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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因果決定報酬，因果報酬率的故事 

    －《其實鐵達尼號不想撞冰山》讀後感 

                                                      劉柏寬 老師  

一、作者與內容簡介 

許懷哲，Wiser Hsu，企業決策諮詢專家，具有敏銳獨到的觀察力，擅

長剖析政經趨勢與世界脈動。為了發揚企業成功策略，目前致力於決策專案

研究。 

本書內容以各種歷史事件以及身邊朋友的例子，

讓讀者能夠了解，怎麼以「因果報酬律」的法則檢視

我們在生命中的每一個決定，更精準的抓到做決定的

關鍵方法。 

二、讀後心得 

    我從以前就很喜歡這種講故事，帶點寓意以

及解析的文章，從《心靈雞湯》系列到劉墉的《不是

教你詐》等等，對於各種故事以及故事中的人為何這樣的反應及決定感到好

奇，進而決定就讀輔導科系了解更多人、更多故事，希望能透過了解、陪伴、

支持，進而讓每個故事、每個人都有好的感受。 

這本書從比較理性科學的角度來說明這些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小道理，為

什麼要有禮貌、守時、講信用種種的好習慣，這確確實實是有影響的，只是

大多時候累積的太慢太細微，而當我們真的遭遇到其所導致的結果時，很容

易會認為「我都這樣這麼久了，就今天/這次特別運氣差」，又或者想「這只

是我一時沒覺察到/失誤，下次再小心一些就好了」，而非從更根本的檢討自

己一直以來的習慣，這些事情在校像是忘記帶作業、上課晚進教室，在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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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戴安全帽、違規臨停，都不是些甚麼大不了的事情，那為什麼我們要去

遵守呢？除了父母師長的嘮叨之外，似乎沒有造成誰的困擾或傷害，至少，

沒造成自己的就好。而因果報酬律就是在說明，這些看似沒有任何影響，或

者沒有任何嚴重後果的事情，如何嚴重的影響我們的生活，甚至是一輩子。 

從小到大，身邊的人尤其是長輩總是會嘮叨些與人為善、做好準備、戒

急戒躁等等的話，但卻鮮有人會認真的去看待，更少有人願意更認真的說明

為什麼這是重要的，而更少更少的能把這些淺而易見的「廢話」，說出個所

以然來，畢竟生活中的經驗我們可以發現，這些不好的習慣、言語或行為，

所造成的影響並不大，日子還是一天天過，而我們也沒有因此吃過甚麼大虧，

久而久之，我們就對這些說教式的廢話嗤之以鼻了，這些廢話都是那些意識

到因果報酬律的人給的建言，但感受的深淺就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而因

果報酬律不論你有沒有去意識它的存在，它都一直在運作。 

小時候我對宗教的了解都來自於家中老一輩，他們說的因果，善惡有報，

地獄、天堂等等都不曾相信過，大概是因為老一輩這樣的說法實在沒辦法讓

我相信，他們會說「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也太沒效率了吧，我看得到

那時候嗎?「上輩子欠的要來還」，我為什麼要為一個我不認識的上輩子負責?

「這輩子不學好，下輩子要吃盡苦難」，下輩子比明天還遙遠，明日事明日

畢，下輩子就更別提了；所以不論好說歹說，利誘恐嚇，我都是打從心裡不

認同「因果報應、天理昭昭」那一套。 

我既然不相信天，那我能相信甚麼呢? 那些與人為善的說法似乎說服力

薄弱，如果要說相信人是善的或惡的，那時的我一定相信人是惡的吧！所以

我開始看了《不是教你詐》，發現如果能站在對方的角度去想事情，便能夠

理解他為什麼這麼壞；而後來開始看《厚黑學》，更是讓我覺得要和人相處

實在要小心提防，而更對這小人得志、壞人成為贏家的世界感到灰心！在我

幼小的心靈蒙上一層陰影，畢竟我不想當壞人、也不想活的這麼有心機。 

現實是我沒悲觀多久，等年紀大了一些，我漸漸從身邊的人，發生在自

己身上的事找回對人的信任，那些故事那些人是這樣子，但我可以不用跟他

們一樣，書畢竟只是書，故事畢竟只是故事，唯有親身經歷的才是實在，也

約莫是在那是侯開始認為沒有所謂的善惡，善惡只是後人/他人加以定義的，

而讓自己拘泥於善惡並不是件愉快的事情，我只希望我能過得快樂，更進一

步讓身邊的人也過得愉快，所以我開始去了解自己，了解對自己來說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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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們的想法，以及他們在乎的人事物，那才是我所在乎並會確實的影響

我的。 

了解自己並不困難，我認為的是非對錯，喜歡不喜歡，即使不明瞭也能

說不知道，能肯定的說那我不在乎，只要順著自己的心，我能夠讓自己天天

都過得很開心；但在了解自己的家人朋友時，事情就變得就困難多了，畢竟

喜歡以及習慣，是非對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標準，但要能夠說明，讓他

人了解非得自己有相當程度的明悟才行，即使雙方願意溝通也變成雞同鴨

講，各自表述；也常常會發生你有的感覺我完全沒有，更別提有任何影響，

所以我完全不在乎，怎麼可能會認為這是需要的呢? 

繞了個圈子我才發現，似乎這又是個死胡同，怎麼要讓自己過得開心還

是這麼困難的事情？難不成我只能選擇不在乎任何人才能夠讓自己開心嗎？

那樣子的開心，畫面似乎不是很好看啊，至少跟我理想中的開心相差甚遠。

隨著我讀的書越來越多，這裡的讀書不是什麼教科書，因為很明顯讀教科書

不是件讓我開心的事情，看的故事越來越多，也越了解各式各樣的文化想法：

當入土為安遇到天葬海葬，當游牧逐水草而居遇到高度密集化飼養，我們容

易用高下來分別，進步與否來判斷，但真的如此嗎?效率上或許天差地別，衛

生上的確有顯著差異，但對環境的永續經營呢?這個方法適用在他們的環境嗎?

我想我抓到關鍵了－「適合的與否才是判斷的標準」。 

所以我花了這麼多的時間，只「發現」了一句廢話，但這句廢話跟以前

我所聽到的廢話不同，我會把這句我發現的廢話貫徹在我的生活裡，這會是

我的信念，即使這句話聽起來如此不著邊際，一點用處也沒有，這個發現確

實的解答了我的疑惑，現在我只需要回答更多更多，有關於什麼叫做適合的

問題就能得到快樂了。 

我當初的目標是「過得快樂就好了」，所以我當初問自己的問題是「我該如

何獲得快樂」，我自以為這問題已經夠小夠卑微了，沒想到還是花費了數年

才得到一個讓自己滿意的解答，請你問自己一個問題吧，不用管問題的大小，

只要是你真心想知道的，也不用在乎要花多久時間，透過多聽多看多想，你

終會得到解答，於此同時也會得到更多疑惑，但這些路不是白走的，即使最

後得到的答案是一句你可能早就知道的「廢話」，那也是真正屬於你的答案，

而不是一句寫在書上、別人口中的、沒有任何意義的廢話，那才是能從根本

改變你的，並且透過因果報酬律放大改變你整個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