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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作者佛瑞斯特．卡特，本名艾薩．卡特，擁有八分之一的印地安血統。他

是一個充滿了謎的人物，甚至曾是一位激進主義者。兩部作品《惡漢約瑟．威

爾斯》和《少年小樹之歌》已被翻拍為電影。 

 

  本書建構於作者年幼時，祖父教導他的印地安智慧和發生的趣事。小樹在

五歲時失去父母，搬去與爺爺奶奶同住。山居歲月中，一次次的有趣經歷，使

得小樹與爺爺奶奶的感情愈加深厚，也從他們的身上學習與山林萬物相互依存

的技巧。  

二●內容摘錄： 

  人類也像蜜蜂一樣，總貪取多過自己應得的那一份東西。（p.30） 

 

  奶奶說，精神心靈就像我們身上的肌肉，你常常使用它，它就會愈來愈強

壯。而唯一可以鍛鍊精神心靈的方法，就是運用它來體會事物的內在。但是你

必須先掙脫貪婪，還有其他肉體心靈的束縛。這樣，當體察內在的心開始萌

芽，而你也愈嘗試著去瞭解別人，你的精神心靈就會愈強大了。（p.99） 

   

  當一個人失去它所愛的東西，都會嘗到這樣的痛苦。而唯一可以避免這種

痛苦的方法，就是不去愛任何東西。不過，那樣的結局卻更為悽慘，因為你無

時無刻會被空虛所包圍。（p.124）   

三●我的觀點： 

  現代人的生活，忙碌，也盲目。追求高效率的社會是一頭惡獸，追趕人們

向前衝，跌跌撞撞，無頭蒼蠅一般。繁雜的事物麻木了我們的眼，心靈之眼。

追逐的不外乎是虛無的「目標」。難得有人真正觸及目標，卻發現成功的喜悅

只澆灌了肉體。等到肉體飽足了──喔！不，肉體不會飽足，它是無限貪婪的

──之後，那黏黏稠稠的喜悅，就連再強大的毛細現象，也無法導引其至心

靈，使之成為一流清泉，灌溉心靈的焦土。 

   

  小樹和爺爺奶奶住在山中，沒有太多物質享受，卻有滿滿幸福感動。一陣



甜美的春風，一隻興奮的知更鳥，就能讓他們開心一兩天。也許，他們就是擁

有大多數人沒有的「心靈之眼」吧！法國雕塑家羅丹曾說：「這世界不是缺少

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的確，生活中的每個角落，都藏有小驚喜，有

些人腳步過於倉促，一不小心就與美好錯身而過，之後又直嚷著生活平乏無

味。偶爾，放慢步伐，甚至讓自己漫無目的地遊蕩，也許走個幾步，會和某個

驚喜撞個滿懷！ 

 

  「夢歐拉」──小樹和爺爺奶奶是這麼稱呼大地之母的──經常懷著滿腔

的熱情，在我們周遭，布置了許多如此的禮物。在人們面臨困境時，留給囚禁

在黑暗無望中的人們一道曙光，像一隻溫暖的大手，把那懸在半空緊張不安的

心一把握住，小心翼翼的安撫，直到它安穩地打起呼嚕，像一隻安逸的貓。   

   

  國中時的某次考試，我考得不盡理想。離自己渴望的目標有段距離。那

時，感覺非常挫敗。思緒全被滿滿的憂愁烏雲覆蓋，太陽罷工，整個人快被霏

霏細雨滅頂。想著，到底是哪兒出了問題？下一次的考試，又該怎麼面對？未

來呢……？毫無頭緒，而又頭緒紛飛。直到某天晚上，來到一片草地。早晨時

的那片草地，有許多人玩耍；到了晚上便成了我的秘密基地。輕輕躺下，草地

的溼氣一下便溽濕了我的衣服，泥土溫溫的，還飽含早上太陽的熱情。用手輕

拂草尖，刺刺癢癢地扎著手心，似乎還捉得到大地吐出的一縷縷熱氣。幾乎能

感覺大地的胸脯在一呼一吸之間微微起伏。雞蛋花鹿角狀的枝椏在空中伸展，

恰恰好托住灰藍色天空中的一輪明月。什麼煩惱哀愁，給溫暖的地氣一薰，皎

潔的月光一照，像熾熱日頭底下的一攤水一般，蒸發得無影無蹤，只在地上留

下淡淡一圈水痕，讓未來的自己回來看從前奮鬥的歷程。 

 

  小樹在書中說道：「鳥兒們和其他動物一樣，牠們能感覺得出來你是不是

喜歡牠們。」我想，整個「夢歐拉」也是這樣吧！她感覺得出來哪個人懂得接

近她，愛護她，甚至需要她的幫助。她絕不吝於為愛她的人開朵花，或是下場

雨。我深深體會到那種感受！那時的我雖然不能與那棵雞蛋花溝通，但感受到

它灰褐樹皮散發出的那種沉穩，我的心靈已被撫慰。 

   

  小樹那有查拉幾族血統的爺爺懂得與小山谷中的萬物和平共生的道理，而

他的純查拉幾族奶奶的父親則能夠與樹木溝通。快速又工業化的今日，書中角

色擁有的那種與大自然相互交融的能力幾乎像童話。或許，我們真的學不來他

們那種與生俱來的、像臍帶般與大地相連的那種深厚情感，但至少，應該留給

她一點尊重，而不是濫墾濫伐，榨乾她的每一滴血。「夢歐拉」哺育我們，如

一位母親養育她的嬰孩，把所有最好的都給了出來。我們吃的、穿的、用的，

都是她所給予，而我們回報了什麼？我們的所作所為，似乎都在糟蹋她的好

意。像西雅圖酋長所說的，「大地是我們的母親，動植物是我們的手足，現在

我們對他們所做的，有一天必也回應到我們身上。」  

四●討論議題： 

  地球的環境已被我們人類破壞，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影響生物生活。

我們能做什麼減緩，甚至改善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