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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歷經生活壓力與精神疾病的席爾多‧ 芬奇，控制不住自己腦中的恐懼，也

控制不住被排擠的生活，拿自殺作為自己必然的結局，卻一次次的在死亡邊緣

衡量「完全消失」與「活著的意義」，在漫遊印第安納州之後，消失在所有顏色

匯集的最燦爛的地方。  

二、內容摘錄： 

  做任何事情提醒自己：我依舊醒著並擁有掌控權。（p118） 

 

  你應該用無怨無悔的態度過生活。（p129） 

 

  困難的是怎麼長高也擺脫不了別人給你貼的標籤。（p141） 

 

  大家的問題就在於他們老是忘記，微不足道的小事才重要。（p154） 

 

  世間萬物的年限都已注定了，對吧？（p154）  

三、我的觀點： 

  在這本書之後，我想談談關於精神疾病和死亡兩件事。 

 

  芬奇一直受精神疾病所苦，他無可避免承受了比別人還更多的壓力，還有

源源不絕的恐懼：對於沉睡的恐懼、對於無感的恐懼、對於自己的恐懼，但他

卻從沒有對任何人說他自己煎熬的故事。不可否認的他是在逃避，不過我覺得

在這之中，別人對他的指指點點也是讓他一直沒有求救的原因。 

 



  比起其他疾病，精神疾病所承受的社會壓力更多，但這之中卻沒有合理的

原因，就這兩者來說，也許同樣都要吃藥控制，人們卻對精神病患者有更多的

不諒解跟標籤化；也許同樣都是因為遺傳而造成的，患者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人們卻對精神病患者有更多的歧視甚至辱罵。 

 

  「當人們可以看見你的傷口時，他們會表現得更有同情心一點」當人們不

試著去了解精神疾病背後的原因，僅以自己的立場去批判的話，對於患者而

言，應該是更深的傷害。我們應該要試圖理解或至少不批判，而不是就簡單認

為憂鬱症患者只要想開一點就好、過動症患者只要再努力一點就可以專心，好

像一切的根源只是他們不願意做好而已。 

 

  過去的朋友在面對升學壓力時，曾一度有輕微憂鬱症，那時我不知如何是

好的只會說諸如「想開一點」等其實無意義的話，而等到我們都過了最難熬的

時候、等到她自己也走出來了，我才知道旁人熱切的希望「很快就會好起來

了」、「樂觀一點」，對於當事人來說只是一遍又一遍的刺痛提醒著「你現在不正

常」、「就只要樂觀一點就好啊」，還附加龐大的壓力。 

 

  在芬奇把自己受限在自己的世界後，他朝向自殺的傾向就越來越明顯。而

每當他說：「今天是個死亡的好日子嗎？」，我就有很心痛的感覺，彷彿這句話

是無可避免的、彷彿他的未來一定得要這樣結局。但他好幾次走在死亡的邊緣

時，我卻覺得他更像在提醒自己還活著、還在這裡、還在堅持，一次又一次的

靠近死亡只是為了感受活著，所以最後他是真的意圖自殺嗎？可能是最後就連

死亡都不能提醒他活著，也可能是一場失誤，其實他來不及從邊緣走回來。無

來由的，我覺得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些。 

 

  芬奇的家人堅持這都是一場意外，因為避開自殺的成份讓他們覺得更可以

坦言談起芬奇，「人們很少帶花致自殺者」，但為什麼要對自殺者有這麼重的避

諱？他們也可能努力的燦爛活過，為什麼僅以最後的結局完全否定他們？我當

然不是認同他們的做法，但是我認為在事情已發生的狀況，作為旁觀者的任何

人都沒有任何權利以任何方式多做批評。 

 

  而無論這是否真的是意外，我討厭他們藉此假裝一切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好像他們過去不斷忽視芬奇的感受並沒有什麼錯，好像就只是芬奇的運氣差

點。而更虛假的是，那些過去霸凌他、嘲笑他、從沒關心他的人哭得好像自己

真的失去了很重要的人，甚至長期家暴他的爸爸也是，我懷疑的是他們真的感

到難過嗎？喪禮並不是某種讓大家假裝自己是受害者的地方，他們應該在之前

就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很糟糕，或至少，不要在這時「假裝」自己意識到、不要

把道德變成一種表演形式。 



 

  我們都需要停止這些誤解跟刻板印象，讓還沒發出求救的芬奇們敢於承認

與接受。  

四、討論議題： 

  在沒有深入了解之前，我們的一舉一動可能會對精神疾病患者造成什麼影

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