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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當臺灣社會瀰漫一股22K低薪風潮、學歷貶值、人才外流等氛圍，甫出校園的社會新鮮

人面對未來前途，無不充滿焦慮與茫然，甚至產生所謂世代對立的仇視。仍在校園的你，是

否對未來該選擇留在這片土地或出國深造而徬徨呢？面對文理法商科系的選擇，是否也正困

擾著你呢？作者以過來人的身分分享她的掙扎與突破，誠懇而真實的心路歷程，或許可以為

迷惘中的你找到出口。

「臺灣社會就像一盤豐盛的桌菜，到了我們念高中大學時，桌上已剩菜尾，到了我們就

業時，已經杯盤狼藉，吃乾抹盡……」(像我這樣七年級生)。作者Y.C.HUNG誠實記錄自己如

何在高中立定志向，卻在醫學院畢業前夕對未來感到茫然，決定奮力一搏，走出舒適圈，大

膽向世界遞履歷。她說：「走出去，世界就是你的」，看見世界，也被世界看見。作者秉持

一貫的「追求更大的舞台」的初衷，尋求跟世界一流人才共事的機會，她誠實的記錄一路走

來的辛酸與成長，這份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值得學習。成功的故事和失敗的故事一樣，

都是需要仔細聆聽的。

內容簡介：

第一篇【如果舒適圈一點也不舒適】

並不生在大江大海時代的我們，這個時代沒有戰爭、沒有戰亂，我們從小衣食無缺，但

內心卻極度徬徨。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爆炸、科技快速變遷、文憑薄如一張紙、超級低薪、

退休年金快要破產的時代。

父母總想保護孩子，常聽華人父母在小孩嘗試要去做和同儕不一樣的事之前，會先問：

「萬一失敗了，怎麼辦？」又或者權威地下令說：「不准這麼做。」像這樣「擔心小孩失

敗」的想法，卻是外國人眼中好「亞洲父母」的反應。年輕人如果有夢想，究竟為什麼不能

努力把夢想畫大呢？

第二篇【只要敢闖，世界就是你的】

華人社會希望你不要跟眾人不同，否則會顯得很突兀；但世界的趨勢是你要跟別人夠不

一樣，才是生存之道。

那些會願意站出來說出自己的故事或經驗的人，通常都是發展得不錯，有個美好結局，

畢竟沒有人喜歡說失敗的故事。然而，這個對快速獲得快樂上癮、急著改變世界、無法慢一

點吃棉花糖的世代，又要如何將自己的人生套進那些成功故事裡呢？

第三篇【站在語言、文化與價值觀的十字路口】

以臺灣的標準來看，我的英文程度算是還不錯，但到了美國以後，才發現我過去理解英

文的方式完全錯了。

畢竟不是自己的國家，我的社會認同感依舊在生我、育我、地球另一端的那個亞熱帶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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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在地球另一端，從異鄉看家鄉】

做善事的時候，你是真心為援助對象著想？還是只是在享受把手伸出去、甚至「手心向

下的快感」？

世界這麼大，是需要闖一闖的，而闖蕩世界的時候，心態該如何調整？如何調整世界兩

端帶來的衝擊？又，如何面對異鄉與故鄉的拉扯？

名家品評

「讓我相信人在世界上最大的所謂成功，其實是成為自己喜歡的那個人成功，所以孩子

對於『長大』充滿期待而不是畏懼，不將『未來』當作面臨現在不如意的藉口，而是真實的

機會。」——褚士瑩（國際NGO工作者、作家）

「在這些年紀輕輕即獲得的傑出成績與特殊經歷背後，我看到的，更是一個充滿熱情的

人，願意誠懇道出這一路走來，所有重要的學習、思考與行動，所有關鍵的反省、掙扎與挫

折，其目的，則是為了告訴正在閱讀此書的你我：告別現在的安逸，起身行動吧！」——張

翔《換日線Crossing》主編）

「一個誠實、直接、毫不含糊的女孩─在她勇敢地踏出地理上與思想上的舒適圈，面對

種種徬徨、焦慮與挑戰的同時，誠實地面對讀者，就像老朋友一般，共同分享這一路上的笑

聲與淚水。」——謝佩芬（換日線專欄作家）

作者簡介：Y.C.HUNG

1990年生，臺中人。曉明女中、臺中女中、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碩

士。18歲以前唯一的夢想是當醫生，在夢想即將實現時，卻開始惶恐自己除了當醫生之外什

麼都不會，也因為醫學生時在哈佛醫學院交換期間豐沛的學習經驗，打開了視野，畢業後為

了「想要追求更大舞台」，而選擇出走臺灣，在拿到醫師證書後開始了人生的大冒險。旅美

後，於《換日線CROSSING》撰寫〔脫下白袍後的各種可能〕專欄，將她在海外的切身觀察

分享給臺灣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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