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名 

心靈的清泉─黃春明作品讀後感 

蘭陽女中 詹雅晴 
 

    是一種深刻的酸甜，盤據著心底深層的角落。平凡裡的獨特，缺陷裡的喜悲，

是小人物在大時代裡的韌性。黃春明老師生動的筆調觸動著我的心。 
同為宜蘭人，我總覺得黃老師眼裡的這片鄉土，是閃著內涵的璞玉。不似大鳴大

放般璀璨，也非黯淡無光。綜觀其作品，無論是《龜山島》一詩或《九彎十八拐》，

清新的文字裡，帶給我全新的感官享受。上回參加「黃春明文學之旅」，一群人

搭著車到北宜公路，為的是和九彎十八拐碰頭。俯瞰蘭陽平原，漠漠水田映入眼

簾，小村農家景致伴著半山腰的霧氣，那麼悠閒的舒展。這是黃春明的故鄉，更

是我生長的宜蘭。我暗自推想，他筆下的這片鄉土之美，是用多少熱忱所撰寫？

他堅持不走雪隧，乍聽之下也許會感到疑惑，但那何嘗不是一種捍衛鄉土之美的

精神，想堅持宜蘭淳樸的原味和不被科技束縛的自然美？  
    《城仔落車》的小說，我看過不下三回。我認為文學不是苦悶的象徵，因為

黃春明淺白又意義深層的筆，是希望的羽翼。就算主角阿松的身體殘缺、家庭背

景破碎，無論多艱辛，路，還是要走下去。新舊時代交替，小人物的精神永不破

敗。這何嘗不是一種台灣人的精神、刻苦堅拔的民族性特徵？看著阿松，再想想

被號稱草莓族的新時代青年，有股無可言喻的感嘆困擾著我，下意識的想逃脫。

台灣的新精神又在哪裡呢？我不禁這樣想著。參加「黃春明文學之旅」時也曾到

城仔舊站牌觀看。也許現代的新亭已將過去的景致取代，但佇立在站牌下，小說

裡的景象歷歷在目。阿嬤和阿松的對話，彷彿在我耳畔響起。 
    在民族題材的寫作上，我最喜歡《蘋果的滋味》了。比起電影，黃老師的文

字更令我感動。酸澀的蘋果不如想像中甜美，但卻帶給江阿發一家人新的契機。

看似因禍得福，又是何等心酸？是以雙腳殘缺的代價，換來靠人援助不確定的未

來。這篇小說的背景是六十年代的台灣，其中有許多對比的手法。美國人為車禍

肇事負責任，相對於弱勢貧窮的台灣勞工，具權勢者的施捨又何嘗不是另一種仗

勢欺人呢？強烈的貧富象徵，運用孩子天真無邪的眼睛反映兩者迥異的處境。最

後，全家人滿足的咬著一顆值四斤米的蘋果相視而笑，而躺在病床上的父親卻要

面對雙腳的殘缺。潔白冰冷的醫院裡，諷刺的包裝了貧窮勞工一家子的希望。整

篇小說文字淺白，卻餘韻無窮。當我們依賴著別人的幫助才能生存時，同時也相

對失去了的自由。黃老師的作品具有細膩的觀察與現實社會緊密連結著。正因如

此，才能感動那麼多同樣身在台灣具有共同記憶的人。 
    前些日子，有幸聆聽黃老師的演講。黃老師雖謙虛自嘲，整場演講毫無條理

與邏輯。但我卻覺得，整場演講環繞著一個詞延伸，那就是「感動」。在感動讀

者前，必須先感動自己。當黃老師闡述他寫作《看海的日子》，曾因主角白梅的

遭遇而涕淚縱橫時，不禁令我肅然起敬。就是因為有一顆敏銳關懷的心，與對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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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土地的認同，才能交織成一片鄉土之美。黃老師也強調，鄉土作家的歸類太狹

隘。只要能感動人心，對讀者的生活有所啟發，就是好作品。又何必運用艱澀的

學理去歸類分析呢？對於這些觀點，相信全場的聽眾都和我一樣深表贊同。 
    閱讀黃老師的任何作品，都能使種子在心中萌芽。對社會現象的關注與內心

的柔軟度，在我腦中不斷的擴大成長。心靈接受過清澈泉水的洗滌，我也開始變

得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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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名 

噶瑪蘭的生命力─讀黃春明的鄉土小說 

蘭陽女中 蔣媛卉 
 

  黃春明是台灣的國寶級文學大師，他自六十年代後期開始十年間，創作一系

列的鄉土小說，描述鄉土小人物如何面對命運的磨難。這些小人物的故事撼動人

心，不僅為他贏得了一連串的稱譽，也奠定了鄉土文學在華人世界文壇的地位。

閱讀他此時期的創作，帶給我的是無限的感動與多方面的啟發。 
  從不曾讀小說感覺如此親切，黃春明的鄉土小說總給我深切的人親土親之

感。不管是看海日子裡漁船密密的南方澳漁港、青番公裡吹皺了蘭陽濁水溪水的

東風、憨欽仔猜的武荖坑茶、蘋果的滋味中在聖母醫院工作的修女、或是在廣興

店子街瘋得厲害的阿興……，這些熟悉的名稱讓我看家鄉的角度一夜間全變了。

我彷若坐著時光機回到五、六○年代的噶瑪蘭，看著這片土地上演著一齣齣戲

碼，我漫步蘭城小徑，天未亮便看見有忙著推牛車趕貨的、那榕樹下聚集的等抬

棺材的羅漢腳、烈日當空裡頂著戲院廣告牌汗流浹背的小伙子、夕陽西斜時焦急

的媽媽以及幫著敲鑼找迷失孩子的憨欽仔，蘭陽溪暴漲的洪水沖得我眼眶泛紅，

黃春明寫的正是我家鄉的故事啊！ 
  黃春明四十年前在這塊土地上尋求靈感，以文字幫那個年代留下印記。我駐

足東港路上，看著清晨擺一地蕃薯葉販賣的老嫗、豆漿店裡身手俐落一次煎好幾

個蛋餅的老闆娘、手顫抖著舀著地瓜稀飯駝著背的老人、裝著義肢和弱智妻子一

起翻著紅豆餅賣的中年男子……，看著看著，我想我應該把他們寫下來，記錄這

個年代的有情天地。 
  黃春明筆下的小人物是最為人所津津樂道的，他們似乎都有某種主觀的自我

價值蘊藏於潛意識下，而激發出「再苦，也要走下去」的勇氣。鑼裡的憨欽仔因

為無鑼可打，只好到棺材店辦喪分零用，當他來到聚集了羅漢腳的茄冬樹下，卻

仍放不下自尊，總盡量想表現出自己與眾不同之處。他編了一個不打鑼的謊子，

又為臉上的抓痕找了藉口，甚至在送葬時刻意拐腳並用旗布蒙住臉，全然一副人

窮志不窮的模樣。他非常喜歡這份打鑼的工作，這份工作對他而言是尊貴的，若

不是時代轉變，他不也是踏實盡責地做著嗎？ 
  看海的日子裡的白梅，八歲被賣了當養女，十四歲又被養父推入火坑，但她

從不因這段悲苦的過往而懷憂喪志。雨夜花這首歌詞雖是她悲慘命運的寫照，但

雨夜花所象徵的並非僅有傷心與淚水，花謝落土後滋養的是更多希望的種子。白

梅以「延續生命」來定位自我價值，並藉由母親慈愛的角色擺脫世俗的成見。她

計畫性地懷孕，回到故鄉待產，那難產的折磨是救贖前的必經之路，最終她救贖

了自己，得到重生。當然，黃春明透過重重意象所表達的不僅是白梅個人的重生，

更是整個台灣土地的重生。台灣土地因有這群小人物的堅韌生命力，因而獲得救

贖、重生！黃春明的鄉土小說常可感受到這股強韌的生命力，他甚至會在字裡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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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給人希望與光明。如阿庚伯的黃昏裡說著：「去年，在這塊土地上掉落下來的

草籽，到今年三月間的一個早晨，全都探出頭來。」連無人理會的不知名小草都

能欣欣向榮，人世間還有什麼事是絕望的呢？六十多歲的駝背老人阿庚伯，即使

帶著一位精神錯亂的大兒子，仍堅強地獨自耕耘著自己的花生園，甚至腦子裡還

浮現出自己豆田的青翠豆苗。而「青番公的喜悅漂浮在六月金黃的穗浪中，七十

多歲的年紀也給沖走了。」這是多有生命力的句子啊！青番公在年輕人放棄土地

時，依然堅守家園，並把智慧傳承給孫子小明。就是這種勤奮踏實、不畏艱難的

精神，豐沛了我們這寶島台灣的美麗！ 
  新一代的臺灣之子除了延續勤奮堅韌的在地精神，還應補足故事中小人物所

欠缺的前瞻性。前瞻性是必須的，這些小人物因欠缺前瞻性，於是在台灣社會即

將由農業步入工商社會時，慘遭社會無情的淘汰。在呂赫若牛車中的主角，也同

樣面臨著被汰換的命運。時代巨輪轉動快速，我們都是當下這個時代的小人物，

平日如果不蓄積能量，多充實自己的專業知識，難保不在社會轉型時慘遭淘汰。

二十年前的車掌小姐、堪稱台灣最早便利商店的小售票亭、擦鞋匠、三輪車……，

隨時都可能有消失沒落的行業，豈能不引以為鑑？ 
  讀黃春明的鄉土小說，可以發現他著實是個認真過生活的人，他記錄著生活

周遭的小人物，無形中也流露了對這片土地的愛與關懷。 
  噶瑪蘭的春天，在翻耕播種的時刻以生命力滋養，竄出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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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有你，明天會更好─黃春明作品讀後感 

蘭陽女中 石佳茹 
 

    熟悉的景色不停的自眼底飛逝，伴隨著輕快童趣的「丟丟銅仔」，歸鄉的火

車穿過一個又一個親切的山洞。「看！是大海哪！」出洞後天寬地闊，陽光下湛

藍發亮的海洋，和佇立海上的龜山島，像是在迎接回家的遊子。蘭陽──這位母

親，孕育了一個足以令她驕傲的孩子。有了他，我們看世界的角度變得不一樣。

因為，他刻畫出既卑微又堅強的生命，他喚醒了人們內心深處的悲憫，他獲得過

無數感動落淚的掌聲，他是台灣鄉土文學的作家─黃春明。 
    關於土地的記憶，對於只歷經短短十數寒暑的我而言，並不夠深刻。手中能

掌握的，只剩下舊時代的一截尾巴，那是被西方科技文明吞噬後僅存的痕跡。雖

然如此，我還是覺得自己很幸運。至少，我曾經赤裸著雙腳，踏踏實實的感受過

土地的變化，濕軟的、或是乾硬的...。我曾經捲起褲管，用雙手和網子與魚兒搏

鬥，然後讓牠們沉眠於我的腹中。我曾經在曬穀場上，在曬得發燙的稻子上調皮

的手足舞蹈。還有許多曾經貼近土地的經驗，都是我曾親近這片鄉土的證明。 
    但是，鄉土意識光靠這些是不夠的，因為這只屬於我一個人的回憶。就如同

上一代人，如果未曾向我們提及過往的歲月，和對於家鄉的情感羈絆，我們又如

何能期待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會記得在這塊他們成長的土地上，曾經發生的

故事和蛻變的足跡呢？當年幼的稚子長大成人，隨著時代的演進而遠離故土，遊

走他鄉之後，他們還會願意回頭踏上這片曾紮根的故鄉嗎？ 
    黃春明老師作品中虛中帶實的故事，讓我們更了解上一輩所經歷的時代，也

讓我們對舊時代多了一份熟悉感。他筆下的人物，都是在時代變遷的腳步中，處

於弱勢的族群。透過他對週遭人事物細膩的關照，特別是處境困窘的小人物，描

繪尤其鮮明。他常以發生在生活週遭的事實為題材，強調主角不合時宜的執著，

加上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使得作品的主旨更加明確。他慣用嘲諷和幽默的筆

法，揭露和批判華麗外表下的真實社會，令讀者在詼諧的敘述中，卻同時深深的

感受到，和作者輕鬆筆法相反的小人物的悲哀。尤其在描寫新舊社會的變遷時，

傳統與現代、都市和鄉村、老大人和少年家…，無數的抉擇，產生了彼此價值觀

的衝突。這些情境的描寫深刻而生動，更可看出他對社會入微的觀察和深切的關

懷。他的故事常以意想不到的方式收尾，令人震撼結局往往能發人深省。他讓我

們從翻開書的扉頁起，就聽見了小人物的吶喊，他記錄了歷史課本上讀不到的台

灣面貌，還有那群被遺忘在社會底層的沒有名字的人們。他讓我們知道時代會一

直不停的變遷，成為過去，但那些他筆下的小人物的痛苦卻會遺留下來。不論歷

史上的國力曾經如何強盛，生活的水準多麼高貴，這世上，總有陽光照不到的角

落。我們要往前走，卻也要時常回頭看，看看有沒有人被我們拋在腦後。 
  如果大家能有一雙黃春明的眼睛，就能看見人性的卑微與光輝；如果大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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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對黃春明的耳朵，就能聽見弱勢的吶喊與悲泣；更重要的是，如果大家能有

一顆黃春明關懷社會的心，就能感受生命的無價與尊嚴。那麼，這個世界就真的

再也沒有陰影。 
    就像黃春明老師的作品打動了你我的心，讓我們改變刻板印象，去了解身旁

小人物的處境。找回生活中的感動，我們不僅能坐在電視機前長篇大論，我們更

可以身體力行。我們可以盡一己所能，來改善這個既紛擾又疏離的社會。讓我們

的心別再冷漠，讓我們的手願意付出。只要多一雙助人的手，多一顆關懷的心，

這個世界就會有更美好的未來，也會有更多溫暖的黃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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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向下紮根看文學─黃春明作品讀後感 

蘭陽女中 許雅雯 
 

  每個人都有故鄉、都有自己紮根的位置。就像每棵樹的紮根深度不同一樣，

每個人對故鄉的依賴與迷戀程度也不盡相同。樹不能決定紮根的所在，同樣的，

我們也不能決定紮根的位置，但我們卻能夠掌控紮根的深度。 
  在黃老師的作品中，我們能深刻的感受到他對「宜蘭」這片土地的關懷與熱

愛！也許黃老師的文字不是最華麗的，詞句也沒有運用大量的修辭技巧，但他對

每則故事中的主角人物，都加以細心的刻畫與經營，讓我們更進一步的了解腳下

的這一片土地。「生活中缺少的不是美，而是缺少發現。」那些擁有自然、樸實

之美的故事，靈感往往是來自生活上的小事情，那些你我都不曾注意的小事情。

但在冷靜觀察、情感細膩的作家眼中，它們卻是獨一無二的寶物。若不是作家辛

勤不輟的筆耕，我們哪裡會知道平常不曾駐足的車站、巷弄等小角落，原來無時

無刻都有故事在發生？ 
  黃春明老師除了用關懷鄉土的口吻，寫出他對土地的熱愛，更用鋒芒寫實的

筆，深刻描繪出社會的現實面。甚至透過保留鄉下人原汁原味的對話來加強讀者

的融入感，讓我們彷彿身歷其境一般地跟著書中人物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憤怒、

一起失去理智。當我們從起伏的情緒中抽身回來後，還會對剛剛情緒失控的自己

會心一笑，這就是鄉土文學豐富情感的力量──讓人一翻頁就愛不釋手，身歷其

境便無法自拔。 
  當鄉土人物的故事經過撰述描寫後，我們往往會發現：故事的主角，常常是

不幸的、命運乖舛的弱勢族群，「幸福的人故事都一樣，而不幸的人卻有千百種

不同的故事。」也許我們生活中也有這種迫切需要被關懷憐憫的人，但我們卻常

常因為不曾深入了解，而對他們的生活背景產生偏見與歧視，認為他們是無可救

藥的狂人，是敗壞風俗的風塵女子，是上輩子做了壞事的殘疾人士，是冥頑不靈

的老古板…。然而，不幸的人又何嘗不無辜呢？他們並非自願處於弱勢，卻必須

忍受旁人無情的歧視和偏見。我想，這是社會病了，得了一種被利益沖昏頭的病，

因而遺忘了人性中慈悲互助的美德。 
  其實，社會上很多不合正義的事，都是源於大時代背景的偏差和人們思想的

偏頗。現在的我們不再像以前長輩們一樣，見了面會相互問候：「吃飽了沒？」

取而代之的是冷漠與互不關心。時代變了，雖然現代社會擁有高度的文明成就，

但那些卻都只是敷衍與虛假的。真正的人生體驗，不是來自於我們發明了多少專

利，而是來自於對家庭、鄉土與社會的關懷，必須從關懷自己生活周遭的土地出

發，才能真正體會人生，才能成為真正有根的人。 
  黃老師曾說過：「只要很單純，就是幸福。」如果我們能單純地秉持著對鄉

土的熱愛，用心感受文學的美，那麼我們一定能用慈愛悲憫的心看到世界每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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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動人的故事。如此一來，即使我們是輕如鴻毛的小人物，也能夠漸漸喚回名利

至上、被利益薰心的社會的正義與良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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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他們活在故事裡，而我可以活出故事來─黃春明作品

讀後感 

蘭陽女中 林宜欣 
 

  我很喜歡看黃春明老師的作品，因為每次打開書本，就好像在看生活周遭發

生的故事，感覺很親切。比如說《打蒼蠅》裡面一文中，阿粉隔著門大罵大哭的

景象，我就親眼目睹過類似的畫面。 
    但是，我有時也很害怕看黃老師的作品，比如說《魚》、《城仔落車》和《溺

死一隻老貓》，讀的時候那種心酸的感覺真的很難忍受，很想看完卻又不忍卒睹，

故事總是在淚光中結束。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溺死一隻老貓》裡，阿盛伯想要

保護清泉村的大無畏精神。國小時候我很喜歡騎著腳踏車到處逛，從村子這邊繞

一圈再從另一邊出來，有的時候路上還會摘幾朵美人蕉的花吃它的花蜜，再撿一

些麵包果回去給媽媽煮湯。但是，隨著礁溪溫泉觀光業的興盛，長著芒草和麵包

果樹的地都被整得平平的，蓋起了高樓大廈。眼看著一塊塊的田長出的不是蔬菜

也不是稻米，而是一棟棟豪華農舍的時候，我頗感失落，而這時剛好讀到了《溺

死一隻老貓》，我心裡很想跟阿盛伯說：「你在想啥，阮了解！」 
  在黃老師的作品裡，人物們大多都沒有「高尚」的性格，常常是一些沒受過

學校教育的、天生勞碌命的人，也因此時常做出一些滑稽可笑的行為或說出較粗

俗的字眼。在看《蘋果的滋味》改編的電影時，阿發、阿桂和孩子們的行為與對

話惹得同學們哈哈大笑，我隱約聽到有人說：「哈哈，好本土！」我想，如果當

時我就站在旁邊的話，一定會羞愧的無地自容，就好像當我看到阿媽和媽媽在喜

宴時拿著透明塑膠袋爭先恐後的想將剩菜打包回家的模樣時，總是會跑得遠遠

的，不好意思讓人發現我和他們認識。但讀了黃老師的作品後，我開始感覺到，

這就是鄉下人可愛的特質，也就不再那麼排斥他們這樣的行為了。 
  《死去活來》也是令我印象深刻的一篇，之前家裡辦喪事，親友們一個個從

遠方回來，臉上不是悲傷反而是無奈的笑容，和粉娘彌留時，後輩們匆匆趕回去

等著送她離開的樣子好相似。而在粉娘從陰曹地府重回人間時，卻好像給後輩帶

來麻煩，害他們下一次還要再趕路、再請假一次，讓她不好意思的直說：「下一

次，我就真的走了啦！」接著，師父又是木魚又是搖鈴地誦經誦到午夜。休息時

間的時候，一夥人談到了近幾年來，往生者的年歲越來越大，喪事的禮節卻越來

越簡單的時候，師父笑著說了一句話：「沒辦法啊，現代人啊，方便就好。」傳

統就這樣慢慢地流逝，我想很多走過那段過程的人都會和《鑼》裡的憨欽仔一樣

惆悵吧。 
  有時候，會覺得能感受書中人物的悲哀是一件讓人很難負荷的事。因為文中

的主角們不懂什麼是悲哀，他們只想盡自己的努力，去期待一件事的發生，卻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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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力去讓那一件事發生。看到瞎子阿木那麼慎重的遵循久婆告訴他的方法，那

麼虔誠的叫著：「秀英回來！」在叫完之後，繼續期待著明天可能在路上就可以

碰到秀英。看著看著，我突然好難過，因為阿木能做的真的就只有這些，再沒有

別的了。他只能等，等別人帶來秀英的消息，等秀英回來。還有《城仔落車》裡

的阿媽和阿松，為了要投靠女兒阿蘭，他們費盡了千辛萬苦到城仔，就在快到的

時候，面對著太多還沒有答案的疑問，阿媽害怕了起來。這些部分讀起來都很讓

人難過，但我想有更多的難過是來自於這些文字的背後，我們聯想到自己生活週

遭的人們吧！ 
  生活中有太多的事，如果能夠用心用情真切的寫出來，都會是很動人的故

事。感動別人不需要任何理論，也不需要過多的裝飾，因為人跟人彼此之間的情

感，讓我們懂得去欣賞、去接受很多事。讀起來會受到感動的、能夠引起共鳴的

作品，對讀者而言才是好的、難忘的作品。我覺得黃老師的作品想喚起的並不是

研究人的理論，而是人心感動的能力。我很慶幸自己的心夠柔軟，有被感動的能

力。黃老師書中的人物活在故事裡，而我卻可以活出自己精采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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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身在新時代，心存舊典範─黃春明作品讀後感 

蘭陽女中 李群卉 
 

「沒有文化的根，是沒有創作的」，許多膾炙人口的作品，皆是以文化背景為基

礎。而一篇有文化素養的作品才能激起與讀者心靈的共鳴。黃春明先生是台灣著

名的鄉土小說家，語言辭藻雖質樸，但字裡行間總是充滿著對故鄉宜蘭的關愛，

多以故鄉宜蘭為故事背景，反映本土文化，擅用方言刻畫人物，描繪細緻入微，

筆調幽默風趣，卻時常隱含著深刻的意義，耐人尋味。  
在黃老師筆下的小人物充滿純真與溫情，卻也適時地反映出時代演變中的困境與

悲哀。因為黃春明先生以寫實的題材，細膩地描述出生活中平凡的事物，他寫鄉

土人物逆來順受的韌性，也寫他們的卑微、愚昧，更透過風土人情的細微描寫，

表達對鄉土的摯愛。他不堆砌華麗的詞藻，使得他的文章更能打動人心。 
 曾經閱讀過許多黃春明先生的作品，故事中的主角面對時代的變遷，環境的

不如意，或有殘疾或有令人悲憫的困境，其中以「城仔落車」讓我最為印象深刻。

年邁的祖母帶著患有痀僂痼疾、身型畸形的阿松要入城找媽媽，同時也要和另一

位陌生的家族新成員相會，但因為長期居住在鄉下，對於火車這樣先進的事物十

分陌生，錯過下車時間的祖孫倆，決定直接越過蘭陽大橋。我想蘭陽大橋在整篇

文章中是連接著新時代與舊時代的象徵，在橋上踽踽前進的阿松與祖母就像是戰

後的台灣社會，吃力的要從舊時代過度到新時代，其中有許多的痛苦、悲哀、掙

扎與徬徨。而故事最後，原本急著要到目的地的祖母，最後卻忐忑不安的說：「太

快了！」由此可見，窮苦的人們雖然一心期待更好的環境與生活，但卻又對陌生

的未來有種不安全感。像這種小人物的矛盾與悲哀，往往是社會底層最深刻的寫

照。 
黃春明先生親身經歷了新舊文化的變遷與衝擊，深切了解鄉土人物的辛酸與命

運。再回顧曾孕育自己生長的土地和故鄉的人事物，他以感性的筆觸寫出心中的

感動，他細細的描寫鄉土人物的性格，也深深的理解他們的矛盾與掙扎，因此，

他的文學創作像一面鏡子，總能映照出台灣社會的改變與現實的無情。 
 身處新舊時代交替的黃春明先生，文章內容卻始終秉持著對文化傳統與生長

故土的重視，對於社會底層的感懷也是作品不變的風格。文化是一個民族最珍貴

的寶藏、是人類生命的根源，黃春明先生的作品中，雖然多是描繪小人物或是社

會的邊緣人，但卻為舊時代的精神留下了見證。 
黃春明先生以他童年時豐富的生長經驗，與寫實主義的文章風格，呈現了鄉土的

人情美以及人性的真實。身為土生土長的宜蘭人，黃春明先生對於鄉土的關愛與

深厚的情感，深深的感動了我，也改變了我書寫文章的態度，不需刻意雕琢詞藻，

只要真實的寫下心裡的感觸，就能帶給讀者感動。 
即使在這工商業蓬勃發展的時代，我們也不能遺忘對於鄉土的關懷。在忙碌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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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步調裡，何不停下腳步，細心觀察我們生長的環境，體會週遭的人情之美，如

此一來，故鄉的種種就能成為我們漫漫人生源源不絕的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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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生活文學，情感導師─黃春明作品讀後感 

蘭陽女中 黃鈺怡 
 

黃春明老師的文章給我的感覺，就是簡簡單單的對話，非常貼近日常生活，有十

足的鄉土味。文中的主角各個都不是什麼大人物，可以是姨婆，可以是阿嬤，甚

至是妓女，而他們都各自有堅毅不拔的人格特質。我相信很多人對他的作品都是

作如此評價，但我覺得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就是當我在閱讀他的作品時，

總有種像是吃著簡易滷肉飯的感受，散發著一股淡淡的家鄉味，香軟的白米飯淋

上媽媽口味的肉臊，口齒留香，令人一再回味。 
    我曾以為黃老師會一直不斷的推出新的鄉土文學作品，然而在我看完「屋頂

上的番茄樹」後，我才知道，原來他也曾試著描寫大人物，不過當他一提起筆時，

腦子裡浮現的卻又是福蘭社、帝王爺廟前的戲棚。或許他不是不願意描寫大人

物、大事件，他只是放不下這群奔跑在大自然裡的小人物，他們對生命、鄉土的

依附及愛戀。或許就如故事裡最後一段所說的：「世界上，沒有一顆種子，有權

選擇自己的土地。同樣的，也沒有一個人，有權選擇自己的膚色。」而我們人類

不像種子，雖然無法決定落下的地方，卻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綻放精彩絢爛的生

命。 
    然而，有些作品卻令我感傷，像是對現實命運不得不低頭，或是面對社會變

遷時，那種固守傳統的堅持和愚蠢，或許是「蘋果的滋味」裡頭的媽媽阿桂，面

對先生的車禍意外，她的情緒從難過轉變到微帶著欣喜；或是「等待一朵花的名

字」中「現此時」先生將報紙上的訊息視同為知識的可笑；又或是「溺死一隻老

貓」中固執的阿盛伯，對土地的熱愛，及那九死不悔的匹夫之勇。我對他們有種

想支持卻又無奈的感覺，念舊是人之常情，但個人微薄的力量又如何能挽回時代

劇變的狂潮呢？ 
    黃老師對雪隧的開通，曾頗有微詞，或許有人會以為他的看法太過激烈了，

其實，他是為即將逝去的文化而擔憂。便捷的雪山隧道或許節省了旅客的時間，

卻也淡化了人們彼此的情感交流，使我們日漸遺忘九彎十八拐的路途上，先人蓽

路藍縷的足跡，也忘了每個村落，每條巷弄的故事，忘了可以俯瞰平原的金面大

觀，忘了漫長旅途中彼此的扶持與情誼。不知不覺中，我們贏得了速度，卻失去

了可貴的人文素養。 
    在所有的作品裡我很喜愛「城仔落車」這篇，或許是曾實地走訪林彪城，因

此可以很深刻的體會在寒冷冬夜走過蘭陽大橋的感受，那種像是隨時會被狂風捲

走的感受，面對著那座似長不長，似短不短的大橋，心中是多麼恐懼及淒涼。僅

僅面對著翻新的站牌，我的心中就有許多畫面浮現，朦朧雙眼彷彿看到阿嬤和阿

松拉扯、爭吵的身影。我用台語念著他們的對話，又更貼近了他們的心情，隨著

阿嬤的台詞，我的心愈跳愈快，情緒高漲，語調不斷的提高，憤怒的對著眼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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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咆哮。隨著文中的他們走完大橋，我的心揪結成一團，雙腳緊緊的黏住，像

是不想離開車子一樣。看著文章的同時，我像是阿嬤一般，把我的悲傷、憤怒與

不安，濃縮在一面站牌裡。 
    我想，生命中真的不缺少文學，而是缺少觀察。我們總是庸庸碌碌的過完一

天又一天，行屍走肉的經過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人、事、物，汲汲營營的追求功名

利祿，因此不曾俯首看看地面的小草，抬頭欣賞天上的朵朵白雲，其實只要處處

留心，處處皆是學問。 
    只是一面公車站牌，延伸出我們不曾關注的社會角落，與悲劇周旋的小人物

們，普通的站牌被賦予如此深厚的情感，創造出如此感人肺腑的文章，更何況是

我們生活中的點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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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再見大玩偶─《兒子的大玩偶》讀後感 

蘭陽女中 李依融 
 

坤樹的工作，是一個三明治人,身上包裹著厚厚的床單，臉上畫著多變的色彩，

一個誇張的口紅笑容是不能少的，胸前、後背掛著巨型的電影廣告看板，整天穿

梭在街頭巷衖間，不出一點聲音；笑容，永遠那麼燦爛。這個工作，再怎麼辛苦，

為了兒子阿龍也甘之如飴。在日夜奔波之際，兒子竟然只認得那個長相滑稽的「大

玩偶」，卻不知卸妝後的容顏，才是最應該親近的爸爸，阿龍的反應，讓坤樹十

分傷心、難過。 
    看著小時候的照片，躺在嬰兒床裡的嬰兒，笑容多麼純真燦爛，對著一張扭

曲的熟悉的臉咯咯笑；現在的我，不知有多久沒有這樣對爸爸笑過？早上起床，

爸爸還躺在床上，不知昨天晚上又忙到多晚?補習回家，爸爸獨自在樓上處理公

事；有好多日子，父女倆ㄧ句話也沒說到，很少一起吃飯，很少一起聊天，說的

話總是繞著「考試考得怎樣?」「幾點補習？」「什麼時候段考?」這樣的問題打轉。

現在的我，已經和那個勤於工作的爸爸漸漸疏離，或許我該為父親認真奮鬥的精

神感到驕傲，但苦澀的委曲在舌尖奔流，內心的難過在身體裡滾動，這個本來應

該親近的人，怎變得如此陌生?小時候天真望著父親的純真笑容，為什麼好久不

見了? 
  父親，ㄧ個辛苦的角色，要撐起家計，要賺錢養家，希望給家人最好的，這或

許是一個身為父親的男人，心中最大的願望。然而許多父親都忘記了家庭的幸

福，並非只用錢財堆積起來的；家庭，應該是情感連結最密切的地方，ㄧ個完整

的家庭，不只需要雙親與小孩，最重要的是彼此間不可取代的情感，若任何一個

人忽略了這一點，那麼這個家，不會擁有溫馨快樂，而沉默便趁機侵襲，啃壞了

家庭的和諧。雖然每個人都是努力為家庭付出，但得到的回饋卻往往非所願，失

落感越疊越高，對家庭的失望越來越深，漸漸就失去對家庭的認同，那時，家就

再也不是家了! 
    坤樹和所有男人ㄧ樣，ㄧ心為家庭幸福努力，卻錯失了太多和妻兒相處的時

間，失去了情感的聯繫，在自己未警覺之際，由心思最單純，感覺最敏感的孩子

點破，沒有ㄧ句話，只是最原始的反彈，卻充滿了恐懼與不信任，ㄧ個父親的悲

哀，莫過於此。黃春明老師藉由嬰兒最純真的一舉ㄧ動，反映出家庭需要父親的

關愛，需要父親別把工作帶回家，卸下職場的面具，用真實的面貌，關心、了解

子女，全心全意地與家人共享天倫之樂，著實比錢財萬貫重要。 
    有時，看著父親，我似乎能感覺到一點點從厚重的面具下露出的微量笑容，

一絲溫暖湧上心頭。常暗自忖度:好久沒和爸爸聊天，好久沒對爸爸微笑，難道

那層面具，是被我越塗越厚的？每思及此，整顆心被慚愧佔領。我多麼希望爸爸

能真誠地大笑，眉頭能不再緊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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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年齡的增長，我慢慢想去了解爸爸面具下的原貌。或許我可以在爸爸接

我回家時，說說學校的趣事；假日時，幫他搥搥背紓解疲勞；也可在早上出門前

為他打氣，再貼心一點，再溫柔一點，且讓我慢慢卸乾淨爸爸臉上厚厚的妝，相

信卸妝後的爸爸會是慈祥和藹又親切。我時常夢到我們父女倆在綠油油的草皮上

放風箏，那時候的爸爸，好開心，微笑自然揚起，好帥!或許不久後，我就能拉

著爸爸一起實現我的夢，再一起寫下我們新的夢！ 
    不知道何時，爸爸才能有空從忙碌的公務中抽身而出?由衷希望爸爸不只是

我兒時的大玩偶，希望他能陪我很久很久，亦盼他能了解我很多很多。有時在溝

通時會出現很大的斷層，迸出猛烈的火光，但是我又何嘗沒感受到爸爸的關心？

我們都不是襁褓中的嬰兒了，應該發現爸爸真實的ㄧ面，接納包容，讓他知道，

我們能體諒他賺錢維持家計的辛勞，也讓他明白良性溝通更能表達真摯的關心。 
    坤樹最後又抹上彩色的化妝品，又再一次把自己包裹住，再一次讓兒子認不

出的自己，這樣的悲哀，我不想讓它出現在我的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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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台灣的蘋果也很甜！－《蘋果的滋味》讀後感 

蘭陽女中 李玲瑄 
 

讀完這篇小說，明顯感受到社會階層的差異，以及故事發生年代的崇洋心態。故

事中的江阿發被美國車撞傷後，也撞出了這家人的困境，當警察領著洋人到江阿

發家時，台語、國語、英語及啞巴的肢體語言混雜著，語言不通的窘況交錯出一

種凌亂感。而車禍的發生對這一家子來說無疑是晴天霹靂，一家人的價值觀也在

此凌亂中面對了考驗。 
    在美國車上，孩子們的童真讓人既心疼又好笑，單純地對新奇事物感到興

奮，沒想到去擔心父親的傷勢是否嚴重，也是如此的童稚更襯出阿桂與阿珠的悲

戚煩惱。而形容醫院是華麗白宮，乃至最後的蘋果，對他們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

奢侈享受，沒想到一場車禍，實現了許多從前不敢想望的事，這「因禍得福」的

心態，實則如蘋果的滋味般，不如原本所想像的甜蜜，反倒是摻雜了酸澀。 
   蘋果的滋味象徵著江阿發一家人的心境。不似想像中完美，反而帶點酸澀，

無形中表現了對於父親車禍雙腳癱瘓的事感到難過。口感也是泡泡的，給人不真

實的感受，就如同他們對這樣突如其來的幸福感到迷惘。在這樣複雜的情緒下，

一顆可抵四斤米的蘋果，似乎並不那麼美味了，只是得知蘋果的價值時，又覺得

不吃好像對不起自己似的，大口大口的咬下，似乎也意味著宿命地接受了命運的

安排，不敢想太多，一口一口地將潛意識中對未來的不安，吞進肚裡。倘若我們

遇到了這樣的選擇，我們要選擇雙腿殘廢卻衣食無虞？或是雙腳健全但須咬緊牙

關過日子？我想我寧願咬緊牙關，過苦日子也無妨，至少是踏踏實實一分一分錢

自己賺來，況且，這樣的好運又能維持多久？既是未知的一切，那還不如自己認

真努力來得有價值，不是嗎？ 
    此外，我們也看到了當時社會的現象──階級之分十分明顯，像江阿發一樣

的小人物，四處打工賺錢養家，也僅能餬口，而當時台灣人民敬畏洋人的態度，

在在顯示出當時台灣人民與美方人士的經濟差異頗大，作者運用這樣鮮明的對

比，讓我們在閱讀的同時跟著一起感慨，在現今的生活中，我們是否也同文中的

台灣人一樣崇洋媚外？是否我們該更加努力提升國家在世界上的競爭力？這些

都是值得我們正視的重要課題。 
    藉由這個故事，我們可以深切的體悟到崇洋心態的可悲，但這樣的想法似乎

不應該存在，畢竟我們身為台灣人，對於本土文化的保存與推廣應盡自己的一份

心力，讓台灣在世界上能擁有確實的立足點，並將我們的文化發揚光大，譬如國

片海角七號便奇蹟拍出了台灣人的自信，讓從不看國片的人，重燃對國片的信

心；捷安特這個舉世聞名的腳踏車品牌，讓台灣成為眾所皆知的腳踏車王國；坪

林的放天燈與頭城的搶孤等等，都能讓世界注意到台灣的獨特性。我們不應只是

一味地崇洋，更該重視且珍視台灣本土的一切並引以為傲，相信我們也能擁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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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一片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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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 

閃閃發亮的小人物─黃春明小說讀後感 

台中縣私立弘文中學 郭元箴 
 

第一次認識黃春明的作品是「國峻不回來吃飯」這首詩，詩中只用兒子不回來吃

飯來傳達思念之情，而沒有點出喪子之痛，那種不落淚的慟令我難以忘懷。這首

詩也讓徘徊在自殺邊緣的人，重新思考自己存在對別人的意義與價值。 
    因為這首詩我開始讀黃春明的小說，習慣讀翻譯小說的我，起初難以咀嚼這

種文字的表現，花了一點時間才漸漸進入黃春明的世界，像看一部又一部泛黃的

電影般，看到那個含蓄、純樸，我沒有經歷過的時代。 
    他的小說沒有超脫現實的俊男美女，也沒有醫生、知識份子或企業家，只有

辛苦工作，默默流汗、流淚，把心酸往肚裡吞，微不足道的小人物。 
    好似今年最紅的電影「海角七號」一般，主角是我們身邊隨處可見的推銷員、

郵差或是平凡小學生，在別人眼中他們無足輕重，但他們卻認真努力的活出自己

的生命、自己的天空，實現自己的愛、自己的關懷、自己的夢，每個人都是人生

舞台的主角。 
    「兒子的大玩偶」是我讀的第一篇黃春明的小說，故事描述一個爸爸為了討

生活迫不得已每天畫著小丑妝、穿誇張的衣服，在大街小巷穿梭宣傳上演的電

影。這工作原本是一份讓男人覺得羞愧的工作，但當他終於可以卸下這份工作

時，卻又為了逗兒子笑，又畫上小丑的臉，當兒子的大玩偶。 
    他精簡的文字將台灣人的父愛，藉著一個不善言詞，不懂表達感情的男人流

露出來。這種深埋的感情，沒有一句「我愛你」卻是那樣炙熱無保留。 
    閱讀他的小說總讓我聯想起我所生長的土地、與我一同住在小鎮上的鄰居，

我每天都看著他們經過我身邊，卻從未想過他們也有屬於他們的故事，他們也有

過青春，有過夢想，經歷過痛徹心扉的愛情。立志成為作家的我，竟完全沒有去

觀察、去描寫過身邊最熟悉的人。 
    最近小巷裡一位 101 歲的阿公去世了，幾天前還看到他拄著拐杖痀僂走過我

身邊，沒想到卻驟然逝世。聽說他曾到南洋當軍伕，也曾浪蕩過，小時候看到他

每天黃昏都在廟口喝酒，說天道地，說他一生的歡樂哀愁得意與失意，只是沒有

人願意聆聽。如果黃春明認識他，也許又有另一篇動人的故事。 
   他也許就如同海角七號的茂伯一樣，是另一位「國寶」，只是我錯失了認識他

的機會，讓他的故事隨著他而埋葬了。 
    黃春明的人文關懷，使他成為一個國寶級的作家，他的小說被拍成了電影，

讓更多人看到這些小人物的可愛以及心酸。 
    另一篇印象深刻的「屋頂上的蕃茄」，寫到他小時候屋頂長出蕃茄，他問阿

公：「屋頂為什麼長出番茄？﹞ 
    「蕃茄成熟時候，麻雀去偷吃了，吃的飽飽的就到屋頂上來，麻雀拉了一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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尿，就把蕃茄籽也拉出來了，後來就長出蕃茄。」 
    「但是，」我還是不大懂。「屋頂上沒有什麼土啊？」 
    祖父突然帶著嚴肅的口吻說：「想活下去的話，管他土有多少！」 
    「想活下去的話，管他土有多少！」這句話是台灣大多數人的寫照。在台灣

大多數人都像黃春明筆下的人物，不管有多少土，都努力的活下去。不管生存在

什麼樣的環境，都努力的活下去。 
    他筆下的妓女、工人、船員、戲班…默默耕耘的小人物，都活在「沒什麼土」

的環境，卻努力活出自己的人生，他們也許卑微，卻也是驕傲而且偉大的。黃春

明看到了他們生命所散發出的光輝，比那些醜陋的企業家、律師或者政客更為美

麗動人。他們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歲月，為了家人、為了愛在打拚，儘管賺的

錢僅供糊口，卻是自己腳踏實地，一點一滴累積起來的。 
    台灣的社會我們每天從電視、雜誌、媒體上看到的都是虛華的金錢遊戲，名

媛、公子、名車、八卦…人的價值是以擁有幾億身價，穿什麼名牌，戴什麼手錶、

珠寶…來衡量。大多數的學生心中的唯一志向就是「賺大錢」，成為下一個郭台

銘、王永慶，即使違背良心道德也無所謂。 
    如果台灣能有更多像黃春明這樣的作家、更多像海角七號的電影，也許台灣

人就能懂得認真踏實的意義，不再瘋狂追星、盲目追名牌，而能夠有「管他土有

多少都要活下去」的勇氣。能以身為小人物為榮。即使一個小店員、清潔工，一

個攤販…。只要認真努力的活下去，都一樣可以得到愛、得到尊嚴，生命也綻放

光芒。 
    那麼我們的社會，也許就不再只是一個虛擬實境的金錢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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