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導讀

《洞》在美國國內獲得了兒童文學的大獎，但是兒童文學期刊評論中卻有著兩極化的評價，在優點上，

整個故事一氣呵成，很容易讓讀者很快地進入故事內容，故事敘說的變化、象徵物的運用、主角與配角

之間的搭配以及背景之間的轉變都恰如其分，拿捏地相當有技巧，把看似無關的事件，卻很巧妙地連結

成一體，使得讀者看完書後，總會有意猶未盡之感，因此本書被稱為魔幻寫實的代表作品，也就是說，

幾乎不可能在真實世界發生的事情，卻由作者的妙思下，被實現出來了。教師在討論此書時，可問一下

學生說：「這故事中有哪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發生的呢？」

此外，《洞》以發現自我作為故事的主題，找尋自我認同的機會作為故事的情節。故事裡的情節所關心

的是史丹利的自我概念的發展：他為了其他因素而自我扭曲、自我放棄，沒有機會發展自我認同的機會，

但是，內心中的潛意識，不斷的在告訴主角，讓主角面對自己內在的聲音，檢視自我的內在價值觀，最

後經由一定的努力，獲得最終成功，也就是讓自己喜歡自己，進而獲得他人的尊重。

當個人在自我發現的歷程中，自我形成的價值觀與社會既有的價值觀產生衝突時，生活在你週遭的有些

人並不會支持你的想法；若是想要好好的生活下去，不是去調整社會，而是壓抑自己，這些壓力的來源，

許多都是從你週邊的人給你的，例如你的親人、朋友、社會機構甚至是自己的懷疑。為了要能夠鼓勵自

我發現的價值，主角透過內省的自我發現，知道自於內在最真的需求，經過一些努力克服這些社會壓力，

而成功活出自我的文學作品，也就是說這些作品關心的重點在於主角主體性的發展歷程。

作者想要提醒讀者注意的是：孩子應該為自己說話、發現自己有能力可以說話、有權利為自己說話，因

此教師可以提點學生注意史丹利的轉折，此外，本書裡，該去注意史丹利的自我理解的三種途徑，包含：

(1) 我如何看待我自己、(2) 別人怎麼看我、(3) 我在群體中的位置。

貳、共讀前的討論

故事的一開始史丹利沒有自主性，個人對自己的感受沒有多少的理解，在綠湖營的對話歷程裡，史丹利

受到壓抑、受到學校同學欺負與政府法制組織對主角的控制強過個體本身，反映了整個世界裡，未成年

者的自主性很容易在以成人為中心的社會裡受到壓抑或是忽視。相反地，在以兒童為主角的文學裡，故

事中的孩子可以有自主權，而實際的社會中，孩子多數是沒有的，甚至在充滿歧視的社會中，對於非主

流的兒童，更容易受到傷害。例如在故事中，零蛋的膚色偏黑，也不認識字，史丹利卻願意冒著被其他

人嘲笑的風險，去幫助零蛋，這是勇敢的表現，因此在引導學生時，也請注意到是否我們鼓勵學生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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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社會弱勢，讓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好，另外也鼓勵學生擴大視野，看看現在有哪些國家依然存在著種

族歧視的問題，以及因為種族歧視所發動的戰爭。

在討論上也請學生想想和自我認同有關的三個議題。在活動設計上如下：

一、若以某一種動物來描述自己的個性時，你會用哪一種動物呢？

二、你覺得你的個性中最缺乏的是哪一個面向？

三、在你聽過或說過的讚美與批評中，你覺得哪些最不切實際，什麼樣的讚美最鼓舞，什麼樣的批評

最傷人？

當青少年閱讀到有趣的文學作品時，這些作品提供青少年沉浸在自己成為自己主人的想像樂趣，相對在

青少年文學理論的學者，也持續關注整個社會結構的權力分配問題，在社會裡孩子是否具有自主性也成

為他們關心的議題，這也是使得青少年文學與學習理論之間容易結合的原因，也是為何我們要讓學生注

意到當今的社會問題。

在欣賞著作者妙筆生花的創作時，卻也顯露出了部分性別刻板的問題。例如說，在綠湖營中，男生不可

以承認自我暗夜哭泣的懦弱、要能成為承擔別人錯誤的替罪羔羊、再怎樣艱苦的日子都要當作自我磨練、

寫給媽媽的家書中不可以流露出絲毫的無助感，更麻煩的是，整個故事中的主要女性，都是怪異的性格，

如虐待他人的女性管理員以及一吻奪命的女教師。

這點和過去二十世紀初期之前，在兒少文學裡，女性主角通常表現出柔弱、聽話、沒有主見、依賴性等

等的特質，這些作品不斷的告訴女性讀者應該成為乖巧的女孩、完美的母親、妻子、家庭主婦，事實上

都反映出作者對於女性偏頗的意識型態，告訴讀者需要符合現實社會女性該有的規範。

在閱讀《洞》之前，也可以提醒孩子試著觀察作者如何描寫主角，此部作品並未顛覆原始男性的性別刻

板，顛覆是讓男主角融入一些原始女性具有的特質，女主角具有一些男性的原始特質，將兩種性格取出

部分特質，融入在故事裡的角色，這樣的角色性格，稱為「雌雄同體 (androgyny)」，雌雄同體的概念

提供我們不同性別之間相互協調的精神，不僅如此，它也提供多元的經驗，讓女性可以是有衝勁的、有

能力的；讓男性可以是溫柔的、賢慧的，不論是習俗或是禮節，讓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但

是這不表示雌雄同體的概念要讓大家失去性別認同，而是提出許多機會讓自己可以選擇並且教導他人彼

此的相互尊重。傳統上的性別刻化有好的性質也有壞的性質，優秀的作品是融合了兩種性別的不同優點，

強化自我能力並且可以協助他人。

參、共讀後的討論

本部作品另一值得被討論的情節是，祖先「原罪的宿命論」與青少年「罪與罰的認定」，就像是原先的

史丹利一直認為自己不好的命運，都是因為自己祖先沒有實踐對女巫的諾言，所導致一連串的噩運，自

己是正在承受祖先的錯誤，如此的想法在青少年心理學上，屬於錯誤歸因，但也讓自己比較容易接受現

實的挑戰，最後慢慢地找出真正的因素來解決問題。在課堂上，可以讓學生討論是否相信命運這回事，

自己不幸的遭遇有多少因素來自於自己的問題：

一、史丹利相信一切都是祖先的錯誤所引發的因果關係，你同意嗎？

二、故事中哪一段的描述你最喜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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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什麼法官並不相信史丹利的證詞呢？

四、史丹利當代罪羔羊是男子漢的表現嗎？

五、上帝的大拇指象徵什麼呢？

六、我該如何面對被誤解的時候呢？

七、可以分享參加夏令營活動的經驗嗎？

八、你最不喜歡自己的哪一項性格呢？

九、會不會覺得大家都不理解你呢？

十、你覺得自己和國小階段有怎樣的差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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