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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意：作者認為我們應該要用正確心態、觀念及思維，來看待每個事

件，才能掌握未來趨勢走向，以達事半功倍之效。因此，只要能熟讀並深深去

體會活用每個定見，積極地去跳脫慣性心態，轉個念頭，你就能如趨勢大師般

「以今探未」，洞燭機先看見未來，掌握住未來趨勢脈絡，迎接未來新趨勢。 

定見，代表「胸有成竹」，也代表「路在手上」，打造自己未來要走的路。吾

人常說，未來，唯一不變的就是：「一直在變」。我們每日浮沉於資訊洪流中，人

人都渴望遇見一個簡單架構、可以觀察的趨勢，但混亂、急促的世局，讓我們每

日渾渾噩噩，無法跳脫慣性思維。那麼，未來趨勢是什麼？我們如何從龐雜資訊

裡，抽絲剝繭預見未來？那就要善用書中所提定見，適時與彈性地面對與因應，

才能成為一位「洞燭機先」的人，也才能架構清晰觀念，拋棄不合時宜心態，掌

握未來新趨勢。 

 

一、變與不變 

    倪匡說：「這世界唯一不變的，就是這世界永遠都在變；永恆的是日月星，

人太渺小，不配談永恆。」在這高速率網路世界裡，讓我們感覺到這世界進入了

快速且不斷改變的新時代，但在人類歷史中，大多數的事情和行為是不變的，讓

我們產生這種快速改變的錯覺原因，來自於媒體影響，當媒體與通訊科技改變至

今，我們越來越容易接受到各種小事件，而小事件僅是小事件，不是改變世界的

大革命。大部份的改變，不是發生在我們做了什麼事情，而是如何做的方式。就

如同職棒名星王建民，他所從事的棒球事業還是不變，變的只是他不斷精進的投

球技巧，激發出他更大潛能，使他不斷獲勝。因此，在面對各種令人眼花撩亂的

事件，我們愈能區隔變與不變之間差異，就愈能以最有效率方式，來取得新契機。

值此政黨再次輪替，公務員更應學著去掌握公務生涯中不變的核心價值與美德，

做好準備，掌握新契機，才能擁有自己的行為框架與標準，而不輕易被操弄。 

 

二、掌握現在，拼湊未來 

    世界的變化其實是奠基於過去與現在。我們往往回顧時才看出來，但我們的

目標不是向後看，而是向未來看。要能成功洞悉未來，我們需要掌握旁觀者清原



則。只要吾等能專注於現在，而又不以現在的心來看待，就能找到未來的「完成

式」。報紙是歷史的初稿，而寫作或許是個人發表的牛刀小試和實踐，由看見進

而想到……選擇好正確的主題與方向，在做決定前，自問是否已做好準備，並能

連結及適時投入各方力量，你將是改變歷史任務的使命者。天才往往從細節著

手，這些細節許多人都看得到，卻無法加以連結。事件片段，無法呈現事實完整

面貌，也不會主動加以連結。我們必須找出這些事件片段，想出來它們會如何連

結，會呈現何種圖像。就如同拼圖般，未來，是結合了可能性、方向性，各種事

件、曲折過程、進步與驚奇的集合體。只要你能為每一個圖像找到適切位置，加

以連結，你將能拼湊出一幅美麗圖案。因此，在預測未來趨勢時，你不能只看顯

而易見的面向，而是要著重於自己有興趣與會努力達成的目標。確記！只有你自

己，才能決定未來圖像大小。 

 

三、盡情想像，把握機會  

    傑出的人，很少會擔心自己是錯的！只有不會瞻前顧後時，你才能盡情想

像，掌握未來趨勢。羅斯福曾說：「我們沒有什麼好害怕的，唯一值得害怕的是

害怕本身。」成功者常是勇於嘗試者。不要怕錯，永保赤子心，放心去想，勿將

定見變偏見，因為一個心中裝滿著自己的看法與想法的人，永遠聽不見別人的心

聲，如此，你才會有客觀的思維去發揮創意。把握創意機會，因為機會是留給準

備好且能即時行動的人。黑格爾說：「最偉大的天才如果終日躺在草地上，讓微

風吹拂，眼望天空，那麼溫柔的靈感也不會光顧他的。」；經營之神王永慶亦說：

「成功者有三個要件，遇到商機、看懂商機、掌握商機。」但所準備的，並非自

己想企求的私利，而是在這科技風潮轉變中，到底我們如何去自適自持，如何與

你可互動的夥伴一起成長。願多大，力就有多大，把握最佳展現時機，才能獲得

最好結果。台灣正值轉變期，如何把握轉變機會，創造經濟新契機，有賴於未來

領導者，帶領我們這群隨時做好準備帶有創意的公務尖兵共同開創新局。 

 

四、別走得太快，去蕪存菁 

    即使是最有才華的領導人，也要有人追隨，才能實踐其想法。如果我們帶著

自己的願景跑到太前面，而把其他人遠遠拋在後頭，那我們一切努力將白費。「別

走得太快了，別人都不知道你在何處」，這句話聽起來淺顯易懂，但實際上卻是

知易行難，期望未來的領導者，能如同導遊般，隨時停下腳步，讓跟隨者能欣賞

到美麗風景。常保此心態，你將會是位稱職成功的領導者。留下最美好是人一生

夢想，但我們常不知什麼該減什麼該丟，猶豫不定，總是怕減了不該減的，丟了

不該丟的，怕自己遺憾後悔，但是要留下最美好的，就要努力的減，最後留下的

就會是最美好的。吾人只要能深透這「減法哲學」，就能讓我們減去疲憊、減輕

煩惱、減去沉重，更能減去人生中不必要負擔。 

 

五、人性化科技 

    「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這是一句耳熟能詳廣告詞。是的，科技的發展，在

於解決人類不便，帶來我們生活上更多便利，確實幫我們很多忙。但人在引入新



科技時，常未考慮到什麼會被強化、取代、減少？未能與各方需求、技巧取得平

衡，而有所失衡，那就有賴文化藝術淨化心靈，豐富生活內涵。每個投進水裡的

石頭都會產生漣漪，每項科技都會有其後果。當文化演進跟不上科技演進時，兩

者間就會出現鴻溝，這種新科技舊文化矛盾，讓我們產生認知上重整，逐漸轉變

為高人性世界，產品設計也就越藝術化、越人性化，因為科技始終來自於人性，

其目的乃在發揚人性。然而常人只求科技萬靈丹，而不去深入瞭解科技所蘊藏的

教育價值。雖然網路、電腦再快再多，但總比不上善待自己的心。因心之所向，

正是創造發明的原動力。科技服從，切不可以物役心，迷失自己發展機會，而要

能心役物，才能放大自己心裡最想達致的願景與世界。歸結來看，只要能認清「心

能度」，就能決定心的視野高度，決定力的凝聚展現，也就有好未來。 

 

讀完本書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竟能利用閱報來掌握與推測未來可能趨

勢。打破常人「看過就算，不加思索」的閱報慣性。希望藉由此閱讀能改變我閱

報習慣，在閱報之餘，同時思考消息本質，加以去蕪存菁，大膽地拼湊未來可能

面貌，並藉由時間來驗證自己想法。如此，未來將不再是無法預知，而是有跡可

尋。報紙也將不再是用來打發時間的工具，而是提供一扇窺視未來的窗。未來就

從現在開始，端視我們如何去掌握，而本書所提定見或許是個不錯的開始。 

 

本書分成 11 個定見及未來趨勢兩大部份來做論述，他說：學習 11 個未來定

見後，你將會發現，思考模式有時需要循規蹈矩，有時，需要恣意飄揚。 

 

定見 1－不是所有事都在改變：不管你蒐集的是什麼資料，在分辨事實與明

顯的變化、基本變動與一時流行時，請記住，在世界的歷史中，多數事物是不變

的。 

「多數事物是不變的」：媒體就是愛報導變化。媒體的競爭與 24 小時的報

導，養大了媒體追求變化的胃口，但新聞品質卻日益下降，雞毛蒜皮、八卦血腥，

收看新聞不是捕風捉影，而是企盼在令人困惑的世界裡，找到清晰的未來目標。

不管你蒐集的是什麼資料，在分辨實際與明顯的變化、基本變動與一時流行時，

請記住，在世界的歷史中，多數事物是不變的。注意分辨：基本要素，還是無謂

粉飾；中心本質，還是操作技巧；大勢所趨，還是一時流行；創新突破，還是精

進改善。 

定見 2－未來就從現在開始：基本變化是各種力量聯合作用的結果，很少會

是單一力量的呈現。在決定前，永遠自問是否有足夠的各方力量，朝同一個方向

作用。 

「洞悉未來的旁觀者」：在時間的長流中，世界的變化是承續過去與連接未

來。如果你要洞悉未來趨勢，就需要掌握旁觀者清的原則。不要忘了：專注現在

就能預見未來。 

定見 3－不要輕忽了統計數字：在商、政界或私人生活中，一旦扯上個人的

榮耀，言談與事實間的差距就會愈來愈大。問題不在於聽到的承諾，而在於所隱

藏的問題。 

「比賽數字是不會被造假的」：你確定被鯊魚咬死的人，會多於被椰子砸死

的？每天出現令人眼花撩亂的媒體數字，都會讓人不禁懷疑，我們應該相信誰？

請記住：不管媒體多麼吹噓，你心中要有衡量資訊的定見。 

定見 4－盡情想像，別害怕出錯：當我寫未來趨勢時，不會擔心我的分析稍



後會被證明是錯誤的。只有在我不需要曕前顧後時，才能盡情想像，提出趨勢的

看法。 

「張開雙手就能容納更多」：人人都想證明自己是對的，父母是對的，老師

也沒錯，老闆更是英明。我們都見過夫妻大吵大鬧，爭的就是誰對誰錯，但爭議

的問題本身往往被忽略掉了。政黨間彼此打擊競爭也是如此。這種只有自己是對

的心態會妨礙學習與理解，使你無法成長，就像是走在一條封閉的車道內。若是

你能拋開偏執，就能感受到正面心態帶來的力量，宛如走在開闊的大地上，視野

更廣，行動更自由。 

定見 5－未來就像一個拚圖：事件的片段，無法呈現事實的完整面貌，也不

會主動相互連結。我們必須找出這些事件的片段，想出來它們會如何連結，會呈

現何種圖像。 

「看見未來藍海」：是你自己，決定了未來圖像的大或小。 

定見 6－不要走太快了：如果我們帶著自己的願景跑到太前面，把其他人遠

遠抛在後頭的話，那我們一切努力將白費。 

「站在恰當的位置」：你要走在多前面才適合，並不容易計算，而且會因狀

況不同而有差異。在政界，你得走在前面，向追隨者展示你的瞭解與同情。公司

領導人則只需稍微走在前頭一點就行了，他們必須以務實的態度處理公司業務。

那些想揭示未來的人，幾乎都犯了跑到太前面的錯誤，稍微克制一下，別衝太快

了。 

定見 7－變革，就要端出牛肉：向前邁進的人不會因為受不了變化而抗拒變

革，相反的，人們擁抱變革往往是因為他們看到了好處。 

「請端出牛肉」：請你先問問自己：有什麼報酬？又會損失什麼？統計數字

會告訴你，什麼樣的變革會帶來好處，哪些又是白費心機？抗拒變革，可以是合

理的，也可能是頑固的。 

定見 8－演變是需要時間的：所有的變化都是演進的，而非突變的。事情就

是需時間，而且幾乎是比我們預期的時間來的長。 

「事情就是需要時間」以史為鏡可以知長短。我的人生經驗告訴我，預期的

事往往延遲發生。對於新發明，我們總是低估了充分實現概念所需要的時間。生

物科技與奈米科技，將需要 21 世紀剩餘的時間來發展。事情就是需要時間，而

且幾乎是比我們預期的時間來得長。 

定見 9－把握機會，不要急著解決問題：機會就像流星般稍縱即逝，如果你

不知道自己要許什麼願，也不即時說出來的話，那就沒了。 

「轉變是創新之父」：如何找到機會呢？機會的尋找者瞭解，只有轉變才有

機會；而問題的解決者，只關心昨日之事。「轉機，轉機，轉變」，才有機會。當

人、事、物的關係發生變化時，新的關係會創造出新的需要與欲求，進而提供新

的機會。預測未來時，注意那些把握機會的行動派，你自己也要行動。道理就是

這麼簡單，沒準備好，最佳機會就會溜走；就算準備好，但如果不即時行動，別

人也會先下手為強。 

定見 10－要懂得去蕪存菁：變化，是一個動態世界的投射；對此，我引用

老子的話「為學日益，為道日損」。奈思比大師確實博學廣聞，遠在東方的「道

得經」也了解的相當透徹，更用了「為學日益，為道日損」這句話來貫串這個定

見，實有畫龍點晴之妙。 

例如 3M 公司推出新產品之前，一定會淘汰過時的產品；奇異公司每年都會

資遣表現最差的 10%員工，用有潛力的新人取代。請記住：擁抱不確定性是活力

與創意的來源；安定，只會讓人昏睡。 

定見 11－科技，始終來自人性：我們的世界正逐漸轉變為一個重視人性的



世界，產品的設計與文字藝術將成為勝出的關鍵。 

「科技漣漪」：科技能幫我們很多忙，但必須與需求、技巧取得平衡。引入

新科技時，請自問：什麼會被強化？什麼會減少？什麼會被取代？每項新科技就

像是投進水裡的石頭，都會產生漣漪。在使用新科技時一定要思考：我們的生活

會增加什麼？減少什麼？請記住：不管科技能帶給我們什麼新希望，如果生活沒

有歡樂，一切都是枉然。 

 

在這第 11 個定見之中，奈思比大師給了我們一個自我省思的定見；科技，

來自於人性，但多了科技，是帶來便利，還是少了人性呢？電腦打字有其便利度，

但多了電腦，卻少了書寫書信那份親切感；MSN 的發達，少了那份說話的真實感，

電腦普及，讓我們的孩童是多了份求知的管道還是扼殺了童年？不能否認的，科

技帶來了便利，但也帶進了冷漠，我們所面對的未來，將是個用科技取代人性的

時代；這是不是個錯誤，可能在我們生存的年代還無法客觀地比較，但不能否認

的，科技讓我們的生活品質往上躍升了一大步，但，我還是愛這美麗的錯誤－反

璞歸真。 

 

自書中得知「我們所處的演進期，是收成期，那些成熟的果實都是在 20 世

紀末演進期所種下的。我們應該敞開心胸，接納緩慢消化上一件大事時，所內含

的所有機會」。我們所處的現在，是過去未來，我們面對的，是將近到來的未來，

面對未來，我們不會再無所適從，因為，奈思比大師的 11 個定見引導我們看見

了那不遠的未來。是否曾經想過，在物換星移後，我們還剩下些什麼，人類何其

渺小，和浩瀚的宇宙相較，如滄海之一粟，和歷史相比，如揚起的灰塵，微不足

道；在有限的人生中，我們該追求的是什麼呢？或許答案很多，當然也不可能統

一；但，我希望我是個虛懷若谷，能包容過去的人；是個胸懷大志，放眼未來的

人，當然，我更希望我能把握現在，活在當下！ 

 

高清愿說：「如果你正為你的人生感到一籌莫展，不妨試著改變你的生活態

度，創造一個適當的環境，把握每一次可能成功的機會，迎面出擊，那麼，好運

之門將會為你而開，幸運將會源源不絕。」人只要能用正向態度改變心態，正視

現在，做好準備，善用各種技巧與定見，定可開創未來新局，因為幸運只眷顧準

備好的人。 

   

讀完本書，我試著思考自己的行為及心態，希望藉此閱讀機會，能讓我把握

住現有機會，以衍生出未來更多機會。世界上無所謂最好時機，最好時機都是人

去創造出來的。在未來旅途中也許很遙遠，也許很黯淡；但只要能以正向心態，

做好準備，掌握住力所能及的現在，勇於嘗試不怕失敗，相信在我們面前將會有

通往未來幸福大道的通路。 

 

每個人就如同一滴水，只要能貢獻出每一滴水，必能創造出澎湃洶湧大海，

造福人群。在這快速變化的世界，身為教育工作者，更需要擁有不變的核心價值，

隨時調適心態，做好準備，奉獻出每分力，才能把陽光帶給每位學生。如此，往

後教師生涯也一定時時會有陽光相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