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着》給我的啟發 

1D 葉穎芝 

由余華著作的《活着》應該有不少人聽過吧？最近看完這本書也讓我有不

少的啟發。它寫出了很多人情世故，值得人們去細閱品讀。 
 
這本書是用倒敘法開頭，刻畫一個年輕人在麥田遇到了年邁的主角福貴和

他身旁同樣叫福貴的牛。我覺得作者在這裡可能是暗示，如果人沒有特殊的經

歷、成就，那麼活著就和牛一樣，沒有什麼意義。 
 
福貴開始與年輕人講述自己的一生。原來福貴年少時是地主家的少爺，十

分頑劣，私塾的先生給了他一句評價：「朽木不可雕也。」意思即差不多無藥可

救，當時他的父親亦是這麼認為的。 
 
他每日都揮霍家裡的財產，吃喝玩樂，賭博嫖妓。最後把家裡的財產都賭

光了，不久父親也死了，只剩下年邁的母親和年幼的女兒。他從小就嬌生慣

養，從未嚐過人間疾苦。而這一次就好像讓他從雲端墜落到了爛泥地。在這爛

泥地裡，他第一次體會到了飢餓、貧窮、骯髒的滋味。 
 
福貴一生裡的坎坷和起伏有很多。在給母親抓藥時被抓去當兵，父母親的

離世，女兒、妻子、女婿以及戰友的逝世，因為對方是縣長，看著兒子被活生

生抽乾血液的無能為力……身邊的人一個接著一個的去世，讓他變得孑然一

身，只能和一頭牛孤獨終老。 
 
 為什麼他到現在仍沒有自尋短見的念頭呢？ 因為他的家人、好友仍然

「活着」，在福貴的心裡以另一種方式「活着」。 
 
 我在這本書裡印像比較深刻的一句話是：「人是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

不是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活着，就應該活出自己的意義。活着，就應該盡力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即使是人生和死亡，也叫我們要樂觀、積極地面對。 
 
作者在這本書以很普通的話語把福貴坎坷的一生描述了出來，但我卻覺得

作者的這種描寫方法比一些煽情的話語更能讓我產生共鳴及代入感。現在我可

能還看不懂一些內容當中的涵意，但在這本書裡我能理解到一點意義，就能讓

我受益匪淺。 



 
對作品的理解深刻透徹，詞句表達流暢，詳略得當，重點清晰。 

 
 
 
 
 
 
 
 
 

 
 
 
 
 
 
 
 
 
 
 
 
 
 
 
 
 
 
 
 
 
 
 
 
 
 
 



讀《鬥羅大陸》有感 

1D 盧柏銘 

這書講述了一個願意為對方犧牲的愛情；一種反目成仇最後和好的親情﹔

還有一個志同道合、同生共死的團隊。 
 
故事還要從唐三的前世說起。他偷學唐門秘笈，被長老發現，為證清白，

無奈跳下懸崖。誰知誤打誤撞轉世于鬥羅大陸。鬥羅大陸每人皆有武魂，而唐

三天賦異于常人，而且還有兩個武魂。隨著唐三的實力越來越強大，他的雙生

武魂逐漸轉變為劣勢。反派發現了他的雙生武魂，為了不引起後患，便派出強

大的對手來奪取他的性命。說時遲那時快，唐三的父親救下了唐三，他的父親

竟然也是鬥羅大陸中數一數二的強者。唐三聽了父親的說述才得知他的情人—

—小舞是一隻修為達到十萬年魂獸化作的人形（十萬年魂獸被殺死後的掉落物

極其強大和稀有），因此只得與小舞暫時分別，免得她也遭受威脅。為了更快與

小舞重逢，唐三便加強了修煉。五年之後，唐三準備去找小舞。此時他已經擁

有了足夠的實力和反派硬碰硬。機緣巧合之下，反派正在為奪取小舞的性命而

作準備。最後，唐三為了救小舞試圖犧牲自己，誰知小舞更快一步——縱身一

躍，抱住了唐三，為唐三作獻祭。那一刻我的腦海裡不斷地重複著這個畫面：

一對情人，被反派追殺導致陰陽兩隔。不禁讓我涕下沾襟。 
 

但是反派也並非罪大惡極，他們也只是想統一鬥羅大陸，不再出現紛爭。

其實反派千仞雪也有一個悲慘的故事。她的父親被母親所殺害，而自身喜歡唐

三卻偏偏與其為敵，多次出手殺害唐三卻終不忍心。而最後被唐三所殺時，又

被她的母親以命相救，她的爺爺也為了她能成為神而獻祭了自己。讓我想到了

那句詞：「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最讓我感慨至深的還是那和唐三出生入死的團隊。史萊克七怪，一共七

人，每一個都天資聰悟，但卻缺少了任何一個都不行。不論是一路上的修煉，

還是讓唐三成為神，他的團隊中每一個人的幫助都絕對不小。這已經不是一般

的友誼能夠相比的。他們可以為了復活唐三而犧牲自己寶貴的修為和實力。而

唐三也多次捨身救同伴而差點葬身於虎口。每一個人都彼此不可分離，肝膽相

照，情同手足，甚至願意為對方捨命。這才是唐三來到了鬥羅大陸成為了神的

奧秘啊！唐三之所以每次都能在對戰中脫穎而出，並不是他擁有先天滿魂力的

天賦，也不是擁有世界第一宗門的背景，乃是他擁有一個可以將背後交給他們

的團隊！ 
 
唐家三少用二百萬來字構造了一個名叫鬥羅大陸的世界，這個世界充滿著



喜怒哀樂。唐三和同伴共同努力，唐三看見自己的同伴被抓走時的無能為力﹔

小舞的獻祭和復活，再到和唐三步入婚姻的殿堂，這一切的酸甜苦辣都充斥著

唐三的心口，也充斥著讀者的心口。這原本看似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小說和主

角，將同伴視為比自己更重要，彷彿是萬花叢中的一點綠，給這個冷酷的世界

帶來了人性的溫暖。這不僅是一個故事，還是所有讀者的青春，記錄對未來的

盼望！ 
 
敍述生動具體，趣味盎然，行文節奏明快，讀來津津有味。 

 
 

 
 
 
 
 
 
 
 
 
 
 
 
 
 
 
 
 
 
 
 
 
 
 
 
 
 
 
 



讀《刀下留人--志在行醫的日子》 

2B 何文駿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書，名為《刀下留人——志在行醫的日子》。大家

對「刀下留人」這四字並不陌生，在武俠小說裏一句刀下留人，本來命懸一線

的忠臣烈士就此得到轉機。若然你認為這是一篇武俠小說，那就錯了，附題

是：志在行醫的日子。其實這本書是講述作者的行醫生活記錄 。 

 

書中分了三個部分：分別是「實習拾趣」、「外地行醫」以及「香港點

滴」。全書記述了作者行醫的所見所聞，同時也給我們認識一些醫學知識和醫

學專有名詞。 

 

在「實習及拾趣」這部分中，我最深刻的故事是「救命恩人」。有一位病

人叫阿祖，他患上心室顫震，有一次半夜作者用電擊器三次救治阿祖，才把他

的心跳恢復正常。經過作者一晚的辛勞和悉心照顧，阿祖終於可以出院了。作

者見到阿祖離開醫院的一刻，感到一絲絲甜意，因為他畢竟為阿祖盡過努力救

治他。不久作者收到阿祖的投訴信，原來阿祖說自己有心臟病，但作者竟然沒

有替他叫來計程車，他覺得自己是病人，還要他自己張羅交通回家，太不應該

了！看到這裏，我非常同情作者，因為我也曾經幫助過不少的人，但最後卻是

被埋怨。他的委屈讓我曾思考究竟應不應該繼續幫助人呢！ 

 

另外，我也喜歡在「香港點滴」裡的「鵬程萬里」這故事。作者開始時沒

有發現好友身體上的不妥，但後來這好友被診斷有癌細胞，不久離世了。作者

沒有出席好友的喪禮，我想可能是作者對好友的內疚和悲哀。我想安慰作者：

其實每人都必須經歷生老病死，不必對自己太苛責。我們應注意健康，珍惜生

命，活在當下。 

 

最後我覺得醫生真的很偉大。有人可能因為醫生的薪金而選擇這份工作，

但鍾醫生放棄了香港的高薪，而遠赴巴布亞新幾內亞，擔任當地醫學院的外科

教授。他的故事給我學習到人生最重要的是對社會作出貢獻和活在當下 。 

 

 

文句流暢，結構層次分明。引例分析，叫人印象深刻。末段見解獨到，叫人

驚喜。 

 

 

 



《西遊記》之我見 

3C 梁俊熙 

在閱讀完《西遊記》這本書後，我認為《西遊記》不愧被譽為本國四大名

著之一，就我而言，我在這本家喻戶曉的名著中尋到三種含義。 
 
眾所周知，《西遊記》中講述唐朝得道高僧唐三藏與被觀世音菩薩指點的三

位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丶天蓬元帥豬八戒以及捲簾大將沙悟淨前往西天取

無上真經的故事。從這裏，就可以看出第一個書中表達出的其中一個含義：那

就是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師徒四人缺一不可，如果沒有孫悟空，那麼取經團隊

將寸步難行，處處被妖魔鬼怪阻滯；如果沒有了唐三藏，那麼三妖就不會被派

去護送取經人將功贖罪，而是繼續受罰；儘管豬八戒好吃懶做，但他的戰鬥能

力也不弱，如果沒有了他，誰和大師兄一起救師父呢？沙悟淨為人忠厚老實，

雖然戰鬥能力低，卻任勞任怨，經常擔任牽馬丶挑擔丶看守行李丶通風報信等

工作，而且他還是兩位師兄之間的「和事佬」，緩和兩者之間的關係。試想一

下，如果團隊「三缺一」，會怎麼樣？ 
     

相信大家都聽說過「三打白骨精」的故事吧。白骨精三次變人迷惑唐三

藏，孫悟空火眼金睛三打白骨精，卻被師父誤會濫殺無辜，被師父趕走，後來

唐三藏被白骨精捉拿，才知道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最後若不是悟空及時回來，

師父早就命喪黃泉了。這反映出第二個含義：人與人的相處問題。若非唐三藏

迂腐固執並且不信任悟空，怎會被妖迷惑？這令我想起一句名言：「眼見可能不

為實，你所了解的可能只是事情的表面，而非其真相。」 
 

我所了解到的最後一個含義是做事要按部就班，不能一步登天。取經團隊

要經歷八十一難才可取得真經，為甚麼不讓悟空翻個筋斗，飛越十萬八千里直

接把經書取回來呢？我認為佛祖這樣做是要讓他們看見民間慘況，一路上降妖

伏魔，救平民於水火之中，一步步登上西天，不知民間疾苦，取經何用？ 

你們對《西遊記》有甚麼看法呢？不如你們也一起探討一下吧！ 

 

對耳熟能詳的小說《西遊記》有個人領悟，三種含義見解精闢，具分析力。 
敘述扼要，文字言簡意賅，殊堪嘉許。 

 
 

 



讀動物農莊有感 

4D 黎倩雯 

動物農莊是講述曼納農莊裏的一群動物在莊主鍾斯先生的管理下，被鞭打

及捱餓，更面臨同伴因勞累過度死亡，無可忍耐下舉旗革命，在接下來的日子

農莊由動物們定下七誡規條，以民主制度來管理。本來美滿的生活卻被豬隻拿

破崙打破，牠在初嘗掌控權力的滋味後，對此欲求不滿，並開始利用動物的信

任及無知，以絕對的權力操控莊園並排除異己、壓榨群眾，當動物在幻想裏的

農莊完全破滅後才赫然醒覺。 
 

作者以看似純真的寓言故事包裝蘇聯革命，透過動物農莊的革命及體制的

崩壞警惕大眾在社會主義當中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作者以不同的寫作手法

由淺入深地帶出道理。 
 
故事的開端動物們鼓起勇氣推翻莊主，每日都為打造理想莊園辛勤工作，

但其中拿破崙因受到權力引誘、貪得無厭，擅自修改對他無理的律法及欺騙文

盲的動物。其實在歷史事件或現今社會往往能看出這些情節，人們推倒極權，

民選領袖，並且無條件信任領導者，卻沒想到權力所帶來的利益可使人性變得

貪婪，就似故事中拿破崙會睡在鍾斯先生的大主人房，或者他以權力操控能令

自己得到更多額外的食物。雖然動物們對於拿破崙的說話有所疑慮，但卻不以

為然，這種情況更促使拿破崙輕而易舉改變七誡規條，反正大眾只會盲目相信

他而不會分析。動物農莊套用在香港，香港人只會一味地工作，忘記關心社會

事務，令到當權者為所欲為地把民眾當作棋子，也令我開始反思歷史中極權出

現的原因，其實一大部份是由民眾促成的，不經思考或漠不關心是首要原因。 
 
其次，香港多年來被指責「填鴨式教育制度」，使學生只會勤奮地抄寫筆

記、努力操練試卷，而老師則把考試技巧塞進學生的腦袋就能確保考試合格，

此舉無疑培育出沒有自我思考能力的青年。教育制度很大程度地影響國家或城

市的發展，因此我認為一個城市或國家的教育是至關重要的。同時地，作者在

故事中諷刺社會主義的政客們在階級爭鬥中只為自己的利益及無盡的貪婪。從

故事中警醒到我們要時刻保持思考批判的能力，提醒我要多留意社會事務，身

邊的時事看似事不關己，但其實每件事都與我們息息相關。 
 

《動物農莊》篇幅雖短，卻運用許多說理手法，作者以生動的文筆描繪故

事，初時閱讀只知道在表達獨裁政權，結合歷史背景和社會時事後便會有另一

番解讀。故事中的象徵手法巧妙有趣，為角色增添更多色彩，讀者閱讀時產生

豐富聯想，小說寓意更為含蓄深遠，如動物農莊象徵極權社會、拿破崙自行修



改規條象徵律法崩壞、刻苦工作的動物象徵不問世事的民眾。作者所運用的象

徵手法為故事情節增添真實感，更能引起讀者共鳴。 
 
此外，作者亦善用以場景表達故事。大部份情節發生在莊園內，農場外佈

滿圍欄，意味動物被囚在細小的農莊圈養。相反地，作為領袖的拿破崙經常出

入與人類交易，情節反映人們被政客蒙在鼓裏卻不自知。再者，農莊在鍾斯先

生的管理下是稱作「曼納農莊」，革命成功後改為「動物農莊」，直至故事末

端，拿破崙掌控時期又被改回「曼納農莊」，顯然在運用場景表達農莊又再回到

極權操控的時期。 
 
最後，動物農莊中的借事說理技巧亦非常值得學習。作者並沒有在故事中

直接說出道理，而是藉由描寫情節變化，再令讀者從細節中思索出作者想表達

的道理，例如故事是把極權主義者的特徵注入拿破崙的行為，讀者能從他的行

為中感受到他由安分守己的動物同伴變得貪婪極權，這種技巧更能加深閱讀後

對於故事內容及道理的感受。 
 

    總括而言，《動物農莊》作者表達的道理或警告都希望讀者們能深思反省，

當中運用的寫作手法亦非常值得學習。 
 
 
本篇對《動物農莊》所寄託的思想心領神會，且能據此應用於現實生活中，

細味權力容易令人腐化的道理，分析精微。對於書中運用的寫作技巧，亦有

具體的說明，評論頗全面。 
 
 
 
 
 
 
 
 
 
 
 
 
 
 
 



《解憂雜貨店》評析 

張栢瑤 

《解憂雜貨店》是一本推理和懸疑的小說，屬於日本作家東野圭吾的作品

集，包括《嫌疑犯 X 的獻身》、《秘密》等等都是他的作品，而這本《解憂雜

貨店》還獲得了第七屆「中央公論文藝賞」。這本書裡記述了很多不同的故

事，但全部的故事都是圍繞着一間叫浪矢雜貨店去記述的，雜貨店的主人則是

浪矢爺爺。而且幾個故事之間有着奇妙的關聯。故事中有很多人物，他們都有

各式各樣的煩惱，例如要在理想與現實、愛情與夢想、親情與未來等等的難題

中作出抉擇，當他們感到很煩惱的時候，便會將這些難題透過信件投入浪矢雜

貨店的投遞口，然後在第二天的時候，就可以在雜貨店後面的牛奶箱裡取回回

信。故事分別在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後的時空交叉，開頭講述三名剛偷竊完的年

輕人為了逃避追捕，在深夜時誤打誤撞來到了已廢棄的浪矢雜貨店，他們在店

裡發生了離奇的事，經歷了很多不同的故事，最後改變了他們一些想法。 

 
 我認為這本書的故事非常感人，因為這些信裡的建議、話語、想法足以改

變一個人的人生，也可以改變這個世界。例如書中的其中一個故事，這個故講

述關於一個立志成為歌手的人的經歷，這個人叫克郎。八年前，他在追音樂夢

的道路上遇到很多挫折，但同時，他的父親因身體不好，要自己繼承他的魚

店。在面對理想和現實中抉擇，煩惱的克郎決定諮詢浪矢雜貨店的建議。雖然

他一直在追夢的道路上沒有任何成績，但在看到雜貨店的回信後，克郎選擇仍

然相信。如今，克郎在一間孤兒院演唱後，孤兒院突然失火，克郎便救下了剛

才唯獨對克郎表演的原創歌曲《重生》感興趣的女孩最重視的弟弟，這位女孩

為了報答克郎，她長大後成為了歌手，亦表示自己一輩子都會表演《重生》。

因此最後，克郎雖然打了一場敗仗，但他也留下了畢生的足跡。正因為雜貨店

回信中的建議，令到克郎繼續相信，也改變了他最後的想法。試想像，如果當

初沒有雜貨店的回信，克郎會在音樂夢上一直堅持，令到他優秀的作品《重

生》流傳下來？還是繼承父親的魚店，每天一直重複賣魚賺錢自給自足？除了

是非常感人外，也令我思考了很多事。 

 
 「你的地圖是一張白紙，所以，即使想決定目的地，也不知道路在哪裡。

地圖是白紙當然很傷腦筋，任何人都會不知所措。但是，不妨換一個角度思

考，正因為是白紙，所以可以畫任何地圖，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你很自

由，充滿了無限可能。這是很棒的事。」這句話不單止是故事中浪矢先爺爺的

最後一封回信裡的最後一句話，也是作者東野圭吾給我們這些迷茫的人的啟

示，而這句話也令我印象很深刻。我理解這裡所指的地圖就是我們的人生。每

個人出生剛開始都是一張白紙，都有着無限可能，只有慢慢探索世界，認識世



界不同的事物，畫下屬於自己的地圖，一切由自己決定去哪裡，跟着地圖上的

道路，才能在最後到達自己的目的地，有着一個屬於自己的人生。相反，如果

我們一出生時，就已經是一張地圖，那就代表別人已經替你選擇了人生，你就

沒辦法控制自己的人生。因此我們不應羨慕別人比你好的人生，也不要隨波逐

流，而是要更加努力去做好自己。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價值，不應被其他人

去定義，畫下屬於自己的地圖，過着屬於自己的人生，這就是地圖是白紙的珍

貴之處。 

 
 這本書利用的組織和結構都非常巧妙。整個故事分別分為三條主線，一條

是三名剛偷竊完的年輕人的角度，第二條是浪矢爺爺的角度，而第三條是多個

故事中的諮詢者。它的特色就是將一個大主線包含另一個主線，然後在另一個

主線裡又有一條主線，時光透過信件互相交叉、穿越，都是牽連着浪矢雜貨店

的。令到每個故事和故事之間的關係邏輯精密，人物之間都緊密聯繫，還有浪

矢雜貨店和丸光園孤兒院的關係，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複雜結構，雖然我一開

始閱讀的時候都不能太明白故事的去向，但為了明白，我很專心地閱讀，最終

也能了解清楚故事的整體發展。 
 
 
本篇能凝煉地概述《解憂雜貨店》主要情節，透析書中紛繁的結構線索，復

能深入探討及評論主題思想，閱讀甚見深度。 
 
 
 
 
 
 
 
 
 
 
 
 
 
 
 
 
 
 



我讀《別生氣啦》 

陳佳妮 

這本書把 108 個管理情緒的簡單方法分為五個章節，作者把自己和世界做

聯繫，再從不同原因和影響去做情緒的分析，然後利用一些小故事和作者對於

佛道的感悟作例子和證明。 
 
    閱讀總能讓我們學習到一些知識，而這本書帶給我的是一些非常實用的管

理情緒的方法。看完這本書，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想到在《岳陽樓記》中的一

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會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才是最困難的事。我

認為情緒不管是內心最真實的想法還是外顯的表達方法也好，都屬於自己。作

者雖然沒有直接表明對情緒的看法，但在閱讀的過程中便能逐漸認識作者對情

緒的理解。作者以幽默的筆觸，逐漸帶領讀者了解情緒，管理情緒。 
 
    書中有提到網路信息對我們情緒的影響。我們總是沉溺於電腦和手機，總

是花非常多的時間在網路世界。我們總是因為一些小事就產生負面情緒，把事

情弄得一團糟。在網路上我們接收到的信息經常能影響我們的情緒，誤會等的

附加信息，讓我們的心緒愈是煩亂。我們在意形象、評價，我們希望得到重

視。愈是在意，心中的煩惱就愈會增加，情緒也會受到影響。用同樣的例子說

明，如果發出的信息對方「秒回」，我們會覺得自己在他人心中非常有份量，同

樣也會覺得我們之間的關係非常的親密、友好。但是否真的如此呢？我贊同作

者說社交帶來的滿足感也是不幸的源泉，我們每天都會使用電子設備，帶著耳

機在網路世界遨遊的人不計其數，可想而知人們對網路世界的重視和對情緒的

影響。 
 
    最後，讓我最深刻的一點是，作者在每隔幾篇便會提到和「自己」相關的

字眼，管理情緒的終點終將會歸於自身。「傾聽自己的聲音，以獲得內心的平

靜」和「不與他人相比，更不與過去的自己相比」。書中有提到一味地附和是現

代社會的一種悲劇，就像一個機器人一樣無趣。的確，這樣會讓被迫傾聽的那

一方有一種被利用的感覺，變得焦躁不安，兩人的關係也會逐漸走遠。作者說

其實是我們無法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我認為是因為我們無法建立與自身的聯

繫，才感到寂寞。這時，我們就要先懂得傾聽自己，先理解自己，複雜的心情

才能得以平復，心靈也會重獲安寧。捨棄這些人與人之間因比較而產生的情緒

之後，人能生活得更安寧。無法拋棄就無法真正平靜。我們的情緒就在優劣之

間忽上忽下。作者以獨角戲作比喻，我認為這樣的比喻非常的風趣幽默，因為

自己暗地裡的比較確實是一個自己與自己的思想鬥爭，只有自己。但正所謂說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在網站「文章吧」中，有一句非常精簡的讀後感，他說：「我不知道怎麼幫

你休息，不過這本書可以。」我同意這位網友，這本書裡面的故事一個比一個

精彩、有趣，讓人忍不住一直翻看，而且看得非常輕鬆。基於是翻譯的書，所

以並沒有太多的修辭手法，我看到更多的是作者利用比喻，讓讀者更容易理

解，譯者也有引用一些名言去更好的表達作者的本意。 
 
 
本篇能夠掌握心理學在管理情緒上的精髓，暢談從書中獲得的真知灼見如何

運用於日常生活中，對現代人的生活態度確實能起積極的指導作用。 

 
 
 
 
 
 
 
 
 
 
 
 
 
 
 
 
 
 
 
 
 
 
 
 
 
 
 
 



談《我們》 

梁穎怡 

  《我們》是一本反烏托邦小說，以筆記形式描述「烏托邦」的生活和規

則，亦記述主角的所見所感，偶爾穿插一些對「讀者」所說的話，解釋「烏托

邦」中的一些「難以理解」的事物。這本書主要記述主角在一次散步中遇到一

個女人── I－３３０號後的事。這本書直白又含蓄地敘述了一個故事。作者以第

一人稱描繪出主角的生活和「烏托邦」──聯眾國。作者以筆記形式講述整個故

事，直白地描述聯眾國的一切和主角的感受，但偶以省略號省略一些事情的因

由或主角心中所想等，令人難以看穿主角的一些想法。在本書四十篇筆記之

中，作者──主角主要描寫聯眾國的幸福美好，以及由小說中段開始描寫的掙

扎。主角在首篇筆記中就已表達他對聯眾國的喜愛，他利用了肖像描寫和五感

中的觸覺描寫自己因成為聯眾國的「積分號」製造者而激動得燒灼，雙頰變得

通紅。他將自己比喻成母親，「積分號」將會是他的「胎兒」，將激動的自己比

喻成察覺胎兒第一次脈動的女人，凸顯他的激動情緒。 

 
  在筆記二中主角利用擬人法描寫物件在舞動，比喻它們在隨着無聲的舞曲

跳舞。這令我印象深刻，因為主角認為這場「舞蹈」是種不自由的行動，是充

滿美感的，反映他認為不自由的狀態是美好的。筆記三亦令我印象深刻，主角

簡單提及了聯眾國的生活。當中提及了「時間表」，將人比喻成機械人。所有號

碼──所有人都根據時間表，像機械一樣，同時起床、工作、睡覺。主角認為這

種精確的生活是幸福的，但我認為這樣被操控，像機械般的生活是可悲的，每

天在同樣時間做同樣事情，令人厭倦，但聯眾國的號碼都認為這是幸福的。 

 
故事中主角對 I－３３０抱著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憎恨她令他陷入理性和慾

望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懷着溫柔的心，希望能夠擁有她，而主角亦因她對自己

所在的世界感到矛盾。作者對主角理性和慾望的刻劃是讓我印象深刻的描寫之

一。當中寫到 I－３３０親吻了主角，令主角擁有了慾望與靈魂，而作者將主角

的理性和慾望比喻成兩個自我。主角的理性說酒精是毒藥，喝酒違反聯眾國法

律，並質問 I－３３０；但主角的另一個自我──慾望卻想得到更多。原文彷彿將

主角刻畫成病人，時亦理性的認為喝酒是犯罪，時亦聲嘶力竭地想得到更多。

故事中，作者將主角的轉變和他對 I－３３０的情感描寫得細膩豐富，富有層

次，先是憎恨且溫柔，後來是愛慕，最後甚至不能失去她。作者描寫主角變得

不再只有理性，而是擁有慾望和靈魂，開始擁有愛和憐憫，令他無法抗拒 I－３

３０。 

 
 故事的結局亦出乎意料，主角在最後進行了「手術」，將腦袋內的「小東



西」摘掉，回復「健康」，只剩下理性，將「背叛理性」的號碼送上死刑機。作

者將回歸理性的過程比喻為手術、慾望和感性被喻為腦袋內的小東西、理性被

喻為健康。主角在最後說：「我堅信我們終將獲勝。因為理性必勝。」但我認為

擁有慾望、靈魂，擁有理性和感性才是一個完整的人，而聯眾國的人們只是一

個機械人。如果人只剩下理性，只會執行命令，完成應做的工作，沒有慾望或

其他情感，那又與機器有什麼區別呢？又如何能稱得上是一個完整的人呢？ 

 
 
這是一本超現實主義的作品，背景都是虛擬的，充滿想像的，可是本篇卻能

捕捉作者鋪排每個細節的用心，可見目光如炬，心思縝密。對作品中所呈現

的世界，有理性的分析，深入的反省，評論有深度。 

 
 
 
 
 
 
 
 
 
 
 
 
 
 
 
 
 
 
 
 
 
 
 
 
 
 
 



《無聲告白》的現實意義 
4D 陳子欣 

   《無聲告白》開首以「莉迪亞死了，可他們還不知道」一句帶出少女莉迪亞

的死訊。看到這裡，我不禁思考着：莉迪亞是誰？為什麼她會死去？作者以這

種形式為下文埋下伏筆，引起讀者興趣，令讀者繼續閱讀文章從而找出答案。

作者在下文慢慢地掀開真相的面紗，並解答讀者的疑問。而當我細味，閱讀完

這本書的時候，心中百感交集，彷彿莉迪亞就是自己，但又好像不是。少女莉

迪亞負重一萬斤長大，最後卻無聲地離開人世間。她墜入湖中的那一刻，我懂

了，原來，愛常常也是沉重的。 
 
    故事敘述一位名為瑪麗琳的女人不甘平庸，她希望自己一生有所成就，心

懷着一個醫生夢。怎料，在她步入大學追尋夢想時，她與一位美國華裔李姓男

子墜入愛河。因為瑪麗琳懷孕了，所以她迫不得已要擱置自己的追夢旅程，嫁

人生子。事情來到這一天，瑪麗琳收到了母親的死訊，她連忙回去故鄉送母親

最後一程。瑪麗琳在為母親收拾房子時候，發現自己的母親保留着外婆的食

譜。這時候她腦海只萌生一個想法：她不願與自己的母親一樣平庸地度過一

生，一事無成。於是，她拋棄了一切，離開自己的丈夫與兒女，繼續去追尋她

的醫生夢。少女莉迪亞是瑪麗琳的二女兒，在瑪麗琳離家追尋夢想的時候，女

兒每天都祈禱，表示只要母親能夠回來，自己做什麼也可以。而這也許也為後

文埋下了伏筆。瑪麗琳在重新開始讀醫時，意外發現自己又懷孕了，她的夢想

之旅再次結束，回家當家庭主婦。瑪麗琳的回來，改變了莉迪亞的一生。母親

希望莉迪亞成為一名出色醫生，繼承自己未完成的夢想。母親對莉迪亞寄予厚

望，因此施予壓力。莉迪亞被迫讀自己不喜歡的科學，被要求跳級學習，被視

為所謂優秀的人才，但這一切她都並不想要。而莉迪亞的父親是美國華裔，擁

有的是黃皮膚和黑眼睛。在當時的社會，很容易就遭受他人的歧視。他在這種

環境下生活，心中不免有芥蒂。於是，他便要求莉迪亞要結交許多朋友，要合

群，希望抵銷自己心中的芥蒂。莉迪亞在壓抑的環境下成長，彷彿被壓得無法

喘氣，她無法擺脫這一切，只能默默忍受。那個晚上，莉迪亞獨自一人走向湖

邊，然後輕輕地墜落於湖中。那一刻，她得到了永恆的釋懷和解放。 
 

 愛常常也是沉重的。父母給予莉迪亞他們所認為的愛，認為自己為她安排

的路是最好的。父母想讓她成為優秀的人，或是說為了彌補自己年輕時未完成

的夢想和心願。父母沒有理解過莉迪亞內心真正的想法，他們只是一味地要求

着她，逼她成為最好的小孩子。她彷彿負重一萬斤長大，承受著父母給予的

「愛」。但這種愛太沉重，會拖垮着她、箝制着她，掐碎着她，最終逼她就上絕

路。 
 

 相信現今社會大部分父母都會望子成龍或望女成鳳，期待自己的子女以後



有所成就，能夠成才。無法否認，父母適當的正確引導，對於孩子走未來的路

會比較容易。但是賦予子女太高的期望和過分的規範，則會使他們倍感痛苦。

世人都說父母愛自己的孩子，其實無論愛的方式是否正確，孩子們都不敢違反

父母的說話，因為他們認為這些都是世人所說的愛，更默默啞忍。為了不讓父

母失望，抑壓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當父母給予了子女無法承受的

愛，孩子們會徬徨無助、大壓力、無所適從。有多少孩子因為學業問題與父母

的關係變差？有多少孩子因為父母反對他們選擇自己想走的前路而離家出走？

又有多少孩子因為無法承受父母給予的壓力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當然，父

母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他們為我們所付出的一切，都是超越我們想像的。

父母愛自己的孩子，只是愛的方式不同。我希望，所有的父母都可以思考，自

己所給予的愛是否為子女所想要的愛。父母亦可以和自己的子女溝通，了解他

們內心深處真正想要的東西，聆聽他們的聲音，尊重子女的抉擇。我覺得，愛

要相赴才有意義。 
  
    「我們終此一生，就是要擺脫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這句話是我

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句話。故事中的少女莉迪亞背負着許多父母的期待，她為了

達到父母的期望，身負着重重的壓力，要做一個人們都認為優秀的人。但後

來，她因為壓力與失去自我的感覺，縱身跳下湖中，結束自己的生命。現實

中，有很多人和莉迪亞經歷很相似。他們同樣背負着父母重重的期望，走着父

母想讓他們走的路，為了不讓父母失望，自己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壓力與痛苦。

我也是上述被父母寄予厚望的人，父母對於我有着一定的要求。不過，他們的

精英式教育有時候也會讓人壓力大得喘不過氣來。當我看完這本書，我彷彿在

莉迪亞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身影，我明白她的壓抑，明白她的迷茫，明白她的

痛苦。她的死亡彷彿告訴我，要擺脫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我會試着

去聆聽自己的內心，鼓起勇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為誰而活着，為自己。若

按照着他人所規定路走着，會很安穩，但不會幸福，這樣的人生意義又何在

呢？ 
 

 願我們都能夠擺脫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過一個無悔人生。父母

和孩子們可以坦誠溝通，不必掩飾自己的內心，用最真摯的告白讓世界的無聲

告白變少。 
 
 
本篇通過對《無聲告白》的分析，闡述了文學世界與現實世界的連繫，對主

題思想有深入的探究，細緻的分析，評論的文詞中又飽蘸感觸之情，彷彿對

現實生活的控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