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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鐘子偉，台中人。是台大熱門社團--模擬聯合國的創始者。退伍後，憑藉優良

能力，擊敗全球 90%的競爭者進入哈佛商學院。本書即是作者在美求學歷程的

紀錄。說明身為繁忙學生，生活除了研究商業案例外，還有許多福利及四處面

試的壓力。有免費香檳暢飲，各地校友及人脈資源等。其中，作者描寫經歷金

融危機到加入三麗鷗公司，放棄高薪離開後，到自創新媒體(關鍵評論網)，並

幫助台灣模聯發展的過程。文中對成功解讀非凡，值得一讀。 

 

 

二、內容摘錄： 

我聽過一種說法，之後無論到何處，始終記在心裡：「在一天之末，你從哪裡

來、你的國籍是哪裡、你認同哪個民族並不重要，人人有同樣的夢、同樣的恐

懼，對於未來也有同樣的憧憬。」 

 

有時在哈佛商學院，特別是在課堂上時，學校讓你感覺自己比蒼穹更偉大，因

為我們將出去管理最大的公司，要成為最成功企業的領導人，甚至管理國家。

也有像這樣的時候：學校，還有學校過去的歷史。會讓你感覺渺小又無關緊

要，只是時間進程一個小小的點。如果你明天消失了，不久，大家就會忘記你

的名字。就連你是否存在過都不重要。這些歷史悠久的橋梁和年代久遠的校

友，他們提醒我們自己的身分，我們從哪裡來，還有，這個世界並沒有，也不

應該以我們為中心。(p220) 

 

 

三、我的觀點： 

作者說：「真正有價值的是你所管理的人及妳所創造的團隊」身為管理者，或

名未來的創業家，這句話可說到心坎裡。與其單打獨鬥，不如全員作戰。而我

從擔任副服務股長(管理外掃區)中學到了精髓。 

 

在管理初期，情況相當不順利。因為同學身為高中生，可能有無數的社交、公



務需要處理，所以常會占用到打掃時間，也因此造成連續一個月倒數的夢魘。

原本打掃的夥伴士氣相當低落，我亦不知如何改善。但經由指導，習得如何刷

馬桶及掃落葉後，獲得巨大改變，並逆轉，得到第一名。而我從團隊中了解到

同學並不是懶惰，只是尚未知悉方法罷了！若我能早些明白，事情將大相逕

庭。我原慎站在原地指揮同學做事或是親自動手，現在則轉為一同刷洗汙垢；

原本隨機抽取的外掃名單成員，現今為實力堅強的陣容。我從經驗中驗證了作

者所思，有價值的是一起並肩作戰的同學，他們是我所創造的團隊，若憑藉一

己之力，可能無法成功。而這樣互利共生的想法，正和商業合作息息相關。 

 

我認為這本書帶來諸多啟發，如扎實訓練的重要、嘗試的勇氣、價值與奉獻

等。在哈佛瘋狂的求學中，每天上課被要求頻繁發言、準備案例應戰、和為工

作及實習進行面試與準備，讓我一窺如地獄期末考般的忙碌日子。嚴苛學習如

建築需要打地基，亦如正在「打天下」的未來主人公，我們在各式活動中所習

得的知識，遲早會在將來派上用場。 

 

第二個是「嘗試」，最不易的一環，可能是華人所受教育所致，如作者說：

「長久灌注的自我設限感，過於謙卑的謙虛，及對所得的一切要知足，」此想

法值得讓人省思。正如本書中 15 歲的男孩都可以自製的領帶，賣至百貨公司，

甚至在國外發揚光大。為什麼身為高中生的自己不試試看呢？創業只能壯年時

才能做嗎？而我認為台灣人應勇敢嘗試，因為或許有頂尖的實力，卻因怕受傷

害，所以放棄嘗試，轉而申請排名第 20 的位置。我認為「嘗試」是一生的課

題，不試怎麼知道自己能在什麼高度呢？ 

 

最後為接受高等教育後，然後呢？我認為應該回饋社會，得到他人資源後再將

香火「pass it on」如創造下個工作機會，提供後輩學習空間。而本書讓我印象深

刻的是一間 polo 衫銷售商，提供稍許破損的衣物以優惠價供員工購買時，員工

所流露的興奮表情和滿足笑靨，讓人感受到單純的喜悅。雖然我沒有實際見證

上述場景，但我卻了解到作者實習的公司給予的不只是高階人才的職位，亦有

福利給基層員工，藉此感謝他們的辛勞，使社會及公司有效運作。這屬於另一

方面的回饋，我從中學到領導和管理。 

 

本書所描述的不僅只是哈佛商學院的學習經歷，更鼓勵我前往追夢，其中，我

認為與其盼望一件是成功，不如著手嘗試，最重要的是過程，在考量風險承擔

能力後，便努力嘗試。我應打破籓籬，往高處邁進。 

 

 

四、討論議題： 

三麗鷗公司是日企，高層多為日本人。但在各地的分公司中，仍是和當地人共

同負責。眾所皆知，日本人注重禮貌，為上司倒水夾菜再正常不過。但對作者

來說，他的老闆是他大幾屆的學長，同樣就讀哈佛商學院，他是否需要向其他

日本人一樣，對他獻殷勤呢？還是當個知心好友，在他陷入困境時，鼓勵並聆

聽呢？作者曾在美國生活過 11 年，後來搬回台灣，成長背景中、西皆有，到底

該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及定位呢？當成長文化與工作層面衝突時，身為領導人



該如何自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