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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靜佳  

 

 

大一國文課選讀一篇蕭蕭的〈雲與老僧孰閒〉，開篇作者拋出「有錢真好」還是「

有閒更好」的論題，巧妙融合方言俗語，用饒富韻律的文字，如協奏一般對唱出「存

乎一心」難以比較的結論。無需讀到篇末便可知「錢」不是這篇文章的主題，即便中

段被引用為篇名的禪詩，第一印象的幽默寫意也非全文旨趣之所在，作者用心乃在悟

道者「煩惱即菩提」的禪境。這對學生而言，許是稍難了些，但文中「錢」的討論多

少能引起興趣。由於此文安排在「理路」單元，用以說明「雙軌比較」的脈絡，因此

「金錢」與另一個議題的雙項比較，相當適合作為練習的活動。我讓同學自選命題比

較論述，粗略統計發現，討論「金錢與健康」、「金錢與愛情」為最大宗，至於像「金

錢與權勢」這類題目，似乎沒有人注意，偶然卻會冒出像「金錢與心靈」、「金錢與素

養」、「金錢與幸福」之類的討論，頗亮人眼。但因台灣教育長期未著重思辯與論述的

結果，雖然同學的練習沒有出現 H 老師書中：報告「是否該立法允許安樂死」的主題

，卻出現「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驚人結論。但是無論跟什麼議題比

較，只要提到「金錢」，永遠是那句「錢不是萬能，沒有錢卻是萬萬不能」，用一句順

口溜作結，似乎已透悟真理，實在讓人啼笑皆非。 

回頭想想，蕭蕭以「錢」的討論開篇實在不無道裡，「金錢」果然是人們既現實又

普遍的煩惱，也因此像「錢不是問題，問題是沒錢」這類戲謔嘲諷的「智慧」之語特

別多。自古以來不乏物質與心靈的思考，孔子的「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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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界限，但隨著人類社會漸趨複雜，服膺此言似已不足解決個人取捨抉擇的煩

憂。1992 年中野孝次的《清貧思想》問世，闡述主動放棄多餘的物質追求，以體驗心

靈的豐盈與精神的風雅，曾經觸動富裕的日本社會。當台灣尚以經濟表現沾沾自喜，

聖嚴法師「需要」與「想要」的提醒，也引起不少迴響；甚至當腐化貪婪赤裸裸攤在

陽光下時，人們也學得了那句「窮得只剩下錢」。但是當整個世界其實還處在自有人類

以來少有的物質「豐足」，卻又遍佈種種經濟危機與恐慌時；心靈的自足富裕言猶在耳

，但「多少錢才養得起小孩」、「退休金夠用嗎」又嚷嚷不休，所謂「你不理財，財不

理你 」更近乎恐嚇，沒好氣回一句「本人無財可理」反倒乾脆。厭倦了這些嗡嗡雜響

，很高興近期有兩本哲學論著，討論個人與金錢的關係、金錢與正義的攻防，不僅是

切合實用的人生指引，也是很好的思考訓練。 

首先介紹約翰．阿姆斯壯(John Armstrong )的《如何不為錢煩惱》 (先覺出版社，

2012.12)，但先要說到 2001 年台灣翻譯出版的《哲學的慰藉》。作者艾倫．迪波頓

(Alain de Botton)列出六項心靈苦難，分別引藉六位哲學家的體驗與思想學說來提供舒

緩的慰藉，其中之一便是「缺錢時的慰藉」。他用伊比鳩魯的理性分析檢視欲望的種類

，重新整理真正能帶來快樂的必要和非必要條件，引用盧克萊修的詮釋：「人類…因為

不了解獲得是有限制的，也因為無法增進真正的愉悅，而在無用的擔憂中消磨生命。

」社會財富的增長並不能確保快樂的增加，昂貴物品所迎合的需求並不是人們快樂之

所賴，簡言之就是此章結語「快樂或許難以獲得，但主要的障礙並非經濟能力。」此

書出版後，艾倫．迪波頓開始在英國的電視頻道上主持一系列的哲學節目，2009 年他

在倫敦創設包含課程、出版、心理治療的「人生學校」，誠如他在「人生學校系列出版

」編者序言所說，這是一個道德與實際生活都充滿了混亂的時代，文化的寶庫可以協

助我們解決煩惱，但要從其中汲取無窮的思想珍寶，不能自限於傳統的學門科目，也

不能像一些「勵志書」太過樂觀或充滿教訓，而是要改頭換面，以堅實的智識背景、

正向務實的語調來檢視人生的重大議題，期能切合實用，引導個人人生。約翰．阿姆

斯壯的《如何不為錢煩惱》便是此系列出版之一。作者思考金錢，開門見山從人們對

金錢的憂慮切入，憂慮不是付不出帳單的急迫，憂慮是無時無刻的念頭，重點在「想

法」而不只是「數字」。開源節流配置等等忠告固然重要，卻只是技巧與訓練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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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要解決憂慮，要追溯金錢背後的問題，是自我思考與教育的層次。我們需觀察個

人與金錢的關係史，以便回到務實的角度，將金錢明確看待為一種「成分」。在基本需

求之外，作者特別提及「中等需求」的社交特色，與金錢的關係最深，偏又最不會滿

足。所以人們必須懂得降低對中等需求的依附，才能將注意力集中在高等需求上。例

如，具有深刻的自我了解，良好的品味與創意，才懂得取捨，以便讓金錢交易轉換所

創造的體驗、產生的價值，更符合生命的高等需要與滿足。由此他處理對金錢可能產

生的比較跟嫌惡，深入討論追求利潤的行為，分析嫉妒背後的意義，都是務實且具說

服力的論述。透過本書抽絲剝繭全面的探討，不僅有助讀者弄清自己的「金錢觀」，也

因之找出生命中對自己真正重要的事物。 

另一本是以「正義」課程知名的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教授，他的第二

本中譯作品《錢買不到的東西》(先覺出版社，2012.09)。當「甚麼都賣，甚麼都不奇

怪」已不只是一句廣告口號，當經濟學以自由買賣的市場論滲透到人類所有的生活，

我們該更積極投入市場，挖空心思來想商機，看看自己還有何可賣，以便擁有更多金

錢從市場買回更多以前無法想像的「商品」？或是該暫停下來思考我們已習慣用錢解

決、不自覺用錢解決的種種，其中少了甚麼，又失去了甚麼？桑德爾在金融海嘯後，

反省無限膨大如怪獸的經濟學可能帶來的弊病與道德爭議，全書五個章節，作者從插

隊、獎金、送禮、壽險、命名等生活實例，帶領讀者挑戰日漸「習以為常」，視為「理

所當然」的行為，逐步推展到更艱難的選擇，剖析市場思考如何影響社會、政治、道

德各個層面，如何關係到人生活的基本權利與尊嚴。在這個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的時

代，沒有道德極限的市場，社會的不平等將雪上加霜更加惡化；在這個充滿誘惑算計

，令人混淆的世界，思考生命中哪些不能被金錢侵蝕的價值，才不會在金錢與正義的

攻防中，讓真正的美好幸福節節敗退下來。 

約翰．阿姆斯壯檢視個人金錢觀以去除理不清的憂慮，邁可．桑德爾以實例反省

經濟市場的金錢與道德，兩本作品皆深具可讀性，關乎實際生活又有哲學思考的滌盪

震撼之效，值得介紹。而我突然想起作家張曉風在〈只因為年輕啊〉一文中，提到自

己「聽經濟學聽到哭起來」，而那又是另一番生命的感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