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改變，只要開始就是好事！ 
最近生活中連著發生幾個小故事，突然讓我有個很深的感觸：用一句

話簡單歸納，就是六個字：「開始就是好事」。 

第一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長輩的兒子。這個年輕人非常優秀，明年就

要從台灣最頂尖的大學畢業。因為對觀光旅遊有興趣，所以打算去英

國深造，而且已經一口氣得到五個研究所的入學許可，還有好幾個獎

學金。也正因如此，他感到難以取捨，所以來找我，請我提供意見。 

見面後，這個年輕人興奮地一口氣介紹完所有錄取他的學校，然後苦

惱地問：到底該選哪一所？有沒有實習、靠近什麼區域……這些不同

的條件，到底有什麼差別？ 

開始體驗，是件好事 

我沒有直接回答，倒是先反問他：「你說對觀光旅遊有興趣，你打過

工嗎？」「你想像過畢業後回國，會從事什麼樣的工作？」幾個問題

下來，他的答案都是「沒有。」大學四年間，他只當過家教，從來沒

有相關經驗，對未來的想像也只停留在可能做行銷、管理等相關職務

的「概念」上，不是具體的理解。 

聽完之後，我說：「我勸你先不要出國留學。」如果真的想進這個領

域，最好的辦法，是找家餐廳或飯店先去做一、兩年。假使一、兩年

後仍然覺得有興趣、有熱忱，還想學習，到時自然會知道去哪裡念比

較好。 

現在選擇英國，理由是學

費便宜，但是工作幾年存

了錢，選項更多。假使以

後想去海外發展，可能該

去美國；假使有教書的規

劃，去英國拿學位比較快；

假使要精進實務，最好去

 

 

 



瑞士……有了清楚的目標，知道哪裡不足，自然就知道該往哪裡去。 

年輕人滿腔熱血，當場像是被我潑了桶冷水。所以我又補充說明了一

下：要是出國拿個碩士，是為了豐富人生體驗，拓展視野，對長遠的

生涯有所幫助，當然還是可以去，可是想法要對，回來後才不會後悔。

畢竟，換成一個高職餐飲科畢業的學生，在學校學了三年，當你讀大

學時，他又做了四年事，等你念完研究所，他已經有八年半的資歷了。

在很多能力上，你是不如他的，若是又抱著薪水、職務都要比他好的

念頭，在職涯展開之初，就會碰上很大的落差。 

對這個年輕人來說，早點開始親身體會工作的本質，才真正是件好事；

而第二個故事，也和它有些相互呼應。 

開始實踐，是件好事 

最近我到一所餐飲相關學校演講，因為服務業需才孔急，老師告訴我，

同學們每個人平均有五到七個工作機會，希望我傳遞正確的工作態度

給他們。我一方面為他們覺得高興，一方面也不希望太嚴肅，所以開

場時，先拋了個問題問大家：「同學們，你們自己覺得自己最欠缺什

麼？」 

換成年輕時的我被問到這個問題，說不定會回答：「我缺錢」、「我

缺時間」。但讓我十分意外的是，當天很多人回答的是：「我缺信心」、

「我缺選擇的判斷力」、「我缺創造力」……都是非常棒而且非常成

熟的答案。 

於是我對他們說，能夠意識到自己缺少什麼，也是種很珍貴的能力。

只是，若因此而過分踟躕猶豫，那就是想太多了！既然每個人都有好

幾個工作機會，何不從中找個環境相對比較好、可以學習的，就去做

 

 

 

 



吧！你們真正缺的，是這種「一股腦兒勇往直前」的熱忱！ 

不用管自己創造力夠不夠、自信夠不夠，去做了之後，這些你不確定

的能力，自然會在過程中建立，像花朵般一一綻放開來。 

第三個故事回到我身上。以前覺得自己工作、學習都很努力，所以碰

到其他同事犯錯，經常直接批評。一旦有同事來問我問題，因為忙碌，

總是直接下指令，要對方在期限內完成。遇到效率不彰、表現不好的

主管，溝通也向來直指核心，從不拖泥帶水。 

然而，不管是看書、聽演講、上課，都告訴我：管理要用鼓勵代替批

評，用建議代替指示，用詢問代替制式的規範。問題是，儘管知道，

就是改不過來。 

開始改變，是件好事 

這幾年，我的工作內容愈來愈複雜，繼續沿用過去做法，發現愈來愈

無效，「非改不可」的訊息愈來愈強烈。所以，我終於下定決心，一

定要改變。我開始在桌上自己看得見的地方，貼上小紙條寫著「先發

問」或是「先忍住」，就像二十幾年前站櫃台時，在底下貼著紙條寫

「記得笑」一樣，提醒自己無時無刻去面對個性中的缺點。 

慢慢嘗試下來，開始有人告訴我：「你好像講話不一樣了。」這時候，

最快樂的人反而是自己。因為改變自己雖然困難，但是自己先改變了，

別人才更有改變的可能性。我發現，它的影響比只有單向要求，力量

更大。 

不管是別人的例子，還是自己的經驗，我都深深感受到，只有先開始，

才有接下來的故事。所以，你說開始是不是件好事？當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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