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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從古至今以來，都在依靠着外界的事物存活。我們的祖先
需要觀察天氣、尋找食物、感知外在的危險，以保全性命，繁衍後
代。如今的我們需要察言觀色、與別人交流、關注社會、國家、世
界的動向，不斷地接收外界的資訊，以應付社交、學業和工作的任
務。所有人都在接收着外界的信息，這些信息是客觀的、一致的，
既然所有人看到的事物是客觀的，為甚麼世界上還會有這麼多不同
的聲音和立場？這或許就是人與動物的不同吧！動物也依靠自身的
感官，接收外在的信息，適應環境以求生存，但是，僅此而已。人
呢，還有着比生存更深邃的一層東西——思想。

有些人出口成章，對事情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言行談吐之間
流露着成熟的思想；有些人則人云亦云，隨波逐流，沒有自己的喜
好，沒有自己的原則。有思想的人是怎麼做到的？又為何有人的內
在沒有「東西」？這就要討論到「內」和「外」了。這兩個東西就
和白天黑夜一樣，對人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白天和黑夜交替運行，
外部的資訊和自我內在的判斷分析，缺一不可。

大部分人都是向「外」的，人的五感，都是探索外界的工具，
我們觀察環境、聆聽聲音、品嚐食物、嗅聞氣味、感受溫度和觸感。
我們不得不去關注外界的事物，為了融入人群，跟上時代的步伐，
甚至會過分地關注外部，而忽略了內在的發展和修養，外部的信息
進入後得不到吸收和融合，結果便會隨着外界的環境變化而流失。
這樣一來，人似乎就缺少了甚麼。

當別人跟你談起一則新聞，你有所耳聞，也知悉當中的細節，
能把內容說得頭頭是道，但是當話題深入，問起你對此的感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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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你的立場、你的展望時，這時你卻吞吞吐吐、不知所云，
只能從嘴裏蹦出一兩個字句，這或許便是缺乏「內向」的思考了。

當然，只靠內部思考是無法提升思想深度的，這就像你不學習
新知識，腦中只有寥寥幾個知識點，僅靠已有的閱歷，怎麼能處理
好不斷加深難度的試題呢？有人會耍個小聰明：「溫故知新，即使
不學習新的知識，學習已有的知識也能學到新東西啊！」可是呀，
之所以「溫故」能「知新」，一是因為之前的知識沒有學透，當一
個知識被反覆咀嚼，就沒有「漏網之魚」了；二是因為日後以更成
熟的角度看待舊的知識，的確能發現一些以前未能發現的東西，就
像你站在山腰所見的景色，和站在山頂俯瞰所望之景，肯定是不一
樣的。但是，這一切的前提是：你要爬得更高，這樣才有機會看到
更遠的風景。只看重內在的想法，而不接受外界的意見，是無法進
步的，又何來溫故知新一說？這樣只是原地踏步，反而限制住了自
己。

內向的思考和外界信息的接收皆不可缺少，兩者同時進行，才
能讓自己的思想不斷完善，在跟上社會趨勢的同時，也不會失了自
己的判斷能力，成為一個真正有深度、有思想的人。

除了提升自己的思想，內和外的運用也能讓我們適應外在環
境——應對競爭，它似乎是人們壓力的主要來源，若是過分關注他
人，可能會難以判斷自己的情況。假設你的周圍都是比自己更加優
秀的人，你可能會因此貶低自己，甚至產生自卑的心理。反之，當
你發現身邊的人都不及自己優秀，又可能會因此自傲。這兩種截然
相反的結果，是因為你真的很優秀，或者很差勁嗎？並不是，你仍
然是你，但是你對自我的評價受到了外界的影響和干擾，你拱手將
自己的價值交給了身邊的人來決定，當環境一變，自我形象的巨大

109



落差造成的後果可不容小覷。同時，過份關注自我也會容易對自己
有錯誤的評價，不和人比較，怎能知道自己處於甚麼水平？被蒙住
了眼睛，又怎能看清前方的路？

我們要內和外交替運用：觀察了身邊的人，知道自己的能力是
高於或低於別人，還是不相上下，這些都是從外部得到的客觀事實，
在內心根據客觀事實判斷自己的下一步，是稍作休息，奮起直追，
還是穩住節奏。內在思考和外界接收，它們保護着我們的「自我」，
讓我們在變化迅速的世界裏，不被風浪亂了陣腳，不被大雨打亂了
節奏，依然保持自己的思想，向目標穩定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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