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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內在原力的人，

大多只想待在原地接受他人幫助，或只想著利用

他人，作為自己提升、前進的踏板。作者鼓勵我

們運用自己的能力、心力，先照顧好自己，也要

照顧好家人，不讓他人的重要性在家人之上，以

至於兩邊不討好，兩邊都荒廢，又都掏空自身能

量的情形發生。

懂

得自我保護的給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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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嗎？我自己都不知道耶！

在民主社會裡，和政治立場不同的人互相

討論社會議題，是免不了的事情。遺憾的是，我

們在進入臉書時代之前，並沒有做太多準備。忽

然發現社會裡竟然有那麼多政治立場令人髮指、

那麼多跟我不一樣的人，讓我們都嚇壞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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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明了很多詞彙，例如同溫層、取

暖，對討論的幫助卻似乎很有限。一旦面對真正

的對手，我們依然容易陷入跳針和鬼打牆的輪

迴，直到有人放棄對話或者被封鎖。這些情況令

人洩氣，但這並不表示我們很爛。因為我們其實

一直沒有受過民主社會公民應有的專業訓練，國

民教育並沒有教我們怎麼跟立場不同的人對話，

怎麼有耐心地抽絲剝繭理解雙方立場

我該（I 

must）是被動的，我要（I will）代表個人意志

的成長，但是這不是最高境界。我是（I am）則

超越前二者，是自我意志的明確定位與新境界之

抵達，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一個自主滾動的輪

子，一個神聖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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