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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學生，在國小的時候一定寫過一

個家喻戶曉的作文題目：「我的志願」；每

個孩子的志願、夢想都不見得相同，當然

每個答案都有其存在的價值；這本《一生

一定要認識的全球領袖五十人》，均是以漫

畫的對話方式來呈現，接著，再從漫畫中

拉出一個議題來探討，最後，再詳細敘述

這位領袖的生平、事蹟等；本書是韓國作家金德榮、朴善美所寫的，內容詳實，生動有趣，極

適合做為學生學習的教材。

近年來，我們將視野聚焦於全球，所以這一本書，從東方撰寫到西方，從北半球描述到南

半球，跨足了七大洲五大洋，將世界知名的領袖，全都網羅起來；更特別的是，本書的最後一

頁，繪製了一張世界地圖，讓領袖與出生地結合，在認識領袖的同時，也認識了地理位置。

由於社會分工的關係，每個時代、每個社群所需的領袖人才亦不盡相同，所以本書共分

成四類來紀錄，包括經濟、社會、政治與大眾文化，每一位領袖都對世界做出了不可抹滅的貢

獻，每一位領袖都值得做為楷模來學習；他們並不像高高在上的聖人，高不可攀，反而像是會

犯錯、會說笑的大哥哥大姐姐們，與我們親近；這也是現代教育學派主張的，希望以「親近的

典範」取代「完美的典範」。

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我們可以先問孩子：「什麼是領袖？為什麼要有領袖？」，以學校

來說，班長或老師就是班上的領袖，校長就是全校的領袖，而在社會中，國家的領袖就是總統

或行政官員。領袖可以帶領我們，走上應該要走的路，讓我們的團體免於恐懼，讓未來充滿想

像，看見願景；沒有領袖，團體將失去存在的力量，成員也像散沙一般；領袖可以凝聚起人民

的向心力，匯聚所有人的意見，做為下一階段改革的參考；然而，大多數的人，總將領袖狹隘

的定義在「政治人物」之上，其實，每個社會階層、分工的領域，都有專屬的領袖，負責統

籌、指揮、引導。

像賈伯斯，他沒有政治歷練，但他不斷推出新款手機、平板電腦，讓手機不只是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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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不只是電腦，他就是資訊界的領袖！尤努斯感嘆印度的窮人，經常被地下錢莊逼得走投無

路，因而濟弱扶傾，創辦了鄉村銀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曼德拉致力於種族和諧，以黑人

身份當選南非共和國的總統，打破白人才能當總統的慣例；力克胡哲天生就沒有雙臂，但是他

以「永不放棄」的箴言勉勵自己也勉勵他人，創造了一個充滿鬥志的天地。

每一個領袖，如今看來都是光鮮亮麗的，但是在邁向領袖之路的過程，總是坎坷辛酸的。

金妍兒在獲得世界花式滑冰女王封號之前，每次訓練總在困厄的軟硬體環境中掙扎，為了表演

七分鐘，她忍了十三年；歐普拉脫口秀，如今早已風靡全球，但其小時候曾經歷遭棄養、十四

歲未婚生字，甚至還吸毒呢！這些領袖事例也告訴我們，領袖其實和一般人一樣，有苦痛、有

挫折，重要的是如何克服難關、勇往直前。

這本書可以做為品格教育與生命教育的教材，讓孩子知道，我們必須學習領袖的態度、風

範，也必須為自己的理想築夢、踏實；才能成為一個有魅力、有靈魂的人！

要成就為一位「領袖」，絕非輕而易舉的事，那一定是經過失敗、苦痛、挫折等負面的折

磨，才能脫穎而出，成為大家景仰的對象；至少在《一生一定要認識的全球領袖 50 人》中，就

讓我們看到至少有四十位，是從荊棘、掙扎中，化悲憤為力量，化阻力為助力。

雲門舞集的舞場，在幾年前時遭受祝融之災，雲門創辦人林懷民先生在第一時間，向大眾

說了一句觸動心弦的話，他說：「這是上天給雲門的磨鍊，我們沒有時間難過。」多麼令人動容

呀！從這個事件當中，除了政府資源與文化、社會價值的問題之外，也是給孩子一個很好的教

育，是一個發揚人性的機會教育。

幾年前，我和幾個朋友一同參觀杏林子女士所創立的伊甸基金會，每位義工都是秉著服務

的心，滿心歡喜地向我們介紹成立的背景；在那陣子，我閱讀了許多杏林子的作品，我深深感

受到一個飽受身軀之苦的人，竟然可以用大愛化解一切，並用語言、文字撫慰許多陷入深淵泥

淖的苦難者。

還有一次參與音樂講座，聽到講者分享貝多芬的事蹟。貝多芬一生共創作了九十多件交響

樂作品，其中又以後期的幾首最眾所矚目，特別的是，這些都是在他失聰之後才完成的。貝多

芬說：「我要扼止命運的咽喉，不讓它征服我」；因為有了聽障，讓他更想用音樂用旋律感化人

心，發揚人性。

的確，這個社會上，有很多因為先天、後天與人為的不公平，也造成許多令人傷心難過，

為之鼻酸的新聞事件，但是我相信，唯有透過教育啟發人心、磨鍊人心的方式，才能將那不平

消弭到最低程度。

前陣子，我的腳受傷，開完刀後休養半年，這是我人生中的低潮，也是從小到大不可磨鍊

與從未有過的際遇；但因為這件事，讓我想得更多，可以靜下心沉澱自己思考怎麼在痊癒後面

對自己，思考我怎麼教孩子「生命教育」；也別忘了，危機就是轉機，沒有經歷挫折與困難，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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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有思考的機會與力量。

挫折是每個孩子必經的路，或許遇到堆積木而不慎倒塌、考試成績不理想、與朋友交往有

摩擦、運動比賽不如預期……；但這些都是「過程」，重要的是過程中所培養出來的「心態」；

態度決定氣度，品格決定人格，也決定事後的發展。我們應該教導孩子愈挫愈勇的生命力，不

經一番寒徹骨，焉得梅花樸鼻香；用教育的愛，啟發孩子的心，讓他們散發出愛的清輝與聖的

靈光；這才是教育最終的目的。

我也常跟孩子分享：信心為種子，苦行為時雨。挫折是修鍊中的道場，敵人則是人生中的

蝴蝶； 唯有透過一層又一層的考驗，唯有經歷一次又一次的鍛鍊，磨鍊我們的生命，考驗我們

的心性，讓我們知道，多走一段路，路越走越平。多做一件事，事越做越小，多盡一份心，心

越磨越圓。

如果說「愛」開創了人類最偉大的奇蹟，那麼我想，「磨鍊」當是考驗自己是不是英雄的

時機。雖然我們不祈求立功立德立言，但至少在面對挫折與叉路時，都要將磨鍊視為前進的動

力，留點價值與榜樣在有形的軀體與無形的心靈上――就像賈伯斯先生所說的那句話：「要成就

一番偉大的事業就是要愛你所做的。如果你還沒找到，繼續尋找，別安於現狀；失敗了並不算

什麼，可貴的是再起的能力」；也許，朝這個理想邁進，我們都可能成為領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