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私立曉明女中  

年  級：二年級  

班  級：丁  

科  別：  

名  次： 第一名  

作  者：劉芸瑄  

參賽標題：天堂與地獄之間  

書籍 ISBN： 978957082537  

中文書名：讓高牆倒下吧  

原文書名：讓高牆倒下吧  

書籍作者：李家同  

出版單位：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年月：1995 年 07 月 15 日  

版  次：初版  

 

一●相關書訊： 

  本書的作者──李家同教授經歷豐富，曾任台大電機系學士，美國加州柏

克萊大學電機博士、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靜宜大學校長、暨南大學校長，現

任暨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資訊管理學系、生物醫學研究所、通訊工程研究所

教授。也曾獲得許多獎項肯定，同時也以關懷弱勢族群著稱，擔任過監獄義工，

也曾有到德雷莎修女創辦的垂死之家的經驗。《讓高牆倒下吧》、《第二十一

頁》、《陌生人》、《幕永不落下》、《鐘聲又再響起》等為其著作，內容十

分溫暖人心。  

二●內容摘錄： 

  窮人餓了，不僅只希望有一塊麵包而已，更希望有人愛他；窮人赤身露體，

不僅希望有人給他一塊布，更希望有人給他應有的尊嚴。（P.141） 

  安定了四十多年，我們離戰爭已遠，早已忘了那些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的

日子，我們的日子過的太幸福，幸福得讓我們的心逐漸冷漠，逐漸僵硬，我們

的心被一堵高高厚厚的牆封閉起來，我們舒適而安逸的住在裡面，假裝那裡就

是天堂，然後告訴自己，這世界沒有悲劇。（序 p.2） 

  我失去了視力，也失去了偏見，多麼幸福的事！（p.44） 

  一個平庸的舞蹈家就搞不出所以然來，可是做母親，就不同了，即使做一

個平凡的母親，一樣可以對社會有非常正面的影響。（p.13） 

 

三●我的觀點： 

  究竟，一直活在天堂中的我們，看見了這世界的多少？ 

 

  邊看新聞邊吃飯時，和李家同先生一樣，我總會將正在播放難民或飢荒兒

童的新聞轉台，假裝這一切並不存在；和同學逛街時，看見蜷縮在黑暗的角落，

身體不便的殘疾人士，胸口或許會有些隱隱作痛，但隨即又被喧鬧的人聲沖淡。

這時，才深深了解到：我空頂著天主教徒的頭銜，和那些不願理會乞食的人們

的紅衣主教一樣，掀開華麗的踏墊，才發現下面佈滿了不堪入目的污泥。 

 

  不知曾幾何時，我們開始虛偽的欺騙自己，用沒道理的道理壓抑住自己的



良心，用聽起來近幾乎可笑的聲音告訴自己：「這世界很好。」不，不是的，

這世界早就病了，只有生活在高牆內的我們仍對這一切漠視。我們享受著他們

無法承受的幸福，幸福到對週遭麻木，忽略了這世界的可愛之處，無視於這世

界的可憐之處。 

 

  我們一直活在我們認為是天堂，但卻是造就人性變質的地方。對著牆內，

我們口口聲聲提倡：「均富」。但我們正在做些什麼？社會愈來愈冷漠，大家

自掃門前雪。 

  不是假裝看不到，那一切就不存在。牆外的這一切，都在李家同先生的書

中，再度活生生，血淋淋的上演一次。藉由本書的閱讀，我跳脫了在課業和升

學間打滾的麻木蒼白，看見不一樣的視野。 

 

  「人，絕不是生而平等。」我想，這就是我在一翻開這本書時最先了解到

的「新知」。在杏林子的序中，她發自內心，深刻的以她沉穩的筆調對「平等」

提出了質疑，也震撼了一直單純相信公民課本上那些正義凜然的文字的我。 

 

  一頁又一頁，李教授用簡單又樸實的筆觸，帶著對涉世未深的我們一步一

步，從盧安達到肯亞，再從孤兒院到街頭流浪兒童，用悲憫的眼光去看被我們

忽視的社會黑暗面。 

 

  在這本書中，＜胎記＞這篇文章震撼了在高牆中生活而逐漸麻木不仁的我。  

「許多有錢人只希望里約熱內盧能光鮮亮麗，他們不在乎，也無心去理解為何

會有孩子流落街頭……」這就是縮小版的現代社會罷！ 

  我們並不在乎，不是嗎？有許多人認為：即使我們在乎，好像也無濟於事，

我們能做的太少，做的事也太淺，我們不可能每個人都像德雷莎修女一樣，投

入我們的大半輩子，甚至犧牲了我們的前途和未來，只為了替非親非故的人服

務，德雷莎修女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並非每個人都能和她一樣。我並不能完

全否定這樣的無奈，像是在＜我的媽媽來看我──一個真實的故事＞中，面對

在監獄中受刑的朋友，李教授不敢作出願意永遠留在監獄替受刑人服務的承諾

一樣，並不是不願意，而是虛榮心不許他放棄他的美好前程。但我又認為：在

乎，並不等於無止境的付出。或許我們能做的事微不足道，但是，我相信，假

如大家都願意貢獻出自己的一小部分，即使是容易被人忽略的小善行，都能使

這個世界更美好。 

 

  是的，便是如此。 

 

  這就是我的信念：我們並不要求做的多，但要盡我所能。 

 

  這本書的重點除了著重在孩童的家庭和生命安全外，李教授也帶著我們一

同前往了人間地獄──戰地。＜山谷裡的丁香花＞描述戰爭帶給人們的無力感

和無奈，文章中寄住在主角家中因戰禍而殘疾的年輕士兵最後以自殺結束了生

命。這是李教授所編寫的故事吧，雖非真實的故事，但仍令人印象深刻。 

 

  究竟士兵為什麼而自殺呢？作者並沒有給我們明確的答案。我想，這是一



種心態吧，一種不願意成為他人負擔的心態。但是為什麼我們這個社會不能讓

一個善良的生命得到更多的力量？全篇文章以一個小男孩的眼光來看待，稚嫩

的心智看待沉重的事，映襯的令人有些心酸。「想不到死亡使我們都一樣了。」

路過年輕人葬禮的敵方長官在一旁觀禮時說到。對於因為戰亂所帶來的死亡，

我覺得，這樣給人的省思也就夠了，多餘的解釋反而是累贅。 

 

  在書中，藉著李家同教授洞悉世事的雙眼，看見了平日不曾留心的黑暗角

落，也明瞭了一件事：高牆，就是對生活週遭漠不關心的心。 

 

  突破自己的高牆，學習尊重生命，是每一個人都該努力的課題。 

 

 

四●討論議題： 

  到底要做出怎樣的行動才叫做關懷生命呢？每個人的能力又不同，付出也

就不可能有相同的，而且即使知道要做，但要真正做到卻並非容易的事。究竟

身為中學生的我們要做些什麼，才能使弱勢的人們得到實質的幫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