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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就書名而言，淺顯易懂，是在介紹北歐的三個主要國家――挪威、芬蘭、瑞

典。作者曾在挪威擔任過微軟公司亞洲經理，他利用在北歐那些年來的所見所

聞，做一個統整、分析以及批判，並將其分為三部份，分別為「北歐智慧」、

「北歐創意」及「北歐優雅」。 

 

在北歐智慧方面，提出三個見解――「滑雪勝玩雪」、「平衡勝激情」、「遠

見勝短見」。北歐創意――「洞悉勝狂想」、「多語勝國語」、「實在勝虛

偽」。最後，北歐優雅――「無聲勝有聲」、「簡單勝虛華」、「素雅勝繽

紛」。 

 

他看見了北歐的特別與實力，利用這些北歐人小小的與眾不同，希望看完這本

書的讀者，可以一起努力，凝聚小力量，改變台灣。  

二●內容摘錄： 

到北歐，經常會覺得很安靜。因為有這樣的對比經驗，回台灣才發現大部分餐

廳裡，大家都大聲說話，很少有不吵的中餐廳。而且，好像是越高級、越好吃

的中餐廳越吵鬧，小吃店的客人反而比較沒有人講話。可能因為這樣，小吃店

老闆擔心餐廳太安靜讓大家不習慣，多半都會放一台電視機大聲地的播報新

聞，唯恐天下不「吵」。 

 

臺灣人只有在一個時候很安靜，那就是老師在台上發問的時候。 

 

無聲勝有聲、慢火勝烈火，是北歐的獨特魅力之一。我認為這是我們值得學習

的優雅。(p.129)  

三●我的觀點： 

看完這本書，彷彿已遊歷並深度了解了北歐，只差了視覺上的動態部分未滿足

我。實際上，因為處於高緯度的關係，人們對於北歐的見解，常為冰天雪地、

冷，便很容易和靜謐有了一絲之觸，加上近年來，許多雜誌都一直在為北歐做

專題報導，其中，很重要的觀念便是「快樂指數」，以及很難令人不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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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稅額國家」、「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和「清廉政治」這幾個名詞。這些

的確很令台灣人眼紅，便開始抱怨自己的國家哪裡不好、哪裡殘缺，但從頭想

想，是什麼造就了現今如此讓人嚮往的北歐？ 

 

就先從前說起，北歐人其實大多數都擁有維京人的血統；維京人是著名的海

盜。因祖先的特性流傳至今，挪威人便很幸運繼承了這民族性――勇敢、冒險

與自立。現今，他們在多方領域積極的散發這熱力，例：救援、航海、石油開

採…；而說到獨立，在書中作者提到一個非常令我驚訝但佩服的實例：在北

歐，假日父母常會帶小孩外出踏青、散步，著名的聖壇岩便受到許多人青睞，

它是塊高達六百公尺的岩壁，頂上風勢強盛，一個不小心便可能落下海灣。但

北歐的父母卻不以為意的放縱小孩在崖邊嬉戲，這顯示出，北歐的孩童小小年

紀就需學習獨立，和孩子從小就倍受寵愛、百般呵護的中國文化大相逕庭。其

實這與造就一個人未來以及他的人格有關。北歐位處高緯，生活非常艱困，除

了要克服極低的氣溫和嚴苛的氣候外，物資也非常缺乏，這培養了北歐小孩從

小就得學習獨立的優勢，讓她長大後比別人更有競爭力。而台灣氣候溫和宜

人、物資豐裕，要什麼就有什麼，難怪，人們常說台灣年輕人缺乏競爭力，其

實只要父母秉持從小讓孩子獨立學習的的觀念，增強自身競爭力並不是不可能

的事情。 

 

近年來，許多北歐藝術品、生活用品、傢俱…，像是 IKEA、北歐櫥窗…，大量

走進台灣人生活中，這些東西讓我們眼睛為之一亮，許多中產階級和具有一定

消費能力的人便非常嚮往，為什麼呢？他的致命吸引力，便是簡單樸素、但卻

高雅、實用。中國傳統的華麗免不了「金銀」、「多彩」，其實簡單即是種華

麗。從北歐的創作來看，我們可以洞悉很多生活中的事情，這即是「平衡」和

「激情」的對比，怎麼說？我們先看到北歐，除了傢俱、生活用品、建築

物…，一些物質上，講求的是一種簡單平衡的美，除此之外，生活也是一樣

的，北歐人不超時工作，下午五點一到便打烊回家；沒有限時大搶購；在公眾

場合，大多是很安靜的；生活中種種都可以感覺到 balance的存在、balance的

美。反觀台灣，就像是一個過於熱情的島嶼，或者說是一個永不止息的大火

爐，信徒們總怕火爐熄了，每每在火苗將盡時，又投入更多的金紙，使其再度

興旺；這很像許多次文化的生命歷程，就像現在流行Wii，然當Wii快退燒時，

又會再灌進一波新的熱潮，就這樣一直循環。而在衣著方面，多方文化入侵，

現代年輕人流行混搭風，身上穿著一層又一層，五顏六色或是對比色上身，完

全不考慮視覺上的平衡及美感。再者，臺灣人總愛超時工作、加班、凌晨三四

點還有夜市在經營…，這顯然是過於激情了，已逼近無品質的生活；但並不是

說這樣不好，只是，生活有時該留個空白、喘口氣，偶爾偷個閒，看看世界、

聽聽自己，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才會促使北歐的創作者們，利用這些空白，激

發更多想像力，創作出更多令人嘖嘖稱奇的作品。 

 

腳踏實地是邁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們知道北歐人做事腳踏實地，其實這可以從

NOKIA手機一眼看穿，NOKIA手機好像再怎麼摔，都不會壞，非常耐用。另一

個小故事，有一個臺灣人嫁到北歐當媳婦，有天家裡的桌子壞了，妻子馬上想

了一個快速又有效的方法，在桌腳下墊張紙，但北歐丈夫卻在傷腦筋，怎麼把

其他三隻腳鋸得跟較短的一樣平。台灣當今，許多人總是愛「偷吃步」、「搞

PDF created with FinePrint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小聰明」，貪圖一時眼前大塊可口的棉花糖，例如：蓋房子為貪圖便宜沒打好

地基，或更嚴重的，有曾一時之網路及經濟泡沫化，便是此因造成。台人愛用

小聰明，多半是因為見識不夠遠長，像是速食麵、止痛藥…，都要馬上有效，

反而，花長時間做一件是會被認為笨。但從北歐的發展歷程來看，今天的榮景

來自過去的遠見，同樣的，他們現代的人，也在為北歐未來做長遠的計畫。這

些想法都值得我們參考，看看他們怎麼產生遠見以及怎麼去落實。 

 

並不是一味想批評台灣、崇洋媚外，只是，這是個我們人人都該好好反省的時

候了；積沙成塔，每個人小小的改變力量，就能使台灣未來更好。我們在改變

同時，也得慎重過濾，把原有優點保留，蓄儲更強的實力，創造更強盛的台

灣。  

四●討論議題： 

相信所有看完這本書的人，都會對北歐有所嚮往，也希望台灣的未來，就會如

作者所說那樣，更有競爭力，或者，能像北歐那樣，淬煉出一個高「快樂指

數」、「清廉政治」的國家，讓台灣競爭力更強。而對於怎麼增強台灣競爭

力，我們該如何做起，你是否有小小的改變或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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