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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我的小革命》集結了24個不同的個人或團體，以具體行動顛覆傳統觀念、身體力

行實踐夢想，為台灣社會傳達新趨勢與進步價值。書中從環保、公民力量、社會關懷

、教育，以及文化保存等角度切入，五位編者以新聞報導方式，紀錄這些默默耕耘的

理想實踐者，從發起到運作的過程，並針對政府與各界提供協助的建議。書中主人翁

們用自己的小革命，為台灣注入多元價值，也讓政府與社會正視台灣當前的問題，更

讓我們看見台灣向上的力量。

 

 

 

黃一峯 vs. 李仲彬

 

小革命顛覆生活態度 引發風潮

 

 

 

記者：請談談本書所謂「革命」代表什麼涵義？改變什麼？目標為何？

 



　黃：本書使用行銷包裝，以「革命」一詞成功吸引社會注意。政治學中「

revolution」（革命）之定義具劇烈、戲劇性、大幅度改變的特性。但別於政治學對

於革命的激進定義，本書從生活態度、價值觀，以及追求的目標來做改變。台灣目前

的青年格局普遍不夠寬廣，對於未來的想法往往僅守於「開咖啡店」的短期目標，相

較兩岸學生，欠缺視野，本書正好給予啟發，只要小小的改變，就能引發某種價值觀

的調整、新觀念產生，甚至是一種帶頭作用，引發社會風潮。淡江學生應該思考，猶

如當年的民歌運動，為台灣社會帶來價值的改變，而如今我們應該思考，淡江的師生

要如何再度帶動如此的風潮，引起一種小運動。

 

　李：政治學中「革命」的字眼的確是激進動態的動作，希望能在短時間內引起某種

程度的顛覆，但本書卻是「溫柔革命」，希望透過靜態、從本身發起，強調「我的」

自發性漸進式改變，因此本書的「革命」別有涵義，非「剛性」的，如同台灣目前的

「軟實力」，透過自身的體驗與實踐，去建立生活方式的改變，進而對人類社會的改

變。

 

 

 

滋養沙漠綠洲 突顯被遺棄的新價值

 

 

 

記者：本書探討的「新社會價值」是什麼？公民力量又代表什麼？本書對政府、社會

帶來的效益、關注，以及社會價值為何？並提供讀者什麼樣不同角度的社會價值思考

？

 

　黃：社會價值觀的形成往往是漸進的，更需要有領導者的帶領。以環保為例，近年

越來越多人自備環保筷，甚至形成風氣，形成這樣的「公民價值」，非一蹴可幾，必

須有領導作用的人引起示範，書中的這些團體正是在做這些事。從心理學角度而言

，成熟專業的人屬於「內控型」，個人存在的價值不需要外界肯定，他清楚明白自己

的定位；而「外控型」的人較沒自信，須要靠他人肯定彰顯自我價值。本書強調的

，正是從「自己出發」的內控型表現。提供讀者新的觀點，強調「多元」與「平衡」

的價值，更重視他人價值，由自己做起，透過社會運動，讓大家都能接受，就能形成

「公民力量」。

 

　李：在討論「新社會價值」之前，必須先了解什麼是「舊的」社會價值；傳統的社

會價值，往往被權力、金錢、媒體的操弄所界定；而這裡的「新社會價值」則指，被



社會界定的「主流」金權價值之外，那些被我們忽略，卻支撐社會進步的力量。本書

突顯這些被社會「遺棄」的「新價值」，像是沙漠中的最後一塊綠洲般珍貴，並以正

面方式提醒社會，未來要如何滋養、擴張這樣的新價值。

 

 

 

從自己做起  擴大公共力量創造社會公益

 

 

 

　記者：讀者如何經由本書去發現或省思現今社會議題？本書帶給讀者的目的是發現

、參與，還是解決社會問題？讀者也可以如何實現「我的小革命」？

 

　李：本書的確成功引起政府的注意，包括馬政府也關注書中相關議題，開始聽到非

主流的聲音，引起第一步的效應。要創造新的革命或許不容易，但可以從現有的社會

運動，去「觀察、參與、理解」體會「革命」帶來的力量。另外，讀者可以開始養成

對環境周遭的關懷，去發現每個角落需要被關注、被幫助的地方，不只是在乎自己所

關心的事而已。

 

　黃：書中每個章節都會提到政府、公民、企業甚至社區、個人可出力之處。依據公

共行政的角度而言，政府運作是透過立法、政策工具來執行政策，當「新社會價值」

形成時，政府就應該正視這樣的公權力，從立法、政策工具中，想辦法協助推動。但

從社會學角度來說，一旦缺乏強而有力的公權力來執行共同規則時，則可能形成「公

有地的悲劇」，即是人的自私往往形成整體社會價值的崩壞。因此，政府的角色究竟

是管制還是自由放任，實在兩難。鑑於當今政府財務拮据，民間越來越富有，本書正

好突顯「第三部門」，即NPO（非營利組織）的重要性，鼓勵NPO推動公民運動，創造

社會公益，去補充政府無法達成的事。另一方面，本書也強調「社會企業」的重要性

，企業的目標不再只是營利，而是讓部分營收投入社會公益，回饋社會，形成另一種

公益力量。透過NPO及社會企業，能有助於新社會價值的推動。讀者能做到的，則是

身體力行實踐公民意識，唯有讓「每一個人」都有觀念的養成，第三部門或政府部門

的價值推動才有可能形成。如同書中提到，每個人都關一盞燈，就能為環境帶來更大

的保護，強調的著眼點，是從自己做起，擴大成公共力量，不要忽視自己小小的力量

。

 

 

 



正視非主流價值  讓不可能變可能

 

 

 

　記者：本書展現何種台灣精神、社會意識？讀者又可以從中得到什麼啟示？

 

　黃：引用嚴復的「群己權界」，公民社會的自由不是漫無限制的，而是存在於對團

體的貢獻，並維護團體的價值，在擁有權力時，仍保有對人的尊重，這就是目前台灣

民主價值的表現。而在這樣的基本素養下，讓不同領域的人都對社會有某種程度的責

任感，對社會有所貢獻與幫助。第二，台灣精神就如同書中的人物，像「水牛」一般

，任勞任怨、不服輸，卻也很認命，盡全力投入，在不同崗位上，為自己的夢想打拚

，這就是他們會在「非主流」價值中，願意對抗「主流價值」的原因。讀者應該正視

這樣的價值，相信自己內在的力量，從參與角度為公民社會帶來更大的進步。

 

　李：對我而言，本書帶來的最大啟示，是發現自己對整體社會的了解只是一小部分

，永遠不足夠，所以勿用自己的觀點，去套用在每一個人身上。社會面而言，這些人

代表著創造力的象徵，在荒蕪的沙漠中，他們能創造出新的天地，用新的手法去改變

現有的困難，讓不可能變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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