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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不動產估價

師、專利師、民間之公證人考試試題 
等  別：高等考試 

類  科：會計師、不動產估價師、民間之公證人 
科  目：國文（作文） 
考試時間：2 小時 葉威老師解題 
 
一、生活中可能遇到這樣的經驗： 

預定15分鐘後抵達的公車，超過預定時間後，卻還一直不來。在資訊不明的情況下，等待

愈久、愈煩躁不安，也開始感到後悔:「早知道15分鐘前就該坐計程車!」然而，隨著時間的流

逝，反而愈讓人不想放棄等待。不想放棄等待的人，心中多數存著「如果一離開，公車就來了

怎麼辦？」的想法。這種不甘心選擇改變的想法，往往造成雙重損失(遲到、計程車錢)。人生

的規劃，也有這種困境。 
例如有些人一開始覺得自己數學不好，高中選了第一類組，進大學之後，因為考慮到未來

找工作的機會，選擇熱門相關科系。 
開始上課了，發現自己似乎不那麼喜歡，但是無法立即改變，仍舊繼續念下去。畢業之

後，每天面對不快樂的工作環境，卻愈做愈沮喪。不禁想到：當初是否應該當機立斷，轉換跑

道？ 
請依據上文，以「等待與轉變」為題，撰文一篇，說明人生規劃與等公車的相似處是什

麼？並書寫你的相關經驗與感思。(50分) 

【擬答】 

等待與轉變 

人生的道路上，吾人動輒面對抉擇：是耐心等待，抑或毅然轉變？一如等候已久的公車，當

超過表定時刻卻杳無黃鶴時，內心不免擺盪在「堅持等待與轉變」之間。惟在人生規劃的長河

中，過多的等待往往是優柔寡斷的表現，是錯失前行的良機。正如烏飛兔走，不舍晝夜，若僅是

空等不前，終將湮沒於時間之洪流中。 

其實，等待本身並非全無價值。它如同生命中的緩步，是成長和歷練的必經過程。人的一生

中，許多重要的時刻都需要等待的智慧與耐心，如同種子在泥土中潛伏，待到春暖花開時分方顯

生機。然而，當等待變成無謂的耽擱，如同繁花似錦的前方，徒為虛無的擱淺，如此等待便成了

成長路上的絆腳石。往往因為心中那份「萬一」的念頭，讓許多人錯失轉機，這是源於恐懼與不

確定，是心理的枷鎖。 

晉代的張翰，在官場如戰場的政治風雲中，曾經面臨選擇的抉擇。當他目睹政壇的風雲變

幻，心中湧現的卻是故鄉的蓴菜羹與鱸魚膾的樸實無華，從而發出了「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

宦數千里以要名爵？」的感慨，遂決定辭官返鄉，而後正逃過了政壇的腥風血雨。賈伯斯在被蘋

果公司解僱後，沒有選擇停留於失敗的陰影中，而是轉而創辦了 NeXT 和皮克斯，最終又重返蘋

果，帶領公司走向一個個高峰。這兩個例子在在顯示：適時的轉變，不僅可以避免災難，更能能

開啟新的機遇。 

是故，在面對人生的抉擇時，應落實以下觀念： 

一、設定明晰目標與時限：當發現原有路徑與期望背道而馳時，應及時調整方向，以免蒙受

更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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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養風險評估和決策能力：以理性科學的方法分析和判斷，輔以新資訊與統計數據，做

為參考準據。 

三、保持靈活彈性：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面對問題與挑

戰時，應去除自我偏見，勇於面對變化與自身缺失，無懼新的起點。 

所謂「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實不啻對渠等裹足不前、患

得患失者的警鐘。在人生規劃的旅途中，吾人應時刻準備、攫取每一個可能的轉機，以免被時光

遺忘在過去的泥淖中。如是，方能在生命的長河中，留下屬於自己熠熠的足跡。 

 

二、金錢能不能買到快樂？哈佛商學院教授麥克．諾頓(Michael Norton)做了如下的實驗： 
實驗者準備了兩組信封，信封內皆附有 5 美元或 20 美元等面額不同的金錢，以及一張字

條。一組字條上寫著「將這筆錢花在自己身上。」另一組則寫著「將這筆錢花在別人身

上。」實驗者將裝有字條和美金的信封發給溫哥華願意參與實驗的大學生，並在事後詢問

他們金錢的用途和快樂的程度。將錢花在自己身上的大學生，或購買咖啡、耳環、化妝品

等，但基本上對他們沒有產生什麼改變或影響；而將錢花在別人身上的大學生，或請别人

喝咖啡、買玩偶給孩童、或捐錢給流浪漢等，他們比前者感覺更快樂。至於花費的金額多

寡，不論是 5 美元或 20 美元，並不影響實驗結果。 
實驗針對不同地區的人進行訪談。一位加拿大的女性開車到商場買禮物送给母親；一位烏

干達的女性得知老友的兒子患瘧疾沒錢醫病，便給了他們一筆錢去診所看病。一個是為母

親買禮物，一個是救人一命，兩者動機大不相同，但他們都覺得快樂。 
請以「金錢能買到的快樂」為題，作文一篇，歸納上述實驗結果中金錢能買到快樂的關鍵，

並敘述個人可與此關鍵相呼應的經驗，闡明自己能獲得快樂的原因與想法。(50 分) 

【擬答】 

金錢能買到的快樂 

存在主義哲學家卡謬嘗言：「幸福不是一切，人還有責任。」道出了人類存在的深層意義：

「幸福」並非僅僅追求個人的滿足，而在於如何在這世間實現對他人與社會的責任。金錢是否能

買到快樂，不在於擁有多少財富，而在於我們如何運用這些財富：是僅僅滿足自己的欲望？抑或

將其用於他人之福祉？ 

哈佛商學院教授麥克．諾頓所做的實驗揭示了此一道理。他讓兩組實驗參與者將不同數額的

錢花在自己或他人身上，結果顯示，將錢花在他人身上的人，無論金額大小，都感受到更強烈的

快樂。這不僅印證了「施比受更為有福」的智慧，更證明了金錢在為他人帶來幸福時，反而能帶

給自己更大的滿足，如同一盞燈，在照亮他人同時，也驅散了自己心中的黑暗。 

然而，雖然金錢並非幸福的唯一來源，但當一個人貧困潦倒、三餐不繼時，談論快樂似乎有

些奢侈，「安貧樂道」對大多數人而言，往往陳義過高。完全蔑視金錢者，往往忽略了物質基礎

對精神生活的支持，如同無根之木、無源之水。金錢雖然不能買到真正的快樂，但卻是維繫基本

生活的保障，為幸福的實現提供了必要的基礎。王鼎鈞曾說：「偉大的善行背後，往往是巨大的

資金。」如台灣各個慈善基金會藉由善款，在發生天災、人禍時均發揮大愛，拯救了無數的人，

縫補了無數破碎的家庭。二戰時期的英國銀行員尼古拉斯．溫頓，不但成立基金會，為猶太兒童

募資以逃離納粹魔掌，更散盡積蓄，預訂一班班火車，助其逃離即將被德國肢解的捷克。足見有

餘財，才能行善――文中的實驗，正是根植於「金錢」――這個無法忽視的本質上。 

筆者亦定期捐款，以幫助智能障礙者。此舉使我體會到「為善不欲人知」的深刻意義。每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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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他們手繪的賀卡時，心中不禁湧起一股溫暖與悸動：那一句句真誠的感謝，如涓涓細流，潤

澤著我的靈魂；那一字字稚拙的筆跡，如點點繁星，讓我看到人性中的一盞明燈。燈燈相傳，讓

這份善意溫暖人間，才是無可取代的快樂。 

正如墨子所言：「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

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正楬櫫了「愛」是幸福的基石。只有在愛的指引下，金錢才不再是冷

冰冰的數字，而成為了人間幸福的催化劑，徇此，吾人方能在這嬲騷紅塵中，找到屬你我的真實

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