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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書訊： 

＜放生＞為作者黃春明寫出蛻變中的社會種種問題與現象，內容充滿了他對鄉

土的關愛及認同，秉持悲憫的筆調，幽默中帶著辛酸和淚水，深具強烈的鄉土

關懷和社會意識，為高齡化社會的現在與未來，創作出獨具見地的小說世界。

書裡的每一篇是以被留在鄉間的老年人為主角，以及透露出現今老年人的悲傷

與希望，而且以關懷老人，探討現今的社會現象為主。老人的問題，是目前台

灣社會問題中最具人文矛盾的問題，也是必需要被注重的問題。  

二●內容摘錄： 

三山國王廟算是小山村的文化中心。溽暑的夏天，就在廟庭的榕蔭下，酷寒的

冬天，就在廟內的廂房，沒有一天，小孩子們不來這裡蠶食未來的時光，一口

一口地濺出歡笑和哭聲。老人家來的更勤，沒有一天，不聚集在這裡反芻昔日

的辛酸，慢慢地細嚼出幾分熬過來的驕傲和嘆息。（p.8）  

三●我的觀點： 

這本書的名字－放生，它讓我很難聯想到這是一本面對高齡化社會所著作的

書。但看完書，有了想法，放生，放生老年人。裡面的故事幾乎是沒有子女陪

伴，留在鄉下地區孤苦的老年人。在那做什麼？下棋、聊天、打蒼蠅、看電

視、等郵差、等死，期望子女們能回來探望他們，無奈，子女總是有千千萬萬

的理由拒絕，除非等到父母病了、死了，才會去關心去看他們。這其中想要追

求的是什麼？通常是財產、利益吧！好像活下來的意義似乎只剩下財產的取

得，算是目前很普遍的悲劇。而他們為什麼無法得到子女的陪伴，並不是他們

沒有善盡父母的責任，而是社會環境改變，社會心態也有了改變。 

 

在＜售票口＞ㄧ篇中老人們的兒女要回鄉，老都得要四點爬起，不是頂著寒風

刺骨就是夏天忍受蚊子的叮咬去買票，有時稍遲一點，就排不到票。雖然如

此，他們還是情願的、並抱著深深的期待，為兒女買票。 

 

孝，原本指兒女對父母，現在已變成父母對兒女了。或者另一種「新時代」的

孝，把老年人留在鄉下，寄給他們每月的零用錢就了事了，探望父母頂多在重

要節日，平時根本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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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明在自序裡提到一部日本電影－楢山節考。一個為了族群生命延續的鄉

村，必須把只能吃不能生產的老年人放到楢山，讓他們自生自滅。拿來跟現今

社會做比較，一個為了物質的豐收，在所不惜；一個為了族群的延續，逼不得

已，這是現實，也是無奈。 

 

我曾看過一些獨居老人，他們並不是沒有家人，有的還子孫滿堂，但還是獨

居。每天呆呆的看著電視、看著與子孫的照片、唱著他們熟悉的歌，孤單的坐

在椅子上。就這樣，空虛地度過了他們的後半輩子，這絕對不是他們所想要

的。他們最需要的是陪伴，而非物質供應，物質是填不滿心靈的。 

 

而現在的老人也要懂得去規劃自己的生活，畢竟現在社會這麼的忙碌，家人也

不可能時時刻刻的為你照應一切。懂得規畫自己的生活，盡量不要成為家人的

負擔。現在的人不太喜歡跟老年人住也是有原因的，麻煩、嘮叨、鬱悶，所以

老年人笑口常開也是很必要的，對健康也有益。而社會也要有福利政策，老年

人口日趨升高是必然的，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 

 

這本書每一篇故事顯現出情感豐富的老人世界，對子女、配偶、鄰里、朋友、

土地等，有關懷、有情、有義、是目前社會中最缺乏的感情，如果這些都消失

了，我們的社會會怎樣？故事的結尾給我的想像空間很大，且充溢著悲憫孤

獨，讓我看了心涼了一陣。 

 

現在的社會不只對老年人缺乏關懷、缺乏愛，對土地、對人都是如此。缺乏了

這些，人不可能會存在吧！  

四●討論議題： 

不論是誰都會老，不論是誰都希望擁有美好的下半生，可是每個人通常只希望

自己過的美好，那在為自己為別人之間，要如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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