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 年 05 月 04 日哲學系職涯分享座談 
 

哲學界的釘子戶 Vs. 哲學界的叛徒 
職涯規劃是在找模型還是拼拼圖? 

 
主持人：張忠宏老師 
分享人：張智皓 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林平分 內湖西湖郵局經理 
 

主持人：今天邀請的兩位分享人，在人生道路上做出不同選擇，但都是我們非

常自豪且引以為傲的畢業生。智皓學⾧大學畢業後選擇繼續升學，即將取得本

系博士學位；平分學姐畢業後選擇進入職場，目前是中華郵政分局經理。他們

就讀大學時，成績都很優秀，但基於不同的考慮，做出不同選擇。這場分享是

㇐個機會，聽聽他們的心路歷程，可以幫助大家思考未來的走向。 

 

找模型與拼拼圖的差別 
林平分學姊分享內容： 

  我和學⾧及另㇐位學姊是同㇐屆的同學，我在碩班的時候，論文還沒寫完，

就到郵局去工作；另㇐位學姊大概博班的時候，也去就業了。學⾧是最堅持，

會成為我們三個當中唯㇐㇐個拿到博士學位的人。經過了這些，再來看我們的

差別。在整個生涯或職涯的選擇當中，到底是看到像學⾧這麼專業的形象，當

你也對哲學很有興趣，所以要把整個相關的能力，都符合走上這樣的路？還是

說，盡量把自己手邊的這些能力去拓寬，然後等到需要就業的時候，再看說手

上有什麼樣的東西，透過重組去找工作試試？這是兩條很不㇐樣的路這樣。 

    這個概唸就是模型跟拼拼圖的差別。例如，模型的每㇐塊都是特殊的形

狀、特殊的用途，組起來後，就變成㇐個特定的造型，就像是某些專業，像哲

學的專業，或是護理師的專業。再來是拼圖的概唸，你學的很多能力，不管在

系上修的課、輔系或是去旁聽的課，或是在社團、在外面學到的東西，都是㇐

些基礎的能力。而基礎能力有時候可以不同的拼湊成別的樣子，就像拼圖，在

沒拼出來之前，不知道會拿哪幾塊結合在㇐起。 



 

    另外㇐種說法就是把這個拼圖當作是樂高，假設整個事情都是㇐個樂高玩

具好了，大家知道樂高有㇐些基礎零件嗎？每㇐塊都方方的大概有兩個角、有

兩個凹槽，每個都可以疊在㇐起，這樣可以重疊起來不同的顏色。但是，樂高

也有㇐些特殊零件，當你疊㇐些非常特殊的造型的東西的時候，就必須要掌握

到這個特殊零件，不然疊起來的東西就會不像。那在這樣的理解、區分裡面，

專業的能力可以看成像是樂高的特殊零件。認真地學哲學，或認真地學另外㇐

項專業，走到很專精的時候，其實是在取得那個特殊的零件。 

    但是到底會怎麼選？那就要看當時的興趣和需求整體來做決定。就是基礎

的能力跟專業的能力是有點差別，不是說你把它的量增加，然後㇐直往上堆

疊，你就會多㇐道專業的高度，兩者不是同㇐件事。 

   我想說的是，就是大家應該要盡量的去增加大家的基礎零件，因為之後可以

做很多不同的搭配，那這也是㇐種分散風險的概唸。 

   以我為例，在錄取哲學系之後，我的人生第㇐個轉折就出現了。因為不知道

要幹嘛，家裡、同儕之間就會有很多問題，問幹嘛唸這個，再來就是唸這個之

後能幹嘛，大家也會說是不是要來轉系呢？就是給很多其他的選項。那時候也

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唸哲學，但我也很焦慮，因為我媽叫我去唸會計。可是我

不知道會計到底能幹嘛，雖然我遵照我媽的指示去修了會計，也修完了，分數

也不錯，可是我還是不知道會計要幹嘛。所以我就想，應該要來試試看自己，

到底適不適合唸哲學，那怎麼試呢？我就多修了㇐點課，結果修了 21 學分系

上的課程，真的很重，兢兢業業的努力的唸到學期結束。 

  當你出現㇐些轉折的時候，不知道到底是要留著，還是要走的時候，不能什

麼都不做。當不確定跟焦慮的時候，我的建議就是去試，然後看結果，而不是

什麼都不做，然後㇐直停在那裡，這是最不好的狀態，就是哀聲嘆氣說這個懷

才不遇齁，這個沒有人知道你的興趣在哪裡。你的人生、你的興趣得自己去

找！ 

   我的轉折就是唸了哲學，然後又修了這麼多重的課後，發現我居然過關了，

然後就覺得可能我能唸吧！大三就拿著這個成績申請法律系雙修。但法律系課

其實蠻重的，然後要修滿多的課，在大四的時候專心去修法律系的課。當時的

環境也是要我們找另外㇐個專⾧來搭配哲學，就像剛剛講的拼圖要多㇐塊，以

後選擇會比較多，所以我就去選雙主修。 



 

    我對刑法很有興趣，可是我去法律系之後，民法都考得比刑法高很多，我

的刑法考得很爛。沒有試之前，我不會知道，我對刑法很有興趣，以為也會做

得很好。可是事實上證明，我民法考得成績非常高，可是對民法真的是沒有太

多的興趣；對刑法很興趣，卻考得很爛。所以，你的興趣跟你的能力有時候不

會在同樣的地方。可是，在找工作或是在安身立命的時候，㇐定要有基本的能

力。以我來說，郵局裡面的工作或是某部分的考試，其實跟民法相關，因為處

理的全部都是錢跟人的事情，所以其實我那時候唸的東西跟我後來的工作是有

關聯的。 

 

郵局工作是怎樣㇐回事? 
林平分學姊分享內容： 

  郵局有郵儲壽三塊主要的業務，那儲匯就是在內勤的櫃檯，郵務就是外勤的

郵差，壽險有㇐些行政幕僚的工作。我做過儲匯和壽險，但我為什麼不能做郵

差呢？第㇐因為我是路痴，我極其沒有方向感，所以這個工作㇐點都不適合

我。所以如果你基礎能力缺乏的話，有些工作是根本沒有辦法做的。 

   我進了郵局後，從基層的櫃檯人員開始做起。當時我環境裡有個很機車的主

管，讓我想幹掉他，所以去考了升職考試，然後就換了㇐個工作環境。我講這

些轉折是想說什麼呢？是說有些人在自己遇到類似環境，比方說覺得同學環境

氣氛不好，或是說修課有困難，或是說人生的㇐些地方覺得有卡卡的時候，有

些人是不做努力的。例如，你不知道興趣在哪裡的時候，有些人沒有做選擇，

沒有去嘗試，所以沒有辦法知道結果；有些人可能只會抱怨，然後沒有去拓展

其他能力或選擇停在原來的地方，其實是最不好的㇐種形式。 

  回過頭來，如果我留在當時的環境裡面，想說不要跟我們主管計較，那可能

現在就會變成小媳婦；但是那時候我選的是去做㇐些升遷管道的考試，然後結

果就脫離那個機車的主管。 

  我想講的是，你覺得文化、環境跟你格格不入的時候，如果可以轉換你的心

境，可以看得開，用另外㇐個角度看待事情覺得好就待下；如果不行的時候，

就要積極的去介入，去離開那個環境，去做選擇。 

  因為我在那個階段的經歷過㇐些事情，後來我們的人力單位請我去幫新人講

課，就是帶㇐些新人的訓練。因為我經歷這個過程，在專業跟心理的階段上面



 

就可以去輔導他們，知道大家在剛進來的時候會遇到什麼困境，然後會希望他

們找到跟他們處境㇐樣的人，可以去克服，度過這種階段式的摩擦跟困境，讓

他們能夠待得更好。所以那段經驗對我來說，會是必要的，其實也是不錯的。 

  後來我被派到東吳大學裡面的郵局，那是㇐個很小的郵局。我們只有 3 個

人，同事們都很好，業績大概半年就已經達到整年的目標。但是突然有同事異

動，其中㇐個同事因為搬家的關係調動了。來的新同事，拖垮了整個團隊的合

作關係。日子就覺得越來越難過，然後我就離開那個環境。我想講的是，我發

現環境及人對我的影響非常的大，但是每次我遇到問題的時候，我都會做㇐些

積極的處理。 

  因為我迫切的想要離開那個環境，所以我答應了㇐個非常凶險的職位。那個

位置的前面有兩任，㇐個寧願降兩級也要離開；另外㇐個做兩個月之後留職停

薪。那個職位要辦㇐些公益活動，做採購招標，然而我完全沒有辦活動的經

驗，過了非常痛苦的 20 個月。都要全部重新學、重新來，比別人付出更多的

努力。當時我就想，大學時為什麼辦活動我不稍微參與㇐下呢？這樣子，哪怕

知道的邊邊角角，拉拉贊助，就有經驗啦。我想告訴大家的是，有的時候㇐個

職位對你開放的時候，能不能讓你的能力迅速的跟上它，是最終會不會離開這

個位置的關鍵。 

重點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多去吸收基礎能力，因為如果沒有的話，就無

法使用。例如，我去考郵局的時候，因為雙修的法學位沒有拿到，所以無

法用法律的專業去考試，選擇就變小了。如果你是剛進來就不喜歡哲學系

的學生，那就要有辦法能夠考出去，去做別的事情。我希望大家遇到這種

轉折的時候，能夠更積極的去處理，千萬不要停在㇐個地方，什麼都不

動，因為那樣不會有好的結果，只會浪費時間。 

 

攻讀博班是怎樣㇐回事? 
張智皓學⾧分享內容： 

  學⾧：剛剛區分兩個，就是是在找模型，還是在拼拼圖？差別就在，如果是

在找模型的話，要先預先確定好你要做的是什麼，然後找你要做的這個領域裡

面的樣板人物，就去看他怎麼做的，你就去跟著他怎麼做，這是找東西。拼拼

圖是說，沒有預先去設定說到底要找誰當樣板，甚至要做什麼，但是，就是做



 

基本能力的訓練。 

  從學術領域來看，大概是順序上的問題，就是都得經歷。第㇐個就是，得先

從找、拼拼圖開始，然後到後面，必須被迫去尋找模型。大學的時候，其實就

是在拼拼圖，就是在做基本能力訓練。為什麼會這樣說呢？因為唸哲學系的選

修課、必修課，在課堂上面唸的那些書，都不太可能僅僅看了這些東西就寫出

㇐篇有意義的學術論文。那些東西在介紹各個理論的發展，各個理論之間的爭

論，是㇐個非常框架性的、概念性的，細節很少的。當你學過效益主義，學過

後果論，但你知道後果論有超級多種版本嗎？然後不同的版本之間有不同的細

緻上的區分?你學過康德，你知道理解康德有好多種理解方式嗎?那這些不同的

理解方式又對應到了不同的哲學觀點，這些大概都不會學到，只會學到效益主

義說什麼、康德說什麼，就是㇐個非常概念性的東西。讀這些東西，只是在訓

練基本能力。只是在訓練，另㇐個部分是在測試，到底對於哲學，自己的接受

度怎麼樣？第二就是，它是在幫忙打基礎，有這些概念性的東西，才有能力去

做細節性的東西。這所有的東西都沒有辦法讓你寫出㇐篇有意義的學術文章。

所以我說大學在做的事情，其實就像是在拼拼圖，是在做各種基本能力的訓

練。 

  博士肯定就是在找 model，㇐進到博士以後，就是尋找說要確定的學術領域

對不對，然後在這學術領域，要去看說怎麼樣算是做得好，要去找那些做得好

的，這個領域的主流，要做到這種程度，才有可能找得到工作，所以會算是在

找模型。 

  碩士有點介於兩個之間，為什麼呢？碩士當然某個意義上，是在做研究。可

是其實碩士時期，最需要訓練的能力，反而是閱讀跟整理。大學時，只要是認

真聽課，都可以拿到這個學分，可是在碩士時會要求更多的要自己花時間去讀

這門課裡面，讀得懂而且能夠整理，但還沒有到說㇐定要有自己的觀點，或了

不起的立場，但是要能夠精確地、準確地把別人的意見或論證整理出來，這個

是碩士學位在做的訓練。所以在這個時期，也真的很難說可以寫出任何有意義

的學術論文，因為在這時期的訓練不是在創造新東西，而是在理解別人，而且

是靠自己的方式理解別人在幹什麼。大學的時候都是老師在幫學生理解，然後

老師講給學生聽，老師都幫學生整理好了，學生只要學；碩士班是自己整理給

自己學；到博士才是前面的基本的東西都具備了以後，才是開始再去走細節，



 

去發展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會說模型跟找拼圖可能在學術領域上是㇐個順序，

也可能是㇐個程度性的過程。㇐開始是在是在拼拼圖，然後後面慢慢的會變成

是進入找模型的階段。 

  我簡單說㇐下，為什麼從大學開始，然後會唸到博士。其實我大學進來，也

不是很確定什麼叫哲學，那時候也是填到了進來的。大概是大三的時候，當時

混在㇐起的人，剛好都是這些哲學唸得好的。作為㇐個學⾧，身邊人的哲學唸

得很好，如果我不好，會覺得有點沒面子，所以就某個意義上不要讓人家覺得

說我怎麼特別爛，我就開始唸。 

   唸了以後我覺得很有趣，但是也有㇐個轉折，是什麼讓我決定我要去唸碩士

的呢？其實這個轉折完全是非常偶然的因素。我有雙主修經濟系跟哲學系，㇐

個可能是因為不想讓自己覺得說，只唸哲學系㇐畢業馬上就失業了，因為好像

沒有任何專業能力，所以我才去找了另外㇐個科系來唸。要畢業的時候，我也

在想說，我到底要不要唸哲學所？那時候發生㇐件事情，讓我馬上決定要唸哲

學所。什麼事情呢？大學快畢業的時候，男生都要去抽兵役，抽軍種，我爸幫

我抽到陸戰隊。我說我決定了我要唸研究所！我就唸了研究所。 

   回頭說，碩士跟博士有㇐個很大的差別在理解跟整理，然後還有自己找、自

己發表自己的想法，那這兩個差別就會建立在寫論文的時候，碩士論文很多時

候，其實你跟老師㇐起合作做出來的，或者說其實碩士論文的主題，很大㇐部

分其實是老師幫忙找，老師幫忙決定，甚至要閱讀的材料、要讀哪些書、寫這

篇文章要哪些相關的東西、文獻，都是老師給的，然後自己去讀。博士不㇐

樣，博士是跟老師互相討論出要寫什麼，然後，閱讀材料自己找，老師可能會

給㇐些，但是有點不夠，㇐定是要自己找。因此自己要扮演什麼角色，在這邊

就差很多了。 

    那我同樣要說，碩士唸到快結束了，又遇到這個問題，我到底要不要唸博

士?我想很久。當時也沒有特別覺得說㇐定就要走條路，因為任何路都㇐樣，走

得越⾧，要回頭的成本就越高，所以總是在某個時間點都要想說還要再走下去

嗎？到時候回頭，能夠承擔這個成本嗎? 

   在碩士的時候，我有拿獎學金，所以那個時候生活上面都還好。可是某個意

義上，博士其實已經算是個職業，雖然是個博士生，但是已經算是㇐個研究的

職位。可是職業就要有收入啊！我當時的考慮就是唸博士的時候有沒有收入支



 

持繼續唸博士，所以我考慮了很久。 

  後來是因為可以當老師的助理，費用上可以過得去，我就唸了。假設我在那

段考慮期間，沒有任何人能夠提供唸博士所需要的花費或生活費的協助的話，

我或許就不唸了，所以這個也是㇐個非常偶然的決定。 

   有些人會想問㇐個問題，我很喜歡唸哲學，那到底應不應該繼續唸？這個問

題，需要先回答㇐個問題：「什麼叫做很喜歡唸哲學？」如果「很喜歡唸」只是

在課堂上聽老師講這些東西，覺得很好玩，也想到㇐些好玩的東西，那在學術

領域，這樣不叫喜歡。學術領域的喜歡是不會只有好玩的地方，會有非常多很

痛苦的地方，為什麼很多很痛苦的地方？首先要面臨㇐件事情，就是要預設所

有可能想像得到的反對意見。第二，要㇐直花很多力氣去讀書，而且很可能常

常讀錯，所以需要有其他人跟自己㇐起討論。第三，當越往上面會發現假日才

是研究的時間。為什麼呢？㇐到五的平日，有很多行政工作，比方兼課，需要

處理學生的事情；或當助理需要處理老師的事情，然後還需要去修課，花在博

士的㇐門課的時間也會多很多。所以這些事情會花掉平日㇐到五大部分的時

間，剩周末六日兩天可以做自己的研究。可能在周末這兩天，去讀博士論文要

讀的書、去寫博士論文要寫的內容，然後去寫要發表的期刊文章。因為當到了

博士階段，目標就是㇐定是要寫文章投稿，如果沒有經過這個階段的話，就算

拿到學位，也不太可能找得到工作。很多人在博士時期可能就發表了三篇、五

篇、十篇的期刊論文，要有這樣子的本錢，才有機會在畢業以後拿到學位，才

拿到教職。而且還有㇐個前提，就是發表的期刊論文，品質上要比其他人好。

這是很現實的。而且還有另外㇐個現實面就是對手不會只是國內的博士，會有

很多從國外回來的博士，在語言能力上，就會有㇐段差距。而申請出國唸博士

的經濟壓力很大，學費又高很多，這些全部都是困難的地方。如果真的想要

唸，有想要認真的走這條路的話，這裡面很多很困難的地方，不是僅僅說我很

喜歡唸哲學就可以克服的。 

  還有㇐點分享的是，我在大學時期，基本上是從頭到尾是不問問題的。可是

我到了唸碩士之後，張忠宏老師跟我說：「你應該要問問題，這是訓練你在聽人

家說話的時候，不停的強迫自己在整理對方說什麼，去懷疑他說的東西有沒有

道理。你要強迫自己問問題，你才會有這樣的訓練，不然就是聽聽聽聽，就沒

了。」基於這個原因，每次只要聽講座、課程的內容，我會強迫自己，講到什



 

麼的時候，在這邊應該問什麼？我可以問什麼？如果你很喜歡唸哲學的話，我

會建議要培養這個習慣，想辦法讓你的哲學能力有所成⾧。我覺得強迫自己問

問題是很重要的，但不是亂問。不是問：「你剛剛說什麼可不可以再講㇐次？」

㇐定是先聽懂人家在說什麼以後，去想這樣問會有什麼樣的結果？這個結果會

有什麼樣可能不好的？問的問題通常都是有挑戰性的問題、質疑性的問題，因

為你要問這種問題㇐定是要強迫自己要理解人家在說什麼，那強迫自己去質疑

人家，所以這個才會對你的哲學能力有幫助。 

 

問答與交流 
Ｑ：我想的是在理想跟現實當中要怎麼去平衡？因為我自己覺得，如果在培養

技術能力的時候，勢必要把時間分散掉，就會限縮了專精在哲學這㇐門的那㇐

條路上，所以如果選擇完全投入哲學的時候，就會有把理想跟現實放在㇐起的

壓力，會不會讓你走不下去？ 

學姊：沒錢唸哲學嗎？當然會喔。 

學⾧：其實大學部我覺得平衡上面相對容易，就是說，如果真的想要把現在修

的課讀好，並沒有要花到所有的時間，只是要讀到㇐個程度的話不需要太多精

力。 

學姊：另㇐個可以試試看自己有沒有哲學能力，像我㇐樣修了 21 個學分的

課，但就是有點可怕，㇐不小心會被二㇐。但如果你想知道的話，是可以試著

多修㇐些，然後多投入㇐些，然後再做決定。 

學⾧：有人建議去旁聽，這也是㇐個策略。但是不要因為是旁聽，就對自我要

求降低。 

學姊：我覺得學校現在有很多制度可以讓大家去拓展興趣，讓你勇於嘗試。有

關基礎能力的部分，再實際㇐點就是說，有時候你去找某些工作，對方會希望

看到你至少有修過某些課的證據，那就需要去選這個課留下成績來。當然現在

有這個彈性，其實可以多看看，可以先試幾門課，例如旁邊過了，下次再來修

這個課，考試應該會過，就有成績了。其實每個人雖然個性不同，以我來說，

我修了那多課，基本上大部分的都過了，但有㇐科被當掉，對我現在的影響

呢？就是難看了點。但是嘗試的過程的軌跡都留下，而留下這種軌跡，對你自

己有幫助，可以看到更多自己的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