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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讀後心得 

一、前言 

每個人從小到大各個階段，都面臨不同時期的問題，等待我們一

一克服解決。每一個世代困境不一樣，總有處理的方法。台灣雖然有

很多問題，卻都是可以解決的。本書算是專欄文章集，每篇只談一個

主題不會太長，閱讀完一個段落可以好好思考體會個中滋味。 

「最低的水果」，前因後果其實就是前人種樹，後人摘果。祖先

種什麼花結什麼果，但如果後代子孫僅是守成未能發揚光大，資源總

有匱乏不敷使用之時。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所謂「水果」是指我

們能享受的成果，而時代背景讓我們能享受的「果」，已經將盡，所

以我們得趕快想辦法轉型。 

所以當最低的水果都摘完了，就必須想方設法創新突破。以美國

為例，身為世界的領頭羊，早經歷好幾次跌倒再爬起來的過程，更何

況我們台灣就要認清事實。我們已經快摘完最低水果了，就該打造工

具去摘更高的水果，而不是見到經濟停滯就緬懷過去光環，沉浸於亞

洲四小龍榮景之境。 

作者總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盲點，想到別人沒想過的問題。這是

書封的宣傳詞，說得沒錯，但為什麼作者能看到？細讀本書，會發現

作者有極為豐富的知識，從社會、經濟、政治，都能從問題的背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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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一層次的成因，再一層一層論述下來，我們才發現，原來問題表

面的徵狀，反應的是結果而不是成因，因此追逐表徵一點幫助都沒

有。 

書中文章主題，最能代表時代的關鍵詞有，例如：熱血、小確幸、

狼性、走出舒適圈、人脈存摺。面對問題必須保持熱血心態全力以赴，

但前提應做足準備，學習強化自我準備與認清現實，這樣才能踏實追

夢走得更常更遠。 

小確幸背後確實沒有真正的人生追求目標與理想實現，只是成為大多

數人不努力的藉口而已。但作者不一味批判或讚揚小確幸，而是把格

局拉到原始出處，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小確幸的意義，釐清目標以及該

如何去完成。 

狼性在台灣逐漸演變成「不屈不撓奮不顧身進攻的個人特質」，

但這又不同於中國講的「狼性」 是企業特質，是群體精神。有趣的

是，台灣媒體所定義的「狼性」不只在台灣年輕人身上少見，在歐美

也看不到，原因是在矽谷、西雅圖，積極進取根本不夠，還必須要有

創意和獨特洞見，因此矽谷講的是熱情與使命感，不是「狼性」。再

看中國，正處於摘取最低水果的階段，機會多不勝數，敢拚就會成功，

故而「狼性」有效，台灣已過了這個階段，我們該效法的不是狼，而

是找出天賦熱情，成就屬於自己的使命。與中國大陸相比，我們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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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制度相對完善，選擇更多，早就脫離了弱肉強食的荒野怎會有狼性？

但與歐美國家相比，我們的社會與教育又不夠進步，進步到足以讓我

們學會探索自己，尋覓真正的人生意義！文中推導出的解方，不是回

頭重新找回狼性，而是該持續往前進化。 

台灣當下最深刻的焦慮有：國際觀、高等教育、兩岸競爭力、機

器取代人力。 關於工時太長，她重新思考「龜兔賽跑」這則寓言：

同樣是受過相同教育，為何有人進入職場就是烏龜，無法在相同時間

完成任務，有人是兔子？最大原因不就是烏龜當年在學校都在睡覺，

兔子則都在練跑？如果烏龜進職場後竟然以為自己可以維持慢吞吞

步伐，只憑兔子貪睡就跑贏兔子，是在做夢！做任何事應當充實自我，

按部就班不可投機取巧。關於大學生太多，高等教育快速膨脹，怎可

能只膨脹到學生人數，卻沒膨脹到辦學者與教授人數呢？為何大家只

質疑大學生念大學的資格，卻不去質疑辦學者的資格？只怪大學生不

用功，卻不質疑教學品質？萬丈高樓平地起，沒有良好堅固的基礎，

哪來有經得起颱風地震摧殘的華利高聳大廈。 

「因為別亂鼓勵大膽走出去」原本以為內容是批判年輕人，但看

完後，發現主要是對社會整體的反思，是對社會殷殷期盼，委婉而鏗

鏘。但只要將訊息的網灑出來、盡力客觀呈現，就是一種思想的傳承

──雖然會經歷碰撞跟磨合，但終究是傳遞下去了。我想尤其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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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的時代、雖然將來這種互動模式也可能會消失，但總之，至少現

在，就算不是出書，我喜歡看每個人想表達什麼就在自己的地方盡情

表達，不用擔心欣賞的人多或少，因為當聲音變得多元，也會影響他

人的思考趨於多元，或許總有氣味相投的人會停下腳步，我甚至覺得，

知心的，一個就夠了，那都是一種傳遞啊。 

  作者寫這本書的初衷很單純，就是受不了大家在唱衰台灣。指出

台灣問題就是最低的水果摘完了，如今應該趕緊打造工具去摘更高的

水果。  

二、觀感 

  自我充實面對未來挑戰，站在不一樣的高度及立場，一切要從個

人開始做起，從點到線才能全面的讓台灣更好，從政治惡鬥到勞資對

立還有無止境的「拚經濟」卻只是越拚越往下掉，內鬥浪費多少資源，

勞方與資方未能同心協力那來完美亮眼的財報及經濟成長。與其在那

邊毫無建樹的唱衰台灣，不如好好坐下來為思考可行的解決方案才是

正解。而在眾多問題中，我覺得就如同「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大多

數的人都還提留在美好過去的迷思，凡事怪別人千錯萬錯不是我的錯，

都不檢討自己，只看到眼前有蘋果就努力摘拼命吃，然後當發現蘋果

好像快吃完了就開始說這顆蘋果樹沒用了，卻沒有抬頭看看其實在樹

梢之間還有許多未摘取的鮮紅蘋果，等著發現者架梯子或是墊個腳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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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手就可以拿到了。在這個時代試圖培養多視角觀察一件事，是一種

很重要的能力。 

  划龍舟是一種團體運動，每個人各司其職各盡其力，努力划槳勇

往向前，尤其掌舵者更為重要。掌舵者必須保持直線前進的方向，才

不會枉費划槳者的氣力，如同國家訂立之政策方向應承襲前朝已經實

施既有之方向，不宜變化過大，且順意民心水到渠成才能收到良好成

果，否則只是虛耗能量無效果。穩當落實基礎訓練，潛移默化扎扎實

實培養實力才能與世界競爭。 

以豐富實力面對問題，思考如何拆解問題，找出問題的核心，避

免隨著情緒起舞，用生氣用逃避用辱罵用酸言酸語來處理。可以試著

在每次遇到不論是你以為的順或逆，都請先暫停一下喘口氣讓自己把

情緒調整一下，接著可以多問自己一下「還可以怎樣做呢？」「還可

以怎樣看呢？」「還可以怎樣處理呢？」抽絲剝繭的找出關鍵點才能

更有效率的解決問題而不是被問題解決。從別人的經驗探索尋找適合

自己的方法，進而提升看到一個議題時都可以有「發自自身內心的想

法和觀察」。因此養成大量閱讀，其實就是投資自己成本最低的好習

慣，但不是只看自己愛看的書，更要接觸各式各樣廣泛武俠、奇幻、

推理、冒險…等的各類型，一開始看得有點辛苦，但隨著看的書越多

越廣，越看越有感觸，越看越能將許多知識融會貫通用自己的表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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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甚至回頭再去看以前讀過的作品更可以從不同角度去拆解，別有

一番趣味。 

僅民眾感到很悶，高官也沒好過哪去，政府一任四年，誰都不想

得罪，結果是誰都得了罪，部長沒幾個能做滿三四年的，就算有也是

那種因為沒犯錯也沒大建樹，連政治學者或媒體都說不上名字那些；

中央和地方亂質詢也是司空見慣了，大家忍一忍也就過去了，反正對

不少民眾來說，紅白包有到就好，或者有關係就沒關係就可以⋯⋯以上

真是滿滿負能量。世界政局變幻莫測，很難讓人覺得心安。我想有些

會說那為何要留在台灣？我只能說，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湊熱鬧，台灣現今社會普遍存在很大的問題在

於太多人總是人云亦云，隨著酸民的情緒騷動，總是說著破壞和撕裂

及傷害別人的話語；往往因為被網路酸民無腦的情緒攻擊，在這樣惡

意的堆疊下走上不歸路；我深深體會真正的惡意都是來自於那些以為

躲在鍵盤和銀幕背後不用對自身言論負責任的酸民不在乎的言語；這

些文字只有惡意和負面的情緒卻沒有任何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案；雖然

本書作者有些許觀點其實我不完全認同，但我必須要說作者對於所論

述的觀點是有研究有見地更有提出他的「可行」解決方案。隨著世界

的快速迭代，一件事情不再只是過去單一面向的處理方式，而是可以

透過像是經濟、行銷、財報、文化、歷史、心理…等多種面向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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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方式；要能夠提出多角度的解決方案，就是透過刻意練習和平常

的積累，自然在遇到各類型問題時都可以信手捻來自己獨到的解決方

案。透過理性分析及規劃，搭配個人感性，你一定可以有架構的提出

自己的觀點和解決方案。再去看看近年來熱蒐的議題，你會發現狼性

不一定適合我們所以必須選擇適合自己的路線，小確幸也不一定那麼

卑微，有時深蹲是為了跳更高跑更遠，等待時機是必然的更重要的是

能把握機會；對於成長要用適時的狼性搭配對於物慾適時的小確幸，

多方涉獵，相信對於和世界接軌會更有來自於自己的國際觀定見，而

不是隨著網路酸民或媒體起舞，只看到眼前最低的水果。台灣真的是

寶島，但需要從每一個你我的點開始發光才能往外擴散逐漸凝聚成更

大的影響，在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不再懼怕改變和突破，而是每個人

都可以架起自己的梯子往更高的水果邁進。 

三、結論 

我們的目標在全世界，要比較的對象應該是所有國家才對。為了

摘到更高的水果，台灣必須要開始思考該如何用下一個十年、二十年，

在世界的舞台上站得更高。 

台灣最大的問題，是媒體和大眾太沒有國際觀和歷史觀了吧？然

而，還是有很多有識之士，能夠在紛亂中看到一些問題，或者說，看

出什麼不是問題，於是看出什麼才是問題。整個世界，或小至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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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很複雜的，有識之士們也都只能是瞎子摸象，多元多樣的探索，

才能拼湊出事物的近乎全貌吧。最優異的學生幾乎都往醫科和電機發

展，導致社會愈來愈高度發展時，其他各領域沒有足夠多優異的人才，

使得無法把人的才能作最大化的利用。 

另外，錢不過是人用來換資源的遊戲點數，重點在人生的幸福快

樂，可是台灣社會價值單一到太常用錢來衡量事物的價值，不信等長

輩問薪資多少就知道。 當人才不足，社會又受困貧乏的價值，產業

就只能儘量往縮減成本的方向發展，政府和立法院在過勞下只能盯著

數字看，施政卻讓人民愈來愈無感。即使台灣以上問題不少，但我們

真的需要擔心嗎？我想其實不必，多讀書真的有益身心健康，看看其

他先進國家，德國也好、瑞士也好、北歐也好、日本也好、韓國也好、

美國也好，不要看人家現在有多成功，看看讀讀歷史吧！他們也都曾

因為各種和台灣很像的因素而受困過，人家是怎麼突破困境的呢？台

灣人實在應該抱著求知若渴之心去探索世界，就不會覺得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