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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報告 

本來打算拉個主軸，洋洋灑灑的開始寫下去，但轉念一想，我這個暑假，就是提

前體驗職場生活，生活是全方位的，還難說就是什麼什麼，因此以雜記方式進行，

而且我想老師們沒有定下規則，就是因為想要得知學生們的全部收穫，而不只是

片面的。 

 

Why 

大一打工旅遊，大二大三企業實習，大四考英文以備未來之需。早在大一的時候，

我已經將四顆釘子，插在我大學生涯的地圖上。這樣的規劃，看似清晰，實則不

然。對於大二的這個暑假，其實一開始我只有個模糊的念頭，就是我要去企業實

習。什麼企業？什麼部門？除了不要行政，我沒有個清楚的目標。我興趣很廣，

對事物的接受度也高，縱然知道自己不要什麼，選擇仍是一籮筐。因緣際會下，

有這個機會去三商美邦實習。我喜歡業務，因為他是與人相處的工作，加上喜歡

的作家王文華曾對 sales 大翻讚揚，都讓我對其躍躍欲試。另外在這次的實習

中，還有兩個淡江的朋友，Ivan 和 Jason 跟我一起。Ivan 是我高中的好朋友，

Jason 則是他大學同學（巧的是我也是 Jason），他們都是淡江國貿的外語專班，

該班上大學前就與班上每位同學簽下切結書約定大三要去外國讀一年，他們八月

初時便已前往美國明尼蘇達的 Winona 了，但 Ivan 在獲知我暑假要去實習後，儘

管只有一個月，還是決定來充實自己，這點我很佩服。 

 

大丈夫當如是 

「丁拎拎拎」，手機響起，問我有沒有空去聽場公司內部的演講，都已經要去實

習了，當然要有漂亮的出席率，二話不說我便答應下來。演講當天到了台大體育

館斜對面的福華文教會館，裡頭設備高級的讓我瞠目結舌，同樣讓我瞠目結舌

的，還有二樓講廳外擠到爆的人潮，第一次看到這場面的我開始懷疑講師究竟是

何方神聖？講師是三商美邦中區的一個業務副總，而副總就是在這間公司內可以

爬到的最高職級。那天的演講很棒，但我因為中午還要打工只能中途離場。這場

演講最讓我印象深刻的不是內容，而是講師本人。這位副總是個中年男子，照片

上看來就像我們平常去早餐店買早餐會遇到的鄰家老頭，而他本人也與照片相差

無幾。然而當他穿上西裝，當他站在台上，開始談笑風生，談論自己的事業時，

他彷彿變了一個人。我的感覺是他就是個霸氣外露的人，沒有光芒萬丈，但就是

有一股氣顯露出他的不凡。那其實就是魅力，一個人在經年累月下培養出的魅

力，不同於帥氣，卻更甚於帥氣。我在想每個行業的 top 都會擁有這種「氣」，

之後有次跟小舅舅聊天，他驗證了我的想法。很久以前，也有兩個人對這種「氣」

發出了讚嘆，那是在秦始皇出巡的時候，其中一人說：彼可取而代之；而另一人



說：大丈夫當如是！我沒想取而代之，卻覺得男人就應該是這個樣子的，我渴望

擁有那種「氣」，也嚮往成為擁有它的自己。 

 

推介會 

聽了幾場演講，我也知道這其實是所謂的推介會。對我而言這是個很新的名詞，

以前從未聽過。我開始在想是否只有保險業才有推介會。回家 google 才發現是

我自己大驚小怪，其實很多行業都會有推介會。推介會是什麼？說穿了就是種行

銷策略。他讓與會者透過這個活動更加認識主辦單位想傳達的理念。假設 AIESEC

辦了場推介會，它的終極意義就是希望聽眾聽了喜歡、認同他們，並加入他們。

同理，保險業辦了推介會，其終極意義就是希望聽眾聽了喜歡，並認同保險，未

必一定加入，但至少願意去評估與深入瞭解這個行業。但推介會一定要找本業的

人來當講師嗎？也未必，我聽過 AIESEC 請劉軒來演講，也聽過三商美邦請陳彥

博來演講，這讓我學到，推介會的講師未必是本業，卻如同形象代言人一般，其

身上的某些特質一定會不約而同的與主辦者欲傳達的理念相仿。 

 

零下四十度的勇氣 

八月份的一次演講，公司請到了陳彥博來當講師，去之前我對他全部的所知就是

他跟林義傑一樣是極限運動的超馬選手，聽完之後我慶幸自己有這個機會聽到這

場演講，因為這是我所聽過最棒的演講之一。 

陳彥博，今年 25 歲，他是國內第一個挑戰北極馬拉松的極限運動員，也是民國

一百年的十大傑出青年之一。在他身上我看到一個人的生命因為追夢而飽滿。在

練習時他曾跑到腳拇指發炎爛瘡（我們有看到照片），但是他沒有放棄，旁人當

他是瘋子，他不以為意，他就只是堅持的跑下去，然後，他成功了。我們在追求

夢想的時候，不也是這樣？免不了受到些傷害，但咬著牙進行下去，才會有柳暗

花明的一天。他曾說過：當踏入夢想時，必須先忍受孤單，才能學會成長。我們

在追求夢想時，一定會碰到的就是周遭人的不理解，好一點的會說何必這麼辛苦

（因為他們不懂），惡劣的把你當成瘋子，甚至批評辱罵，所以中國人說古來聖

賢皆寂寞。伽利略不畏當時宗教的權威，堅持主張自己認為是對的日心說而被送

進審判所，他的學說後來被證明是對的；Lady Gaga 在成名前飽受批評，但她勇

敢堅持做自己，現在她是全球知名的大明星。但我們在追求夢想的路上，也會遇

到貴人。他有一次在賽前要先在零下 20 度的環境內訓練，但去俄羅斯很貴，挪

威更貴，他決定在台灣跟店家借冰庫練習。經過了一連串的被拒絕，最後他終於

找到一個人答應他，讓他在台北市某個大潤發裡的冰庫訓練。當他訓練出來後，

剛好店長在前方不遠，他忍不住好奇便去問他：「我打過這麼多通電話，大家都

拒絕我了，為什麼你們願意借我場地？」店長說他們的 boss 是一個法國人，當

他跟 boss 報告這件事的時候，boss 很生氣的把店長罵了一頓，對他說：「我一



定要幫助這個年輕人完成他的夢想。」他的英文很溜，但他一開始只會 eh eh。

他可以靠林義傑和遊戲橘子的董事長拿到贊助，但他問自己憑什麼？決定自學投

影片、繪圖軟體，自己打企畫案，經過數不清的被拒絕才拿到贊助。Anyway,他

的經歷給我很大的啟發，人家 25 歲，已經認真的活出自我，我們又怎麼好意思

閒晃度日？ 

 

語言遊戲 

這個暑假，我實習，有些朋友卻已經畢業開始工作了。社會上職業千百種，每個

職業都有他的專業術語，進出口業的朋友講了我聽不懂得詞她得解釋了我才能正

確理解她的意思。這讓我想到了專家，上學期修理論，無意間接觸了李歐塔的後

現代主義，他曾引維根斯坦的理論來說，科學知識和人文知識有不同的遊戲規

則，科學的語言僅能落在科學的體系訂出一套專家共識的遊戲規則，「科學只能

玩自己的語言遊戲，我們不能用科學來規誡別的語言遊戲的合法性」（Lyotard 

40）、不同的知識類型並不存在「一種普遍可交流的後設語言(metadiscourse)」

（Lyotard 41）。人類不可能通曉所有的語言模式，會不會就是因為各領域的專

家都用術語把自己這個領域築起藩籬，現在的時代才無法有通才，只能追求專

業？ 

 

完美≠最好 

我是個完美主義者，這使我在做一件事時力求做到最好，但在現實上，完美其實

並不好，因為沒有人有那個美國時間來等你。很多出社會的人來接觸保險這一

行，是帶著原本的工作一起來，也許先兼職，也許直接專職，但在這之前他得先

考過證照。這全部的事情，如果都要先做到最好才進行下一步，請問他的家人吃

什麼？所以我的主管說：市場是最好的老師。做中學，學中做，才是最快成長也

較有效率的作法。GOOGLE也是用同樣的策略，在一項產品上市前，他往往會先釋

出，消費者用了覺得很爛，罵聲四起，但這些feedback GOOGLE都聽進去了，產

品越改越好，最後大家都覺得好用，一個人的完美，此時反而是閉門造車。這個

領悟，使我想到大一聽劉軒演講時，他曾分享他也是個完美主義者，當他初進奧

美時，交文案總是想要改到最好才交卷，但這是社會而不是學校考試，公司不需

要那麼多的一百分。一個一百分卻遲到的文案，及不上一個八十分卻及時的文

案。原來，重點是要即時，完美並不是最好，及時才是。 

 

So what?  

剛接觸保險沒多久，難免有感於此，為什麼台灣人普遍對保險如此不友善，許多

人會有先入為主的排斥？我去過美國，他們完全不會有這種反應，事實上保險在



西方是很重要的東西，沒有保險提供的保障，人民的生活就少了那麼一層防護

罩。健保也是一種保險，但每個人都繳，也沒人說什麼（好啦其實有），卻對商

業保險如此排斥？這是華人社會共有的現象嗎？抑或是台灣獨有？我跟大陸的

朋友聊天，問她在那邊，人們會不會聽到保險就退避三舍？她很不解，回我不會，

但她覺得很難賣，因為很多人連吃飯都應付不了了。好吧，市場大小是另外一個

問題，這種怪現象似乎就只有台灣有，我突然有一個想法，有沒有一個辦法，可

以像美國那樣，讓台灣人主動來找你買保險？ 

之後有次看戰報，看到業務員組的第一名，業績做到了上百萬，我覺得不可思議，

主管為我解釋，並告訴我一個小故事。原來，那位排行榜冠軍本業是一間會計師

事務所的老闆，他老婆是公司的一個處經理。開事務所的人平常都會接觸到很多

大老闆，他在幫公司避稅的同時，也順便教老闆該如何「避稅」。但他的確不同

凡響，先前他好奇美國的保險怎麼可以這麼發達，因此花了幾十萬去美國參加

Mass Mutual的一個營隊，學學人家的經營之道，回來後業績當然大漲。我聽完

的第一個感想就是：「X！我剛來就想到這個點子了！！」但是我去做了嗎？我沒

有，他卻去了，所以人家有這樣的成就。生活中我們常常會有一些飽含創意的想

法、驚世駭俗的點子，有些人就此讓它飛過腦海，有些人把它留在筆記本，但這

些人都沒有去做，這就是行動的重要性。有了絕妙的想法又如何？去實踐它，才

能真正擁有它，以及它所能帶來的價值。 

 

Where are you? 

這次實習著實大開眼界，我看到了很多，也學到了很多。在三商，不乏很多在最

短時間晉升的人，就在我們營業處，也有剛進來四個月的姊姊已經賺到她人生的

第二桶金（這還不是最厲害的），他們都是很好的人，在事業上也很認真。我覺

得我們這些衣食無憂的大學生真的很幸福，有些也很無知。噢對啊雜誌總說台灣

年輕人沒競爭力，這些資訊跑了幾期了，不都是老掉牙的新聞，大家都知道，但

有誰會真正把它當一回事，並瞭解他們自己就是雜誌上所描寫的那種人？已經在

追求夢想的人不需要care競爭力，他們已經在打拼自己的江山；有危機意識的人

早就開始準備，避免自己淪為那種人；而雜誌上說的那種人，沒有競爭力的年輕

族群，則不會發現並試圖改變。21歲，GOOGLE的創辦人已經在想著將來該如何創

業；21歲，陳彥博已經決定「跑」向自己的未來，從一個不懂事的小毛頭蛻變為

獨立自主的生命鬥士。在八月份時，一個小我一歲的年輕人，已經來到我們營業

處專職，他很認真也很有幹勁，剛來一個禮拜就成交了第一件case（還不是親戚

家人）。我看到很多力爭上游的人，而他們都在三商美邦，都只在保險這個領域。

但這個世界職業千百種，在其他領域認真發光發熱的人又有多少？這個世界有不

知道多少的人在我們這個年紀，已經闖出或正在準備闖出自己的一片天，我們有

在其中之一嗎。Where are you? 

 



生命中的三階段 

上學期學到孔德的三階段理論，我覺得拿來放在一個人的生命歷程也滿有意思

的。剛出生到上學前，我們處在宗教的階段，不知道為什麼，就只是去做。有些

人想過為什麼，但台灣的父母會說：問那麼多幹嘛？！做就對了！！上學後學校

生活逐漸改變我們，孔子說了什麼，愛因斯坦說了什麼，或更簡單的，課本說了

什麼，主導了我們的行動，這是第二階段。出社會後，前面那些全部都不見了，

當我們面臨決策，不再會有人來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去做，我們也知道書上講的不

見的是對的，我們只能靠自己。所有外在能給的都只是參考，真正能做決定的只

有自己，因為我們已是個自由的人，正如沙特筆下的自由，這種自由同時也是個

沈重的負擔，沒有牽拖，無法脫罪，我們必須為自己做出的「自由」的選擇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