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時而樂 
 

臺大醫學院附設醫院影像醫學部 蕭卓倫醫師 

回想起前幾年，高中、大學的國文課程存廢問題吵得是沸沸揚揚。僅

管當時我已脫離了準備聯考的生活，大一國文課也修習完畢，此項政策已

和我無直接關係，但這個議題我還是十分關注。身為一個三類組的學生，

文組和理組的學科我並沒有如同部份同學般特別偏廢，地理、文史我都十

分喜歡，回想起以往開學時刻，第一天發下新課本的時候，國文、社會總

是成為我開學前幾天的精神食糧。社會學修習地很有心得，但國文學科卻

是我的罩門，我喜歡欣賞文章，以及了解作者寫作當下時空背景故事，並

與之相互對照，但是考試題目的賞析卻總難捉摸出題老師的要點，其他修

辭、注釋、字音字形、作文寫作也非我所愛，所以國文成績慘不忍賭，但

這也並沒有澆息我對欣賞文章的興趣。 

 

我特別喜歡看古文中古人們的生活記趣，以及心靈小語，知道幾百年

前的人們過著怎麼樣的生活，發出什麼樣的感慨，甚至有著和現代人一樣

的煩惱時，總讓我會心一笑。比如甲骨文全集中，看到商人們用人牲祭祀

的方式詢問小至明天是否下雨、大至開戰結果等文章，就如同觀看當時人

們的生活寫照；前往歷史古蹟、古今對照下，想起蘇子與客遊於客舟中，

發出的「如今安在哉？」「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不免感慨

到，原來不分時空的人們都會有如此相似的大哉問。 

 



范仲淹《岳陽樓記》：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

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古人們討論一個讀書人憂國

憂民，到底什麼時候才能樂呢？結論是在天下人都樂之後才能樂。猶記得

當時高中研讀完這篇文章後，「何時而樂」這句話便成為我在這幾年中反

覆自問的一個問題。當然我的格局並非古文中那樣放眼社稷黎民般宏大，

只是在我這渺小的人生經歷中，以個人的角度而言，究竟何時而樂呢？ 

 

投資理財的一個核心觀念是「延遲享樂」，書本們總喜歡舉一個例

子，給一群小孩吃一顆糖果，同時給他們另一個選項是今天不吃糖，但隔

天給他們兩顆糖。研究指出選擇後者的族群，未來的人生發展較為順遂。

投資學也相當強調這點，延遲享樂搭配儲蓄理財，複利投資效果下，最終

和月光族相比，晚年退休生活得以保障，也才能老年享樂。華人社會對於

小孩的教育也總是視「延遲享樂」為圭臬，「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

悲」、「好好讀書，考上就能談戀愛」、「上大學就自由，任你玩四年」

這種話從小聽到大，原本深信不移，可能一路到了大學以後，到頭來大家

才發現，這些句子就和「心靜自然涼」一樣，都是大家共同回憶中，師長

們的「十大幹話」。 

 

在這樣子的氛圍下，成長過程中總是充斥著「延遲享樂」的精神。國

高中時期，大家總是對繁重的課業叫苦連天，老師總說先不急著談戀愛、

玩社團，先好好讀書，考上明星大學後，不只視野開闊、男女聯誼活動、

社團活動多到數不清、美好工作以及人生也有保證，所以就聽話地乖乖埋

首苦讀，讀書讀累了想起未來的精采大學人生，辛苦也就不那麼在意了。 

 



辛苦擠進了目標大學後發現，大學時期的時間的確變得相當自由，正

準備把中學時期先擱下的份一次玩夠時，發現課業還是一樣的沈重，讀書

後剩下的休閒時間，一方面發現自己的個性完全不是玩社團、跑聯誼的

料，又發現沒有錢萬萬不能，好多娛樂都需要充足的銀彈，大學學費昂貴

且打工賺錢有限，這時心理想著，好羨慕出社會能夠自己賺錢的人喔，所

以告訴自己，好吧，再撐一下好了，想到畢業後的好工作、好收入及美好

人生，到時候賺了錢再來好好玩樂好了，現在先來好好的唸書，以取得一

份好看的履歷，再來通過國考取得證照。之後總算順利完成了醫院實習，

終於成功出社會。 

 

一開始進入醫院正式編制，是從不分科開始，政策原因所以前兩年都

是不分科別，每一科都要輪訓，因為是輪訓的關係，所以在很多科別往往

不受待見，畢竟只是來過水一個月而已，常常被視為人力看待。聚餐、分

紅等好處往往都沒份，有時連最基本的休息室、置物櫃都沒有。這時，心

裡又會有一個念頭浮現：好希望趕快進入專科喔，就好像流浪狗期待成為

家庭成員般地渴望。於是，懷著對專科的嚮往，又撐過了兩年，終於進入

了一個專科，得到想要的座位、同事以及最重要的歸屬感，但隨之而來

的，大家把你當自己人看，只是這個「人」是指下人，各種上級要求的行

政、學術、教學、臨床雜事全部丟了過來，不分科人員只來一個月不好意

思使喚，或是覺得教完了下個月又要重新教一次非常不方便，所以全部交

給了綁定契約的分科人員。 

 

而之前心心念念的薪水呢？猶記得拿到人生第一份薪津時，沒有想像

中的悸動出現，取而代之的是訝異，原來金額是那麼地少。趕緊和學長姐

詢問，這才得知傳聞中的理想薪水，是完成專科訓練之後的事了。領了薪



水，準備把自己積存的玩樂清單慢慢實現時，才發現沒日沒夜的值班生活

之下，準時下班、享受一個完整的週末都已經是奢求了，更遑論說要安排

假期出來，以前是有時間沒錢，現在是截然相反。同時，臨床第一線的壓

力，又再度使我想逃避。心裡那個聲音這時又出現了，他說著：想想未來

取得專科後，就不會再有現在這些雜事、薪水也會三級跳了，現在辛苦忍

一忍就過了。然而，這次有點不太相信心裡的聲音了，過去太多次的經驗

告訴我，延遲享樂感覺是一個無窮遞迴，我有預感，等到真的到了下一個

階段，我說不定又會開始羨慕起再下一個階段，比如退休；等到退休又再

來後悔青春年華已逝…… 

 

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好多，比如從小吃便當的時候，會把喜歡的菜放

在旁邊留到最後再慢慢享用，結果有時候最後吃太飽反而沒胃口；下課回

家後，先火速把功課作完，課本唸完，再打球玩遊戲；獎學金、壓歲錢、

薪水拿到手上，按耐住馬上花掉的衝動，存起來長期投資期望小錢變大

錢，覺得未來一定有更適當的時機再來好好消費，但看著身邊薪水比起自

己少上一大截的人們，月光族的人生比自己強迫儲蓄的生活多采多姿太

多，又會開始產生徬徨；曾經渴望愛情，但真正有一個終生伴侶的時候，

又會覺得分給自己一個人的時間太少；小時候吃到泡麵和麥克雞塊，覺得

是人間美味，暗自許下了夢想，以後自己賺錢要實現泡麵和雞塊自由，結

果長大後發現，泡麵和雞塊永遠是第一口最好吃，吃越多效益越遞減，而

且更要命的時，胃口是不可逆的，隨著年歲增長，吃過越多美食，胃口也

越挑，已經不是那個很好滿足的小孩了…… 

 

追根究柢的問題出在於，面對當下的逆境時，我會選擇幻想不切實際

的未來，來幫助撐過當下難關，但副作用是下一關卡時的失落，永遠對當



下無法知足，然後被迫往下一階段期待，週而復始。享受當下變得十分困

難，總想著以後再說。或許，這個就是從小「延遲享樂」的生長環境下，

再加上天生的個性使然，只怕也沒什麼好方法解決了，或許自己這輩子就

會這樣，不斷地往後企盼下結束吧。 

 

一次整理家理的過程中，翻閱起了成長過程中的珍貴記錄，兒時的生

活回憶，早已深埋腦海深處不復回想，幸好有就學以來強迫寫下的日記以

及照片供人憑弔，捧著舊時的日記本，看看過去的自己到底每天過著什麼

樣的學園生活，沒想到看了幾個學期下來，六七成的篇幅全部圍繞在考

試，大考小考決定了一天的心情，粗心寫錯題目會難過一整天的那種程

度，考試成績就是生命的一切。突然覺得自己目前的社畜生活好像也沒那

麼慘嘛，僅管工作壓力再大、上司客戶再煩人，但至少下班、週末仍有自

己工作外的人生。原本在工作地獄中，懷念起的學生時期，是沒有經濟壓

力、無憂無慮、每天玩樂的生活，但在自己的文獻比對下才發現不是這

樣，我永遠只會回想起美好的部份而忽略了對立面，目前身處的人生階段

一定也是有好有壞，但目前我只看到它的壞，然後過去了後才又會懷念起

它的好。 

 

仔細記錄下人生的一切並且時時勤拂拭地翻閱，回顧過去的自已，過

去的煩惱總有解決的部份，當時對人生不滿的點在哪裡？羨慕未來的部份

又在哪裡？對照當下，或許就會發現其實自己已經多少達成當時的期望，

而當時最為惱人的階段早已克服。這讓我想到，很多人包括我一樣都會對

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滿，大家因此會在網路、同學會上大吐苦水，然而往往

發現最後討論的結論是「做一行怨一行」，大家只稱羨於其他行業光鮮亮



麗的部份，背後的辛苦面只有當事人知道。大家互吐苦水，發現別人好像

也沒那麼好，自己好像也沒那麼差，好像也就能繼續把工作做下去了。 

 

每次看自己的日記時，就好像各個不同生命階段的自己，跨越時空進

行一場取暖大會，互相訴苦。也許，這樣的對談，能夠讓我更為清楚，生

命長河之中，當下的意義，並且對於「何時而樂」這個問題，也可以有更

為滿意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