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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将自己成长机会的受限，归咎于念错系入错了行，怪罪时运不佳。固然世

俗的眼光中，以金钱与出路来论，的确有热门与冷门的分际，但是外在「成功」

与心目中的「成就感」是不能够化成绝对的等号，许多在外界视为成功的人，在

他内心中仍难找到真正的满足。 

 

更何况，今天所谓热门行业与热门系所，未来是否仍旧炙手可热，实在不容易臆

度。美国水门案见诸媒体后，念大众传播如日中天，各校传播科系如雨后春笋般

纷纷成立，曾几何时早已人满为患。过去从事建筑业者，无论是薪资待遇或社会

地位，往往是位居上层，但是好景不常，如今渐成冷门行业。甚至信息产业，也

有暴起暴落时。与其跟着潮流走，不如分析自己的志趣与能力所在，然后订定努

力目标勇往直前。即使眼前寒风刺骨，但是历经艰辛后，因为有理想在，终有成

功赢得扑鼻芳香之日。 

 

追逐热门行业与热门科系，中外皆然，但是在台湾和大陆，尤其来得严重，似乎

非念热门的理工医科系，或者是进入光电半导体产业，否则无法出人头地。但这

个社会毕竟是多元的，科技与产业发展，必然带动文化提升的相乘效果，单靠一

两产业的发达，不足以称做全然的进步。就好比穷妇戴着钻戒，一样无足衬托其

富贵高雅，一个成熟的社会发展，也必然是全方位的进步。因此各方面的人才只

要肯打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潜心发展，一定能出头天。 

 

在大陆，有些大学已经将文史科系朝文化旅游发展，因此远如九寨沟、山西平遥

古城，也有不少青年文史工作者投入开发史迹、发展地方工艺，既满足自己的志

趣，也能牟利营生。还有些环保系毕业生，则投入假日农庄与生态之旅的行业，

追寻苏东坡、陶渊明、梭罗式的豁达。一些创意工作坊或独立的计算机程序设计

人员，更是十足体现 SOHO族的惬意与自主。 

 

当然，主修的科系很重要，但这不是绝对的因子；许多非本科出身的，照样表现

优异。本来求学过程中，除了专业学习之外，还兼有提高思维能力与认知广度的

目的。就像英国的韦尔斯本是生物学者，后来却成为世界通史大师；惠普前总裁

费奥里娜本是学中古史的，但却能成为信息产业的巨擘。 

 

只有找到自己真正志趣所在，才能成为人生真正的知足者。career anchor 大略

可以分为 1经营管理、2专业功能性、3创造力、4稳定、5自主独立等五大类，

钟鼎山林各有偏好。选择热门却不吻合自己价值观的行业，就算在别人心目中视



你为成功，也不一定能找到真正的快乐与满足。与其怏怏一生，不如就自己所好，

全力以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