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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閱讀心得 

    作者顏擇雅關心、觀察台灣近幾十年來的社會現象與發展，難能

可貴的是不同於一般人只會批評謾罵、唱衰台灣，作者抱持正向積極

的態度，以精闢的言論指出問題的核心，並且清晰而完整的分析、評

論、建言。除了讓讀者更深入了解台灣的狀況，也能更確切地省思。 

    在第一輯的內容中，我想說說關於小確幸還有就業的相關想法。 

作者提及，原本「小確幸」一詞出自日本超人氣作家村上春樹的著作，

原本的意思是過著自律的生活(每天花五、六個鐘頭寫作、每天固定

跑十公里)，然後面對充滿未知奮鬥中(不知作品成敗、不知身體哪天

出毛病)，所擁有的、小小的確定的幸福(像是在激烈運動後來杯冰涼

啤酒的感覺)。但是在台灣，小確幸成了在苦悶生活中的情緒撫慰劑。 

相較於村上春樹把小確幸當作生活中的小小點綴，台灣的小確幸似乎

成了人生追求的目標。一方面是大環境的不景氣，看不到未來與希望，

每天都在掙扎求生。另一方面是個人的心態問題，無能為力去改變些

什麼，那就這樣吧！於是追求小確幸成了顯學。 

    作者偏向於剖析個人的心態(不夠積極努力，只會怨天尤人)以及

工作價值的缺乏(無法發揮興趣熱情，得不到成就感與自我肯定)，希

望並且鼓勵大眾，就算環境再怎麼不景氣，工作再怎麼不如意，也要              

持續充實自己，找到有興趣、熱愛的工作，甚至勇於去追逐夢想，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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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自我實現。雖然心服於作者的苦口婆心，但我好像也沒什麼動機想

去改變目前安穩的生活。每天按時上下班，做好份內的工作，與同事

聊天打屁，期待下班、假日，然後享受屬於自己的小確幸:上個網、

喝杯星巴克、追追韓劇、去健身房汗水淋漓一番、與家人外出品嘗美

食……。這些小確幸讓略顯平凡枯燥的日常增添許多樂趣，滿好的。

至於大眾是不是會把追求小確幸當成生活重心，我覺得應該不至於，

雖然大眾會刻意去炫耀自己生活中小確幸的部分，但那應該只是想分

享那份快樂，然後期盼能得到正向的回饋吧！ 

    再來是有關就業的部分。作者引用國內外教授的經驗談，指出 

台灣學生面試時的表現不佳，主要有三大缺點: 溝通技巧不佳、專業

態度不足、欠缺國際視野。最根本的原因當然就是因為準備不足，而

這就跟我們的教育養成有關係。傳統的講課方式過於枯燥，學生不被

當成學習的主體，缺少參與、發表的機會，當然相關的能力也就付之

闕如。這部老舊的教育機器必須更換新的零件、新的引擎，幸好憂心

教育的有志之士也紛紛展開行動，所以各種新的教育型態、主張才會

接二連三地湧現。改變很慢，但至少我們的教育現場能看到一道曙

光。 

    至於作者提到找工作所要面臨的面試狀況以及履歷內容撰寫，我 

把之前在報紙上看到的內容提出來讓大家參考參考。寫履歷時要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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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內容: 使用網路流行語、使用自拍啾咪照、把自傳當族譜寫、

錯字連篇、經歷技能造假。反之，可以吸睛的內容有: 投其所好客製

(了解工作內容及要求，再論述自己的學經歷與具備的能力)、負面行

銷逆襲(可用失敗的例子引起注意，說明分析過程影響、學到的經驗) 

、創意設計自己(出奇制勝)、作品打敗學歷(實際的成果更能凸顯實

力)、用臉書秀特質。面試不要踩到的地雷有: 服裝儀容不當、面試

遲到爽約、親朋好友陪同、等待時滑手機、回答浮誇亂扯。此外如果

有提問的機會，千萬別問這些令人翻白眼的問題: 薪水多少、需要加

班嗎、在這裡可以學到什麼、之前那個人為什麼不做了，還有太瑣碎

以及格局太小的。反之，想留下好印象可以這麼做: 務必事前演練、

猜題了解概況、最好實問實答、展現思考邏輯能力、把握機會反問。 

(以上履歷、面試內容引用自蘋果日報 2019年 4月 6日求職密技專題) 

    在第二輯中，我想談的是房價與當兵的內容。作者說明了頂級都

會區房價高漲的現象、原因:以科技業為主體，衍生了一連串相關配

套的產業、工作機會、服務業，人口自然集中，住處供不應求，房價

在市場機制下，自然而然水漲船高。上一代之前，只要努力工作存錢， 

買房是具體可實踐的目標。相較之下，現代年輕人受經濟不景氣拖累，

收入低，偏偏房價又高，買房已成了不可能的任務，而這也影響了就

業與生育。以台北來說，一堆租屋族只能生活在居住條件不良的隔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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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屋頂加蓋。再以我親戚在台北租屋的經驗來說，因為兒子沒申請到

大學宿舍，只好四處尋看出租房間，好一些的小套房，每月租金一萬

二千元少不了，雅房式的(與其他間房客共用衛浴設施)，不是小的讓

人喘不過氣，要不就沒對外窗，或是隔音差，或在冬冷夏熱且安全堪

慮的頂樓違建加蓋。最後只好多花一些錢租了間勉強合宜的雅房，也

只能期盼下一次申請宿舍能如願。 

    就業機會在台北，台北卻沒有足夠的適宜住房；外縣市有適宜住

房，卻少有就業機會。買不起房，生兒育女也令人卻步，全球生育率

倒數前三名的台灣，正面臨少子化、人口老化的嚴重社會問題，不，

這已經是國安層級的吧！能生產、創造財富的年輕人口越來越少，仰

賴社福支出的老年人口卻越來越多，最後就是一起崩壞了。政府說要

推動社會住宅，但目前推出的數量根本杯水車薪。相信這其中一定有

許多困難點，但事在人為，重要的是領導者、執行者的魄力，有沒有

心全力去推動而已啊！甚至如果能好好設計規劃，讓社會住宅的興建

擴展朝著造鎮、造市的方向走去，把公共設施、交通網路建置完善， 

不也充滿發展性與無限商機嗎？生活在這片土地的一般百姓，只想要 

有個小小的、可以安居樂業的住所，就這麼地奢侈虛幻嗎？    

    至於「當兵不該變笨」這篇中提到閃兵的原因，作者認為討厭當

兵的出發點並非好逸惡勞，也不是怕死或不愛台灣，而是為了拒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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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因為軍中管理出了很多問題，如果置身其中卻又無力改變，只

能無奈氣憤，度日如年，這種兵誰想當呢？不過這原因我是部分認同

而已，畢竟以服兵役的男性角度來說，當兵就是苦差事，沒有自由又

浪費生命。因此從這面向來看，我很贊同作者說的，讓當兵除了磨練

身心、戰技之外，還能充實專業能力，成為將來就業的大大助力。作

者舉出以色列訓練軍人的例子，像是其中的塔爾皮約、八二００單位，

只收數理最頂尖的高中畢業生，讓他們既可在軍中接受最先進的資訊

教育，還可運用腦力，保邦衛國。國家負責把你訓練成高科技人才，

這樣的部隊是以色列人從小就嚮往進入的。至於美國則是讓軍人成為

一種榮譽的象徵，軍人犧牲奉獻，保家衛國，在人民心中是值得尊敬

的英雄，生活中也有很多優待軍人得福利措施。 

    說到榮譽感、受人敬重這兒，我就忍不住想到我們國家警察的處

境。警察得維護治安，與犯罪者周旋，是非常高風險的工作，「人民

保母」的稱號當之無愧。但曾幾何時，社會氛圍對警察不甚友善，也

許是民主開放改革的過程中，有不少人把警察歸類為政府的打手，再

加上一些警界的老鼠屎所造成的。於是輿論的攻訐加上一些恐龍法官

的迂腐判決，嚴重打擊警方的士氣。現在警察動輒得咎，執起法來綁

手綁腳，甚至在不少新聞中可看出犯罪者不把警察放在眼裡。固然警

察執法會有瑕疵，警界會有老鼠屎，這些可以去監督、要求改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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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必要做惡意的攻訐，造成大眾對警察的不信任。現實是，平時總在

謾罵警察的那些傢伙，如果遇到歹人，第一個想到的不也是「警察先

生，救命啊！」？實在是超諷刺的！因此改善社會大眾對警察的觀感，

多給予肯定與鼓勵，提升警察的尊榮感，這才能產生正向的力量。 

    在第三輯中，我有興趣談的是對中國大陸的一些觀感。也不過才

十幾年前的光景，台灣人去中國大陸是極受歡迎、重視的消費貴客。

到了中國大陸經濟起飛後，風水輪流轉，大陸客反成了台灣許多商家

賴以生存的經濟來源，怎不令人感嘆萬分？但是就如同作者所言， 

中國並不值得台灣自慚形穢。表面上看起來，大陸有比台灣先進的機

場、車站，更氣派的表演廳、美術館，更蓬勃的網路創業、商務，但

這都是在一、二線城市的光鮮亮麗而已。大陸的貧富差距、其他地區

的落後都很少被提及、放上檯面。也因此有那麼多從窮鄉僻壤外出謀

生的青年，提供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工、服務人員，否則大陸又怎會被                          

稱為「世界工廠呢」？不過如果台灣看待大陸能抱持平常心，就可理

解它的落後，也不必為它的光鮮亮麗自慚形穢，兩方各有各的長處，

各有各的困難，如此而已。 

    中國大陸的國力崛起，也一吐長久以來所謂東方泱泱大國面對西

方世界抬不起頭來的怨氣。於是只見大陸不斷地運用經濟實力在各國

攻城掠地，企圖擴展在世界的影響力。另一方面則是軍備的快速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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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鄰近各國造成極大威脅，尤其是動不動就被恐嚇要被統一的我們 

台灣，說真的，這種感覺真是差勁透了！是啦，美國仗著自己是世界

第一強權，為了維護自家利益也在不少國家從事破壞活動，甚至引起

戰爭，令人反感。但至少美國是相對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再怎麼亂

來，也會有內部的牽制力量。反觀中國，極權統治下的軍事力量，越

強大越令人恐慌。想想天安門的「六四悲劇」，坦克車輾過、槍彈掃

射過大批手無寸鐵的平民、學生，痛心之餘，大家內心應該也會浮現

這樣的念頭:「將來這坦克也可能輾在自己身上！」在中國，你只要

敢批評政府、領導，你就等著被消失吧！再看看近來的報導，大陸在

新疆興建了許多集中營，美其名是再教育，其實是進行思想改造，也

就是強迫洗腦，就只差還沒送進毒氣室了。這不就是以前納粹的蓋世

太保、前蘇聯的ＫＧＢ最擅長的嗎？有誰想被這樣的中國統一呢？                           

大陸打著國族主義的旗幟，把統一台灣當成轉移其國內外所面臨困境

的焦點。事實上想武統台灣的也不過就那些鷹派的領導、將領及激進

分子，大部分的大陸人民會想對台灣發動戰爭嗎？荒謬的是決定權就

在那些少數人的手中。為了掌權、滿足私慾，大陸當局是不願也不想

看清事實----只要中國邁向自由民主，何需統一，兩岸自然就會融為

一體了。雖然民主自由有很多缺點，但我寧願窮一點，不痛快時可以

大聲罵罵政府、官員，甚至給他來個遊行示威抗議，也不想被箝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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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失去自由，整天過得提心吊膽的，您說是吧！ 

    第四輯的內容中，我最有感的是關於高等教育以及為什麼要學歷

史這兩大部分。自從台灣二十年前教改，開放大量大學設置開始，就

是國家級的大災難。想當年一些沒有遠見的決策者，為了減少升學壓

力以及惡補現象，讓大學一所一所開辦，於是人人都有大學可以就讀

了，再也不必擠升學的窄門，但結果呢？許多大學淪為學店，許多大

學生畢業即失業，流浪碩士、博士有增無減，再加上少子化，一間間

招生不足的學校得要關門退場，就讀這些大學的學生以及教職員的權

益誰來維護？而矛盾的是，產業界卻常抱怨找不到人才。原因倒也是

顯而易見，那就是產學脫節。當然學界、產業界與教育部都有責任:

學校本身應開設相關課程，培養學生就業能力；產業界應主動找學校                            

合作，讓學校更清楚未來的需求；教育部更應該發揮媒介、協調、協 

助、監督、獎勵的功能。作者剖析因為教育部不當的評鑑補助制度，

造成教授無法全心全力備課，教學品質不良也會造成學生學習意願低

落(當然也有很多大學生是在混日子的)。產業界長期以來很多不重視

研發(這就是代工產業的宿命)，那要如何提供可研究的產業方向給大

學，彼此合作呢？然而危機就是轉機，除了讓經營不善的大學退場之

外，也能讓想生存下去的大學院校去思考改善，朝著對自己，對學生，

對社會都有利的方向去發展。果真如此，高等教育的未來仍然令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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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至於「為什麼要學歷史的內容」則激發了我深深感慨。因為從小

到大，只要是學生難免有這樣的疑問:「我學這些要幹嘛？」國文是

日常使用的語文基本；英文利於就業，與國際接軌；生物嘛！關於大

自然、動植物的的知識還算有趣。但是數學、物理、化學背了一大堆

定理公式，一直算一直算，是要做啥呢？地理歷史，背了好多年代、

事件、人名、地名……，又有什麼用呢？然後結論就是反正考試要考，

所以唸吧！然而追根究柢就能發現問題的根源就在於課程內容設計

不良以及教學方式的呆滯貧乏。如作者所言，歷史必須有分析、解釋，

有提問與探討，因為每個複雜事件的問題背後往往牽扯多條脈絡。                              

以低薪現象為例，經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一條脈絡，中國崛起、全

球化、機器取代人工則是其他三條。如果想解決低收入問題，這些都

要納入考量才會周延。此外，訓練學生從不同的觀點、角度來看同一

事件，才能了解其他國家為何會這麼做，甚而能更深入的認識那國家。

現在常講要培養國際觀，這就是了。我們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理解不

同國家的人與文化，並去尊重彼此的差異，然後就能減少誤會與衝突

的產生。在比如以令人悲痛的「228事件」來說，大部分的人認定那

是白色恐怖，但如果只是這樣就過於狹隘偏頗。我們該從當年的時代

背景、中國大陸的狀況、台灣的處境等等，多面向去探究這時代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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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讓真相、理解成為族群融合、和平共處的推手，而不是一直在傷

口上撒鹽巴。 

  最後第五輯中，我要聊聊超時工作的內容。勤勞是傳統美德，尤

其在以前困苦的年代，拚命努力工作賺錢，工時再長大家也只視為 

理所當然。到了現代，勞工權益終於不再被忽視，超時工作成了壓榨

剝削。這兩年發生的航空公司機師、空服員罷工，正是為了爭取合理

的工時而引發的。醫護人員也是超爆肝工作的族群，為了照顧病人的

健康，最後犧牲自己的健康。想想看，將飛行安全、整機人命託付在                            

疲憊的機組人員身上，這是開玩笑嗎？病人交給過勞的醫生開刀治療、

精神不濟的護理師照顧，出差錯的狀況會少嗎？光想就令人不寒而慄

了！也因此政府推動一例一休，雖然過程搞得烏煙瘴氣，勞方也不滿，

資方也不高興，但至少立意、動機值得肯定。只是職業類別、工作性

質差異頗大，一樣的規定要適用在所有人身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應該

多給予彈性處理，讓大家能盡量各取所需。我個人期盼的是，不管政

策、規定如何，資方能良善些，讓利些，對員工好些，營造幸福企業。

也許分享更多利潤給員工，表面上公司收益少了，但員工能更投入工

作，為公司帶來正向的發展。經營有困難，企業主能與員工溝通協商，

共體時艱。勞方也不該只霸住權益不放，畢竟公司倒了，對誰有好處

呢？要達到雙贏的局面不難，大家肯再為彼此多想一下，再各讓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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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會有點唐吉軻德嗎？但有夢才是最美啊！ 

    個人的微見就抒發至此，也希望有更多人從書中的字字句句感受

到作者的用心良苦。期盼站立在這塊土地上的我們，除了盡一己之力

努力生活，還能展現熱情、力量，督促主事者一步步改善台灣的困境，

讓我們的下一代對於未來有更美好的想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