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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悅讀會 

生命與世界不是絕對，有

關成長的故事與覺醒 

(第一次讀書活動) 

書名：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 

日期：100年 10 月 28日 地點：A110室國教處辦公室 

出席人：廖紋苹、許淑妮、王儷儒、林姿呈、劉仁卿、

田美英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我承認自己的確無法抗拒，帶有食物名字的書，縱使總有很大部分的可能性，書裡頭多不是與食物有關的

內容，仍在自己潛意識中想一探究竟。 

  故事中孤女「佳奈」，自小被遺棄在教堂門口，被信仰狂熱的養父母發現而收留撫養。 

  佳奈的養母，在她的人生世界中，事事非黑即白，人我非友則敵，說到水果，總是怎樣都會想到營養豐富

又價廉的柳橙了(那年代蘋果也很貴嘛？)。私以為，只有年輕時候對事物才有如此絕對值的答案，越到年長，

越是沒有所謂的永遠或是極端，許多的人生歷練之後，在是非黑白之間留下許多灰色地帶。 

  有忠誠信仰的母親(佳奈這麼稱呼)，佳奈自小就開始深受影響，欲將佳奈教育成為傳播上帝之愛的傳教士，

然而佳奈逐漸發覺，世界不是僅有柳橙一種水果，生活中也不是僅有教會與傳教的活動，自己感情愛戀的對象

也可能來自於同性的朋友，在世俗所無法接受的情況下，覺醒道路苦澀多於甜蜜，面對自我性向與家人、教會

的立場，兩難的掙扎讓她覺得難過又備受煎熬。 

  對基督教涉獵不多的我，看著此書有時無法深切感受作者珍奈溫特森 Jeanette Winterson 文中想表達的意

涵，不過在 1980 年代同性戀同性愛尚未普及之世代，因為愛上同性友人被視為魔鬼附身，深愛神也願意一輩子

服伺上帝的佳奈而言，的確是一種無奈的指控及判定。 

  除非承認這是個錯誤並且悔改，否則就是與教會站在不同立場。而故事裡同性愛不見容於教會之中，佳奈

能做的就是離開教會，選擇獨立生活，就連因為某些場合再與教友不經意相會，也只是被視為怪異人士而避之

唯恐不及。 

  珍奈溫特森 Jeanette Winterson 自傳式色彩極濃的此書，便是藉著文字與比喻，在那樣的年代傳達出對於

己身感情的領悟與人生路上行走面對的困境與孤獨。雖孤獨，亦往矣。 

  透過佳奈成長過程與書中隱喻的童話故事，柳橙再也不是唯一的水果，不掩飾自己的真情，認真走上屬於

自己的路，經過時間長久的洗練，許多不被認可的事實，終至被世人漸漸的接受。 

  走在路前頭的先鋒者，總是孤獨而寂寞著的，不過他們沒有因此而放棄。 

  看似淺顯明白的文字，卻常教人再次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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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悅讀會 

樂活。我的生活舞出快樂

與自信 

(第二次讀書活動) 

書名：慢食之後：現代飲食的 31個省思 

   快樂，自信，做妖精：我從肚皮舞改變的人生 

日期：100年 11 月 23日 地點：A110室國教處辦公室 

出席人：廖紋苹、許淑妮、王儷儒、林姿呈、劉仁卿、

田美英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慢食之後：現代飲食的 31 個省思 

  「慢食」是品嘗美食的全新主張，指的是認真進食、全心全意的感受每一道料理和食材背後的故事與心血。 

  活在速食主義的我們，怕是我們的下一代都要忘了所謂的「媽媽的味道」，也就是那食物原來的味道，為了

快再快，從 256 到 486 到平板電腦到智慧手機都能上網，以為速度能改善生活；就像菜的生長都有定時，卻又

被速度影響必須快速被收成且要收的漂亮！以為速度能改善品質！一個人類平均僅使用 20 分鐘的塑膠袋，需

要大自然 400 年的時間才能分解；白玉米、土芒果……等臺灣土產都在逐漸消失，一個世代對食物的共同記憶

跟著隕落；面對這些迷思與問題，我們的態度是什麼，責任在哪裡？ 

  在這本書裏不斷提起，也不斷要我們思考，速食和慢食之間，能做的是什麼？從有了孩子後就更注意吃進

去的東西，也覺得有商業包裝的健康食品真的很吸引人，可是，食物的本身卻更是應該看重的事！所有的資源

都取自於大自然，創造主為我們安排的本來就是最美最好的，只是，我們想用我們以為好的方式來取代神！ 

  有段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作者寫到：「朋友帶著興奮的妻女到歐洲，日內瓦、里昂、土魯斯……邊開會邊

陪妻女遊歐，一路到巴黎楓丹白露。我在楓丹白露跟他們碰頭後，第一件事卻是陪他們找藥房。朋 友太太買不

到一種他們一家三口天天吃的健康食品──酵素…..」「這個女孩是靠不加鹽且沒有任何調味的水煮蔬菜維生

的？朋友太太說：我們都吃得很清淡，很自然健康…」這樣誇張的事原來真是有的，吃飯和吃藥經常只是一線

之隔（食補、藥膳、養生），而且還界線模糊，互相跨界代用。而當下的天枰卻漸漸傾向拿藥當飯吃的怪異現象。

讓我們重新回到最原始吃飯和吃藥之間目的上的差別吧？吃藥是為了治病，不是為了藥好吃，或是靠吃藥為生。

吃飯則是為了吃飽，然後是為了好吃，為了享受感官上的一種愉悅。 

  很令人感動的是：「做菜給孩子吃，跟孩子一起做菜，讓孩子陪你上市場，陪你一起挑菜一起聞蔬菜水果的

味道。帶孩子去大自然看豬是如何養出來的、蔥是如何長出來的、蘿蔔是如何 從土裡挖出來的。」再次也刺激

我進廚房找回那媽媽的味道！ 

  從吃的動機到吃的作法到吃的感動，這本書令人深思很多的小事小物卻是值得大大推展，傳統的味道，天

然的食材，回歸自然的感動，我想若能再次政令宣導來鼓勵：爸爸回家吃晚飯！也許，我們也能更多學著尊重

食的文化。 

 

快樂，自信，做妖精：我從肚皮舞改變的人生 

  因為從小學舞蹈，跳舞對我而言一直是呼吸般那樣很自然的存在。 

  學生時期差點上了舞蹈科班，後來卻因為家長擔心畢業出路窄，還是選擇了近入正規國中、高中、參加聯

考聯招擠進大學的道路。然而，喜歡跳舞的基因仍然一直都存在。出了社會沒有了課業的壓力，生活工作雖然

忙碌依然，卻終究還是抵不過渴望舞動的心情。於是假借運動強身的健康名義，我又開始走上舞蹈這條不歸路，

甚至利用自己的閒暇時間加入了舞團。 

  要說舞蹈是情緒的宣洩、體力的鍛鍊都可以，但其實對我而言，跳舞是太平常、再自然也不過的事情。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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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音樂的節拍踩著舞步律動的時後，心思情緒肯定是飛揚的，但同時卻也沒有想得太多。之韻也是舞團的一員，

同時也是個超級寫手，這其實並不令人太過意外。瘋狂舞團中多重身分的人數實在太多了，我們利用工作與家

庭責任生活之餘的各人閒暇時間，盡情在舞團浪費犧牲了所謂的休閒生活，為的只是因為我們很喜歡。 

  我們面對家庭、工作或事業，總是有著許多的社會期待與寄望。然而藉由舞蹈與共同學習的樂趣，我們在

當中，摸索體會著心靈的律動，舞蹈之於我們女人，是自由的放鬆與展現、更甚或是療癒心靈的窗口。也讓女

人學習給自己一個可能，學習自由、自在、自信得點燃生命之舞。 

  然而我沒有想過的是，原來動態的舞蹈，可以用靜態的文字描述得如此美麗而絢爛。我沒有想過的是，原

來用從作家的眼光來看團員老師和學生們、姐姐妹妹們的相處與互動、甚至連心態都被細膩的觀察著、看著自

己熟悉的事物被作家這樣仔細而緩緩的描述著，是如此有趣的狀態。透過作家之韻詩人的筆觸與文人的篇章，

讓我再次用不同的感觸，體驗舞蹈的魅力，更感受到作家專屬的那種纖細卻強大的寫作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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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鼠悅讀會 

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 

(第三次讀書活動) 

書名：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 

日期：100年 12 月 23日 地點：A110室國教處辦公室 

出席人：廖紋苹、許淑妮、王儷儒、林姿呈、劉仁卿、

田美英 

【讀書心得 / 討論內容】 

  閱讀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是一條漫長的過程，就像書裡的每一個篇章都是作者盧梭在散步中所想所的紀

錄，盧梭的散步並不全然帶有爛漫閒適的風情 

  一個人漫無目的走著，或許是源於盧梭晚年遠離塵囂刻意離群索居一個人生活，可這遺世獨立的背後隱藏

著的是被社會棄絕，略帶點不得不，也是盧梭最後選擇護衛自身最後的一方淨土。 

這世上的一切不過是前仆後繼的潮水。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永恆的型態停住不動，於是我們對於身外之物的愛戀，

會和這些事物一般不停的變化。 

  在我們的身前身後不是已然不在的過去，就是日後亦不會再來的未來，因為事物總是在變的啊，在這些東

西上，我們的心根本無可寄託。因此，在這塵世之中，只有已逝的快樂。 

  永久的幸福，我真懷疑是否存在。在我們所享受這類最刺激的快樂之中，幾乎找不到這樣的時刻，我們的

心能真正對我們自己說：但願這時刻能永遠繼續。而我們又如何能將如此短暫的時刻稱作幸福呢?這類時刻讓我

們的心依然處焦灼和空茫之中，不是要讓我們追憶過去，就是要我們展望未來。 

  盧梭在漫步五裡這樣說著，像是要進入完全自我，人生的目的也只是一個自我追尋的過程，所以如果把外

在的人事物環境等變因都放下，只要專注於內心的探索，在自我的一方天地中就會獲得平靜與安寧，快樂於焉

產生... 

盧梭的見解不無道理，但人要如何保有清明自己又跟社會和平共處呢!?或許正是因為太困難，所以作者終

其生都在追尋，從名利威望到追尋自我的平靜與無限的快樂。不慣是那一種形式的快樂，都是要在自我與他人

間做出選擇，盧梭的漫步時光是一種對此生的檢討、內在的追尋，雖然言詞是如此的犀利，確認證明了盧梭是

如何期待成為社會的一份子，這一切犀利言詞背後起因或許是愛之深其恨也深的展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