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名稱：私立曉明女中  

年  級：一年級  

班  級：戊  

科  別：普通科  

名  次： 優等  

作  者：周芯妤  

參賽標題：從古人身上看到自己  

書籍 ISBN：9789861373058  

中文書名：厭世國文教室：古文青生涯檔案  

原文書名：  

書籍作者：厭世國文老師  

出版單位：究竟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2020 年 11 月  

版  次：三版  

 

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對於學子來說國文只是一門乏味的科目，但是看了這本書絕對讓許多人改

觀。本書作者，厭世國文老師是一位高中國文老師，雖然厭世，但或許對他來

說，厭世即愛世，他希望自己在離開講台時，依舊保持對社會的關懷與理解。

本書將歷史事實與作者本身的背景知識，提出對古文以及古人特殊的見解，並

且給出客觀的解釋，讓古文不再只是古文。有趣的文字也描寫著古人的性格、

鮮明的形象，為古文增添更豐富的色彩，跳脫國文課本的框架。 

 

 

二、內容摘錄： 

  一個人連累數百人，到底值不值得？對於方孝孺而言，為了正義，絕對值

得。死亡，是生命的終點，卻不該是精神的盡頭。（p.56） 

 

  幸好，還有人願意吶喊，而不是默許悲劇的發生。（p.73） 

 

  〈一桿「稱仔」〉裡，貧困和病痛沒有殺死秦得參，讓他喪失求生意志的

壓迫與無助；或許，賴和也是如此。（p.93） 

 

  雖然不可思議，但真的有這麼奇怪的人存在，也許不受現實束縛，才能解

放自己的靈魂。（p.144） 

 

  王羲之感到快樂，這樣的快樂來自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相處。這是燦爛的

宴集，不是孤獨的遨遊，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快樂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建立在

島嶼的連結。（p.231） 

 

 

三、我的觀點： 

  本書的內容分成七個大主題，在各主題下再分別詳細介紹各古人的生平，

以及穿插並解釋其作品。在相同的主題下，作者會集結和標題所述有一樣經歷



或特質的古人，把他們囊括在同個主題下，有趣的是，這些古人們雖然有部分

相同的特質，但他們故事都大相逕庭。在每篇的內文中，作者會從古人的孩提

時期、青年時期或家庭、時代背景開始介紹起，我覺得這種結構的進行能讓讀

者更了解書中所介紹的人物，並且也可以更清楚時間順序，避免讀者將不同事

件混淆。而每篇的內容又會運用小標再細分成很多故事，使閱讀的過程更加順

利。因為下小標能讓讀者大概知道下段內容所要講述的主題，不會看到一半就

突然切換至別的事件。最後，這本書讓我覺得非常可愛的一點就是，作者會在

每位古人的故事標題上加註些符合他們的特色或背景，饒富趣味。 

 

  現代人的生活步調快速且繁忙，人與人之間心的距離也更加遙遠，又因疫

情關係，鬱悶的心情蒙上一層陰霾，雪上加霜。現代人何其苦，古人又何其

憂？更加困難的是，古人並沒有任何通訊機器，也沒有網際網路，沒有訴苦的

對象，非常的痛苦。幸好，天無絕人之路，「寫作」讓他們的情緒有個宣洩的

出口，讓他們有人陪伴、了解自己的痛苦，不再只是孤單的一個人。 

 

  詳讀此書後，我覺得很同情古人。有時候因外在環境、旁人眼光、世俗不

接受……原因，人們常身不由己，有志難伸。當自己的理念與世俗觀念背道而

馳時，有些人即使很痛苦、很難過，仍選擇讓步、妥協；而有些人則是抵死不

從、反抗到底，最終卻惹上殺身之禍。生而為人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但在威權

體制下，許多人不得不退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此一句話，背後卻藏

了巨大的無奈、悲痛，就如本書內容，生動活潑的表面下，藏了許多辛酸，雲

淡風輕變相成為了一種痛苦的折磨。偉人背後不只有成就，更多的是無奈、無

助、無處可逃…… 

 

  在本書中我最喜歡的一篇是〈賴和 稱仔斷了怎麼辦？〉內容敘述賴和的

生命歷程，結尾以賴和的死亡收束，那是一段令人心酸、可悲的故事。大家都

說努力就會有結果，但事實並非如此。賴和一直努力著為臺灣人向日本爭取自

治權，長期的抗爭不但沒有成功，還遭到逮捕。獄中生活對賴和來說度日如

年，帶給他極大的陰影和恐懼，也導致他二度被捕出獄後的死亡。在威權政府

的統治下，人民被掌控著，沒有選擇的權利。官方帶來的迫害壓的人民喘不過

氣，賴和也不例外。或許對他來說活著也只是行屍走肉，精神被折磨得體無完

膚，活著只是在凌遲自己，不如藉由死亡來擺脫身心靈的折磨。對一個人來

說，死亡是一種救贖、解脫，這是一件多麼令人懼怕、憐惜的事實，人們向來

都是貪生怕死，但此時死亡卻是如此的令人渴望。原來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掉

入沒有盡頭的絕望深淵。 

 

  本書雖在描寫古人的困境、煩惱，但是卻也跟現今我們的憂愁差不多。我

們可以藉由本書古人的生活之道來解決我們生活上的煩惱；也可以從他們的視

角看事物，使我們的眼界更寬闊；我更能深入了解古人的想法以及生活面貌，

而進一步得知他們的寫作背景，一探究竟他們為何而寫，不再只是將學習知識

侷限在文章上，能身歷其境他們的處境跟心情。 

 

  我們常常覺得自己很不幸，抱怨生活，可是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古人的處

境，他們的痛苦遠遠大上我們千倍萬倍，是比悲傷更悲傷的事。幸福是比較出



來的，看看古人，再看看自己。心靈上雖然皆飽受折磨，但相較於物質生活和

生活環境，我們好多了。所以我們不該怨天尤人，我們應該要把握眼前的幸

福，好好珍惜，才有可能去追尋往後的幸福，獲得更美好的生活。 

 

 

四、討論議題： 

  秉持自己的理念，聽起來是一件易事，做起來是件難事。你是否有勇氣、

有能力能在任何時間都堅持自己的理念呢？即使是被外在環境所壓迫，也能聞

風不動嗎？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你認同這句話嗎？你認同只要努力就沒有

做不到的事嗎？如果努力過了，卻還是沒有結果，你會怎麼做？又或者是即使

你知道結果已成定局，你還會努力改變既定的事實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