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幾年辦理講座後，總會請新聞

社同學專訪講師。「請問您成

功的關鍵？」是必問題，神奇的是，

從方文山、朱學恆、九把刀到沈芯

菱，竟然都回答一樣的答案──「成

功前，必須先為這個目標努力一萬個

小時。」那，為什麼是一萬個小時？

成功者的一萬小時定律

原來「一萬個小時定律」是美籍作家麥爾

坎．葛拉威爾於2008年在《異數：超凡與平凡

的界線在哪裡》(Outliers: The Story of Success)探

討傑出的成功人士為什麼與眾不同一書中所提

出。書中提到：「不管哪一種專業，成功的最

大前提，都是要有一萬個小時的不斷練習。」

他舉出兩個例子：披頭四成名前，從1960年到

62年，在一家夜總會，連續開唱270個晚上；比

爾蓋茲從十三歲起，連寫了七年的電腦程式。

麥氏不認為成功者的才華與創意，是那麼

輕而易舉不絕而來的，他認為現代世界中，許

多我們原本束手無策的問題，其實只要花上一

萬個小時，給人實驗、犯錯的機會，都有可能

找出解答。

這說法與方文山、九把刀的說法一樣。方

文山說：「從小我就沉迷於宋詞之美，所以當

送貨員和防盜系統安裝員時，我仍不斷閱讀，

自編韻腳辭典，一直嘗試寫詞，還有，一直被

退稿，我努力了幾十年，所以，不要把我當成

天才。」

M型時代不能墨守成規

九把刀更是不認為有一炮而紅這檔事。訪

問他時，提到最低潮的時刻：「背部長二顆腫

瘤、和女朋友分手、研究所落榜、寫的書五年

都不賣、還沒當兵、還沒有一份正式的職業、

母親又生了重病。面對這樣的人生，我仍然堅

持寫下去。」

方文山與九把刀對志業的投入，何止一萬

小時？

然而，真的任何事只要投入一萬個小時

就一定會成功嗎？麥氏不如此認為，他補充：

「除了必須有把握『機會』的智慧、善用特有

的『文化』遺澤；必要時，還得脫離部分的身

分，擺脫傳統的束縛。」

目前對成功最世俗的定義應是進入「贏

者圈」，也就是成為「經濟自足，有閒錢休閒

娛樂，退休生活無虞之人」，多數人認為捷徑

是藉由聯考及國家考試，成為醫師、會計師、

司法人員、高級工程師、教師或公務員等。但

在M型化的世界，中產階級逐漸消失，「贏者

圈」日形縮小，因此，對於不擅長考試的學生

而言，就要有麥氏的思維──必要時，還得脫

離部分的身分，擺脫傳統的束縛。若執著把大

學文憑當成終身飯票，將是悲劇一場。

打破文憑迷信此正其時

但弔詭的是，在全民升大學的今日，不只

台灣，世界正不斷上演著如此的悲劇。《讓天

賦自由》一書認為今日大學的課程是為「早期

工業革命後的社會」所設計，今日大學分科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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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缺乏連結；此外，「知識半衰期」日益縮

短，往往今日學到的知識，畢業後沒幾年便已

不合時宜。

明知道前面是一道山壁，而世界的教育

列車仍一頭撞去時，當老師的必須有不同的思

維，家長和學生更應審時度勢，決定是否要搭

另一輛車。

那一列撞山的火車，上面坐滿迷信文憑

的朝聖者，在台灣，他們的列車途經一個叫做

「cost down」（降低成本）的車站，驗票時文

憑被丟進煤炭爐，發出小小的熱力，前進時輕

輕發出22K、22K的聲音。

然而，另有一列火車叫「value up」（提高

價值），全民上車後，一起開向「贏者圈」的

車站。這種火車在德國和瑞士跑得最快，上車

的車票不一定是文憑，大部份拿的是證照（是

真正檢驗過的證照），前進時發出的聲音是

「value」（價值）、「value」（價值）。

擁有價值才是贏的王道

當生存策略是一味的砍價格時，也是在把

全民趕出贏者圈；但這個世界，價值才是王道。

一百元的夜市錶和一百萬的瑞士錶可能都準，但

不同的是價值；一百萬元的國產車和三百萬的德

國車都好開，但不同的，仍是價值。

然而，要建立不可取代性，擁有各個職場

的核心價值，其修煉過程，往往就需要「一萬

個小時」。關鍵在於，「贏者圈」內的贏家會

比其他人早開始他的「一萬個小時」修煉。

有句台灣話說：「三冬(年)五冬(年)出精

工」。如果每天付出九個小時的努力，累積三

年，是一萬小時；如果利用放學或下班後的三

小時努力，十年，也能累積一萬小時。

如果你還年輕，快點找到你的興趣，去自

我進修或提早企業實習，開始你的一萬小時修

行吧，這可能是你打敗升學主義的唯一途徑。

如果覺得走錯路了，另起爐灶太難，也應提起

勇氣開始你一萬小時的第一小時。就像我也一

樣，大學畢業後才開始努力學英文，學寫詩，

十年之後，也能利己利人。

告別過去就是開始抵達

香港首富李嘉誠說過：「對過去戀戀不捨

的人，成就不了未來。這個世界上唯一不會變

的，就是這個世界隨時都在變。你必須相信時

間的力量，所以，請儘快從過去走出來，釋懷

過去，總結過去，而不是一天到晚地琢磨著回

到過去。

過去的種種，對現在的你已經毫無意義，

仰一仰你的頭，看看前面崎嶇的路，好好地接

著前進吧。」

講的真好！其實，開始就是一種抵達，只

要選對一條正確的路，開始累積你的一萬小時

吧。做，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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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花園父母成長讀書會

107年4月10日～6月12日，每週二上午9:00-

11:00，一期十堂課，由臺北大學社工系陳阿

梅老師帶領，分章詳讀一本親職教養的書籍，

並分享實踐心得。

地點：新北市頂溪國小 (永和區文化路133號)
洽詢：02-25017722 泰山文化基金會

活動免費，書籍自費，需先上本會網站報名。

 

時間：107年3月24日(六) 上午9:30-11:30

講題：你到底要什麼？
講師：李枝桃 (親職教育專業講師)

地點：彰化縣陽明國中 (彰化市長順街76號)

洽詢：02-25017722 泰山文化基金會

更多訊息請上本會網站查詢www.taisun.org.tw 

中區「真愛家庭」親職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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