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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一的國文老師是當時還很年輕的柯慶明老師，那時候國文課是我最喜歡

的課程之一，因此除非有特殊狀況（例如校外棒球比賽），我從不蹺課。

有一次柯老師要我們寫一篇作文，題目是「早安！世界」。寫作需要靜下來思

考，但是我住在男十三舍，11點熄燈前是很難靜下來的，因此我當晚熄燈後一

個人在十三舍唯一有燈光的餐廳裡，連夜把這篇作文寫好；寫好時卻發現天

色將明，身如其境。寫這篇文章的時間大約在1977年底一個政治上很詭異的年

代，因此原文有我年輕不成熟的想像。最近整理舊資料時重讀此文，又逢颱風

季節將屆，想起去年莫拉克風災，不禁戚然，於是決定改寫此文。

這是早晨，我從一片漆黑中醒來，四周的牆同昨夜一般冰涼。桌上擺著的

燭台有昨夜燃燭的殘跡，殘跡也只冰冷的一根黑黑的燈芯，像幾百年來蒙在心

頭的鬱結。我暗暗地吟著昨天燭光下從筆尖流出來的幾行字：

「大地依然沈寂，好像最後一個颱風後，便沒有醒過；

有幾隻不辨晨昏的雞，從午夜，便開始啼。」

我發覺我還是我，並不是夢中奇怪的形象，天神般孔武有力，揮一把鋼

刀，把散著漂流木的海水拍回濁水溪的發源地。對著窗外，我一再讓雨絲擋著

我的視線，而最不可解的卻是雨絲後面的黑夜，比一片黑色面紗還要令人迷

惑。這個多雨的世界，這個可恨的黑夜，使我極想知道到底天上住著誰。我一

直不能明白一件事，雨滴前仆後繼的掉落在已然洶湧的水面上究竟有何快樂可

言？多少年來我一直在思索著，而它始終是個問題。

這個世界有了人以後，變得奇怪起來了。我不在乎自己存在不存在，我不

在乎自己是不是仍在夢中而老以為已經醒了，這個問題留給撲向水面上的雨滴

去考慮吧！既然可笑的是這種毫不辨方向的雨滴，存在不存在又有什麼關係

呢？魚兒游於它終生游於其中的水又知道些什麼呢？哲學家探討人生問題而人

類始終生活在問題中；魚兒本身沒有什麼顧忌，他也不提問題也不回答問題，

他只是在水裡游；倒是人，人必須回答所有屬於自己與不屬於自己的問題，從

科學的疑問到哲學的煩惱，從感情的辯爭到生命的解釋，甚而到生存的掙扎。

多奇怪啊！獨獨是人。這些問題把人與其他生物遠遠地隔開來，孤孤獨獨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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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誠文小檔案
吳誠文，1971年巨人隊少棒國手，為國家捧回世界少棒冠軍盃。臺南一中畢業後，考進臺大

電機系，1981年從臺大電機系畢業，1984年負笈美國深造，1987年取得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

芭拉校區電機與電腦工程學博士。學成返國任教於清華大學電機系，2000-2003兼任系主任，

2004-2007擔任電機資訊學院院長。鑽研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與測試和半導體記憶體測試，

卓然有成，2004當選IEEE	Fellow。2007年借調至工研院主持系統晶片科技中心，規劃推動

3D-IC設計與測試技術之研發工作與產業推廣。2010年將系統晶片科技中心整合至資訊與通訊

研究所，並接任該所所長，要協助臺灣建立自有品牌，與國際大廠競逐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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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一把大刀能召回四散於海水中的漂流木。

這把刀不需要神的賜與，只待黎明第一絲陽光出

現，照亮先民的足跡於斑斕的海面上；踏海趕

水，不正是烈士所當為？

我感覺地球在和我一同傾斜，星星躲在潮濕

的空氣後面不安而面容蒼白，我感覺到魚不再

游，而花在陽光照不到的夜裡顯得疲憊。我像一

點也不在乎的樣子，儘管這種事該使得靈魂多麼

驚奇。

「我曾經想到單獨運行的星星，成雙的畫

眉，夕陽在錯誤中，愁苦地死去。我曾經想要放

開一切，駛到另一個星球，最後一個星球。」

這好像漫無頭緒，星星跟夕陽伴著成雙的畫

眉，歷史讓他們墜入暗夜，在錯誤中愁苦、死

去。然而詩人並不了解他們只是掉入愁苦裏，而

未曾死去，他並不需要放開一切，駛到最後一個

星球，為這種事而譴責歷史。因為再不久，昨日

的夕陽便要在東方再對世界宣告另一個黎明。黎

明總是我們關切期盼的，雖然是否有另外一個夕

陽這又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不要問；長長的白晝

將夠我們忙。黎明也好，夕陽也好，星星也好，

畫眉也好，都是造物者的骨肉。光明與黑暗原來

是至親，我們能期待什麼呢？我們像是不能期待

什麼，生而為人，我們本來只被允許到這個世界

來接受現實而已。然而沒有一個人甘心如此。

我可以查覺到一股溫暖。當我看到雨絲似乎

試圖在躲避什麼時，我更確定了我的感覺。繞了

於一個不上不下的階層裏，上有造物者，下有世

間萬物，而亙古來人便在造物者所提供的問題中

翻滾著，為自己製造更多問題。昨夜，有多少人

面對著冰涼的牆而掙扎翻滾著？

黑暗似乎漸在消退，這是誰掙扎的結果？葉

子們的顫抖是震懾於暗夜餘威呢？還是對陽光之

遲來而憤怒？我揮掌拍擊著隨風飛舞的雨絲，沿

著湖濱向樹影最稠密處踢跺而去。鴨鷺蜷伏，柳

葉無力。柳絲的搖晃帶著風的痴笑，笑出葉上滾

動的水珠。水珠不是汗，不是淚，是沸過的血

液，不留下一絲鮮紅的顏色，一跳跳落到地面，

也算是對生命無情的譏諷。

我只能苦笑，這種離別的方式，難道不是天

地對著無數生命的典型的摧殘嗎？恰似受災的人

們在渴望中枯竭了最後一滴水分。若是這種枯竭

有助於光明的尋求，若是水珠之離別能造成暗夜

之懺悔，則世界仍是可讚美的。想想看人們對於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解釋，「不入虎

穴，焉得虎子」；一種多麼肯定的尋求。你是不是

要懷疑因何如此肯定？你是不是要問虎子對你有

何用？恰似考慮到生命與生存時，你問到這個國

家對你何用。我們又回到感情與信仰的辯爭上。

雨絲仍舊亂飛亂打，滿地落英無言地接受了

命運為他們舉行的葬禮，我以為就算雨水把塵埃

都洗去，他也不配把花瓣都打落到泥土裡，讓花

兒的主人疑心，以為是泥土私藏了一切；私藏了

花瓣的美，也私藏了主人的痛苦。我相信夢中的

南投縣信義鄉陳有蘭溪河床邊苦命的隆華國小在莫拉克風災中再度被沖
毀，學生至今仍在臨時搭蓋的組合屋上課。我去年底路過該地，目睹此
景，心情沉重難以言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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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圈我向居處漫步走回，我想有的人已經醒了，有的人仍在酣睡。我不知道醒了的人

昨晚多晚才睡，我只知道睡著的人仍然在享受無知的幸福，從來沒有夜晚的恐懼與黑

暗的壓迫。我回到窗前，外面世界的輪廓已隱然可見。本來天地的意思是，白天過去

便是黑夜，是一種機械的輪｢。只是蜉蝣朝生夕死，難道他們也能在黑暗中酣睡嗎？他

們真料得準陽光何時來何時去，而毫無怨尤地在陽光減弱時歸於后土，參加亙古不變

的季節性的葬禮，洗清了短短一生累積下來的外塑的罪惡。有些人為他們喝采，有些

人為他們悲歎，還有一些人一點也不關懷。

如果要去討論睡去跟死去的差別，那真該把酣睡的人叫醒，我們不能解決這個問

題。只要黎明到來，這長長的白晝便可以像長長的夏，便可以像長長的世紀，便可以像

長長的千年，或一道永恆的音符，傳向無邊的高山杜鵑後的眾神的家鄉。那這傳統便不

只是拿來滿足我們的虛榮心而已，更可以填補虛榮心所造成的心靈的大空洞。像酣睡一

般的無知，像無家可歸一般的痴望，像鎩羽一般的可憐，像咆哮一般的盲目的憤怒，都

是一個一個的洞。許許多多的洞擠滿了一段踉蹌的臺灣的歷史，把時光之神弄得苦不堪

言，背負著藍鵲嘶啞的責罵，驚恐於白鷺鷥的生存的掙扎。

醒著的人守著窗口，直到陽光出現，然後搖醒酣睡的人，告訴他們已然渡過漫漫

長夜，於是齊聲大喊：「早安！世界。」（1977年底初稿／2010年6月10日改寫） 

本刊出版報報

※  臺大校園資產叢書

《臺大真好看～臺大校園
  動物導覽手冊》

（2008初版）定價：400元

本書由臺大動物研究所陳俊宏所長及森
林系袁孝維教授共同策畫，共收錄133
種各類臺大校總區常見動物或不常見的
珍稀動物－包括哺乳動物7種、鳥類65
種、爬蟲動物15種、兩棲類14種、魚類
9種及無脊椎動物23種－為您介紹牠們
的長相型態、棲息環境、繁殖行為，還
有牠們在臺大生活的故事與趣事。

《臺大自然美～臺大校園
  植物導覽手冊》

（2008初版）定價：450元

本書由臺大園藝學系張育森教授精心策
畫並主筆，介紹臺大校總區內各式觀賞
樹木、花木、藤蔓、草花、地被植物、
野花及水生植物等近200種，有型態、
分布、播種方式之介紹，更有民俗典
故、醫藥效用、栽培撇步之傳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