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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不是為了要去某個地⽅才看我的文章，⽽是因為看了我的文章，開始想去某個地⽅。」1995
年⽣，本名黃昕語的 Iris（以 Iris稱），是旅⾏作家、攝影師；是品牌⾏銷者、講師；是網站 Irisspace
的創立者，是書籍《流浪⽽後⽣》的作者，也是 Podcast《紐約沒有斑⾺》的主持⼈。⾝兼多重⾝分皆
如⿂得⽔的她，在外⼈看來無疑是「斜槓青年」的最佳代表，但 Iris 是如何看待與定義⾃⼰的呢？本期
將以 Iris 的經歷為軸，帶領讀者探究⼀路以來，她的⼼境與轉變。

▲  採訪當天，剛結束埃及之旅的 Iris，帶著⼤⼤的笑容與我們打招呼。

（照片來源／曾閔攝）

啟航，重建⾃我的旅途
⼗六歲時，⼀直嚮往著留學的 Iris 初次跳脫台灣的教育體制，隻⾝前往美國中部進⾏交換。這為期⼀年的留學⽣
涯，是讓 Iris 重新認識「⾃⼰」的契機，更對她往後的⽣活產⽣深遠的影響。



Iris 表⽰，台灣教育下成⻑的孩⼦，⼤家都上著⼀樣的課程，做著⼀樣的事情，不僅發展⾃⾝⼈格特質的機會比
較少，也比較容易隨波逐流，「但在美國，你是誰很重要。」選課制的美國⾼中，學⽣得以在課堂與社團中塑造
個⼈性格與未來發展。當成績不再是唯⼀，更多的是⾃⾝的特⾊與文化背景。「在台灣不會特別想我的根是什
麼，可是在國外要跟別⼈介紹⾃⼰這個外國⼈時，夠不夠了解⾃⼰的國家與文化就變得很重要。」深受文化衝擊
的 Iris，在陌⽣的環境跌跌撞撞地練習表達⾃⼰，並開始重新思考⾃⼰的文化，與「⾃⼰是誰？」

美國交換⽣的經歷打破 Iris ⾃幼在台灣建立的框架，成為她重塑⾃我的起點，不過 Iris 笑說，當時其實沒有覺得
⾃⼰有進步，只覺得環境的衝擊讓她很痛苦。「我去的美國不是⼤家電影裡看到的那種『美國』，⽽是美國中部
的堪薩斯州，那裡沒有⼈會講中文，也沒有⼈知道台灣是哪裡。」對初到美國的 Iris ⽽⾔，無法融入當地令她苦
不堪⾔，但「成⻑是慢慢發酵的。」Iris 提到 The Nova Effect—⼀件事發⽣地當下我們會將它歸類為好或不好，但
不經過⼀段時間其實不會知道它真正的影響。「當你去接受這些挑戰，⽇後回看會覺得好像是因為這個時期，我
現在才會有這些選擇。」往後幾年，回看當初在美國的經歷，當年的痛苦培育出的，是未來更多的機會與選擇。

⼗六歲的 Iris，在劇烈的文化衝擊中重新認識⾃⼰。除了培養出在各個環境中皆能處之泰然的適應⼒外，也在擁
抱世界與被世界擁抱的過程中，逐步建構出全新的⾃我。

▲  不斷遊⾛於世界各地旅⾏的 Iris，喜歡文化衝擊帶來的震撼，更熱愛成⾒⽡解後思想的重⽣。

（照片來源／Iris 提供）

耕耘，當興趣成為⼯作
「其實⼀開始寫文章只是當興趣，動筆回憶⼀下旅遊⽽已。」直到發現不甚相熟的⼤學同學會閱讀⾃⼰的文章，
Iris 才開始思考，究竟她的文章能為他⼈帶來什麼。



2016年，Iris 前往⼟⽿其，這個不久前才爆發政變的國家。儘管許多⼈都勸她不要在如此敏感的時機前往⼟⽿
其，但 Iris 覺得很多時候不去嘗試，不會知道事情的真⾯⽬，「與其道聽塗說，我更想⾃⾝闖蕩。」在⼟⽿其的
⼗⼆天，Iris 看到的是這個國家與媒體報導截然不同的形象—這個國家並非充斥著恐怖份⼦，⼈們也並非總⽣活
在恐懼中。在這個歐亞交界的國家，Iris 確立⾃⼰書寫的⽅向，「我想寫只有我能寫的東⻄，⽤我的視⾓，寫⼀
個女⽣來到這裡所遇⾒的⼈事物。」Iris 希望透過她的文章，讀者可以意識到每個國家與文化都有除了新聞媒體
報導外的其他⾯向。

持續遊⾛於世界，以文字與影像紀錄旅途所⾒所聞、書寫旅程回憶的 Iris，如今在 Instagram 上擁有超過四萬名追
蹤者，但其實 Iris 真正有意識地經營社群、在網路上⾏銷⾃⼰的作品，源於⼀場朋友間的打賭。「當你為⾃⼰設
了⼀個⽬標，即使只是⼀個偶然的賭注，你也會開始思考要怎麼做可以達成這個⽬標。」 當時 Iris 意識到在
Dcard 等平台上推廣⾃⼰的文章，就會有⼀些⼈去追蹤她的 Instagram，因此她開始固定在不同的平台上發布文
章，藉此提⾼曝光度。此外 Iris 表⽰，固定產出文章，養成觀眾的閱讀習慣，也是⼀種有效的⾏銷⼿法。

「⼀直重複⼀件事到⼀定程度時，尤其是在這個社群時代，它其實都可以演進成⼀個你的個⼈特⾊或專業。」⼀
場意外的賭注，開啟 Iris 固定創作並⼤量於網路曝光的時期，隨之⽽來的，是出版社的關注，與其後的出書、演
講等邀約。「這時候我才發現，好像興趣是可以變成⼯作的。」

▲  尼泊爾，Iris 與在此找到歸宿的四川喇嘛，相談甚歡。

（照片來源／Iris 提供）

擁抱，⾃⼰最真實的樣貌



看似不被社會框架侷限的 Iris，其實也曾因為不喜歡「計畫」，⽽感到焦慮。「剛出書的時候去演講，被問到未
來的五年有什麼規劃都很緊張，因為我根本沒有規劃。」是旅⾏，讓 Iris 意識到其實⼈⽣沒有什麼框架，活出⾃
⼰才是最重要的。

Iris 表⽰她不會只去觀光勝地旅⾏，「我會去很多『奇怪』的地⽅。」Iris 發現在這些地⽅，不管多麼糟糕的⽣活
境況，都有這麼多⼈以各種⽅式⽣活著，「你可以不認同他的⽣活⽅式，但他都是這樣活過來的。」⼤概是因為
這樣，Iris 覺得其實⼈⽣就是⼗年、⼆⼗年、⽣老病死⽽已，沒有什麼特別的框架與⽅向需要去遵守，「⼀直想
跟社會的框架抗衡，會過得很不快樂，知道我可以養活⾃⼰，知道我可以活得精彩，這樣就夠了。」

許是旅途中所接觸的，各式各樣的文化，讓 Iris 發現⽣活的樣貌與⼈⽣的追求，不是只有⼀種既定的模式。⼈們
對這⼤千世界的了解永遠不⾜，總是在去過之後才發現⾃⼰只接觸到⽪⽑，「世界只會越來越⼤，懂越多會發現
還有更多要懂。」

 

▲ Iris 住進傳統⼭間村落，坐在灶房的黃⼟地板上看尼泊爾奶奶燒材煮飯。

（照片來源／Iris 提供）

斜槓，確立多元發展主軸
以 Instagram, Podcast 與網站 Irisspace 等⾃媒體管道⾏銷⾃⾝，從⽽發展出品牌⾏銷者、講師等多種⾝分的 Iris 談
到斜槓，她表⽰其帶來的是⼀種「可以擁抱⾃⾝的多元⾯向，不需要害怕只能維持⼀種固定模樣」的安全感，
「好處是在這個社群社會中，當你有不同的溝通管道與表達⾃我的⽅式時，比較不容易被定型。」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2/11/89.jpg?ssl=1


Iris 說其實⼀直有個「旅遊作家」的標籤框住她，恰逢疫情期間無法出國旅⾏，她和朋友 Chase（化名） 便想說
可以⼀起經營⼀個 Podcast，「Chase 原本就有在做籃球的 Podcast，我們想說再做⼀個不同主題，跳脫我們原本⾝
份別的，因此就有了《紐約沒有斑⾺》。」這個節⽬不太聊旅遊跟籃球，⽽是提供聽眾⼀些有趣的冷知識。「⼀
個⼈有很多的⾯向，不太可能⼀輩⼦只對⼀件事情有興趣，那當然可以多⽅經營。」

然⽽，斜槓並非意味著什麼都做⽽不專精，更重要的是要將最根本的核⼼能⼒培養好，再慢慢地探索更多的⾯
向。「這個世代會⽤你的專業去衡量⼀個⼈，它並不⼀定是要⼯作，看你對哪類事情專精，這就代表你，⼤家就
知道遇到這類事情困難的時候可以來找你。」Iris 提到若什麼都做，但都做不好時，可能會有⼀種沒有「紮根」
的感覺。先有⼀件專精的事，再發展其他⾯向，或許是比較穩固的⽅式。

最核⼼、專精的能⼒就像斜槓青年的「錨」，讓其有停泊之處，免於漂泊於迷茫中。以 Iris 來說，旅⾏和創作就
是她的「錨」，即使她跨⾜品牌⾏銷、 Podcast 主持⼈等領域，旁⼈看她，仍會意識到旅⾏與創作才是她的主
軸。不過 Iris 不覺得⾃⼰真的很「斜」—因為不管是哪⼀種⾝分，其實都與旅⾏有些相關。

▲ 以旅⾏與創作為核⼼的 Iris，表⽰⾃⼰是順其⾃然，⽽非有意識的成為「斜槓」。

（照片來源／曾閔攝）

不設限，⼈⽣的嘗試與堅持
 “You are what you repeatedly do.” 這是 Iris 很喜歡的⼀句話，意思是：反覆去做⼀件事，這件事就會代表你。從美
國交換時期開始意識到「⾃⼰是誰」很重要，此後在不斷的旅⾏中，以書寫和攝影建構⾃⾝。⽇積⽉累，旅⾏、
書寫與攝影，成為 Iris 的代表，亦成就她的斜槓⼈⽣。正如 Iris 所說，「成⻑是慢慢發酵的。」美國交換的經歷
與旅途中的⾒聞，也是在往後的幾年回⾸，才發現其帶來的影響。「不需要為⼈⽣設限，有興趣的事就去嘗試，
真的喜歡就持續堅持做下去。」

Iris，⼀位九零後的女⽣，正是以這樣跳脫框架，活出⾃我的精神，實現屬於她的，獨⼀無⼆的斜槓⼈⽣。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2/11/55.jpg?ssl=1


▲青藏⾼原，Iris 與孩⼦們猜拳。

（照片來源／Iris 提供）

https://i0.wp.com/castnet.dcat.nyc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2/11/90.jpg?ssl=1


▲ 《流浪⽽後⽣》取⾃「置之死地⽽後⽣」，正如旅⾏之於 Iris 的意義—成⾒⽡解後思想的重⽣。

（照片來源／曾閔攝）



▲ 印度，恆河晨祭。

（照片來源／Iris 提供）

¹ 「紐約沒有斑⾺」指的是從⼩住在紐約的⼈，因為⾃幼⽣⻑在⼤城市，可能很難想像世界上有⿊⽩條紋的⾺，意思

是：⼈類的認知與想像⼒都受到環境的限制。《紐約沒有斑⾺》希望以輕鬆⼝吻討論國內外各領域的知識及冷知識，

和聽眾聊聊那些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

關於 Iris：

個⼈網站 – Irisspace 

Instagram – irisspace

Podcast – 紐約沒有斑⾺

書籍 – 《流浪⽽後⽣：與時光交換11座城市的⽇常》

 

延伸閱讀：

〈⼟⽿其｜被誤解的⼈們啊，我為你們書寫〉

〈尼泊爾｜住進傳統的⼭間村落裡〉

https://irisspace.com/
https://www.instagram.com/irisspace/
https://podcasts.apple.com/tw/podcast/%E7%B4%90%E7%B4%84%E6%B2%92%E6%9C%89%E6%96%91%E9%A6%AC-nyzebra/id1512893918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35318
https://irisspace.com/2017/11/05/people-of-turkey/
https://irisspace.com/2019/07/21/%e5%b0%bc%e6%b3%8a%e7%88%be%ef%bd%9c%e4%bd%8f%e9%80%b2%e5%82%b3%e7%b5%b1%e7%9a%84%e5%b1%b1%e9%96%93%e6%9d%91%e8%90%bd%e8%a3%a1/


〈尼泊爾｜在加德滿都遇⾒的五個⼈〉

〈⽡拉納希｜恆河晨祭〉

The Nova Effect – The Tragedy of Good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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