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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重要訊息  
一、【同儕輔導－高一學弟妹招募】：你是否想要有經驗的學長姐協助前行？如果在

課業學習這部分，你因為經驗不足或方法不當，以致遭遇挫折；但是你有想要
讓自己不同的心，那麼，請掃 QRcode 申請報名喔！ 

二、【大學校系博覽會】：近期許多大學辦理校系博覽會，如成大單車節、陽明交大
招生宣傳活動等，請同學自行參閱輔導處網站-最新消息。 

三、【認輔活動報名】：「心靈導師－認輔活動」即日起開始報名囉，想找老師請益課業或人生的
議題嗎？請把握機會至輔導處報名唷！ 

※生涯輔導文章 

別放棄溝通，有憑有據更能好好談  
    新銳作家張渝歌，曾獲得文化部劇本創作獎，被喻為最令人期待的推理創作新星。他的文學作

品描寫命案現場，相當寫實、逼真，充滿精神病學、解剖學、生理學等醫學知識，而這些創作養分

都來自張渝歌獨特的學習背景。台中一中畢業，考上人人稱羨的陽明大學醫學系，這原本是父母幫

張渝歌安排好的人生道路，不過，他卻在大學時，發現自己對文學創作的熱情，面對大學志願與人

生志向的岔路選擇，張渝歌拿出實證，並不斷與父母溝通，終於取得雙方平衡點。 

    如果此刻，你是正站在十字路口徘徊的高中生，相信張渝歌的經驗能為你帶來啟發。以下聽聽
他怎麼說。 

    坦白說，我覺得台灣小孩是書讀得愈好，志願選擇愈少。因為台灣父母很容易幫小孩設定框
架，一類組考得好就讀法律系；二類組考得好就讀電機系；三類組考得好，當然要成為人人稱讚的
醫學院學生。我的父母都是老師，他們對於小孩的人生規劃都有預設的理想藍圖，認為讀醫是人生
最佳選擇。但我在高二分組時，原本首要志願是第二類組，也曾經想過要申請獎學金到美國念書。 

    但這些都不是父母的期望，還差點鬧出家庭革命，最後抗爭無效，我還是再報名補習班念生
物，插考第三類組。其實，我從小就是個乖乖牌，升學都以父母想法為主，畢竟他們是父母，我的
學費也是他們繳，適當尊重還是需要。也因此，後來如父母所願，我進到陽明大學醫學系，他們原
本以為我會就此照著規劃好的路走，沒想到，我在這裡遇見了岔路。雖然陽明是醫學大學，學校圖
書館藏書卻是包羅萬象，當時，我天天到圖書館報到，從專業醫學到深度文學，看了各種形形色色
的書籍，發現文字很美、很吸引我，開啟了想從事文學創作的念頭。 

    可以想見，這種念頭在我的家庭中是不被允許的，但每當我跳進文學創作時，那種小說與戲劇
帶給我的想像空間、衝擊，一點一滴勝過於在醫學的學習成就，更令我感到享受與興奮。讓我忍不
住開始思考：是否應該更改人生志願？ 

抗爭無用，雙向溝通才能讓爸媽點頭 

    面對岔路的抉擇，我選擇先拿出實證，再慢慢與父母溝通，這也是我想跟高中生分享的心得：
一味抗爭只會換來更多親子衝突，對於取得父母認同毫無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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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底，父母的不同意往往來自他們的不放心或不理解現況。你以為父母應該理解你，其實你
應該比父母更了解自己。所以，在缺乏溝通的情況下，不要假設父母能夠理解你，你必須完完整整
說出想法，以及想這麼做的原因。這麼做之後，你又能獲得什麼？一旦放棄溝通，父母就更無法認
同你的選擇。 

    溝通是雙向的，當有一方堅持己見，衝突自然無法避免。我念高中時，對社會的認知非常有
限，不太確定自己的志願，所以在選填大學科系時，決定聽從父母建議就讀醫學系。但我並非盲
從。當時衡量自我條件，發現我對醫學不是毫無興趣，醫學院的訓練除了學習專業知識，也非常重
視培養細微觀察、邏輯思考與洞察人性等相關能力，這些過程都令我感到有興趣。後來，也都是文
學創作需要的關鍵能力。 

    更進一步，專業醫學內涵成為我的創作素材，醫學研討過程更開啟我的想像力。記得有一次，
跟同學討論一個病例，最後我說：「這不用我們擔心，生命自己會找到出路的。」這個想法一直存
在我心中。於是，為了不讓父母擔心我荒廢學業，有好幾年，我都過著蠟燭兩頭燒的生活，一方面
在校認真學習，維持成績，考取醫師證照；另方面持續投入文學創作、參加文學獎，藉此證明我能
吃這行飯。 

    畢業後，我先到診所兼職看診，再利用下班時間接案寫作。無論是各式邀稿、網路書店企畫案
都寫，目的是為了練文筆，也為了維持生計。那段時間很辛苦，但我把這些過程當成考驗，如果就
這樣放棄，代表我還不夠愛這件事，自然更無法說服父母接受我的選擇。所幸，我後來陸續獲得一
些獎項肯定、第二本創作《詭辯》市場暢銷，都給我莫大的信心，決心選擇走向專職作家之路。現
在父母雖然還無法完全認同，卻也漸漸看到我的決心與未來可能性。 

大學就像宇宙，學習浩瀚無垠 

    回頭來看，人生不是一試定終生，無法簡單地用是非題或選擇題來作答。沒有人可以在你選填
大學志願時，明確告訴你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爭執無法解決歧見，很多時候，我們只能平心
靜氣地，先從親子雙方的認知中，找到一個平衡點，再從這個平衡點出發，尋找新方向。 

    即使最後只能依照父母期望選擇科系，不必失落，大學擁有源源不絕的學習資源，盡可能地多
讀書，充實自己，再摸索出最符合個人需求的生涯選擇。一旦做了選擇，就要為自己負責。 

    我很想跟高中生分享的是，「大學」這個字的英文是“university”，是從“universe”（宇
宙）衍生而來。學生進到大學，就要像進到宇宙一樣，盡情地學習，無邊無際地探索各種未來可能
性，千萬不要像高中一樣，只讀課本、只讀一種書。常常走進大學圖書館，你會發現，原來自己所
知是如此微小。大學另一項可貴之處，就是這裡有各式各樣的學習角色，從人文、語言、自然科
學、應用科學到醫學，大家彼此交流，你才能真正勾勒出你想要的自我樣貌。 

    過去我跟許多人一樣，覺得取得父母認同是艱難的任務，但根據我的經驗，持續分享現況、溝
通是最佳策略。說出來，第一時間也許父母不會有正面反應，但你一直說，父母就會慢慢知道。說
的同時，也要有實例來佐證，一來讓父母安心，二來也讓自己更有方向感。漸漸地，溝通就不再只
是單向進行，會逐步發揮效益。 

給考生的忠告---------------- 
● 溝通是最佳方式，為自己爭取想走的路，也才能讓父母尊重你的選擇。 
● 即使不是讀自己喜歡的科系，也要持續學習，充實自我。 
● 面對岔路，要找到實例佐證自己的選擇，讓父母安心，也讓自己更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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