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文關懷是學術的起點］ 

—— 閱讀《改變從心》 

陳芳明 

 

榮獲第二屆「唐獎」的學者，無論是來自台灣或國外，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

就是每個人追求學問，都當做一生的志業。似乎沒有人例外，一旦投入自己的學

術領域，那就是他生活與生命的全部。出發之初，他們都必然設立一個追求目標，

而且都一定心無旁鶩，堅持走下去。許多夥伴可能中途退出或離開，即使只剩下

他自己一個人，還是未曾有任何退卻。這本書名是《改變從心：唐獎第二屆得主

的故事》，可以當做人生正要出發時的重要借鏡。 

 

他們最初選擇自己的領域時，可能純屬偶然。也許在什麼時候受到老師或朋友的

點撥，但是一旦涉入之後，開始找到自己要追求的道路。書中獲獎的每位學者，

其實都沒有太多的傳奇故事，而只是憑藉個人的興趣與好奇心，一步一步開啟屬

於自己的格局。這本書非常好看，主要是每個人似乎都是我們身邊的尋常人物，

由於好奇心的驅使，而慢慢陷入越來越深的探索。沒有人是偉人，沒有人是高人

一等，更沒有人是聰明絕頂。 

 

但是，他們的共同點，正如這本書的書名所暗示，每個人顯然都是從心改變。我

們想問的是，為什麼「心」那麼關鍵？「心」是什麼？它代表一種好奇，代表一

種思考，也代表一種堅持，更代表那是一種關懷。他們總是在面對問題時，未嘗

有任何退卻。他們的最初出發，都是受到好奇心的驅使。他們出發去探索陌生的

領域，並不知道是否可以獲得答案。如果沒有最初的好奇，沒有後續的堅持，似

乎不可能完成他們的發現與發掘。 

 

無論是屬於何種領域，任何一位研究者都在尋找知識建構的途徑。這本書的唐獎

得主，包括永續發展獎，生技醫學獎，漢學獎，法治獎。這群頂尖的研究者，其

實都在擴充人類知識的精神與內容。無論知識領域之間的差距有多大，卻都朝向

同樣的目標，都在於解決人類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或更確切來說，他們都分擔了

人文關懷的不同議題。沒有任何知識是脫離了人的生活範疇，也沒有任何知識與

自己所賴以生存的社會脫節。 

 

《改變從心》值得我們仔細閱讀，獲獎者都以最平易的方式介紹自己的學問。他

們的謙和態度，正是人文關懷的基本出發點。他們受到肯定，不只是開拓了知識

版圖，更重要的是，他們以開闊的態度與社會進行對話。我是屬於文學研究者，

卻完全沒有阻礙我對他們追求知識的理解。無論他們關在研究室，或是關在實驗

室，最後都會開門面對這個世界。身為台灣社會的一員，無論學問成就有多高，



最後都要把自己的研究成績回歸整個社會。讓我們敞開心胸，勇敢面對未來的知

識追求，也勇敢面對我們共同擁有的台灣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