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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涯的尽头，归零》

前言

一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的梦田之旅    李伟文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    用它来种什么?    种桃，种李，
种春风⋯⋯”    看着褚士莹这本新书，不禁想起多年前由三毛作词的这首《梦田》，的确，人人心中
都有一亩梦田，只要到一定年纪，这个童年栽下的种子，就会不断前来呼唤。    知道褚士莹是非常多
年以前的事了。读完医学院在马祖南竿岛服役时，台湾才解除戒严，在那段时间前后也才开放一般民
众以观光旅游的名义出境。退伍后在医学院繁忙的工作之余，看到褚士莹写的小说，也陆续看到他在
二十来岁时，靠着打工攒钱，就旅行了近百个国家的神奇经历，实在是非常羡慕也有点嫉妒这个年轻
人。    这些年来断断续续地看着他的书，也间或看到报章媒体对于他的报道，知道他虽然曾经在跨国
大企业当专业经理人，却决定从三十岁起全职投入非营利组织工作，利用他的企管专业，协助公益团
体的发展；也知道他虽然仍然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但是却是推动公益旅行这种新的旅行模式，直到
近年赫然发现他居然在对台湾而言相当陌生的国度，经营一个从公益出发的有机农场。一个最专业最
有国际观的企管人才，怎么转变成植根于泥土的农夫?在纳闷之余，这本书在他娓娓道来中，总算解答
了我的疑惑，也从他诚实的反省中，引起我心有戚戚焉的共鸣，因为他的困惑与努力，也正是我这二
十多年在台湾投入公益团体的收获与体会。    很佩服褚士莹在非常年轻时就很自觉地成为一位务实的
理想主义者，知道在献身于公益团体之前，要先有非常专业的学识与经营管理经验，同时要先确保自
己在财务上无后顾之忧。最重要的是，他了解到，在社会服务过程中，“学习放弃”，“学会归零”
，抛掉过去所学的知识，抛弃旧习惯，反而是形成有意义的改变的最重要关键，诚如士莹所说的，只
有一双愿意倾听的耳朵，愿意放弃所学所知，才可以“刚刚好”给了别人最需要的东西。    许多从事
公益活动或从事社会改革的热血青年，总是以为自己掌握了知识与真理，因此会以强烈的态度指正别
人，却忘掉了一个人只有在自我承诺的行动与付出的过程中，才会发展出改变自己的力量。这种改变
不可能来自别人的强迫或威胁，也不可能来自别人的教导或训示，因此透过尊重与包容，温柔地倾听
别人的内心，从别人的感受出发，留有空间来等待，才能让他们从点点滴滴的行动中累积出改变的力
量。从士莹描述他在缅甸弄曼有机农场长达七、八年的努力，我们真实看到这种温柔革命的力量。    
不过，还是颇羡慕士莹他可以真正回应与实现童年的梦想，也想起这些年正在兴起的“半农半X”的
新生活观，也就是一个人花一半的时间做农夫，种自己吃的菜，另一半时间找到自己的生命职志，贡
献社会。褚士莹的生命之旅也让我们相信，一定有一种生活，可以不再被时间或金钱逼迫，回归人类
本质，也一定有一种人生，在做自己的同时，也能贡献社会。    旅行是许多人一辈子始终萦绕心头的
向往，但是正如士莹提醒的，旅行并不是美好人生的代名词，旅行只是美好人生的第一步而已，透过
旅行看到外面的世界以后，决定怎么为自己的人生踏出第二步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旅行不只是从
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的活动，更是一个人寻找自己内在心灵的过程。在旅途中，我们可以安静地面对
自己和这个世界。这也许是许多朋友参加完士莹推动的公益旅行之后，回到台湾做出决定改变自己人
生轨道的原因吧?    或许，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寻找新世界，而是用新的视野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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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涯的尽头，归零》

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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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涯的尽头，归零》

作者简介

褚士莹

一路从埃及开罗AUC大学念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但其实从小就不爱念书。
被誉为旅行家，每年的旅程可绕地球好几圈，却连日月潭都没去过。
写了四十多本书，因为害羞，也很少进出版社。
十年来从事国际NGO顾问工作，办公室在纽约和伦敦，却很少去。
不爱去大都市，不工作的时候宁可航海。
目前是英国EcoPositive环境顾问公司特别顾问、ICS碳顾问公司首席顾问、美国KPC绿色能源公司的亚
洲合伙人，但是最喜欢的头衔是农夫。
从2002年以来，筹设、管理位于缅甸北部山区面积约三百英亩的有机农场，协助联合国CDM碳计划设
立卢安达生质能源农场，以及美国牧场以动物粪便制造LNG天然气等，让他得以NGO工作者的角度，
一窥美丽新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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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涯的尽头，归零》

书籍目录

第一章：我的“龙猫森林”
六块钱的意义
弄曼农场，我的“龙猫森林”
第二章：我的志愿
我的志愿
旅行只是美好人生的第一步
谢谢你歧视我
我爱荷兰王妃
第三章：一脚踏进NGO
一个期限  三个功课
世界是一座巨大的迪斯尼乐园
白衣天使的天使
“小亲切”与“大好人”
第四章：学习与迷惑
冲掉你的厕纸！
北极电工
Unlearning：抛弃旧习惯比学习更困难
免费的午餐
零元的公益
第五章：农场给我的五堂课
第一堂课
第二堂课
第三堂课
第四堂课
第五堂课
第六章：公益旅行
钻石与婚姻
农场的三天
理想的公益旅行
第七章：三个Unlearning的决定
人比技术重要
农业也能感动人
前往以色列
以色列的有机农业之父
倾听农人的声音
第八章：人比技术重要！要用农业感动农人！
米之神的启示
米之神拜托祢帮帮忙
关键词：观察
我们要种荔枝
做对的事
感动原本不在乎的人
第九章：倾听的力量
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在身边
稻鸭米的古老智慧
木村秋则的奇迹苹果
自然，我到底该怎么倾听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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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涯的尽头，归零》

关键词：镜子
倾听岩兰草的声音
第十章：美好的未来
自己的重生
一个小区的诞生
开一扇世界的窗口
当清道夫比当律师快乐？
附录：如何变出一场公益旅行？
阳光下的瞎子
时间及规模
我们会看到什么？
行程规划及费用
如何帮农场实现永续目的？
团长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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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涯的尽头，归零》

章节摘录

第一章：我的“龙猫森林”六块钱的意义我站在母校台大的讲台上，这堂课是生物环境工程研究所每
个星期四下午的专题研究课程，修课的学生有八十名硕士生跟二十名博士生，每一次都会请生态、土
木、水利、环境科学等各领域的专家，来做约一小时的专题演讲，演讲后约有半小时让学生发问、与
讲者互动。讲题通常由讲者自定义，系主任及系上相关课程的四位老师都会出席。我这天讲的题目是
：「在缅甸山区建立有机农场的经验：从小区、生态、土木、水利、环境科学的角度，看以发展取代
赈济的新型态NGO计划」。当弄曼农场的照片、金黄色的玉米堆投射在雪白的白板上，剎那间，我忽
然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很难想象，当我站在有空调的视听教室里，谈着和我一起工作的农场伙伴的
同时，他们正在缅甸北方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线、也没有电话，更别提手机讯号，或是计算机网络的
农场里，围着像小山一样高的玉米穗，用手指头将一颗颗金黄色的干燥玉米粒，从梗上剥下来。等好
不容易花几个小时将玉米粒装满身边五十公斤的大麻布袋，手指都起了水泡，他们才能挣得两百缅币
工资，相当于六块钱台币。这些站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台大研究所学生，大概没有几个人知道六块钱
台币的意义。收获那天，我带着一群来自台湾主妇联盟合作社的资深志工，也领了一个麻布袋开始剥
，我们五个人剥了一整个下午，手指又红又肿，才好不容易装了大约七分之一麻袋的玉米粒，也就是
说，如果我们领当地工人的工资，恐怕五个人只能合领到六块钱的七分之一，算算看，辛劳一下午，
每个人平均可以领多少钱？」我一面说着，一面注意到台下学生的眼神如此茫然，并非他们不关心，
更不是因为算不出六除以七再除以五是多少，而是台币一毛六分，对于生活在富裕台湾的年轻人来说
，完全没有实质意义？然而对那几个平时负责各种合作社农产品，自认对农事比一般人利落矫健的志
工来说，台币一毛六分除了带来心里震撼，对于当地农民的贫穷跟困境，也应该比这些坐在课堂里听
我讲述的学生，有着更深刻的体认。我深呼吸了一口气，发现自己走了好长的一段路，只为了明白一
点点好简单的道理，但是却没有觉得浪费生命，相反的，我很荣幸能够牵着来自世界各地志工的手、
领着教室里即将走向各行各业学生的眼睛，去探索那些我探索的道理，收获那些我收获的感动，就算
一次只有一个人，也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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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涯的尽头，归零》

编辑推荐

《在天涯的尽头,归零》编辑推荐：在天涯的尽头，归零；逆转人生，重新上路！停止比较，学习放弃
；做对的事，发现一个对生命有热情的自己。“我终于像学会后空翻那样，做了一个人生很棒的逆转
！”《在天涯的尽头，归零》是哈佛硕士褚士莹放弃跨国大企业专业经理人的高薪，投身缅甸做有机
农场的unlearning的故事。10年前，他30岁，已是美国高科技企业高管，台湾知名的畅销旅行作家，因
为童年做农夫的梦想，他选择了“归零”，辞职一脚踏进国际NGO组织，到缅甸北部山区，筹设、管
理一座1000多亩的有机农场。在接触土地、投身农事与公益之后，才终于成为自己所喜欢、对生命有
热情的那个人。台湾畅销旅行作家褚士莹最真诚的作品，2013年4月首度感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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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涯的尽头，归零》

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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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涯的尽头，归零》

精彩短评

1、嗯，无论有怎么的决定与选择，都要让自己准备好，成为一个有专业的人，才能让我们拥有自由
思考的能力。
2、渐渐长大的我们，期望早早地确定人生的轨迹，做什么工作，嫁或娶什么人，在哪里安家，买多
大的房子。。。当这一切按照期望一点点尘埃落定，生活似乎开始变得索然无味。|| 喜欢这本书的英
文名字 A story of unlearning。这是一个不安份的人写的书，这是一本关于改变的故事。
3、对NGO感兴趣的人，这本书应该看。
4、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加油！
5、“旅行不是美好人生的代名词，旅行只是美好人生的第一步而已；透过旅行看到外面的世界以后
，决定怎么为自己的人生踏出第二步，才是重要的。”
看完这本书，让我迫不及待的开始期盼我的第一次公益旅行，欢迎大家找我组团啊！
6、有些启发和共鸣 
7、追求人生的多样性，在当今的中国是多么的奢侈。谁能执着追逐
8、概念不错，成果不错。但是写出的书总体观感很欠缺。
9、总体上还可以，透过一个人的经历，我们能得到一些启发或帮助，这是不错的
10、非常棒的书！有机会一定要去这个有机农场旅行
11、想做公益、有机农业的、NGO志愿者的可以读一下
12、很棒的故事，放下即拥有。
13、有机农业加NGO的新实验
14、只有不需要免费午餐的人，才能得到免费午餐的机会。看到这句话特别受启发。我总是向外寻找
，是因为我们内心缺乏。
15、在竞争的游戏中，不玩的人最大。
16、书名和封面的文字挺吸引人的。但内容只有170多页不少篇幅还被大量照片和插画占据，于是书中
的重要主题：个人成长志向、NGO、有机农场描述得实在是太浅！
17、不看最后一章，这是一本被骗也算了的书⋯⋯
18、我知道像他这样成功需要很多努力
19、1.最潇洒的决定是停止和别人比较，全心全意做自己。
2.专业，让我们成为有自由思考能力的人。
20、前面内容比较单薄，后半部分还不错
21、可以关注他的其他书，不过都是台湾的，好想去台湾的图书馆啊
22、2.5星，作为一个NGO工作者，我觉得作者过分神化了NGO的工作，并且搞半天也不知道他所谓
的顾问工作带给了NGO什么，对于公益事业是什么。全文主旨unlearning
23、描述一个人如何找寻自己的方向，并实行梦想的过程。文笔不错，前后都交代很清楚。当然，也
没忘记打小广告，日后，找机会参观此类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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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涯的尽头，归零》

精彩书评

1、知道褚士莹是在几年前，当时还没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一起搭车去柏林》、《背
包十年》、《迟到的间隔年》这样一些故事正在发生。几乎一夜之间，间隔年、背包旅行撩动了所有
青春少年热血的心，旅行体验家、旅行作家成为人人向往的职业。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台湾有
个褚士莹，他不只旅行写作出书，还在从事国际NGO工作。在缅甸建立了一个有机农场，定期接受义
工旅行。如此诗意自由的生活，我也想过！但之后的几年，我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尘归尘、土归土、
梦想总是在远方。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过着你想要的生活，而你不能？  看褚士莹讲述自
己和缅甸农场的故事。我找到了答案：因为一些人是活在梦里，从来没有想过、做过，或者并不知道
梦想真实的样子。因为，那只是一个遥远的梦。褚士莹的职业发展轨迹告诉我们：让梦想落地是需要
做准备的。当他明晰了当一个知识分子并不是自己的志趣，而想成为一个NGO工作者的时候，他成了
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对我来说，这个决定有点像选择出家，一旦决定剃光头就不该回头，所以
一定要准备好。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做准备，但从来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很担心自己也变成这样的
人，所以给了自己一个期限---三十岁生日。”而在这之前，他要求自己要首先做到三件事：1、要
有NGO的专业知识；2、要有一般NGO工作者欠缺的经营跟管理经验 3、要在财务上宽裕不拮据。为
此，他去自己不喜欢的美国，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公共政策，分组到国际NGO管理，课
外做NGO相关的计划案及实习；为了获得管理经营经验，进入不喜欢的商业领域，在科技业上市公司
学管理经营；为了财务上宽裕，节约开支，从高级住宅区搬到廉价的老房子与人合租，把两台车卖掉
一台，开始攒钱，为转业头两年没有收入也能支撑下去做储蓄经费。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绝，不是每
一个人都有。而为了梦想，能够不断地去妥协做那些自己不喜欢、不乐意、不舒服的事情，甚至自降
生活品质，为梦想做出牺牲，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扪心自问：你的梦想，到底有多贵？你有
为她真正努力过吗？还是只是看上去很努力？我们都喜欢远方的诗意，却不知道那诗意背后也很现实
，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从美国哈佛大学到缅甸弄曼乡村，从跨国企业专业经理人转变为有机农场一
介农夫。从事NGO的十年，收入变为只有十年前的三分之一不到；将一个政治动乱频仍、多宗教多种
族的缅甸毒品金三角， 建设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有机农场，他付出了七、八年的努力。单是前期买地
、整地、整合内部意见、调节地方势力、说服当地弱势群族加入就用了3年多的时间，之后是坚持建
立永续经营农场，坚持不滥施肥，用除草剂、农药等用了2年，之后才有了用有机的方式种植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换得人民的安居乐业。这个改变的过程缓慢又极具力量。这就是，诗意背后的现实。
当我们知道一瓶精油的提炼是需要那么多人力，体力、精力、时间时，我们会理解其高额的市场价格
；当我们了解了一个NGO从业者的日常，我们会不再带着光环看梦想，而变得务实；当我们不再把旅
行当做是美好人生的代名词，而懂得其只是美好人生的第一步时，我们那些环球旅行的梦想相信会有
更终极完美的成就指向。所有梦想的实现都是脚踏实地的从眼下的路走出来的。关键我们要时刻记得
她，向她迈进。借用作者的话：“无论你的决定是什么，都要记得让自己准备好，成为一个有专业的
人，才会有能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些，也让自己的梦想更容易实现。”
2、幽幽碧草一片接着一片，茂密果林一株挨着一株，金黄的稻子给农场添上了丰收的颜色，老牛的
哞哞声又为农场谱出了惊喜的音符。在缅甸的偏远山区，一群有梦想并坚持做自己的朋友济济一堂，
他们这里有曾经美国科技界的高管，有台湾的家庭主妇，有当地的可爱农民，有许许多多世界各地自
愿加入NGO的旅行者。NGO,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
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
的非政府组织。听起来很棒对不，我再浅俗的翻译一下，就是一群赚不到大钱的穷鬼聚在一起为了一
个傻X呼呼的愿望共同努力，并且还让后来人觉得十分牛X的一个团体。作者褚士莹，目前是英国某环
境顾问公司的特别顾问、某碳顾问公司首席顾问、美国某绿色能源公司的亚洲合伙人，但是最喜欢的
头衔是农夫。这不是一个有名有名利的人为了吹嘘自己高风亮节而特意说出来的笑话，当农夫，是作
者从小的愿望，那个被老师否决，令家长蒙羞的愿望，却在此刻被他自己成功的平反了。这不是一种
闲云野鹤的生活，而是一种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最大化的双赢局面。全书没有大道理，不是教唆你逃
离现实远走他乡的大喇叭。“旅行不是美好人生的代名词，旅行只是美好人生的第一步而已；透过旅
行看到外面的世界以后，决定怎么为自己的人生踏出第二步，才是重要的。”在第14页看到这段话，
突然对这个并不了解的作者肃然起敬。后面，才发现，我知道的真的太少了。作为一个云游四海
的NGO管理者，他所带给我的震撼和思考远不止这些。遇到乞丐伸手乞讨，他会思考“应该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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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谁？怎么给？给多少？”“给，会让我变成比较好的人吗？不给，会让我成为坏人吗？”“得到
，真的会让他们比较幸福吗？”“为什么我辛苦打工存钱才能独立供应我自己，但是他们只要伸手就
行？这样公平吗？”他真的会为“厕纸是应该放在纸篓还是即时冲走”这个话题洋洋洒洒写下一整篇
文章。他在探索和询问哪一种方式对环境的损害会小一点？为什么世界上会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他说他一直在学习unlearning.也就是忘记。忘记过去的知识，放弃所谓的经验，一切清零，给自己一
个期限，时间一到，重新出发，绝不迟疑。而我也一直以为，坚持本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放弃。你
要放弃不甘，放弃诱惑，放弃成果，真的很难。可是你不放弃一些东西，二十多岁的你在有生之年里
已经无法再突破和超越，只能日复一日过着复读机一般的生活，最可怕的是，大多数时候这不是你自
己的选择。“到目前为止，我的生命中最潇洒的决定就是停止跟别人比较，全心全意做自己。”这才
是一种慎独的境界，“在竞争的游戏里，不玩的人的最大！”恩，给这句话要点个赞。刚开始看这本
书的时候，以为是一个NGO高管为了推行自己所谓世界大同观，臆想编造出来的农场童话故事，越翻
到后面越发觉，这是一次能感动不相干的人的生命交流。“如果每个人都能关心跟自己无关但很重要
的事，这个世界就自然而然，可以成为更美好的星球。”我们每个人，当你真正关心和投入一件事情
之后，能量的巨大也许是你无法想象的。爱这个世界，爱我们自己，这样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被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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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在天涯的尽头，归零》的笔记-第60页

        让人讨厌的烟商，也能够透过公平贸易跟永续农业精神，既能有利于农户，也有助于稳定长期的
货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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