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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的力量閱讀心得 

    當初在選書時，書單上條列的每一本推薦書目，書名都閃耀著一

種積極正向的光芒，甚至懷疑書本有極大渴望想把它所擁有的一切知

識傾洩而出，在還不了解書本內容之前，懷揣著游移不定的心情我選

擇了如字面般簡潔明瞭的「觀察的力量」。選擇這本書無疑是因為「觀

察」這件事在生活中無所不在，或大或小、可輕可重，端看它存在於

不同個體之中的意義。 

    本書的開頭到最後，都在教我們如何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平

凡」的人類活動，用以破解社會規則，甚至以此發展事業。而許多日

常生活中所出現的東西，原本都有存在的意義與目的，我們必須發現

那些細節與事實，進而從中找到機會與商機。我是一位平凡無奇的技

術員，進出在白色巨塔裡，沒有宏大的事業藍圖，更沒有征服世界的

慾望，但我知曉，「觀察」在生活中的重要性，配備著觀察事物之枝

微末節的能力，能夠在旅途中發現更多創新的視界。 

    身為一個工作新鮮人，對於一份新工作的初來乍到，要在平凡之

中勝過平凡之人，首先觀察平凡人們的第一份招呼。透過第一句話來

描繪出對方的個性輪廓、團體地位，藉以勾勒出互動模式的雛形。 

那不平凡的人呢？人之所以不平凡，可能來自於他們的外表、地位、

或是潛在使人震懾的氣場，這樣的人或許得先融入他的生活圈，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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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視角來看待世界，才有機會琢磨的對象。 

    在我的工作之中，時常需要面對的人是：自己、同事，以及患者，

如此而已。觀察自己的過程中，簡單卻漫長，太過於了解自己而簡單，

卻也因為自己正隨著環境在改變而逐漸困惑。當你踏進你的工作環境

時，問問自己的感受如何，是感到雀躍還是很不愉快？是期待著自己

今日要好好大展身手，或是覺得正在浪費生命。工作沒有絕對的優

選，一個你羨慕許久但得不到的工作，別人可能正在其中痛苦著，而

在之中達到成功的辦法就是找到讓自己感到快樂的來源。如果這份工

作使你倍感挫折，那我要恭喜你，挫折能讓你更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

的是甚麼，帶給你朝著下一站前進的勇氣，更進一步找到自己人生的

答案。透過反覆的挫折、觀察、成長、收穫，你將越來越了解自己，

亦更加擁有為自己的人生做出正確選擇的能力。 

    一個好的同事，他可以帶領你，告訴你如何駕馭這份工作，並且

讓你走在捷徑上省去許多跌跌撞撞。想要擄獲他的心，你得給他一點

東西讓他「滿足」。而這個東西每個人想要的不一樣，舉個例子，一

個自尊心崇高的人，通常敏感而防衛，他可能會說出你不愛聽的話，

而當你知道他沒有惡意，僅僅個性使然，若你願意把他說出來的話用

自己的腦袋重新解釋一次，衝突或許就不會產生了。改變別人永遠是

最難的，調整自己的心態才是相處之道。這樣一瞬間小小的轉換，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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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就可能成為你的良師益友，自尊心高的人做事一向嚴謹，追求完

美，排除過於極端的部分，必定有許多值得汲取學習的地方。有的人

沒辦法壓抑情緒，硬是要和對方硬碰硬講理，戰到最後滿頭灰一身是

傷，才是最傻的行為。一個人的成功與否，並非以你的專業能力來斷

定，但這不代表專業能力並不重要，善用相處之道，觀察每個人的不

同之處，姑且不談對方是否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對象，你若是珍惜現有

的這份工作，沒必要跟相處時間相較於家人還更長的同事處於交惡關

係。人與人之間良好的互動關係，本來就是要花心思去經營的，有的

人說他個性本來就比較懶惰、或是他覺得自己講話的方式原本就是直

白不加掩飾，諸如此類的都只是藉口，不想負責任的推託之詞，出了

社會心態上也要跟著成長，沒有人會管你的個性如何，自己要懂得保

護自己的方式，順應社會並不是所謂的做作，學習與人的相處也不是

心機的行為，而是努力去成為一個成熟的人，學習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來來去去的患者，要給予他們的是應有的尊重與醫療權利。當他

們遭遇到和自己認知不相符的情況時，以氣憤的情緒寫下一封投訴

信，等事後我們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收到，回覆事小，汙名事大。控

訴的內容完全以他們的角度，用他們看到的、聽到的來判斷事情的對

錯，他們不會知道，其實你也很委屈。一位患者家屬說她陪著先生來

做檢查的時候，先生就感到身體不適。受檢結束回到病房休息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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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也確實有我們無法控制的變化，因此控訴該單位在做檢查期間「缺

乏專業知識」、「不幫忙患者緩解不適」、「只顧做自己的工作」、「終於

理解為何會有如此多的醫療疏失」、「這樣的人讓醫院蒙羞」等等的控

訴。以我們的立場，他若是感到身體上的不適，應當馬上回病房休息，

再使用替代的檢查方式，才是「緩解不適」的首要之道，而不是硬撐

著身體離開病房。迅速的完成檢查工作，使患者能夠盡速回到病房休

息，沒有技術上的疏失，但在他們的觀點就是「只顧做自己的工作」。

至於「缺乏專業知識」、「讓醫院蒙羞」等言語，無從爭辯。 

    如果你配備著一雙更細心的眼，你可以在患者受檢時發現他是否

有生理上的不適，如果當下沒有能力替他緩解身體上的疼痛，可以用

幾句叮嚀如：「待會離開時不急，動作慢一點。」、「我速度快一點，

不要耽誤你太長時間，回去病房記得跟護理師說明你的狀況。」，來

緩解他在心靈上的疼痛。或許，他們要的不過就是那一句同理心，給

了他們要的，沒有投訴，也沒有怨恨。如果你配備著一雙更細心的眼，

你可以發現到不同個性的人要用不同的模式來相處，多付出一點觀

察，多贏得一份友誼，多獲取一些機會在職場上的順遂。透過在生活

中不停的觀察、審視自己的改變，例如說，小時候不敢吃青椒，覺得

這是一種很臭的食物；長大之後有天卻突然發現它的美味，這就是一

種改變。原本的你，或許以為自己就是不在乎別人的眼光，只做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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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事情，以為這是對自己的負責。而現在的你，願意用另一種角度

來看待事情，發揮同理心，更圓潤的解決生活中的零零碎碎，發現原

來你做得到，而且可以做的更好，更可以讓心靈得到滿足，這何嘗不

是一種成長呢？ 

    此外，在工作之餘，陪伴在身邊的人不外乎就是家人、朋友、情

人。照顧好身邊的人，也是對自己的一種負責。 

    有一次和朋友們去逛街，在一個人來人往的文創市集裡，有一對

夫妻推著販賣造型棉花糖的攤子，在現場銷售各種造型的棉花糖。我

和朋友們靜靜的在一旁觀察了一個小時左右。短短的一個小時之間，

棉花糖夫婦一共賣出七枝造型棉花糖，製作一枝從挑選款式到包裝完

成大約花七至八分鐘不等，一隻文創造型棉花糖售價一百五十元，粗

略估計一小時可以賺進一千零五十元，一天擺攤八個小時可賺取八千

零四百元的營業額，是我們工作薪資的 5.6 倍，當然這還不包含所需

付出的成本。自從脫離了名為學生的保護傘，人生無一刻不是在為所

屬的公司打拼，為那五斗米折腰，給予自己和家人一份溫飽。而就在

棉花糖小販衝擊我們內心的當下，一股強烈的慾望告訴我們是時候該

為自己打拼了，我們打鐵趁熱，立即著手研究相關資訊如：比價棉花

糖機及功能、品牌行銷與命名、兜售商圈人潮量時段調查、路邊攤法

規規避、食用色素糖資料蒐集、食品材料行調查等等，也發現對於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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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糖結合飲品、冰淇淋或其他甜品等等仍鮮少發展。現在埋下的小小

種子，雖然我們還不能馬上放棄現有的工作，但夢想的種子在心中醞

釀逐漸成熟等待時機萌芽，等我們做好準備了，或許這又是人生的另

一個轉捩點。 

    觀察的力量存在生活的每一時刻，藉由觀察的力量，我們能夠更

快適應新的職場，更拓展你的人際關係，在工作中發現快樂的泉源，

並且找到自己想要的人生方向。亦如本書所要發揚的主旨：「藉由不

同的眼光來觀察社會，並且試著去發現既有事物的另一面，創造出嶄

新的商機，同時也對於不同時空背景人物之行為模式有更進一步了

解。」但擁有了新的眼界之後，想創造新的商機也要有開始與失敗的

勇氣，先做出最壞的打算，將得到最好的結果。時時刻刻配備著不一

樣的眼光，嶄新的視界也將帶領你朝向更美好的世界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