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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關於「死亡」的段考寫作
part1「段考寫作」與「翻轉課堂」可以是有機體

part2 省思寫作讓課堂學習單再升級，表達再升級
part3「動態引導反思法」與寫作自我引導模式

各家版本的第六冊選文，諸如「莊子選」、「陽

關雪」、「曲選」、「正氣歌」，都是很經典的文本，

不論是創作意識強烈、意境高華的〈牡丹亭．游園〉，

或是莊嚴的死前自白〈正氣歌〉，甚至朱自清、豐子

愷的〈兒女〉、〈訓儉示康〉等一系列家庭互動事件

薄，實在都值得好好經營。

然而，教高三是個沉重又甜蜜的擔子，沉重的是

同學因為大考的壓力，不免變得越來越功利，越來越

不文學，但是，他們的心靈，在高中三年的陶治之下，

也來到最成熟的顛峰。

這一次敝校段考作文題關於生死，這張考卷考在

3月 24日，是內湖四歲女童割喉案震驚全臺的前一週
四，因此我正好在事件發生的隔天檢討這份省思寫作，

感觸非常深，也提醒了我自己，生死的叩問，隨時都

會來找我們，想到的時候就可以做，即便是段考試題。

•「生時麗似夏花，死時亦美如秋月。」這是印度詩
哲泰戈爾的名句。到底要修多少的福，或是多少修

為，才能讓一個生命的死，真正華枝春滿，天心月

圓，平靜淡然？

•莊子為妻子之死鼓盆而歌。他的妻子是病死的？還是
有其他原因？若是她也死於一場驚天動地的慘痛意

外，莊周還會淡定地選擇高唱一首歌歡喜送走她嗎？

•杜麗娘是個標準的乖乖牌，孝順、懂事，可是她浪
漫的一面一旦冒出來啃咬她的心，她就這麼崩潰

了！想念一個夢中的情人會教人崩潰，那想念一個

死去的親人呢？

•文天祥跟著國家一起走了，殉國很偉大嗎？這個時
代還是存在那麼多殉國、殉道、殉教者，學生能夠

清楚地區隔其中的莊嚴和盲目嗎？

課本裡有太多太多生命的課題，我們解得完嗎？

這個社會給予教育這麼高的期盼，我們怎麼能不凜然

一驚呢？

「段考寫作」與「翻轉課堂」可以是有機體

這個考題原是一次偶然，在教研會中，同年段教

一次關於「死亡」的段考寫作
海山高中／張玲瑜含「『4F省思法』在寫作指導上的應用」

邊，什麼是不能承受的輕，什麼是不能承受的重，令人

不勝唏噓。 

正如你所言：為了共同的利益，我們不要再沉默了，讓

逝者不是極權的肥料，而是一個成熟社會珍貴的養分。

【試卷六】

有的人貧病一生，孤獨以終，沉默地離開而無人

在意；有的人功名富貴，擁有全部，溘然離世而被媒

體大肆報導。人的新生便是為了迎接死亡，但這些對

我實在太遙遠而難以想像，可卻有一隻鳥的死令我至

今無法忘懷。

從小，能閱讀的童書無非都是以幸福快樂作為最後

的總結，唯一的例外便是王爾德的《快樂王子》。與書

名不符，快樂王子的生活從來不快樂，他一直都在為貧

苦人們的不幸而悲傷。後來他遇見了南遷時落單的燕子，

替他完成所有幫助他人的願望，卻也因雕像太過醜陋而

被居民當作廢鐵扔進熔爐，只有燕子陪他一起紅焰焚身。

在讀者們因為快樂王子的偉大情操而動容時，唯有

我的腦海在這麼多年後仍無法抹滅那小小的、忙碌的身

影，它持續在我的記憶盤旋。王子的犧牲奉獻或許情有

可原，因為他把自己最後的一切奉獻給他的家，那燕子

呢？他只是過客，他大可以在伸出援手後繼續南遷，但

他選擇了留下。對一隻生命短促的動物而言，遷徙與繁

衍才是生的意義。小燕子卻在一次意外的落單中，找到

了其他更有價值的事，令他願意為此力竭而亡。

《琅琊榜》一書中提到：「生命不是活得長才有意

義，而是那活著的人覺得有價值才值得。」閱讀了這麼

多書，我們學習的是如何讓自己在短苦的人生中活得有

滋味，讓自己在與世長辭的同時，了無遺憾。（黃○．

小生命大死亡）

老師說：一隻小燕子選擇這樣死亡，小燕子就不小了，

因為牠的死，包含了對快樂王子的悲憫。我對這個故事

明明很熟，覺得自己也被你啟發了，謝謝你連小小的配

角，也沒忘記給予關注，這樣的愛，讓我們對高中生也

有更多的敬意。

省思寫作讓課堂學習單再升級，表達再升級

除了這六篇之外，也有同學提到復興空難墜落基隆

河的駕駛、南臺灣震災、九一一事件中聯航九三的義勇

乘客、法國恐怖攻擊事件中喪生的民眾、《悲慘世界》

裡犧牲的小男孩、《燦爛千陽》裡受盡凌虐的阿富汗婦

女⋯⋯，這些故事或新聞，都能回應莊子、余秋雨或是

文天祥對生命價值的討論和人道關懷。

四、以「4F省思法」輔助寫作檢討

以往批改學生作文時，題目若是論挫折，很多人

都會歸結到「在逆境中無入而不自得」，可是明明每

個人的挫折不盡相同──孔子的、范仲淹的、男性的、

女性的⋯⋯，怎會簡單地歸納到同樣結論？若題目是

寫景遊記，總會推導到「生命中從不缺少美，而是缺

少發現」，可是明明〈醉翁亭記〉與〈遊褒禪山記〉

就示範了遊記的結論很難篇篇同致。我總是必須一再

提醒學生：如果你的分析或感受，換成別人的故事也

能對得上的時候，那很有可能就是你沒有「針對自己

的經驗去剖析」的證據。

筆者將目前在教育界廣泛被引用的 4F省思法應用
在寫作課程上，主要想藉此培養同學「自我提問」的寫

作模式，引導自己真正從客觀現象或個人經驗中找到真

實的情感與內省，思考沉澱，省思歸納，以分享讀者。

理論簡介與延伸：「動態引導反思法」與寫作

自我引導模式

英國學者羅貴榮（Roger Greenaway）提出「動態回
顧循環」（Active Reviewing Cycle）理論，原先應用在事
件分析及教學上。例如：班級事件、校外教學或課程中

涉及的某個特定情境，由教師提問，引導學生整理事件

對自身心理產生的影響和收穫。在臺灣經洪中夫先生等

人介紹 ²、應用於品格教學中，也逐漸受到廣泛關注 。

所謂 4F：指的是 Facts(事實 )、Feeling（感受）、
Finding（發現）、Future（未來）四個提問方向。以上
四者若運用在寫作上，可以發揮輔助同學爬梳個人見聞

或經驗的效果。

事實 Facts 學生認知到的客觀現象，可能包含的問句是：
關於這個主題，我知道發生過什麼事？社會的現象和人

群反應了哪些動作？誰做了特別的反應？我曾經歷了什

麼？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部分是？

感受 Feeling 個人的主觀感覺和情緒，提問可能較為抒情
性：我的感覺是？那感覺像什麼？最令我不舒服的是？社

會上當時有什麼心情？身旁的人怎麼想？如果我是他，感

受是怎樣？

發現 Finding 挖掘、尋索內心，在此的提問通常是為尋找
原因、解釋、判斷或澄清信念。經過此階段的詳盡思考，

能總結經驗之於個人或群體的意義。可能包含的問句是：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結果？這個現象引發的效應是？什麼是值得

肯定的？什麼是令人無法接受的？什麼原因使我這樣認為？還

有什麼類似的經驗、見聞或閱讀素材可以證明我的看法？

未來 Future 前瞻思考，思考如何把客體世界和生命體驗，
轉化和應用在未來生活中。可能包括計畫、預測未來、思

考可能性、描述夢想。問題可以是：此事件對我產生怎樣

的影響？我想如何歸納這樣的影響？我的深切期待是什

麼？如果能重來，我會希望怎樣安排？ 

「體驗教育」中的「動態回顧循環」通常從第一個

「F」開始，但亦可從任何一個「F」開始，選擇關鍵取決
於成員對哪個「F」的覺察最深，則優先討論該話題。筆
者認為，寫作應用時亦然。

實施方式

建議教師於每次學生進行相關題型的作文練習後，利

用這個理論回頭來檢討同學的作品。4F是個統整同學論點
或素材時很簡便的工具，我引導同學利用橘、紅、藍、綠

四字筆追蹤「範文」和自己的作品 4F的分布（在文句下
畫底線），即便有辨認的小誤差也無妨，可以清楚觀察範

文寫作的思路和自己的表現。

第一個 F：事實

針對「課本或課外的閱讀歷程」、「社會事件」或「個

人見聞」提出有探討價值的現象和事實，並且清楚陳述，

掌握關鍵的核心問題。即便是「審己以度人」、「自勝者

強」這樣的題目，都需要有「現象」的觀察在背後支撐全

文，否則的話，一則容易失焦，或流於了無新意的 B等
論述。

例如：神風特攻隊 v.s.對死亡的恐懼；「十月圍城」
之革命烈士 v.s.死的價值；諸葛亮 v.s.一生懸命「為義而
死」；《快樂王子》之燕子 v.s.小生命大死亡⋯⋯

第二個 F：感受

梳理事件本身帶給自己的感受。省思文的撰寫，若能

從抒情面向做些著墨，往往可提升作品本身的感染力。

例如：神風特攻隊──揣想自己面對死亡的情境；「十

月圍城」之革命烈士──自己看電影時的心境轉折的描摹；

鄰居老奶奶──鄰居奶奶安靜過世對自己的衝擊。

第三個 F：發現

論述。基於上述素材，尋找原因、解釋、判斷或澄清

信念。

例如：澄清／小生命大死亡──快樂王子的犧牲奉

獻，我也許還能理解，可是燕子為什麼要陪他一起死呢？

判斷、解釋／〈十月圍城〉之革命烈士──我認為這樣的

死，才是有價值的死。

在「發現」的寫作上，「徵引」與「對照」是常用的

技巧，寫得好的同學，往往能拉進更多素材，做對照與發

想，學生平時關懷層面的深與廣也在這時立刻現形。如：

為義而生──古代有文天祥為國犧牲，加入現代有 331衝
進核能電廠關反應爐的消防隊員的例子，他們都是依據大

義而做生死判斷的人；相反的，有些同學之所以沒有拿到

高分，問題也就在拉進來的素材不足，例如：鄰居老奶奶

──鄰居老奶奶半夜死亡，大人雖說好死，但在作者心中

卻留下陰影。筆者認為若能找到其他的死亡來進行比較，

讀者比較能夠理解其中的特殊感受。

附帶一提的是，「發現」看似議論文的重心，但其實

引述「現象」的部分，立意取材已經確定。

第四個 F：未來

指出具體的做法。可以嘗試自問：「我們應⋯⋯」、

「我會⋯⋯」

例如：諸葛亮為義而死──我們要重於泰山，還是

輕如鴻毛？名家已經說過：「為了照亮他人的，才值得犧

牲。」

五、結語：4F之內與 4F之外

根據原先的理論，4F原本就是迴環反覆的，有了一個
發現 Find，還可以引申到更多現象 Fact和感受 Feeling，
是故，省思文不一定要按照 Fact到 Future的順序呈現，4F
法更不是一個套式，並非每一個 f都必定要觸及才完整，
端看同學對哪個部分最有感觸，加以爬梳著墨，自然成篇。

真正能感人的文章，不在套用任何寫作方案，4F只是
種輔助我們豐富文理緊密度的手段，同學如果對個人與群

體，對天地萬物，有真情，有想像，有期盼，有愛，流露在

筆尖，自有感人之處。也期盼每一位同學對於層出不窮的死

亡新聞，不論看了再多次，都能折疊收藏，憑弔省察，永遠

不會司空見慣，而是再一次提醒我們：天地之間，萬物有

靈，珍惜自己，傾聽更多層次的聲音，帶來更安心的人生。
²羅貴榮先生以撲克牌的                 四個花色來輔助說明四個 F的特性，例如以「鑽石」代表事實的多面性，「黑桃」代表挖掘事實的鏟子，參考洪中夫《玩出反思力： 
 101個活化教學的動態反思技巧》，2010，校園書房。

未來
Future

發現
Find

事實
Fact

感受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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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五大提問向度的課堂舖陳」避免「省思文寫不好的三大地雷」

學生內心 O.S.

杜麗娘因情而死實在

沒必要吧？為愛情犧

牲生命是情之所鍾？

現實生活是一回事，

反正寫作文的時候講

正面才會得高分。

「她們家很有錢，但是她就是想不開。」

「我們為什麼要讀那麼封閉的愛情，我

們是奔放年代。」

〈正氣歌〉裡的古人好多，我都搞不清

楚，背不起來。

省思寫作

把把脈

省思文寫不好的第一

個地雷：平常就強迫

自己生吞活剝。

省思文寫不好的第二個地雷：還沒閱讀

的太多，閱讀過的淡忘了。

省思文寫不好的第三個地雷：不相信自

己可以說出說服自己的話。

課程融入

利用課前問題讓學生

宣洩，再解決他們對

杜麗娘的不諒解。

徐志摩的《人間四月天》段落欣賞。徐

志摩也是這樣才情洋溢，受盡束縛，為

了感情，誰做了什麼不值得的事？他們

為了什麼而瘋狂？代價又是什麼？

同學票選 12哲人最感動獎。開票結果
是：齊太史第三名，嚴顏第二名，第一

名，在兩個班級都以絕對高票落在濺血

大殿的嵇紹。

延伸閱讀：消防隊員的報導，希望同學

們給他們一句話

老師的話

有一些淺薄的歸納的

確可以讓大腦省事，

不要多問多想，見招

拆招，死背一下就是

了。但是我們都明

白，人生的問題早就

不斷地叩問著我們，

讓我們無法迴避。

杜麗娘心煩極了，最

後憂傷而死。為情傷

感至死絕對是 EQ不
夠，但是文學與藝術

是虛構的，《牡丹亭》

以此誇大主角的情

緒，讓我們去思考她

當時的處境，是大到

足以逼死一個人的。

杜麗娘的故事莫名其妙？想想那些嫁不

掉的敗犬（太老的未婚女性）們，尤其

是氣質好、顏值高的敗犬，她們會不會

很心煩？ 

杜麗娘內心充滿矛盾。一方面，她想在

爸爸和老師面前當個孝順用功的乖寶

寶，但內心卻是一個極端浪漫的人，那

樣的掙扎從「游園」開始，一連後面幾

個折子，都讓人看得好生心痛。

別忘了你們曾經告訴我：《離魂記》就

是倩娘一場「假分手 ¹」的好戲 。

倩娘讓父親張鎰誤以為自己只是臥病在

家，其實偷偷跟王宙在一起好久了。作

者用「離魂」手法呈現，完全「寫實」。

寫心情之實。

同學們對於齊太史們「堅持做對的

事」、「堅持自己的理想」，給予極

高評價；嚴顏會進榜的原因是「敢當

面痛罵壞人很酷」；嵇紹上榜的原因

也很一致：「為了保護別人而死，很

偉大。」

歸納出來的理由，每個都好有力。

同學們說：「謝謝你們（消防隊員），

明明也很愛自己的家人，還要做那麼

危險的工作救別人的家人。」文天祥

很倒霉，考上榜首，做上宰相，結果

做到亡國宰相，沒有發財機會還要賠

上老命，也給他一句話吧！

師們針對本次段考作文命題欲著重的技巧、能力檢核的面

向，先進行粗淺的討論，再由命題教師擇取主題，設計非

選考題。如今我回頭想想，由於課程時數一再減少，學生

們在課堂上的訓練時間將更緊迫，教師們必需更有效地整

合能夠運用的資源，而所謂的時數資源，包括段考型態或

方向上的調整，也是我們可以思考著墨的方向。

一、考題內容

•試別：104學年度高三下學期段考作文試題

•考試時間：2016.03.24

•搭配範文：康熹版第六冊範文「莊子選」、「陽關雪」、 
 「曲選」、「正氣歌」

泰戈爾說：「生時麗似夏花，死時亦美如秋月」；

莊子在妻子死時，鼓盆而歌，祝福妻的新生；杜麗娘

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令人為這樣深情的少女心折；

文天祥從容就義，歷舉十二哲人之壯烈風範，自我砥

礪，慷慨赴義，讓我們為他的豪壯動容；余秋雨也為

陽關上的古墳群深深喟嘆。

〈蘭亭集序〉說：「死生亦大矣！」什麼樣的死

亡，令你特別沉吟再三呢？

請你根據課本或課外的閱讀經歷、社會事件或個

人見聞，以「逝者如斯」為題，寫一場令你感受深刻

的死亡，並抒發你的感想和體悟，文長 450 字以上。

【課堂省思提問五向度】

跨越古今，思索同樣情境的現代意義，以連結學生生命

跨越虛實，思索象徵情境的現實意義，以連結學生生命

跨越經典，連結其他經典中的相關訊息，以連結學生生命

超越讀者，協助定義作者未盡言的訊息，以連結學生生命

超越讀本，思索自己生命中的實踐可能，以連結學生生命

三、	以「生命及技巧並重的評語回應」爭取「真	

	 正的心靈對談」

評閱結束後，內心感觸頗多。

三類組的同學提到一次解剖青蛙的課程，他覺得為了

自己的生物課而讓一隻活生生的動物死掉，實在很自私，

一直無法說服自己。文章寫得很短，絕對不是來不及，而

是他們對這個問題真的參不透。由活蹦亂跳到一刀斃命，

青蛙的死令他心慌。文章裡，關於豁達坦然的論述也沒

有，奉獻成全的論述也沒有，可憐他就在生物課時，在搞

不清楚自己心理狀態的情況下被迫殺了一隻青蛙。

有人提到寵物的死，最令人無法接受的是，她是親眼

看到她的狗被車撞死的。這個孩子也寫不到 400字。我在
評語裡告訴她：「謝謝妳這麼勇敢，把它說出來，老師希

望妳永遠不要忘記牠，老師認為對牠而言，這是一種極重

要的安慰。」看著她的作文，我忍不住一起心碎了，可是

更讓我難過的是：她為什麼寫不完呢？學生身邊的死亡素

材其實很多，但是當他們如實面對時，常常失語無助嗎？

而有幾篇雖然寫完了，但是我覺得文章才正要開始。

可能是因為談〈正氣歌〉時，講了很多勇敢面對死亡

的人，人人誓死如歸，很多同學也選擇大聲頌讚不怕死的

「神風特攻隊」或「屈原」，流露了年輕寶貴的生命對死

毫不畏懼的肯定──為理想衝殺吧！我倒是看得有點害怕

起來，我在上屈原的時候，一定太失敗了，還是他們上了

〈正氣歌〉，就忘了我們怎麼處理屈原了呢？

引錄學生部份作品如下，標題為筆者所加。各篇雖然

得分未必是最高的，但在內容或技巧上都有值得參考之處。

【試卷一】

曾經看過一部電影，故事講述清末為了國家的前途，

一群人協助　國父返回中國，以進行革命運動。面對清廷

的壓迫和攻擊，他們沒有退縮，情況一直處於劣勢，他們

還是選擇向前走，直至為國犧牲。

這部電影我看了三次，每次都會抑制不住淚水，因為

他們的偉大犧牲而潰堤。總想著就是因為他們，才有現在

的中華民國，我們也才能活在一個更好的制度下。對他們，

再多的致敬都嫌不夠。如此壯烈的犧牲，也就在歷史上畫

下一段不小的記錄。

我認為這才是有價值的死，為了某個極具意義的理

由，如此一來死就不是那樣令人傷感，反而被賦予了更深

的涵義。那才是生時如園裡鮮花，死後能成為夜空裡的耀

眼星辰，讓人忘情眷戀，留下曾走過生命的深刻記號。（陳

○筑．〈十月圍城〉之革命烈士）

老師說：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他們的死，令廣大受

惠者感激不已。為了酬答他們，我們要把國家好好地經營，

才算讓他們真的死得有價值。

【試卷二】

一架一架的飛機向遙遠的海面飛去，每架戰鬥機的架

駛頭上都綁著必勝的布條，象徵必死的決心。不停攻擊敵

方的船艦，彈盡援絕時，使用機身向對手投出那最後一發

生命的炮彈，這就是二戰時日本所派出的神風特攻隊。

在戰爭的時勢下，國家不停地徵召青年投入前線的戰

事。也許只是國家領導人與幾位參謀、將軍的野心使然，

就葬送了無數士兵的生命。而這支神風特攻隊最令人敬畏

的地方，就是那必死的決心，他們在飛向天空前就已明白

那是一條無法回頭的路，卻仍義無反顧地踏上這人生的最

後一哩。試問這世上有多少人能夠將自己的生命放下，為

國家犧牲？保家衛國的心人人皆有，但能有如此決心的又

有幾個，這就是我最敬佩這支隊伍的地方。

自古以來，世界各地發生過無數的戰役，但是沒有一

個人是願意在戰場上死去的，但是為了守護自己最重要的

東西，無數的勇士犧牲了。美麗的家園、國家的榮耀或是

自身的信念，這些他們曾想要捍衛的，也因為他們的死喚

來更多人關心奉獻。

「死亡」二字對他們來說並不可怕，即便內心深處還

是希望留有一線生機，也能坦然面對。這樣的精神把我整

個人震懾住了，不知哪天我面臨人生盡頭時，是否也能保

持如此坦蕩的態度。（陳○文．神風特攻隊）

老師說：雖然○文的文筆真的不錯，流暢，有感染力，但

是老師與你的看法並不一致，神風特攻隊的精神固然難能

可貴，但它也是日本人當年瘋狂行徑的極致。很多事都應

由許多不同面向去觀察，才能獲得真正的智慧。

【試卷三】

曾經有人說過：「不要太過在意你生前追求過什麼，

而是要考慮在你離開時會留下什麼⋯⋯」

生命是無常的，我們無法決定人何時出生，但是我

們卻可以決定我們如何死去，是要默默無聞，輕如鴻毛

般死去，抑或是轟轟烈烈，重如泰山般的撒手離世，都

取決於你的一念之間。古有文天祥從容就義，寧死不屈

的忠貞愛國；孔子周遊列國，就算在自己死前也不忘把

「仁」的思想發揚光大。今有在日本三一一大地震時，

帶著可能會失去自身生命的危險，進入核電廠關閉反應

爐，以防爆炸時可能會奪走數百人生命的消防隊員，他

們這種為了大義，不畏死亡的精神，都足以在歷史上流

芳百世！

在古今這麼多英雄人物面前，最讓我敬佩的是諸葛

亮。年輕時為了幫助劉備復興漢室，鞠躬盡瘁，在劉備

死後，義不容辭地輔佐幼主，繼續為漢室江山打拚。

傳說在偉人離世之後，天空會出現流星，象徵一代

英才的隕落，諸葛亮死時，不知道是否也有流星閃過天

際，我只知道，他死之時，還用計使敵人誤以為他還沒

有死，而不敢上前追擊，成功地讓軍隊離去，連死也死

得充滿忠愛。

人活在當下，要讓自己的生命重如泰山抑或是輕如

鴻毛，要流芳百世或是遺臭萬年，全取決於自己的一念

之間，但古今聖人已給了一個明確的答案：「要燃燒自

己，以照耀他人。」（洪○民．離開時留下什麼）

老師說：將古與今「因義而死」的故事串連起來，為自

己對死亡下了一個清楚的定義。你的思考清楚，表達也

很明暢有力。

【試卷四】

國人的十大死因，包括了惡性腫瘤，車禍傷重，心

血管疾病⋯⋯等等，這些病痛對死者來說，生前一定都

經歷了極大的苦痛，我的奶奶說：「有一種人是在睡夢

中安穩地死去，這一種人是最幸運、最好命的人。」

但是，我並不這麼認為，小時候，住在隔壁棟一

樓的奶奶是我的親奶奶的好朋友，親奶奶常常在下午時

帶我去那位奶奶家玩，她對待我就像對待她的親孫子一

樣，經常給我餅乾吃，怕我口渴就幫我倒水，看到我受

傷就幫我擦藥並且安撫我的情緒，這一些，都是現在我

閉上眼睛還能歷歷在目的畫面。

好景不常，有一天，我一回家，看到親奶奶不發一

語地坐在客廳，我感覺異常，反而不敢問為什麼，默默

走進我的房間。之後問了母親才知道，那位奶奶在睡夢

中因為心肌梗塞而去世了。

就在一夜間，待我和善的奶奶就這麼消失在我的世

界裡，從那天起，原本紗門開著的奶奶家，變成了用電

動鐵門緊閉的屋子，奶奶原本健健康康的枕邊人，很快

地也一病不起，她漂亮的女兒也變得臉色憔悴，很多事

物都因為她的過世，變了樣了。

過了好幾年，我已記不清那位奶奶的容貌，唯一

存在的就是隔壁棟一樓那曾經充滿歡笑聲的空地。像那

樣安穩地在睡夢中死亡，真的比較好命吧，可是因為她

剝奪了知道自己死期的權利，帶給了家人措手不及和惋

惜，也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刻痕。（許○媛．鄰居奶奶）

老師說：雖然在文字技巧、架構安排、議論深度上，本

文並非○媛最代表之作，但是老師可以理解，即便是大

家都說：這樣的死，就算是好死了。但是好死的死，仍

會讓家人親友們對她留下無盡的不捨和懷念。你的真誠

與深情，是老師對這篇文章醉心一再閱讀的原因。

【試卷五】

民國三十六年的那一夜，槍聲四起，街上尖叫聲

不斷，在那封閉的年代，國民黨政府下了令人恐懼的命

令，從此，有誰敢在大街上高喊自由？

四十年後的鄭南榕，在自己所創辦的報章上高談政

情，批評蔣家的統治，不畏軍警、特務的追殺，義無反

顧持續發行大量報章。雖然在過程中，妻子的反對、父

母的不諒解都是阻力，卻不曾讓他後退，不斷朝自己的

理念──言論自由、臺灣獨立前進。

這樣的日子並未持續太久，某天早晨，在生死簿上

已有了他的名字，但他選擇反抗、違命，用自由的火解

放了自己，活在火焰當中，即使痛苦卻不曾後悔。

鄭南榕的死對我而言，是一種精神上的指引，竟

有人能為了理想放棄生命，在那麼封閉的年代能做一隻

浴火的鳳凰是如此不容易，加上他是一個外省人，能為

了一個島嶼而奔走，甚至付出全部的生命，令我感到羞

愧。我能為我的家，我能為呼吸新鮮自由的空氣，付出

什麼呢？

如今，這塊土地仍有人因為機密文件遭受搜查，但

是人民已經大不相同，我們因為鄭南榕的死知道了自由

的可貴，不斷為了共同的利益奮鬥，讓逝者不再只是極

權的肥料！（陳○文．鄭南榕）

老師說：自由，對我們來說像空氣一樣稀鬆平常，卻是

有人流汗流血才替我們換來的，歷史，就是叫我們記

得，我們不是一個人，是一長串人事物裡的一部分。 

很多人都想死過，那些因為太痛苦而覺得活不下去的

人，和鄭南榕這樣的故事，都活生生地存在在我們身
 ¹討論題：請問如果把《離魂記》裡「離魂」的情節抽掉，用寫實的概念去理解，女主角面對父親悔婚的反應可能是什麼？同學說：「假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