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不乖>>

13位ISBN编号：9789573326847

10位ISBN编号：9573326841

出版时间：2010/07/05

出版时间：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作者：侯文詠

页数：2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不乖>>

前言

　　小時候上作文課時，老師要我們讀故事寫心得。
故事的內容是對日抗戰期間，女童軍送國旗給死守上海四行倉庫的守軍的故事。
　　照說，這個關於榮譽、愛國、奮不顧身的故事，心得一點也不難寫。
　　不過那時我故意唱反調，寫了一篇「吐槽」的心得。
文章詳細的文字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大意基本上是：　　一、如果不能打勝仗，送國旗也沒用。
如果能打勝仗，國旗過幾天再掛也沒關係。
　　二、如果打敗仗還掛國旗，老百姓會誤以為打勝仗，錯過了逃亡的黃金時機。
　　還有，　　三、國土失掉了，還可以收復，但女童軍命沒了，就無可挽回了。
因此還是命比較重要&hellip;&hellip;　　我還寫了不少理由，總之，結論就是大唱反調。
　　可以想像，在那個國家、民族情操重於一切的年代，我被老師約談了。
　　老師問我：「老師平時對你好不好？
」　　我說：「好。
」　　「如果你覺得好的話，聽老師的話，別人怎麼寫，你就怎麼寫。
」老師停了一下，又說：「大家會怎麼寫，你知道吧？
」　　我點點頭。
「為什麼？
」　　「你相信老師，這是為你好，你聽話以後才有前途。
」　　「噢。
」　　我相信了老師，從此我的文章分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種是公開的、「聽話」的文章，像是：作文課的作文、比賽的作文、考試的作文、貼在壁報上
的作文。
另一種是偷偷摸摸的、「不聽話」的文章，像是：傳小紙條的文章、寫情書的文章、投稿的文
章&hellip;&hellip;　　一直到了我長大之後，我母親還很喜歡數落我小時候多麼頑皮、多麼不乖的事蹟
。
當然，四行倉庫的心得事件，也是其中的一件。
　　對我來說，那些其實只是聽從自己內心的話，或者誠實地說出、做出自己想做的更有趣事情而已
。
當時我一點也沒想過，那就是所謂的「不乖」。
　　依照那樣的定義，我這一輩子其實還做了不少「不乖」的事。
像是，第一次投稿時沒有郵資，偷爸爸的郵票。
像是，為了讓稿子內容更精采，編出許多學校根本沒有發生過的事。
為了看電影，偷偷翻牆爬進電影院，被老闆拎著耳朵拉出來&hellip;&hellip;　　或者，像是，約會時沒
有徵得雅麗小姐的允許，就偷偷地吻她。
或在實驗室做研究時，明明大家都覺得異想天開、根本不可行的方法，我硬是要試。
或明明大家覺得是沒有機會被接受的期刊，我硬是要投稿。
或辭去了醫師的工作，成為一個專職作家，成為一個編劇、廣播主持人、電視連續劇製作
人&hellip;&hellip;　　回想起來，是這些「不乖」、「不聽話」的作為或決定，一點一滴造就出了今天
我的人生非常決定性的部分。
　　有時候我不免要想，如果我那時候放棄了「不聽話」的文章，只寫「聽話」的文章，或者因為沒
有零用錢買郵票，因此放棄投稿，或者先徵詢雅麗小姐同意，才敢吻她&hellip;&hellip;少了這些「不乖
」，我的人生會變成什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
　　我相信，就像我的老師講的一樣，所有要我乖的人幾乎都是很善意地為我好。
我也相信，聽話的人的確會有前途。
那時候我並不明白，不聽話的人，長大一樣會有前途的－－差別只是，聽話的有聽話的前途，不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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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不聽話的前途。
　　回想起來，如果可以的話，我很想讓那個年輕、不乖又有點徬徨的自己，或者像我當年一樣的年
輕人知道：別擔心，只要相信你自己，繼續努力、用力讓自己長大成心中想望的樣子，一切都會很好
的。
　　那時，如果能聽到類似的話，從愛我或為我好的人口中說出來，或許我會少些猶豫，多點堅定與
專注吧。
　　於是，我開始了這本書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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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他一直乖乖地當醫生，就不會有作家侯文詠了！
巨變時代，擁有8種最迫切競爭力的關鍵態度，為人生畫上驚嘆號！
你是心甘情願的乖、毫無懷疑的乖嗎？
乖就能成功、乖就能快樂嗎？
在一個今日的標準答案很快被明日淘汰的巨變時代中， 只有不乖，才能確保你永不過
時&hellip;&hellip;從小到大我們一直被要求做乖寶寶、乖學生，最好大家都一輩子照著主流價值觀活到
老、乖到老！
那麼，為什麼現在卻反過來要「不乖」？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繼續乖下去，但有太多疑問在等待我們去挖掘，有太多挑戰在考驗我們的應變力
，有太多刺激在拓展我們的視野，而「乖」可能會讓你無法適應波動激烈的時代，「乖」可能逼你在
遭遇挫折時選擇放棄&hellip;&hellip;這樣的乖，怎麼會有進步的空間？
人生怎麼可能獨一無二、精采好玩？
 試著用「不乖」的角度想想：為什麼「認真」拚不過「迷戀」？
失敗又怎麼會比成功好？
爲什麽我們總是用「別人的腦袋」，而不是「自己的腦袋」想事情？
為什麼「視野」遠比「眼界」更重要？
&hellip;&hellip; 讓我們跟著侯文詠一起想想，在一個今日的標準答案很快就會被明日取代的巨變時代
中，如何突破那些別人給的標準答案，進而培養出適應變動的競爭力，追求真正屬於自己的答案，並
且開創出自己想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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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文詠　　台灣嘉義縣人，台大醫學博士，目前專職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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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據辭海的解釋，所謂「乖」指的是：孩子懂得道理而不淘氣。
換句話，「乖」指的是順服。
　　也許有人要問：這樣的乖有什麼不好？
　　在我看來「懂得道理，不淘氣」沒什麼不好，問題出在這個孩子懂的「道理」到底對不對，有沒
有道理。
　　考自己的文章得不到一百分？
　　先來講個故事吧。
　　我有篇文章被收錄進國文教科書裡去了。
那年我的孩子正好是第一屆讀到這篇文章的九年級學生。
他們班上的同學就對他說：　　「你回去問你爸爸，這課到底要考什麼？
」　　於是兒子跑回來問我。
　　我不聽還好，一聽了差點沒昏倒。
我生平最痛恨考試了，沒想到自己的文章變成了別人考試的題目。
我還清楚地記得自己自大學聯考（現在叫指考）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把論語、孟子這些中國文化基本
教材拿去燒掉。
　　（望著熊熊一陣火，心裡還一陣快意暢然&hellip;&hellip;）　　我抓了抓頭，尷尬地說：「我真的
不知道學校老師會考什麼耶&hellip;&hellip;」　　「可是，」兒子著急地說：「你是作者啊。
」　　「問題是我當初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讓人拿來當考試題目的啊。
」　　結果我當然想不出什麼題目來。
　　後來學校真的以那課的課文為範圍考了一次試。
　　兒子考完試之後，我突發奇想，請他把考卷拿回來讓我也考一考。
　　本來不考還好，一考之下我發現我不會寫的題目還真多。
我寫完了試卷，兒子對照答案，竟只得到八十七分。
兒子用著沉痛的表情告訴我：　　「爸，你這個成績拿到我們班上大概只能排第十三、四名。
」　　我聽到是有點愣住了。
考十三、四名當然成績雖不是很糟，但這起碼表示：我們的制度更認同那十二個比我分數更高的同學
。
　　那十二個考得比我好的同學當然很值得驕傲。
但我擔心的不是他們。
而是我們這樣的教育制度最後會把我們帶到哪裡去？
　　這實在很可怕。
如果所有的人都很「乖」，大家也全循規蹈矩地變成了拿高分的考試高手，將來誰來當作者寫文章給
人讀呢？
　　本來，學習國文的目的是為了要培養學生欣賞作品的能力，並且在欣賞的過程中學習到用中文表
達的能力。
然而，在這樣的制度下，學生的思考全被文法、辭性這些技術性的問題給占據了，以至於考試能力固
然很強，但卻加深了他們對中文的疏離。
這樣的疏離，不但剝奪了學生從閱讀得到感動、思索人生的機會，甚至剝奪了他們書寫表達的興趣，
搞得他們連寫出通順流暢的文章都大有問題。
這麼一來，就算國文考得了高分，又有什麼意義呢？
　　雖然這只是我們可以舉出來的千千萬萬個例子之一，但這樣的例子也正是「太乖」了的最大的風
險之所在。
這樣的風險在於：　　一旦主流思考錯了，我們就再也萬劫不復了。
　　東方文化向來重視傳承，不聽話的孩子叫「不肖」（意思是，孩子和父母親不一樣），孩子聽父
母親的話叫盡孝，臣子聽君王的話叫盡忠，於是我們有了忠臣出於孝子之門的傳統，有了黃帝、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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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禹、湯、文、武、周公&hellip;&hellip;這一脈不能違背的前輩。
在這樣的文明裡，一個後代最了不起的德行就是做到把先人的想法「發揚光大」。
　　問題是，這就是一切了嗎？
　　先人就不出錯嗎？
如果從黃帝開始就是錯的，我們怎麼辦呢？
就算黃帝是對的好了，一直經過堯、舜、禹、湯，假設就在湯的時代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誰又敢保證
黃帝時代的看法，到了湯的時代，一定合適呢？
　　一旦如此，誰有能力讓那些錯的改成對的？
　　「乖」的文明固然能夠擁有穩定性，卻缺乏對變動的適應能力。
這樣無法「自我改變」的文明當然是危險的。
　　長期觀察雁鵝的諾貝爾獎得主勞倫茲曾有個很有趣的觀察：　　他發現由於母雁鵝喜歡色彩豔麗
、翅膀肥厚的「肌肉男」型公雁鵝，同種競爭的結果，一代一代的公雁鵝變得色彩越豔麗，翅膀也越
肥厚。
不幸的是，鮮豔的色彩使得雁鵝更容易暴露，肥厚的翅膀更減緩飛翔的速度。
這一切「同種競爭」的優勢正好是「自然競爭」的劣勢。
於是，一代一代下來，雁鵝在大自然中，瀕臨了滅亡壓力。
　　就某個程度而言，這些「肌肉男」型的公雁鵝，像是順應社會主流的「乖」孩子，也得到了一定
的回報。
但雁鵝自己很難理解到，牠們同種競爭優勢，反而更加速了牠們被淘汰的速度。
　　這樣的觀察給我們的啟示是：順服主流，並且取得領先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個主流的標準，是不
是大自然生存競爭的標準。
　　因此，希臘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才會說：「吾愛吾師，但吾更愛真理。
」　　用東方的標準來說，一個亞里斯多德這樣愛「真理」更勝過愛「老師」的學生當然不乖。
　　但真理為什麼比老師重要？
　　答案再清楚不過了，如果愛老師是「倫理」法則的話，愛真理卻是更高層次「生存」法則。
對一個群體來說，當然沒有比「生存」更加迫切的法則了。
　　也許有人要問：「倫理法則難道不重要嗎？
」或者：「尊師重道難道不是好事嗎？
」　　倫理法則固然重要。
但是沒有人規定「倫理」法則一定要跟「真理」法則牴觸啊。
就以我過去從事的醫學研究來說好了，大部分的研究人員窮盡一生努力，就是為了找出證據，推翻前
人或長輩的說法。
這樣的推翻被稱為「創新」。
科學的倫理就是以創新為核心基礎。
　　在這樣的科學倫理之下，有了這種「青出於藍、更甚於藍」的學生，通常老師是很有面子的。
創新的學生不但不會被社會稱為「不肖」、「忤逆」，他的研究、論文，很多時候也成了老師的研究
最佳的砥礪。
我在醫學界的研究如果推翻了我老師的看法，他不但不會生氣或把我逐出師門，反而會因為「名師出
高徒」而感到沾沾自喜。
不但如此，這樣的文化也激勵了老師再接再厲，有了必須推翻學生研究的壓力，這種師徒　　爭的熱
鬧場面與佳話在西方的科學界是屢見不鮮的。
　　在這樣以「真理」為最高標準的氛圍裡，形成了一種視「不乖」為理所當然的科學倫理。
不像「乖」文明像不可逾越的一攤死水，「不乖」文明擁有能隨著時間「改變」的變革能力。
在這樣的制度裡，儘管子不必肖父，徒不必肖師，但創新卻可以隨著時代需求不斷繁衍、累積。
　　乖或不乖的結果與過程　　或許有人認為，「不乖」固然創新，可是失敗的機會很高。
就算老師說的不一定對，但相對之下，至少錯的機會少些吧。
假設老師只對百分之七十，那麼乖也還是比不乖成功的機率大一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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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來，這不是對或錯的機率高的問題。
　　我再說個故事。
　　從前我家小朋友從家裡到小學走路不遠，雖然路程只有一、二十分鐘左右，但為了安全考量，從
小學一年級開始，我們還是讓他每天坐校車上下學。
就這樣一直到了三年級的某一天，校車司機生病請假了。
我們心想反正從學校到家裡只有四、五條街的距離，就讓他自己走路回家算了。
　　這本來應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沒想到一趟原本應該是一、二十分鐘的「旅程」，小朋友整整走了
兩個小時才回到家。
急得我們到處找他，只差沒報警了。
　　媽媽當然很生氣，覺得小朋友怎麼老是做出讓父母親擔心的事情，少不了一頓耳提面命。
不過我關心的倒是這趟旅程他到底怎麼走，走了兩個小時？
　　吃過晚飯之後，我決定帶著小朋友重新溫習一遍他的回家之路。
我們父子就這樣拿著地圖，在學校附近又繞了一、兩個小時，重新對照、印證每個可能的選擇，小朋
友終於把從家裡到學校的路完全弄明白了。
　　我們從校門口出發，用小孩邏輯重新走過一次，我才發現這一趟旅程非同小可。
儘管同樣的路程小朋友已經坐校車走過無數次了，但只要小朋友沒自己親自走過，對他而言就是陌生
的路。
到過別的城市自助旅行的人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要徹底認識一個城市，一定得自己拿著地圖，邊開車或邊走路，實際對照印證才行。
如果只是搭乘遊覽車或別人的車，等到下次我們自己旅行時，到了同樣城市，其實還是搞不清楚東南
西北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每到一個十字路口，小朋友面臨了三個選擇。
以五個街口的回家路途而言，就有三的五次方的選擇－－換句話說，在完全陌生的情況下，他猜中並
且幸運回到家裡的機率只有二四三分之一。
光是這樣都已經很困難了，更何況，一旦在任何街口做錯選擇，之後他將面臨的是更多、更複雜的選
擇－－可見回家是一趟多麼艱鉅的旅程啊。
　　走完了這一趟多出來的意外之旅，我驀然發現，原來兩年多以來都能快速、準時到達學校的兒子
，其實是沒有自己上學能力的。
　　兒子坐校車的經驗這讓我想起了所有國文、英文、數學&hellip;&hellip;考高分的學生，就像我家小
朋友每天能準時到校一樣－－這些都不是真正的能力。
有一天，當這些考高分的學生必須面對真實世界時，再高的分數、名校，能幫得上的忙恐怕是很有限
的。
　　所以我說「乖」與「不乖」的差別不是「對的機率」大小的問題，而是對知識學習與掌握的層次
的問題。
如果「乖」像坐校車上學那麼容易、方便，那麼「不乖」應該就是自己用腳的探索與嘗試。
一個每天坐著校車上學的「乖」孩子，他被剝奪的其實是「不乖」的機會－－這個不乖，也正是對事
物真正認識，必須經歷的探索與嘗試錯誤的過程。
　　有些人也許要問：如果可以不用經歷那些無可預測的「不乖」過程，乖乖地長大，不是很好嗎？
　　真的很好嗎？
　　人生真的可以這麼樣「乖乖」地到老死而沒有疑問？
　　同樣坐著校車上學，到底是有過「不乖」經驗，還是沒有「不乖」經驗的孩子更叫人放心呢？
　　答案其實是很清楚明白的。
　　和玩樂器很像，很多時候，人生中的完美演出也是必須通過許多錯誤與練習才能達到的。
大部分小孩準備考試時，師長們會要求小孩做模擬考題或測驗練習題，覺得非這樣不能考得高分。
可是回到「真實人生」這個場域－－不管是談戀愛、交朋友、選填志願，大部分小孩卻連一點練習、
嘗試錯誤的機會都沒有。
　　這樣，在面對人生試鍊時，如何能考取高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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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人生太害怕「錯誤」了，覺得在嘗試錯誤的過程要付出太多無法預期的時間與代價。
可是如果嘗試錯誤是學習過程必要的一部分呢？
我們是不是得預留下一些「錯誤嘗試」與「不乖」的空間與機會給自己呢？
　　有些父母親不免要擔心地問：是不是等孩子長大一點，心智成熟一點，能夠自行判斷時，再給他
們這個空間。
　　這樣的思考最大的謬誤在於：　　首先，如果沒有這些空間，他們很可能心智上永遠都不會長大
。
　　再來，更重要的，如果真的一定得有犯錯的經驗，當然是越年輕代價越小啊。
　　我年輕時曾經為人借貸當保證人，損失了幾百萬元。
這些錢占了我當時的資產一半，覺得痛苦不堪，可是現在想想其實也算還好。
幸好是年輕時就有這個經驗，並且學得教訓，從此人生就算打過疫苗了。
否則到了這個年紀再遇到這種事，也損失現在一半以上的資產，那才是真正的慘不忍睹啊。
　　對很多捨不得小孩嘗試錯誤的父母親其實是要換個角度來看事情的，如果嘗試錯誤對孩子的成長
是必須的，那麼孩子能在你看得見的時候嘗試，其實是件好事。
不管後果如何，做父母的多少還可以陪伴孩子度過困境，或是給予一些必要的援助。
否則等他離開父母時才碰到，就算有心可能都幫不上忙了。
　　以前常聽人說：「人不輕狂枉少年。
」過去總覺得這話聽來有點輕狂。
可是現在想想，這話實在是人生的至理名言。
老實說，沒有輕狂少年的經驗，就不可能造就出一個深思熟慮的成人。
就像許多植物都必須受到溫度或照光的刺激之後才能開花一樣。
叛逆、不乖也是生命之中開花、結果必須的「生長激素」啊。
　　人不輕狂不但枉費少年，更進一步，我還要說：人不「叛逆」枉少年。
人無「不乖」枉少年啊。
　　做一個太乖的人當然不好。
　　可不可以不寫功課　　我這樣說，一定有人不以為然。
反駁我：　　「你說『不乖』才好，但殺人、搶劫、打架也是不乖啊。
難道這樣也可以嗎？
」　　「不乖」當然不見得就沒有問題。
但我們必須思考的是：到底是「乖」的問題大呢？
還是「不乖」的問題大？
　　我再說另一個故事。
　　我們家小朋友在很小的時候曾經不寫功課，聯絡簿一拿回家裡，常常滿篇都被老師寫滿了紅字。
為了這個，兒子常常和媽媽有意見衝突。
後來兩個人鬧得雞飛狗跳，媽媽只好請我這個爸爸出面處理。
　　很多家長處理這種事的基本邏輯就是以「完成功課」為前提，在這個前提之下，展開威脅利誘－
－不用說，這樣的威脅利誘當然是以「乖」為前提的。
　　不過我個人的看法正好相反。
在我看來，我的小孩好不容易對他的世界開始發出問題，開始有了不乖的「叛逆」思考，這樣的機會
我當然不可輕易錯過。
　　我把決定換個角度，順著小孩的思路，從「不乖」為前提來思考問題。
　　如果要不乖的話，我們開始討論：怎麼樣才可以不寫功課呢？
　　小孩一開始聽到我的議題當然是一臉狐疑的表情，不過很快他就感受到，我是認真的。
沒多久，我們就想出了不少辦法（雖然兒子覺得不太可行），這些辦法包括了：　　一、我把印章交
給他，讓他自己在聯絡簿上蓋章。
　　（小孩問：「可是功課沒寫，老師如果打電話來問我會怎麼說？
」我說：「我當然實話實說，說章是你自己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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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不能幫你說謊。
」這個提議立刻就胎死腹中了。
）　　二、或者，我打電話請老師允許他不要寫功課。
　　（小孩問：「全班只有我一個人不寫功課，同學會怎麼看？
」我說：「別的同學要怎麼看你，我實在無能為力。
再不然，我打電話給所有的家長，請他們叮嚀他們的小孩，去學校不可以嘲笑你。
」當然，這個提議也出局了。
）　　三、最後，我們又想出了一個辦法：根據「沒有盲腸就沒有盲腸炎」的外科法則，如果不上學
也就沒有功課了。
（我表示可以向教育局提出在家自主學習的申請，這樣他不用去學校上學，也就沒有功課，更沒有蓋
章或者是同學看法的問題了。
）　　小朋友聽了，似乎覺得這個方案有可行之處，不過為了慎重起見，他希望我讓他考慮三天。
　　我欣然同意。
　　在這三天的時間之內，他到處打電話諮詢親友團的意見。
親友們大部分當然都不贊成只為了不寫功課不去學校上學。
由於他這麼到處打電話，同一時間，我也接到不少關切的電話（包括我親愛的老媽），承受不少壓力
，但我決定保持沉默。
　　就這樣過了三天。
　　三天後，在晚餐桌上，他鄭重向我們宣佈，經過慎重考慮的結果，他決定－－　　還是要去學校
上學！
　　「為什麼是這樣的決定呢？
」媽媽問。
　　「我想，學校有很多的同學，不但如此，學校還可以培養我們德、智、體、群各方
面&hellip;&hellip;」這－－可－－有－－趣－－了，聽起來完全像是校長在升旗台上精神講話的口氣。
　　「所以？
」　　「所以，我想我還是去上學好了。
」　　「那不想寫功課怎麼辦？
」我問。
　　「其實功課沒有那麼麻煩啦。
」　　「搞了半天，」我抱怨：「什麼都沒有不一樣嘛。
」　　「雖然外表看起來差不多，」他指著腦袋瓜說，「可是這裡不一樣。
」　　「有什麼不一樣？
我看不出來啊。
」　　「你當然看不出來，」他說：「可是真的不一樣。
因為，我想過了。
」　　這個故事我在《我的天才夢》裡面說過了，不過，故事還有後續發展。
此例一開，大兒子嘗到甜頭，進一步想全面檢討其他那些「沒有經過他同意」的課外活動。
於是我們只好把他的時間表拿出來，從學英文、游泳、鋼琴，一樣一樣重新確認。
　　「我對鋼琴課沒興趣了。
」他說。
　　「為什麼？
」我問。
　　「因為太無聊了。
」　　「無聊？
」　　「嗯。
」他覺得鋼琴是女生彈的。
　　事實上，這件事他已經向媽媽抱怨過好幾次，媽媽雖然威脅利誘，成效顯然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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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一下，立刻拿起電話，打給住在樓上的老師，告訴她大兒子暫時不上鋼琴課了。
　　鋼琴老師是那種充滿愛心與耐心的老師。
她一聽到大兒子想放棄鋼琴，立刻憂心忡忡地勸我要多鼓勵孩子、要孩子再堅持下去云云，可是我不
為所動。
在我的堅持之下，老師無可奈何，最後只好勉強同意我的決定。
　　放下電話之後，大兒子的表情有點愣住了－－沒想到這個夢寐的希望這麼容易就達到了。
看得出來他很高與，但還故意裝出一臉「哀衿勿喜」的表情。
　　這時門鈴忽然響了，大兒子跑去開門，原來是在樓上上鋼琴課的小兒子課程結束回來了。
　　我很清楚地聽見他用高八度的聲音，亢奮地對弟弟叫嚷著：「欸，我不用彈鋼琴了，欸，欸，
欸&hellip;&hellip;我從此不用彈鋼琴了。
」　　我走到門口對小兒子說：「哥哥說他不想學鋼琴，我已經答應他了，」這事得一視同仁才行，
「你呢？
你還想學嗎？
」　　「想啊。
」弟弟正津津有味地吃著老師獎勵他的棒棒糖，「棒棒糖好好吃，而且老師還有好幾種不同的口味我
都沒吃過。
」　　「你確定要繼續上下去？
」　　他點點頭。
　　從此我們家開始變成「一國兩制」－－弟弟繼續學鋼琴，哥哥則快樂地享受他爭取來的自由。
每當弟弟練琴時，哥哥總會有意無意地就跑到鋼琴旁炫耀。
　　「好舒服噢，我又K完了一本《哈利波特》。
」再不然就是：「你知道嗎？
電視上正在轉播ＮＢＡ球賽，到現在Michael Jordan已經一個人獨得五十二分了。
」&hellip;&hellip;　　弟弟不屑地看了哥哥一眼，繼續練習他的鋼琴。
　　就這樣經過了三個月。
　　有一天，弟弟上完鋼琴課從樓上下來，在門外猛按門鈴。
哥哥去打開門。
　　「什麼事啦，」哥哥看了弟弟一眼，「這麼興奮？
」　　「你看，這是什麼？
」弟弟高舉著翻開的聯絡簿，指著上面的紅字，一個字一個字興奮地唸著：「弟弟加油，這樣繼續努
力下去，程度就要超越哥哥了噢。
」　　哥哥的臉色從紅色又變了青色。
他轉過身來，嘴裡喃喃唸著不知什麼，邊唸邊自顧往房間走。
眼看事有變化，我立刻也跟隨進房間。
　　「怎麼了？
」我問哥哥。
　　「彈那種垃圾車的音樂，沒什麼了不起啦。
」　　「你不要這樣嘛，」我說：「你不學鋼琴，弟弟繼續學，他會超過你，這是必然的事啊。
這很自然，不是嗎？
」　　他不說話。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不學鋼琴當然就會被弟弟超過，這很公平啊！
」　　「我又沒有說不學，我只是說很無聊，你就&hellip;&hellip;」　　賴到我頭上來了？
我沉默了一下，靈機一動，問他：「怎麼，你現在又想學了？
如果真想學的話，我可以再和老師說啊。
」　　「可是，過去弟弟都只上半個小時，我上一個小時太無聊了。
」　　討價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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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告訴老師，你也從每次半個小時開始好了。
」　　「老師會不會不高興？
」　　「哎啊，你想繼續學，老師高興都來不及了，怎麼會不高興呢？
」　　就這樣，老大又回去上鋼琴課，每次半個小時。
　　和我們不用再擔心小孩寫功課的事情一樣，這次回去上鋼琴課的熱忱完全不同。
我開始在他的聯絡簿上看見了老師稱讚的話語。
　　「你這次好像進步很多噢？
」我問大兒子。
　　「你知道鋼琴要進步的秘訣是什麼嗎？
」他抓了抓頭，神秘地對我說：「就是要停一段時間不彈。
」　　「是噢。
」我半信半疑地看著他。
　　這次再重新學琴，老大的確進步得很快，沒多久，他跑來跟我商量說：　　「我現在發現我的功
力大增，才開始熱身呢，半個小時竟然一下子就過去了。
如果你不反對的話，我每次上課時間可以改成四十五分鐘好了。
」　　於是上課從三十分鐘改為四十五分鐘。
就這樣上了兩個多禮拜，兒子又有意見了。
　　「這次又怎麼了？
」我問。
　　「老師上課都是三十分鐘，再不然是一個小時，這樣上四十五鐘，學費好難算噢。
」　　「學費很難算？
」我不太懂。
　　「給三十鐘的學費太少，給一個小時又太多，這樣好了，」他說：「我犧牲一下，我上一個小時
好了。
」　　原來是想上一個小時，拐彎抹角的。
我說：　　「折騰了三、四個月，現在事情又回到了原點，還是同樣的老師，不但同樣每個禮拜上課
，而且還是每次上一個小時，你一定要告訴我，事情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　　當然不一樣。
為什麼呢？
他告訴我的答案，仍然還是那句老話：　　「因為我想過了。
」　　小孩的鋼琴就這樣自動地繼續彈了下去。
十多年過去了，大兒子的鋼琴雖談不上什麼專業水準，但直到現在，鋼琴成了他喜歡的技能，以及煩
悶時的陪伴。
　　這個故事就是這樣了。
　　對我來說，我之所以願意對「不乖」這麼寬容，最大的理由正是：經由這個「不乖」的過程，小
孩得到了一種「他和功課」或者「他和鋼琴」之間更深度的思考－－這個思考，就像一直坐校車的小
孩必須自己走路才能真正弄懂上學的路一樣，孩子也唯有自己思考過，才可能對自己人生的選擇有更
深刻的認知。
　　因此，當大兒子說：「我想過了」時，他試圖表達的，正是這個從「無知」到「知」的過程。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殺人、搶劫、打架，這樣也可以嗎？
我的回答是：這些是不對，而不是不乖。
之所以會有這些不對的行為，主要的原因是過去在面對許多人生抉擇時，沒有嘗試、思考，甚至更深
刻認知的機會，以至於「誤入歧途」，走上了錯誤的道路。
　　因此，對我來說，這個從不乖到認知的過程是遠比寫不寫功課、學不學鋼琴這些學習本身更重要
許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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