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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職說】陳思堯 職場兩把刷 大傳西語混搭闖天下  
趨勢巨流河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尤其是當前「世界村」的概念逐漸成形，能夠在大學時

期做好充分的準備，畢業後在職場的競爭力自然相對無虞。大傳系校友陳思堯入學後

清楚地知道自己該努力的方向，選擇了雙主修西語充實自我，讓她在畢業後能充分把

握機會一展長才，現在讓我們來一起來看看她精彩的分享。

 

現在是GMT+7時區的上午五點，核對今日目的地的行程會議、季度策略回顧與客戶方

員工教育訓練、晚間餐酒搭配內容、參加人員相關資訊背景、回覆幾封相對緊急郵件

，準備退房前往機場。闔上電腦的瞬間，信件收件夾的數字沒有減少，反倒往上增加

了一些。心中默想，這會是哪個時區寄來的郵件？

 

這是一天的開始，一般出差時每日的工作前準備。目前在外第十天，前往第五個城市

，還剩九天，再三個城市後回西班牙。

 

我是陳思堯。2011年大眾傳播與西班牙語文學雙學位畢業，目前朋友戲稱應改名陳思

「禹」，如大禹般三過家門而不入，飛經臺灣但目的地都不是家。

 

工作七年間，從一開始上海、江蘇一帶，由法資、港資、台資與美資組成的多國文化

企業，兩年後赴西班牙一家地區性葡萄酒酒莊工作邀約到如今的歐洲精品家族酒莊。

 

快速了解合作對象 建立默契達成目標

 

第一份工作為市場項目經理，主職是管理公司內部各地共七個業務行銷團隊：西班牙

、法國、中國、馬來西亞、印尼、美國、智利。每日例行公事如下：早晨八點與美國

團隊開會，接著亞洲三個團隊，下午歐洲兩個團隊與智利團隊。到西班牙後的工作內

容擴展了一部分，除了與第一份工作一樣的團隊管理、策略制定之外，多了與客戶端

的直接接觸。ㄧ年之中約一半時間在外出差，目前以亞太地區各城市為主，偶爾參與

歐洲重要項目。

 

　兩種工作形式都是與｢客戶｣息息相關、與｢人｣環環相扣，如果硬要分不同，應該可

以形容成在帳篷裡沙盤推演、運籌帷幄的軍師與帶兵殺敵、衝鋒陷陣的將軍吧。但不

論哪一份工作，迄今最直接需要面對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尤其是現在的工作，常

常是上午9點下飛機後認識的人，一個小時後需要一起並肩完美完成各項活動直到午

夜。高強度壓縮時間的工作環境讓我習慣利用極短時間內認識一個人並與之快速培養



默契。這一個過程每每讓我想到縮時攝影的畫面，短短時間內快轉看見他的過去、了

解他的思想觀念認知，並快速的找到我們兩者之間的連結點，在此交點的基礎上迅速

建立接下來的工作默契。多令人心生鼓舞又有挑戰性的有趣過程﹗

 

雙主修西語 強化職場競爭力

 

中文俗語裡形容一個人做起事來有點能力、本事，我們說這人還挺有｢兩把刷子｣的。

原由與出處已不可考，但其中有一種說法是古代文人、書法家在接受別人稱讚自己時

謙稱自己有｢兩把刷子｣，這個刷子指的是寫字用的毛筆。這個自我謙稱後來經過一些

演變後成為能力與本事的代名詞，再後來就變成現今我們所熟知的稱讚他人有能耐。

學生時期，甄試進大傳系後覺得，傳播的基礎是溝通，語言則是溝通的基底。順著這

樣的思路，怎麼能只有傳播人這一把刷子？所以選了另一把刷子，當個大傳西語人。

後來的工作經驗證明，不枉當時拼命三郎般每學期修31學分，這兩把刷子在工作上甚

是相得益彰。也許就是這麼巧，如今我的工作都是建立在人際溝通基礎之上。

 

尊重與溝通 處理文化差異

 

因為工作關係，身邊圍繞的是世界各地不同環境經驗的人，無論是公司內部的上層、

團隊，或是對外的合作方、客戶，每一層互動關係都是不同文化間交融、磨合的經驗

，也都是獨一無二、不可複製的經驗；也因為這樣的環境，常被詢問關於文化差異的

話題，我覺得吧，語言的不同或是你吃麵包我吃米、你喝冰水我喝茶等生活習性所產

生的文化衝突、差異對於工作來說其實影響不大，比較值得注意的差異是溝通、表達

層面上的不同。如同前面所說，我需要在簡短時間盡量認識一個人並建立連結進而養

成默契，過程中最重要能讓我取得資訊的方式就是溝通交談。偶爾會發生｢啊？怎麼

都聽不懂你想表達什麼｣的情況，換句話說了幾次終於彼此了解後會有種 ｢啊！我們

剛剛說的根本不在同一層面上嘛｣般的恍然大悟。

 

　這種時刻別以為是在不同語言環境下才會發生，好幾次都是跟說著同母語的人雞同

鴨講了很久；也因為如此，對著即使會說中文的人，在談論工作話題時還是習慣使用

英文。不是什麼崇洋媚外，而是英文，這個國際商業語言在專業術語上有一定的規範

與解釋，不容易產生誤會，抑或各種語言不同地區翻譯而產生的分歧。這個部分讓我

想到新加坡的客戶，隨意閒聊時，說說家人、聊聊假期我們說中文，但話題只要一跟

葡萄酒或工作相關，立刻自動切換英文，很自然、很有默契的自動切換。

 

　前面說到文化差異對於工作的影響不是很大，不過話說回來，影響不大但差異性依

然存在。面對文化差異，我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尊重彼此，不要奢望改變自己或是他



人，因為沒有優劣對錯，只是我們不一樣罷了；像是西班牙擁有與全世界都不同的用

餐時間，不了解的人認為奇怪，來旅遊時覺得不方便，但當在這兒生活幾年後，會發

現因為日照時間與工作環境結構影響，這一切都變得理所當然，況且，試想文化趨向

單一，這個世界會變得多無聊啊﹗

 

 

 

職場準備充足 機會無限

 

　在多元環境下工作很有趣，但對想朝這方向前進學弟妹們建議，盡量以平常心看待

，不要抱有國外工作一定比較好的過多美麗幻想，期望越大，失望也會越大。當初找

工作時，沒有限定一定是國外的工作，但同時也沒有限定一定要待在臺灣；沒有一定

非傳播相關｢傳統產業｣不考慮，這個傳播傳產我指的是一般定義我們的影視傳播、行

銷公關…等行業。也許是因為這樣，路廣了許多。選擇多了，從中挑自己比較有興趣

的機會也大了。

 

常聽朋友聊起在台灣職場上的碰撞、辦公室文化…等，雖然從畢業後到現在我的工作

都不在國內，所以無法界定、比較國內與海外兩者工作間的差別或是好壞，但聽人說

起的臺灣職場現象其實不是臺灣特產或是亞洲特有，我所處的工作環境也會發生類似

的戲碼，畢竟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競爭，準備好自己、充實自己，整合所學、所知，同

時跳脫我是XX專業畢業的就得在XX領域裡工作的框架，這樣就會發現有無限的機會與

可能在等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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