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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作者侯文詠曾是一位醫生，現在則是一位人人皆知的作家，而這本書是他繼

「白色巨塔」等多本小說後又一精采的巨作。一個高中學生在網路上表示：

『我熬夜到清晨看完這本小說，看得淚流滿面，為什麼他能這麼精確的說出我

的心聲！』的確，侯文詠也準確的說出了我現在的心情。在我們這個年紀已到

開始為聯考緊張的階段，大家心中總是會有一個問題：「真的要這樣下去嗎？

我讀書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在未來的路上到底會如何呢？」沒有人會知道答案,

只有堅持著走下去。希望在看完書後，大家都能在自己的心中找到屬於自己的

答案。  

二●內容摘錄： 

直到我們徘徊在黑暗與荒蕪裡，直到無助的吶喊與哭泣淹沒了我們。我要明白

地告訴每一個人，是我們的平庸、冷漠、虛偽、貪婪讓生命變成了一連串失去

純真的過程。是我們在這個過程中親手種下死亡的種子，讓腐敗在自己的內在

萌芽，茁壯。是我們自己澆水灌溉，眼睜睜地看著我們在腐敗中失去自己，在

腐敗中失去一切。（p.399-p.340）  

三●我的觀點： 

在享有高科技的二十一世紀，教育孩子已成為一件重要的事，但在教育部的大

刀闊斧下，只是在基礎面上越改越糟、越改越紛亂，讓孩子越來越疑惑而不明

何理?書中的主角小傑只是一個例子，一個攤在社會祭壇上等待宰割卻還憤憤不

平的活體，但引起的共鳴確異常的大。是不是得等到一個真正的活祭典展開

時，大家才知道殺戮的開始，一場自家人的對抗。何苦?每個孩子的童年都只有

一次，能給的真的只有在教育體制下扭曲的制度嗎？為什麼不能再多想想什麼

對孩子是好的？不然也應該做好最基本的－讓孩子快樂成長。 

 

現在的政府官員，總是在螢光幕前拉開嗓子的高喊自己有多愛台灣，但是在最

基本的教育上都做不到，那又何必欺騙自己呢？如果你真的愛台灣，會花大錢

把自己年幼的孩子送往國外唸書嗎？如果連最基本的台灣教育都不信任的話，

那講再多的愛台灣都沒人會相信的。而對新聞媒體，則是另一種製造大標題的

噱頭，面對這樣的事件，媒體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的；他們把最粗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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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我們，但事情的真相和在這整件事背後的動機和意義，卻都不可信任，而

這樣功利的社會團體對孩子又是何等的不利。在這本書中，講出了對這整個教

育體制的不滿與不解，從小傑的事件對這個體制發出不平之鳴，是需要勇氣

的；但是也以不同的角度敲醒了某些人，某些被傳統束縛住，想衝也衝不出去

的人。如同書裡所說的一句話：「那道界線竟是這麼的單薄。」雖單薄卻震撼

人心！ 

 

「教育理念」是很多人放在嘴邊的，但是我在一位老師口中才真正了解它的價

值與內涵。教育，是要把一個人放在正確的位置，一個屬於他的位置。不是一

套體制都必須適用於所有人，這是不可能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特質，既然擁

有不同的特質，你又怎麼能要求他們在同一個位置必須發揮出一樣的價值呢？

明明就是不同的個體、不同的生長空間、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啟發，那又如何

會相同？而在現在這種教育體制下，我想受害的不只是學生，老師也一樣。有

太多的苦水，老師是說不出口的，但是承受的壓力何其大！依照社會達爾文學

說：「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如果連小小的孩子都需要接受這樣的評斷，

那不就太誇張了嗎？每個人開竅的程度不同，快慢也不同，在這樣的升學制度

下，不等同於我們應該在這短短的三年內擁有一樣的知識，一樣的水準，才能

去參加考試而升上大學。在以前來說，想重來的機會很大，但現在我卻覺得你

只要錯失這次機會，似乎就很難再從來了！因為社會大眾的標準、眼光，跟以

前比起來變嚴苛了。以教育理念來看，都再再的違反。 

 

以一種沉痛的心情看完，雖然不知道那樣的結局算是喜劇還是悲劇，但不自覺

的又留下了淚。裡面有一段話我看了很久，他是這樣寫的：「當我們不再保有

孩子的純真時，青春、歡笑、自由與想忘也就遠離了，我們彼此責怪、相互憎

恨、鬥爭、殺戮……是我們的平庸、冷漠、虛偽、貪婪，讓生命變成了一連串

失去純真的過程。」純真是人最原始的本質，為什麼一定要被腐蝕？一定要被

淹沒？我們有保留的自主權和決定權，在隨波逐流的現代，得做出能站的住腳

的勇敢決定，替自己找到一個不被社會潮流迷失的方向。  

四●討論議題： 

社會制度雖然糟，但是我們負擔不起這種強大的壓力去改革，而能在這樣的環

境下依然快樂的生活與思考，是需要一定的 IQ。經常聽到資優生為了小小的事

情自殺，看在我們的眼裡真的是既心疼又惋惜，會讀書裡的東西固然是好的，

但是生活中必然有更多需要我們學習的東西，不要自己劃清界線！在我們這個

年紀，又生在這樣的世界局勢下，一定要有多方學習的勇氣與毅力。重點就在

於我們怎麼在壓力和快樂學習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或是一個相輔相成的狀態，那

就要看我們的 IQ如何發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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