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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唾面自乾 

【釋義】 唾，音ㄊㄨㄛˋ。當別人吐口水在臉上時，不擦拭而讓它自己乾掉的故事。比喻

逆來順受，寬容忍讓。典出唐．劉餗《隋唐嘉話．卷下》。 

【近義】 逆來順受、面能乾唾 

【反義】 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睚眥必報 

【典故】 據唐．劉餗《隋唐嘉話．卷下》載，婁師德在唐代武后稱帝期間任職宰相，他有

容人的雅量，又能任人唯才。後來婁師德的弟弟被任命為代州刺史，上任之前，

婁師德問他說：「我現在已經是宰相，位居人臣之首，你今天又將到代州當刺史，

看在別人眼裡難免會心生妒嫉，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我們將如何保全先人付

予我們的軀體？」弟弟長身而跪，說：「曾經有人將口水吐在我的臉上，我沒有

說什麼，只是默默的將口水擦去。以此自我勉勵，希望可以免去兄長的憂慮。」

婁師德說：「這正是我心裡所擔憂的。向你吐口水的人，想必已經對你很生氣了，

你又將口水擦掉，正好表明了你厭惡他的舉動，這麼做只會更加深他的怒氣。不

如不擦它，讓它自己在臉上乾掉，笑著臉去承受這一切，不是更好？」後來這個

典源被濃縮成「唾面自乾」，用來比喻逆來順受，寬容忍讓。 

【用法】 比喻逆來順受，寬容忍讓。用在「寬厚待人」的表述上。 

【例句】 1. 這種唾面自乾的作法過於懦弱，我不欣賞。 
 2. 要想成為大生意人，必須培養唾面自乾的雅量。 

 
 

 一揮而就 
【釋義】 一動筆，文章就寫成了。形容才思敏捷，落筆成章。語本《摭言》。後用「一揮

而就」形容在書畫作文方面的敏捷高超。 

【近義】 一氣呵成、一揮立就、下筆成章、援筆立成、一蹴而就、運筆如飛 

【反義】 江郎才盡、索盡枯腸 

【典故】 唐代文人王璘極富文才。據傳，他在參加萬言科考試時，請了十名專司書寫的人

員，在庭院中架設桌椅，準備替他寫下口述的文章。考試開始時，王璘自己一面

優閒的來回踱步，一面口中源源不絕的吟詠文章，其速度之快，讓那十個抄寫人

員完全無法停筆。正當完成之際，暴雨驟至，有好幾幅寫成的文章被一陣風捲至

地上，被泥沙塵土沾濕了，整張紙卷曲起來，怎麼也無法打開。王璘看了便說：

「算了！再拿幾張新的紙來！」紙取來後，他拿起筆來，頃刻間又寫出十餘篇文

章。此事見於唐代小說《摭言》，小說內容雖難免誇大，但在《唐詩紀事》中亦

有記載：「應日試萬言科，請十書吏，口授十書吏書之，未亭午，已就七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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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說不到中午，他就已作出七千字的文章，故可知，王璘確實是有出口成章、

下筆千言的才情。後來「一揮而就」這句成語，就從《摭言》中「縱筆一揮，斯

復十餘篇矣」演變而出，用來形容才思敏捷，落筆成章。後則不限於寫作文章，

可泛用於書畫方面。 

【用法】 形容在書畫作文方面的敏捷高超。用在「出手成章」、「一揮即成」的表述上。 

【例句】 1. 他想都不想，一揮而就，一匹馬躍然紙上。 

 2. 我沒有那一揮而就的才氣，這篇文章容我仔細琢磨，幾天後才能完成。 

 

 

 人生，要做「痛」的功課            文  蔣勳  
沒有經過失敗的人生，那真是遺憾，因為失敗的時候是最好的時刻。退稿時的沮喪，

思考後重新再出發；愛一個人得不到回應時，孤獨時刻回來做自己，反而把自己 搞清楚

了。這些人生記憶最深刻的事，只有在失敗時才能嘗到。 
我覺得今天我們年輕的世代要理解一件事，那就是單一味覺都是貧乏的，人生 必須

是酸甜苦辣、五味雜陳，才能擁有豐富。 
童年時，因為舌尖味蕾成熟所以愛吃糖，糖是寵愛也是幸福；青少年發育後，舌的兩

側酸性味蕾開始成熟，所以青澀年少喜歡吃酸的，因為酸是一種淡淡的失落感；鹹是一種

勞苦，它是血與汗的味道；辣是一種熱情，也是瘋狂與叛逆，所以 《紅樓夢》人物王熙

鳳精明幹練，別稱鳳辣子；苦則是一種莊嚴，是舌根的味覺，也 是最後成熟的味蕾，由

於苦最不容易理解，也是最沉重的，所以大家都不要，但是苦卻是人生最後最穩定的力量。 
蘇東坡年輕時是大才子，考試時連皇帝都要接見他，吃甜吃太多，只要受到一點酸味

排擠就會抱怨，寫一些詩來罵人；後來被關到牢裡，碰到瀕臨死亡的危機，45 歲時寫出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名句，因為他已經開始吃苦，生命圓融了，所以完

全豁達了。 

逆境思考 1：要克服的是自己的弱質，而不是外在環境的困境 
為什麼古代園林的路一定要做得彎彎曲曲的？因為它告訴你人生如果是一條直路的

話，不過就是從生到死，那你幹嘛還那麼筆直的走？為什麼不彎一彎、繞一繞，遇到中間

有亭子時就應該要停下來。就像是一生只吃甜是不幸的，一生只吃苦也是不幸的，必須是

甜酸鹹辣苦的豐富，才能構成幸福的人生。有時候，成與敗，真的就是心境轉換而已。這

個世界還是很美好，台灣民間還是非常有競爭力，各行各業碰到危機都不容易被打倒，一

般小市民沒問題，是職場知識分子出了問題。 
在歐洲我看不到這個現象，但是在台灣，愈到鄉下愈感受到旺盛的生命力。因為台灣

是移民社會，它是打拼過來的，所以不那麼怕失敗，反而是知識分子被保護過度的恐懼。

你看那些小市民遇到生意不好，收一收就改行了，可以十萬八千里的改行，從蚵仔麵線一

下子跳到開童裝店，這就是移民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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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在台北觀察職場工作者，都有很硬的殼，就像是貝殼一樣，因為裡面太柔軟所

以不敢打開，因為怕被傷害所以自己緊緊閉著，但是時間久了，他會不知道自己外面有一

個硬殼。 
我想告訴年輕一代，我們一定要對抗自己的弱質，不是對抗外面環境的困境。環境再

壞都不會影響我們，可是我們自己如果內心變成弱質的狀況，就很難救回來，一定要把弱

質部分補強起來，而不是我覺得現在太弱了，自己先恐懼，先把自己嚇得要死，覺得會不

會失業等等。真的失業有這麼糟糕？我覺得也可以置之死地之後，可不可以有一個轉機？

所有的危機都是轉機，它就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如果你的人生老是在沒有發生危機的狀

況，你也永遠沒有最好的機會。 
生物學談到痛，認為痛雖然是每個人不喜歡的，但是痛卻是生物存活最重要的一個經

驗。如果有一個小孩得了無痛症，那他絕對長不大，因為火燒刀割他都沒感覺。所以今天

身心所經歷的痛都是成長的經驗，只要度過了痛，結了疤就會更堅強。 
如果你遇到了逆境，你要做的就是痛的功課。台灣現在是最好的時候，五、六十年來

都沒有戰爭與饑荒，這在中國歷史上很少看到，但是卻產生那麼多的抱怨，在我們父母那

個年代，經歷戰亂與饑荒，隨便講出一點點經歷都會嚇死你，如果接下來未必一直那麼好，

稍微有一些風吹草動怎麼去應變？ 
人生的功課，只做單一都好危險，急公好利的社會，僅憑一句格言是救不了人生的，

必須在生活裡體驗豐富的滋味，才能找到生命的立足點在哪裡。 

逆境思考 2：重新體會人性根本觸覺，愛自己才能愛別人 
這些年我講很多觸覺，因為我覺得觸覺可以挽回人與人的關係，即使遇到逆境，你回

到家還有親人溫暖的擁抱，還擁有記憶中的童年溫度。 
有一段時間我在竹科給企業員工上課，談美學，有一個人打斷我舉手發問說：「我結

了婚，有一個 5 歲女兒，請問我應該讓她學鋼琴還是小提琴？」這位竹科工程師每天不到

晚上 11 點是不會回家的，他是公司裡最打拼的人，工作了 8 年都沒有休假過，美對他而

言，太遙遠，跟他沒有切身關係，他只希望我給他答案。 
我知道他一直在等我回答，但是我告訴他：「你可不可以早一點回去抱抱女兒，不要

急著送她去學小提琴或是鋼琴？」他問為什麼？我說，我希望一個 5 歲小女孩在長大的過

程中能記得父親的體溫，將來她走到天涯海角，這會是她最重要、最穩定的力量。 
我相信這位爸爸是愛女兒的，但是他的愛就是給女兒一屋子的玩具，再送她去才藝班

學習，他認為這就是愛。我記得小時候我放學一回到家，父親會問我功課做了沒？考試為

什麼沒有考第一名？母親說父親真囉嗦，就把我往懷裡抱，到現在我都還記得母親擁抱的

溫度。 
有一次我跟永豐餘老闆聊天，因為他們現在做生機飲食，他告訴我，其實不要吃你不

認識的人做的東西。 
這句話很有趣，想想看，我們怎麼做得到？我們現在在外面吃的食物，全部都是我們

不認識的人做的。可是我小時候直到 25 歲去法國之前，至少我吃的東西都是我認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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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就是我媽媽，怎麼會不健康？同樣的，你年輕時一定也是健康的。所以我就在想，

怎麼樣把這樣的文化找回來，因為這樣的文化關係到自己，也關係到身邊幾個最親的人。

如果你沒有被寵愛過，有一天你也不懂得如何寵愛他人。 
有一次我跟企業裡的員工談過勞死，因為他們好像出了很大問題。那位演講主辦人就

是因為被醫生警告，如果再繼續操勞就會過勞死，所以他退下來做公司福委會的人。我跟

他們說，可不可以回家後先做一件事，那就是泡澡，然後自己按摩肩膀，感受它有多硬。

動物一受到驚嚇，第一個反應就是縮起來，而第一個縮起來的部分就是肩膀。我們平常在

電腦裡瀏覽的所有資訊，都是讓你肩膀變硬的原因，情緒的反應在你不知不覺中累積，所

以你更要讓肩膀放鬆，至少不要讓它變得更硬。結果下次上課時，很多人都說按一按肩膀

就哭起來了，因為從來沒有這樣去認識自己的身體，覺得身體好可憐。這裡面不是別人關

不關心你的問題，而是你自己都不關心你自己，根本已經長期沒辦法愛自己了。我最近也

常跟企業主說，你們基金會一天到晚在外面做公益，反而公司的員工沒有時間參加；可以

不可以回到企業本身，把企業裡上萬個員工的身心都照顧好，先健全自己內部，再做社會

公益？我覺得企業跟家庭沒有那麼衝突，真的就是看有沒有心，有心就能改變。 

逆境思考 3：做痛的功課，更要做美的功課 
我覺得在這個大環境令人沮喪的時刻，反而更需要莊子的思考。因為莊子透過講故事

的方式告訴你，一條魚想變成鳥就能變成鳥，就看你自己有沒有夢想，你想飛就能飛起來。 
台灣今天談夢想好像太奢侈了，連我跟年輕人講美都要有好大的勇氣，因為太奢侈

了，因為他在生活壓力這麼大的情況下，你跟他談美你會覺得好慚愧。可是美也是所有人

的救贖，最有錢的人需要美，最窮的人也需要美，美學的本質不會只對富或是只對窮講，

莊子說：「天地有大美」，你不一定非得上音樂廳或是國家戲劇院來欣賞美，古人說：「靜

聽松風」。你可以在生活裡體驗真實的美，你會發覺住在台灣還是滿幸福的，因為要看山

看海很快就到，不像在巴黎，必須開很久的車，或是在上海，沒地方泡溫泉，山更是小得

可憐。 
我希望台灣能夠領悟到這一點，物質的東西愈分愈少，但是美與愛卻可以愈分愈多，

領悟到這一點後，無論你身處經濟富裕年代，或是貧窮年代，你都會很 
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