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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足够丰盛，才能与这世界平等对望》

内容概要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别人家的小孩”，台湾女孩刘安婷就是这样“追逐最大的饼干”的人生赢
家。
靠自学，她高中毕业就以全额奖学金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课堂之外，她的足迹踏遍欧、美、亚、
非四大洲的多个国家，曾在几内亚湾跟加纳的孩子们戏水、在塞纳河畔和法国同学辩论哲学、在加勒
比海与海地的灾民一同重建家园、在日内瓦湖畔和联合国官员谈判、在湄公河旁访问柬埔寨国务卿。
她也曾因课业落后太多而被教授羞辱、曾为了融入酷炫的朋友群而迷失自己、也在毕业时因获得最佳
论文奖喜极而泣。
但这不仅是一本刘安婷的普林斯顿成长经历，这是一个女孩，用自己的信念和勇气，企图用生命影响
其他生命的勇敢决定。
23岁的刘安婷放弃了美国的高薪工作和生活环境，抛开人人艳羡的，所有人为之努力的终极“理想人
生”，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创办了Teacher For Taiwan，集结全台湾年轻人的力量，一起为台湾的
偏乡儿童教育做出努力和贡献。
当这个瘦小的女孩站在TED的演讲舞台上，用她的“饼干故事”来讲述自己一路的收获时，那一刻，
整个世界都在为这个倔强的女孩感动和鼓舞。
“神啊，请将我的心完全破碎，好让整个世界都能涌进来。”
最好的教育，是用爱和榜样，让孩子的心中有不灭的信念和勇气，去走一条自己坚信的道路！
绝望是可以传染的，勇气也会！
她叫刘安婷，那个你生命中的“别人家的小孩”
她要告诉你，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真正给你力量的是曾经每一次流泪和咬紧牙关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和方式，
但永远不要害怕去走一条艰难的道路，
因为你将收获的是你无法想象的饱足！
“原来最令人饱足的饼干是破碎的饼干；最快乐的自己是最柔软的自己。生命的破碎原来是为了给予
；生命的破碎，原来是为了祝福别人，更祝福自己。”
——刘安婷TED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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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足够丰盛，才能与这世界平等对望》

书籍目录

推荐序 All you need is some courage!
自序 致我的父母
1 起点：流浪是我的力量
“这世上只有两种流浪人：一种成为受害者，选择在塞纳河终结生命；另一种，成为战士，用他们所
有的愁去建筑一个让他们大大展翅高飞的引擎。”她说，“流浪是我的力量。”
成为真正流浪者的洗礼
为什么一到美国就变了
2 加纳：欢迎来染上我们真正的颜色
旅行，是为了用心去体会每个不同地方的表面之下，最深层的共通的人性；不是为了伸出手去给予或
握起手去接受，而是为了将我们的手牵在一起。
亲吻几内亚湾的海水
我的加纳小伙伴们
你好吗，玛丽？
菜鸟老师初长成
耍酷的代价
那那安度和“安婷路”的故事
旅途中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3 我的大学：你是怎么考上普林斯顿的？
原来，学习该是快乐的，而且这份快乐不该是学生被动地等待老师或学校给予，而是我们自己主动去
捍卫作为学习者该有的初衷与感动。
你到底怎么考上普林斯顿的？
拾回失落的信心
法语课上的白日梦
初恋这件大事
当乖乖女变成“虎姑婆”
大二的尾曲——选系
4 巴黎：一席流动的盛宴
如果你够幸运，在年轻时待过巴黎，那么巴黎将永远跟着你，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不是在上法语课，就是在去法语课的路上
令人怦然心动的法国初体验
我可爱的巴黎好邻居
世界很危险，不要说我是美国人！
世界名校的气魄和瞬间幻灭的虚荣心
法国奶奶教我的三堂课
高阶法语与上流社会
荒芜的巴黎第二十区
如果失恋了，请来巴黎
5 海地：一无所有的富足
只有你来，是听我们讲话。不是用从上往下的姿态告诉我们，我要给你们更好的人生。你的聆听告诉
我们，你看得到我们生命的既有价值。
看见真正的需要
只有你来，倾听我们讲话
爱的是礼物，还是礼物的给予者？
6 日内瓦：舒适圈中的不舒适
建议你，挑战自己暂时离开非营利机构这个舒适圈，如果有天回到这个领域，你就可以在不一样的高
度看这里的工作。
坐落在红灯区里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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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足够丰盛，才能与这世界平等对望》

好客的瑞士爷爷奶奶
我的工作像推销员
破产实习生之世界首都
跳出舒适圈，挑战自己
7 在监狱教书的日子：老师，你为什么来
如果我没有办法说服学生和自己“我为什么来”，那么再棒的理论、经验、方法、工具，都无法让学
生愿意听我说话。
监狱教学开始了
做自己学习的主人
教育之道无他，爱与榜样而已
8 普林斯顿：破茧而出
四年前，我还是个被人笑“怎么考上普林斯顿”的无助女生；四年后，我完成了一百五十页的论文，
还得到了论文首奖。
带回满满一叠故事
小官员变国务卿
嘟嘟车司机微笑先生
论文写到快崩溃
我得到了最佳论文奖
9 社会新鲜人：感谢给你第一份工作的人
帮你做，可能省几分钟，但只是延迟精熟、拖延未来更多的人的时间。你最能帮我们省成本的方法，
就是拼了命的学！
感受到舒适圈外的世界
好陶醉！我有工作了！
假装很专业的练习准备
踏入纽约白领圈的第一天
你帮我们节约成本的方法，就是拼了命地学
边唱边跳宝莱坞的亲切上司
一条平坦的大路，我却越走越迷茫起来
安，你不应该属于这里！
10 回家的路：改变，是一辈子的承诺
“冒险”从定义上就是在不确定结果时所采取的行动。如果必须在“未知”中生存，那我必须紧握住
我“已知”的是什么。
有一个白日梦开始在我心中萌芽
当我们的梦想大于自己的时候
人生中最纠结的时刻
现在的你，有多少时间可以真正留给自己？
遇见满满的鼓励和感动
要记住这一刻如此害怕的自己的模样！
这是我最重要的决定
你很特别，特别到该做些不一样的事
TED×Taipei演讲 拥抱世代从教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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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足够丰盛，才能与这世界平等对望》

精彩短评

1、精彩
2、我读到的是，作者在成长路上一直是佼佼者，尝尽了最好的饼干，学生生涯都为不负青春目光所
及奋力前行，经历了最艰辛的奋斗，经历了最别样的经历。
全书都是作者优渥的在各种非盈利机构里“镀金”，最后工作不到一年，毅然回到台湾从事公益，创
建并经营着Teach For Taiwan。
对于成长的我们来说，经历和选择和努力坚持最棒，所以，故事激励了我！
3、未曾想过的丰富，未曾了解的贫瘠
4、很感动. 没有看到她是通过怎样的努力进了普林斯顿，却看到她是怎么样一步步找到自己真正想做
的事情并实现自己的价值. 她放弃了纽约的高薪，回到台湾只为teach for all. 对于这样的女生，实在敬
佩. 
5、优秀的人走到哪里都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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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足够丰盛，才能与这世界平等对望》

精彩书评

1、我们安排在台北女子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很别致的西餐厅里见面。那天我和文学代理人先到，等
了一小会儿，刘安婷手捧着个黑色的保温杯，穿着深色的大衣，朝这里走过来。起初我没有认出来，
眼前这个清瘦的美女，和照片上还有些许baby fat的她，差别还是有的。我们握手，我表达我的惊讶，
她比书上的照片看起来瘦多了，也漂亮很多。她淡淡笑笑，说回来台北的饮食原因，身体可能一下子
就适应回来了。这个仅有24岁的女孩，眼里完全没有对这世界的半分陌生和惧怕。这是最令我吃惊的
。我们初次见面，吃饭，聊天，聊书，也聊她在普林斯顿求学时期的经历，聊她现在的工作，聊她曾
去过的那些地方，做过的那些事。她的言谈举止，完全没有我在这个年纪时，甚至是之后到现在，那
种面对陌生和世界的彷徨无措。是的，她的眼神里有我所羡慕的坚定，那种，可以与这个世界对望，
神情中的不躲闪，不徘徊，也不退缩。我在想，这么多的经历，这么多的体验，于刘安婷来说，一定
远不止书里写得那么简单。或许通过这本书，我们读到的是一个精彩的大学生活，但是当我看到她的
眼神时，我知道，这一切在她身上的沉淀，远非文字所能酣畅表达的。安婷是个从小成绩就非常优秀
的好学生。这句描述老套得令人麻木，就如同她既定该走的路一样，想想，其实也真的会令人叹息。
她总是自觉地完成学业，自觉地争取第一，从来不用父母督促，而她的父母所叮嘱她最多的话是“不
要学了，休息休息吧！”或者是用尽办法，让这个专注的女儿离开书桌，出去玩一玩。对的，这就是
那个隔壁家的乖女儿，所有的事情总是第一名，我们看着，就觉得好累。但如果你觉得安婷也是个，
不知道为什么要考第一，就麻木地做着优秀的女孩的话，那你就错了。安婷从来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而
做什么。高中的时候，独自去美国探亲的机会，她看到了自己的梦想。于是，她决定要考普林斯顿大
学。吃饭的时候，安婷告诉我，普林斯顿是全世界最注重大学本科教育的学校，这一点和哈佛注重学
术研究不同。普林斯顿的学生，注重的是对世界观、价值观的基础成型教育。也就是说，你先要成为
一个真正的人，然后才能做出专业上的选择。安婷很认同这种教育理念。和我们现在的教育不同，她
觉得，育人，是最根本的。有了梦想之后，安婷开始了艰苦的努力。她其实不是那种天资聪颖到过目
不忘，或者是只需要花上别人三分之一的力气就可以抵达优秀的人。所以，在学生时代，刘安婷坦言
，自己并不受人欢迎。因为总是那种埋头学习的形象，就像每一个妈妈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一样，
令你嫉恨，又不屑一顾。好在，努力并没有辜负过她。她一直是个有神护佑的孩子。高三那年，她放
弃了台大的机会，以及同时向她招手的很多知名国外院校的奖学金，一意孤行地等来了普林斯顿为她
敞开的怀抱，而且还是全额奖学金。我搜了一下，普林斯顿大学全美排名第三，每年的奖学金名额在
中国也只有2人。台湾？欧码噶的，你们自己对比一下机率吧！于是，这个姑娘就这么心想事成地飞
往向往的大学，以为自己学生时代的苦读生活就此结束了，接下来可以优雅地做个名校的大学生了。
然而事实上，在普林斯顿的第一年，优秀惯了的安婷，并没有一下子就适应这里的节奏。周围的人都
比她还要优秀几个层级，全英语的授课环境，不要说是懂，就是听都只能听个大概。安婷在最开始的
日子里简直绝望透顶。她觉得，自己还不如教室外面枝桠上的一只鸟，至少那只鸟可以堂堂正正地飞
在普林斯顿的校园里，而她呢？严重怀疑，自己怎么配得上这里。你看，从来没有谁可以轻松地捡拾
优秀，哦，也许那些少数的天才真的可以。但我们的安婷和你我一样，都好羡慕那些拥有非凡智商的
天才啊！如果你打开这本书，你会看到安婷接下来的普林斯顿生活。绝对不是枯燥的学海无涯苦作伴
，也绝对不是什么普通孩子如何挤入纽约金融界的励志故事。相反，你会看到她，一直在努力追求一
种与世界对话的经历。在这本书里，她的足迹踏遍欧、美、亚、非四大洲的多个国家，曾在几内亚湾
跟加纳的孩子们戏水、在塞纳河畔和法国同学辩论哲学、在加勒比海与海地的灾民一同重建家园、在
日内瓦湖畔和联合国官员谈判、在湄公河旁访问柬埔寨国务卿。她也曾因课业落后太多而被教授羞辱
、曾为了融入酷炫的朋友群而迷失自己、也在毕业时因获得最佳论文奖喜极而泣⋯⋯所有这些故事，
并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到不真实，反而她就像是你身边的邻居家的姑娘，跟你交心地讲着自己的心事一
样，自然而流畅。或许连安婷自己都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站在TED的讲台上，博得全世界的瞩目
。有一天，她会为了一个梦想得不切实际的信念，成为开拓者。现在的安婷，忙碌于自己的teach for
Taiwan公益组织，偶尔会做演讲，分享教育的世界性。她成了一个真正很global的人。走过了那么多地
方，那种纯粹的独立，自然的凝视，终于刻在了她的身上。我想，是因为这样，才有这样的她，年少
而成熟，轻盈而丰盛的姿态吧？是的，见过了安婷之后，我脑海中这句话一直都无法挥去。这是一个
怎样内心丰盛的女孩，才能有如此面对世界的坚定眼神啊！回来后不久，我就把我的文案和书名发给
安婷。我说这本书就叫《要足够丰盛，才能与这世界平等对望》，我知道很多人初读这个名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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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足够丰盛，才能与这世界平等对望》

感觉就是，太长了，第二感觉就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相信，当你看过安婷，你会明白，她是如此完
美地诠释了这句话。有时候我们经历沧桑，和苦难，历经种种，和艰难，并不是为了有多么牛逼的故
事素材，好跟人吹嘘和弹奏。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些日子，那些又苦又有意义的日子，会在你的
身上刻画下多么动人的痕迹。但是，我要告诉你，它们会让你的内心变得丰盛，会让你的眼神变得坚
定，会让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更加沉稳和自信。当有一天，你看到这个姑娘，相信你会有和我一
样的微笑。这个世界，有这样的人，真的很美好，很有希望。
2、这本书看完之后确实只能用出乎意料来描述，当看到封面的时候以为是一本自吹自擂的书，本来
不想多看，不知道为什么就看完了，还恋恋不舍。刘的美国求学经历非常丰富多彩。 刘每一年的暑假
都是去一个个地方实践：加纳、法国、瑞士、美国监狱等等，我觉得这些丰富的经历组成了刘丰富多
彩的人生，也正是这些经历为她以后放弃高薪的美国工作回台湾成立TFT有很大关系，或许注定她就
是为TFT而生。我觉得台湾的人是幸福的，起码有人在为不公平的教育出力，为新一代出力。 从书中
我也看到初到普林斯顿的不适应、掉眼泪，到后来的最佳论文奖。中间经历的总总或许只有真正经历
过的人才有发言权，作为旁观者只是看到她的轻描淡写。所以说每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都是在我们看
不见的地方付出多的多的汗水。 我想一个人自己成功自己的奋斗占绝大多数，也离不开开放的家庭环
境，学习环境，自己认识的人，老师，同学，朋友等等都会起到一定作用。比如作者中间好几次靠着
校友，导师的关系让事情往往少走很多弯路。美国的教育当然也让我认识到他们是在培养你独立思考
的能力，而我们的教育往往是在教我们考更高的分数。我们国内论文的抄袭成风，而国外学校给你经
费让你自己去研究，从而写出实际的论文。这一点我想值得我们高校借鉴。 我一直以为刘最后会在美
国发展，因为毕业之后：高薪、高福利、高环境往往让我们很舒适。吃喝不愁了还不好好工作，想东
想西肯定会被长辈数落，但是刘一直在挣扎，最后放弃了美国的高薪回到台湾成立TFT这一点值得我
们年轻人好好学习。 一件事的成功往往需要很多因素：美国的NGO案例、老板的鼓励、校友帮助。
当然最重要一环是朋友的鼓励和陪伴才让刘下定决心放弃美国一切回来奉献自己。我们的教育一直在
教我们如何成功，如何赚更多的钱。往往没有让我们去问自己的内心需要什么。当下我们年轻人的心
态：高不成，低不就。 书中最后讲到台湾偏远山区的教育失衡，但是年轻人往往吃不了苦，没有干不
久久放弃跑回自己舒适的家了，没有人去考虑过“孩子怎么办”。或许我们都是自私的，好不容易读
了这么多年书，希望工作之后好好为我们的物质条件奋斗，对于工资不高，条件艰苦的事情往往不看
一眼。其实每个人需要忠于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TFT对比大陆就是大学生毕业去偏远地方教书一
个类型，曾经刚进校时自己就想着要毕业之后去参加这个项目，可真正到了毕业时往往还是现实重要
一点，压根就不会想到那些孩子的无助。想在想来真的很后悔，毕业那个时候的理想就这样被自己狠
狠的丢弃了。虽然说现在可以参加其他类型的项目，但是往往总是被自己的各种借口挡着无法圆梦。
我只能说这本书值得大学生好好读一读：看看优秀的人怎么学习，怎么安排自己的假期，怎么成长的
。 所以说美好的时光值得我们珍惜，我们要好好珍惜眼下，忠于自己的内心。
3、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说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在美国的伯克利大学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
们将一大群大学生召集起来，之后分成一个个三人小组，然后在每个小组里面随机选出一个小组长。
接下来，每个小组都被分别放在一个房间里，研究员给他们讨论的题目，然后就离开了房间，让他们
进行讨论。过了一会儿，研究员们又回到了每一个房间，手上端着一盘犒赏他们的饼干，只不过这个
盘子里面有四块饼干。研究员们想看看这最后一块饼干的“下场”会是如何。那么大家猜一猜，这第
四块饼干的命运是如何呢？研究结果发现，几乎毫无例外的，这多出来的一块饼干都被随机选出来的
小组长吃掉了。当然，这样一个实验结果的解释方式有千百种，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实验当做一种对
世界的譬喻，那么是否从某一个层面来讲，我自己和在场的各位都是这个世界上被随机选出来的小组
长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去定义我们的成功呢？反过来说，面对这个世界上没有
办法吃到饼干的小组员们，我们的态度，甚至是责任，又在哪里呢？我很喜欢讲这个饼干的实验，其
实是因为我认为它非常贴切地描述了我二十三年以来的人生。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饼干怪”，一
个一个第一名、一份一份成就，就是我的饼干。我很爱吃饼干，而且我很会吃饼干。在大学之前，我
觉得我已经找到了我人生的目的。那时候，我不仅要考全台湾第一名的大学，我还想要考全世界第一
名的大学。总之用一句话来讲，我就是大家从小到大最讨厌的“对面阿姨的女儿”。终于，我在高中
毕业的时候考上了全世界第一名的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是台湾唯一一个。那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找
到了我人生的最终目标——那就是不断地去吃下一块更大的饼干，总有一天，我可以吃到这个世界上
最大、最饱满的饼干，让我吃了一辈子都不会再饿，我把它称之为“终极饼干”。第二个故事。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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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暑假我有机会来到非洲的加纳，在那里做两个月的小学老师。我的教室非常落后，地板是泥土，黑
板是黑色油漆涂成的。我的学生穿着的制服都是捐的，所以不曾合身过。虽然是上课时间，但是只有
一半的孩子在做笔记，不是他们不认真，是因为只有一半的孩子有笔。虽然环境非常恶劣，但是孩子
们面对一个外国来的老师总是很兴奋的。从我进教室的第一刻开始，就开始有学生、有其他老师跟我
警告，说有一个孩子叫玛丽，玛丽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老师赏过脸，而且其他老师还跟我说，如果你
硬要管她，她可能还会揍你，叫我小心一点。但是，我总觉得忽略她，好像是便宜了她。所以十八岁
的我固执地坚持每一天进教室都要跟她说：“Hello Mary, how are you?” 玛丽，你好吗？“Hello Mary.
” 讲了四个礼拜，她一点反应都没有，从来不理我。“Hello Mary.”又讲了一整个礼拜，到了第五个
礼拜的时候，她忽然抬起头说：“I’m not good！（我不好！）”但是任凭我怎么问问题，她就是不
理我。“Hello Mary.” 又讲了很久，到了第七个礼拜的时候，她忽然又抬起头说：“I’m not good.
My mother hit me！”我不好，我妈妈打我！但是她从此就再也没有跟我讲过任何一句话。两个月的任
期很快就到了，到了我教学的最后一天的时候，我走到我的教室，想要和我的孩子们说再见，说完再
见我就往校门口走过去，那里有一台巴士等着载我去机场。走到一半的时候，我忽然听到背后有“哒
哒哒”的跑步声，我转过去看，发现玛丽正朝我跑过来，我吓了一跳，我以为她要过来揍我。我跑得
太慢，终究还是被她追上了。那天下着毛毛雨，所以地上都是泥泞，我的脚上也都是泥土。当她追上
我的时候，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她就蹲下来，用她的手把我脚上的泥土一次次地抹掉，然后她站起来
，往教室跑回去。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玛丽，我看着她跑回去的身影，第一次惊讶地意识到，带给一
个孩子改变的契机，竟然会是我不经意、不起眼的一句“你好吗？”而我也问自己：“如果今天我可
以为玛丽留下来的话，那么是否她的故事，我的故事，都会有所不一样呢？”第三个故事。两年前，
我得到一个机会来到了海地。大家都知道，海地在大概三年前经历了一场非常大的地震，当时的死亡
人数比台湾的九二一多很多倍以上。我到海地的时候，离大地震已经过去一年，但是当时他们仍然穷
到连总统府都没有办法修，穷到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埋葬自己的亲人，所以十几万人的尸体就丢在一
个大坑里，一起埋葬；穷到三分之一的全国人口，仍然住在帐篷搭的难民营里。我去海地是在难民营
中当法文和英文老师。我虽然是一个老师，但我在看过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之后，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
，我觉得：“我到底有什么道理可以教给你们？”所以除了上课的时间之外，我大部分时间很少讲话
。我只不过是去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帐篷里听我的学生们讲他们的故事，陪他们一起哭、陪他们一
起笑。回到美国之后，我的海地学生们会想办法用网络和我保持联络，其中有一个学生，其实年纪没
有比我小几岁的学生，他告诉我说：“Je ne cesse pas de parler de toi ici.”我从来没有停止过讲你的故事
。我说孩子啊，我没有什么故事，你明明知道我很少讲话的，我哪来的故事跟你讲？他说：“老师，
因为就只有你来的时候，没有满腔的大道理要讲给我们听，只有你用你的聆听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
就算没有办法改变了，都有他们的既有价值。”讲这三个故事，其实是希望在某一种程度上描述我这
个“饼干怪”在追求所谓的“终极饼干”的旅程。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当我似乎拥有一切，我有
高学历、我有高收入，甚至是高名气的时候，我的心却一味地去渴慕更大的饼干？但是当我的心因为
玛丽而纠结，当我的嘴巴因为感到渺小而闭上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却有一种非常莫名的饱足感呢？当
我在思索这一个问题的症结点的时候，我读到德蕾莎修女的一句祷告词，她说：“May God break my
heart so completely ⋯” 神呐，求你将我的心完全地破碎，这是她祷告词的第一部分。我读到的时候还
是非常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的祷告不都应该是“神啊，求你保佑我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
作，找到好老公⋯⋯”总之神呐，求你保护我不要心碎，不要受伤。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奇怪的人，
要做这样背道而驰的祷告呢？后来，我把她的祷告词读完，她说：“May God break my heart so
completely that the whole world falls in.”神啊，求你将我的心完全地破碎，好让我的心中能有整个世界。
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原来我从小到大所相信、奉持的“饼干定律”是错的。我们的社
会告诉我们的孩子，“孩子，饼干越多，快乐越多！”所以我们不断地、竭尽所能地去吃各种各样的
饼干，不论这个“饼干”是成绩、是成就、是外表，是任何让我们应该可以满足的东西⋯⋯我们做这
样的事情，好让我们比别人更快乐。虽然我曾经是追逐饼干比赛之中最强、最快乐的佼佼者之一，但
是我却发现自己是在狼吞虎咽，与其说我的心充满了快乐和饱足感，还不如说它已经昏得、饱得、胀
得看不到眼前的世界，也感受不到身旁的温度了。我的世界可能就在我的眼前，我的世界可能就在我
的手上，但是在我的心中，它只是越来越冷，它只是越来越空。但是，当我的心因为玛丽，因为海地
的孩子们而开始破碎的时候，我反而开始恢复了知觉。而我也才看到原来真正的养分来自于每一份破
碎之中所带出来的，所共享的生命的坚韧、希望和爱，而这些养分才真正开始填满我的心。这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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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体悟到：原来最令人饱足的饼干是破碎的饼干，最快乐的自己是最柔软的自己；生命的破碎原来
是为了给予，生命的破碎原来是为了祝福别人，更祝福自己。当我们的心能够破碎的时候，世界就不
再是在我们之外，才能够开始涌入我们的心中。当我们能够吃到世界那块饼干的时候，我跟你说，可
能再也没有比那一块饼干更大、更令人饱足的了，那对我来说，才是所谓的“终极饼干”。讲了这么
久，大家可能想说这不是应该是Teach For Taiwan的创办人吗，怎么讲了这么久还没有讲到Teach For
Taiwan。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可能会被忘记，但是一个人为什么做事情是不会
被忘记的。为什么要创立Teach For Taiwan？在台湾，尤其在台北，我们或许很难想象有孩子必须面临
像是在加纳、海地这样的困境，但是我们的孩子们每九个就有一个是所谓的“弱势儿童”。这些孩子
饱受饥饿、虐待，甚至因为爸爸妈妈是新住民而受到歧视，我认为这不是政府的问题而已，这是所谓
的人权问题。而在这个问题的重重环节之中，教育问题尤其严重。但是，在教育的问题里，我们常常
会觉得孩子们最需要的是新的制服、新的书包、新的笔记本，但是真正最大的断层来自于愿意花时间
、愿意和他们建立关系、愿意陪伴他们的老师。《天下杂志》在上个月，对于这样偏乡的“教师荒”
做了一个报道，最令人困惑的一点是，每一年台湾有那么多年轻人挤破头想要当老师，为什么我们找
不到人去偏乡做这么重要、这么被需要的工作呢？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错综复杂，我们不能以偏概全
，但是重要的症结点或许是来自与这个世代在追求饼干的游戏中迷失了自己。做老师，或者做任何工
作，对我们来说被狭窄化为下一块饼干。而去偏乡做老师这一块饼干，所需要面临的挑战，以及更可
能面临的心碎，让这一块饼干看起来非常的难吃。Teach For Taiwan不是一个想要召集青年就业的中介
公司，它是想要带领我们年轻人、我们这一个世代做一个更大的想象。如果在偏乡教书，所回馈给我
们的不只是一块饼干，而是一个世界呢？如果未来的领导人，在年轻的时候能够不先去问自己要吃的
下一块饼干是什么，而是先去问，看看自己随机得来的所有的饼干，我如何能够将它们破碎，站在社
会最需要我的地方。这样的领袖是否能带出台湾世代的转变呢？因此Teach For Taiwan是一个召集年轻
人去偏乡承诺至少两年做教学工作的计划。我们相信最大的革命，是来自于我们心中的“饼干革命”
。不只是教育，面对社会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试着用好老师的心，冒着心碎的风险，先用我们的行
动去无条件地在乎它。最饱足的饼干，是破碎的饼干；同样我相信最强大的世代，会是愿意破碎的世
代。May God break my heart so completely that the whole world falls in.这是Teach For Taiwan的团队，我没有
时间一个个介绍他们。我们相信，有一天，在我们台湾人世代的心里能拥有比世界更大的饼干。我们
是Teach For Taiwan，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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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要足够丰盛，才能与这世界平等对望》的笔记-加纳：欢迎来染上我们真正的颜色

        “我并不觉得你骄傲，你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拥有比别人多并不是一件错事，但是如果你看
不见拥有比你少的人，那才是错事。”
等自己足够有钱、有能力、有资源之后，才有“条件去冒险。但是如果一直等，我们或许永远没有办
法踏上冒险的旅程，无法做到别人眼中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是有条件才能微笑，是微笑后才能有
条件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的故事不是都不可能单一。每件事情都会在各自的时间走到对的地方

2、《要足够丰盛，才能与这世界平等对望》的笔记-社会新鲜人：感谢给你第一份工作的人

         “来，第一课，不管开什么会，有两个东西绝对得带：电脑和笔记本。第二课，不管是学东西还
是叫别人东西，绝对不要过度相信你的耳朵、嘴巴和记忆力——边听、边说、边写下来，虽然这样看
起来很慢，但我敢打包票，这是最省时间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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