没有

因此氣綏，並保留這些拒絕信，用它們激勤自己繼續努力。終於有一次，蘭

迪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發表演講後，一位夢幻工程隊的工程師向他提問，蘭迪

是這麼回答他的：「我很願意回答你的問题，但我想先問你：明天可以和我一

起共進午餐嗎？」這一次午餐終於讓夢幻工程隊完完全全地認識蘭迪，此後

不久，他就得到了夢幻工程隊的工作邀請。 

生命中的「機會」其實俯拾皆是。羅馬哲學家塞內加曾說：「幸運總是降

臨在準備好迎接機會的人身上。」我們是否作了充份的準備，是否紥下穩固



 97 年度公務人員專書閱讀心得寫作競賽得獎作品 
      

 20

的根基，等待機會來臨。而一旦機會真的降臨，是否有足够的勇氣立即抓住

機會並盡全力做到最好。為了創造機會，我們 

◆用正面積極的態度面對改變，擁抱世界 

正面及負面的想法  有二個人，他們在同一個車禍中受傷了，一個很沮喪，

另一個卻還每天笑口常開。很沮喪的那個人不斷愁苦地問自己和別人：「為什

麼這種倒楣事會發生在我身上呢？」而笑口常開的人卻說：「感謝老天，我還

活著」。 

如果你第一次參加「台北 ing 國際馬拉松」21 公里的慢跑比賽，拖著沉

重的腳步和飢渴跑了 10 公里後，此刻你想的是還有 11 公里要跑，還是太好

了，只剩 11 公里要跑。 

不同的角度看待事情  建築師在設計一棟建物時，會把想法建構成一個平面

圖，一個正視圖，一個剖面圖，讓顧客可以用三種方式看同一個東

西。同樣地，在每天的生活中，有許多的時刻可以讓我們用不同的

角度思考或決定要採取的態度。 

世界是活的，没有永遠不變的事物。聖嚴法師曾經講過一句非常有智慧

的話，他告訴我們遭遇變革、碰到問題的時候，要「面對它，處理它，接受

它，放下它」，這就是一種積極正面思考的態度。如果這次你選擇逃避了，這

樣永遠不會有扭轉困境的機會。處理它，即使是個失敗的經驗，都比没有嘗

試過來得好。而接受挫敗的經驗教訓，反而是一個人最大的收穫。最後，當

你盡全力去處理問題後，無論結果是好是壞，記得要把它放下，就有全新的

機會，就有重生的可能。 

◆高處不勝寒－不要走太快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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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史崔勒基在《生命咖啡館》（時報出版社）這書中提及一則綠蠵龜的故

事。作者有天在夏威夷的海岸邊浮潛時，看到一隻綠蠵龜就在下方，作者很

驚訝地發現，綠蠵龜看來移動得很慢，只是偶而拍動四肢，大部分時候就是

浮游在水中，當牠越漂越遠，任憑作者怎麼使力也無法跟上牠。 

  第二天作者又遇見了綠蠵龜，同樣的情況再

度上演，作者依然被牠遠遠抛在身後。但就在這

一刻，作者觀察綠蠵龜並從牠的身上學會了人生

中很重要的一課，「綠蠵龜是配合著大海的律動

在前進的。」每當有一波浪潮沖向海岸，迎面打

向綠蠵龜時，牠就會隨著浪花漂浮起來，然後稍微拍動四肢，以維持身體的

平衡。當波浪往後退回大海時，牠則會拍動得快一點，這樣就能充分運用海

浪的律動力量，來加強自己的速度。（圖片資料來自 http://tw.info.search.yahoo.com 網站

） 

  綠蠵龜從不和海浪博鬥，而是利用海浪的力量。作者之所以會跟不上牠

，是因為他一直都在拍打水面想要往前進，卻絲毫不理會水流的方向。當作

者跟迎面而來的浪潮搏鬥，就變得越來越疲憊。當浪潮往外沖刷時，已經没

有足够的力氣來善用這樣的力量。 

  這則故事告訴我們，如果你走得太快了，站在浪頭上，如果你不能和自

己想做的事、和社會當時的允許狀況齊頭並進，就會在許多事情上浪費無謂

的精力，還可能讓人對你產生失望。 

◆我們的地球只有一個，用心保育我們環境 

  在專書內容定見 3 中，作者提醒我們不要忽 略統計

數字的重要性。美國前任副總統艾爾．高爾的奧 斯卡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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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片《不願面對的真象》，就是談全球暖化效應所帶來的衝擊。高爾引用大量

令人驚訝的事實數據，預測未來將發生的後果，讓世人真正了解全球暖化的

嚴重性。此後，全球暖化的議題就以燎原之火的態勢，長驅直入你我的生活

中。（圖片資料來自 http://tw.search.yahoo.com 網站） 

全球暖化的數據  天下雜誌第 369 期（2007.4.11）談到，平均溫度升高攝氏

1 度，全球將有 17 億人缺水，30%的物種滅絕。一個世

紀以來台灣暖化的速度，是全球平均的兩倍；在聯合國

IPCC 的報告中，更把台灣列為氣候變遷的高危險群。台

灣二氧化碳每人平均年排放量超過 12 噸，是全球平均值

的 3 倍。過去只存在於北迴歸線以南的登革熱，當氣温

上升１度，埃及斑蚊就會攻克台中和台北。 

  當大量的統計數據顯示，地球正面臨一場全球性的緊急狀況，在事情尚

未惡化到無法挽救的地步時，我們每個人都應該為地球盡一己之力，阻止浩

劫的發生。日前到台北縣政府出差，在人來人往的一樓大廳裡，縣政府豎立

醒目的看板，讓洽公的民眾了解全球暖化的相關訊息，並贈送《攜手抗暖化

救地球》的影片，我非常讚賞台北縣政府為保護我們的地球所付出的心力。 

我們能做些什麼  行政院為應付全球暖化現象，亦提出了節能減碳的措施。

在個人方面，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其實很多，例如改用省電燈泡；夏天不打領

帶，減少洗衣服的次數；多開窗戶，少吹冷氣；吃新鮮的、當地的食物；衣

服、紙類、瓶子勤於回收；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支持綠色消費；使用網路查

詢帳單、轉帳繳費等。勿因善小而不為，將小小的舉止行為化為行動，保護

地球，為我們的下一代創造公平的、永續經營的環境。 

◆把時間留給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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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爆炸的年代  20 世紀末以來，是資訊爆炸的時代，電視裡五花八門的節

目任你選擇，透過網際網路亦有琳瑯滿目的影片可供觀賞，廣告、新聞或是

不足掛齒的小消息更是充斥其中。追逐資訊，有的人可能用盡全部力氣去接

收，但一天只有 24 個小時。為了對抗時間的壓力，我們加快腳步，並儘可能

在同一時間處理多項事情。一心多用，雖能節省一些小時間，但長時間下來

會累積疲憊，生理失去節奏和平衡，遲早離成功越遠。 

去蕪存菁  運用本書的第 10 個定見，去蕪存菁的觀念，果斷地作出取捨，把

時間用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最重要的事情的認定因人而異，可能是金錢、

健康、家庭生活、工作、心靈成長以及休閒活動中的任何一項。為了簡化生

活以及創造理想的生活秩序，就必須列出每日、每週、每月或每年的計畫，

按計畫的輕重緩急排序，並就任何時候都很重要的事用特別的符號註記，逐

步去完成預定的計畫。 

時間是容易流逝的，往往在抱怨没有時間的當下，時間就已經從指縫中

溜走了。雖然時間是個抽象的概念，只要能去蕪存菁，善用時間管理，抓住

屬於自己的節奏，就能把更多的時間留給真正重要的事情。 

◆不斷地提升自己，讓知識打開機會之門 

  根據 1972 年諾貝爾獎得主艾德門「神經達爾文主義」的理論，人類的頭

腦有三百億個神經元和一千兆個突觸，在成長的過程中，最常用的突觸會保

留，但不常用的會被破壞或刪除。換句話說，我們的頭腦用得愈多，頭腦就

會愈好。 

你有看過「螺旋」的旋轉嗎？螺旋的每次旋轉，並不會回到原點，而是

到達較高的一點。人生中的學習，也像螺旋一樣，要不斷地重複學習，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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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經驗累積下來；每次的重複學習，並非是為了要回到原點，而是幫助自己

更加成長了一些。 

《世界是平的》（雅言文化出版社）書裡談到，在全球化的世界裡，擁有越多專

業教育和懂得自我學習成長的人，越吃的開，酬勞越高。所以我們必須更新

技能，提升專業知識，才能避免被取代 。西方有

句名諺：「Knowledge is power」，知識 是力量

的來源。要在競爭激烈的全球化的世界裡繼續生存，唯一的途徑就是要不斷

地提升自己，創造自己的優勢。 

  現今由於電腦及網路的發達，造成了人與人間前所未有的緊密相連。信

件不用等上 2 週，一但按下 outlook 的傳輸鍵，下一秒鐘對方已經能够看見

信件的內容，或下載你的檔案到他的硬碟中。 

Google 的崛起，揭開了網路知識經濟的時代序幕，電腦成為獲取資訊的

寶庫。但很可惜的是在我身邊有很大比例的人，特別是就學的學生，卻把大

部分的時間花在網路遊戲上。我一直深信，無知是面對自己和未來世界真正

的敵人，在此要呼籲為人父母者，應鼓勵孩子們，善用網路吸收知識，而不

是任由他們耽溺在網路遊戲之中而無法自拔。 

肆、結語 

  本書羅列的 11 個定見，雖非作者的首創，然而經由作者將其所觀察到的

象現－包括文化走向、經濟域的統合、中國的發展、歐洲面臨的困境及未來

趨勢，巧妙地將其 11 個定見融入其中，對於帶領我瞭解現今世界的其他面向

，仍然提供了相當大的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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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第 400 期特刊（2008.7.2）選 擇了

勇敢走自己的路的周杰倫；《哈利波特》的作者 J.K

蘿琳；用搜尋扭轉不可能的 Google；鄉村銀行創 辦人

尤努斯；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等 72 個在各行 各業

中的人士例案，來分享他們的成功經驗和心路歷 程。

這些人能在各領域中出類拔萃的關鍵因素，是他 們能

發現自己的優勢，並勇敢選擇走自己的路，他們都是善用定見而成功的掌握

住趨勢的人。 

本書的結尾，作者希望我們面對挑戰，在尋求進步與恆常、野心與冥想、

科技與人性的一個平衡，在關心所擁有的物質事物時，要能常常灌溉我們的

心田，否則不論科技未來能帶給我們什麼新希望，如果没有歡樂的話，一切

都是枉然。 

當《一路玩到掛》（華納家庭娛樂發行）的二位主角，坐在壯濶的埃及金字塔前

（圖片資料來自http://tw.search.yahoo.com網站），卡

特告訴愛得華：「古埃及人對死亡有很美

的信仰，當他們的靈魂到了天國入口，神

祗會問他們二個問題，他們的答案會決定

他們能不能上天堂。第一個問題是你在生

命中有没有找到喜悅？第二個問題是你

的生命有没有為別人帶來喜悅？」這二個問題，直至今日仍在我的心中迴盪

不已。 

當你有幸遇見你的未來，掌握了成功的契機，享受財富所帶來豐盛的果

實時，是否思索過生命的意義到底是什麼？你是否也為別人、為自己帶來過

喜悅？我希望我們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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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為宜蘭縣羅東地政事務所  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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