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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編號 M28                             

書名 請問侯文詠 

   「你選擇當醫師是你自己的內在價值，還是別人給你的價值?」 

    在面對同樣問題，和作者一樣，起初的切入點大多是可以得到什麼(what)、如何得到

(how)、或甚至得到以後別人會怎麼看我(how)。卻很少思考為什麼要從事這份工作(why)、

為什麼喜歡(why)? 

    「我的志願」是成長過程中必經的作文題目，當時才國小低年級的我毫不猶豫地寫上

大大的標題：畫家，便心滿意足地直奔內文。畫圖是我喜歡做的事，即便現在我已經很少

很少再拿起畫筆了。而過去很多想法漸漸的被師長或同學們的一些建議:「都花時間了要

不要讀醫學系?」「醫師可以賺很多錢而且受人尊敬要不要考看看?」「畫家在臺灣不可

能」......等自我懷疑。等到高中畢業選填志願時，什麼想法也沒有。我選擇了重考，理由

僅是因為不知道未來想要做什麼、也還未找到讀大學的意義。而現在，我選擇了醫學。 

    有句話是這樣的「因為喜歡所以想要」，按作者與內在對話的順序，我的思考如下: 

首先理解自己的「內在價值」。我後來才知道，並不是只想我要得是什麼、我要做什麼工

作，而是思考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而什麼樣的職業可以讓我們成為這樣的人。我知道我

喜歡「治癒」這個過程，無論是身理或心理我都想用自己所學的專業治癒他人，進而對

「人」有更深刻的感受，我想這就是我的最終追求價值。或許正如作者想表達的一樣，當

我們清楚知道內在的渴望後，才能專注在之後的事務上。 

    第二把生命當成目的，其他事務，則是讓你達成這目的的「手段」。人們常會把財

富、名聲當成追求的目標，但這種外在的價值反而限制了我們，讓其一生為了追求這些而

變得失去自我，忘了自己真的想要什麼。作者提到如果從財富、名聲、權勢–達成目的的

手段來出發，你只會離自己內在的價值或召喚越來越遙遠。追求財富名氣不是不應該，確

實它們也會讓我們快樂，但如果把那當成目的，你的生命就不是自己做主了。說實話，那

些手段我是需要的，因為我需要它們來讓我擁有更多機會去改變我想改變的事物。在我想

「治癒」他人的原因裡，有一部份來自過去的經驗，用送一些小小的圖文插畫給身邊低潮

的人來幫助，雖然微不足道，但卻讓過去很迷惘的我有那麼些滿足的感受。就像作者提到

的開關理論，很多人總深陷於自己所失去或失敗的經驗，當然難過是正常的，但這樣的惡

性循環關制了我們：我們看不到其它的可能，而不停的挽救、後悔。「後悔」是我最害怕

的心態，但後悔的最終仍是自己的選擇。那為何不和作者所說一樣，打開開關，「多一點

別人，少一點自己」，不再以自我為中心，許多煩惱後會漸而淡去。我想這也是我選擇內

在價值的感受：「關心別人、再看見別人的快樂時，我們也看見了自己的價值」，那時刻

的心裡將會多麼充實。如作者將醫學基礎與寫作、電影做結合，個別來看都只是他的手

段，但合併一起是他的興趣也是他的內在價值。雖然經歷一次次的挫折與失敗，也可能外

在環境會用輿論的眼光來評斷，但自己的想法、認知和低潮的調適將會影響最終的決定，

而那些成功者都清楚知道，失敗與挫折是讓我們知道哪邊還可以更好，哪邊還可以調整

的，以及不嘗試就不知道的心境轉態。所有的核心皆在於：我們追求的人生意義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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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自己的內在價值後會選擇醫學，或許最一開始確實是因為分數對到門檻，但既然

還是自己最後的選擇就不應該後悔。對現在的我來說，醫學是最貼近人們的專業，也是我

在往內在價值上最直觀的一條路。以宗教的觀點來看，每個人來到這世上都有一個課題。

而這個課題就是學會面對我們內在的渴望，但過程中可能因為環境的影響，我們漸往「外

在價值」塑形，而失去了自己本該所望、忘記或深埋了天賦。作者提的「把生命當目的」

正是對應了內在的動機，雖然繞了很多次，但最終能決定走向的最大的關鍵仍在自己。我

所希冀的「治癒」目標，除了幫助他人走出創傷，知道自己在社會上的定位、知道自己也

是被需要的人，更讓自己在那些痊癒後的真實面孔中，找到自己過去的傷口與迷失，面對

面並問向自己「為什麼」。我想，內在價值的最終、獲得最多成長的，仍是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