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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中士  

 

 

文學能讓人看見不可見的真實，揭露生命真相，希冀在閱讀生命困境與真實心靈

聲音的作品中能產生跨越文化框架的可能。這將是穿越刻板印象的文學洗禮，藉由認

識盲人文學裡的「真實」盲人理解少數的、弱勢者被理解的價值。 

 

 

本教案藉由 2011 年文建會第十屆文薈獎小說首獎〈旋轉門〉（文見附錄）的文本

解讀、小組討論、專題習作，作為「生命故事你我他」專題書寫的示範與先前作業，

讓學生學習文本文化批評閱讀進路，掌握觀察、記述人物的途徑，不論是認知或情意

上皆能獲得文學閱讀產生的價值。 

 

小說〈旋轉門〉選入本校大一國文「生命閱讀與書寫計畫」課程文選，主要選文

理由是這選文不以弱勢族群中的盲人如何突破困境如何實現夢想為訴求，反而看重此

小說的文學價值與其中呈現的「真實」生命，希冀藉由教師的文本解讀導引學生看見

文化型塑人的刻板印象、認知框架、文化視野、意識型態與價值判斷。在這通常當作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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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勵人心生命勇士的「反教材」裡，反而能拉近讀者與少數弱勢族群的距離，讓學生

學習如何去看希望被看見又不希望不被誤解的視障盲人。另外，教師在解讀小說人物

的社會文化背景過程中，也就示範了如何進行生命故事的書寫，而成就了「生命閱讀

與書寫」的核心價值──在閱讀中認識書寫價值，在書寫中體認閱讀之目的。 

 

本校大一國文「生命閱讀與書寫」計畫的預期成果之一為書寫長篇「生命故事你

我他」，在導引學生如何選擇諸如親族、友朋、職工行業、少數族群、弱勢族群乃至於

是無業的自由人為書寫對象時，這篇書寫一獨居退休中年盲人的生命故事很適當的書

寫示範。作為「生命故事」範例，一方面示範如何呈現人物的內心世界，讓記述的人

物具有普遍的人性基礎，使之成為有愛惡欲念的真實情感，有理想的憧憬追求但也會

有平凡人種種軟弱、迷惘、沉淪、絕望等等心理。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學生不要再受制於書寫生命勇士或楷模的書寫心理障礙，而

是導引學生看見生命書寫具有認識「真實」、發現「真相」的價值，猶如畫家之畫筆、

攝影家之鏡頭之於眼前的「客觀」世界，。在這樣的選文教案設計中，希望選文的閱

讀是先讓學生感覺到這是篇好文字，體會到文字書寫時的力量、作用、價值與限制，

從而習得進行「生命故事」書寫時的參照方法，使其「生命故事」具有由淺而深，持

有由表象而進入肌理的自覺。 

 

本教案安排在本校大一「中文閱讀與表達」（自 1001 學年起國文課程改為此名稱）

，〈旋轉門〉作為「生命閱讀與書寫」計畫課程之選文，教案設計授課時數：4 小時，

週數 2。預定行為目標有： 

1．閱讀短篇小說〈旋轉門〉，理解短篇小說的藝術設計、創作旨意、題材特點、

人物造形與行為特徵、敘述觀點與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等等小說藝術閱讀進路。 

2．學生藉由本選文認知盲人的身心特徵與生活困境，從而在「真實」的盲人的對

照下，認知盲人形象的文化作用，理解到社會文化成見、刻板印象與意識型態的作用

如何把盲人型塑成令人敬佩或令人悲憫卻距離遙遠的形象。藉由揭露盲人的部分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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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開啟學生探究盲人真實生活處境與需求的意識，進而也開啟了理解被社會文化所

分類、排擠、貶抑的少數弱勢族群的可能。 

3．作為學期學習成果的先前導引課程，本教案也希望學生理解書寫較長篇幅「生

命故事」可掌握的要點，諸如書寫對象的選擇、人物形象的描繪、觀察的視角、社會

文化背景的理解與人物內心世界的呈現等，經由教師的閱後作業引導，能仿照本文，

寫出一個人「生命故事」寫作大綱。 

 

 

本課程教學內容概有課前準備、選文解讀、簡報說解、小組討論與作業、課後影

片自選觀賞，茲摘要說明如下： 

 

本教案選讀 2011 年文建會 1 第十屆文薈獎大專社會組小說第一名〈旋轉門〉，入

選理由： 

1．本文為四千字左右的極短篇小說，篇幅適宜作為一或二週教案。 

2．本文聚焦於一中年退休獨居盲人生活及其內心世界，人物少，主題明確，可作

為記述人物生活切片範例，可藉此作為「生命故事」長文成果書寫導引。 

3．本文以洗練的文字捕捉了盲人的生活細節與心理活動，可作為認識真實盲人的

一進路，藉此案例，對照出社會文化型塑盲人形象的作用與限制，進而培養出檢視個

人文化偏見與深入觀察生活中某人物或族群的能力。 

 

本教案安排課前引導、課後小組討論、課後影片觀賞導引與作業習作等活動，茲

分述如下： 

1．課前引導，在選授本選文前一週進行一節課 50 分鐘的課前引導： 

（1）播放盲人歌手蕭煌齊〈你是我的眼〉，請學生在歌曲播放同速筆錄歌詞，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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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引導學生體會聽覺與視覺在吸收知訊上的差異，並請學生將筆錄下的歌詞分行寫下

，分句記下歌詞文字背後反映了盲人哪些心理、困境與渴望……；此學生個人隨堂札

記將作為教師解讀選文的前導與小組討論的重要憑藉。 

（2）播放台北中華光鹽愛盲協會錄音志工錄製〈旋轉門〉有聲書版，藉此讓學生

產生聆聽視障盲人有聲書的感動，進而能培養出同理心理解盲友生活困境與協助需求

為何的能力；以此作為經由教師解讀後進入選文小說人物生活的可能。 

（3）請學生分組選一項支持盲人的社福資源網頁進行瀏覽、紀錄、評析其功能與

價值，以作為課後小組討論與習作憑藉，與視障盲人有關的網頁可以錄製有聲書的幾

個單位為例，也可以數位科技時代的視障盲人生活科技為例，令學生在教師解讀文本

前對盲人生活有較全面的認知。 

 

本教案作業有二： 

1．小組討論提問紀錄： 

教師選文解讀後立即進行，時間約 30 分鐘；結束後繳回紀錄單，成績計入小組學

員平時分數之一；小組討論題綱如下： 

歌手蕭煌齊〈你是我的眼〉與〈旋轉門〉有哪些盲人共同的心理特徵與需求？ 

2．〈你是我的眼〉與〈旋轉門〉裡都表達盲人期待明眼人提供協助時能有怎樣的

認知與體會？ 

3．〈旋轉門〉一文提供了你怎樣的盲人形象？有哪些地方不同於昔日的盲人印象

？是否讓你更深入理解盲人的困境與內心世界？ 

 

此作業要求學生個別製作，於小組討論後次週繳回，內容須含下列重點： 

1．盡量把〈旋轉門〉 裡的主角還原為一具體人物，想像並記述他的生理、心理

、年齡、外形、職業、收入、人際關係與行為特徵等細節，儘量從外顯的可表列的可

被分類被貼上標籤的細節記述此位主角。 

 



 

 

27
南台通識電子報 

39 
2．儘可能還原〈旋轉門〉裡主角的內心活動，諸如自我質疑、不安、困惑或恐懼

等情緒的由來。 

3．解析〈旋轉門〉裡主角所處的社會文化背景？解答為何其親人要為主角的老年

生活憂慮？主角又基於怎樣的文化背景而離婚？ 

4．在解讀〈旋轉門〉後，為自己一「生命故事」提出書寫大綱，含：案主身分、

選擇案主理由、觀察案主的方法與視角、案主的社會處境與挑戰；也就是說，在此作

業中學生要回達自己將選甚麼對象書寫其生命故事？又要呈現此生命故事者怎樣的形

象？希望預設的讀者能看見這生命故事主角怎樣的困境？ 

建議以上二項作業都提供提問學習單，明列提問的問題與書寫引導要點。 

 

解讀〈旋轉門〉時的閱讀策略是： 

作者運用小說第一人稱的敘述觀點如何方便進入角色內心世界？亦即藉由「我」

的感受傳達了哪些視障者逐漸全盲的心理轉變？ 

1．小說以主角的婚姻與情感的改變與期待為敘事主軸，這安排是否能提高主角的

真實性？ 

2．透過盲人生活細節的描述，讀者破除盲人的刻板印象有哪些？亦即本文是否能

增進你對真實盲人生活與其內心世界的瞭解？或者說，本文給作為讀者的你盲人印象

最深刻的是哪些？ 

3．小說藉由出入旋轉門這一平常行動突顯了明眼人與盲人間怎樣的心理距離？小

說中像出入旋轉門這樣足以呈現明盲誤解或不能理解的生活細節還有哪些？ 

 

 

本課程除了〈旋轉門〉文本的解讀與作業學習外，最主要的引伸運用是作為「生

命故事」書寫的前導作業，藉此引導學生學習選定案主、進行觀察、分析背景、提出

綱要、擬定主指等參考步驟。此外，本課程也是很適當的生命教育教材，可作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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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少數弱勢族群的借鏡，茲分述如下： 

 

1．掌握短篇小說文體呈現少數弱勢者真實生命的藝術。 

2．在認知上、情意上對像視障盲人這少數弱勢族群的文化處境有較深入理解。 

3．可產生一短篇的小組隨堂討論紀錄與一長篇的個人課後案主分析與「生命故事

」書寫大綱。 

4．可延伸作為個人或小組撰寫探討少數弱勢族群專題之起點。 

 

本課程雖儘量聚焦於短篇小說的文學技巧如何呈現人物的內心世界與外在環境的

衝突上，但一位離婚中年獨居男子作為小說主角言，學生即使有不管是得自真實生活

經驗或來自於媒體的印象，盲人的生活確實是很難跨越的經驗障礙與樊籬。因此，若

時間允許，建議教師選用與視障者相關的紀錄片為前導教學媒介，或指定一二相關文

本或影片作為課後自主學習的教材，以資化除學生的學習障礙。 

 

 

1．《盲人的星球：無從觀看的人得見天堂》，史蒂芬‧庫希斯托，（劉燈譯，。大

塊文化，史蒂芬‧庫希斯托（1999。 
2．《盲人心靈的祕密花園》，侯約翰，曾秀鈴譯，晨星出版社，2000。 
3．《盲目》，喬賽‧薩拉馬戈，彭玲嫻譯，時報文化，2002。 
4．《火星上的人類學家》，奧利佛‧薩克斯，趙永芬譯，天下文化，1996。 
5．《色盲島》，奧利佛‧薩克斯，黃秀如譯，時報文化，1999。 
影片： 
6．〈黑暗視界〉，周美玲，公共電視文化發行，2006。 
7．〈油症：與毒共存〉，蔡崇隆，同喜文化出版工作室代理發行，2008。 
8．〈微光，楊力州，愛盲基金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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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是到大廳訪客休息區等我，外頭很熱呢。」我有些猶豫地說：「我可以在這

裡等。」外頭一絲風也沒。「走吧！」林鳳儀說，語氣堅定而溫柔。我輕握她沁涼的臂

肘，隨她前行。 

「小心！前面是大廳的旋轉門。」我還沒會過意來，左臂就碰上轉動的門扇；倏

的，她已經進入，我還停留在必須挪步的玻璃隔門裡。手掌一離開玻璃門，我本能地

往前跨一大步，然後就失去方向感，得等她過來牽引。 

「來，這裡坐，我一會兒就下來。」林小姐不像之前的那位陪同義工。不多話，

行進時不會像抓布娃娃一樣，也不會一下子太親暱地直接握著我的手，而是讓我搭她

的肩或握她的臂肘。我不習慣也不喜歡搭義工的肩膀行走，尤其是女性——夏天女子

肩上可觸及的胸衣肩帶讓我不自在。而林小姐總讓我輕握她的臂肘處，冰涼涼的觸覺

，清晰而舒坦地前行，穿梭於人群，上下轉彎，適切的距離，且給我難得的自主感。

想起有一回和三位視障朋友搭林小姐的車南下台中，或許是大家無法看窗外景色，只

得不斷找話題，一路上話說個不停。當一位視力已沒入全黑境地的朋友談他的旅遊經

驗和從其中獲得的滿足時，我插嘴說：「我很佩服還能珍惜並享受旅遊樂趣的人，我還

沒到用想像建構世界與不時自我對話的境地。是不是我的盲不夠盲？我還是習慣在仍

記得方位區域出入，林小姐載我的時候，會告訴我街道名稱；不過，上了高速公路就

不同，一路直行，就算告訴我經過了哪些地方，我也只是感覺到時間的流逝，即使到

了台中，我只覺得仿佛到住家附近而已。」 

「來！可以發了，今天可得走高速公路呢！」沒幾步，又是那惱人的旋轉門，這

回後頭似乎有人跟著，剛感覺到外頭熱氣時，背部被門撞了一下，我趕緊跨步，向右

蹦了一步才抓到林小姐的手臂。 

心思變複雜變的容易矛盾成了視力不行後的心理壓力；我想，這也可能會帶給身

邊的人壓力。近來覺得最難過的是睡醒時眼前仍漆黑一片，知道該起床了，但睜開眼

皮和沒睜開一樣。黑夜永遠延續似的而陽光失去喚醒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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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時老愛抬槓的朋友電話裡談了完全失去光覺的感受，我只能嗯嗯地讓他一說

超過一小時。掛上話筒，我扭開已很少用的桌燈，盯著眼裡如細縫的微弱光暈發楞。 

嚴守規律是自己的個性也是現在的生活之道。關了鬧鐘，七點正，起床，上廁所

，盥洗，先一杯冰開水。打開電腦，接上網路電臺，讓二十四小時古典音樂由高品質

重低音喇叭輕快地流洩整個房裡。走上跑步機，半小時的劇烈運動，不曉得是為了健

康還是為了有一個人在這大都市的狹小公寓裡活下去的勇氣？一定得讓自己維持健康

！吃可以簡單：一日只剩兩餐—早上沖泡牛奶加麥片；午餐則是由附近自助餐店送來

的愛心餐盒。 

淡然寡味，很好很省事；衣著只要乾淨，，不必再理會顏色樣式了；頭髮呢？前

幾年己改理小平頭，理一次可頂半年。室內清潔，只要不發出異味不讓地板膠黏成片

即可。越來越簡單，不需甚麼吸塵器、名目繁多式樣各異的清潔用品甚至不必掃帚、

畚箕、拖把，一條不穿的汗衫加一桶清水，既可擦拭全家又可以熟悉這住所的每一物

件的位置和距離。 

但我仍害怕生病怕上醫院更怕與這世界真的完全斷了聯繫。固定每星期來一次的

阿姊就說：「你得說需要甚麼，不要每次問你都說不需要；久了，我都不知道來你這裡

幹嘛？」我不想多作解釋，總還是給她一樣的回答。反正家裡像水杯之類的日常用品

早換成壞不了的塑膠製品，哪會常要更換呢？幾個塑膠杯，自個用或偶爾招待來訪的

朋友，怎需要更換沒壞的東西？一塊品質好的香皂，頭、臉、身軀，一路塗抹到底，

對我而言儘夠了！六塊裝的香皂夠一整年用，諸如此類，我真的沒法向她提出甚麼需

要。真的，我真的愈來愈無法理解人們為甚麼需要那麼多東西。可是一位朋友說工商

業要繁榮就得刺激消費，為了刺激消費就得讓商品不斷翻新，但這是維持文明延續下

去的必要之惡。沒有現在的文明，像我們這樣的人能生存嗎？我對這論調無言以對。 

這一年多來，姊姊來時不再像以前只會在一陣如旋風般的打掃過後悶坐著看我許

久沒打開的電視機。她現在比較能接受我簡單的生活，坐在我身旁叨叨絮絮；即使沒

話題，她也能有一搭沒一搭的隨意說說生活裡的小見聞，諸如：住家附近新開張的寵

物店竟然賣綠色大蜥蜴、樓下停車時看見一輛從沒見過的斑馬條紋車、社區公園有兩

位老人打起架來……。我喜歡聽她說這些閒事，為鼓勵她，我會進一步要求她形容的



 

 

31
南台通識電子報 

39 
更清楚，甚麼顏色？綠是甚麼樣的綠？西瓜綠或稻秧綠？斑馬車的車主是辣妹？怎麼

個辣法？扭打還是互相揮拳？「不是啦！一個追著另一個繞圈子」，「那不該叫打架」，

我說。 

阿姊說：「該叫小孩來跟你學作文。不過，別扯遠了，那位常來帶你外出的義工林

小姐怎樣？你和她不都喜歡讀書嗎？上回和她一起下樓時，她說很佩服你，說你既懂

得安排生活又有學養，你說怎樣？」 

「能怎樣？別給我找麻煩，也別讓人家尷尬。拜託以後別再提。」總算還是親姊

姊，嘀咕些甚麼她不可能一直陪我下去之類的話後，可真的不再提林小姐。 

前天臨睡前想找另一條褲頭寬些的長褲，不知怎的竟拉開原屬妻子的抽屜。仍有

一縷幽香似的，指尖觸撫妻子留下的幾件衣褲。那黑暗中的縫邊、線條、花紋、圖樣

……湊近眼前，五年前留下的衣物竟有體香如蛛絲隨風起，牽引出模糊的影像—午後

金黃斜陽裡她背光的臉龐和冷硬決絕的分手理由、梳妝鏡前穿著雪白絲質睡袍的遙遠

身影、早餐前提著花灑給陽台幾盆茉莉澆水的小婦人模樣……怎麼沒法有讓人愉悅甚

或興奮的影像？她的容貌似乎隨時光和消逝的視力而隱遁遠離。我慶幸是在自己生活

開始不方便前和她協議離婚，避開了成為別人因不忍離棄盲人的心理負擔，但其實也

有內疚的時候，明白是自己忘了她是活在明眼人的世界卻要她理解甚至是配合因視力

不方便而逐漸降低生活需求的我。不想成為別人的負擔的心理反而成為她最大的心裡

陰影。？？ 

自己的身體消失在視覺裡，卻在觸覺裡重新體認。入睡前，身體好似漂浮在意識

汪洋的小舟，感覺不到任何可以下錨停泊的地方，總是上下左右晃盪到漂到失去最後

意識時才沉沉入眠。於是說不上是享受還是種沉溺？洗澡的時間不斷加長，每日次數

也增加到兩三次以上；手握蓮蓬頭，上上下下沖洗全身各部位，成了虔誠的儀式；不

自覺地觸摸手腳的指甲，稍一長過指尖或趾端肉或狐度不夠圓滑，便無法自抑地找來

指甲剪專注地修剪一番；每回洗澡到忘神的情況或收攏桌上指甲屑時總有些是否有了

強迫症的憂慮。看不見會不會使身體的意識變得更清晰而使人更難忍受孤獨？ 

十點鐘，運動時間。跑步後，滿身大汗，浴室沖澡；提醒自己注意時間，別又失

神。十二點前下樓等林小姐。自己竟為了即將和她見面有些焦燥有些不安，這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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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對嗎？我想看看自己一定有的靦腆笑容。 

提早十幾分鐘下樓。出了電梯，向左約十步，到公寓大門。外頭有明顯的熱氣。

我已站在明與暗的界線。從背包拿出手杖，抖開折疊的手杖如盲劍客寶劍出鞘。避開

大門口那排參差停放的機車，那是伺機而出的刺客。正午陽光熾熱，頭頂和手臂有熾

熱的感覺，然而光感卻是柔和美好—比在身後安全熟悉但只能偶見飄忽光點的家美好

，我必須承認這點，別老說自己最愛待在家裡。約二十步外的巷口，一座盆栽榕樹左

側立定。這裡避開停車格，免得像上回收起手杖後被想停車的人猛按喇叭。 

「，你可以在家裡等我，或者在公寓大門裡等呀！來，我們走吧！」我還是喜歡

自己的名字被人叫出，尤其是林小姐。回想起早上她來接我和剛才走出辦公大樓旋轉

門時的情景，覺得自己好似困在繞個不停的旋轉門內。她的確不像之前另一位義工，

還沒出聲就抓住自己的手臂，一路嘰嘰呱呱地向前走，讓自己像個被照顧也被約束的

小孩。而她，是握著的沁涼臂肘。 

「今天走二高，比較方便。我記得你曾說不喜歡上高速公路的感覺。」車子上高

速公路後她說。我輕嗯一聲，為了她還記得閒聊時提過的感覺而窩心。「上回從我辦公

室出來時，你好像情緒不太對，為甚麼？」她的語氣是一種沒有壓力的關懷。我悶了

一陣子後，囁嚅地說：「是一種突然被隔開的感覺。」聲音很細。我轉過臉看車窗外。

「以後如果有旋轉門，我會和你一起穿越。」聲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提醒自己今晚要記得打通電話給前妻了。我想感謝她寄來旅行時錄下的各地聲

音的風景，感謝她為我介紹風景的旁白，豐富的聲響和心靈的共鳴為我推開一扇又一

扇的旋轉門。 

（本文獲 2011 第十屆文建會文薈獎社會組小說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