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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過了青春，好像一輛該淘汰的老車，留下來，做什麼？純粹怕死嗎？人正臨

青春，一無所有，在滾滾塵埃中，連吸口空氣都得計算 PM2.5，活的意義又是什麼？ 

    一個人活著，無論老去還是年輕，不知道如何「快樂」活著、「珍惜」活著，

其實都是辜負了生命的意義。和罹患淋巴癌第四期的李開復在「中天青年論壇」對

談；他人生最大的轉折點與反省，不是拿了全美最 Top 的資訊工程博士，而是獲知

罹癌那一刻開始。淋巴本來遍布全身，淋巴癌是最難根治的癌症之一。李開復感覺

異狀，照攝像檢查時已經「滿腹金輪」，滿肚子的癌細胞，在正子攝影下，亮晶晶

的。那一年 2013 年，他才剛獲美國權威雜誌頒發「百大思想人物獎」，帶著自嘲，

李開復說：「還很高興跑去美國領獎。」 

    名片上 Apple、Microsoft、Google 前全球副總裁、中國區總裁……沒一項履歷

救得了他。「癌症面前，人人平等」。那一年他開始反省自己的人生，真正有了最

深刻的「創新思想」；除養病外，他把大多數的時間留給家人。那個每天滑啊滑的

手機，偶爾玩玩，徹底失寵，不像往日寸步不離。曾經一天發 20 條微博，夜裡回 3

次 Email……李開復說他曾自豪的「效率」，現在變身為亮晶晶的腫瘤在他的肚子裡。  

    李開復的家教使他輕易杜絕了「利益薰心」這回事，但「名」等同影響力，這

是傳統中國價值教導的生命意義。李開復在論壇上誠懇的告白，「我追逐影響力，

因此依此標準選擇朋友、選擇出席的場合，選擇說話的對象……」「我沒有做到扔

棄對名的誘惑……」「這是癌症後，我的省思」。 

    論壇分好幾個段落，其中一段我們談到「青春」的定義。什麼是青春？20 到 30

歲？15 到 25 歲？20 至 40 歲？依照日本文學家三島由紀夫的定義：青春就是未得

到某種東西的心理狀態，於是形成渴望，形成憧憬，形成可能性。儘管眼前埋伏廣

袤的原野和恐懼，儘管一無所有，但在幻想中，卻感覺自己擁有一切，那就是青春。  

    所以，青春無關年齡，有關恐懼和計算；有關安逸與逃避。因此若你才 20 歲，

已沒有了幻想，你的人生其實已經沒有了青春。若你已 60 歲，你仍在創新，仍想改

變擁抱新的生活方式，你還「青春」！ 

    或許此刻「青春」的你正接收了生命從開始萌生到穩健成熟這期間的種種苦惱、

掙扎、失望、貧窮、焦慮、怨仇和哀傷，但你也容納了它們的歡樂、得意、勝利、

收穫和頌讚。生命的過程本來注定是由激越到安詳，由絢爛到平淡。一切情緒上的



激盪終會過去，一切色彩喧嘩終會消隱。如果你愛生命，你該不怕去體嘗；甚至珍

惜那激越絢爛的快感。 

    羅曼羅蘭有句驚人名言：大半的人在 20 歲或 30 歲，「就死了」！因為人一過

這個年齡，他們只變了自己的影子。以後的生命不過是用來模仿自己的，把以前年

輕時代曾說過的，曾做過的，曾想過的，曾喜歡的，一天天的重複，而且重複的方

式還越來越機械，越來越荒腔走板。 

    青春是一棵樹，愛與希望是它的根，需紮紮實實地扎根入土裡，智慧與愉悅的

枝葉，才能招展無論是風雨或藍色天空之下。 

    願你永遠青春。 

    願我永遠不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