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後悔的人生      文⧸／彭明輝（大學教授）
托爾斯泰晚年寫了一部很薄、也很感人的小說《伊凡‧伊列區之死》，探討一個問題：
「人一生中真正值得去追求的究竟是些什麼？」   伊凡‧伊列區是個高等法院檢察長，有一
個人人羨慕的漂亮太太，交往的都是彼得堡的上流階級和貴族。他從小聰明伶俐，善於察
言觀色，也善於應對逢迎。因為出身貧苦，所以從小就力爭上游，立志要出人頭地。 他聰
明又用功，很順利地拿到人人稱羨的大學文憑。進入法院以後，他比別人更用心辦案，也
擅長交際，所以就比同事更快地獲得各種升遷的機會。在人生最高峰的中年時，他和美麗
的太太搬進了彼得堡寬敞的豪宅裡，開始用心佈置這個家。就在掛窗 簾的時候，他從高高
的梯子上摔下來，從此臥病不起。功成名就，卻失掉寶貴真心   從小到大，他第一次有很
多時間去看他身邊的人，以及他這一生真正所擁有的。雖然他很用心佈置這個房子，極力
想要擺脫中產階級的品味，但是從傢俱到窗簾，沒有一樣東西和與他有相同社會階級的人
有任何不同。就像他的一生，雖然他一直都不甘心當平凡人，但是卻也從來不曾追求過任
何和別人不一樣的東西。因為，他從來都不曾知道自己在追求的是什麼，從來也不曾認真
問過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整個一生，他只是活在別人的期許和羨慕之中。所有他曾追求
過的東西， 都只是因為別人認為那些東西很體面、值得稱許或羨慕，沒有一樣是他自己要
的。就像他的婚姻，不是因為兩人相愛，而是因為大家都認為他們兩人條件相當，非常體
面。臥病以後，他那愛慕虛榮的太太和女兒從來不曾真正關心過他。其實，他也從來不曾
關心過別人。醫生不在乎他的疼痛與憂慮，不把他當作一個有感覺有思想的人，只是機械
化地用專業角度在處理他的身體。這就像他在法院一貫的風格，他只想從專業角度把所有
的案件冷漠而優雅地處理掉，冷漠到近乎無情與殘酷。即使發現當事人有冤屈或不得已的
苦衷，他還是硬著鐵石心腸依法辦事。他的同事沒有人同情他，反而整天在打聽他的空缺
可以帶給哪些人升遷的機會，就如同他以往在類似情況下的一貫作風。把他和家人聯結在
一起的力量不是愛情與親情，而是虛榮心和一家人的面子；把他和同事連結在一起的，不
是同事的情誼或關懷，而是社交的利益和人脈網絡的經營。沒有人是真心地活著，大家都
只是活在別人的期許和羨慕裡！看透一切，人生卻不能重新開始
      當他看透了這一切，突然發現他從來不曾有過真心的喜悅和眼淚，不曾為自己的心願
而生活、奮鬥，他的一生根本都是虛假的、空洞的、不值得的。他很想從頭來過，嘗試過
一種更貼心、更真實的人生。但是，他已經是絕症的末期，沒有第二次的機會了！
      人生最可怕的，莫過於在人生已經不可能再重頭開始的時刻裡，卻對自己有過的一生
感到後悔、不值得！那麼，人要怎麼活這一生，才會覺得值得呢？我們曾否認真地想過？
我問學生：「你願意花多少時間去準備你的婚禮？」很多人都願意花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去
籌備。那麼，你是否曾經花一整天的時間去想想：「什麼是你這一生中最想擁有、最珍貴
的東西？」不曾有過！太忙了！國中開始忙聯考，聯考後還有聯考，大學畢業後還有研究
所，研究所畢業後要想辦法進園區。進了園區更忙，忙得有家歸不得，有些人連想生小孩

都找不到時間。「那麼，你會不會是第二個伊凡‧伊列區，到了臨死的時候才對一生感到
後悔？」「不會吧！想辦法賺錢解決現實的問題比較實際，沒有必要花時間去想『人生
觀』這種無意義的問題。」真的嗎？大部分的人從懂事開始，就活在怕被別人比下去的恐
懼當中，所以終其一生，他們只有在現實的恐嚇下拼命地力爭上游，追求財富與權勢，作
為武裝自己和踐踏別人的工具，卻從來沒有機會停下腳步好好地想一想：這樣子做，真的
會解決問題 嗎？這就好比一個怕鬼的人，總覺得鬼在自己的身後，你愈是想跑得快一點，
愈會覺得背後有什麼東西在追你。真的要解決這種恐懼，唯一的辦法是停下腳步，勇敢地
往後面看清楚。只有當你敢往後面去看清鬼的真相時，鬼才會消失掉。一味地在它的恐嚇
下拼命往前跑，累死了也解決不了問題。
       衣飾光鮮，未必能獲得真正尊重
   面對現實的壓力，道理也是一樣。只有當我們看透了現實能給我們，以及不能我們的是
什麼之後，我們才有可能坦然地面對現實。 假如我們追求現實，為的是自我的肯定和別人
的善意、接納，這一定要用名利權位才能達成嗎？還是說我們可以有更簡潔、更有效的方
式來肯定自我，並且獲得別人更真心的善意與接納？讓我們來做個實驗：請你就認識的熟



人中，選出五個你認為最值得尊敬的人， 和五個你最討厭的人，把他們的名字寫在紙上。
然後仔細分析，你認為最值得尊敬的人當中，有幾個剛好是學歷最高，或者最富有，或者
最有權勢的？除此之外，你也仔細查查看，最讓你受不了的人中，有幾個剛好是學歷最
高，或者最富有，或者最有權勢的？很多人都會發現：在名、利、權、位的追逐上愈成功
的人，往往也是最討人嫌的人！那麼，這個社會為什麼普遍鼓勵我們去追逐名利與權位？
因為這些東西對陌生人很有效。 譬如，妳到戶政事務所去辦理事務，承辦人對前面幾位都
沒有好口氣，亂發脾氣。輪到妳的時候，他看到妳光鮮亮麗的衣著和妳先生的博士頭銜，
態度突然柔和謙卑起來，這種時候會讓妳覺得衣飾和頭銜很好用。但是，這些表面上的榮
耀與光彩，只對陌生人有用。對於那些和我們朝夕相處的人而言，名利與權位很難影響他
們對我們的善意與肯定。譬如說，你最要好的朋友或許會在你獲得博士學位時為你高興一
下下，但是沒多久他和你的關係又回復到以往的狀態。反過來說，假如有人因為你新獲得
的名利與權位而急著和你結交，這種虛情假意的朋友還不如不要！
        真誠付出，活出生命的光彩
    絕大部分的人都和伊凡‧伊列區一樣，花費一生的精力去追求表面上的榮耀， 雖然這會
換來許多陌生人的羨慕與激賞，卻換不來身邊人真心的善意與對待。一輩子只為了一群不
相干的路人而活著，值得嗎？很多全球著名的藝人都有酗酒、吸毒的行為，就因為舞台上
的風光掩飾不住私生活中的空洞與虛幻。 我沒有辦法許諾你一生當中所遭遇到的人都接納
你、肯定你、對你懷著善意。但是，如果要做到「你常接觸到的人大多數都接納你、肯定
你、對你懷著善意」，這並不會很難，而且它和你所擁有的權勢、名利、地位幾乎毫不相
干。其實你要做的，只不過是對別人時時懷著善意。金錢換不來人的善意，只有善意可以
換來善意。假如你希望熟人對你有善意，最重要的是你要有能力對別人懷著善意。終身在
印度救濟貧民的泰瑞莎修女，她在全球所獲得的肯定、尊敬與善意，遠遠超過比爾蓋茲和
英國女皇。假如你是一個對生命的真諦有深刻體認的人，而且對別人懷著善意，那麼所有
認識你的人都會尊敬你、接納你，並且對你懷著善意。當然，大部分的陌生人還是看不到
你對生命的體認，因而只能從外表的判斷對你漠視、輕蔑，甚至羞辱。但是，假如你真的
對生命的真諦有深刻體認，你還會在意別人只憑外表所做出的輕率判斷嗎？
     看清真相，重啟人生智慧大門
     所以，我們之所以需要外在的現實武裝來保護自己，真正的原因是：我們想用它來遮掩
我們內在的貧乏（包括智性的與情感的）。但是，一個內在貧乏的人，不管他外表上有多
麼足以誇耀的權勢、名利與地位，他自己會知道自己的貧乏，他的親人會知道，而他周邊
的朋友也都會知道。我們可以愚弄馬路上的陌生人，卻愚弄不了自己以及 身旁朝夕相處的
人。因此，想要靠權勢、名利與地位去換得身邊熟人的肯定與尊敬，還不如努力去累積自

己的人生智慧和對人的善意。伊凡‧伊列區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警覺到：爭取權
勢、名利與地位的過程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心力，而累積人生智慧和善意的過程也需要
耗費大量的時間和心力，因此，贏得權勢、名利與地位的過程，必然犧牲了我們可以用來
累積人生智慧和善意的資源。結果，一個人在權勢、名利與地位的追逐上愈成功，往往在
人生智慧和善意的累積上愈貧乏。一個外表亮麗而內在貧乏的人，註定只能吸引陌生人的
羨慕，而無法贏得身邊人的真心肯定與善意。所謂「贏得全世界而失去了自己」，正是伊

凡‧伊列區的寫照。但是，它卻也 正是整個社會盲目地在追求的人生目標。當你仔細看清
楚這個真相的時候，會不會一身冷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