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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放下身段，檢視自身的不足，才能更廣闊地容納新知。 

 

本書描寫一個貧窮家的孩子從小不愛讀書，但是他從小明白了「窮困」的辛苦，因此他也

告訴自己:「我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出人頭地，不要再讓媽媽這麼辛苦。」他開始當起學徒

到了麵包店學習，但是突然發現自己因為沒有讀書導致了許多工作上的不方便，為了可以

早日出師，他把自己當成了一塊乾海綿，拼命的吸收技術。在「出師」後他慢慢的發覺了

自己與真正的「專業」還距離一大段的路程。他不懂「管理」，他從錯誤中找尋方法，也開

始認真研讀這方面的書籍，希望把從前不足的給補回來 。他也發現傳統方法做出的麵包已

經不能滿足客人了，他深層地去發掘自己的味覺，用了與他人不同的創意去做麵包，為了

學習到更艱深的技術更遠赴日本去取經，這趟旅程中，他最大的收穫是發現「精準度」及

「時間」，都是做出好吃麵包必要條件。 

 

學習到「龜毛」的態度，發現傳統的麵包師傅都是憑著「感覺」去做麵包，也都不了解材

料的性質，所以品質不穩定。到最後要參加有「烘焙界奧林匹克」之譽的樂斯福盃世界麵

包大賽，更是花費了許多的時間去埋頭苦練 ，用了更多時間去思考著要如何用最少的時間

去製造出最大的效益。更把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一一去模擬。再不斷的努力下中得到史無

前例的名次-金獎。 

 

我覺得吳寶春師傅他並沒有過人的天賦、但是他憑著不斷的努力以及堅強的信念、不斷從

錯誤中尋找正確的方法，也花費了自己的休息時間去充實自己關於麵包的專業知識，並且

為我們樹立了可以追尋的里程碑。 

 

他的故事能讓我們反思，如果連吳寶春師傅這樣家境的小孩子，經過了不斷的努力都能成

功的話，我們擁有著更多的資源、家境也比他好，如果他可以我們一定也是可以做到的。 

 

當學徒的時候，他把自己當成了一塊乾海綿，拚命的去吸收知識，為了可以幫助母親脫離

窮困的生活他將他的薪水的三分之二寄回家裡。這段過程讓我學習到，我們應該要時常學

習新的知識，科技日新月異，資訊每天都在更新，我們得懂得更多，才不會讓自己被社會

淘汰；並且要時時保持著感恩的心，父母辛辛苦苦養育我們，他們犧牲了自己的青春照顧

著我們、無怨無悔，我們一定要謹記在心。 

 



 

 

吳寶春師傅為了學習艱深的技術遠赴日本，也在那看到、學到他以前不知道的技術及手法，

這告訴我們雖然科技日新月異，但是「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重要性。雖然網路讓

我們很容易地從電腦、手機上找到資料，但是有些東西自己親眼看過會使自己的收穫更多，

學習「龜毛」的態度，「龜毛」這詞通常是人們稱呼行事過度挑剔的人，語意不免略帶貶抑，

但是如果我們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這樣的程度代表，我們可以把每一件事幾乎做到完美的

程度，不也是件好事嗎? 

 

吳寶春師傅的成功經驗，提醒了我們，如果要成功唯一的方法就是腳踏實地的練習，別奢

望旁門左道，只有經過不斷地苦練、修正，才能達到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