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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讀到什麼？ 

•閉上眼30秒，請在腦袋中搜尋一下，妳/你
讀的〈讓高牆倒下吧〉有什麼內容？ 

•睜開眼，你慌亂嗎？緊張嗎？請用30秒快
速的翻閱講義p.1~11頁。 

•現在，眼光看向你的組員，請利用1分鐘討
論，分別用3句話和5句話，重新敘述你所
閱讀/理解的〈讓高牆倒下吧〉 

 

 

 



檢視閱讀 

• 尋找關鍵字：自由發言找出〈讓高牆倒下
吧〉的關鍵字 

 

 

• 尋找關鍵意涵： 

 

 

• 尋找關鍵情感： 

 

 



分析閱讀 

• 補充修辭 

•文中使用了許多「象徵」、「烘托」修辭。 

    例如：「高牆」代表著人們不敢面對事
情的阻礙；耶穌臨死前「我渴」說明了人類
對生理的需求和被關懷的渴望；和德雷莎修
女見面時描寫她擁有的物品和行為來彰顯她
「沒有架子」，就真的只是為窮人服務的一
介修女；描寫那些貧窮人的瘦小並不直說，
而在搬運遺體時，以「輕的出奇」描述。 

 

 



Why以及How 

•作者為什麼要寫這篇文章？目的是什麼？達到了
嗎？ 

•作者撰寫文章的時空背景？ 

•誰是作者？ 

•〈讓高牆倒下吧〉在講德蕾莎修女，她是誰？ 

•文中描述的時空背景發生什麼事？你了解印度嗎？
還有世界上類同的地方？ 

•挑選幾個文中特別的地方如「印象深刻的段落或
句子」「異文化的展現」「垂死之家的規則」 

•什麼才是貧窮? 

•什麼是心靈受到創傷? 

 



回應與評斷 

      

• 回應作者、評斷作者、回應主人翁、評斷主
人翁 

 



主題閱讀 

•聯想閱讀 

 

•反躬自省：自我經驗連結分享 

 

•台灣的公益團體 / 服務窮人 / 人文精神 

 



擁抱天空下的星子 

• 三個故事，三段社會角落的小事，卻是
當事者人生的大事。 

 

• 給予時最大的受惠者是你。 

 

• 你認為，世界最美的風景是？ 

 

 



一枝草一點露講稿節選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教育講座 外文系孫小玉教授主講（民國90年10月17日） 

 

       我們的人文教育到底在那裡？我們的人文教育是不是慢慢隨著科技進步，變成我們常常
在提但卻不懂得這個東西是什麼。我曾經在課堂上問過我的學生，什麼是人文精神，很多同
學似乎可以感受的出來卻又說不出來，我記得那時候，正在流行一部電影叫做阿甘正傳，我
就舉了阿甘正傳這個例子跟同學講，阿甘雖然不太聰明，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對父母朋友的
道義，就是一種人文精神的表現。 

       我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當我們在作人文關懷時，不能以得到多少利益計算，或者是自
己可以得到多少好處，我在看阿甘正傳時有一種得深的感觸，在他所建立的任何關係中，他
都能維持得長長久久，對那份閞係忠實，這也是一種人文精神的展現，可是這東西在我們生
活當中容不容易，不容易，我們好像愈來愈聰明，但有關人際關係及對自己的認知上似乎慢
慢減少了。 

       在這邊我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世紀人文典範的例子，這是我自己很早以前一篇
文章上寫的一部分，我所謂的二十世紀的人文典範，我們大家多少聽過泰瑞莎修女的故事，
在我們台灣也有一些這樣的例子，如證嚴法師在台灣實際做過很多的事情，我們看泰瑞莎修
女，可以從她的傳記中，看到她五十年的歲月中，都奉獻給平民，所以我們稱她為平民戶中
的聖者，她經常走進痲瘋病院幫痲瘋病人洗她的傷口，在洗傷口中，她經驗到天主，我自己
每次看到這邊，都有一種很深的反省，今日，我們若看到痲瘋病人我們會想到什麼，跑，但
她不但沒跑，還在洗傷口當中，經驗到生命的美，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力量，我想如果講人的
價值，人的光輝是在做這樣的事情，逐漸展現出來，也只有那一刻，當大家看她在洗傷口而
覺得恐佈時，我想她自己體驗的一種生命中高峰的靈性經驗。 



那大概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能了解。生命當中，最可貴的就是親自的體驗。現在我們透過各種
媒體去關懷，但那都是一種知性的了解，很少有親身經歷的經驗，其實我們若實際進入一個
生命，會發現那是一種很沉重很辛苦的工作，那絕對不是說，我們能了解，或口頭上關懷就
可以成就，也不是短暫的握手，或片刻的擁抱，而是永恆的關懷與尊重。 

       我常常喜歡看偉人、高僧的傳記，因為他給我們的啟示：別人可以走過這樣的歲月，用
這樣方式走完他的生命，我覺得我也可以。因為我們一樣存在這個宇宙當中，所以當我在從
事公益活動感到疲憊時，我總是再把這些我看過很感人的故事重新再放在我腦海中走一遍，
幫我做心靈的洗滌，走過一遍後，你會發現當別人可以支撐走過來的，你當然也可以。我們
生命當中常常怕死亡，泰瑞莎修女生命終止時，我看到一些東西，在我們生命當中，我們如
實的付出，全力以赴，在我們生命終點，我們大概不會有任何空虛。「當跑的路已經跑過，
當打的戰已經打過，還肩負私人苦難的雙肩得以休息」，我們常常講什麼叫做美麗，她滿佈
的皺紋，我覺得是最美麗的，那種美麗是無法朔造出來的，她為人類走出一條愛的道路。這
是一種真實的生命，是我們人活著可以體驗的，但我們常常放棄這個機會。放棄這種喜悅。 

       在泰瑞莎修女走完生命，她對自己一生的註解，寫得很好「沉默的果實是祈禱」祈禱是
一種誠心的沉靜，我們願意放下自我，能夠把心交託出來的一種寧靜，「祈禱的果實是信心」
「信心的果實是慈愛」「慈愛的果實是奉獻」「奉獻的果實是和平」所以我們常講心中的和
平，是經過一個很長的過程走過來的。 

       今天這邊我為各位準備一段小小音樂，奇異恩典（音樂）以這樣的一個例子一段音樂，
這種立體的形式，希望大家去體驗美的感覺，我在聽這首歌時覺得生命本身就是一種恩典，
我們怎樣把生命的力量發揮出來，我們體驗到的感動，那是一種任何人都拿不走的財富。 

       我最不希望聽到學生得憂鬱症若有自殺的傾向，若能在生命當中好好去經歷這樣的體驗，
若許會有所改變。那樣的恩典那樣的感動，往往不是我們言語可以形容。 

 



我們以泰瑞莎修女的例子談人文關懷，我想再加上慈悲，當我們在作人文關懷的時候，我們
需要以慈悲的心，我們分為慈與悲，一個沒有體驗痛苦的人，可能很難體驗悲，如果今天我
沒有坐在輪椅上，我大概無法去體驗一個行動不便的困擾，但當我走過這樣一個生命的痛苦，
才能體會悲不但是自己走出痛苦，還要有意願去幫助別人走出痛苦，悲薀涵的是一種生命中
蛻變的過程。我覺得生命的各階段的苦都要甘之如飴，人文關懷是要付出要犧牲而不是一種
浪漫的情懷。 

       另外學習尊重亦是人文關懷的體現，知性的了解雖然很容易，但在我們生活的點點滴滴
很可能在無心中給了別人很深的傷害。人文關懷必須內化成一種人格。我們在口頭在概念上，
我們很容易說關懷別人，可是在我們的無心中，可能會使一個生命走得非常辛苦。 

       一枝草一點露，說明生命的恰如其份，在這一部分我為各位選了一些在聖經上的章節。
（投影片）在這些章節中，聖經告訴我們，每一種生命都有被滋潤成長的方式，我們大家都
要感謝現在生活的條件，「天上的鳥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你
們不比飛鳥更貴重嗎？」每一種生命都有滋潤他的條件，對於我們來說，我們每個生命如果
從這些章節來看，我們其實比一朵花一隻鳥更有價值，一定有一些成就我們滋潤我們成長的
條件，那是我們生命中自己要去覺察的。一枝草配一點露，我們說生命的恰如其份，還有一
個面向，我如果是那枝草，應該感謝那滴露水，因為那滴露水我才能長那麼大，我今天有帶
一本書【挑戰人生不向命運低頭】（正中出版社出版），這是一本很多年前出的一本書，這
本書當中選了很多的人，生命的潛力是無限，在這本書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半邊臉沒有了，
有些人的手或腳完全沒有了，不同條件不同困難，在他們生命當中都走出生命的軌跡。 



       我自己坐在輪椅上，生命走到這個階段，我很想說，感謝我有坐在輪椅的經驗，當然我
也需要生命熬到這把年紀，我才能有這種體驗，為什麼說我有這樣的感謝，這個感謝是來自
於，我如果沒有這樣的經驗，我相信我不會是今天的我，一枝草配一點露，生命的恰如其份，
這樣的搭配，我如何去感謝那滴露水，感謝這樣的條件容不容易，我們就接受我們自己存在
的條件，或許對有些人來說很容易，但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可能會跌得頭破血流歷經艱難才
慢慢的反觀生命，他才能感受這樣的東西。 

       明天會更好的吊詭，我們每天都在期待明天會更好，但事實上不然，以我自己一路走過，
我從小時候開始就天天在期待，明天我的病會好，一直在我大四所經歷過的手術不曾成功過，
那一刻我領悟，生命可能會更糟，如果我的生命還只有一點點歲月的話，我要好好燃燒他，
而不要苟延殘喘渡過，所以唸完大學後，我赴笈美國，在美國的那段時間，是我這一生最快
樂的回憶，那快樂是我勇敢邁出去， 

       我可以到處參觀，而且我可以受到很好的待遇，每天上下課有車子接送，我突然覺得，
我是從亞洲一個不知名的小島來的，為什麼我可以承受那麼多尊重？那時我體會到，人權是
要建立在人文素養關懷，當你人文素養到一階段時，就慷慨給與弱勢一個生存空間。現在回
到我們為什麼說明天不會更好，我在美國喜歡自己做飯，我覺得做飯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尤
其是週末週日我可以請很多中國同學吃飯，那是一種很大的喜悅。可是有一天，我發現我的
手又不能做了，從那以後，我的手可以做的事情又有限了。生命不見得會更好，雖然現在我
還能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但可能有一天，我必須接受另一個事實，躺在床上。我在燃燒我的
生命時，心中也同時在準備這一天，生命中要感恩的地方是，以我的例子來說，你會發現，
我後面的遭遇不會比我先前的遭遇更好。可是我只能說，當我是那枝草時，我應該感謝那滴
露水，我不要想別人有一滴石油，生命要懂得感恩惜福。 



       一枝草一點露除了要恰如其分，另一意義是二者要和諧搭配，相生相長，屬於我們
生命中的條件，不管你是要坐輪椅或眼睛看不見，或來自一個一不幸福的家庭，那都是
伴我們成長的條件，我們有很多時候，生活都在抗拒與生俱有的條件，很多時候我們總
是在羨慕別人的條件比我們好，但我總是在想，我們要如何來看待我們本身的條件，藉
由他來與生命相輔相成，以我的例子，我為什麼能生活得如此從容，那是因為我接受了
我的限制，接受了我生命當中的不圓滿。接受本身就是一種力量，一種超越。如此才能
帶出生命的動力。 

       科技進步，網際網路的逢勃發展，圖像取代領導我們，而真實在逐漸消失，當我們
愈來愈沒有真實感時，我們談人文關懷，談人文價值好像是在談佛是誰，我們不能否認，
科技確實有他的便利處，在我心情緒低弱時，我通常會在夾縫中找碰出來的小草，我覺
得那是生機無限的呈現，任何地方都有生命的出現，當我靜下來往外看時，這些東西俯
拾即是，我們要去體認生命中的真實感，自我的覺察。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不要忽略
靜，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太忙了，忙得沒有時間靜下來定下來。無形中把自己弄得像機器，
不管我們多忙，我們一定要有靜心的時刻，沉澱自己的心情，幫助我們清醒自己的頭腦，
跟自己相處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