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課 戰士，乾杯！

黃春明



題解

出處：《等待一朵花的名字》

內容：

本文敘述一個原住民家族的歷

史悲劇，藉以呈現原住民承受

結構暴力下的生存與發展，可

以感受到作者悲天憫人的襟懷

。



• 「乾杯」的意義在傳達感情，表示尊敬。本文主人翁

為魯凱族人，個性直爽豪邁，「乾杯」是意氣的傳達

，痛快的表現，更是激情的釋放，在此與原住民形象

相符。

• 作者以「戰士，乾杯！」為題，一方面是對身為魯凱

族戰士的杜熊曾祖父、祖父以及身兼哲學家與戰士的

外祖父表示敬意；一方面是對為侵略者犧牲生命的杜

熊母親前夫、父親、大哥致意，感到內疚與悲憤。

題旨



• 時間：集結黃春明民國 年到 年的散文作品。

• 內容：涵蓋作者追懷消逝的鄉土，以及對臺灣 年

來社會變遷發展的獨特感受。

• 取材：細微小事，而有極深的開掘與敏銳的體會。

• 特色：措詞幽默逗趣，呈現作者對社會、對人性深刻

的觀照與省思，以及有情、樂觀又嚴肅的人生

態度。

《等待一朵花的名字》



一、臺灣原住民的處境

• 世紀以來，臺灣政權變動頻繁，原住民被迫一再

改變自己的國家認同，被迫為侵略者作戰，甚至犧

牲生命。

• 臺灣原住民面臨族群生存與文化銷聲匿跡的危機，

漢人作家對原住民的描述及呼籲重視原住民的苦難

，更顯意義與價值。

寫作背景



二、關於本文

• 民國 年，黃春明企劃籌拍《芬芳寶島》紀錄片，到屏東縣霧

臺鄉──馬拉松選手輩出的聖地做田野調查。偶然結識了山地青年

杜熊，黃春明得知他住在好茶村，覺得這個名字富有詩意，便隨

之返家。

• 在杜熊家中牆壁發現他的家人遺像，竟然是不同的戰士身分，他

們或是當了異族侵略者的士兵，或是父子分屬敵對的陣營。作者

的筆觸不只描繪表層的慘象，更藉此探究造成悲劇的罪惡根源，

引導人們追索與質疑這是「誰的罪過」與「誰的責任」。

寫作背景



原住民受迫害太深了，外來的勢力入侵之後，族群被逼

學習外族的倫理和文化，以致傳統直接或間接被消滅。

其實全世界無論哪一個民族或族群的發展，都可以看到原住民

遭受到的浩劫和苦難的辛酸史。在他們處境的當時，都會發出

自覺性的哀鳴，重要的是記取其中的教訓，不然，這些無法挽

回的事實，成為一個民族或族群的仇恨，或是怨恨反過來成為

自憐的話，這個民族或族群就失去視野，沒有前瞻，就好像毛

毛蟲把自己幽禁在自作的繭裡面了。

黃春明談〈戰士，乾杯！〉的深刻意旨



臺灣的原住民並不自憐，也沒有發出「身為臺灣原

住民的悲哀」這樣的叫聲。文中的杜熊對自己的處

境，一定有自覺，不然他也不會提起他外祖父說的

話：「我們燒死了一窩螞蟻，然後你又在別的地方

看到螞蟻的時候，你就知道剛才那一窩螞蟻，並沒

有被燒死。」

黃春明談〈戰士，乾杯！〉的深刻意旨



名稱： 「魯凱」在日治時稱為 ，乃「高山」、「寒冷」之意

魯凱族自稱「 」，即「住在高山的人」。

傳說：相傳祖先在部落領袖領導下，由一隻通靈的雲豹領路，老鷹在

空中引導，翻山越嶺來到舊好茶，遂於此建立部落。

特色：為階層制度，階層的地位以創始神話為基礎，即貴族為最早

人類的後裔，創始神話往往與太陽、陶壺或石頭有關。

象徵：男子 百步蛇 狩獵豐碩

女子 百合花 女子純潔

魯凱族



段旨：簡述杜熊家族的歷史悲劇。

段析：

本段可視為楔子，亦即文章的前言或序文，

勾勒出全文主軸。

以「荒謬」總領下文故事的鋪陳。

第

一

段



當了侵略者異族的士兵，

為敵人打另外一個敵人的敵人。

每一代─ ─ 甚至於不到一代之間，

又換了侵略者，當了別人的戰士。

去跟一個根本和他們無冤無仇的人，

把他們當作不共戴天的敵人敵對起來。

第
一
段

第一段提到哪些「荒謬的情形」？



結構上

可視為楔子，提綱挈領地勾勒全文的輪廓。

內容上

點出題目，以及整篇故事的荒謬性。

第
一
段

從文章的脈絡來看，第一段有何作用？



段旨：說明寫作緣起。

段析：

作者以追述法，仿若與讀者談話般，娓娓道出

一段不尋常的經歷。繼而簡單介紹原住民居住

的房子，可視為敘述故事的背景。

第

二

段



字義、句義：

勘查：實地調查。或作「勘察」

「戡亂」、「戡平」：平定。

「情何以堪」：勝任、承受

宋．柳永〈雨霖鈴．寒蟬淒切〉詞：「多情自

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

馬拉松選手「輩出」：連續出現

熊趕緊「為」我這個初次謀面的冒失鬼發誓：對

第

二

段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77370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02643


字義、句義：

我這個陌生人在空氣中散發出來的氣味，倒

是叫全村子裡的狗「騷動」擾亂不安一時。

要不是熊沿路一直吆喝高聲呵斥那些狗，恐

怕全村的人都會被吵醒起來。

第

二

段



字義、句義：

熊推開半掩著的門扇，裡頭暗處，有一位婦

人說話的聲音傳過來了。說的是山地話，我

聽不懂。語說的是言不通，族群間不容易相

互理解、交流

第

二

段



字義、句義：

在掛滿錦旗和獎狀的牆壁間，還掛了兩個裡

面排滿了小照片的鏡框，和單獨個別鑲在框

子裡的三張人像。

→此為後文情緒潰堤的導火線

第

二

段



環境狀況

山路不好走。

晚上沒有電燈。

蚊蟲和蛇特別多。

這些狀況透露什麼樣的訊息？

這些狀況凸顯當時原住民村落的生活條件極差。

第
二
段

請歸納好茶村的環境狀況，

說明這些狀況透露什麼樣的訊息？



全景：黑石頁岩建材

中景：月桃編織的草蓆、壁材

近景：錦旗、獎狀和兩個排滿了小照片

的鏡框

特寫：三張人像

請指出作者如何運用鏡頭移動手法，

描寫杜熊家屋的狀況。
第
二
段



段旨：杜熊敘述母親前夫充當日本兵，參加太

平洋戰爭，死於菲律賓。

段析：

以牆上的人像勾起話題，藉大量的對話，帶

出情節的變化，並深入刻劃作者的心情與思維

的起伏。

以杜熊家中男士被迫成為不同統治者的戰士

，犧牲生命，凸顯荒謬。

第

三

段



字義、句義：

熊在灶頭生火，準備煮麵條，我好奇的摘下鑲在桌

上的燭光

「鑲」字用得十分別致，刻劃出燭光在暗夜中閃亮

每一對眼睛都炯炯明亮的發光地逼視著我。其中令

我受到幾分驚嚇的是，排在耶穌旁的第二張獨立人

像，他竟然是一個日本兵

作者因為人像的眼神，更因人像身分是日本兵而驚

嚇，此處以人像眼神之發光，凸顯作者的恐懼

迥然不同：的確的、特別的

第

三

段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98083


段旨：杜熊父親本為國軍，派往大陸作戰被俘

虜成為共軍，生死不明。

段析：

文章情節漸近高潮，作者在對話之外更描述

外在的場景以及內在的情緒。

透過對話來開展情節，以場景描寫來營造氛

圍、烘托心情。

第

四

段



字義、句義：

他的畫面效果和第二張的日本兵一樣

粗糙ㄘㄠ：不細緻

第

四

段



字義、句義：

燈芯在搖，我的手在發抖，小火心不安地跳著

以景寫情，藉由外在跳動的燈火，加深場景氣氛，

暗示內心的激動與不安

我楞在受難的耶穌像和日本兵還有熊稱他「共匪」

的人像前，我突然覺得我是在受審判。

本來受審判者是耶穌，此處作者為這個家庭的命運

感到傷痛，他認為與自己的祖先開拓臺灣所構成的

結構暴力有關，故覺得自己像是在受審判

第

四

段



字義、句義：

「來到山上隨便。過來，沒有菜開魚罐頭來吃。」

足見原住民生活的匱乏及隨遇而安的人格特質

我仍然站在照片面前，半楞在那裡，很怕視線接觸

到他。我不能完全明白為什麼，我卻清楚地意識到

我正害怕著。

作者的害怕實乃對原住民的悲慘命運感到愧疚

第

四

段



段旨：

杜熊大哥擔任國軍蛙人，突襲中國大陸時戰死

。二哥服役時被選上莒光連，現在捕魚維生

段析：

文章至此進入高潮，這一家人的悲劇在杜熊

說明大哥遭遇後攀升至最高點。

以「悲慘」概括杜熊家人的遭遇，「天啊」

二字表達作者不可置信的悲痛。

第

五

段



字義、句義：

「天啊！」我把一直在心裡喃喃唸著的天，破口叫

了出來。

聽到杜熊的二哥由馬拉松選手為謀生而改當船員，

作者喃喃叫天，內心充滿感傷

我們轉身坐到桌上，熊很快地動了筷子就扒ㄆㄚˊ

起來了。

用餐具把碗裡的食物送進嘴裡

第

五

段



字義、句義：

「我抑制內心由許多感觸所引起的傷感，望著吃得

津津有味的熊，看他無怨無恨、無憂無愁的模樣，

不是他就是我，我們之間有一個人不屬於這個房間

，我想應該是他。

作者為杜熊家人的遭遇悲不可抑，杜熊卻反應淡然

，「這個房間」喻指原住民的歷史命運。作者走進

這個房間，彷彿走進原住民百年的歷史；而杜熊人

在家中，習以為常，似乎沒有憤怒、沒有抱怨

第

五

段



字義、句義：

怎麼解釋，我都不能了解，熊在說這些人的遭遇，

乃至於是他家族的遭遇，竟然是那麼淡然得不能再

淡然不在意、不經心。

也許是因為熊面對族群荒謬命運的無力感使然

第

五

段



日本兵：杜熊母親前夫，在菲律賓戰死。

共匪：杜熊的父親，去大陸打仗，

被中共抓去當匪兵。

國軍：杜熊的大哥，到大陸突襲，

被共匪打死。

第

三

至

五

段

請分別簡述相片中「日本兵」、「共匪」、

「國軍」與杜熊的關係及其遭遇。



一開始看到日本兵的照片，受到幾分「驚嚇」

其次，知道杜熊父親被抓去當共匪，作者

「手在發抖、楞住了、感覺在受審判、

感到害怕」

再者，聽到杜熊大哥當蛙人，到大陸襲

擊，被共軍打死，作者不忍卒聽。

看牆上「日本兵」、「共匪」、「國軍」照片，

聽杜熊訴說每張照片的故事，作者各有何反應？第

三

至

五

段



根據課文內容，按照表格的提示，將牆上多幀

照片的內容進行分析。第

三

至

五

段

家人 身分 作戰對象 結論

曾祖父 魯凱族戰士 漢人 當自己部族的戰士，為魯凱族

自身而戰。祖父 魯凱族戰士 日本人

母親前夫 日本兵 美、英盟軍 短短時間內，一家人受統治者

操弄，成為不同身分的戰士，

卻是為他人而戰，父子還可能

分屬敵對的陣營，所以作者內

心感到強烈的衝擊。

父親 國軍→共軍 共軍→國軍

大哥 國軍蛙人 共軍

二哥 國軍 未上戰場



根據課文內容，按照表格的提示，將牆上多幀照片

的內容進行分析。

後兩代（熊的父、兄）個人的戰士身分及族群的命運被統治者（侵略者）

所決定，每一代─ ─ 甚至於不到一代之間換了侵略者，就必須當別人的戰

士，去攻打一個根本和他們無冤無仇的人，對他們本身來說，是極其無奈

的人生苦難；從人類的歷史來看，則是非常荒謬的。

前兩代（熊的曾祖父、祖父）的戰士固然為自身而戰，實仍隱含被壓迫的

血淚。因為漢人、日本人的侵略，逼使他們挺身而出，但最後仍不得不臣

服於異族的統治之下。如此充滿血淚的苦難歷史令作者難過愧疚，他身為

統治者的後代，為對加諸原住民身上的結構暴力感到罪惡深重，因而有受

審判的感覺。可見作者有深刻的省思能力，能面對歷史，探討過去的殘暴

錯謬。

第

三

至

五

段



試推想作者說：「不是他就是我，我們之間有一個

人不屬於這個房間，我想應該是他。」的涵義。

作者訝異杜熊對於家族被迫害，

竟然如此淡定，無恨、無愁的模樣。

凸顯作者個人的憤恨。

第

三

至

五

段



承上題，試推想杜熊說：「來到我們山上，還有什

麼事好想。」這句話背後的涵義。

憤怒無法解決問題，日子仍要過。

第

三

至

五

段



段旨：

杜熊祖父與日本人打仗，曾祖父與漢人打仗，

這兩代戰士是為部族而戰。

段析：

杜熊的祖父、曾祖父為族人而戰。這兩代與

下兩代為異族而戰的戰士形成強烈對比。

以大量對話鋪陳情節，以作者認真提問，杜

熊輕鬆回答的態度，突出兩人對家族戰士遭遇

的不同感受。

第

六

段



字義、句義：

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他們很幸運，他們都為我們魯凱

族自己打過仗。」

對比文中所描述的其他人，被迫成為不同身分的戰

士，祖父和曾祖父為捍衛自己的族群而戰是榮耀

我終於看到熊興奮激動。他很快的把麵吃完，把湯

也喝光。

相較於之前父兄不知為誰而戰，祖父輩為自己族人

打仗，讓熊與有榮焉

第

六

段



一幀不披甲不戴盔，腰掛板針彎刀的，就是祖父。

原住民狩獵防身的武器或工具

第

六

段



字義、句義：

「是啊，我們山地人，很多都是這樣的。」他的語氣又

歸平淡。

可見，杜熊一家的經歷，是族群集體命運的縮影

「向誰憤怒？」

熊的質疑，或者也是一種控訴。他讓我一時啞口無言以

對。要不是他接著又說話，我可就更難堪了。

承受如此巨大的壓迫與傷害，卻連憤怒的對象都無處可尋

，這種不得不漠然以對或認命接受的心情背後，其實是更

深沉的悲憤

第

六

段



第
六
段

杜熊的祖父和曾祖父分別跟什麼人打過仗？

祖父跟日本人打仗。

曾祖父跟漢人打仗。



第
六
段

為何熊敘述他母親前夫、父親、哥哥的事時語氣淡

然，但講到曾祖父和祖父時卻興奮激動？

杜熊敘述他母親前夫、父親、哥哥的事時語氣淡然

，因為他們混亂的戰士身分不只是個人遭遇的不幸

，更是歷史的荒謬與弱勢族群的悲哀，但他們無從

表達憤怒，不知向誰控訴。至於曾祖父和祖父是代

表族人分別與漢人、日本人打仗，受羅牧師肯定讚

賞，加上族群認同與情感基礎，杜熊引以為豪，所

以會興奮激動。



第
六
段

第六段從「如果有照片 」至「向誰憤怒」

的對話，在文章中的作用為何？

鋪陳情節。

突出兩人對家族戰士遭遇的不同感受

。



段旨：

杜熊引述外祖父之言，表現原住民的生命韌性。

段析：

以「一窩螞蟻」的譬喻帶出原住民的生命哲理

，並凸顯他們強韌的生命力。

第

七

段



字義、句義：

他說我們燒死了一窩螞蟻，然後你又在別的地方看

到螞蟻的時候，你就知道剛才那一窩螞蟻，並沒有

被燒死。」

譬喻其他族群要澈底消滅原住民，但原住民有著強

韌的生命力，會想辦法生存下去

第

七

段



字義、句義：

「向誰憤怒？」

熊的質疑，或者也是一種控訴。他讓我一時啞口無

言以對。要不是他接著又說話，我可就更難堪了。

承受如此巨大的壓迫與傷害，卻連憤怒的對象都無

處可尋，這種不得不漠然以對或認命接受的心情背

後，其實是更深沉的悲憤

第

七

段



第
七
段

杜熊的外祖父曾說：「我們燒死一窩螞蟻，然後你又在別的地

方看到螞蟻的時候，你就知道剛才那一窩螞蟻，並沒有被燒死

。」又說：「上一次坡長一歲。」請問這些話有何深意？

「一窩螞蟻」：

①只要還有一兵一卒，仍會抵抗到底，仍有希望。亦有「留得青

山在，不怕沒柴燒」的涵義。

②強調族群中沒有個人、只有群體，個人以團體的榮辱為榮辱、

以團體的利益為利益。把個人犧牲置之度外。

「上一次坡長一歲」：經過人生的困頓磨難，就會累積經驗、

增長智慧與生命韌性。

兩句話呈現原住民對於自身苦難，以堅韌的生命力面對的勇氣。



段旨：

杜熊母親要求喝酒，杜熊不答應，母親唱靈歌

訴苦。

段析：

本段以靈歌、陰風、晃動的火蕊、牆上影子等

聽覺、視覺的摹寫，形成不安的氛圍，烘托內

心複雜的情緒。

第

八

段



第
八
段

作者描寫靈歌、陰風、晃動的火蕊、牆上顫慄的人影等，

其作用何在？

刻劃作者酒醉的幻覺。

烘托作者內在複雜心緒。



杜熊敘述家族戰士故事時的態度淡然，但作者聽故事後情

緒起伏，甚至感到害怕，你認為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作者除了認為發生在杜熊家中的事情很荒

謬之外，更有可能是作者意識到自己身為

一個漢人，無意間或間接也成了原住民悲

劇命運的加害者。

第
八
段



段旨：

作者內心充滿罪惡感，忍不住慟哭，舉杯向戰

士致意。

段析：

透過作者醉酒幻覺以及涕淚縱橫情狀的描寫，

強化作者抑壓不住的悲感，並以強烈的質問，

點明文章要旨。

第

九

段



字義、句義：

如果你碰到大蛇，你不要害怕，那是我家裡的錦蛇

，牠不會咬人，我們屋子裡因為牠，一隻老鼠也沒

有。牠很少出來。我倒希望你會看到牠。

表現原住民與自然共生的習性

第

九

段



字義、句義：

一切都安靜下來了，靈歌的裊繞繚繞不止的樣子，更顯

得夜靜。腦中拂不去人像的幻影，更顯得夜深。我還記得

，我在淚溼了的筆記本上，抓起原子筆，不大聽使喚的原

子筆，歪歪斜斜地寫著：世界上，哪裡還有比這更辛酸的

歷史？哪裡還有比這更悲慘的少數民族的命運？

此為本文要旨，以一句句質問凸顯作者內心的憤慨，顯現

歷史殘酷而荒謬

第

九

段



字義、句義：

「戰士，乾杯！」

作者以「戰士」呼告杜熊家犧牲生命的戰士，以「乾杯」

表內心致敬之意

當我垂下頭來，鼻孔發顫，鼻水鼻涕失禁地流下，心裡難

過得只能張大嘴巴，才能控制自己的激動，口水也流下來

了，淚水更不用說。

我知道我抑壓不住慟哭哀傷大哭。亦作「痛哭」

作者「慟哭」理當有悲憫、虧欠、不忍 等複雜心緒在

其中

第

九

段



請推想文中作者「抑不住的淚水答答地滴在筆記本上」時

的心情如何？如此描寫有何效果？

同情悲憫，也有愧疚難忍的心情。

深化抒情效果、強化文章的感染力。

第
九
段



「世界上，哪裡還有比這更辛酸的歷史？哪裡還有比這更

悲慘的少數民族的命運？」作者說這句話想要表現什麼？

這句話可視為本文的主旨所在，透過激問

的手法表現出作者內心的憤慨，突出歷史

的殘酷與荒謬。

第
九
段



第九段中，作者透過哪些細節來描寫內心所受到的衝擊？

動作：抓起筆歪歪斜斜地寫字、舉杯向眼

前戰士的照片致敬、俯首傷痛。

反應：鼻孔發顫、涕淚齊下、口水流下。

心思：心想不要失態、不要驚動別人而張

大嘴巴控制出聲。

第
九
段



段旨：

作者無心觀賞原住民部落，滿懷罪咎悲緒地離

去

段析：

從對話中反映出杜熊質樸誠懇的個性。

文末再次呼應題目，「戰士，乾杯」的

呼告，流露作者對原住民的敬意。

第

十

段



字義、句義：

他不會明白我為我們來開拓臺灣的祖先，一直到

我們對山地人所構成的結構暴力，找到原罪的那種

心情的。

漢人加之於原住民的一切，作者滿懷抱歉，卻無法

對杜熊啟齒

第

十

段



字義、句義：

「不行，這個坡很陡，一直下兩個小時才到阿禮。

我送你到阿禮就好了。」

說明了杜熊所住的好茶村位居深山僻處，交通不便

「但是你回來又要上這個坡啊？」

「我的外祖父說上一次坡長一歲。」

經過人生的困頓磨難，就會累積經驗、增長智慧與

生命韌性

第

十

段



字義、句義：

我們在這趟帶有悲緒的歸途中，第一次有了不是很

合時宜的笑聲，笑破沉悶的天空。

說明作者在臨別時刻仍然為前晚的情緒激動感到

尷尬；

熊則對作者的離開也有不捨。所以兩人的「笑」

就有點牽強

第

十

段



文末作者與熊皆說出「戰士乾杯」，他們在歸途中還發出

「不合時宜」的笑聲，試推想當時作者與熊的心情。

作者為來開拓臺灣的祖先加諸原住民身上的結構暴力找

到原罪，在這種愧疚傷痛的心情下，說出「戰士乾杯」

，乃表達對原住民的歉意與敬意。

杜熊並未理解作者的心情，但作者表示會再到好茶村與

戰士乾杯，乾杯是直接的、友好的情感傳達方式，他因

自己及家人被對方肯定而開懷，所以跟著叫出「戰士乾

杯」。

第
十
段



文末作者與熊皆說出「戰士乾杯」，他們在歸途中還發出

「不合時宜」的笑聲，試推想當時作者與熊的心情。

作者滿懷悲緒與歉意，杜熊不知其所以然，故也不知如

何安慰作者。兩人都高喊「戰士乾杯」，豪邁奔放的語

意似乎讓他們將胸腔中的鬱悶一吐而盡，於是便痛快的

發出笑聲。之所以強調「不合時宜」可能是作者仍為前

晚過度的情緒激動感到尷尬，熊則對作者離開感到不捨

，而發出牽強的笑聲。

第
十
段



作者透過哪些細節呈現「杜熊」這個人物的個性與特質？

杜熊警告作者去好茶村的路不好走，作者仍表示想去

，除非他不歡迎時，杜熊立刻發誓絕沒有不歡迎之意，

還邀請他到家裡住。寫出杜熊對人的單純熱情、沒有心

機。

第
十
段



作者透過哪些細節呈現「杜熊」這個人物的個性與特質？

在談論家族歷史時，作者的激動對比杜熊的淡然，代

表了在強勢政權的高壓下，原住民已習慣沉默與順服。

杜熊提到為族人而戰的曾祖父與祖父，流露出引以為

傲之情，代表原住民在順服之下，還是有著堅韌不屈的

生命力。

第
十
段



本文採取何種敘事觀點？如此觀點可以達到怎樣的閱讀效果？

本文的「我」，是作者，同時是敘事者。全文採「第一

人稱的觀點」來敘述自己的親身經歷，具有濃厚的主觀

感情色彩，可以給讀者最直接、可信、親切的感覺。本

文既有作者對杜熊一家悲劇的感知，也有自己原罪心情

的書寫，經由作者的視角，讀者看到杜熊家族的苦難，

也經由作者的視角，讀者可以看到作者的情感起伏波動

，更可以感受作者的感受，文本的感染力因而生成。

第
十
段



本文如何描繪作者對原住民歷史悲劇的衝擊、悲憫、敬意

等種種複雜的情緒？【問題討論二】

以小說筆法對比人物形象，強化悲劇的震懾力道：作

者以近似小說的筆調描繪熊與作者談論家族悲劇的對話

，身為受迫者後代的熊異常淡然，身為侵略者後代的作

者則萬分罪惡、震驚、不安，人物情緒上的反差強化了

歷史悲劇的無奈。

第
十
段



本文如何描繪作者對原住民歷史悲劇的衝擊、悲憫、敬意

等種種複雜的情緒？【問題討論二】

以幻覺的描繪渲染激動難抑的情緒：作者在聽聞熊家

族的悲劇後情不自禁，酒醉後涕泗縱橫，甚至在靈歌、

陰風、火蕊、影子的感官刺激下產生幻覺，不斷放大，

烘托作者難以抑制的激動之情。

第
十
段



本文如何描繪作者對原住民歷史悲劇的衝擊、悲憫、敬意

等種種複雜的情緒？【問題討論二】

以各種意象暗喻內心情感與對原住民命運的認知：

• 面對戰士們的照片，作者手中的「燈芯在搖」、「小

火心不安地跳著」，象徵作者發抖的手與發顫的心。

• 與戰士照片並排的「耶穌受難圖」則呼應原住民受難

犧牲的形象。

• 生命渺小脆弱的「夏蟲」也彷彿過去的原住民族群，

被統治者「隨意地用指頭，一隻一隻彈掉」。

第
十
段



本文如何描繪作者對原住民歷史悲劇的衝擊、悲憫、敬意

等種種複雜的情緒？【問題討論二】

以內心的感嘆點明題旨，凸顯複雜情緒：作者在熊解

釋照片時「在心裡喃喃叫天」，在熊平靜吃麵時湧現「

不是他就是我，我們之間有一個人不屬於這個房間，我

想應該是他 」等一連串思考，最後在夜深人靜時寫道

：「世界上，哪裡還有比這更辛酸的歷史？哪裡還有比

這更悲慘的少數民族的命運？」以一句句質問表現內心

憤慨，凸顯歷史的荒謬。

第
十
段



本文如何描繪作者對原住民歷史悲劇的衝擊、悲憫、敬意

等種種複雜的情緒？【問題討論二】

以「乾杯」的吶喊點題，傳達對原住民戰士的敬意：

「乾杯」是表達敬意、釋放快意的舉動與言詞，作者一

次次吶喊「戰士，乾杯」，既是對原住民強韌的生命哲

學表達佩服之情；也是對杜熊已故的祖輩、兄長致上崇

高敬意。

第
十
段



「結構暴力」指統治者以政治、經濟等日常運作，將隱性

的不公、暴力加諸於被統治者身上，可謂「殺人不見血」的暴

力手段。如今，原住民族已獲得正名，學習母語與重拾文化的

主張也漸獲關注與支持，但歷史無法抹滅，當今政府對原住民

族採取種種補償政策與措施，你對此有何看法？請試舉一項當

今與原住民有關的政策，並分享你的見解。

第
十
段



「結構暴力」，當今政府對原住民族採取種種補償政策與措施，你對此有何看法

？請試舉一項當今與原住民有關的政策，並分享你的見解。

在殖民或威權統治時期，「語言統一」往往是統治者吸收被統治者的

手段之一，因此原住民族在經歷許多政權轉移之際，喪失的不只是土

地、性命，還有日漸凋零的文化、母語。自一九九○年代至今，政府

在國語教學之外開始推行各種母語教學，其中包括原住民族語。

我認為這項政策用意良善，且自由選修的制度，也讓非原住民族的學

生有了學習原住民族語的機會，更能幫助我們了解臺灣的多元文化。

可惜的是，原住民族語種類不少，師資卻未必足夠涵蓋各地區的各級

學校，因此我認為相關課程的師資培育，尚須吸引更多人才投入。

第
十
段



試推想〈耶穌受難圖〉不斷與戰士照片同時出現，有何暗示？

同是受難者。

耶穌是為了救世人而受難，但這些戰士只是犧牲者，

他們不知為何而戰。

第
十
段



請查閱資料，簡述你所知的任一族原住民習俗及其文化特色

以命名而言，不同的部族有不同的方式：

達悟族的命名傳統是「從長子名」，作家夏曼‧藍波安在

兒子出生後改名──夏曼乃對當上父親者的尊稱，藍波安則

是其長子之名，故其名意即「藍波安之父」。

泰雅族則採「父子連名制」，如作家瓦歷斯．諾幹，瓦

歷斯是他的本名，諾幹是他父親的名字；而他兒子的名字將

為 ．瓦歷斯。

第
十
段



請查閱資料，簡述你所知的任一族原住民習俗及其文化特色

以命名而言，不同的部族有不同的方式：

布農族習慣名字在前，姓在後，且名字是隔代傳承，

如孫子會以祖父之名為名，孫女則以祖母之名為名。在

其社會中，把祖先的名字流傳下來是孝道的表現，這和

漢人「避諱」的習俗有所不同。布農族長輩常鼓勵晚輩

多生幾個孩子，因為他們想把自己的名字傳承下去。

第
十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