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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相關書訊 

 

《陌生人》是李家同教授的作品。李家同教授，出生於民國二十八年，曾獲得

五次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信仰天主教，文章中帶有人道主義的色彩。 

 

這本李家同教授所著作的《陌生人》，內容由數個小故事聚集而完成，每一個

故事都描繪得很簡單，卻都藏著值得花時間及精力去思考的道理，需要用心才

能體會，雖然不知道內容的真實性卻能讓讀者深入其境。如果我們的親人遇到

什麼不幸，我們會立刻感覺到，採取行動幫助我們的親人，但世界上那些不幸

的陌生人，她們挨餓、受凍、染疾，當她們受苦的時候，如果我們依然只顧自

己，那我們的世界也未免太狹隘，試著向陌生人伸出我們的手，快樂與和平會

排山倒海地來到我們的心中。  

二●內容摘錄： 

二●內容摘錄：下列文字摘自《陌生人》 

 

01. 最後，他問全場記者，「你們中間有沒有一位用打架解決問題的？」全場沒

有一位舉手，於是他下結論了，「既然人與人之間已經不再用打架解決問題，

國與國為什麼應該有戰爭？我的道理就這麼簡單。」記者會就再這一句話中結

束了。(P.37) 

02. 那位人權叔叔大概不了解，吃飽是一件多快樂的事。如果我現在有工作可

做，將來大了可以有點技術，看來我這個夢想也會泡湯了，政府不管我們，外

國的人權叔叔一番好意，卻使我失去了工作，要去做乞丐，我擔心的是，我會

不會要做一輩子的乞丐呢?(P.99)  

三●我的觀點： 

●我的觀點 

 

最近政治話題炒的很熱門，電視螢幕亮起的畫面，依舊是藍綠兩黨怒紅了眼的

爭執，眼看著這場戰火延續燃燒了一整年的報紙，那陣陣的焦味燻的我心意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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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這是否就是成人的世界？沒有是非、沒有退讓，只有心裡頭的那塊金算盤

啪啪的作響，計算著整年度的官場得失？為什麼我們非得以怒罵的姿態面對我

們身邊其他色系的人，難道他們不跟我們是相同的民族，同一在這片土地成長

茁壯的人嗎？是什麼矇蔽了我們的心智，放著衝動任意胡來，撕裂了原本的寧

靜與祥和？我們的心，就在這樣的「放任政策」下，淪為憤恨的奴隸。 

 

在翻開這本書閱讀以前，我從未覺得自己幼稚，生活豐衣足食，所謂「飽暖思

淫逸」，食衣住行無缺之外，玩樂的花招哪一樣不是駕輕就熟，生活的中心完

全圍繞著自己，不替別人著想，不關心其他人的生活，自以為富有的活在自己

所建立的高牆內，生活的如此舒適，心卻早已成一片荒地。想當然爾，當我翻

開這本書，閱讀完第一篇故事後，內心受到了不小的衝擊。故事裡，沒有震撼

人心的理論，沒有驚世駭俗的詞藻，沒有感人肺腑的劇情，有的只是一種平實

的情感，簡單平淡，描述著一段段言語無法道出的無奈，描繪的真實，就像我

在旁邊看了一場人生的戲，那種無法投以行動的感覺，直接的對我生而為人的

自尊放了一道冷箭、一聲無能的諷刺。 

 

前一陣子，南亞的大海嘯，捲走了無數的生命、前程與希望，這個噩耗震驚了

全世界，媒體的大肆報導，喚醒了沉睡已久的良心與關懷，掀起了一股熱捐潮

流，救濟的物資從四面八方湧入南亞，使不少災民得以獲救，但是，有多少需

要我們幫助的人，是活在螢光幕下的？他們不曾被報導、不曾受到關心，不為

人知的活在世界各個角落，勢單力薄的喚不起一絲的憐憫。我們總是被動的走

在媒體之後，是不是沒有了媒體，我們就看不到世界？ 

 

這個世界上有幾十億的人，我們不可能去認識到每一位，那些人對我們來說，

都只是個不相干陌生人，一個陌生人你會去對他做些什麼呢?那些肯去幫助他們

的人會多麼的了不起，而義工，正是幫助他們的一群。當義工的人總是都是替

陌生人們服務，在大多數的時候，連對方是誰都搞不清楚，可是在付出的時

候，卻是很快樂的。陌生人因為被人服務而生快樂，替陌生人服務的人，雖然

不會有任何物質上的好處，但只要看到別人快樂，自己也就會很快樂了! 

 

天堂和地獄都存在於每個人的心裡，心中有愛，就是在天堂；心中有恨，就是

在地獄。當許多的人正在受苦，不要只做個旁觀者，試著對她們伸出援手，幫

助他們、關懷她們，試著走入這個世界，實實在在的踏住一塊土地，為這個世

界付出一份心力，敞開心胸，告訴自己，我也是這個世界的一份子。  

四●討論議題： 

科技使人空洞。飛黃騰達的二十一世紀，電腦已替代了人類計算以及記憶的能

力，是否也即將替代了心對於事物的感應？喚醒社會的關心固然重要，但減低

需要幫助的人的數量，豈非更有效率？  

PDF created with FinePrint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