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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生，你可以問問亞里斯多德 

閱讀心得 

從小到大，我們有數不清的問題需要問，有些是生活問題、有

些是自然科學、更有些人生哲理。幸好很多問題例如：科學知識等，

在如今資訊發達的時代，大部分都可以從網路找到答案，當然還是

有太多問題至今仍然找不到原因為何。過去，超出人類想像的問題

大都把它歸咎於神或是上帝的因素，進而崇拜或尊敬上帝，這個現

象也持續到現在。只不過隨著科學的進步，能透過科學解釋的現象

越來越多，我們也越來越懂得如何處理解決所遇到的問題及困難，

但是；仍然有些屬於人生哲學的問題，不是對或是錯的二元論的選

擇題，有可能是兩難困境，或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這就需要個人經

驗的累積，或是尋求相關人員、網路、書籍經驗的判斷。本書的作

者就是在告訴我們一些日常生活當中人們在人生的道路上所遇到比

較重要或陷於難以抉擇時的參考方向，有些問題不是給我們正確的

答案，也許是告訴我們一個思考的方向。 

人生所面對的問題包羅萬象，本書作者霍爾（Hall）把古希臘

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人生哲學思想整理出

10 個不同的面向，並進行分析、整理，依序是幸福、潛能、決定、

溝通、認識自己、意圖、愛、群體、閒暇及面對死亡。在這 10 個章

節中以亞里斯多德的哲學基本思想，加上許多實際的例子，尤其是

現代所發生的事情當作教案，呈現給一般大眾閱讀，讓人淺顯易懂、

具體而又不艱澀的表達。 

這 10 個人生議題，不論我們是誰，相信從出生到死亡、從權貴

到販夫走卒，多多少少都會需要面對的事情，每件事情何嘗不是我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60106000014KK08830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60106000014KK08830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60106000014KK08830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60106000014KK08830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060106000014KK08830


3 

 

們日常隨時會遇到的問題。本書的第一章首先就先談到「幸福」，

幸福是什麼？聯合國每年都會針對各國做出幸福國家排名報告，今

年我國排名第 25，而芬蘭連續 3 年排名第一（經濟日報

109.03.24）。雖然國家整體營運會影響到國人幸福的排名，但是個

人的修養及道德正確的事，絕對是影響幸福的重要因素。當然亞里

斯多德認為至少要自足或自立才能再來談幸福，這是當然必須的。

可是經濟上到底需要多少額度的自我滿足才夠呢？這問題每個人都

有不同的答案，就像幸福一樣，每個人主觀認定不同，同樣的事感

覺更是不一樣，並不是有錢人就一定非常幸福快樂，貧窮的人只要

滿足基本民生需求也可以過得很幸福。就像希臘哲學家第歐根尼

（Diogenes）過著類似乞丐的生活，有一天，亞歷山大帝走到他面

前問他：「我能為你做些什麼嗎？」第歐根尼回答道：「請你走開

一點，你擋住了我的陽光」，這種權力與無慾的對比，就是幸福自

在人心。 

在台灣相信大部分都可以滿足自立自足的條件，我們所處的環

境和國民所得，相信已經超越大部分貧窮國家，可是還是有許多人

不幸福或不快樂，因為大家追求的慾望不一樣。有錢還想要有大房

子或更多土地，擁有更多金錢、更好的物質享受，有權的人還想擁

有更多的權力，永遠無法滿足於現狀，但有些人每天醒來感覺還能

呼吸，還能看到陽光，就覺得非常滿足。慾望是無止盡的，有時候

簡簡單單反而是快樂的泉源，做自己想做的事，把物質慾望降低，

找到自己的目標，常常去實現就會有幸福感。就像愛因斯坦所寫的：

「恬靜簡樸的生活，比汲汲營營追求成功，更能帶來快樂」。而亞

里斯多德則認為：「決定做對的事情」來追求幸福，都只是在個人

不好高騖遠，為善由自己決定。什麼是對的事情？對的事情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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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道德判斷標準，如果是善意的謊言能帶給別人好處，也算是對

的事情。有時候找到自己目標、選擇實現，培養自己的興趣，例如：

爬山、旅遊、看書、運動等，你可能就會一頭栽進去越來越喜歡，

台灣的高山、步道、風景都是讓人想要去探索。工作繁忙之餘，每

天的運動能帶給你健康的身體，才有快樂的心靈，把自己活得好，

並隨時多付出幫助別人，保持愉快的心情，原來幸福也可以很簡單。 

在人生旅途中到處都需要「決定」，不管大小事務常常都需要

面對抉擇，小到今天晚餐吃什麼?跟朋友一起出去玩，旅遊的地點?

行程的安排?要搭什麼交通工具?要看哪一部電影?…等等，大到生涯

規劃、結婚對象，都是需要做決定，小事情選擇錯誤無傷大雅，重

要的事情決定錯了可能就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不過亞里斯多德不

這麼想，他認為：「不管大小事，決策過程都一樣重要。」不做決

定，等於讓別人決定我們，這樣等於是把決定權交給別人，我認為

應該由自己主導，自己的人生自己決定。而慎思是決策最重要的因

素。當然有些小事情可能不見得需要經長時間仔細思考，有些重要

的事就必須要謹慎而多方面考量了。關於決策本書提供了幾項非常

有用的資訊讓大家做決定時可參考的方向，我認為：不要急著做決

定，應確認所有資訊，因為不正確的知識永遠不可能產生正確的決

定，詢問專業、徵詢相關人員、評估結果等，這些是我們在做出決

定時必需要做的相關措施，做決定前審度時事、審慎評估再做決定，

但考慮越多有時也將陷入兩難的局面，這時可能要考慮到他所講的

「做對的事情」，不過幫別人做決定是因為沒有利害關係，通常會

比較快提供意見，當換成自己要做決定時恐怕就陷入長考了，我們

無法保證自己所做的決定一定是最正確的，但我能保證的是我為了

這個決定所做的準備是充足的，想要得到幸福，就必須為自己的



5 

 

「做」與「不做」負起責任，學習與堅持「做對的事情」，對於不

熟悉的事務，一般會感到害怕，不敢去接觸，我現在正在學習的是

面對不熟悉的事情，訓練自己不要那麼害怕，主動去熟悉及深入瞭

解，多方瞭解後才能在依法有據的前提下，合情合理的做出明智的

決定，在溝通和說服中達成目的，公平對待每一個人、負起該負的

責任，同時幫助大家實現潛能，誠實的面對自己的做與不做，堅持

做對的事情，在這個路上可能會遇到許多困難，決定後面臨的結果，

受益者可能會悶不吭聲，權益受損這可能會大聲抗議，可能說的比

做的容易，但至少我們可以做出理性的選擇。莎士比亞的悲劇「哈

姆雷特」名言「to be, or not to be」就是最好的例子，當然一般

人不會遇到戲劇裡面這麼特別的事情，既然決定去做就沒有後悔藥

可以吃，所以在做重要的決定之前，就像孔子所說的「三思而後

行」。 

    本書最後一個章節談到「面對死亡」，從古至今出生到死亡是

永恆不變的道理，但在中國傳統的社會裡面比較少去碰觸，甚至避

諱這種問題，遇到喪葬也會盡量避開。孔子所謂「未知生，焉知

死？」對於不可知的因素就避而不談，年紀越輕就更少去討論到這

個議題，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要面對死亡的時間越來越近，就會慢

慢去思考「死亡」這件事情。我記得孫越叔叔曾拍過一部宣傳影片，

人生的旅途就像坐一部火車，中途停靠各站，有人上車、有人下車，

每個人不一定都會坐到終點站，有些人是在預訂下車的地點下車，

可是也有些人是在突然的狀況需要下車，大多數人從來就沒有準備

好去面對，逃避也好、不想面對也罷！但是當非預期需要緊急下車

的情況下，來不及跟家人說再見，我相信學習亞里斯多德的精神，

愛家人就應該要有思考死亡的認知，提早面對、不要忽略也許是比



6 

 

較好的做法。但是大多數的人還是都不知道要怎麼面對，其實書本

作者提出了很多實際的例子，包含許多的電影情節。每個人面對死

亡的環境因素的確都不一樣，但我們可以參考別人已經發生的事情

來當作是我們的經驗去學習，如果有關心時事，近期發生不久主播

傅達仁安樂死事應該可以探討。另外；還有國外一部安樂死的紀錄

片「生命的練習題（Epilogue）」，有更詳盡的紀錄。「主角是癌

症末期的病人，醫生宣判她只剩一年可活的時候，她決定放棄治療，

選擇尊嚴地渡過最後生命，平靜而安詳地離開人世是她最後的願望，

因此選擇進行安樂死」。影片名稱取的很好，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

都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生命沒有從來、沒有倒退，因此我

們都一直在練習如何好好活著。 

    早期有一部「西藏生死書」，關於死亡有很多的探討，裡面提

到「生命無常，一切都在改變，因此；認真看待生命…我們唯一真

正擁有的是當下。」沒錯，人生無常，人都會死，只是不知道何時

發生，所以我們要尊敬生命，愛護自己也要尊敬他人的生命。現在

大家也都講求活在當下，有時不只要活在當下，還要盡量活得精彩。 

    書本有 10個章節，僅僅以其中 3個幸福、決定、面對死亡這三

種提出來就個人觀點分享，其他的並不代表不重要，其實在人生的

道路上，這些問題都一樣重要。每個人都有「潛能」，所謂「天生

我材必有用」，好不容易從數億個精子中得到第一，既然生下我們

就不要妄自菲薄，找出自己的潛能好好發揮。說話的藝術一直是被

大家學習的，凡事也都需要「溝通」，好的言語發揮相信能夠事半

功倍，不過這不是觀念問題，而是需要去學習的技巧，古希臘哲學

家常常利用辯論的機會互相學習，語言可以殺死人也同時可以拯救

萬人，不得不說「溝通」的重要性。本書裡面提供了對於性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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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格，依照「過度」、「適當」、「不足」分類，從表格來自我

檢視，有助於「認識自己」，他認為過與不及都是不太好，這點類

似儒家所談的「中庸之道」。亞里斯多德在「意圖」方面認為事情

不能只看表面，而是要看背後的原因和動機是什麼，作者引用電影

「美麗人生」父親對小孩說謊是情有可原的，善意的說謊背後的動

機才是值得探討的。亞里斯多德所討論的「愛」不是只有對親人對

異性而已，他認為朋友之間的友誼也可以算愛的一種，特別是老朋

友的情誼，這就很多人常常認為，朋友不在多而在精，老了如果還

有少數志同道合的老友，的確是比較有話聊。 

    在西洋哲學的領域裡，有很多不同的學派，不同歷史階段不同

學說自成一家，當然有多人生的問題從過去到現在都被拿出來探討。

有些是人生的方向，有些是道德上的難題，每個問題不見得都有一

定的答案；因為每個存在者的個體不同，思考方式不同，選擇的方

向也不一樣，如果我們能培養美德、控制惡習，訓練自己要良善，

用快樂的心態習慣性地做對的事。這本書提供你一些人生的問題及

思考的方向，對於啟發我們的判斷有很大的幫助。除了閱讀此書之

外，我們也應該要多閱讀不同的書籍，讓自己增加不同知識有利於

思考及未來做出正確的選擇，除了書以外，電影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學習內容，電影雖然有些故事情節不見得發生在我們的身上，但相

信用同理心去了解裡面的特別含意，多少也能給我們帶來不同的觀

念並對人生觀有所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