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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重要的是，身為一個活在 21 世紀的人，資訊來源那麼的多元，為

什麼還要讀書呢？這似乎是較書評更需面對的問題，是身為一個讀書人應

該有的基本認識，也是在高聲的暢談書評事業如何如何之前，我們該攜帶

上路的基本配備之一，否則一切只是漂亮但徒然的空話而已。否則也不免

令人憂心，書評是否會取代書的地位，而變成另外一種趨勢--「以為看過

書評就等於看過書了」，那就像以前聽到的笑話，有人用電腦蒐集書籍的

關鍵字，便以為已掌握書籍的內容。 

由此可以更近一步的去問，書評事業在台灣是否真有必要發展成歐

美的模式？歐美的比例？臺灣的讀書人口有多少呢？有這樣的必要嗎？

有這樣的人力與心力嗎？然後這一切的答案，才能在你準備好的配備上逐

一顯現出來。 

總的來說，民國 90 年之前的書評論述是較缺乏的，<撰寫書評的方法>

是當時台灣有關書評的論述裡，蒐集相當的資料與概念整合的作品，有其

重要的意義。也是因為站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我們得以看的更遠、走

的更好，基於這樣的理由，我閱讀這篇文章，並提出這篇報告向作者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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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事內容 

〈男生寄來一封信〉是中國大陸少年小說選(二)《男生寄來一封信》

的其中一篇短篇小說，作者是陳丹燕，藉著這篇小說來探討親子之間、師

生之間、友誼以及兩性的議題等。 

從陸老師交給陳致遠〈男生寄來一封信〉起，致遠就得到了陸老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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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關愛和照顧，甚至放學回家時，陸老師交待同學趙波波做伴。在回家

的路上，又遇上了波波的哥哥趙江江，引出了另一段類似致遠的故事：趙

江江高中時，曾寫過一封信給同校的女生，結果被那女生當堂洋洋得意地

宣讀了，結果趙江江像詩人般純潔而浪漫的個性，就轉變得頹喪。 

回家後，致遠媽媽處理「信」的態度，讓致遠再一次面對了問題，等

於是一件事情得受兩回審判，雖然關心的議題是一樣的，出發點也是為了

愛與關懷，但是陸老師溫和的處理態度，和媽媽威嚴的壓制態度，帶給正

處於反叛期的致遠，截然不同的感受。因此，使得致遠更冷靜的思索這封

信所帶來的衝擊。 

二、讀後心得 

青少年時期是人生中最純真的年代，父母及學校的老師都是想盡辦

法，盡力的保護著他們的子女及學生，使他們不受任何的傷害，能夠順利、

平平安安地成長。偏偏人生的軌道並非都是順遂的情況，總是會有很多的

意外考驗著大人和小孩。其實為人父母者若能以平常心、開放的心胸來看

待兩性的交往，不要把事情看得太嚴重，也不要將事情貼上標籤，這樣的

話，親子之間、師生之間，都會比較容易溝通，問題也不會趨於太緊張的

局面。尤其父母如果能以溫和且尊重的態度管教孩子，不要動不動就搬出

做父母的權威，大人和孩子之間的相處就會比較融洽。 

友誼是青少年時期最重要的感情出口處，因一封信打亂了致遠這個一

向規矩上學的心境，有波波這個活潑、健康、開朗的同學陪伴回家的路途

中，無疑是致遠一天當中最輕鬆的時刻。她們輕鬆的對話，不需多思考、

也不需要戴上或偽裝出另一種面具來應付，讓致遠在備受壓力之下，得以

轉換一下心情，調整、放鬆一下情緒。這段共同的經歷，都在他們兩人生

命的軌道中留下了腳印，也是日後成長過程中美好的回憶。 

起先，男生寄來的這封信對致遠而言，是模糊的，她只清楚的記得頭

尾兩句話：「尊敬的陳致遠同學」和「這次先談到這兒。」但隨著周遭人

過度的關注，讓致遠產生了反感。直到趙江江帶著怨恨的眼神黯然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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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轉折讓致遠有了一個想像的空間，認真的思考青少年兩性的議題，處

理的好，彼此都多了一份友誼，處理不當的話，則造成兩性成長過程中，

心靈上難以磨滅的傷害。 

當致遠把被媽媽撕成一堆碎片的信，重新拼湊了起來，仔仔細細地看

完整封信的內容，並且和信有了回應---括弧裡的獨白，也終於明白寫信者

的想法：「寫這信的，是一個真誠大方的男生。」這封「信」在此發揮了

最大的功能---文字轉變成了可以溝通的語言，搭起了「信」背後那個男生

和致遠之間溝通的橋樑。 

喜歡寫作和思考的致遠，因男生寄來的這封信的衝擊，而展開自我的

省察，發現大人複雜化世界和孩子單純化世界是有很大的區別，因而醒悟

了很多道理，也思索是否周邊的人，太有想像力，想太多了？一句「我長

大了。」簡短而有力的話，表達了陳致遠在一連串人性的歷練下，覺醒和

成長了。 

自古以來，兩性的議題是人類生命中的重要話題，尤其在青少年時期

倍受關注，青少年自我意識非常強烈，若是父母、師長能多花點時間在兩

性交往的議題上，多與他們溝通並給予正確的指導，讓青少年獲得正面和

良性的學習機會，就好像事先打了預防針一樣；而不至於等到問題發生，

氣急敗壞的大人們才出面來處理，用權威性的方式，強迫青少年接受大人

的想法和觀念，而導致雙方感情出現裂痕，甚而造成了雙方一生的遺憾。 

生活中，大人們總是教導孩子要對別人真誠，要有愛心地善待四周的

人們，那是大人的理想；但在現實社會裡，一旦碰到了問題，大人就不是

這樣的理智，總是不分是非黑白，不管事情輕重，先把人和事情通通往壞

處想。實際上，理想和現實就像一條繩子的兩端，始終都有一段距離的，

在人的「生活」中不斷地拉過來拉過去，在此拉鋸的過程，人要從經驗的

累積和智慧的判斷，學會「選擇」一個雖不滿意，但可以接受的平衡點，

這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