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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覺得我快被逼瘋了！」B激動地說著。 

    好幾年沒見，一開始還有點認不出對方。看著 B一身俐落成熟的打扮，對照

著自己穿著牛仔褲、背著大背包的樣子，鏡中的我們已看不出高中時的相似了。

她說著公司的厭煩和趣事，我談課業與家庭，不同的人生段落我們卻還是能牽起

一條共鳴的線，聊到天黑還意猶未盡。 

    B一談到公司便眉頭糾結，我問她，現在情況有比較好了嗎？「沒有，我已

經兩個禮拜都在為同一件事情煩惱了！」「我的老闆是雙子座。」我「哦」了一

聲，心中已隱隱知道她想表達的是什麼。「他很善變嗎？」「對！！」B眼睛一亮，

彷彿得到了開口的機會，開始滔滔不絕：「我已經被他罵了一個禮拜了，在眾人

面前耶！」「同一件事，他可以跟我糾纏十五天！十五天！」「今天說要做，我說

『那老闆我要去做囉。』他卻說『等一下！我再考慮看看。』隔天卻又罵我說怎

麼還沒做。」「等到客戶反映了，卻推說他都不知道，是下屬做的。」「要被客戶

罵也要被他罵，每天又反反覆覆的不知道要怎麼做，我真是快要精神衰弱了！」 

    聽著她繼續講著公司裡欺負她的主管、不可信任的同事、各種辦公室緋聞，

我除了陪伴與同理，一時間還真找不出什麼可以「幫助」她的方法。「有些事不

是僅靠我們就能解決的。」我真切地明白這個道理，但在很多時候，真誠的希望

對方可以過得更好的心意，卻會被這個道理壓得好無助。 

    後來聊到我的學習，我對 B說：「我上次有到你們那兒去參訪耶！中科好大！」

我大概說了去參觀員工諮商中心的心得，也說了中心一開始建立時大家都不敢走

那側樓梯的趣事。「聽到這個經驗我才感受到原來大家對諮商的態度還是抱持著

汚名化的」我說。B附和著我的說法，一起為大眾談到心理諮商的態度感到無奈。

然後我突然靈光一閃，問了她：「妳知道那個員工諮商中心是中科的員工都可以

用耶！」「如果妳想找人談談，也許可以去試試。」然後 B的臉色就黯淡了下來，

「這樣喔……」「你覺得…我有需要去諮商嗎？」看著 B猶豫不安的臉，我突然

就懂了。 

    當我們在學校積極的學習、努力的練習、參訪、汲取各方經驗，以期能在未

來擁有更豐沛的資源來協助個案時，卻沒意識到「我們可能無法接觸到個案」。

許多個案擁有煩惱，卻還是懷抱著煩惱，不肯、不敢踏出一步，惟恐被別人發現。

如此一來，我們就算擁有再豐富的資源，無法給予到個案身上的話，一切都是空

談啊！當然，我覺得阻止個案前來尋求協助的原因很多，不只是怕被貼標籤而已。

在 B的身上，我也看到了另一種可能性，而我之所以會感覺到，是因為我也曾有

過這種猶豫－我的困擾真的是困擾嗎？這種問題就去諮商會不會很怪啊？其實



我的問題也沒有很嚴重，只是想找人聊聊，諮商師會不會覺得我的煩惱沒什麼大

不了？儘管自己煩惱得不得了，但還是會擔心這在別人眼裡會不會根本就不需要

煩惱，因此不敢開口。當我看見自己的這種想法時，我便看到了防衛、看到了對

諮商的不安，我也看到了如果我覺得問題要嚴重才可以去諮商的話，那我豈不是

跟那些害怕去諮商而被貼標籤的人差不多？ 

    這些覺察讓我既不敢相信又開心。不敢相信的是我打破了自以為的面具，發

現我一直對諮商抱持的正面態度其實也有刻板印象在其中；而開心，則是為了我

看見自己的矛盾而開心。因為看見，我才能有機會重新整理我的態度和想法，澄

清並接納。而且這也讓我更加理解為何大眾對諮商的態度會是如此，能以他們的

角度來解答他們的疑慮。這點讓我開始重視對諮商服務的宣傳，回到職場，雖然

我們有提供服務，但要如何讓大家知道這是什麼服務、以及願意前來使用是很重

要的。宣傳除了這些之外，也具有預防的功能，例如很多企業都會做的傳單、心

情小語、文章分享、心理測驗、講座及活動等等，這些比較不敏感的分享反而更

能讓大眾接收到，一方面可能可以滋潤心中的小裂痕，一方面也許能讓大家漸漸

明瞭公司內有協助方案的服務。這些種種，又讓我想起了漢翔的關懷員制度。我

覺得關懷員也許像一種活生生的宣傳吧！在每天的工作環境中，添加了一筆溫暖、

關心。由於就是身旁的同事，因此更願意傾訴，而關懷員給予的協助也會更加自

然，在這種關懷的文化渲染下，對於諮商、對於員工協助的排斥也許會慢慢減少。

這是我的想法，然而我也知道要做到關懷員制度是多麼地不容易！ 

    這些省思，在我與朋友約會完更加鮮明。當初抱持著好奇與熱情想一探員工

協助方案的內容，雖然每位老師都會說到企業文化很不一樣，很多諮商師進去都

要適應一下。但對於這些提醒我並沒有太深的警覺，反而讓我覺得是可以試試的

挑戰。但隨著一學期的課過去了，對於員工協助方案的內容理解了，卻沒多大的

實在感。遇到別人和我傾訴，也還是一點忙都幫不上。但在多次參訪和這次思考

過後，我真正體認到了現實，那些無奈與無助、滿足各方要求的妥協是這樣的讓

我無所適從。到現在我才發現了我需要去跨越的障礙。在課堂上幻想著以後的諮

商情境是不夠的，在書本裡描繪可能的個案姿態是不夠的，但都是必要的。只是

更重要的是我真正認清了現在與以後實際工作時的鴻溝，這讓我現在就開始有所

憂心，但相信這也會讓我在以後實際工作時減少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因為現在開

始我就能慢慢地填補鴻溝，調整心態。 

    在這堂課中，我獲得了許多知識，員工協助方案的內涵、進行與方案規劃，

甚至案例分享，但影響我最大的卻是連結資源的觀點。員工協助方案並不與員工

諮商畫上等號，它涵納得更廣；而我們工作的重點當然也不在諮商而已，如何找

出各種場域的資源，並給予個案；這種結合各方專業資源，中介的角色才是我們

需去努力的。因此，儘管希望個案能擁有更好的生活，但把這些改變的責任都壓

在自己身上的話是會讓自己崩潰的，不僅對員工協助方案員工是如此，作為諮商

師也是如此。 

    看著 B展開笑顏相約下次見的神情，我知道儘管我不能「幫她解決問題」，

而這也帶給我無助感，但我的確以我目前所擁有的能力陪伴著她了。這段歷程，

對她、對我都獲得了滋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