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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走在幸福財富路-生活不失衡 

 

第一眼看書名「平衡心態」，以為是暢談人生的書… 

第二眼看副標題，「掌握成功的四腳桌法則」，以為是勵志的書… 

再仔細看：「穩步累積你的財富、幸福與健康」，原來是理財的

專書… 

真是一本有趣的書，開啟了我繼續閱讀下去的動機。 

作者安德魯．哈藍 Andrew Hallam 被稱為「素人投資家」的他，

原本是一位平凡無奇的高中老師，任教於新加坡美國國際學校，卻斜

槓人生以教師的薪水，打造出千萬財富；安德魯．哈藍沒有引用太多

艱深的財經專有名詞及難懂的數字與曲線，用詞言簡意賅，他以《我

用死薪水輕鬆理財賺千萬》一書，成為國際暢銷書作者，創下在美國

亞馬遜、加拿大亞馬遜銷量第一的商業理財類作家。 

2009 年，39 歲的安德魯．哈藍身材結實，喜愛運動，年年參加

大型路跑競賽，更是常勝軍的他竟然被診斷出罹患骨癌，但是他並沒

有被病魔打敗，認為生命就像是一個不透明的沙漏，這個沙漏從出生

的時候開始翻轉計時，沒有人知道自己還剩下多少時間沙子，所以我

們更應該珍惜、感恩，認真的過好每一天。 

本書共有 12 個章節，每個章節都專注於一個特定的主題。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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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幸福的定義和來源，接著深入分析金錢如何影響我們的幸福感。

此外，還討論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透過合理的財務規劃和投資來

實現財務自由和幸福生活。書中章節安排緊湊而有條理，從宏觀理論

到具體實踐，逐步引導讀者深入了解幸福、健康和財富之間的相互關

係。隨著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個人壓力的增加，如何在追求財富的

同時，保持健康和幸福，成為現代人關心的重要課題。這本書不僅探

討了這些議題，還提供了具體的方法和策略，讓讀者能夠在日常生活

中實踐這些理念。 

錢的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幸福感，特別是在基本生活需求得

到滿足的情況下。研究顯示，當人們的收入增加到某個程度後，他們

的幸福感也會隨之提升，因為更多的金錢意味著更大的財務安全感和

更多的選擇自由。然而，這種關係並非線性，人們在達到一定收入水

平後，金錢對幸福感的邊際效用則開始遞減，所以是否真的要因未獲

得更高的薪資而接受不喜歡的工作或是高壓的工作環境，值得我們再

重新謹慎思考。 

安德魯．哈藍提出荒島檢驗法則，告訴大家在花錢時，好好思考

一下，到底是需要還是想要，可以想像如果是住在荒島上，根本沒有

其他人看見，那你還會不會買？檢驗一下我們內心買的是體驗，還是

體面。尤其是升級物件，不如升級經驗的觀念，建議讀者應該以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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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美好的回憶更為重要。 

研究指出，通常高收入的人相對也會有較高的支出，建議可以透

過記帳的方式，追蹤自己的購物清單，並排列出花錢的優先順序，減

少不會改善生活的物品或習慣，降低不必要的支出，可以慢慢增加投

資的機會成本，進而成了百萬富翁。因此而知，收入不會決定你財富，

主要是每個人的消費決定影響了他的「機會成本」，我們可以買得起

任何東西，而所有的選擇都有長期的機會成本，故要聰明選擇，切記：

看似小額的存款，都可能是造成未來重大的影響。 

投資策略部分，最有趣的是廁所中的市場，就像是菜籃投資法，

落實於生活中的必需品，可以從大賣場看大家最常放入購物車裡面的

產品品牌，這些都是影響著經濟脈動，也是幫你賺錢的朋友。這也是

安德魯．哈藍年輕時所運用「同儕審查的經濟科學」，每個月增加投

資總額，而沒有聽信銀行理財專員的建議。及早的投資，加上長期全

方位的投入，隨著企業的獲利提高，也會增加發放的股利。所以持有

多元的股票組合或是指數型基金，時間久了，每年就可以坐收公司發

放更多股利的被動收入。 

安德魯．哈藍從 19 歲就開始打工賺錢，同時也開始投資，這也

讓他有愈來愈多的錢可以投資各種不同的企業，當他大學畢業後，有

正式的工作及更高的收入時，仍持續不斷的投資，並將每年所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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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再投入市場，透過長期不斷的複利，並佈署美國和全球的國際股

市，同時加入債券，除了當股東外，也當個放款人，亦即股市 60%及

債券 40%(可以隨著個人核心配置調整不同的比例)，讓投資更多元，

大幅降低投資貶值的風險。 

投資最重要的原則就是指數型基金或 ETF，並搭配資產配置，結

合債券型股票，定期定額投入，設定自動存入，就不要管他，股票跌

一樣進場，反而可以用一樣的金額買到更多的股票，雖然熱門的股票

可能可以快速致富，但也可能快速大跌，沒有人可以說的準，所以要

投資指數型基金或 ETF，才能贏大盤。 

安德魯．哈藍也提到「環境投資」是最快樂的，在「快樂地球指

數」排行第一的哥斯大黎加，推動創造再生能源，除了在 2021 年水

力發電已占 80%外，持續推動全球第一個禁用一次性塑膠的國家。透

過減少打開荷包的次數，少買些沒有用的東西，或許股市的成長會低

於以往，但無礙於投資。1955 年美國分析師 Victor Lebow 提出驚人

的經濟生產力，要大家將「消費」當作生活方式，在消費中追求心靈

與自我滿足，不斷的快速消費、消耗、耗損、取代、丟棄…。這是現

在這個變化快速的社會大眾所喜愛的模式，卻也是讓人心靈空虛、道

德敗壞、失喪的開始，情緒失控、不快樂。事實證明，透過減少購買，

多多分享，幫助我們的地球，同時也可以提升自己的快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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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指派孩子做家事，可以培養小孩有紀律、負責任、團隊合作

的精神，最重要的還有成年後的生活技能及社交能力。所謂的人際能

力、人與人的互動是需要練習的，經過一次一次的眼神交流、面部表

情、肢體語言，才能習得，但在網際網路盛行的年代，太多的小孩、

青少年躲在房間玩電玩，寧願透過網路傳送訊息，也不願意面對面溝

通，嚴重影響社交能力的發展，將是下一代的危機。建議透過經常指

派家事與限制社群媒體，雖不能保證小孩一定會成功，但是可以增加

成功的機率。 

再者透過棉花糖測試，延遲小孩享樂的訓練，可以增加小孩等待

的耐心，刺激大腦前額葉皮質區的旺盛，幫助控制衝動行為，克制購

買慾望、避免衝突，做適當的選擇。從小培養正確花錢、存錢、分享

的觀念，來養成財商，提前設立明確的基本規則。建議從新的一年開

始，要求小孩記帳，了解自己消費的情形，讓小孩對自己的食物、手

機、各項消費支出金額有概念，了解機會成本，可以從那裏省下多少

錢，減少不必要的開支，轉而進行投資，請孩子算出存下的錢，經過

一段時間後可能變成多少錢，從中認識複利的重要性。 

許多哲學家認為困境可以讓人們學到更多，甚至是成功的關鍵，

但有研究指出美國有許多大學生在沒有父母的財務資助下，畢業的機

率較低，安德魯．哈藍也提到英國作業 Milliam Hazlitt 曾說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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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理解線性關係，也理解邊際報酬遞減，倒 U型關係的概念：同一個

東西在某個層面是正面的，在另一個層面卻可能變成負面的，還會帶

來嚴重有害的結果」。例如：大學學費，父母替孩子的教育付越多錢，

孩子的學業表現愈低落，但是完全不付也會造成學生負擔過重，產生

不好的結果，反映了 Milliam Hazlitt 的倒 U型關係，所以家長需要

擇定一個適當的甜蜜點，例如幫忙支付一半的學費或是生活費用，避

免負荷過重。 

家長總是有迷思，希望小孩贏在起跑點，但是讀名校就是人生勝

利組嗎？讀名校是否只是好名聲？還是可以賺更多的錢？實際上，研

究發現，尚有許多不同的變數，藉由計算投入成本等因素考量，重要

的是在做決定之前，一定要先評估可能的機會成本。最好的方式是，

父母可以在家示範合理的理財實務，讓孩子們可以學到最佳的理財之

道，繼而發展出責任心及自尊心。 

認真看待退休這件事，日本研究指出勞動讓人延年益壽，也有俗

話說要活就要動，但實際上超過 65 歲還在勞動的人，不一定是為了

錢才繼續工作，通常選擇繼續工作的人常有良好的身體狀況，或是喜

歡這個工作，當工作令人感到有負擔而想提早退休時，就需要提早認

真規劃投資預備退休金。安德魯．哈藍建議可以擺脫既定的思維，透

過兼職工作、迷你退休、或是非典型的退休，來延遲提領退休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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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兼職工作中獲得樂趣與健康的人生，而愈晚提領退休金也愈有

利，除了可以領更多，亦可支付因逐漸老化後的龐大醫療支出。 

安德魯．哈藍透過介紹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等不同國家投

資情況，分析長期的股市報酬，進而了解最終還是以全包式的指數共

同基金或是 ETF 的報酬率，高於預測、或是階段性表現好的個股，並

把花在研究股票的時間省下來，轉而投資在建立社交關係，亦可獲得

幸福又快樂的人生，益處更多。 

綜上所述，本書提到很多很棒的觀點，有助於不同年齡層的讀者，

重新思考、調整、規劃自己未來的生涯以及理財觀念： 

(一) 安德魯．哈藍認為成功的生活是由四個元素組成的：足夠

的金錢、穩固的關係、身心健康、有目標，即為穩健成功

的四腳桌法則，缺一不可。 

(二) 物質不一定會提升生活滿意度，重要的是要能帶來快樂享

受的經驗，讓你跟朋友的相處時光更加快樂，並建立更密

切的關係，有助於提升健康的身體。秘訣：荒島檢驗法。 

(三) 拒絕窮忙、追求活得更好的祕訣，珍惜自己所擁有的，正

確的心態勝過財富，就是需要平衡心態。秘訣：選擇從事

與自己興趣相符的職務與職涯，多與自己敬愛的人相處，

轉為利社會經驗，紀錄感恩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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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單純的工作收入不會決定你的財富，重視機會成本與增益，

開啟多元投資、分散風險、複利的威力，源源不絕的收入。

秘訣：記錄自己的消費支出、減少某項特定支出是否會降

低稱活滿意度，如何透過投資把錢變大。 

(五) 投資不一定需要專業，但需要堅持到底的長期指數型投資、

資產配置、定期定額，才是財富自由的起點。秘訣：合理

的選擇是結合股票及債券市場，不要害怕短期的起伏、波

動，建立一個多元的低成本指數型基金投資組合。 

(六) 投資組合就像是肥皂一樣，只會愈弄愈小，設定好就忘記

的不干預投資法，所以將時間花在建立人際關係發展，穩

固的人際關係有助於快樂人生，而不是放在如何賺錢，而

且想著錢的人比較不願意幫助人。秘訣：花越少時間想自

己的投資，可能會賺愈多的錢，而且還會更快樂。 

(七) 投資最大的敵人是人性，一有錢就拿去投資的方式是成功

機率最高的。新冠肺炎疫情時，股市重挫時賣股票的有如

膝反射一樣自然，結果 10 個月間股市大漲。秘訣：持之以

恆、堅持到底，建議參考女性的意見，研究指出女性在證

券戶的績效表現優於男性。 

(八) 重視社會責任的永續投資，就地採購、品牌故事，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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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目標，明確的(Specific)、可衡量的(Measurable)、

可達成的(Attainable)、相關的(Relevant)以及有時限的

(Time-based)，發揮環境影響力。秘訣：搶救地球投資與

消費習慣，靠自己做社會責任投資。 

(九) 投資下一代，孩子的財商多半看的是父母，分派孩子做家

事，讓孩子置身事內的成功因子。秘訣：限制他們的螢幕

時間，練習更多的面對面溝通，有助於建立社交技能。培

養理財能力、責任心及自尊感。 

(十) 退休金要準備多少？就像指紋一樣，因人而異。退休逆思

維，不只要存夠錢，還需要延年益壽又快樂，過個健康、

長壽、不斷學習的人生為目標而努力。秘訣：退而不休，

找出工作與玩樂的平衡點，才是成功的關鍵。 

 

最後結語，先決定投資的核心配置，制定財務目標，長期明確的

財務目標能夠幫助我們更有效地管理資源，並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保

持動力，讓財富帶來真正的自由，打造健康、幸福財富的美好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