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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作者李家同就讀臺大電機系，並於美國柏克萊大學取得電機博士學位。李

家同特別關懷弱勢族群，曾在臺北監獄與新店軍人監獄擔任義工，目前為新竹

德蘭中心的義工，教導孩子數學及英文。 

 

  《讓高牆倒下吧》一書由許多短篇故事彙整而成，其中多半為真實經歷，

包含對歧視的探討、對人生的體悟以及對弱勢族群的幫助，使讀者了解世界的

真相，進而為改變社會盡一份心力。 

 

 

二、內容摘錄： 

  我視力良好，因此我偏見猶在，多麼不幸的事！（p.53） 

 

  只有成熟的人，才會寬恕別人，才能享受寬恕以後而來的平安。（p.59） 

 

  我們從不會羨慕那些能幹的不得了的人，他們其實都生活在恐懼之中。我

們不過分強調優勝劣敗，所以對失敗沒有如此的害怕。（p.94） 

 

  世界上很少人知道，人最大的快樂來自給予，而不來自得到。（p.117） 

 

  讓高牆倒下吧，只要高牆倒下，我們就可以有一顆寬廣的心。（p.158） 

 

  看見了人類的不幸，我們會有熾熱的愛。有了熾熱的愛，我們會開始替不

幸的人服務。替不幸的人服務，一定會帶來我們心靈上的創傷，可是心靈上的

創傷一定會最後帶來心靈上的平安。（p.158） 

 

 

三、我的觀點： 

  現今社會進步迅速，身處於安逸生活的我們，常選擇性的忽視許多社會問



題，就如同築起一道高牆，將自己封閉在牆內，眼前所見盡是舒適與祥和，看

不見真正的世界仍存在著悲慘與痛苦，甚至不懂得珍惜自己所擁有的種種幸

福。《讓高牆倒下吧》一書中，涵蓋了許多作者親身為社會底層的人服務的經

歷以及自我醒悟的感受，其中最顯著的三大面向就是歧視、貧窮、人性。 

 

  歧視是現實社會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無論是性別、外貌、生理缺陷

等，都能成為歧視的原因。〈我的盲人恩師〉一文中，作者提到他的大學教授

是位盲人，卻遇到航空公司以無人接機為由而拒絕他的教授上飛機，這種預設

性的思考模式，假想教授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本質上即是歧視的表現，而這

種歧視充斥於我們的生活中。東南亞移工離鄉背井來到台灣生活，離開了熟悉

的家鄉與文化，努力適應新環境，但許多台灣人卻抱持著異樣的眼光歧視他

們，認為自身的地位較為優越、自己的文化較為高尚，於是出現種種不平等的

言論，這其實就是歧視的表現。我認為歧視發生的原因，往往是因為不了解當

事人的不便，而以自己的想法加以註解，並且從未詢問當事人的需求所造成。

如何解決歧視的問題，需要社會大眾有共同的認知，除了鼓勵大眾彼此互相了

解，也必須協助解決弱勢群體的需求，而非以主觀認定其所需，給予弱勢群體

不必要的同情，反而變成另類的歧視，多協助他們解決問題，才能消除歧視的

隔閡。 

 

  自古至今，貧窮無處不在，尤其是現今貿易發達，使貧富差距逐漸擴大。

〈來自遠方的孩子〉是我看完書後印象最深刻的，它陳述一個乞丐小男孩希望

有人能寫書紀錄窮人，讓後世知道窮人的情況，並幫助他們改善生活。這個故

事讓我得到兩個省思，第一，我們總是記錄下有重大貢獻者或是帝王將相的豐

功偉業，也能從許多典籍中，看到記錄這些達官顯貴如何幫助貧苦人家的事

蹟，但我們卻沒有書籍是專門為窮人所著，告訴世人他們是如何生活，無論多

努力卻還是擺脫不了貧困。我們真的了解他們的苦難嗎？這世界上的窮人真的

減少了嗎？給予微薄的資助就能解決他們的問題嗎？其實不然，生活在底層的

人們，依舊過著困苦的生活，依舊問題重重。第二，生活在舒適圈的我們，無

法體會到窮困帶來的痛苦，如果只是施捨金錢給他們，可能無法改變他們的生

活，只能暫時幫助他們免於挨餓。如果我們能夠親身體會在社會底層的生活，

了解他們的處境，再提供適當的援助與更適切的方法，或許就能減少貧窮所產

生的問題。 

 

  「世界上能夠勇敢地面對自己真面目的人，畢竟不多也。」這句話僅二十

二字，卻揭露了人性的真相。我們總能在遇到一件事時，面不改色地說出違心

之論，有時是善意的謊言，有時是憤怒的氣話，有時是阿諛奉承的表現，但我

們卻絲毫不在意是不是出於內心，也不願面對自己真正的想法。事實上，大多

數人類都不敢面對自己的真面目，包括我也是，因為真面目往往呈現出自己醜

陋的一面，這成了我們不願正視的原因。在與朋友對話的場合中，即使我們不

認同朋友的看法，甚至持反對意見，多數時候怕傷了和氣，便和朋友虛應故

事，為的就是能在團體中獲得歸屬感。在職場中，員工為了利益，不免對上司

阿諛奉承，希望能得到升遷的機會。在校園中，學生為了成績，對老師所言唯

唯諾諾，只為了在老師心中留下好印象。校園就是個小型社會，身為學生的我

其實也常將真正的想法隱於心中。朋友大力讚揚著《倚天屠龍記》的精采時，



我也跟著讚嘆，雖然我更喜愛《哈利波特》的奇幻；老師賣力講解卻出錯時，

我選擇沉默而非指證錯誤；分組報告時，組員的意見與自己相左，我依然表示

贊同。這就好像戴著一副面具在生活，將光鮮亮麗、與世無爭的一面展現給別

人，卻把真正的自己藏在面具後。真面目常常是我們心中黑暗的一面，為了使

自己看似完美無瑕，就算知道對方有錯或者自己不對，我們也會找出各種理由

來合理化這些錯誤的行為，遮掩事實的真相。面對自己的真面目固然殘酷，但

看清自己的心，才能了解自己的真實樣貌，也才能學習面對自己真實的想法，

並做出適當的決定。 

 

  或許我們無法以一己之力徹底消除歧視，但我們能夠給予弱勢群體尊重，

讓他們知道仍然有人關懷他們；或許我們無法幫助所有窮人脫離困境，但是我

們能夠幫助他們記錄自己的處境，使社會大眾知道他們的困難，進而提供援

助；或許我們無法坦然面對自己的真面目，但我們能夠一點一點的正視自己的

內心，慢慢了解自己真正的想法，並修正不好的部分，成為一個正直、善良的

人。 

 

 

四、討論議題： 

  伊甸基金會創辦人杏林子雖然深受疾病所苦，卻挺身而出為弱勢族群發

聲，使他們能夠得到良好的幫助與關懷。身處臺灣的我們，可以用何種方式幫

助貧窮人家呢？而在街上遇見露宿街頭的乞丐時，可以運用什麼方式幫助他脫

離困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