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敗如同一切歸零

感同身受的想像力

2016年末上映的眾多電影中，令全球影迷為之期盼且造成轟動的莫過於J.K.羅琳的新

作，同時也是哈利波特系列的前傳電影「怪獸與牠們的產地」〈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從1997年哈利波

特系列小說問世以來，書迷們無

不佩服作者J.K.羅琳豐富過人的想

像力，更不禁好奇：是什麼原因

與背景，造就她能夠在平凡無奇

的日常生活之中，撰寫出如此令

人驚豔又嚮往的魔法世界？

事實上，在J.K.羅琳從一位沒

沒無名的作家，轉變為家喻戶曉

的小說家及電影編劇以前，她的人生經驗並非眾人所以為的風光及順遂。每一個人往往都

是嚮往成功的，羅琳也並不例外，但卻在未滿三十歲時即經歷一連串的人生黑暗期：離婚、

成為單親媽媽、失業、作品未受賞識而窮困潦倒、與父親感情疏離等，這些沉重的考驗在很

多人的一生中或許未曾也不會經歷過，而她卻必須同時面對並承擔一切，伴隨而來的無非是

偌大且兼具有形與無形的壓力。面臨著接踵而至的擔憂與恐懼，她曾說這是她人生中最大的

失敗，因而罹患憂鬱症，使得她逐漸對於自己的生命價值與意義產生疑問，甚至開始否定自

我……。

J.K.羅琳曾於2008年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大方分享自己的人生經驗，並闡述自己如何

度過那段萬念俱灰的時光。其中引領她走出陰霾的方法有二：一、是瞭解「失敗的好處」，

二、是「想像力的重要」。失敗會有什麼好處？若以世俗的眼光而言，失敗往往使人產生負

面的想法與情緒，甚至可能否定自我的價值，多數人難以將其視為推動自我前進的動力，然

而，羅琳卻反其道而行，她曾言：「失敗是人生中最自由的經驗」。在失敗經驗中如同將一

個人扒得一乾二淨，讓生活中一些無關緊要的東西全數褪去，只能面對現實中自己能力所及

之事，此時讓她學習認清自己的能力與條件，反而使她從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內在安全感並

學著增強自己的生存能力。因此，羅琳將失敗經驗轉化為寫作的力量，每一段經歷中不同的

感受便幻化出小說中多樣的人物角色，例如：聰慧的「妙麗」是羅琳個人勇敢的童年寫照；

陰暗的「催狂魔」則反映出在失敗婚姻陰影下罹患憂鬱症的心情……她將失敗化為動力，為

小說的人物與情節增添許多豐富多元的色彩。

其次，羅琳更加強調「想像力」的重要。她所言的想像力並非天馬行空、創新發明的想

像力，而是能設身處地、理解他人，甚至是可以想像出自己完全沒有經歷過的處境、遭遇的

能力，更是一種讓自己在面對與我們毫無共同生活經驗的人時，能投射情感，與之產生共鳴

的一種能力，而我們或許能把這樣的想像力解讀為「同理心」。羅琳更認為這樣的想像力是

培養想像進入他人生命的能力――
同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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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想像力――同理心使自我更加茁壯

對於羅琳而言，拯救她逃離人生陰暗時期的並非外界的人力或資源，而是在她自己意識

到「失敗的好處」及「想像力的重要」後所產生的「勇氣」。正如她所說，若能對他人的處

境多一點好奇，面對與自己無直接關係的苦難或問題能多一些主動的思考與理解，多站在

他人的立場感受對方的情緒，或許會在無形當中給予他人力量與勇氣。同理心會表現在內在

想法與外顯行為上，藉由內在的心領神會，使人們表露出心中最真誠的訴求，透過個人或彼

此的省思拉近距離，甚至能放下彼此的防衛及猜疑，更能經由他人的同理而察覺自我，發揮

自己的潛能，對於個人與他人而言都將是生命經驗中的一種學習與成長。其實每個人對於失

敗的定義並非全然相同，無論是面對個人或他人生命經驗中的失敗，若能將這樣的想像力運

用在自己或他人身上，便能發現失敗經驗當中所存在的正面力量遠大於負向感受，反而能增

強自我未來生存的動力。J.K.羅琳更勉勵每個人：「唯有經過考驗的自我及關係，才是真實

的；也唯有經過苦難而贏得的價值，才值得珍惜。」

屬於人類得天獨厚的能力，不用親身經歷，就有能力學習、理解、想像別人的心思與處境。

然而，羅琳在強調想像力的重要時，她卻認為有些人完全不願意運用自己的想像力，時常選

擇留在自己舒適的經驗裡，對於他人的處境從不感到好奇，甚至拒絕思考或感受與自己無關

的苦難，但在現實的社會當中，卻存在著許多需要我們運用想像力給予理解與同情的人們。

正因羅琳秉持著這股信念，使得她在寫作的同時，也巧妙運用這樣的能力，將自己的人生際

遇帶入小說人物角色的思維與行動，使得讀者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似乎不知不覺的也能站

在角色的立場，感受其中的思緒與情感，為小說的情節帶來更大的張力。

跟隨著羅琳的文筆，每位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發揮著個人無形的「想像力」，想像自己進

入每位角色的生命之中，與他們共同感受著故事情節的高低起伏。而這樣的想像力能否延伸

實踐在現實生活之中，卻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若以全球關注的議題而言，近年來許多事件的

發生，也使大家意識到同理心的重要，例如：弱勢族群、多元文化等的相關議題等。即便任

何社會都存在著「弱肉強食」的可能性，但強勢並不單指言語與行為，態度上的強勢對於弱

勢者而言可能更具有殺傷力，大家能否主動站在弱勢族群的立場思考他們的需求？又或者是

否曾不經意的對於多元文化、少數族群表露出不尊重的言語或行為？相同地，若以日常生活

經驗而言，我們是否曾在言語或行為上對成就較低者有貶低之意？又是否曾在無意間否定他

人的能力？忽略或無法理解他人的感受？其實每個人與生俱來都具有這樣的想像力――同理

心，惟最大的不同在於每個人的運用技巧以及敏感度。

美國哈佛醫學院教授，喬拉米卡利博士認為，同理心是一種「了解與回應他人獨特經驗

的能力」，不只是人與人之間普遍存在的一種內在力量，更是存活所必須擁有的技能之一。

同理心並非只是一種技巧，而是一種理解、開放、尊重及接納的態度，若能運用同理心，你

將懂得別人的想法與感覺，同時也讓別人理解你的想法與感覺。然而，同理心並不等同於

同情心，許多人常將二者混為一談，同情心指的是對於他人的感

覺與思想，下意識所產生的情緒反應，例如，憐憫、安慰，因

為在當下所出現的可能只是將個人的想法或偏見套用在對方身

上，而不見得能如實的反應對方的內在經驗與感受；反之，同

理心卻是著重於理解與接納，接納與理解對方的表達，用感

官去關懷他人的感受。但最重要的是同理並不等於完全的「同

意」，而是要讓對方在混亂的情緒中找出清晰的理性思考，協

助對方能用適合自己的方式找出能夠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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