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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傳統的主流社會文化並不⿎勵青年對⾃⾝志向舉棋不定，⼤部份⼈都必須選擇進入並從屬於某⼀明確領域。基於此，著名作家Emilie Wapnick
曾提出「多重潛能者（Multipotentialite）」的概念，以形容那些無法被單⼀興趣或職業所框定的跨域者。近年來，隨著跨域⼈才的⼤量湧現，職涯
多元化的聲⾳愈來愈強，莘莘學⼦、職場青年們努⼒打造「多重潛能」，期許將不同領域的學習成果整合為職業發展的助⼒。

然⽽，豐富的職涯、斜槓的⾝份並非是刻意追求後的結果，律師柯萱如⽤他的故事告訴新世代的斜槓青年們：精彩多元的跨域⼯作，始於真誠地接
受帶給⾃⼰快樂與真實的內在天性。明辨哪些⼯作對於⾃⼰⽽⾔是真正有意義的，才能找尋到屬於⾃⼰的安⼼之所，進⽽堅定邁向前⽅，⼀步⼀個
腳印。

ℱ𝒶𝒸𝑒 𝒴𝑜𝓊𝓇𝓈𝑒ℓ𝒻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ultipotent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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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本次專訪的⼤恆國際法律事務所柯萱如律師，⿎勵青年藉由跨領域來直⾯、找尋真實的⾃⼰。（照片來源 / 翁思懷攝）

斜槓⽣涯：司法/主持/⼼理諮商
普羅⼤眾對律師⼯作的既定印象，往往是「埋⾸厚重的卷宗與法條，在事務所與法院間來回奔波」。雖然同樣被稱為「律師」，畢業於台⼤法律系的律師柯
萱如卻有與眾不同的⼯作型態。通過國家考試與受雇律師的試煉，成功升為執業律師的柯萱如，現在更像⼀位⾃由⼯作者。除了承辦律師事務所的業務，不
時會接到機構的演講邀約，也會參與⺠間組織的議題倡議活動，或指導⼤專院校的模擬法庭課程。他同時還是公視節⽬《青春發⾔⼈》的主持⼈之⼀，⾃
2016年節⽬開播以來持續主持⾄今。此外，他正在攻讀⼼理諮商研究所 ¹，實習過程中接下了不少與家庭諮商相關的專案。

雖然肩負如此多元且繁重的⼯作與⼤型活動，柯萱如仍會讓⾃⼰每個階段的精⼒集中在⼀兩件事情上。「每個階段會有這階段比較著重的⽣活重⼼，每隔幾
個⽉⽣活狀況都會變滿不⼀樣的。去年就把重⼼放在⼼理師的實習，可能佔掉⼀個禮拜中⼀半、甚⾄更多的時間，剩下時間⼀樣會接律師案件承辦或是接⼀
些演講，偶爾青春發⾔⼈還要錄影。」柯律師舉例，去年比較著重諮商的實習，前幾個⽉轉為多接⼀些律師的案⼦，現在則專注於撰寫碩⼠論文，並且消化
之前因為疫情延宕的活動和開庭。有所側重的安排與極強的時間規劃能⼒，使得他在各領域⾝份的切換中游刃有餘。

▲  除了律師業務與⼼理研究所的學業外，柯萱如也在《青春發⾔⼈》的主持崗位上持續努⼒。（照片來源 / 柯萱如提供）

不是刻意為之，也非⼀蹴可幾
對柯萱如⽽⾔，法律、諮商、主持…… 這些由興趣演化⽽來的專⻑並非⼀蹴⽽就，⽽是聽從本⼼，順應機遇，慢慢發展⽽來的結果。柯萱如坦⾔：「其實⼤
學四年沒有很認真探索我的職業發展，也沒有非常認真思考以後要做什麼，好像很認真地在玩。」因為喜歡跟朋友⼀起相處、籌辦活動的感覺，柯萱如⼤學
時代投入很多時間精⼒在社團以及⼤⼤⼩⼩的活動上，不斷嘗試感興趣的新事物。⼤三、⼤四時，他的學業遇到⼀些瓶頸，⾃覺⼀開始對法律的熱情不復存
在，同時⼜看⾒同學們都在很有規劃地修課、實習與考研究所，這些都喚起他對未來的焦慮與迷茫。當時對法學失去熱忱的柯萱如有很多想嘗試的新領域，
然⽽因為暫且無法確定⾃⼰的興趣所在，也擔⼼⾃⼰缺乏其他領域的基礎訓練，最終依然在研究所繼續修習法學 ²，先為迷惘的⾃⼰找到暫時的定位，爭取可
以進⼀步審思、探索未來的時間。

在就讀法律研究所期間，柯萱如透過課程與打⼯，涉⾜了那些原先讓他躊躇不決的興趣領域，盡可能多⽅體驗每個產業的樣貌。為了增進對舞台劇的了解，
他爭取到劇團助理的⼯作，也跑去修習戲劇系的課程；為了確認對傳播領域的興趣和能⼒，他選修新聞所的課程，跟同學⼀起製作新聞、加入電視台實習和
紀錄片⼯作坊，還跨⾜配⾳⼯作；此外，由於⼤學時代去諮輔中⼼諮商經歷讓他獲益匪淺，他懷著對諮商的興趣與熱情，開始參加相關團體與⼯作坊。同
時，法研所更深更廣的學習層次使他得到更多思考制度的空間，也讓他重新找回對法律的熱誠，決定繼續投⾝司法領域。

成為律師後，柯萱如⼤多處理跟家事、兒少、性別等與「⼈」最相關的案件，從中不僅看到⾃⾝能⼒的不⾜，也意識到現⾏司法制度難以解決情感⽅⾯的困
境。他希望給予當事⼈內⼼創傷與痛苦⼀些援助並更深入了解對⽅的困難之處，最終決定帶著原本對諮商的喜愛進入⼼理諮商所進修。申請前柯萱如糾結了
很久，不斷說服⾃⼰，「反正我就試試看，沒上就算了，繼續做律師⽽已」，「先不⽤決定要不要念，考上再決定就好」，「先念念看⼀學期，不喜歡就
停，只修課不畢業也沒關係······我就這樣⼀直騙⾃⼰試試看，隨時可以停。」然⽽他越嘗試越堅定⾃⼰對諮商的熱情，前陣⼦已經完成在⼼理諮商所為期兩
年的實習，現正著⼿準備研究所的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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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萱如認為，多元職涯是順應興趣與本⼼，慢慢發展⽽成的。（照片來源 /柯萱如提供）

專業能⼒之間的輔助與衝突
「我覺得諮商幫助我法律的⼯作很⼤，因為法律很⽋缺與⼈互動這部分的訓練。」柯萱如微笑道。在⼼諮所訓練的輔助下，柯萱如得以填補法律系所的培養
過程中所⽋缺的⼈際溝通能⼒，從⽽與當事⼈建立更好的關係，促進良性互動。⼼理師的諮商訓練還幫助他遇到衝突時「猝然臨之⽽不驚」，更能穩住⾃
⼰。在撰寫書狀與法庭陳述時，他也能運⽤⼼理學的背景知識，就當事⼈的內⼼狀態提出更有深度的論述來說服法官。

同樣，律師的相關實踐訓練，也潛移默化地滲入柯萱如承辦諮商案件的過程中。若諮商案主曾經或正在經歷訴訟流程，柯萱如就較能理解個案在司法程序中
會經歷什麼困難，以及開庭程序對他造成的影響，也比較知道如何跟司法相關⼈員溝通合作，提供案主更多幫助。此外，法律訓練習得的反應能⼒以及思考
層次也在青春發⾔⼈主持⼯作中得到了活⽤的舞台。在接受各項訪問時，柯萱如也能利⽤諮商晤談的技巧，引導訪談⼈表達⼼中的⾒解，必要時還能補充法
律和⼼理諮商的知識，擴增節⽬內容的觀點。

柯萱如認為，在不同領域累積到的能⼒其實都可以互通。像是主持歷練出察⾔觀⾊、控場、引導回答等技巧，同樣會回饋到其他⼯作場域中，尤其是牽涉
「⼈際溝通」的能⼒⽅⾯最為通⽤。

▲ 正在主持青春發⾔⼈節⽬的柯萱如。（照片來源／柯萱如提供）

領域間的能⼒交流創造相輔相成的效果，也帶給原有思維⼀些衝擊與改變。剛開始接觸⼼理諮商時，柯萱如發覺⾃⼰慢不下來，很容易因為沉默⽽焦慮。過
去法律的訓練講求快速的反應與實⽤的解⽅，多年累積的主持經驗也讓他無法接受氣氛出現任何空⽩或冷場。然⽽，諮商推崇「慢下來」，投注時間深度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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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才能了解對⽅⾝上發⽣了什麼事情，還需要等待對⽅感受⾃⼰，才能逐步引導他想出下⼀個規劃。靠著⼀次⼀次的練習，不斷修正與反思諮商時「為什麼
那樣做？」、「那樣做可以嗎？是否太強硬讓當事⼈不舒服？」柯萱如開始習慣不能急著幫助對⽅改變，漸漸發現原來⾃⼰能有所不同。「有點像把⾃⼰當
作黏⼟，可以⼀直捏成不同的形狀，對我來說是滿喜歡的過程。」他認為⾃⼰現在比較能依照情境，調整出「律師的狀態」或「諮商的狀態」等不同⼯作模
式。

「法律和諮商兩個領域重視的事情跟判斷的視⾓滿不⼀樣的。」柯萱如分析⾃⼰的領悟，認為兩個領域解決問題的邏輯與⼿法各有優劣。他舉存在家暴問題
的伴侶為例，當雙⽅權⼒不對等時，無論諮商多久都很難改善雙⽅的關係，但法律的強制⼒，例如保護令，就能發揮顯著的效果。然⽽任何解⽅都很難兩全
其美，法律的缺陷在於較無法顧及更深層的⼈際關係。「保護令下來，那他們的關係就好了嗎？還是更激怒施暴者？或是受暴者⼼中有很多不安、怕被報
復？擔⼼對⽅恨他，關係好不起來？這些都是法律無法真正處理的，需要透過⼼理諮商⻑期的晤談修復關係。」法律就像強⼒的速效藥，諮商則是⻑期的調
養，對症下藥才能適宜地解決問題。

▲ 對柯萱如來說，不同領域訓練出的主持能⼒、思考能⼒與表達能⼒都是可以通⽤的。（照片來源／柯萱如提供）

兩個領域的作風差異也讓柯萱如對律師⼯作和訴訟⽅⾯產⽣特別多感觸。以冷暴⼒和關係操弄為例，這些情境下受到的⼼理傷害都難以在法律層⾯舉證，卻
⼜能真實地感覺到當事⼈遭遇的苦痛。「現⾏法律在不夠深入了解⼀段關係或⼈性的狀況下就做判斷，會覺得司法場域上⼈⼀些很細緻的內⼼、⼀些痛苦、
很獨特性的部分在訴訟中就漸漸消失了，沒辦法被看⾒。」司法為了避免冤案，堅守罪疑惟輕、無罪推定原則、嚴謹證據法則等規範，非常看重證據，因此
無法舉證的狀況就讓柯萱如特別掙扎。諸如性侵害或家暴案件，受暴者當下沒有餘⼒思考蒐證問題，若是密室案件更無法提出第三⽅能作證據，以⾄於事後
在司法場域求助無⾨。³「這時候會滿糾結的，想說司法證據要求那麼⾼，這類案件都沒有辦法達到公平正義，有種縱放壞⼈的⼼情。看到這些⼈的痛苦無法
在司法上得到幫助很糾結，但回到法律⼈的⾝分⼜能理解這些制度設計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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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常錯誤檢討性侵害與親密關係暴⼒中的被害⼈。（照片來源 / 柯萱如提供）

真誠地對待⾃⼰
「我覺得我滿符合這些定義的，但當初我並不是抱著『想跨領域』或『想成為斜槓青年』的想法做選擇。」柯萱如剖析，⾃⼰⼀路⾛來只是持續發掘好玩、
有意義或值得嘗試的事情，評估可⾏性來決定是否著⼿。他認為個性讓⾃⼰選擇了這種⽣活⽅式，天⽣就喜歡多⽅探索，對很多事情感到好奇。

柯萱如認為⾃⼰同時擁有理性和感性的⼀⾯，⼼中並存著「想與⼈情感交流的渴望」以及「參與社會、改變不公的⽬標」。現在⾝兼多重領域⾝分的⼯作模
式能滿⾜內⼼各⾯向的需求，達成不同層次或領域的⾃我實現，展現出多種⾃⼰想成為的樣⼦。且⻑期只做⼀件事情會容易感到疲憊或倦怠，若讓⽣活中有
很多能投入的⾯向，就能成為彼此的⽀柱，把切換⼯作變成另類的放鬆⽅式。適當調節⾃⼰不同⽅⾯的狀態，喘⼝氣，讓某部分的⾃⼰充電⼀下，有助於保
持對⼯作的熱情跟新鮮感。

「誠實地⾯對⾃⼰」是柯萱如⼈⽣路途上的信念之⼀，花時間思考「⾃⼰想要什麼？」、「是否喜歡⽬前的狀態？」、「這是⼼中重視的⽬標嗎？」如果遇
⾒想追求的事情，⾃然會⻑出勇氣和⼒量⽀撐⾃⼰往前⾛；儘管放棄很可怕，停下腳步要承擔風險，察覺⾃⼰不想繼續時也能誠實地放下執念，朝另⼀個階
段邁進。他分享了⼀句教授給他的話：「⼼想⾃⼰已經做到的，感謝已經發⽣的，帶著盼望跟愛繼續前進，你的⼈⽣必然不同。」做出任何決定通常都不會
有毀滅性的影響，相信⾃⼰，放膽嘗試也沒關係，所有過程都會化為未來的養分。重點不是現在這個選擇對不對，⽽是⼀步⼀步修正與調整。認真⽣活，真
誠對待⽣命，必然能活成⾃⼰喜歡的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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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司法你主場」活動的柯萱如。（照片來源 / 柯萱如提供 ）

文章註釋：
1  國立臺北教育⼤學⼼理與諮商研究所

2  國立台灣⼤學法律研究所 (NTU College of Law)

3  關於密室性侵、家暴案件，柯律師在訪談中指出：「無罪推定原則、罪疑惟輕、嚴謹證據法則踩得很死，⾝為法律⼈很清楚，也相信⼀定要這樣，否則會有很多風
險。但性侵害或家暴案件的特⾊就是難以取得證據，受暴者當下很可能沒有餘⼒思考蒐證問題，密室案件更沒有第三⽅能作證，以⾄於當事⼈最後在司法求助無⾨。這
時候會滿糾結的，想說司法證據要求那麼⾼，這類案件都沒有辦法達到公平正義，有種縱放壞⼈的⼼情。看到這些⼈的痛苦無法在司法上得到幫助很糾結，但回到法律
⼈的⾝分⼜能理解這些制度設計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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