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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很多的目標與選擇，但世俗最容易看到所謂的「成功」：有了名，然後伴隨著可觀

的財富。所以有人說，人生追求不外是名與利。這話是有道理的。

李開復應該是屬于這種類型的人物，而且他也有意識朝著這樣既定「成功」的道路奮鬥前

進。擁有美國名校哥倫比亞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畢業的光環，曾歷任蘋果、微軟、Google頂

尖科技公司全球副總裁，2009年在北京創立創新工場，幫助中國青年成功創業。還在 2013年美

國時代（Time）雜誌評選全球最有影響力的百人之一。

這樣風光順利、如日中天的事業，也是人人艷羨的成就之際，却不幸得了一場與死亡拉鋸

的大病：第四期淋巴癌。

* 病後的大悟

初次得知這樣的病症，作者先是錯愕不解，然後是一連串抱怨與不甘心，一直不斷質問：

為什麼是我得了這樣的絕症？

禍兮福之所倚，這場大病，從某一方面來說，是個不幸，必須立即放下輝煌的事業，面對

瀕臨死亡的現實威脅，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也使他有機會重新醒悟已經走過的人生，也未嘗不

是一件好事？

這場大病，使他徹底改變了。首先，他開始停止了一切的工作，忍受了化療與標靶治療之

折磨。經歷過十七個月的治療之後，總算把病情控制平穩了，接著他嘗試治療後的各種生活節

奏的調整；如睡眠時間的補充（過去是長期睡眠不足的積累）、登山鍛煉、飲食的控制等，當

然更重要的，作者開始反省他一生的作為，包含從小家庭生活、成長的回憶、求學教育、放洋

留學、戀愛結婚、子女互動等往事。

在生病之前，他的人生觀是「最大化影響力」、「世界因我不同」，他是用盡了全副精力

最高效率活動，諸如面見客戶、開會、撰寫博客與行程，每一個環節都是 了提升工作效率而活。

如一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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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聲與利益所帶來的快感及虛榮，讓他沾沾自喜，甚至有飄飄然陶醉其中之興奮，在這場

大病來襲，消褪得幾乎殆盡，他面對生與死之間挑戰。

過去的他，功利心很重，如他自己說的：「一場演講不到一千人就不去，每天微博不能新

增一萬個粉絲，就覺得內容發得不够。有人發信問我創業問題，我只回覆那些有可能成功的。

要不要見一個創業者？完全取决于他的公司有多大潜力。要見哪位記者，得看他的讀者群有多

少？」

這就是大多數人的功利心，斤斤計較每分每秒的成本效益，偏執地把運營社交當作人生目

標的重點，充滿了算計之心。實在不好說，到底對不對、好不好？

* 感恩之心

有了這場病，他開始放下身段，去除了驕傲之心。接著，學會了感恩，不把親人、別人對

我的好，視為理所當然，而是珍惜每一段美好的因緣，懂得回饋報答。

當然，最大的改變，是心眼完全放寬放大了，慶幸擁有健康，才有了一切，創造美好難忘

的時刻，盡力做好自己，但不必要改變世界，活在當下。

因為沒有過去的斤斤計算「效益」的心態，作者嘗試過著另一種平民自在的生活方式，提

醒自己要珍惜跟每一個人、每一次的相遇。如單純與不相識却有緣分的陌生人相見，益發珍惜、

感謝之心。作者自己說，「當我不再斤斤計較付出時，才能獲得最真誠的人情互動」。 

* 找回初心

人心的本來面目是什麼？不好回答。但是，如果仔細觀察嬰兒的舉止，大概就不難回答了。

嬰兒很天真，沒有機心，你對他笑，他就報以笑容回應，喜怒哀樂分明，不會也不懂得遮掩內

在情緒，內心是透亮的，使人不須要防備，永遠覺得自在而愉悅。因此，作者發現，過去太過

度投入追求世俗的名利之心，反而忽略了內在真正的初心。

他警覺到，人生應該是平衡多一點面向，每周一定要和家人聚餐、陪伴母親打牌，繼續保

持運動，注意飲食、睡眠、壓力的均衡，放下身段，關心周遭的人事物。

這樣，才是充實而豐盛的人生。

* 健康、飲食、睡眠與運動

作者在事業成就得來非常平順，也因此而差點喪失了健康，因此作者特別強調，千萬不要

把追求成就的快感而忽略或犧牲了健康的重要性。

其次，作者也試圖改變了三十多年睡眠的習慣，不再熬夜，保持規律的作息習慣。

飲食與運動兩方面，作者花了很多的筆墨說明調控飲食、出汗水的有氧運動對健康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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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他的建議是登山、走上下坡、瑜伽或太極等伸展筋骨的柔軟舒緩動作，對身體都是非

常有幫助的。比較有意義的，現代人大多有焦慮的心理症候群，作者提出了五個面對焦慮的訣

竅：1.健康飲食（蔬果、粗食）；2.少喝咖啡；3.鍛煉身體；4.制定計劃；5.心存感恩（保持

積極、正向的心態）。

* 心態調整──心誠則靈

另一個影響比較大的，是他相信星雲大師的教誨，「面對疾病，正能量是最有效的藥。病

痛最喜歡的就是擔心，最怕的就是平和」，此外，還有心愛的妻子在旁加油打氣、兄姐親戚的

關愛支持，都是使他產生了存活下來對抗疾病的勇氣。

而心態如何調整呢？作者提出了正面思考、心誠則靈的建議。

他相信醫師團隊是很重要的，讓自己有信念一定會好起來，可以產生正面的效應；再者，

樂觀開朗的心態，花點時間做自己歡喜的事情，諸如聽喜歡的音樂、看喜歡的電影，把歡樂帶

進生活，感受生命美好與恩典。另外，多多接觸有正面思想、正能量的朋友，先自我改變，成

為正面思考的人，使自己的人生樂觀開朗。

* 回到家庭溫暖生活

事實上，人在最無助的時候，「家庭」往往才是最能夠使人找到永恒安定的避風港。

筆者以為，本書比較值得關注的，是作者充分肯定家庭天倫之樂，而且也花最多篇幅描述

他與親人互動經過。

作者告訴我們，父親對他潜移默化的影響。作者父親是 1949年從大陸來臺灣的第一届立法

委員，與近代學者錢穆先生有交往，家中還存有錢先生題贈的墨寶「有容德乃大，無求品自高」。

作者說，「他們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就是靠著很多內在的堅持，度過人間的種種不堪；而且

愈是磨難，愈能砥礪內在品質的光華」。

其父親教育子女的方式很傳統，據作者說，「他從不疾言厲色，也很少言語，但他的形象、

作爲，却以一種日久天長、細水長流的方式，滲透在我的生命裏」。

作者又說，他的父親晚年一心繫念家國，懷舊之情特別濃厚，最後五年終有機會回到四川

老家掃墓，臨走還把玩「少小離家老大回」印章，情感難支，留下了痛哭失聲的感懷！

比較令人動容的，作者的姐姐從他父親抽屜取出書有「老年明知夕陽短，不用揚鞭自奮蹄」

字條，這種老年奮進精神，筆者以為，對作者的教育是很大的，勝過任何千言萬語。

作者對九十多歲的母親，也有深刻的回憶。從童年（十一歲）出國留學，母親如何每年抽

半年時間到美國陪讀、慈心關愛的種種瑣事、到老年階段的失憶，作者巨細靡遺一一娓娓道來，

給讀者有一種新的體悟：盡孝道要及時，切勿子欲養而親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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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作者也不斷地轉念心意看待問題。如他的女兒會心疼老奶奶把一輩子的記憶與一部

分大腦功能都喪失了，他則說，「我覺得奶奶幷非逐漸失去記憶，而是在清除憂慮；她的心智

不是在退化，而是在淨化；她不是在走向生命的落日，而是在走向明日的黎明」，能夠如此達觀，

說出這樣的話，生命的淬練與智慧的提升，盡在其中矣。

這場大病，顯然對作者是有意義的，發現了生命的本質，找到人生的意義與各個階段之美！

書中反映他們手足之情，也是令人感到溫馨。如在醫療養病期間，幾位姐姐、姐夫還主動

排班分工照顧，諸如飲食的烹調、情緒方面的調控、半夜陪伴等。作者說，「二姐、姐夫每天

都來看我，每天早上給我送一杯自己打的果汁，化療期間整整送了半年，一天也沒有停過」，

如此手足情深，真是難得。

又如作者與夫人相識談戀愛，五位姐妹每人出兩千元，一共凑了一萬元作為戀愛經費，這

種細膩貼心的舉動，是一般手足不容易辦到的。還有搬新家租房子家徒四壁，沒有傢具，她的

四姐與姐夫還集合了三家的傢具，以卡車運送給他。何以姐弟關係會如此之好，作者寫下了領

悟：「這一切都得要感謝我的父母。他們一生的行事給了我們最好的榜樣，又在我們七個兄弟

姐妹還年幼的時候，就不斷灌輸我們一個觀念，全世界和你最親的就是你的家人、你的兄弟姐

妹。」

談到子女教育，作者原先是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得了這場病之後，他才有充裕時間放慢腳

步，極有耐心、細心去傾聽，逐漸理解到過去不經意間，失去了種種對女兒的關照。後來他採

取彌補方式，是包容與尊重的態度。他沒有強迫孩子該做什麼，而是以引導、傾聽、理解，試

圖去瞭解孩子的想法。

他的二女兒學業成績並不好，他在病中期間，下了决心陪著女兒溫習功課，發現並肯定他

女兒在攝影藝術的天賦，給予支持、鼓勵與幫助，終于開了一個小型的攝影展覽。更重要的，

他的二女兒也在這段期間找到自信，申請學校居然能夠順利如己所願。

* 本文小結

本書的最大特色，是圖文並茂，每一段落的文章，都有好看的照片或插圖配合，加上作者

真實經歷之誠摯話語，因此讀來毫不費力，令人很容易被其中的情節所吸引。

人的一生有很多的轉折與偶然，有些偶然的遭遇，不是可以自己掌控的。如果沒有這場大

病，作者就不會讓讀者知道，原來成功鮮亮的外表底下，並不是完美無缺，還是有很多待補修

的功課：諸如重新放慢腳步，調整自己的生活，改變心態與人生觀，不再以追求名利作為人生

首要的目標，多多陪伴家人生活，回歸到天倫之樂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