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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卡維．葛爾卡是一名匈牙利少年，與繼母和父親同住。在父親被送入勞動

營後，他與朋友在一次前往工作地的路上時被警察攔下，被送入－納粹集中

營。在集中營一年的日子幾乎把他的靈魂和軀體消磨殆盡，唯一陪伴著他的只

剩下腦中彷彿能飛越灰色圍牆的無盡想像。經歷了飢餓與痛苦，卡維最終活了

下來。踏出牢籠的那一刻，面對外人不停詢問的那些「痛苦」他並沒有回應，

而是獨自一人坐在長椅上，默默咀嚼著他曾在集中營遇見的「幸運」。  

二、內容摘錄： 

  我無法觀察或了解面前發生的變化，也感受不出我內在的變化。我只能

說，我已經走過來了，我曾經體驗所有在路上發生的事。（p119）  

   

  一個人永遠無法開始新生活，只能繼續以往的生活。我的步伐是我自己走

過的，別人都不能代替我走。（p223）  

三、我的觀點： 

  重複地打開課本，桌上各種顏色的筆散亂成一幅毫無頭緒的畫作，而我只

是抽起一隻鮮黃色的螢光筆，猶豫一下，將課本上的字劃線，紅筆註記「必考

觀念」，彷彿只有這四個字能替它增加我過目的價值似的。從國中到現在，歷史

是由一本本課本與參考書堆砌而成的牆，我們被囚禁於牆中卻毫不知情，只是

一再地繞著牆跑，把年份紀事朗誦再朗誦，條約內容嚼爛再嚼爛，最後驕傲的

拿著成績單告知天下：世界，就是我考卷上寫的這副模樣。但一個靈魂從誕生

到殞落，中間的所有刻骨銘心我們都未曾嘗過，那些好人為何而好、壞人為何

而壞？他們活著的理由導致了多麼不同的一生，進而創造我們所熟讀的歷史。

這一切，都是參考書無法細細對我們說起的。 



 

  當我將這本描述納粹集中營的書閱讀完畢時，不禁對作者身處的環境起了

共鳴，這何嘗不與我們的生活相似？作者在日復一日的折磨底下靠想像力尋求

希望，也親眼見證了身邊的人因為失去活力，最終成為一隻隻相同的鬼魂，而

作者甚至差點也成為了其中一員。直到離開了那樣艱苦的環境，周遭的人卻只

用憐憫的語氣告訴他：忘記吧，重新開始吧。可對於走過的人來說，能如何

忘？反觀我們的生活，國三時日復一日的學習彷彿不會有盡頭，偶爾在寂靜的

夜裡挑燈夜戰之際也會告訴自己：這一切會在未來得到收穫。但這樣的安慰終

究太過空泛，造成了多少人在這空泛的理想前投降，多少人選擇放棄，而當我

們終於踏入理想的高中時，同樣也忘不掉曾經走過的那些蜿蜒的旅途，正如書

中所說－－「一個人永遠無法開始新生活，只能繼續以往的生活。我的步伐是

我自己走過的，別人都不能代替我走。」 

 

  書中同樣有一段使我印象深刻，主角在集中營裡遇見一位好友，他告訴主

角永遠不能放棄，不能使臉上無光，像那些放棄的人一樣，總歸一句，不能忘

記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是為了什麼。這讓我想起去年的國小同學會，到現在我

仍舊記得四年前的畢業前夕，我和好友們牽著手坐在樹蔭底下，輪流說著對於

未來的憧憬。我甚至記得，有同學說要做麵包師傅。當時讀書對我們是件充滿

希望的事，因為我們堅信著只要讀好書就能達到夢想。而當我終於漸漸長大，

看見了何謂上流社會，看見了何謂擁有高社經地位能夠受到的擁護及愛戴時，

我不敢再把童年的夢想攤開於陽光之下供人觀賞，因為我知道，那些夢想過於

不切實際，也不能讓我過上舒適的日子。我仍然繼續學習，但我對於學習的意

義已然不如兒時一般清晰。同學會上，我遇見了當初的那位好友，彼此寒暄後

我才知曉，她選擇就讀高職餐飲科。「雖然我對於學科知識不如你們，但我的生

活很快樂，因為我離夢想又更近了。」她笑著說，我這才恍然大悟。讀書對她

而言不是為了金錢，而是幫助她達到夢想的輔助，而我呢？ 

 

  我們為了什麼而學習？或者可以說，我們在生活的每一個當下所做的決定

是為了什麼？如果我是為了未來能夠自由選擇科系、自由選擇想做的工作、想

過的生活，而不需被經濟所困擾而認真讀書的話，是否可以說，我是為了未來

的自由而讀書？讓一個生命持續下去的理由有千百種，孩子為了等一塊熱騰騰

的麵包在廚房鑽進鑽出了一個下午，這也是活著；學生替即將到來的大考倒

數，埋頭讀了三年的書，這也是活著；青年在人群中奔波勞碌了整整十年的歲

月，這也是活著；甚至纏綿病榻的老人闔眼前的最後三秒，也是活著。這些不

同經歷不同生活的人同樣是在呼吸，眼神裡追求的卻是不一樣的事物，就像兩

張照片裡躺著兩名不一樣的孩子，其中一名孩子正為了課業而憂愁，另一名卻

是在戰爭裡掙扎的求取生存。這兩個孩子對生命的定義孰輕孰重並沒有解答，

因為他們對生命的認識本即不同，構成他們視界的成份亦不盡相同，如同書中



最後的結局：作者最後並未向世人埋怨自己悲慘的命運，因為他已然瞭解到他

和那些未被送入集中營的人已是截然不同的個體，擁有不同的標準，自然無法

再多說。 

 

  我曾想過，直到有一天我和朋友們各自走過人生不一樣的路途後，原本有

著同樣肆意的笑、穿著同樣潔白制服的女孩們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們至少會是

不一樣的老人，因為我們一生中唯一相似的六年時光從畢業起已然成為過往，

我們不能期盼到那時每一個人都依然生活順遂如當年，我們甚至不能期盼所有

人都還活著。但至少，我能許下的願，是希望到了那時，我們對生命的定義都

還有千百種的不一樣。因為再如何坎坷、如何蒼老的生命都不讓人悲傷。真正

讓人悲傷的，是每一個靈魂對生命的定義都毫無差異。 

 

  歷史上悲劇總是一幕幕的上演，有時課本將壞人寫得如此邪惡如此殘忍，

而受壓迫者如此委屈等等時，我總不禁想問：是誰給他們的生命鑄下「悲慘」

二字的？若生活真像書上寫得如此，也該有什麼讓他們堅持地活到最後，就像

沒有人在事先能夠知道，作者竟然在少年時就踏入了集中營，勇敢的活了下去

一般，生命如何造就奇蹟，就靠那些讓他們活到最後的理由了。 

 

  「當初說好要做不一樣的偉人，怎麼最後我們都穿上了西裝，而月球上卻

沒有太空人？」但願我們永遠不會對彼此說起這句話，但願我們說起生命的定

義時能夠吵得面紅耳赤，因為那代表，我們不會長成同一個模樣，我們也不會

在時代的壓力下共同化作塵土湮滅，我相信，一定還會有那麼一個不一樣的

人，能夠帶著自己獨特的意義散發光亮！  

四、討論議題： 

  當我們日復一日的做著必須完成的事情，卻對生命漸漸迷惘時，我們有什

麼辦法可以突破舊有的現況？如果無法突破，我們能夠如何轉換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