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是 2001 年加拿大楊•馬泰爾(Yann Martel)的創作，由

名導李安拍成賣座奇佳的電影，在 85屆奧斯卡勇得最佳導演等 4座獎項。 

這一部片子描寫印度男孩 Pi 和家人展現移動力，運搬家族所有的動物園動

物，搭上日本貨輪遠渡重洋，準備移往加拿大再求發展，不料遇上暴風雨，幾經

搏鬥，最後「船破人亡」，「獨」留 Pi 和一隻老虎，在一艘小小的救生艇上漂流

怒海的故事。對 Pi 來說四海茫茫，既要與海神鬥，也要和天候搏，更要與兇猛

殘暴的老虎「相處」，這當中，歷經多少內心的掙扎沉澱，多少肢體的考驗折磨，

一個人孤獨自處，在虎口求生中，承受一連串驚心動魄、危險無比、求天天不應、

呼地地不靈的威脅衝擊，看過電影的人必然印象深刻，最後兩「人」安然上岸。 

Pi 所以能活命上岸，當係堅韌無比、能屈能伸、能軟能硬、能進能退，在

恐懼失神中不失理性，在冷靜堅毅中不失感性的適應能力使然，也就是 Pi 在惡

劣無助的環境中，戒慎恐懼、隨機應變、步步為營，從絕境中掌握生機，從近乎

虛幻昏迷中保留清醒的求生、防衛意志使然。 

看來，移動力固然給人帶來新的機會、賦予移動者新的希望，只是人生無常、

境遇難料，沿途荊棘挑戰很多，像少年 Pi 一樣，一場海難，帶給全船生死存亡

的考驗，缺少足夠、堅強適應力的成員，全部慘遭淘汰，只有適應力十足的 Pi

和老虎幸運存活，得以繼續追求夢想和希望。 

可見，移動力固然有如探針，可以找尋新機會、新希望，只是能否美夢成真、

逐夢踏實，在在需要堅強的適應力才成。 

移動力、適應力已然成為現代人生活、競爭非常需要的能耐。 

根據 2005年聯合國統計，全球超過 1億 9 千萬人離開母國，在他鄉生活、

工作，如果加上短期觀光、旅遊、商務、交流，全球移動人口數恐怕數倍於此，

看來，全球移動力 (global mobility) 已成為現代人非常重要的能力；同一年，普

林斯頓大學校長 Tilghman 也在開學演說中宣示：「全球通識」 (global literacy) 必

須植入普林斯頓的 DNA，俾能代代相傳，用以培養具備全球移動力的現代公民，

無論去那裡，都能適應、都能開疆闢土生活，才能適應未來以移動變遷為常態的

社會，看來，面對「經濟發展、科技交流、國界模糊」的時代，強大的移動適應

力已成為贏得競爭的必要條件。 

然則，移動力所需的要件是什麼？ 

要之，移動力除了需要語言和健壯的身體之外，還應包括開放的心態、具足

的膽識、多元的價值、穩定的情緒以及凡事都能保有彈性的度量，用以認同多元

文化、融入當地社會、接納異境生活、欣然因應挑戰等，這樣的期待，美國新勞

動力技術委員會已在 2007 年修改幼兒園到中學的課程內容，用以激發學子先備

的移動觀念，培養學子移動素養、移動能力和靈活適應能力，這當中，還特別強

調適應力的重要，因為達爾文在《進化論》中說：「存活下來的不是最強的物種，

也不是智力最高的物種，而是最能適應變化的物種。」證諸比人類早數億年活躍

於地球的蟑螂，幾乎什麼地方都能生存，就可以了解適應力的重要，可見，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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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培養應該和移動力等量齊觀，否則，只有移動而不能適應，移動力就失去意

義。 

再看，當今我們生活的世界，已然成為一個時時可以移動、處處可以移往的

社會，永續固守一處的人，很容易流失機會，難得進展，呼應「變不一定比較好，

不變一定不會比較好」的說法。談到移動，就個人來說，先要有移動的念頭、移

動的意願、建構移動的心態，接著茁壯移動的勇氣、備妥足以移動的能力，接下

來更要思索何以 (why) 移動，用以堅定自己的信念、強化非達目的不罷休的決

心，再來要具體考量移往何處 (where) 、何時 (when) 移動、和誰 (who) 結伴

移動或移動後和誰 (who) 一起工作、生活等，當然如何 (how) 移動，以及移動

時應該準備什麼 (what) 資訊、材料、工具……，都需要妥善考量，有了這些移

動前的周延準備，必有助於移動力、適應力的發揮、展現和調適、整合，對減少

阻力、增加助力、成功移動、有效適應，實為不可或缺。 

其實，運用移動力、展現適應力，追求新生活、新境界，成就人類偉大事蹟、

展現人類的事業成就，並非始於今日。我們看誕生於西元前 551年的至聖先師孔

子，他的偉大實肇因於 55歲到 68歲年間展現移動力、適應力所累積而成，那幾

年，孔夫子風塵僕僕周遊列國、考察時政，受盡多少辛酸苦楚、吸納多少日月精

華、體驗多少奇風異俗……，孔夫子如果沒有這一段勞其筋骨、苦其心志的修煉，

就不會成為今天我們認識的孔夫子；還有西元 399 年，比玄奘大師早 228 年發揮

破冰決心、劍及履及、吃下所有苦頭勇往邁進、展現移動力、適應力，陸路前往

印度取經、14 年後海路回國、堪稱中國第一位留學生、對佛學修煉傳揚大有貢

獻的法顯大師。又如寫下歷史鉅著《史記》、讓中國人成為「歷史中人」、寫史記

之前就雄才大略，不辭勞苦走遍當時能夠抵達的所有地方、吸納各地靈氣修煉自

己的司馬遷；再看，如今許多人熟悉、敬佩的年輕世代、靠著雙腿、憑藉毅力、

一跑幾千公里、克服極端惡劣環境、征服大漠、極地的林義傑、陳彥博，以及雪

季單車橫跨西藏高原 1800 公里的謝旺霖，都是展現新時代移動力、適應力，獲

得傑出成就、傲視世人的例子。 

總之，盱衡古今中外史實，能展現移動力、發揮適應力者，的確更能成就自

己、造就事蹟，只是，時代的變遷、生活條件的富足、面對觀念的改變、情緒的

起伏、挫折的產生、考驗的苦痛，有些人難免產生安土重遷、一動不如一靜的安

逸心態，想想數百數千年前，文明未發、工具闕如，先民的移動幾乎只能仰仗獸

力或依賴自己的雙腳，不但能量非常有限，而且辛苦危險萬分，在那種貧乏不足、

安危難料的條件下，都還有那麼多先民以決絕的意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氣移

動、探索、磨練、學習、體悟、發展，耕耘文史成果、文明成就，相對於今天，

科技如此昌明發達、運具如此舒適安全、移動如此快速便捷，人類的移動力、適

應力已然大增，期程的掌握也更為精準可靠，運用移動力、展現適應力壯遊、交

流、經商、學習、考察……增長見聞、修己成人似乎更為容易、更為理所當然，

年輕學子豈能不用心、用力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