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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杏林子本名劉俠，為台灣作家。她十二歲時罹患類風濕性關節炎，小學畢

業後，即在家自修。為了紀念她的家鄉杏林鎮，將自己的筆名取為杏林，共著

有 45 本散文集，曾獲國家文藝獎。創辦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享年 62 歲。 

 

  作者從不同的角度，針對生命抒發個人的感受與體悟。藉由己身的經歷和

動人的故事來說明生命的光彩是由自己掌握的道理。取材多於日常生活，內容

多為對生命的執著與歌頌，以及對人的關懷與熱愛。  

二●內容摘錄： 

  其實，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人，誰沒有缺陷呢？外體的缺陷不足以懼，可

怕的是心靈上的殘缺。何況，如果因為缺陷使你更珍惜生命，了解生命，發揮

生命；如果有行的缺陷，足以幫助你追求一個更完美理想的人生。那麼，缺陷

就不是詛咒，而是一種祝福了。（p.19） 

 

  對一個成功的人來說，缺陷是一項得勝的榮耀；對那些躲在缺陷後面自怨

自艾的人，缺陷永遠是一個不幸的標誌。（p.19） 

 

  幸與不幸，全在你自己掌握。（p.19） 

 

  生命的價值不在你得到多少或失去多少，而在你是否全心全意的努力過，

活出你那一份光和熱。（p.41）  

三●我的觀點： 

  杏林子從小罹患類風濕性關節炎，因此生命中大多數時間都受到病痛的折

磨，《生之歌》即是她因著對生命的探討，對生命的信念，以及對生命的堅持

所寫下的一本著作；她將《生之歌》送給她的母親，希望母親可以看到她即使

身上有著病痛，也十分的堅強。 

 

  其中幾篇令我印象深刻，也使我有許多想法；在一篇名為〈永恆的價值〉

的篇章中，杏林子引用了印象派畫家雷諾瓦的一句話：「痛苦會過去，美會留



下。」雷諾瓦也患有關節炎，因此作畫時十分的艱苦，但他仍不願放棄創作，

而說出了這句知名的話。每當杏林子的關節不住的疼痛時，她說她總會想到雷

諾瓦的這句話，然後繼續努力。 

 

  生病之人的信念多麼強烈啊！竟連我們這些身體無病的人都絲毫不及其十

分之一！我常常在想，我們這些身體健康的人是不是有太多選擇了，而導致我

們容易輕言放棄？因為我們無病無痛，可以做這做那，即使放棄了一些東西，

我們也認為可以輕易地再度取得；更甚者，我們擁有更多選擇，放棄一些信念

及堅持，根本無關緊要！是不是？ 

 

  我想，這可能就是我們容易放棄的原因。因為擁有太多，反而不珍惜；因

為我們沒有經歷過身體及心靈上的折磨，不知道我們的生命其實是稍縱即逝

的，無法體會這些生命中最閃耀、最永恆的東西。 

 

  杏林子多年與病魔抗衡，卻始終沒有放棄，她說：「生命可值珍貴的東西

太多了，我們怎能因為僅僅失去其中一部份就對整個生命的價值發生懷疑

呢？」我們從這裡就可以知道她是多麼的堅強。的確，生命中可貴的事情太多

太多了，卻沒有一項可以代表整個生命，但是我們卻經常因為其中一項的失

去，而放棄整個生命，從此再也站不起來，或者對生命再無期待，尋求死去。

可貴的東西固然眾多，每一項卻也都是同樣美好，一旦嘗過它的滋味，要我們

放棄即使一項，談何容易？一旦嘗到它的好，漸漸覺得理所當然，當它成為生

命的一部份時，便再也無法割捨了。一旦捨去，那種痛苦怎麼能不像一把刀一

樣，將你的肉刨去？可貴的東西太多，卻太少人能夠承受失去的痛苦，殊不知

我們接受這些痛之後，有更多可貴的事物在等著我們。杏林子便是那少數通過

試煉的人之一，因為失去過，變得更加堅強，更能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當我們在生命的路途上受到挫折時，我們需要的就是「轉念一想」，這

「轉念一想」可不是為了要逃避挫折，而是為了要看到更多一路走來時的風

景，看到生命中的美，激起鬥志去面對擋在路上的重重困難。 

 

  常有人說：「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來以此安慰人，但是我想這是不太

對的。我們並不是要去看別人的缺陷而對自己感到心滿意足，而是看到別人所

缺少的，從而驚覺自己所擁有的是那麼的多，才使我們感恩，對自己所擁有的

感到滿足。 

 

  我想，我們對生命缺少的是尊重。  

四●討論議題： 

  有許多人手腳健康，卻不願工作，整天待在家中吃父母的，用父母的，從

不想努力；而許多忍受著病痛的人卻是終生不放棄，即使走到生命的盡頭也仍

存希望之光。為甚麼會存在這種差異，我們應該如何正確地引導他們？ 

 

  杏林子為甚麼會被世人所知？被世人所讚揚？因為她寫了書，讓大家知道

她的病，讓大家知道她的努力；同樣，世上尚有許多人生著病，也努力的活

著，我們卻看不到。社會是否太過缺乏對其他人的關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