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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世代來臨，當代年輕⼈不再⽢願被同⼀⾝份、職業束縛，資訊發達帶來的低成本學習讓斜槓成為
當今炙⼿可熱的新興模式，更是時下年輕⼈趨之若鶩的⽣活型態，除了加速社會流動性，也使職業和
興趣不再⽔火不容；⼯作和⽣活也不再互相排斥。 「⼈⽣不只是單選題，⽽可以是複選題！」這是
podcast喬⻄咖啡沙龍第⼀集的標題，主持⼈喬⻄不只是podcaster，同時⾝兼旅⾏作家、youtuber和閱讀
品牌⾏銷者，喬⻄咖啡沙龍也經常邀請各式各樣的斜槓專家上節⽬訪談，訪談中來賓會和聽眾分享斜
槓經歷，喬⻄也會提出⾃⼰的看法。本期藉由採訪，以更全⾯的⾓度探討斜槓需要具備什麼樣的特質
和準備，並透過喬⻄的觀點給予「斜槓青年」客觀建議和⿎勵。



▲  喬⻄習慣四處旅尋找靈感（照片來源 / 喬⻄咖啡沙龍提供）

「單槓」「斜槓」不同嗎？
「斜槓不就是⼀個⼈同時做兩件事嗎？」 這是筆者在⼀次聊天中，朋友隨⼝說出的話。這個說法並非錯誤，單是
對於「斜槓」⼀詞最簡單的理解。曾經這也是「斜槓」在筆者⼼中的定義：無論最終的⽬的是夢想、興趣甚⾄養
家糊⼝，只要⾝兼多職或具不同⾝份就是斜槓。廣義的斜槓⼜可分為「單槓」與「斜槓」，此處的「斜槓」相對
於廣義的斜槓⽽⾔，泛指同時具有兩個互相較無關聯的興趣、⾝份或職業，如⼼理醫師⾝兼潛⽔教練、⼯程師⾝
兼Uber司機等。⽽「單槓」通常指在⾃⾝已有的⾝份和職業基礎上開拓新的興趣、能⼒或事業，如：旅⾏作家⾝
兼攝影師、電台DJ⾝兼podcaster等，兩者在模式上⼤相徑庭。無論是單槓和斜槓都是根據⾃⾝興趣或職業上發掘
新的⾝份和能⼒，跳脫傳統社會框架，尋找⾃主、⾃由的⽣活模式。 然⽽在眾多斜槓專家的經歷中，卻都能隱約
地看到單槓和斜槓的影⼦，在不同領域⼤放異彩的陳永儀教授看似是斜槓的極致，在鑽研⼼理學的道路上卻像單
槓不斷地精進和進步；街頭藝⼈董啟亮同時是街頭藝⼈和演員，兩個需要具備不同能⼒的⾝份以藝術的⾓度來看
也是單槓的表現。究竟單槓和斜槓的區分是否能如此明確抑或是彼此相輔相成，本期透過整合不同斜槓專家的觀
點帶領讀者⼀探究竟。

▲  董啟亮在政⼤⾦旋獎現場表演（照片來源 /董啟亮提供）

興趣，也能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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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作者Iris提出了他的看法。不⾃
我設限、熱愛突破框架和精益求精往往是追尋單槓者共同的特徵。同屬90後的年輕世代，Iris熱愛嘗試的性格讓她
年紀輕輕就嘗試了多樣的⽣活風格和職業⾝份，更確定⾃⼰想要的是什麼，也能在⾃⼰嚮往的⽣活中斜槓出各式
各樣的風格。

然⽽，並非每個⼈都能在年輕時期就清楚⾃⼰的未來規劃，林孟皇法官就是⼀個最好的例⼦，師專時的林孟皇在
畢業前仍將記者視為⽬標，直到⼤眾傳播系插⼤考試落榜後林孟皇才意識到⾃⾝對於法律也帶有濃厚興趣。 透過
知識改⾰社會⼀直以來都是林孟皇的淑世理想，無論⾝為記者或法官，改變的⼒量卻從未停下，就算成為法官，
林孟皇依舊時常投書發表對於時下社會的看法，甚⾄擔任網路媒體「報導者」專欄作家。寫作，是林孟皇在⼯作
時必備的能⼒，無論判決書或公文都需要精煉的文字能⼒，巧合的是，寫作正是他的興趣。基於本⾝傑出的文字
能⼒，擔任作家就成為了林孟皇在業餘時間最⼤的愛好。

單槓，無非就是在本⾝的職業⾝份或興趣上加以琢磨，不斷創新和精益求精後的成果，若是Iris⾃我設限，只專注
於寫作、林孟皇忘記初衷，只完成法務⼯作，那斜槓便永遠不會發⽣在他們的⾝上；也因為他們⼯作之餘仍保持
對興趣的熱忱，透過專業能⼒讓興趣不再只是興趣，⽽是斜槓的⼀環。



▲  Iris暢談對於斜槓的觀點（照片來源 / 曾閔攝）

斜槓是結果，不是⽬的 

在資訊量爆炸的時代，多元發展成為了趨勢，無數媒體將斜槓推崇⾄⾼，彷彿只要有斜槓⾝份就算是⼀種成功象
徵，這樣的風氣也讓年輕世代對於斜槓趨之若鶩，無所不⽤其極試圖取得斜槓⾝份，也就是「為了斜槓⽽斜
槓」，然⽽陳永儀教授並不這麼認為：「斜槓不應該是⽬的，⽽是結果。」這是陳永儀教授在訪問中頻繁提到的
⼀句話，對於陳永儀⽽⾔，若在訂定計畫階段時就給⾃⼰設定⼀個「斜槓」的⽬標，便是三⼼⼆意，終將⼀事無
成。⽽在⾃⼰的podcast中，陳永儀也提到「即使斜槓了，也別把專業落下了。」無論是斜槓或單槓都是精進興趣
或專業的過程，專業度也成為了脫穎⽽出的關鍵，陳永儀認為「有興趣僅管放⼿去嘗試，但無論做什麼都要保持
專業，才能稱之為斜槓。」

podcast喬⻄咖啡沙龍的主持⼈喬⻄也提到了相同看法，問及給斜槓青年的⼀些建議時，喬希也提到了不應將斜槓
是為⽬標，「在有所成就或報酬前，所作所為無法稱作斜槓，仍有打磨進步的空間，若無法將想斜槓的事業或興
趣提升到⼀定的專業還不如像⽇本的職⼈精神⼀樣把⼀件事做到極致。」這是喬⻄在訪談中提到⾃⼰對於斜槓的
看法，話語間不難理解喬⻄將斜槓視為⼀個成果，⽽這份成果的滿⾜感是需要透過努⼒和堅持獲得。



▲  陳永儀教授接受yahoo TV訪問（照片來源 / 陳永儀提供）

無須迎合，莫忘初⼼
隨著科技的發達，斜槓的⼿段和種類也跳躍式的增⻑，年輕⼈不再受限於單⼀⾝份和⼯作，⽽是崇尚⼀⼈⾝兼多
⾓，試圖打造豐富精彩的斜槓⼈⽣，但⾯對更多的往往是對於緊湊⽣活步調⼒不從⼼，抑或受到輿論壓⼒⽽中途
放棄，但就像剛踏上斜槓旅程的 youtuber Cindy和 美食帳號經營者Phoebe受訪時所說的，斜槓並非迎合，⽽是鑽
研興趣，轉變成⾃⼰所熱愛的⽣活，⽽相似的觀點在歌⼿董啟亮受訪時也曾被提及：「永遠不要忘記⾃⼰為什麼
⾛上這條路。」這是斜槓街頭藝⼈後的他最想留給讀者的⼀句話，在斜槓的路上也許困難重重，也許需要有所犧
牲，⽽在⾯對⼈⽣⼀次次的⼗字路⼝，堅定信念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喬⻄在訪談中說道：「在確定要做⼀件事
後，必然會⾯對⼀些犧牲如時間、⾦錢甚⾄友誼，⽽真正的斜槓者在⾯對犧牲和瓶頸時想的並非逃避，⽽是重新
堅定⾃⼰的初衷，嘗試、創新。」勇於嘗試使我們踏出斜槓第⼀步，不忘初衷讓我們在這條充滿挑戰的道路上風
雨無阻前進。



▲  斜槓就像⼗字路⼝，有無限的選擇（照片來源 / Unsplash）

斜槓，即是⽣活
「斜槓青年」現今成為年少有為的代名詞，年輕世代在追逐成為斜槓青年的道路上，無所不⽤其極，希望成為下
⼀位成功的斜槓⼈⼠，卻也有許多⼈仍在斜槓的路上躊躇、迷惘，透過不同專家提出的觀點，得到斜槓和單槓的
共通點。⾸先，了解⾃⼰的興趣和能⼒是斜槓的敲⾨磚，清楚⾃⼰的優勢及劣勢讓嘗試斜槓過程避免不必要的阻
⼒，⽽保持專業度更是斜槓最重要卻也最常被忽略的重點，許多斜槓初探者總以為斜槓只是掌握多項技能，然⽽
當⼀項能⼒不具備專業度時就容易被取代，保持專業是興趣和斜槓最⼤的差異。秉持熱忱並堅持是通往斜槓的最
後⼀步，在四處碰壁時伺機突破，在灰⼼喪意時莫忘初衷，在歲⽉靜好時不安現狀。這些特質若已在⾝上顯現，
就算並非斜槓青年，也已槓上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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