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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得 報 告 內 容  

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本書介紹有關當今社會上的種種關係,如:商業上的、長官與部署上的、人與人相處上的等

等,其中運用許多的小故事,巧妙的點出各種關係與人性的關連性,讓你明白甚麼是人性,更重

要的是,讓你明白如何用理性去諒解別人、原諒別人。更懂得在社會中保護自己。 

 

  很多時候我們被騙、被欺壓時,大多都會忙著難過、抱怨;但有沒有想過,凡事都有一體兩面,

雖然被不平的對待,但何不換個角度想想,他們為何要如此對你,你自己真的沒有錯嗎?很多時

候我們應該要多替對方設想,這樣不僅能降低對彼此的傷害,更能促進環境的和平;只要能了

解人性與關係的連結性,任何人都能成就社會。 

 

二、內容摘錄:  

 

  我不是教你詐,是教你認清人性。不可因為他們的好,忘了他們的壞;不要因為他們的惡忘了

他們的善。（p.03） 

 

  當一隻小貓撲向大狗,不論大狗多有理,人們總為小貓叫屈。（p.229） 

 

  這世界就有許多人,會違反人性地跟你拚命,他拚自己的命!親人的命!或第二生命──名

譽!（p.240） 

 

  當東西是你的,群眾是他的,而你勢單力孤的時候,東西也可以變成他的。孔子說過「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 「邦無道,危行言孫」,就是這個道理。（p.148） 

 



  想讓自己成功,得先了解人性,得先為別人著想。（p.104） 

 

三、我的觀點: 

 

  看完這本書後,我有些訝異,因為這本書是描述作者他當時的社會,但看看出版十幾年了,卻

依舊通用;現在的社會改變了多少,恐怕很難查證,不過做人處事該有的道理及態度,卻依舊相

同。 

 

  現在年輕人的通病有很多,如:懶惰、不懂禮貌、好高騖遠,急躁等等,其中我最在乎的是過

於有主見,雖然有想法很好,但是過了頭反到適得其反,為什麼呢?請看以下的例子。 

 

  如果說,有一天你的老闆正在氣頭上時,要你寄一封對公司不利的信,而你是他的秘書;請問

你是要寄還不寄?如果寄了,你明知他會應因此而後悔;如果不寄,公司必定有所損失;這時你

該如何做選擇? 

 

  在本書中的主角選擇不寄這封信,當下他還沾沾自喜的以為老闆一定會誇獎他,因為他知道

老闆會後悔,而且他幫公司守住了損失;但主角萬萬沒想到事後老闆卻回答她,是你作主還是

我做主,主角也因此而失去工作;因為老闆覺得他下的命令員工怎能不去執行,身為一個員工

應該要忠於雇主,但主角卻是自己拿主意,還自覺自己毫無過錯,也許看到這裡多數人會認為

老闆沒人性,但倘若你是站在老闆的立場,角度不同,想法也不同了,一個員工不聽從你的命

令,如果員工的選擇是錯的,那這些損失又該誰來負責任呢?所以過多的主見並不好,那會使自

己自認為主子,而忘了自己原本是誰;比起沒家教的、難相處的,這種自我獨斷的更危險。 

 

  在當今的社會上,很難找的到能測量所有是非的一把尺,因為在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見解,

也就會有不同的答案;從小大人就教我們遠離壞人當個好人,事實上等到我們出社會後我們才

會發現,好人亦是壞人,壞人亦是好人;好人求生存時也會使用手段,壞人在一些情形下也會協

助弱者,而這樣的例子在週遭都能看的到;但有的時候好人與壞人卻也會站在同一戰線。 

 

  當有隻小貓跟大狗在鬥毆時,你會想幫哪一隻?我想你也是會幫貓咪吧!這問題表面上有兩

個選擇,事實上卻只有一個答案,為什麼?因為同情弱者是人們的天性;我們都知道弱者明知打

不贏強者,一定會避免交鋒,今天卻鬥毆起來了,想必是被逼急了,而遭逼迫的人想當然耳的能

獲得同情心;而同情心是不分好人與壞人皆會給的,但若弱者會應用這點,那他還是弱者嗎? 

 

  所以我們要明白,進入社會要有良好的態度、專業的知識,這已是不可或缺的了,但若不懂得

了解人性、不懂得各個層面的關係,就很難在社會生存;雖然你不會去欺壓別人,但不表示別人

不會,然而我們也不能因為他的好而忘記他的壞,但也不行因他的惡行而忘了他的善心;在社

會上有許多事是一體多面的,不是所有的事都有絕對的是非對錯,我們要學著用人性及對方的



立場來思考;先為對方著想,就能降低對彼此的傷害,若你能明白他的想法,就能理解他的行

動,也就能明白不會有人會想出生就當壞人的。 

 

  我不是教你詐,這一本書中,雖然教導我們看清現實的人性,但其用意不是要我們以牙還牙,

而是要我們學著在社會中保護自己,更重要的是學著體諒別人,放下偏見去明白,我們都是人,

一樣活在社會中。 

 

四、討論議題:  

 

  面對現在的社會,我們該準備怎樣的態度來面對? 

 

  人性終究是本善還是本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