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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涼的秋日早晨，我們和楊宗翰相約在捷運站附近的

咖啡館，聊聊關於他自己的生活哲學；而在訪談開始

之前，他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專注地修復來自於朋友

的「贈禮」。  

 

「這是竹掃把，用臺灣東部特有的竹子製成。」他向

充滿好奇的我們介紹這份禮物的來歷，它的掃把頭不

同於一般常見的竹枝，雖扁平如竹葉，卻又有竹枝般

堅硬與柔韌，湊近還聞得到屬於竹葉特有的清香。楊宗翰用繩子將它重新綁牢綑緊，確認固

定妥當後，滿意地放在身旁的椅子上，抬頭看見我們贈送的小月曆，有些靦腆地推還：「抱

歉，我不使用月曆來記事，把它送給更需要的人吧。」  

 

東西存在的目的，是要讓人們使用，而不是讓人們擁有，這就是楊宗翰過日子的思惟模式。 

 

「我想提供這個社會不一樣的選擇。」他認為，我們都太習慣以金錢為主的交易模式，期待

能用最少的付出換取最大的回報，認為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別人的善意也許是為了獲得某

些利益。「但我們都很清楚，情感關係不應該是一種交易。」他舉例，若是一個男孩真心喜

歡一個女孩，他為她做的每一份禮物，不會是希望女孩能夠回報他什麼，而是單純享受自己

能夠帶給她開心而已。  

 

訪談楊宗翰，像在上一堂關於生活的思辯課，他帶來許多不同於一般的選擇，並且不斷地以

行動質疑那些「無法改變」的事情。他想，唯有自己證明這種方式是可以在社會上生存的，

人們才會相信，無私的分享並不僅在童話故事中的烏托邦出現，它是真實存在的。  

 

克羅埃西亞教會我的一堂課。  

 

在克羅埃西亞留學的那段時間，楊宗翰與當地的 Freegan 一起去占領了一間廢棄的屠宰場，

並且在夜晚偷偷溜進超市的垃圾場，拿取那些被丟棄的食物。在當地，這些都是法律所不允

許的事情，但對他們來說，卻有著非做不可的理由。  

 

「你能相信，即使在克羅埃西亞這麼窮的地方，超市還是丟棄很多食物到垃圾桶裡頭；仍舊

不斷地蓋房子、蓋新大樓，可是買得起房子的年輕人卻愈來愈少。」因著戰爭的緣故，克羅

埃西亞有許多土地權狀都已佚失，在無法證明公私有地的情況下，空屋和空地被迫閒置且無

人問津；超市也因為不能販賣過期產品，而將許多快到保存期限的食品，在還可以食用的情

況下丟棄到垃圾桶裡等待腐壞，但當地明明有許多人正飽受飢餓之苦…。「這兩件事卻是完

全合法的，難道還不荒謬嗎？」  

 



問題如此明顯，大部分的人卻視而不見，這讓當地的 Freegan 決定做些什麼來要求大眾「看

見」：他們去占領空屋，把房子整修成可以居住的空間，免費讓任何有需要的人去住；把垃

圾桶裡的食物翻出來，拍照並免費分享給任何有需要的人吃。雖然違反了法律，卻有效地讓

社會上浪費掉的資源被妥善地利用，更喚起民眾去認知和察覺，原來有這麼多的能源被他們

無謂地消耗。  

 

找回過往社會的互助精神。  

 

「臺灣資源浪費的情形雖不嚴重，但我希望找回二三十年前的鄉村互助精神。」在早期物資

缺乏的年代，彼此總會互相借用物品和噓寒問暖，隨著時間的推移，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伴著

愈來愈多的高樓大廈日漸疏遠。此外，報章媒體過於渲染某些「特例」──好心扶跌倒的老

奶奶反被控告傷害；或是送別人食物，卻變成造成他人身體不適的藉口…。我們恐懼可能的

紛爭而開始習慣忽視，學著少管閒事來保護自己的權利不受到侵害，進而造就社會的冷漠，

造成需要某些物品時，總是直接去「買」而不是「借」，於是家裡的東西愈積愈多，用到的

時刻卻是少之又少。  

 

我們能夠為社會做些什麼改變？楊宗翰不斷思考這個問題，他試著舉辦「白吃的午餐」和「免

費商店」，邀請大家把用不到、吃不完的東西帶到活動現場或是合作的店家，無私分享給周

圍的人。在那裡你可以享用完就離開，也可以選擇留下來，奉獻屬於自己的一份力。除此之

外，他也試著在遠行的時候，在交流道下等待一輛願意分享空位的車子。「我們試著讓大家

知道，在這個空間裡頭，人不需要交易也能互動，我們能夠單純真實地分享彼此擁有的東西。」 

 

楊宗翰承認，舉辦活動的同時，許多質疑的聲浪鋪天蓋地而來，害怕自己的好心遭受陌生人

的濫用。「但這就是免費商店之所以存在的意義，他讓我們試著與更多人接觸、交流，當彼

此熟識之後，信任感就會產生，這些害怕與擔心自然也會消弭。」他相信，若要讓這個社會

相信溫暖真的存在，就必須有人當一個「固執己見」的傻瓜，永遠站在社會是良善的那一方，

才能感染其他遲疑的人，慢慢地朝我們期待的社會面貌邁進。  

 

沒有規則，每個人都可以付諸行動。  

 

「我很幸運，遇到的都是支持我、鼓勵我的人。」經由這些活動的實踐，楊宗翰發現，現代

人與其被別人幫助，更希望成為一個能夠幫助人的存在。「我在搭便車的時候，常常想盡各

種方法要表達對車主的感謝，但幾乎每個車主都表示，之所以停下來載我一程，就只是因為

車上有空位，既然他不管怎樣都要開車，那不如就把空位分享給有需要的人。」甚至有車主

反過來感謝，因為他讓自己做了一件很滿意自己的事。  

 

「這明明是一件簡單的事，許多人卻把它當做珍貴的體驗。」這些回饋，讓楊宗翰更堅定自

己的信念，並把這些人給予的幫助化做無形的力量，無私地分享、傳遞給下一個他有能力幫

助的對象。「一個接著一個，總有一天，這份『善』的循環一定會回到我的身上。」當那天

來臨之時，每個人都不會再期待獲得同等價值的回報，因為過程中獲得的快樂與滿足，早已

足夠讓自己肯定自身所存在的價值。  

 



「這是一個概念，不需要特別勉強自己，只要你覺得開心，願意去試看看就可以。」每個人

都有屬於自己的方式，楊宗翰說，這件事情不是只有自己在做，很多基金會和社福機構，都

具備同樣的思惟模式──不投入新的資源，以現有的資源為主；不斷思考能為其他人，或是

整個社會做些什麼…。唯有這份想法成為人民共同意識的時候，不需要過多的訴求與抗爭，

你會發現整個國家，都會朝著希望的方向前進。  

 

自己選擇的路，即使失敗也快樂。  

 

訪談的最後，我們忍不住詢問楊宗翰，究竟是什麼動力驅使他勇敢面對質疑，堅持以自身所

選擇的方式來過日子？  

 

他笑著說，很多人覺得他的理念很酷，但都不希望自己的兒子或是另一半遵循這樣的方式過

活。「我的父母雖然不支持我的決定，卻也沒有阻止我去實踐。」他感謝他的父母選擇在旁

守護，默默地承受來自親戚朋友間四面八方的質疑。  

 

「每個人都會遇到與父母親意見分歧的時刻，早一點可能在國中，但大部分的人在上大學

時，都會經歷到這樣的過程。」他認為如果我們選擇遵循父母的道路，也許會獲得成功，因

而感謝父母為我們下的決定；但如果不小心失敗了，我們只會將責任丟給父母，責怪他們的

不是，不會去思考是不是因為不想做，所以努力得不夠。「但如果是自己選擇的道路，成功

了，並不代表父母要求的路是錯的，只是證明了其他條路也可以，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讓我

選擇自己喜歡的路？」就算自己的選擇在最後失敗了，我們也會服氣，明白父母是正確的，

轉而認同父母的智慧。「但前提是，必須讓我們自己去體驗失敗。」  

 

沒有體驗過失敗，就不能把未來的幸福加長，楊宗翰說，人生不差那一丁點的時間，我們必

須學會為自己的決定負責，去相信你所認同的想法並付諸行動  ，或許成果不甚美滿，但在

過程裡，我們至少是微笑著的。  

心得分享：  

  分享是人生中最簡單也是讓現代人難以突破的境界，有時候你買一包餅乾會到家裡，有

人會議回到家就進房間一個人玩著電腦吃著零食，但有些人卻是先問剛好有在家的親人們要

不要吃再回到房裡，兩者看似這是差在於一個動作，實質上卻差了十萬八千里，心裡是不是

只有自己，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不管有沒有高學歷、好家世的背景，一個人只會自私自

利，其他人也不會真心對待的。  

*為尊重智慧財產權，選用之圖片、文字請附上網址，謝謝。  

文章來源：https://udn.com/news/story/7020/2207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