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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叩生命的探尋之旅悅讀會 

敲叩生命的探尋之旅 

(第一次讀書活動) 

書名：在印度，聽見一片寂靜   

日期：103年 04月 09日 地點：傳管系辦公室 

出席人：陳佳慧、張舒斐、陳華君、李佳樺、林佳蓉、

詹雪蘭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在印度，聽見一片寂靜》讀後心得 

當前的我們生活在一個「鉅變」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一切講求快速、效率、與績效。這使得「快樂地」

工作與生活，「享受」工作與生活成為一種奢求。 

難道「工作」真的只是為五斗米折腰嗎? 

閱讀過《在印度，聽見一片寂靜》後，我們瞭解到：我們改變不了「少子化」帶給我們的壓力與衝擊，但

我們卻可以讓「心」面對如潮水般的各種問題和挑戰，依然工作的優雅莊嚴。要如何做到呢?作者引用了克里希

那穆提的話「否定所有的經驗」，讓我們面對工作上的一切人、事、物都如慧能大師所言「不思善、不思惡」，

擺脫了過去的認知，以當下單純的眼光來處理眼前的點點滴滴。 

如何能以單純的眼光看待當下的一切呢?首先要先學會「瞭解」。 

瞭解什麼呢?瞭解我們的「身、語、意」，換言之，就是要瞭解自己。 

自小到大，我們所學習過的知識難道不夠多嗎?難道學了這麼多知識還不足以充分地瞭解我們自己?難道學

了這麼多知識還不足以讓我們從容地面對不斷迎面而來的工作任務嗎?作者引用葛吉夫的話提醒我們：知識(理

智)本身並不會產生「瞭解」，「瞭解」也不會因為知識增加而增加。惟有自身的素質與知識同時成長我們才會有

所改變與提升。 

如何讓素質與知識能夠同時俱增呢?作者教我們「掙脫認同」！因為人會很自然地認同他深感興趣的東西，

當人認同一個情緒、一個心情，就會忘了其他的情緒和心情，就會看不到其他面向。所以為了要掙脫認同，一

個人必須時時覺醒，對自己無情，讓自己從紛雜的念頭中分離開來。就好像從未認識自己般的，從頭觀察自己。 

真實地瞭解自己很難，必須透過不斷的歷事練心與自己內心對話，當我們越能夠瞭解自己，就越能掌控我

們的行為表現。透過內心的寧靜與喜樂，以幽默風趣的行為，我們就能將此平靜的喜悅傳遞給每一個與我們接

觸的人、事、物。這種心與心的傳遞，將會使我們視為重擔的工作壓力，轉換成如恆河般源源不斷的動力，迎

接著潮來潮往的每個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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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以幽默的態度面對人

生大小事 
(第二次讀書活動) 

書名：幽默是一種智慧 

日期：103年 05月 14日 地點：傳管系辦公室 

出席人：張舒斐、陳華君、李佳樺、林佳蓉、詹雪蘭、

陳佳慧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幽默是一種智慧》讀後心得 

人生有許多我們要去面對的境，往往外境難轉，若能轉心，便也能生活自在快樂。但是究竟要如何才能做

得到呢？ 

今日不論從事著什麼樣的工作，皆有其甘苦，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生活與工作上的壓力，使得我們時會以

嚴肅的態度去面對，忘了什麼是放鬆，讓自己或與自己互動的他人在這樣的氛圍中，關係易形緊張，若能以幽

默的態度去面對人與事，相信能緩解壓力與緊張。然而幽默究竟是與天俱來的？或是可以學習得到？ 

先天個性上本就是拘謹嚴肅的人，要如何才能變得幽默呢？這本書先提供了許多幽雅不俗的笑話，供我們

參考何謂幽默，先由”知”開始，但要如何內化而反應在態度和行為上，需要無數次的思惟串習。所以對於這

些笑話反覆的閱讀，試著在每天當中練習講一則笑話，講久了，應可習慣於用較輕鬆的態度面對人與事。 

書中提到的笑話，有些是反諷，針對別人而開的玩笑；有些是以自己為主角，藉由取笑自己來取樂他人。

往往後者會被認為幽默，前者則要拿捏得宜，稍有不慎，易傷別人並落得伶牙俐齒刻薄之名。 

本書有別於一般的笑話讀本，在每則笑話的描述後，作者都提出了”智慧小語”，讓我們不是笑一笑而已，

更能進一步思惟面對外境的一些人生態度和行為。這些都能幫助我們具有一些正知見，正確的面對與解決問題，

也降低生活緊張下的對立與衝突，使周遭的親朋好友感到愉快。 

如同本書所提醒的，要習得人生態度--要嚴謹而不是嚴肅；要交託而不要焦慮；要警醒而不要緊張；多一

分幽默，就多一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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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扇窗，通往一片美麗

的童話風景 
(第三次讀書活動) 

書名：十四個窗口 

日期：103年 06月 10日 地點：傳管系辦公室 

出席人：張舒斐、陳華君、李佳樺、林佳蓉、詹雪蘭、

陳佳慧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十四個窗口》讀後心得 

現在這個社會越來越不尋常，人們的心也越來越趨向反叛變化，社會的溫暖與關懷越來越少，主動關心他

人不分彼此的情誼也日益淡薄，遇到事件和不好的境界，往往都是「證人入罪」的指責他人。人和人的關係是

怎麼了?隨著我們年歲的日益增長，我們對於別人的知見也越來越深。長大成人之後，對人的成見就越來越深，

難道這就叫做個人特色? 

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不是原罪、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不是過錯；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應該要欣賞；人與人之間的

差異可以激發創意。 

透過童心來同人之心，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不再是罪大惡極，而是一個一個美麗的故事。 

透過童心之窗，開啟每個人心中的夢想； 

透過童心之窗，看到每個人最初的柔暖； 

透過童心之窗，讓擦身而過的人，發現每個人的美麗； 

透過童心之窗，讓面對面乘車的人，不再冷漠滑手機，而能以笑容融化藩籬； 

作者透過 14個故事呈現出：人與人、人與環境的最初關係應該是像秋天沁涼的夜空佈滿星光般的甜蜜。每

個故書都有冰山的冷冽和太陽的溫暖。讓我們由「成人的世界」轉入「童心的世界」，對於周遭的人、事、物都

多一份關心和問候，或是一個微笑。讓這個成人社會少一點悲劇、少一點傷害、少一點脆弱、少一點不快樂。 

重拾書本，透過文字的力量來提策我們的感官，重新檢視周遭的春夏秋冬、鳥語花香與蟲鳴鳥叫，不要再

將我們的心、眼、手全部都專注在觸控螢幕上。人與人的貼身距離應該適用體溫來感知而不是透過手機使用過

度的發熱來驚覺。 

就由我們開始吧，擁抱一下周圍的人，告訴他，有你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