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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育和文學最重要的連結是什麼，普遍最被接受的是「想像」，也就是想像

力或幻想，它是跨領域科技整合極重要的黏著劑與調和劑。因此教育最重要的功

能之一在於培養孩童持續保有發揮想像的能力，不僅孩童，成人也同樣需要。基

此，本文以文學視角出發，結合靈性教育的關懷，從富含幻想表現的奇幻敘事文

本取材，透過再想像與再詮釋的創造性連結，嘗試性地勾勒出一個富含寓意的人

類圖像。 

 

    本研究採文本分析，融入「皺摺、展開、再皺褶」及「詮釋、再詮釋與過度

詮釋」的概念與方法，著眼於「人與超自然」向度來詮釋靈性教育的人類圖像。

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導論：緣起說「圓」，為本研究的緒論；第二章，究竟

起「源」：創世與起「源」，為文獻探究與前導，指出源即是靈；第三章，迷宮探

「園」：謎樣的世界，旨在闡述「界意在破（無）」；第四章，穿越奇「緣」：隧道

的盡頭，旨在闡述「道意在無（悟）」；第五章，另度次「元」：空間與過門，旨

在闡述「門意在空（心）」；第六章，總結：究極奧「圓」— 〇、●、 、◎，

回顧與統整「那神」的人類圖像。 

 

    本研究嘗試勾勒之「那神教育學」圖像，或可稱為靈性教育的人類圖像，此

圖像模型主要有三層（嚴格來說有五層），上下有其位置，但沒有先後順序或優

劣之分，分別以基層的太極陰陽圖、中層的環狀隧道和上層的三角體形構，並透

過「噬尾龍」的蘊義，闡釋「人即是神、神即是人」的循環圖像。 

 

 

 

 

關鍵字：那神教育學、奇幻敘事、靈性教育、過門、金字塔、噬尾龍、聖杯、 

        迷宮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dissertation is trying to verify the imagination can b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Imagination can connect and mediate among the 

multi-dimension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of education, not only for children but 

also for adults, is to cultivate and maintain the imaginative capacity. In this reason, 

my dissertation adopts the literature narrative and care about spiritual education. 

Especially, I use the folk literature with rich fantasy to do the re-imagine and 

re-interpretation for illustrate the meaning of the whole human picture. 

 

The methodology of the dissertation are use the "folding, unfolding and re-folding " 

and "interpretation, re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 and so on, with the 

fantasy narrative in "human being and supernatural", to interpret the human picture of 

spiritual education. There are six chapters in this paper: Chapter Ⅰ, Introduction: the 

Origin and "circle"; Chapter Ⅱ, Explores the Beginning: the Genesis and Origins; 

Chapter Ⅲ, Explore the Maze "Garden": the Mystery World, aims to set forth 

"Boundary to be Break (No)"; Chapter Ⅳ, Meet the “Fate”: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to elaborate "Road means None (Enlighten)"; Chapter Ⅴ, Another Dimension: Space 

and Threshold, to elaborate "Door means Empty (Heart)"; Chapter Ⅵ, Conclusion: 

The Ultimate "Round"— 〇、●、 、◎, Review and integrate the human picture of 

"No-thing". 

 

I try to describe the picture of "Pedagogy of No-thing" or called the human picture of 

Spiritual Education. There is a vertical structure with three levels in the picture 

(strictly speaking there are five levels) but no priority among them. The foundation is 

“Tai Chi”, the middle is “Ring Tunnel”, and the top is Triangular Shape in the 

structure. Through the “Ouroboros” (bite the tail dragon) interprets the picture of 

"human being is god, and god is human being ".  

 

 

Keywords: Pedagogy of No-thing, Fantasy Narration, Spiritual Education, Threshold,  

          Ouroboros, Pyramid, the Grail, M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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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4 年 6 月，通過論文計畫口試後，沒多久我獲得了一個機會，到宜蘭慈

心華德福高中部服務，原以為學位論文的完成將會無限期延後，事隔半年我回到

了台北，一趟旋風式的心靈旅程，為這段插曲暫時畫下句點。如今回想，將這半

年的經歷跟論文書寫的關係連結起來，似乎別具意義。第一階段的「論文計畫」

好比是我設定的框架主軸，將骨架架設好，有一個方向要走，有個形體（作品）

等待被完成，而第二階段「學位論文」則是血肉，尤其需要靈魂，腦中浮現出「科

學怪人」1的影子，論文不也是許多「局部」組合而成的「整體」？是眾多互文

性組構而成的文本，然而「靈魂」則是生命力的表現。我很喜歡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 1946-）2說過的一段話，大意是說，創作（書寫）是等待靈感並記錄下

來的過程。我認為這本論文也是，有了骨架結構之後，組織內容方面，更需要靈

感、需要養料，尤其是那發自內心、有感而發的靈魂材料。 

 

馴養•邂逅•那神 

 

    來回一趟慈心華德福，帶給我幾個重要的改變，首先，關於靈性本質和靈性

教育，在人智學這裡有了較明確的指引，親身參與其中讓我有更多的體會，也多

了些信心能夠在論文中與靈性議題產生對話；其次，更多的「那神」（No-thing）

展現在我面前，我稱之為「那神效應」，祂用不同的形式展現在我面前。原本只

是一時捕抓的靈感，現在祂彷彿活出自己，走向我，而我就像寫作的僕人，用文

字將它記錄下來。用「小王子」和「狐狸」的話來說，是我先馴養 3了「那神」，

因為在意所以關注，進而產生連結，我和「那神」的相互關聯產生了另一種別具

意義的緣起。 
                                                        
1 《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或譯《法蘭根斯坦》，最初出版於 1818
年，被譽為恐怖小說和科幻小說的始祖。內容描述瘋狂醫生法蘭根斯坦，蒐集死屍、擷取所需的

身體部位和器官，拼接縫合成人形後，藉由科學的力量取用閃電的能源使死屍復活。 
2 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 1946-），作家兼教師，被稱為「全英國最危險的作家」。2008 年

獲《泰晤士報》選為 1945 年以來最偉大的 50 個英國作家之一；2009 年獲牛津大學授予榮譽文

學博士。自稱在寫作中如同僕人的他，彷彿是備好了筆和紙，等待故事的召喚，將它們記錄下來。

他覺得自己不是創造故事，反倒更像是去發現故事。參見網址：
http://www.best100club.com/bestfocus/pullman/golden/writer_main.html 
3 馴養，或譯豢養，意思是「建立關係」。在《小王子》一書中指的是人與他者（動、植物或其

他）建立關係的意思。李思（譯）（民 88）。小王子（原作者：Antoine Saint-Exupery）。頁 92-99。 

http://www.best100club.com/bestfocus/pullman/golden/writer_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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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台北時，第一次遇見「那神」是在蘇澳慈心華德福高中校區與一靈老師

的相遇，一靈是個風趣又善體人意的資深「慈心人」4，記得剛到學校初期遇到

適應上的問題時，他告訴我說：「可憲，像這個時候就要『那神』一下啦！」然

後微笑的看著我，用他那機械式的幽默笑聲「嘿嘿嘿」作為結束。我一頭霧水，

追問他這跟「那神」有什麼關聯？一靈說：「這是你創的啊，Nothing（那神），

先歸零，不要被負面情緒困住。厚，這個『那神』真是太有神了。」我頓悟，驚

覺「那神」首度回來找我。是啊，在 0 跟 1 之間擺動的「那神」也可以是這種模

樣，這樣被解讀應用。後來我更發現一靈老師可說是「那神」的化身，怎麼說，

就在他論文計畫口試結束當天（2015/02/27），我對他說：「有一個人，既是一，

又是零，既不是一，也不是零，猜此人是誰？」他顯然還陷在口試後的恍神中，

一臉茫然，我直接回答：「此乃『一靈』也。」兩秒後，他瞬間大笑。我馴養的

「那神」漸漸活出自己的靈魂。 

 

    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曾說，是讀者喚醒被寫下來的文本，而

作者的職能卻是檢查寫下來的符號，換言之，讀者給予文本生命。5這裡的「文

本」可以是一個詞、一個字（符號），甚至是一個人。半年後，我深刻地感受到

「那神」召喚著我，繼續與祂工作（co-worker），祂即是「我」。 

 

Nothing•Something 

 

    第二次遇見「那神」（Nothing），是在 2014 年 12 月 25 日，當時我在中學部

詩閔老師 6的課堂上進行教學觀摩，她正帶著學生進行遊戲活動，過程中被學生

點到，她回答說：「我是神，不能點我。」沒多久學生反而點到我，我篤定的說：

「我是『那神』，跳過。」詩閔老師笑說，其實大家都是神，而學生們也都沒有

疑議。這當中我看到每個人都相信自己來自另一個靈（spirit）的世界，降生到這

                                                        
4 一靈，本名謝易霖，在慈心華德福服務超過十年，「一靈」是他書信往返常用的別稱。因為是

學長的關係，2014 年 9 月，我到慈心服務時經常與他攀談閒聊，互相勉勵論文書寫進度，當時

他向我借閱論文計畫口試本，所以知道我在寫些什麼，意外的是他真的有所理解並運用在生活實

踐中，經由讀者吸收後再回饋到作者我身上，當下我的心情是感動的。 
5 參見劉大悲（譯）（民 89）。沙特文學論（原作者：J. P. Sartre）。第二章，〈什麼是寫作〉一文。

頁 61-90。 
6 林詩閔，華德福資深校師，曾於 2012-2014 年擔任校長職務，現任慈心華德福學校研發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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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世上，而那個靈也就是某種「神性」（something or some kind of spirit）。課程結

束後，我們進行簡短的討論，對話中我沒有跟詩閔老師談到關於「那神」的事，

但我們聊到比較多我當時在學校的情況。 

 

    談話尾聲，她對我說，在慈心常常看見新老師們來來去去，聽到不少人是到

這裡之後才「遇見真正的自己」，但這種「遇見」多半是痛苦的，這裡的環境和

學生似乎藏有一股力量，讓初次落腳此地的人以最直接的方式面臨自己的人生課

題，你會感受到溫暖，但也會如實地面臨挑戰，尤其是來自個人生命那塊「不完

整」的部分。我轉著頭觀望這個房間（會議室），指著這塊校地，說：「這到底是

什麼地方啊？」詩閔大笑。彷彿這裡是專門渡化眾生的「壇城」（mandala）7。

所有來到這裡的教師都會首先面對自己的人生功課，夫妻問題、家人問題、親子

問題等，或是關於個人的，而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於是我開始思索慈心中小學這

塊校地，這個空間，暗自忖度是不是因為靈性教育在這塊土地推展，因此帶來了

磁場的改變？當然這不是我能回答的。 

 

    自從說出要離開的心意後，我的心情感到輕鬆許多，能真實的面對一切感覺

很棒，尤其是真實的面對自己。然後我漸漸覓尋著自己跟這裡的關係，我跟這群

十年級孩子們的意義。某次談話中，智弘老師 8對我說，導師與學生的相遇是一

種緣份，會遇到什麼樣的老師，可能正是這群孩子所需要的，所以你來了；相對

的，也可能是這位老師所欠缺的，因此命運引你前來。我由衷地認同。  

 

星空中的風景 

 

    最後一次與班級學生和家長出遊踏青，散會後我收到一份禮物，有一張簡單

的紙條，上面短短幾行字：「彷彿經歷了一場奇幻之旅！珍惜這段緣份。在星空

下，我們會懷念，祝福您！謝謝！家興 9。」面對牙醫師這段感性的文字，我突

                                                        
7 壇城，曼陀羅，梵文: मण्डल，Mandala，原義為圓形。意思是「本質」+「有」或「遏制」，也

意為「圓圈周長」或「完成」。 
8 王智弘，華德福資深教師，全球華德福組織台灣代表，現任慈心華德福學校校長。 
9 蔣家興，十年級學生家長，牙醫師，人智學教育基金會前任董事長。2015 年 2 月 1 日，我與

班上家長及學生共約三十多人一同到宜蘭九寮溪生態園區健走及用餐，是我離開慈心前所參與的

班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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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領會，自己跟慈心的關係可以用「牙痛」來形容，它就像桌前擺滿一道道美食

（理想教育、完美課程設計），但對牙痛的人而言，此刻是吃不消、無福消受的。

人生的低潮就像牙痛，儘管可以預測、可以預防，但也不保證能夠完全避免，牙

痛何時會找上門來，似乎冥冥之中有其定數。我們班的班名叫「星空」，我書架

上有一本精美的繪本，書名就叫做《星空》，是台灣知名作家幾米 102009 年的作

品，封底有段話這麼說： 

 

那時候，未來遙遠而沒有形狀， 

夢想還不知道該叫什麼名字。 

我常常一個人，走很長的路，在起風的時候覺得自己像一片落葉。 

仰望星空，我想知道：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地方朝我走來嗎？ 

像光那樣，從一顆星到達另外一顆星。 

後來，你出現了。又離開了。 

我們等候著青春，卻錯過了彼此…… 

 
 

                                                        
10 幾米（Jimmy），本名廖福彬，文化大學美術紀畢業，曾任職廣告公司 12 年，1998 年開始出版

作品，立刻在台灣造成一股「幾米現象」，學界和媒體紛紛以他的作品為主題分析評論。幾米的

創作質與量兼優，屢獲大獎肯定。1999 年《向左走．向右走》開創成人繪本新風格，2001 年《地

下鐵》獲選金鼎獎優良圖書，許多作品陸續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 

 
圖 0-1 幾米，《星空》，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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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陣子我常想，自己是「星空」中的哪一種風景？是太陽、月亮或閃閃發光

的星子？是曙光還是夕陽？正當我這麼思索時，一個念頭閃過，流星。嗯！蠻貼

切的。某日跟智弘聊天，他說緣份是很奇妙的，也許哪天我們會再次合作，在這

裡，或是在其他地方都不一定。我深表認同，離開不就是為了回歸？這是奇幻旅

程最常見的敘事。「後來，你出現了。又離開了。」這句詩用來形容生命與生命

的邂逅再貼切不過，它循環著、重複著。又一個念頭閃過，或許我不是「流星」，

而是「彗星」，因為彗星有週期性，可能幾十年，可能幾百年，可能發生在這一

世，或者在來世，但無論如何，星光閃耀的天空中，靈性不滅。彗星，重要的是，

它會再次劃破同一個「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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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源起說「圓」 

 

印地安人做的每件事都在一個圓內， 

因為世界的力量總是在圓內運轉， 

而且每一件事總想試著變成圓形。 

即使是季節的更迭也形成一個大圓， 

而且總是再回到它們的初始之地， 

人的生命，從童年到另一個童年，是個圓形， 

圓形，就在萬事萬物的力量運行中。11 

 

印地安長者「黑麋鹿」，《黑麋鹿如是說》 

 

    有段話這麼說，「今天再大的事，到了明天就是小事；今年再大的事，到了

明年就是故事；今生再大的事，到了來世就是傳說。我們最多也就是個有故事的

人。」1982 年，即使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殊榮，馬奎斯仍心情平靜的說：「沒有本

人的親身經歷作為基礎，我可能連一個故事也寫不出來。」12透過敘事（故事），

讓人看見自己，在生活中人也同樣在經歷敘事，故在敘事中自我照見。研究者以

為，這是一種與自我靈性的邂逅，若沒有對故事產生深層的共鳴、沒有與生命真

實碰撞的經驗，那麼舉凡與靈性有關的教育論述，大概只能是充滿理性的語言和

合理化 13的推論。靈性需要的是更多的真實與觸動，因為這正是它所以成為人的

重要元素。 

 

    研究者提出「那神教育學」（Pedagogy of “No-thing”）的圖像概念，欲倡議

的是另一種看待人與看待生命的態度。「那神」的發想始於幾年前一次看戲時的

經驗，由梁越玲領團主演的「尚和歌仔戲」，在台北大稻埕戲院演出「田都班的

最後一齣戲」，該戲以後設手法演繹戲裡戲外的雙重劇情，描述戲曲之神田都元

帥得道成仙的故事，融合歷史典故與藝術創新，相當有故事性。歌仔戲可說是台

                                                        
11 引自王慧姬（譯）（民 95）。心靈符碼：五種關鍵圖形帶你認識真正的自己。頁 23。 
12 楊耐冬（譯）。（民 93）。百年孤寂（原作者：G. G. Marquez）。頁 15。 
13 在此區分合理性（reasonable）與合理化（rationalize），前者偏重合於情理的事實，後者指採用

錯誤的推理，使不合理的變成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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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版的歌舞劇，極具本土文化特色，全劇皆以台語發音。看戲過程中研究者一度

將演員的台詞「你當真以為你那神喔」（台語），誤將「那神」聽成 nothing，暗

忖凡人得道成仙（田都元帥）不也是從沒沒無聞到神佛之境？儘管頗有道理，但

事後證實是誤聽台詞。然而這樣的誤解，遂變成了一場與「那神」的美麗邂逅，

並持續地涵養成形。 

 

    研究者以為，當時彷彿處在某種出神狀態，一種類似「神啓」（epiphany）

的經驗，經歷一場頓然領會、靈感湧現的奇妙時刻，此後逐漸成為論文書寫的基

調。無疑的，「那神」一詞係由音義而來，繼而嘗試通往語義，透過再想像與再

詮釋途徑，賦予它新義涵。就此而言，「那神」意指凡人通往神靈（spirit）的一

種圖像思維，進一步地，本研究試從文學視角出發，以奇幻敘事中「人與超自然」

的向度作為教育關懷的主軸。人與超自然，實際上也就是與我們的生活及生命息

息相關的靈性事物，它的價值在於想像力的展現，例如架空的世界、夢境的世界

或無法界定的玄幻世界。而無論這些幻想題材的內容為何，都在反映真實生活、

反映生命，以不說教的方式提出對人、對世界的看法。奇幻敘事以隱喻或反諷的

姿態給予啟示，從教育觀點來看，「想像」帶來更多的樂趣、連結和可能性，同

時，靈性教育（或生命教育）的關懷更是必然會碰觸的向度。 

 

    本章標題「源起說『圓』」，旨在闡述研究的緣起、起源與發想，「圓」的概

念除了有自圓其說的意思外，也是繼「那神」之後，採用「圓」（round）的圖像

思維融入本研究所勾勒的人類圖像，因此可用「〇」或「0」的概念來加以理解，

後續各章節亦緊扣「圓」的概念，以敘說和夾敘夾義的方式闡述觀點。故本章以

「起源」為主敘說，共分四節：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問題意識與

目的；第三節，研究概念與方法；第四節，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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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起心動念的時刻，研究者我，回憶 2011 年曾參與國家教育研究院的一項整

合型研究計畫，由馮朝霖、范信賢及白亦方等教授共同主持的「國民中小學課程

綱要系統圖像之研究」，當時我擔任計畫助理，印象深刻的是，在第 7 次的聯席

會（2011/03/07）中，教授們針對當天主題「人與自我、人與群體、人與自然」

三個向度進行熱烈討論。會議中我想起過去在文學創作中所熟知的四大向度，包

括人與自我、人與他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創作而言，我喜歡探索四大向

度以外的領域，如「人與上帝」或「人與死神」，這類的創作題材在嚴肅的成人

文學或正規教育中較為少見。研究發想之初，曾忖度著如何將那模糊的範疇整併

成一個概念，而就在當時我聽到了「人與超自然」一詞，彷彿夢中乍醒，覺得十

分貼切，認為它足以包含宗教觀、生命觀以及人神關係等面向的議題，這些同樣

在文學創作與教育實踐上不易處理的題材。 

 

    會議末了，有趣的是，教授們對自己方才口沫橫飛所提出的「人與超自然」

應用在總綱上的反應，相當一致的先是微笑、點頭（極為認同），不消一秒，又

非常一致地搖頭、無語，很有默契的將它「放入括弧」，箇中的道理不言而喻。

這段討論過程明白指出「它」很重要，應該要被說、被教，但礙於這裡談的是「體

制內」課綱，故怪力亂神之說豈容收編？於是乎「趨之別院」，拋諸三界外。我

腦海中不禁衝出一些共鳴和醒悟，再度想起，無怪乎國外的大學者們，只要有文

采的都不約而同地說，身為學者（及作家），都應該跨刀寫幾本關於兒童的小說，

例如英國牛津大學教授及護教大師路易斯（C.S. Lewis, 1898-1963）所著《納尼

亞傳奇》系列（共七部），處理了許多教育上無法說又難以擱置的問題；還有《黑

暗元素三部曲》的作者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 1946-）14，他後來更辭掉

教職，聲稱唯有童書這一文類能夠滿足他想說的、想教的，他企圖建構的世界觀

在這塊領域中才能獲得滿足。儘管他們聲稱自己的創作不是為了兒童，而是為了

                                                        
14 菲力普•普曼，被譽為「最危險的童書作家」，用筆創造出最危險的故事，他謀殺上帝、顛覆

地獄、重新打造新天堂。他的故事曾引來保守人士嚴厲批評，然而，普曼無畏風評，堅持述說腦

中的故事，他認為「故事是天底下最重要的事」，如果有天撰寫故事突然違法，自己也會毫不遲

疑違法到底。他的執拗，使《黑暗元素 3：琥珀望遠鏡》首度以童書之姿，攻陷成人作品王國，

贏得重要文學獎項──2002 年英國惠特筆（Whitbread）年度風雲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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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但閱讀者卻包含了成人以及更多的孩童。 

 

    那次的聯席會結束後，燃起研究者對「人與超自然」這一向度的興趣，它無

法在教科書中被說，但卻在小說或其他奇幻文類中不斷地被書寫，被熱烈地談論，

影響遍及人們的生活、娛樂、消費和文化等。那一年的助理工作末了，我思索該

計畫結論中的六大願景：「生命的喜悅、生活的自信、學習的渴望、創造的勇氣、

共生的智慧、即興的美學」15，要實踐這六項願景究竟是困難還是容易？「應然

面」而言應該是後者，而「實然面」卻非如此。因此研究者思索著，教育這件事，

或說教育研究的目的為何？無非就是把我們失去的教育本質給找回來的過程，喚

回本有的能力而已不是嗎？為何落實起來如此不容易、如此複雜？我們這個世代

處在動盪不安的政治與經濟氛圍下，「失落的教育」顯然也成了另一種社會現象。 

 

    於是問題來了，教育的本質或目的到底是什麼？在可靠且普遍被認同的如：

教育是使人成為人（成為自己）的、是自我超越的、是自為目的的……云云。然

而綜觀當前時代的氛圍與環境景況，這些亙古不變的理念倘若能實現，早該實現

了，為何隨著科技進步與時代變遷，人民的生活品質、幸福感及滿意度等卻節節

後退，是這個社會生病了或是經濟病了？但社會和經濟乃至科技與商業，不就是

管理眾人事務的「政治」居高臨下在操盤一切的嗎？顯然是台灣的政治病了。弔

詭的是，政治也是人在擔綱，這「人」又是何德何能擔此重任？研究者以為這無

疑與個人成長背景有關，人從小如何被看待，在什麼樣的生活環境下成長，都影

響了後來成為人的模樣。我們能不能有另一種看待人的圖像和思維？這是本研究

所關切的教育探問。 

 

    思及至此，可見政治問題比形上學問題更重要，而文學又比哲學來得實用，

難怪諾貝爾有文學獎而沒有哲學獎，似乎也有其道理？故以文學創作的研究向度

上，我忖度著是什麼使奇幻文學更具實用價值，在教育上能帶來什麼不一樣的啟

發？本研究試圖勾勒一幅人類圖像，一種人的「自為目的/自我完成」式的循環

圖像，意在打破人長久以來被以工具性為目的，所灌輸的教育模式。 

  
                                                        
15 馮朝霖、范信賢、白亦方（民 100）。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系統圖像之研究—研究報告。頁

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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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題意識與目的 

 

壹、問題意識 

 

    事實上，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早已充滿各種信仰和宗教色彩，長輩傳承給我們

的教養方式和觀念都和「超自然」事物緊密關聯，如今多以「習俗」稱之。例如

初一十五要拜拜、小孩受到驚嚇要去廟裡收驚、嬰兒難養可以認神明作乾媽、逢

大考或求職前到廟裡求好運、老是走霉運甚至歷劫歸來可以改名以求改運，以及

看房子時必須講究地理風水等，或者，每年依生肖沖忌辦理安太歲、忌改和點光

明燈等習俗與儀式，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基此，教育中不能談或甚少被碰觸的

「人—超自然」面向議題，研究者以為這是一大缺漏，避而不談實屬荒謬。我們

的「外顯課程」（explicit curriculum）未能納入這些議題，長年下來，則從「不

知如何教」到「不敢教」，甚至乾脆「不教」，嚴格來講十分可惜。 

 

    「人—超自然」，也就是靈性教育面向的議題，可歸屬於「懸缺課程」（null 

curriculum），又稱「空無課程」或「虛無課程」16，主要探究「學校不教什麼而

產生了什麼結果」的問題。此外，「懸缺課程」也被歸類於「潛在課程」（hidden 

curriculum）17範疇，認為是有意而善意的教學設計。美國課程學者布魯姆（B. S. 

Bloom）曾說：「如果外顯課程和潛在課程一致，且能相互扶持，學習將益為有

效。如果兩者相互衝突，則潛在課程比外顯課程有效。」尤其在培養學生態度和

價值觀的學習上特別重要 18。有意而善意的設計，研究者以為多發生在學校推動

「生命教育」時常見，可惜在台灣，這種因應新聞時事而特意被設計出來的課程，

儘管用意良善，卻每每蜻蜓點水地帶過，甚至教訓意味濃厚，帶有既定的價值觀

和答案的灌輸，缺乏思辨以及對議題的整體性觀照，甚為可惜。倘若能以心靈深

刻的體驗和感觸來觀察品味，或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16 課程學者 Elliot W. Eisner 於 1985 年在其著作《教育的想像》（The Educational 
Imagination）一書中，從課程美學觀點提出了「懸缺課程」（null curriculum）一詞，

或稱「空無課程」，是相對於既有的正式課程和非正式課程的另一個新概念。懸缺不

一定是學校所忽略、遺漏或沒有教的，而是不教或者非中立性的存在。  
17 依據黃政傑（1991）所稱，潛在課程又分三種，有意而善意的設計、有意而惡意的設計、無

意且未經設計。潛在課程指已存在於學校的課程，只是尚未發現或仍待發現，而「彈

性課程」或「空白時間」皆屬於潛在課程。  
18 黃政傑（民 80）。課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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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認為，奇幻敘事多與「人—超自然」有關，但它在教育中幾

乎沒有地位，從生活上來看，就像是「失落的教育」，而從課程觀來看

就好比「懸缺課程」，懸缺課程如同住在學校的「空中閣樓」，且靜躺在

教師鮮少造訪的幽暗秘境中，故它幾乎被視為「背叛型」（ renegade）的

知識。以此觀之，則「奇幻」和「懸缺」二者同樣被視為不乖且破壞學

校教育秩序的「問題學生」，它們是文化上的禁忌、社會上的爭議，甚

至是教育中怪力亂神不足以言之的事物。它們就像難兄難弟，總是以「沉

默」或「被刻意遺漏」的方式在邊緣地帶求生。這樣的敘事文類必須透

過改頭換面的方式加以引渡，才能進入教育課程中，弔詭的是，在「外

頭」真實生活中，它們卻是真實的存在於每一天，並非虛無飄渺不可碰

觸。  

 

    可以這麼看，「正式課程」（ formal curriculum）若為骨幹，則「非

正式課程」（ informal curriculum）是血肉，那麼「懸缺課程」當為課程

裡頭的靈魂，例如所觸及的生命教育、死亡教育和靈性教育。奇幻敘事

直視生命的議題，毫不逃避，它重視人在世間的存有姿態，自然而然毫

不隱晦。甚至，它的價值在於想像力的綻放，增添了遊戲性特質，有助

於突破框架，跨越「兩界」（對立）的藩籬。  

 

二、研究目的  

 

    研究者基於對文學創作的喜好，嘗試以富創作性的書寫風格撰寫，在奇幻敘

事汪洋中攫取個人深受影響的文本，以獨特而主觀的洞察連結文學與教育的關係，

嘗試為教育中懸缺的「人—超自然」向度提供一些啟發。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主要

有二點： 

1. 結合奇幻敘事與靈性教育的再想像，勾勒「那神教育學」的人類圖像，傳達

另一種看待人、看待生命的思維。 

2. 透過奇幻、教育和相關知識的連結及再詮釋，在想像力與敘事證成上，作為

教育實務工作的創造性示範，並提升對靈性教育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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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概念與方法 

 

壹、研究概念 

 

    本研究採夾敘夾議的方式撰寫，每章主要構設一層圖像概念，各小節則依故

事取材不同，融入相關的主題和理論加以詮釋。研究者以為，主題好比「人格特

質」，讓人一眼便看出文章風格（但不一定能清楚把握）；各章節有預設的觀點，

觀點好比「骨架」，讓章節內容有其架構和條理；而敘事文本則如同「身體組織」，

沒有文本將無對話基礎和論述的依據；依故事取材和主題的探究析論，加入研究

者的評析，評述有如「血液養料」，輸送養分和主觀意念並串起章節意義，是讓

文章主體活絡起來的靈魂。各章節所詮釋的議題不一定有絕對的答案，適度留下

問題以作為延伸思考，或繼續為未來研究的發想。 

 

    整體的論述分析，概念上將透過後現代主義之多元、差異、尊重及包容等觀

點切入，強調創造性的洞察，揉以詮釋學精神，從理解到詮釋乃至再詮釋，並釐

清詮釋與「過度詮釋」（overinterpretation）的界線。方法上，則脫胎於結構主義、

神話學和符號學基礎，從後結構主義教育觀點和互文性理論文學觀著手，對奇幻

敘事文本（繪本、小說、電影）進行析論。「那神教育學」的人類圖像，主要架

構以三個圖層來進行，基層的「圓形」以太極陰陽圖進行概念的詮釋；中層的「環

狀形」以隧道的隱喻進行詮釋；上層的「三角體」則以三種空間概念進行再詮釋

與連結。基本上，每一層環環相扣，沒有先後順序或優劣之分，而形成一種環圈

式的圖像。因此「那神」圖像的想像與詮釋運用到較多與「圓」型有關的概念，

例如噬尾龍、曼陀羅、太極圖和迷宮等，將依論述的主題屬性所需，在各章節中

加以說明。 

 

贰、研究方法 

 

一、文本分析法 

 

    文本分析主要建立在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於 1967 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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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的基礎上，該文中大膽宣告「作者已

死」的概念，亦即將作者棄之不顧，改以「寫作」取代文學，寫作不再依附於一

種固定秩序或受制於深層的結構法則，寫作成了一種轉抄，它是在汪洋大海的文

本中挑選、模仿、改寫和複製，作品是其他作品的模仿和變更，作品成為一種純

關係性的作品 19。傳統的古典主義批評從不過問讀者，僅僅承認作者，而巴特指

出再也不能容忍這種顛倒是非的騙局，為使寫作更有前景，顛覆這個神話是必要

的，因此，「讀者的誕生」應以「作者之死」為代價。此即「作者已死」、強調文

本細讀（close reading）之「英美新批評」（Anglo-American New Criticism）20的

研究方法取向。 

 

    接受美學學者伊瑟爾（Wolfgang Iser, 1926-2007）主張讀者主動參與以製造

文本的意義，指出讀者必須補充作者在文本中沒有明白寫出但有暗示的部分，擔

任作者的共同創造者 21，以此達成文本的完整性，故需要讀者積極主動的參與和

想像力的發揮，且每個讀者都以私我（獨一無二）的方式對文本進行填補或延伸。

夏春祥（民 86）更指出，文本分析可以是方法的思考，有助於在研究對象上的

探討和掌握，它同時也是理論性的概念，無論在文學批評範疇或社會研究領域，

都已是個具備獨特意涵的字詞 22。 

 

    進一步地，從敘事與教育研究的方法論而言，澳洲學者諾埃爾•高夫（Noel 

Gough）甚至說：「我願意把自己看做一位研究型敘事者，這樣的研究型敘事者

置身於小說的世界中，他的方法論因其主體性而合法化，而不用整日對想像和現

實故事的區別苦思冥想。」23關於敘事研究的啟示，他引用帶給他影響很大的一

段話，是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所說：「我很清楚，除了小說之外我

從來沒寫過其他東西。我的意思不是說小說中就沒有真理。我認為小說有可能起

到真理的作用，小說的話語可能引出真理……」（Foucault, 1980, p. 193）此外，

                                                        
19 羅婷（民 91）。克里斯多娃：Julia Kristeva。頁 185。 
20 有關「新批評」的內容，詳參：朱剛（民 91）。20 世紀西方文藝文化批評理論。台北市：揚

智文化。頁 37-60。 
21 Iser, Wolfgang. (1989). Prospecting: From Reader to Literary Anthropology. P.4. 
22 夏春祥（民 86）。文本分析與傳播研究，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54 卷，頁 154。 
23 諾埃爾•高夫（民 97）。反射與衍射：課程探究中小說的功能，載於派納（編），課程：走向

新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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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奇幻文學小說家兼理論家，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 1929-）也

說過，敘事通常可以被看成對環境的一種積極碰撞，小說尤其如此。它把當前的

現實與不能證實的過去和不可預測的將來聯繫起來，從而為我們提供選擇，擴展

當下的現實。她以比喻的方式指出，一面鏡子真實地反射一切事物……但是，小

說不反射事物，敘事者的雙眼不是「照相機」，他們也不反射事物……小說把一

切可能性聯繫起來……小說就是這樣對我們起作用的。（Le Guin, 1989, p. 44-45） 

 

    對於取材敘事文本的研究及方法的運用，湯姆•巴隆（Tom Barone）則說：「這

個故事是虛構的又怎樣？我認為通過報章雜誌和小說模式同樣可以達到我所描

述的批判性故事敘事目的……從那種意義上講，批判性故事敘述使質性研究者和

讀者不僅超越了理論和方法，而且超越了流派。」（Barone, 1992, p. 146）總體而

言，虛構和現實之間似乎還存在個一個關鍵，那就是想像力，在第二章有較多的

論述。此處研究者透過繪本、小說和動畫等文本的應用和研究，旨在說明「敘事

證成」的方法論可行性。 

  

二、參照推論分析法 

 

    「參照推論分析」（inferential analysis）源自社會科學質性方法中的傳記研究，

旨在透過對個案的敘說（narrations）分析，以了解人們如何藉由意義的連結而建

構他們的社會世界，使言說的世界成為意義的世界。基此，傳記研究幾乎被視為

是能夠克服「鉅觀」和「微觀」研究之間鴻溝的方法。參照的概念主要為描述從

一個命題陳述（statement）轉移到另一個命題陳述的方法，其意義在於從一個闡

述的背景脈絡轉移到另一個脈絡，且敘說者所建構的關係呈現了參照推論過程的

特徵。然而，這個方法的困難之處在於，研究者透過自己預設的範疇作為參照架

構來解析他人的敘說，如何避免「範括」（subsumption），在理解他人敘說時，

如何確實掌握理解他人其文化的真正思想。24 

 

    參照推論分析主要可分為兩種：「單一式參照推論」（singular inference）的

                                                        
24 馮朝霖（譯）（民 90）。質性方法中的參照推論分析：傳記研究之案例分析（原作者：R. Kokemohr）。
載於應用心理研究（頁 25-48），12 期。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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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義為，它在面對一種挑戰時可能帶來新的隱喻（metaphor），並且開創一個對

於世界的新視野（新觀點）；而「遍在式參照推論」（ubiquitous inference）則是

談論世界的一個傳統結構，將兩個不同的脈絡以合理性的方式鏈結起來，讓人察

覺不出兩者的對比性，將自我統整進較大的脈絡體系中。25 

    

    「單一式參照推論分析」強調兩個脈絡的對比性，此時它需要創造一個比日

常語言概念更適切有力的概念，以解釋個體所強調的部分（能力），這時候，一

個隱喻便浮現了（a metaphor emerges），而強大的隱喻足以建構一個新的世界概

念，這個「新隱喻」可被視為一個整體新世界概念的核心，故而人們必須對這個

新概念有更深刻的認識和體悟才能理解並進入個體的思維世界。「單一式」試圖

處理的是個殊性、罕見的案例，個案的敘說突顯出孤獨但有勇氣的，有意願去對

抗甚至征服另一個大群體（脈絡、世界）；「遍在式參照推論分析」的敘說主要因

循保守/傳統的世界詮釋方式，將自我投入（或限制在）於小群體世界中，參照

的架構來自一群人或某一文化（世界觀）。為了生存和應付新的問題，每一個個

體和每一個社會都被迫要去維護某些既有的社會世界建構，以避免崩解的危險；

或者冒著承擔危險的挑戰，被迫去建構新的世界概念。26 

 

    基於上述方法的理解，研究者粗略地簡化（轉化）以為，傳記研究中的個案

「敘說」（narration）和文本故事中的「敘事」（narration）皆以不同的風格呈現

內容，但展現的都是有意義、值得分析的「語料」。「單一式參照推論」的功能，

可謂解決個殊性問題，是個案適用的；而「遍在式參照推論」則是可推論、可廣

泛類推適用，解決普遍性的問題。也就是說，當我們欣賞傳記或閱讀小說時，不

免將自己投射為故事的一角，從中照見自己的問題，獲得某種洞察和頓悟，進而

解決真實生活中的問題，獲得某種啟發和心靈提升。基此，在浩瀚的敘事藝術文

本中，是否潛藏著這類的特質，此為本研究的主要概念之一。培養閱讀的重要性

在於細讀文本，透過一定的欣賞和分析的習慣養成，將能獲得不同層次的閱讀樂

趣（主要目的），進而解決生活問題（無目的但合目的性）。 

                                                        
25 馮朝霖（譯）（民 90）。質性方法中的參照推論分析：傳記研究之案例分析（原作者：R. Kokemohr）。
載於應用心理研究（頁 25-48），12 期。頁 34-39。 
26 馮朝霖（譯）（民 90）。質性方法中的參照推論分析：傳記研究之案例分析（原作者：R. Kokemohr）。
載於應用心理研究（頁 25-48），12 期。頁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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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文本的選擇 

 

    本研究共選擇八部奇幻文本，依「那神教育學」構設的三層圖像屬性置放，

作為論述的主要材料，分別為：第三章論述「花園」與「墓園」，屬於圖像的基

層，選擇文本為《湯姆的午夜花園》和《墓園裡的男孩》；第四章論述「隧道」，

屬於圖像的中層，選擇文本為《魔法奇花園》、《穿過隧道》、《神隱少女》和《第

十四道門》；第五章論述「過門」，屬於圖像的上層，選擇文本為《魔法師的外甥》、

《奧秘匕首》和《神隱少女》。關於文本的取材和選擇，首先係基於圖像的概念

設計做分類取捨，其次，以研究者過去十年來投入奇幻文學的閱讀、研究和教學

經驗，挑選出最符合圖像設計的文本。客觀而言，這些文本的特質主要包含有，

經得起時間考驗、佳評如潮的獎項肯定，以及最重要的，兒童和成人都喜愛閱讀，

換言之，經典、通俗和票房保證，三者兼具。基本上，許多文本都符合這些標準，

選擇上的確經過幾番掙扎，然而是否適用於三層圖像的論述，則根據研究者多年

的閱讀推廣經驗做主觀的挑選。遺珠之憾在所難免，惟企盼所選文本能真切地傳

達「那神教育學」中靈性教育的人類圖像。 

 

叁、理論應用及相互關係 

 

    啟蒙與成長的圖像思維，從「原型」或「循環」的觀點而言，研究者認為可

以這麼看：坎伯在其著作《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一書中

揭示「啟程、啟蒙、回歸」（departure/ initiation/ return）三階段的英雄歷險過程；

諾德曼（Perry Nodelman, 1942~）從敘事詮釋體系出發，闡釋「在家、離家、返

家」（home/ away/ home）的基調，以此做為兒童文學文類分析的基本進路（劉

鳳芯譯，民 89，頁 184-187）；而從教育哲學觀點來看，馮朝霖從儒家人性論中

詮釋出「未完成性、依他起性、自我完成性」（undeterminateness/ contingence / 

self-fulfillment）此一教育人類學的重要圖像（馮朝霖，民 90，頁 200）。此三種

理論脈絡可作為跨界的參照，將神話學、文學和教育學的人類圖像作一整合論

述。 

 

    在文本的書寫與創作世界裡，「沒有人是一座孤島」（no man is an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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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沒有一部作品（文本）是 100%原創，羅蘭巴特的《零度寫作》即在

闡述此論點。如同名偵探福爾摩斯（虛構人物卻領有倫敦榮譽市民證書）所說：

「你看見，但你沒有觀察」（you see but you do not observe），一語道出我們觀看

事物的慣性，或稱缺點，也就是缺乏洞察力。在文本中我們看不見作者暗藏的符

碼，或看不見深層的意涵，主要在於缺乏想像力，一種連結的能力。在本研究所

選的文本（奇幻敘事）中可以發現許多互文援引的痕跡，它們若隱若現的吸納前

人的精華，加以改造與延伸，這種「吸納」就像「皺褶」（folding）27的概念，創

作者的詮釋取向如同海明威所謂「冰山理論」觀點，海平面底下那「八分之七」

是肉眼看不見，等待讀者主動翻找出來的部分。 

 

    法國學者蒂費納薩莫瓦約（Samovault, Tiphaine）的「互文性」理論包含了

「共生性」和「派生性」（超文性）兩個概念，吉拉爾•熱奈特（Gérard Genette, 

1930-）亦指出互文性會產生的四種效果為：組合（configuration）、再現

（refiguration）、歪曲（defiguration）和改頭換面（transfiguration）。基本上，互

文性的相關指涉在文本分析中不難看到，也是研究者在詮釋分析過程中有意無意

所採用的，如同德勒茲的「皺褶」（folding）、「展開」（unfolding）、「再皺褶」（refolding）

概念，從文學和想像的角度來看，有其類似的作用。此外，理解、詮釋和再詮釋，

甚至如義大利文學家與符號學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 1932-）所說的「過

度詮釋」（overinterpretation），他強調「詮釋文本」（interpreting a text）和「使用

文本」（using a text）的差別在於，前者需考察作者及其時代脈絡，後者則是純

粹滿足個人娛樂目的或找尋靈感、戲仿，以產出創作性的詮釋。28上述這些方法

與技巧也在本研究中揉以應用。 

 

耙梳這些理論彷彿可以發現，人類世界的四種生活層次，為：第一層，我們

都活在互文指涉的符號世界中；第二層，我們都採用皺摺心象影像來形成認知並

觀看世界；第三層，我們以理解後的詮釋和再詮釋來書寫或敘說這個世界；第四

層，敘說的意義在於解決個人問題（獨一式參照推論），乃至推論普遍性（遍在

                                                        
27 參見劉育忠（民 99）。教育學的再想像：德勒茲思想與教育哲學。頁 67。 
28 參見王宇根（譯）（民 86），詮釋與過度詮釋（原作者：Umberto Eco），頁 83。英文版：Umberto 
Eco. (1990).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World, History, Text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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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參照推論），進而找到真理/真實（Truth），獲得問題解決的途徑。 

 

肆、理論圖像思維 

 

    根據上述，研究者在各章節進行理論與文本的分析理路，將這些理論的選擇

與關連性做一圖像的思考，主要為：理解、皺褶、心像—詮釋、展開、想像—再

詮釋、再皺褶、再想像。扼要說明，第一階段「我看/我見」（理解、皺褶）：對

外界所見所感，通過「理解」（understanding）而「皺褶」（folding）進入個人心

中成為「想像」（imagination），成為「裝配」（equipment）29。「裝配」等同個人

的基礎才能、知識、素養。此刻會產生第一個「差異」（difference），是自己所不

知或可能知道但不能確定的理解上的錯誤，存放在心底。第二階段「我說/我寫」

（詮釋、展開）：基於我看/我見後，試著將心中的理解和腦中的想像（裝配）表

達出來（說出或寫出），與外界互動時所遂行的活動，對外「展開」（unfolding）

即是一種「詮釋」（interpretation）。於此同時亦產生出第二個「差異」，例如溝通

時產生的隔閡、落差或代溝等。第三階段「又想/又見」（再詮釋、再皺褶）：個

體透過「理解—詮釋」與「皺褶—展開」的階段與外在世界溝通和互動，當產生

阻礙或磨擦時，則需要再交流以求磨合，換言之，即加入了「差異」的養料，促

使心智運作再啟動，而有「再皺褶」（refolding）與「再想像」（re-imagination）

的產生，乃至形成一逆返循環的「迴路」（loop）：「理解往內—詮釋往外—再理解再往內—

再詮釋再往外」以及「皺褶往內—展開往外—再皺褶再往內再展開再往外」。 

 

    於是每皺褶一次，便產生一次「差異」，差異宛如不經意被釋放的「幽靈」，

如《奧秘匕首》中所謂一種有靈性的 Dust or shadow matter，它穿梭於內世界和

外世界的空間，它是噪音、雜音或其它（something）。在每一次的「迴路」中，

更多內在的「再想像」（re-imagination）獲得釋放，並獲取新意（創意），更多的

往返將產生更多的「能動性」（agency），增加更多可能性。而到底是什麼提供「能

動性」養料？或許是那「差異」的「幽靈」（靈感）。 

 

  

                                                        
29 參見劉育忠（民 99）。教育學的再想像：德勒茲思想與教育哲學。頁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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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限於研究者能力所及，關於本研究的幾項限制列舉如下： 

 

1. 從奇幻敘事的詮釋分析中，提出「人—超自然」向度的靈性教育關懷，然而

在實際教學方面未能提供一套完善的課程設計，僅提供教學者意識到問題所

在並在教學上能有所關注。 

2. 研究中所涉及難以談論的議題，主要為生命教育和死亡教育，卻不包括性教

育，可說是另一種「零」性教育的懸缺。奇幻敘事處理了許多正規教育上規

避或難以面對的難題，包含了兩性交往或性別相關議題，但對於性教育則鮮

少聽聞，同時也是未來需再努力之處。 

3. 本研究所提出的「那神教育學」人類圖像，旨在闡釋人神關係的另一番面貌，

人之內的靈性因子，雖指出人與環境、人與地球（宇宙）之間的生命關連性，

但未能對生態教育或靈性生態學提出具體的教育作為，實礙於研究者本身的

能力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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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究竟起「源」： 創世與起源 

 

    本章主要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第一節至第四節，旨在說明本研究的詮釋

基礎與相關文獻，此為「起源」之一；第二部份為第五節至第七節，主要作為進

入第三章的前導，為「那神教育學」的三層圖像預先鋪陳，此為「起源」之二。 

 

    2011 年 1 月，臺北市立圖書館召開了「解讀 2010 臺北人閱讀行為及借閱排

行」年度記者會暨「臺北之書」發表會。統計指出，文學類一如往常仍是市民讀

者的最愛，2010 年總借閱量高達 452 萬餘冊，占總借閱冊數約 44%。排名二至

五名的主題依序為：藝術類、應用科學類、社會科學類及史地類。以不同主題或

類型圖書借閱排行來看，2010 年高居借閱榜首的是《暮光之城》系列，勇奪「文

學類」之冠，在 20 本入榜作品中，有 18 本皆為小說，占九成。再從預約書排行

推估，小說類《龍紋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以及奇幻冒險小說《暮光之城》

系列和《波西傑克森》系列將持續名列前茅。30 

 

    2012 年 3 月，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吳清山指出，國家圖書館公布全國圖書

館圖書借閱排行榜，文學類最常被借閱的前 10 名為：1.獵命師傳奇；2.盜墓筆記；

3.暮光之城；4.暮光之城：新月；5.回到明朝當王爺；6.禁咒師；7.藏地密碼；8.

暮光之城：蝕；9.暮光之城：破曉；10.青囊尸衣名。這些書籍偏重奇幻、冒險和

歷史小說。他認為，這些書籍能夠上榜，也許不是來自學者專家的推介，大部分

可能與網路和其他媒體傳播具有密切關係，因為在資訊化和網路化的時代，經由

網路即可很快接觸到各種出版訊息。31由此可見奇幻敘事文類十分受到大眾讀者

歡迎，可惜這些文本多數現場教師幾乎不讀，或不視其為教學上可用的素材和值

得談論的議題，相當可惜，甚至將這類文本視為不良讀物，認為會影響孩童身心

發展，未來恐造成社會問題，實屬汙名化。一味禁止實際上更不可行，改變態度

放下偏見，從不同角度來欣賞，相信能轉化成不錯和有趣的教學題材。 

 

                                                        
30 參考資料：臺北人展現驚人閱讀力  2010 圖書外借突破千萬  借書人次成長 13％。
http://www.tpml.edu.tw/ct.asp?xItem=1677145&ctNode=57686&mp=104021 
31 參考資料：多元閱讀 才是正道 http://epaper.naer.edu.tw/index.php?edm_no=35&content_no=949 

http://www.tpml.edu.tw/ct.asp?xItem=1677145&ctNode=57686&mp=10402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9 
 

    依上述，研究者從奇幻、懸缺、人與超自然等幾個關鍵字中搜尋博士論文和

期刊論文，皆沒有與教育相關的資料，文獻探究對本研究而言或許不是為了引用，

亦沒有超越先輩評論與否的企圖，而是梳理思考脈絡，裨益本研究原創性的詮釋

及肯認洞察成果的展現。學位論文作為創作書寫的一種體例和表現風格，研究者

希冀浸淫在閱讀與創作的樂趣中，透過爬文撰寫提出一些淺見，期能有益教學現

場，乃至為學術研究另覓一泉活水，遊藝於另類的研究趣味中。 

 

    依此，本章主要說明奇幻敘事在教育脈絡中的位置、角色及屬性等關係定位，

並闡述它與教育的人文關懷向度，間接指出教育中懸缺的問題面向，試圖勾勒較

清晰的輪廓，以下各節分別為：第一節，奇幻敘事概述；第二節，奇幻•詩人•

故事；第三節，魔幻、表現與超現實；第四節，後設、反諷與想像力；第五節，

靈性教育與人類圖像；第六節，奇幻的創世起源；第七節，奇幻的人類起源。依

節次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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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奇幻敘事概述 

 

    壹、牽扯不休的科幻與奇幻 

 

    奇幻（fantasy）一詞與幻想、想像或想像力脫離不了關係，其中的界線也不

甚明確，主要共同分享的元素（關鍵字）有幻想、科幻、魔幻、玄幻和奇幻等許

多包含「幻」字的概念。然所有幻字宗親中最為人詬病或計較的，莫過於與「科

幻」（含科普）的區別。科普文學簡單地說，就是描述科學的文學，是富含科學

精神的敘事體裁，而科幻小說承襲此一精神，但加入更多對未來科技的預知與幻

想。我國最負盛名的科幻文學作家黃海 32，在其著作《台灣科幻文學薪火錄

（1956~2005）》一書中提出，將科學、幻想和文學分屬三大區塊，構織成一個包

含「幻」字輩的系譜圖。他試圖將科幻與奇幻之間長年牽扯不休的概念問題獲得

某種程度的釐清，當然這個圖所顯示的只是一個大致的概念，並無截然劃分的意

圖（黃海，民 95，頁 xi-xv）。如圖 2-1，可知奇幻文學主要介於幻想（超現實）

和文學（審美、警世）兩塊版圖之間，而同樣有一小部分包含了科學，故簡單地

說，只有比例多寡而沒有界線的問題。 

 
     

                                                        
32 黃海（1943~），本名黃炳煌，被譽為台灣兒童科幻的開山祖，文學創作與論述等身。聯合報

編輯退休，曾任靜宜大學、世新大學兼任講師。曾獲國家文藝獎、洪建全兒童文學獎、中山文藝

獎、中華兒童文學獎、全國優秀青年文藝作家獎、大墩文學獎散文獎及中國文藝獎章等。 

 

圖 2-1 奇幻在科學、幻想與文學的位置，黃海製圖，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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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人類歷史發展與文明的演進來看，科幻文學的崛起和工業革命以來科學力

量的壯大有關，其主要以科學為基礎，加入較多的幻想元素，近代曾流行並風靡

全世界。而若說「科幻」源自工業革命與科學發展，那麼奇幻的源頭當可追溯至

更早，扼要地說，西方奇幻敘事的源頭是《希臘羅馬神話故事》，而東方的奇幻

敘事當屬《山海經》為最早，無論東、西方，奇幻多和宗教信仰有關，人類出於

對自然界萬物生靈的敬畏和恐懼的心理，亟欲在人與神、人與鬼的關係中找到自

己的位置。廣義言之，奇幻敘事包含了鬼怪、志怪乃至武俠小說等文類。 

 

貳、奇幻將「我」拋入「極致」 

 

    奇幻敘事（fantasy narrations）不是一定要有魔法，例如《貝洛童話》、《格

林童話》、《安徒生童話》及《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另外也可能是動物小說或鬼

故事等。奇幻敘事也有被女人化（性別化）或兒童化的貼上標籤，被污名化、簡

單化、可愛化乃至卡通化等，例如男人讀科幻，女人讀奇幻（古典奇幻文學常被

誤解為夢幻），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此外，看完奇幻故事後，最常聽到的問題為

「這是真的嗎？」，然而區分真假的重要性似乎只是想找到一份安穩感而已。當

思考的是，奇幻敘事是撫慰人心，還是令人恐慌的，或者有其他意圖？托爾金說，

奇幻會讓人進入緊張不安的景況中，探問「我」在危機中是什麼樣的人。因此奇

幻敘事中主人公都得經歷一連串的冒險，例如《納尼亞傳奇》、《魔戒》、《地海傳

說》、《神隱少女》、《湯姆的午夜花園》、《墓園裡的男孩》、《第十四道門》和《飢

餓遊戲》等，不勝枚舉。易言之，奇幻是超越真假思辨的，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將

「我」推入一種「極致」，在那裡（狀態），探看「我」的反應，考驗「我」還有

多少人性存留，對自己或生存的思考。 

 

    在奇幻敘事（文本、故事）中，沒有太多為什麼，例如 1915 年奧地利作家

卡夫卡的《變形記》（Die Verwandlung）33，主角隔天醒來變成一隻巨大的甲蟲，

不需要交待原因，對於事件或事實並不需要追查到底；而在科幻故事中，則有較

多的為什麼，例如《蜘蛛人》、《綠巨人浩克》、《閃電俠》……等英雄漫畫或電影，

它必須根據一些事實基礎加以合理化，甚至需要追根究底的找出原因或力求解答

                                                        
33 卡夫卡的《變形記》係對人性的控訴，是極度諷刺的小說，一則象徵意義濃厚的敘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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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案）。奇幻，是我與「他者」的相遇。「他者」可能是自己、父母、任何生物、

生靈、靈異或超自然。他者，常常被「獸化」了，例如《野獸國》、《少年 PI 的

奇幻漂流》，奇幻敘事可以突破框架，超越現實，有平行世界的存在，而且很自

然，它總是與神有關、與鬼有關、與英雄傳奇或浪漫故事有關，然而不變的是，

它關注「人」。可以說，奇幻文學很有哲味，因為總是探討自我與存在的生命議

題。 

 

叁、奇幻中的「猶疑」（Hesitation）狀態 

 

    除了托爾金，法國哲學家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 1939~）34在

1970 年的著作 The Fantastic: 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A Literary Genre 中指稱：

我幾乎相信，這是總結奇幻精神的公式，無論全然相信或不信，都將帶領我們超

越奇幻，是猶疑維持它的生命（Todorov, 1970, p. 31）35。他認為奇幻敘事最重要

的精神是 Hesitation，一種猶豫或游疑感的狀態。而托爾金常用 faerie 這個字描

述奇幻故事，認為不只包含我們一般常見所知的，最重要的是「自我魅惑」

（enchanted），如此方能進入奇幻世界。德國美育哲學家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在《審美教育書簡》（Letters Up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中亦強調魅惑的感染力量，他談及，美的整個魔力是建立在

它的神祕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魔力（enchants）的各個因素的必然結合，魔力的

本質也就隨之被揚棄。36藝術正是靠「神秘性」（mystery）和神奇的魔力起作用

的，席勒以為，藝術是自由的女兒，是理想的表現，而非消遣或說教。在他的年

代，他認為甚至就連哲學的研究精神也一點一點地在奪走想像力（imagination），

科學的界限愈擴張，藝術（art）的界限就愈狹窄。37 

 

    固然魅惑（enchantment）的力量指的不是魔法（magic），對托爾金而言，奇

幻就是修復、復原或痊癒（recovery），是逃跑（escape）或是一種慰藉（consolation），
                                                        
34 托多洛夫為法籍保加利亞裔人，是符號學家、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代表作 1984 年《批評的

批評─教育小說》（Critique de la critique: un roman d'apprentissage），1990 年由桂冠出版。 
35 原文：I nearly reached the point of believing : that is the formula which sums up the spirit of the 
fantastic. Either total faith or total incredulity would lead us beyond the fantastic: it is hesitation which 
sustains its life. 
36 馮至、范大燦（譯）（民 78）。審美教育書簡（原作者：J. Schiller）。頁 10。 
37 馮至、范大燦（譯）（民 78）。審美教育書簡（原作者：J. Schiller）。頁 12，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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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他也認為美就是一種魅惑，也是無所不在的危險。Escape 是暫時脫離來看，

而非逃走，故奇幻文學具備的療癒功能，要回來方可得到修復，能夠再獲得。相

對於回歸/返程，然而幻像的逃離也有拒絕回來的時候，例如《阿凡達》和《異

星戰場：強卡特戰記》。回來與不回來，可以是現實的，也可以是心理的。脫離

後再回來，重點即是要再看看真實世界，獲得不同的啟示想法。 

 

    一如幻想文學（fantastic literature）的基調，奇幻敘事作為一種表現藝術，

亦是一種看見欲望（慾望）的藝術，奇幻是一種欲望的文學，但欲望文學並非都

是奇幻的。奇幻是追求不存在、缺席及失落的敘事藝術的填補，它能夠嗅出（告

訴）我們的欲望和渴望是什麼，要或不要的欲望，讓我們看到，同時療癒我們。

易言之，幻想文學可說是挑戰「想像」（imagination）、「理解」（understanding）、

「認識」（knowing）與「認知」（recognition）的極限。沒有了想像力，那麼腦海

浮現的將會是，「唐吉訶德走了，畫面就沒有什麼精彩的了」。 

 

 
  

 
圖 2-2 唐吉訶德走了，畫面便無精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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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奇幻•詩人•故事 

 

壹、沙龍：貴族文化與讀書會 

 

    我們常聽到的「沙龍」（salon）一詞，大約是在 17 世紀末，由法國貴族階

級盛行的「沙龍」38文化，專指受過教育的女子（尤其貴族妻室）所自主形成的

自我教育的聚會，演變到後來，沙龍更是一個哲學團體，興盛時期又被稱之為「談

話時代」（age of conversation），之後更推動了啓蒙運動的發展。39童話故事的來

源也跟沙龍文化極有淵源，在那個時代，女性能夠識字寫字的，可說是一項高級

的休閒活動，是一種娛樂和享受，她們以最舒服和奢華的姿態，討論各種知識，

包括輪流說故事和改編故事，甚至將社會事件編造成腥羶色等駭人聽聞的恐怖故

事，她們或說或寫，但不具名，若要出版只能改用男性名字。 

 

    18 世紀學校教育興盛時，這些恐怖故事被改編成富含教訓（育）寓意的童

話故事，逐漸成為孩童們最早接觸的教育材料。有法國兒童文學之父美譽的夏爾•

貝洛（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時任法國王室的營造科長，負責裝修凡爾賽

宮，他一生從政，後又獲選法蘭西學院院士，是政治世家與文學家，但名留千古

的是他不敢以本名出版的《富有教訓的古代故事》（貝洛民間故事集）使他享譽

世界 40。 

 

貳、渡假：文人騷客起心動念 

 

    1816 年 6 月，英國浪漫詩人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6th Baron Byron, 

1788-1824）41在日內瓦自家宅邸迪歐大地別墅中招待友人，包括他的私人醫生約

                                                        
38 「沙龍」一詞最早出現於 1664 年的法國（來自義大利語 salone，意指義大利豪宅中的待客廳）。

法國第一個著名沙龍是羅浮宮近處的朗布依埃府（Hôtel de Rambouillet），其女主人朗布依埃侯

爵夫人（Catherine de Vivonne, marquise de Rambouillet, 1588-1665）從 1607 年開始舉辦沙龍，直

到去世，而沙龍的很多規則也是由她一手所製定。 
39 詳情參見維基百科（沙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9%BE%8D_(%E8%81%9A%E6%9C%83)#cite_note-1
8 
40 齊霞飛（譯）（民 86）。貝洛民間故事集（原作者：Charles Perrault）。頁 1-6。 
41 英國詩人、革命家，獨領風騷的浪漫主義文學泰斗。世襲男爵，人稱「拜倫勛爵」（Lord Byron）。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9%BE%8D_(%E8%81%9A%E6%9C%83)%23cite_note-1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9%BE%8D_(%E8%81%9A%E6%9C%83)%23cite_not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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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波利朵瑞（John William Polidori, 1795-1821）、詩人雪萊（P. B. Shelley, 

1792-1822）、雪萊當時的情人瑪麗（Shelley Mary, 1797-1851）42以及瑪麗繼母的

女兒等人。那年夏天是個令人心煩意亂的季節，因為持續不斷的下雨，於是文人

們找來許多鬼故事消磨時光，拜倫提議每人各寫一篇鬼故事，一共四人各自寫了

短篇作品，但沒多久便厭倦了散文的單調，很快就停止從事這件與詩人身分不合

的工作，唯獨當時 19 歲的瑪麗持續凝思故事，兩年後她終於完成這部曠世鉅著

《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43（Shelley, 1818, p. 

224-225）。而就在隔年，1819 年拜倫的私人醫生，義裔英國作家波利朵瑞仿照拜

倫形象創作的短篇小說《吸血鬼》（The Vampyre）44成為吸血鬼（vampire）系列

最早被公認的代表作 45。 

  

叁、酒館：學者文豪齊聚「吃炭人」 

 

    1933 年夏天，在倫敦一處「鷹與嬰」（Eagle and Child）的酒館內，一個由

牛津大學教授路易斯（C.S. Lewis, 1898-1963）發起並以他為主導的社團「吉光

片羽社」（The Inklings）正式成立，主要成員之一尚有他的同事，奇幻宗師《魔

戒》小說的作者托爾金（J. R. R. Tolkien, 1892-1973）教授，前後約持續了將近十

年（1930-1939）。這個社團是非常小而親密的，每次聚會約僅 5 人左右，是個非

正式、沒有會員制度的讀書會，唯獨入會者必須是路易思的朋友或受到他的邀請，

聚會中人人平等，是個沒有規章制度也不需要繳費的組織，洋溢著自由且輕鬆的

氣氛，朗讀作品及討論時，社員們可以暢所欲言，無須謙讓或隱瞞。46 

 

                                                        
42 瑪麗雪萊本名瑪麗•高德溫（Mary Godwin），1814 年瑪麗與詩人雪萊（P. B. Shelley, 1792-1822）
陷入熱戀，直至 1818 年，雪萊第一任妻子投湖自盡後，兩人才結婚。 
43 或譯《法蘭根斯坦》，最初出版於 1818 年，而較為普及的版本是 1831 年的第三版。後世學者

咸認其為恐怖小說或科幻小說的始祖。法蘭根斯坦是故事中的瘋狂醫生，因以科學的力量使死屍

復活，故中文版譯作《科學怪人》，而那個人造人稱則為「法蘭根斯坦的怪物」。 
44 吸血鬼的主角魯斯凡爵士（Lord Ruthven），即是在說鬼故事娛樂的那晚，波利朵瑞以拜倫為

原型並融入他當晚所說的鬼故事，創造了魯斯凡，他冷酷無情，周遊全世界，引誘無辜女子並吸

食她們的鮮血。吸血鬼是傳說中的超自然生物，通過飲用人類或其它生物的血液，能夠令自身長

久生存下去。 
45 約 78 年後，另一個吸血鬼經典為「德古拉」，由愛爾蘭作家布萊姆•斯托克（Abraham "Bram" 
Stoker, 1847-1912）於 1897 年所寫《德古拉》（Dracula）一書，小說中的德古拉伯爵同樣是個嗜

血、專挑年輕美女下手的吸血鬼。 
46 Duriez, Colin. (2004). Tolkien and C.S. Lewis : the gift of friendship.p.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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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早在 1930 年起，路易斯和托爾金便利用授課之餘，開始與幾位

同事定期聚會，每週兩次，名為「吃炭人社」（Coalbiters），意指幾個人圍著炭

火閱讀漫談，不覺地吃進了許多炭火灰燼，又將灰燼比喻為自身，雖然微不足道，

然一旦發揮力量，將如野火般蔓延，威力無窮。而當時牛津大學裡有許多學生社

團，「吉光片羽社」是其中之一，成員聚會時朗讀各自的詩作或小說，然後挑選

較佳的集結成冊。托爾金和路易斯先後應邀成為社團輔導教師，大約兩年後，該

社團無疾而終，於是他們在校外另起讀書會，並延用該名稱。托爾金的曠世巨作

《魔戒》系列，便是在此時期蘊釀滋長 47。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在沒有壓力和輕鬆恬適的景況下，小團體的聚會所併發

出的創意和知識（敘事）的創造，影響了古今中外的人類生活，神話、童話、民

間故事乃至所謂的恐怖故事或奇幻敘事等，持續流傳不斷地被敘說，甚至成了當

今醫學精神分析所倚重的「原型」，是重要的素材（線索）。敘說故事起先是編造

的，但後來卻影響了人類心靈，這也是研究者認為相當值得玩味與探究之處。 

  

                                                        
47 Duriez, Colin. (2004). Tolkien and C.S. Lewis : the gift of friendship.p.81-87. 中譯本參見：褚耐安

（譯）（民 93）。聖經、魔戒與奇幻宗師（原作者：Colin Duriez）。頁 11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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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魔幻、表現與超現實 

  

    奇幻敘事藝術呈現的方式主要為「超現實」與「合理化」的結合，是反寫實

但描寫真實的現實生活，包括抽象概念、看不見卻真實發生的現象等，其包含的

相關風格與表現特質，簡述如下。 

 

壹、魔幻寫實 

 

    魔幻寫實主義（Magic Realism 或 Magical Realism）是一種敘事文學技巧，

在奇幻敘事中，作者經常有意無意地採用。「魔幻寫實」首先由德國藝術評論家

法蘭克•羅（Frank Roh）在 1925 年的著作《後期表現派：魔幻現實主義，當前

歐洲繪畫中的若干問題》一書中所提出。48扼要地說，魔幻寫實的定義為：借助

神奇、具有幻想色彩的事物，如神話故事、古老傳說、鬼怪活動及奇妙的自然現

象，運用象徵、誇張、荒誕及現代派手法（如時序顛倒、多角度敘述及電影蒙太

奇等）來反映歷史、現實以及人的內心世界的一種藝術表現手段。49「魔幻」是

神奇的幻想，「寫實」可說是對實在事物的描寫，兩個詞合起來則有虛構和真實

並存的狀態，可謂一獨特的形式風格。德國藝術評論家法蘭克•羅（Frank Roh）

在詮釋德國後期表現主義的繪畫風格時，以「魔幻寫實」表示一種變動又恆常、

存在出現又消失、真實與魔幻空間並存的意境。50 

 

    魔幻寫實融合了虛構和現實、過去和未來、潛意識和意識，重要的是，作者

藉由魔幻的敘事手法來表現現實，而不是將魔幻當成現實來表現。例如馬奎斯

（Garcia Marquez,1928-2014）的長篇小說《百年孤寂》（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51，敘事內容打破時間與空間，將夢境與現實錯置，透過鬼魂的回憶和

                                                        
48 參見「魔幻寫實主義是什麼？--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http://www.complit.fju.edu.tw/complit/course/020313/magic.html 
49 張子樟（民 98）。說書人的異想世界：細讀經典少年小說。頁 136。 
50 「魔幻寫實」被翻譯介紹到西班牙，之後被委內瑞拉作家烏斯拉爾‧彼特里(Arturo Uslar Pietri)
引進拉美文壇。1920 年代的畫家如依凡•阿爾布萊特（Ivan Albright）、保羅•凱德馬斯（Paul 
Cadmus）、喬治•圖克（George Tooker）等人，會將傳統的寫實主義融入少許的超現實和幻想意

涵在裡面。參見維基百科「魔幻寫實主義」：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5%B9%BB%E7%8F%BE%E5%AF%A6%E4%B8%B
B%E7%BE%A9 
51 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哥倫比亞文學家、記者和社會活動家，世界文學史

http://www.complit.fju.edu.tw/complit/course/020313/magic.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5%B9%BB%E7%8F%BE%E5%AF%A6%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5%B9%BB%E7%8F%BE%E5%AF%A6%E4%B8%BB%E7%BE%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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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重現死去的人及其世界，以至於將現實轉變為神話。 

 

貳、表現主義 

 

    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作為奇幻敘事藝術的呈現，本質上係以「超現實

主義」（surrealism）或「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為手段，結合「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與「符號學」（semiotics）共同編織構設出一部部耐人尋味的作

品。研究者在此區分「表現」和「表達」（perform）一詞的意境不同之處在於，

expressionism 的字根 ex 是「向外」之意，而 press 則是「壓」的意思，也就是把

「事物」向外壓送出去。52「表現主義」較能夠凸顯符號的象徵性，而「寫實主

義」多半忠實地呈現原貌。此外，「象徵主義」較著重於過去的事件以及人類身

外的神秘力量，而不像表現主義較關注現在，甚至激烈地想要改變社會。 

 

    因此，在「表現主義」人士眼中，以「人」為主題一直是他們的興趣焦點，

認為人有行高貴之事的能力，同時也力求發揚自身，他們在人性中追求所認同的

不變真理，而不在神秘的外在力量或現象中追求真理。他們希望先瞭解人的靈魂

或精神，藉此來改造社會，使得人的偉大之處能夠完全地實現。質此，教師作為

知識分子，所展現的教學行為並非純然的「表達」自我或流於「表演」（perform）

形式，實際上更是一種「表現」（express）主義式的蘊涵，意在施力改變社會，

而非僅僅傳承。奇幻敘事藝術與教育工作者的關係，同樣有著濃厚欲改變自己、

改變他人、社會及環境等意圖，透過超現實與「超文性」（hypertextualilté）53技

巧的敘事手法，求得人類心靈境界的提昇與躍進。 

 

    尼采在其著作《悲劇的誕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上最偉大的西班牙語系作家之一，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20 世紀最有影響力

的作家之一，1982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52 參見：批踢踢實業坊
http://www.ptt.cc/man/ntnuch92c/NTNUCH92C/D.995123654.A/D.989585891.A/D.973967033.A/D.9
46624658.A/D.1027503808.A/D.995559220.A/D.982904748.A/D.960259129.A/M.959366012.A.html 
53 引自邵煒（譯）（民 92）。互文性研究（原作者：Samovault, Tiphaine）。天津：天津人民。頁

19。「超文性」一詞為吉拉爾‧熱耐特（Gerard Genette）在其著作《隱跡稿本》中曾給互文性這

樣的定義：「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實地出現。」另外，他認為還有與之不同的另一種關係，

即：「一篇文本從另一篇已然存在的文本中被派生出來的關係，後一種關係更是一種模仿或戲擬」，

關於後者，他稱之為「超文性」。 

http://www.ptt.cc/man/ntnuch92c/NTNUCH92C/D.995123654.A/D.989585891.A/D.973967033.A/D.946624658.A/D.1027503808.A/D.995559220.A/D.982904748.A/D.960259129.A/M.959366012.A.html
http://www.ptt.cc/man/ntnuch92c/NTNUCH92C/D.995123654.A/D.989585891.A/D.973967033.A/D.946624658.A/D.1027503808.A/D.995559220.A/D.982904748.A/D.960259129.A/M.959366012.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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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k）中將古代藝術分為兩類，阿波羅式的藝術是理智、秩序、規則和文雅的

藝術；戴奧尼索斯式的藝術是惡毒、混亂和瘋狂的藝術，來自於人的潛意識。這

兩種藝術形式與代表祂們的神一樣，兩者都是神的兒子，互不相容又無法區分。

尼采認為任何藝術作品都包含這兩種形式。「表現主義」的基本特徵係屬戴奧尼

索斯式的，充滿鮮艷的色彩，扭曲的形式，基於感覺而非理智。54 

 

叁、超現實主義 

 

    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55是從法國開始的藝術潮流，源自於「達達主義」

（Dada 或 Dadaism），於 1920 年至 1930 年間盛行於歐洲文學及藝術界。其理論

背景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精神分析學說和亨利•帕格森

（Henri Bergson, 1859-1941）的直覺主義，強調直覺和下意識，使傳統對藝術的

看法產生重大影響。56「超現實主義」和「達達主義」一樣，主張破壞既成的美

學，所不同的是，達達派一味的破壞，未有收拾殘局的辦法，而超現實畫派有理

想，企圖拿出一套嶄新的辦法來 57。它主要來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因此

在超現實主義宣言中有著濃厚的心理學色彩。 

 

    在「超現實主義」中，暗喻和隱喻都變成了真實，它抹去了人類思維中的邏

輯與常識。在藝術創作上，超現實主義者最愛的比喻也常是作品的靈感來源，即

「做夢」。一如佛洛依德所說，無意識狀態不受我們清醒生活時的邏輯所限制，

以生動的形象與驚人的連續敘事，洩漏了隱藏的慾望與恐懼。在諸多奇幻敘事文

本中，其文字、圖畫或影像構圖內容的呈現，皆不受邏輯規範，不受時間和空間

的束縛，讀來如夢似幻，故事建構在現實的時空中，卻充滿想像空間，建構出虛

                                                        
54 參見維基百科：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A8%E7%8F%BE%E4%B8%BB%E7%BE%A9 
這個詞一般用來描述 19 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反對學術傳統的繪畫和製圖風格。尼采（Nietzsche）
通過對古風藝術的批評在表現主義形成的過程中起了一個疏導和關鍵的作用。 
55 張心龍（民 88）。西洋美術史之旅。台北市：雄師美術。頁 184。 
56 參見維基百科：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7%8F%BE%E5%AF%A6%E4%B8%BB%E7%BE%A9 
1924 年，法國詩人安德列•布列東（André Breton, 1896-1966）發表了《超現實主義宣言》（Manifeste 
Du Surréalisme），並正式組織一個超現實主義藝術團體。起初組織簽名的人多來自「達達主義」

（Dada 或 Dadaism）的文學家，1925 年起，超現實主義在法國發展其藝術潮流，於 1920 年至

1930 年間盛行於歐洲文學及藝術界中。 
57 劉振源（民 87）。超現實畫派。頁 2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A8%E7%8F%BE%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7%8F%BE%E5%AF%A6%E4%B8%BB%E7%BE%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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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的故事藝術。 

 

    超現實主義的技巧，往往被歸類為「自動化創作」（automatic 

writing）；它可以說是隨興之所至而自然流露的，然而它的主要題材則

是取材自夢境或潛意識的經驗。對文學創作來說，較為貼切的是，這

種超現實技巧對現實世界的藐視，目的在造成一種較現實更優越的「夢

幻現實」，有時候畫家刻意破壞事物的實體感，以便呈現「具體的超現

實感」。58 

 

    奇幻敘事藝術唯美而壯觀的筆調，在風格呈現上可說獨具特色。超現實主義

者善用人類記憶的現形標記（一種召喚於腦海的記憶），使敘事中的人、事、物

都變成了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故而，在奇幻敘事文本的詮釋中，看見「暗示」

與「召喚」比其他互文手法更依賴閱讀效果，正如它可能不被讀出一樣，它也可

能被無中生有，或是誤讀。當然，如同神話學大師喬瑟夫•坎伯（Campbell, Joseph）

曾提醒的，勿把象徵視為真實，這是西方長久以來的問題所在，他推崇以東方宗

教為師，轉向內在的覺醒，這才是象徵的真義。 

 

    當我們在詮釋文本時，把握象徵與暗示的過程往往是主觀的，但理解文本並

不是非要揭開暗示不可。「超現實作家矢志要做提供靈感的人，而非接受靈感啟

迪的人。」59和浪漫主義與象徵主義不同的是，超現實主義者的創作活動不是為

了「表達」（perform），而是為了創造出難以言傳的意境，有賴讀者透過自身過

去的閱讀經驗進而達到共鳴，屆時便能產生會心一笑或心有戚戚焉的感受。 

 

    超現實主義從浪漫主義師承了對夢、催眠、瘋狂和妄想，簡言之，也就是對

「潛意識」的關心。「超現實主義者這麼做，目的是要在理性主義和唯物論的巨

大風尚壓力下奠定想像力的重要地位。」60由此可見，超現實主義重視想像力的

程度，意義非凡。此一學派的畫家，如達利（Salvador Dali, 1904-1989）、基里訶

（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和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1898-1967）等人，

                                                        
58 蔡源煌（民 87）。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頁 201。 
59 蔡源煌（民 87）。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頁 203。 
60 蔡源煌（民 87）。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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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畫風意在打破讀者既定思維，回到事物本質，使我們重新思索平常被視為理所

當然的一切。馬格利特更認為只有「觀念想法」才重要，他十分推崇基里訶 61，

因為他是第一個認為「畫什麼」比「怎麼畫」來得重要，也是第一個對我們熟悉

事物的本質提出質疑的藝術家。 

 

    綜合上述，超現實及超文性的文學作品，最主要的任務便是要設法恢復想像

力在文學創作方面的重要性。超現實主義者認同浪漫主義那種人與自然界的和諧

關係，但是他們也同樣嚮往象徵主義的精神。易言之，超現實主義的理念便是師

承「浪漫主義」及「象徵主義」，試圖恢復人對主觀和自我的探尋 62。如同 The Last 

Resort63一書所呈現的主題，主人公試圖找回想像力的過程，展開向內的自我追

尋，喬瑟夫•坎伯曾說：「你就是你一直尋尋覓覓想知道的奧秘」64。繪者最終

透過「畫家」此一人物找到自己的創作靈感，無疑是自身內在的頓悟。 

 

 

  

                                                        
61 基里訶是一位以高度象徵性幻覺藝術著稱的義大利畫家。他常認為自己是個藝術哲人，旨在

發掘主題中居於中心位置的神祕性，他將想像和夢幻的形象，與日常生活事物，或古典傳統融合

在一起，使現實和虛幻揉而為一。基里訶的畫布上，充滿了以誇張的透視法所表現的刻板建築物、

謎一樣的剪影、石膏雕塑及斷裂的手足，給人一種恐怖不安的詭異氣氛。這種象徵性的幻覺藝術，

後來被稱為「形而上繪畫」，並被公認為達達主義及超現實主義等廿世紀繪畫藝術的先驅。 
62 蔡源煌（民 87）。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頁 202。 
63 Innocenti, Roberto (Illustrate) & Lewis, J. Patrick (Text). The Last Resort, Creative Edition, 
(Mankato, MN), 2002. 本書描述一名失去創作靈感的畫家，實際上正是義大利畫家 Innocenti 本人

當時的處境，在那段低潮期間他多達 80 餘幅畫作呈現散亂毫無主題的樣態，出版社跨國找來美

國詩人 Lewis, J. Patrick 操刀組構，依照繪者處境為作品拼湊編織成一個深具內涵的作品。 
64 梁永安（譯）（民 90）。英雄的旅程（原作者：Phil Cousineau）。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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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後設、反諷與想像力 

 

壹、奇幻敘事是對「後設敘事」的質疑 

     

    從後現代主義的立場來看，奇幻中的「敘事」可說是一種不乖的體裁，它流

淌著對抗性強烈的血液，研究者將它界定為具「反科學知識」體質和「後現代精

神」的屬性，本質上是對「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一元論的反抗，故奇幻

敘事可看作是對「後設敘事」的質疑。 

 

    1979 年，後現代主義悍將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在《後

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一書中指出，「後現代」（postmodern）一詞就是對「後設敘事」的質疑 65，該研

究以「敘事危機」（the crisis of narratives）為焦點，探究並質疑「科學知識」如

何使自己合法化的過程。他指出「科學知識」總是與「敘事知識」（narrative 

knowledge）並存，然卻以「後設敘事」為基礎而形成「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66。67因而「敘事知識」的合法性地位同時遭受到挑戰，例如以科學

標準來檢視敘事知識中的文本，則將流於神話與傳說，被貼上不文明或迷信的標

籤。李歐塔指稱「普遍共識」係暫時性的特殊情況，共識並非科學討論的終極目

的，討論的目的也不在追求共識，而是屬於「創造者的謬誤推理」（inventor’s 

paralogy）68。 

 

貳、奇幻敘事是自由的「反諷者」 

 

                                                        
65《後現代狀況》是李歐塔接受魁北克大學諮詢委員會的委託，完成當代文化和知識變化的研究

成果，主要論述高度發展社會中知識性質的轉變。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於 1984 年推出英譯本。參

見 Lyotard, Jean-François(1986).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2nd ed.) .p. xxiii. 
66 「文化霸權」，或稱文化領導權，由義大利政治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所提

出，他認為一個社會階層可以通過操縱社會文化（信仰、解釋、認知、價值觀等），支配或統治

整個多元文化社會。統治階級的世界觀被視為唯一的社會規範，並認為是有利於全體社會的普遍

有效的思想，但實際上只有統治階級受益。參見：維基百科（文化霸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9%9C%B8%E6%AC%8A 
67 Lyotard, Jean-François(1986).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p. 28. 
68 Lyotard, Jean-François(1986).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p. xxv.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9%9C%B8%E6%AC%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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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在 1979 年，美國新實用主義（Neo-pragmatism）69學者理查•羅逖（Richard 

Rorty, 1931~2007）出版了《哲學與自然之鏡》一書，否認有客觀標準的實體存

在，推翻西方傳統哲學追求的確定性，他稱自己的哲學叫做「後哲學文化」

（post-philosophy culture），包括反基礎論（anti-foundationalism）、反本質論

（anti-essentialism）、反再現論（anti-representationalism）等，對觀念界的 being

和現象界的 reality 有一終極客觀實體的存在進行反駁，理由是我們根本找不到一

個「中立的立場」70他以反諷（irony）的概念說明對現有的概念質疑，並認為知

識份子的角色就是要扮演「自由的反諷者」（liberal ironist），因此強調必須具備

想像力和隱喻的應用，故科學不再具有優越地位，文學的重要性反而十分受到重

視。71他主張，先社會化，再求個別化 72，以培養自我創造的能力。 

 

    1998 年，羅逖在《偶然、反諷與團結：一個實用主義者的政治想像》一書

中對「反諷主義者」（ironist）提出三項具體的定義：1.深受其它語彙（人或書本）

所感動，而對自己所使用的語彙產生質疑；2.以自己的語彙所建構的論證無法消

解這些質疑；3.做哲學思考時，不認為自己的語彙能接近實有或接觸任何其他的

力量。73基此，反諷主義者不認為有一個中立的、普遍的超語彙存在，不同語彙

的選擇，只是拿新語彙去對抗舊語彙而已，羅逖認為這種再描述可以擴大人類的

慈悲的機會（chances of being kind），減少侮辱他人並共同體認到我們都可能遭受

侮辱。也就是說，反諷主義者的人類團結感，是建立在想像地認同人類有共同危

險的感受上，而非基於承認原先存在的，共通的人性或共享的力量。  

 

    羅逖進一步宣稱，這類發揮想像力為他人設身處地考量的本事，只有反諷主

義的小說家、詩人或新聞記者善於此道，理論家反而沒有辦法，甚至未曾有任何

貢獻。74他舉納伯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的〈卡思邊的理髮師〉和

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動物農莊〉等小說為例，說明小說家從

                                                        
69 雖然被如此稱，但羅逖本人通常使用pragmatist一詞自稱，他對實用主義的採用僅以杜威為主，

且有選擇性，而非照單全收。《哲學與自然之鏡》一書出版後，也算是正式脫離分析哲學陣營。 
70 或稱「上帝之眼」（God’s eye）或「天鉤」（sky hook）。引自蘇永明，民 92，頁 70。 
71 蘇永明（民 92）。新實用主義的教育哲學，載於邱兆偉（主編），當代教育哲學。頁 64-65。 
72 羅逖以為，教育的中小學階段當培養兒童社會化的能力，大學以上則當求的是個別化發展。 
73 徐文瑞（譯）（民 87）。偶然、反諷與團結：一個實用主義者的政治想像（原作者：Richard Rorty）。
頁 141-142。 
74 徐文瑞（譯）（民 87）。偶然、反諷與團結：一個實用主義者的政治想像。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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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對社會工作有益的事例，在於使我們注意到本身殘酷的根源，進而把對殘酷的

厭惡，與自我和歷史的偶然性意識結合起來。也就是說，這是一種能力，想像地

體認人類的痛苦與人生意義，最終他將自由主義者和反諷主義者做一可能性的結

合。 

 

叁、奇幻敘事是希望的課程藝術 

 

    剛好也是 1979 年，將教育連結到「想像」，最著名的莫過於美國藝術教育學

者、課程理論專家艾斯納（Elliot. W. Eisner, 1933~），他在 1979 年出版的教育名

著《教育的想像：論學校課程的設計與評鑑》（The Educational Imagination: On the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school programs）一書，即是著眼於美國教育的失敗，而

對課程計畫與教育實踐提出「教育的想像」。此外，美國教育哲學家葛琳（Maxine 

Greene, 1917-2014）在《釋放想像：教育、藝術與社會變革論文集》一書中，更

將「釋放想像力」視為她畢生與世界持續創造自我的方式。葛琳主張，想像力可

以幫助人類隨時間演進，區辨且覓尋更多的挑戰、更多意義的探索以及更主動且

熱情地參與人類社群永無止境的追尋。75基此，在奇幻敘事與教育哲學的接軌上，

「想像」（幻想）成為文學與教育最重要的黏著劑和催化劑，「想像」讓這一切變

得可能、讓單調的學術變得有趣、使生活充滿驚喜，不至於陳腔濫調或一成不變。

或許，「想像」可以做為一個起點，一種足具「穿越」時間與空間的 something，

讓我們能夠超越框架的宰制，另覓蹊徑（希望）。 

 

    「教師」始終是個弔詭的角色，理想上被賦予雙重且矛盾的職責，既要主動

授予知識，又要能夠解放學生的思想，在「馴服」與「解放」之間游移，因此教

學真可說是一門藝術。在教學上，奇幻敘事作為一種藝術的姿態，其幻想（想像

力）的特質散發著另類的教學藝術，對此，洪詠善（民 99）指出，教學藝術形

成所需要的陶養有二：（一）游於藝—豐富教師的藝術經驗；（二）穿越縫合—游

於藝術創作/研究/教學之空間。教學是基於「複雜理論」（Complexity）下，既多

樣又統一、既無序又有序的交互作用中，所形成的自主性開放系統，故教學是藝

                                                        
75 Greene, Maxine. (1995). Releasing the Imagination: Essays on Education, the Arts and Social 
Change. 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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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洪詠善認為教師在其中是創作者也是鑑賞者，透過上述二個途徑，將有助於

我們脫離僵化的思維模式，探索更深層的人性力量。76 

 

    就想像力的角度而言，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員洪詠善、范信賢等（民 104）

從美感教育出發，考察美國紐約「林肯中心學苑」（Lincoln Center Institute, LCI）77

和 Maxine Greene Center（MGC）78兩個學術與實務機構，進而對臺灣的美感教

育提出三項省思與建議，包括：美感教育論述應介入與引導、藝術家教師

（teaching artist）概念的引進，以及藝術家/研究者/教師（A/R/T）增能模式的

建立。79林肯中心學苑（LCI）在 1976 至 2012 年期間，曾邀葛琳（Maxine Greene）

擔任長駐哲學家，期間她提出「以想像力為核心的美感教育」理念並加以實踐。

葛琳的教育語言是充滿「希望」的教育語言，而「想像力」則是落實美感教育的

核心概念，它不僅是概念，更是引領實踐的明燈。 

     

    從空間概念來說，上文所述「藝術家/研究者/教師（A/R/T）增能模式的建

立」，創造出一個新的空間概念，即 a/r/tography，繼而產生多元的藝術定義。

在 a/r/tography 的學習空間中，產生了反思的（reflective）、凝視的（gaze）及反

應的（responsive）等功能，其教學是複雜的、流動的、相互增能的，是一種「去

學習」的狀態中，因為在來來回回的過程中，早已分不清楚影響或被影響的是誰？

故以教學來說，其本質上就是一種互動的關係活動，因此 a/r/tographers 便具備了

一種關係美學，也就是說，參與者總是處於「在旅途中」（in-between）的空間

狀態。80以文本的閱讀來說，奇幻敘事作為教育的媒介，在差異（或誤讀）中產

生新的詮釋意義，作者和讀者、教師和學生，在整個教與學的互動過程中，產生

如 a/r/tography 的空間概念，並且超越了傳統師生之間的學習關係。 

                                                        
76 洪詠善（民 99）。教學藝術之意蘊與陶養，載於黃政傑（主編）教學藝術。頁 494-501。 
77 美國紐約林肯中心學苑（Lincoln Center Education, LCE）是附屬於林肯表演藝術中心下的教育

部門，由林肯中心學苑（Lincoln Center Institute, LCI）統籌，其使命是以豐富學生、教師以及終

身學習者的生活為主，長期以來致力於提倡想像力與藝術應是美國教育的核心。 
78 該研究指出，依MGC執行長所述，MGC與LCI共同美感教育的哲學基礎皆來自Maxine 
Greene。 
79 洪詠善、范信賢（民 99）。教育脈動：美感教育視點的國際視野─美國實踐案例之探析，載於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第 2 期。頁 1。 
80 洪詠善、范信賢（民 99）。教育脈動：美感教育視點的國際視野─美國實踐案例之探析，載於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第 2 期。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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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奇幻敘事是跳脫框架的想像力 

 

    教育部曾於 2011 年推動為期 3 年的「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訓計畫」，總計

畫主持人詹志禹（民 103）指出，在台灣，有關想像力和未來思考能力的教育類

書籍仍較缺乏，該計畫從近百本書籍中挑選 12 本，最後再經外審留下代表性三

本具著作，《想像力教育》、《跳脫框架的教與學》和《未來教育：2030 年教師備

忘錄》。
81其中，馮朝霖（民 103）指出，《跳脫框架的教與學》區辨了想像力和

創造力（creativity）的差異，創造力指涉心靈活動的結果與產物，較功利取向，

而該書則明確強調想像力的「玩興精神」（playful spirirt）。關於想像力與即興美

學，他說：即興的奧秘在於無我，也就是無我的美學，超越主客二元分立的共生

智慧。靈性美學的極致是不將任何人或任何生命視為工具，但卻又願意盡心盡力

服務其他生命，甘願成全與成就其他生命的美好。
82該書編者 Kieran Egan 主張，

「想像力並非著重在發展健全之特定的心智功能，而是能振奮所有心智功能的特

別靈活性」。故認為將想像力視為「能力概念」的主張應被淘汰。83 

 

    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象徵或隱喻是想像力最常使用的方法，《跳脫框架

的教與學》一書中論及，Ricoeur 肯定想像力的創作功用—即從另一個角度訴說

事物，或同一時間說許多事情，從而創造意義的能力。他稱其為「語意的創新」

（semantic innovation），其重要性來自於產生隱喻的單位，且主題非字面的層級。84

易言之，想像力轉化並賦予「符號」新意義的力量，讓我們對未來抱持更開放的

可能性。維根斯坦曾說：「字詞彷彿是深潭的表面。」85在教學的應用上，研究

者曾以羅達立（Gianni Rodari）的《幻想的文法》（The Grammar of Fantasy）86一

書作為實驗，採用書中所玩味的教學法進行語文創作教學，基本上我稱之為「拼

                                                        
81 張曉琪（譯）（民 103）。跳脫框架的教與學：啟發課程的想像力。頁 4。 
82 馮朝霖（民 103）。想像力、即興與教育（審定序 1），載於張曉琪（譯）。跳脫框架的教與學：

啟發課程的想像力。頁 13。 
83 馮朝霖（民 103）。想像力、即興與教育（審定序 1），載於張曉琪（譯）。跳脫框架的教與學：

啟發課程的想像力。頁 7。 
84 張曉琪（譯）（民 103）。跳脫框架的教與學：啟發課程的想像力。頁 123。 
85 楊茂秀（譯）（民 97）。幻想的文法（The Grammar of Fantasy）（原作者：Gianni Rodari）。頁

36。 
86 喬安尼•羅達立（Gianni Rodari, 1920-1980），是義大利家喻戶曉的名人，是記者、教育家、

社會主義思想傳播者，是「魔鬼的代言人」及兒童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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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隨想法」或「意識流隨想法」。換句話說，即是很有意識地去思索無意識的想

法，試著做連結並找出關聯，然後不經意地（也可能是有意識的）創造出故事。

重點在於時時刻刻追憶靈感，努力回想當時它如何到來，為何而來，並將它記錄

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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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靈性教育與人類圖像 

 

壹、懸缺的「人—超自然」 

 

    人文社會關懷應用在教育學的幾個思維面向，可從存在主義心理分析大師羅

洛•梅（Rollo May, 1909-1994）說起，他吸收了馬丁‧布伯（Martin Buber, 1878-1965）

的「我—汝」（I-Thou）關係思想，提出人存在於世界的三種方式：「人與他人」、

「人與環境」以及「人與自然」等三維關係，並將這三種關係視為有機聯繫的整

體。他認為個體生命的意義與他人、社會和自然的關係聯繫在一起，構成內外一

致和人格整體的目標，與東方社會注重「關係和諧」和「天人合一」的「整體價

值觀」相一致。 

 

    檢視我國〈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總綱〉87之課程目標，亦指出國民

教育之目的在透過「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三個維度的發展，

以達人性化、生活化、適性化、統整化與現代化等學習領域之教育活動；在全人

教育中，生命教育之內涵則區分有五個向度：「人與自己的教育」、「人與人的教

育」、「人與環境的教育」、「人與自然的教育」以及「人與宇宙的教育」等 88；而

在世界觀與教育中，人即是其各種關係之總成，包含「人與自己的關係」、「人與

他人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和「人與宇宙的關係」等

五個向度。89 

 

    由上述可見，最接近「人—超自然」向度的就是「人與宇宙的教育/關係」，

但在正式課綱中是見不到的，因此本研究將其歸屬於「懸缺課程」（null curriculum）

範疇，結合奇幻敘事，從中耕耘學校迴避不教或不談的議題。在研究過程中，與

超自然領域相關的事物，無可避免地將觸及各種宗教、神祕學和占星學等相關領

域的知識。 

 

                                                        
87 參見國民教育社群網：http://teach.eje.edu.tw/9CC2/9cc_97.php 
88 參見全人教育百寶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72 
89 馮朝霖（民 99）。曖昧．謙卑與參化－新世紀之世界觀教育，載於劉育忠（主編）當代教育論

述的踰越。頁 18。 

http://teach.eje.edu.tw/9CC2/9cc_97.php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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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智學與身心靈教育 

     

    奇幻敘事以獨特的幻想能力和反抗精神的敘事體裁，作為表現的藝術形式，

以遊戲性和無目的性的姿態敘說靈性教育的相關議題，可說為未來教育帶來另一

股連結與穿透的力量。人們對於未知的事物自然會充滿害怕或抗拒，故給予一個

名詞「玄祕」（occult）歸類，將其排除在外。「玄祕」一詞指的是隱晦或晦澀難

解之意，早期在宗教迫害的年代，舉凡違反基督教教義的知識都必須加以包裝隱

藏，以其他面貌呈現，教會便將這些具威脅的事物，那些玄秘或神秘的事物都被

定義為邪惡的、魔鬼崇拜的偏見。在台灣，許多另類學校背後都有其特定的宗教

信仰或教育理念，這些人們一聽就很清楚，然而華德福學校就被戲稱是具有神秘

特質的教育體系，彷彿它們擁有特別的神秘力量。 

 

    當代華德福教育（Waldorf Education）創辦人及「人智學」（Anthroposophy）90

創始人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 1861-1925），曾在一篇演講稿〈人的本

性與教育任務〉91中指出，我們當意識到「這也是一個延續。」……肉體存在是

靈性存在的延續，因而我們必須透過教育承續那些過去我們未參與，而由高層存

在所完成的事。92人類從「靈性層」轉到「物質層」的過程中，靈（spirit）與心

（soul）產生連結，形成了三個屬於人的構元（member），在靈性科學中稱為「靈

體人」（Spirit-Man）、「生命靈」（Life-Spirit）和「靈本我」（Spirit-Self），並以某

種形式存在於超感官領域。然而，「靈」在今日物質主義掛帥的世界中，幾乎全

然被隱蔽，因此以靈性教育觀點而言，教育的任務在於將心靈和生命體一同帶往

和諧的身心靈合一的境地，尤須謹記，人的出生即被賦予機會去從事其在靈性界

無法做的事，故說這（生命）是一種延續。93 

 

 

                                                        
90
人智學（Anthroposophy），由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所創立的哲學派別，是一套靈

性科學，旨在扭轉當前過度物質主義的世界。基於人智學理念在不同領域已有發展，例如華德福

教育、人智學醫學、生機互動農業、優律思美和人智學建築等。 
91 收錄在顏維震翻譯《人學》（The Study of Man）一書中，德文原書名為《作為教學法基礎的一

般人類學》（Allgemeine Menschenkunde als Grundlage der Paedagogik）。 
92 施泰納認為，人是從靈性界的生命形式，穿上肉體與乙太體（Etheric body）而進入到身體的

存在形式。參見顏維震（譯）（民 99）。人學（Study of Man）（原作者：Rudolf Steiner）。頁 4。 
93 顏維震（譯）（民 99）。人學（Study of Man）（原作者：Rudolf Steiner）。頁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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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以「具象」談「抽象」 

 

    研究者以為，奇幻敘事藝術的功用之一，在於「使抽象作用站出來」，道出

現實生活中難以言盡的事物或概念，並以具體的人物、生命形式和故事情節等詳

細地描繪和敘說，將未知、玄幻或神秘之事物，以淺語的藝術表現出來。如施泰

納所言：「如果你們運用太多抽象事物教孩子，就會讓他過度陷於血液產生碳酸

的過程，也就是身體硬化與衰敗的作用。」94故在課程/教學的應用表現上，當求

以通俗的、普羅的、由下而上的基礎出發，尋求對「套裝知識模式」95的超越。

羅逖宣稱文學的重要性在於肯認「隱喻」（metaphor）的功能，隱喻是想像力的

具體表現。他指出三種改變人們信念的方法為，知覺（perception）是經驗主義

基礎的，推理（inference）是理性主義基礎的，它們都緊扣著實體，而唯有第三

種「隱喻」是不精確的，故不是科學的，然而隱喻才能拓展我們的思考空間。96 

 

    就此而言，靈性的思維需要一種想像、一種隱喻的方式來達成。施泰納表示，

如果我們經常感受到所有的教育活動中，都在提供一種未生和超感官活動的延續，

那麼我們就是在為教育賦予必要的神聖性，倘若少了這種神聖性，教育是絕對不

可能的。97（顏維震譯，民 99，頁 27）奇幻敘事多以具象的人事物描寫抽象的

萬事、萬物和萬象，故其在教育的表現上，實已連結了靈性科學那神秘且鮮為人

知的事物，外行者僅以趣味性或消磨時間的態度看待奇幻敘事文本，卻未見它與

教育的關係極為密切。 

 

肆、人類圖像概念緣起 

 

   馮朝霖（民 100）曾指出，當前教育的問題首先當破除「能力本位」

（核心能力）的迷思，認為這是一種假中立的功利主義教育哲學，忽略

                                                        
94 施泰納主張，血液想要變得更加靈性；神經則變得更物質性。他認為血液和血管係引領我們

的實有進入靈性界的作用。參見顏維震（譯）（民 99）。人學（Study of Man）（原作者：Rudolf Steiner）。
頁 23-27。 
95 「套裝知識」一詞，為黃武雄 1999 年為台灣社區大學學術課程定位時所提出的兩個知識之一，

另一個為「經驗知識」。參見：http://www.napcu.org.tw/2012/db163.html 
96 蘇永明（民 92）。新實用主義的教育哲學，載於邱兆偉（主編），當代教育哲學。頁 74。 
97 施泰納在他的另一篇演講稿〈兩套心理系統：認知與意志及其動力學〉中說明，收入在《人

學》（The Study of Man）一書中第二講，頁 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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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西方歷史傳統階層性/衝

突性靜態世界觀圖像。 

（馮朝霖繪製，2011 年） 

神 

人類 

地球/其他生命 

了個體與社會的倫理本質，而後果將導致人性的異化與教育系統的工具

化。故提出應看見「人本」，人所本具的核心動力為何，教育哲學中所

探究的「人類圖像」（human-image）即在處理這個問題。他提出以莫翰

（Edgar Morin）的「複雜科學 /系統理論」（或合稱為複合思維，Complex 

Thought）作為基礎，超越西方傳統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分離甚至對

立的困境，使廣泛科學領域得以趨向融合。 98 

 

    如圖 2-3，馮朝霖（民 100）首先指出西方

歷史傳統的階層性、衝突性靜態世界觀圖像之謬誤，

也就是說，應跨出「化約論思考」（ reduct ionist 

thinking）的迷思與單向決定論的死胡同，方能

避免人自身小宇宙與大宇宙兩端之間的距離越

來越大。如圖 2-4，以佛學所強調的「無分別心」

（non-dividedness）和「同體悲」（symbio-affect），

可謂具有當今「生態智慧」（ecophilia）所強調的倫理意義，亦即大乘佛教所主

張的「心、佛、眾生不二」的非階層性（複合性）動態世界圖像。並且，就連儒

家的「機體主義」世界觀也非階層性或二元性對立典範，如圖 2-5。 

 

       

                                                        
98 馮朝霖、范信賢、白亦方（民 100）。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系統圖像之研究—研究報告。國家

教育研究院委託計劃（編號：NAER-100-12-A-1-02-01-1-02）。頁 6-7。 

 

圖 2-4 大乘佛教主張「心、佛、眾生不

二」的非階層性(複合性)動態世界圖像。 

（馮朝霖繪製，2011 年） 

人類 

(心) 

其他生命 

(眾生) 

佛陀 

 

圖 2-5 儒家「機體主義」世界觀也非階

層性或二元性對立典範。 

（馮朝霖繪製，2011 年） 

人性 

物性 

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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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建立在「個體↹社會↹族類」三

元迴路基礎的人類倫理(Morin, 1999)。 

（馮朝霖繪製，2011 年） 

individual 
個體 

society 
社會 

species 
族類 

 

    依此，馮朝霖闡明了一個既見樹又見林的思維典範，也就是「全像理論」

（Hologram）的複雜思維（系統思維），如此將為人類自古以來追求的完整自我

了解帶來新契機。99如圖 2-6，也就是說，莫翰的「複雜科學」所建立的「個體

↹社會↹族類」三元迴路基礎的人類倫理，可作為未來教育的典範，其意謂著統

整個人自主性、社群參與和人類歸屬感這三者的整體發展。 

  

    莫翰於 1999 年應聯合國科教文組織

（UNESCO）之邀，為推展全球性永續發展

的願景寫了一本書，《未來教育的七項複雜

課程》（Seven Complex Lessons in Education 

for the Future），他強調地球文明已經走到

存亡的關鍵，人類必須認識現代世界之所以

愈來愈困難，是由於我們思維方式的缺失

（化約主義），面對地球認同（Earth identity）

倫理的時代，全球性的思維必須考慮到所有

部分的整體性(Globalization)、關連性（Contextuality）、多向性（Multi- 

dimensionality）和複雜性（Complexity）。馮朝霖（民 100）指出，今後我們必須

同時思考全球進程中的共同性和差異性、互補性和衝突性。我們的世界需要多中

心、多元的思考來孕育世界上的多元文化。當代需要的世界觀教育是去中心化的

世界觀、「一多相即」（Inter-being of unity and diversity）複雜思維的世界觀。 

 

伍、「那神」觀點中的靈性教育 

 

    承上述，研究者欲勾勒的「那神教育學」人類圖像，在概念上即受惠於此立

論基礎，從靈性角度切入，抬升人的本質與實在，並與世界處於一體相關的地位。

關於「那神」（nothing）中的靈性元素，首先可將 Nothing 拆成 No-Thing，取其

「非物」之意，在教育的對象上則採取從「物質體」（Physical Body）轉向「精

                                                        
99 馮朝霖、范信賢、白亦方（民 100）。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系統圖像之研究—研究報告。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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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體」（Spirit）100的觀點，從對人的各種知識填鴨和技術訓練，轉向重視內在心

靈陶養，是整合身心靈的全人教育觀。避免將孩童給物化、把人工具化，這些隨

著資本主義社會演進所帶來的災難，研究者以為「非物」（No-Thing）的「那神」

教育觀，也就是當前人類最需要且值得重視的靈性教育。靈性教育的價值在於，

不僅將人視為崇高的存有，且和宇宙生命一體相關，是連結到更大範疇的靈性生

態學領域。 

 

    馮朝霖（民 104）指出，席勒與歌德等新人文主義時期的世界觀（Worldview）

就以「機體主義」（Organism）為其特徵，視宇宙眾生彼此生死與共、禍福相關，

此一思維典範宇宙觀乃是二十世紀生態學與複雜科學的先驅。生態美學即同時是

靈性美學的論斷，皆可在新人文主義與後來的人智學思潮中得到應證。101而英國

自然科學家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於 1972 年所提出的「蓋婭假說」（Gaia 

Hypothesis），也指出在生命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下，能使地球適合生命持續的生存

與發展。截至目前，甚至在未來，「蓋婭假說」（Gaia Hypothesis）可說是未來

教育不可缺失的重要環節，祂是靈性教育的最終與源頭。 

 

    關於靈性，本研究主要以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的人智學（或靈

性科學）理論為依據，他在闡釋人的靈性本質時，關於身、心、靈他這麼說： 

 

在身體法則方面，心是受自然的必然性所決定，在導向正確思維的法

則方面，心讓自己由思維法則來決定；因為心自在地認可其必然性。

人經由自然臣服於新陳代謝的法則；他自己本身臣服於思維法則。——

人從而使自己從屬於比他透過身體所從屬的還要高等的層次。而這個

層次就是靈性層次。102 

 

    換言之，自然學家研究的是身，心理學家探究的是心，而靈學家探究的則是

                                                        
100 依據施泰納的人智學觀點，將「靈」（spirit）分為靈體人（Spirit-Man）、生命靈（Life-Spirit）
和靈本我（Spirit-self）。有關身、心、靈的九根元，在第二章第九節尚有較完整的說明。 
101 馮朝霖（民 104）。靈性生態學與美感教育，載於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頁 1-26），
第 2 期。 
102 廖玉儀（譯）（民 101）。神智學（原作者：Rudolf Steiner）。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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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Geist）103。「那神」在這裡彷彿又長出了另一個模樣，「0 性」（靈性）教育，

也就是回歸真性，恢復其本來的樣貌。將「0」和「1」比喻做「空」和「滿」，

好比在「應然」與「實然」間擺盪的「〇」與「●」。在「空」中我們看見全貌，

在「滿」中我們反而易遭蒙蔽，過度的填鴨造成心靈損害，產生反效果。 

 

  

                                                        
103 靈（Geist），在新版的《神智學》校註中說明，Geist 是西日耳曼語字，字根 ghesi 原意為不

安或憤怒，後發展成靈、心或性情，以及「超塵世的存在，鬼神」之意。Geist 後來相繼受到拉

丁文 spiritus、希臘文 pneuma 和法文 esprit 的影響。在《神智學》一書中，施泰納的用法是指高

於心的人的本質環節，在宇宙層面亦有此一環節，較接近基督宗教化的意義，因此將 Geist 譯為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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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奇幻的創世起源 

 

有實體外形的一切就像固態的基礎，是天界的「大陸」。所有的生命形

成了天界的「海」。所有的歡樂、痛苦形成了天界的「大氣」。104 

 

                                  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 

 

壹、神話創世說 

 

    大地怎麼形成？人從哪裡來？是「那神教育學」的基層圖像所要探究和嘗試

回答的議題，這是個大問哉，也沒有標準答案。但對於世界起源的描述，約翰•

米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的詩這麼描寫：初有混沌，廣闊無涯的深淵，

殘暴如海，黑暗荒蕪之境。105在神祇出現以前，整個世界置身在永恆黑暗的混沌

中，那是一個萬物融合且模糊不清的世界。希臘神話權威學者伊迪絲•漢彌敦

（Edith Hamilton, 1867-1963）106指出，紀元前八世紀的海希歐德（Hesiod）是萬

物起源說的權威，他認為宇宙一開始的混沌狀態，是無形、是虛空，接下來所發

生的一切則是神奇中的神奇：「混沌」（Chaos）生出了兩個孩子，「黑夜」（Night）

和「死亡」（Erebus）107，整個宇宙僅是黑暗、空洞、寂靜且無邊無際（Hamilton, 

1942/ 1999, p. 65）。西元前四世紀，古希臘喜劇詩人亞里斯多芬尼（Aristophanes, 

480-350 B.C.）108也這麼形容宇宙的初始： 

 

    …Black-winged Night 

    Into the bosom of Erebus dark and deep 

    Laid a wind-born egg, and as the seasons rolled 
                                                        
104 引自施泰納（Rudolf Steiner）於 1906 年 8 月 23 日的演講〈三個世界〉，參見潘定凱（譯）（民

97）。靈性科學入門（原作者：Rudolf Steiner）。頁 37。 
105 十七世紀英國詩人約漢•米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的詩，在當時精確地呈現希臘人對

萬物起源的看法。First there was Chaos, the vast immeasurable abyss, Outrageous as a sea, dark, 
wasteful, wild. 中譯版文字參見宋碧雲（譯）（民 88）。希臘羅馬神話故事。頁 70。 
106 伊迪絲•漢彌敦（Edith Hamilton, 1867-1963）所著 MYTHOLOGY: Timeless Tales of Gods and 
Heroes 一書，自 1942 年出版以來不斷地被翻譯和再版，成為西方希臘神話入門的經典。在台灣

有兩個忠於 Edith Hamilton 的翻譯版：宋碧雲（譯）（民 88），希臘羅馬神話故事（台北：志文）；

余淑慧（譯）（民 104），希臘羅馬神話：永恆的諸神、英雄、愛情與冒險故事（台北：漫遊者）。 
107 希臘神話中，Erebus 指的是陽界和陰界交界的黑暗界，又指死亡的居所，黃泉。 
108 亞里斯多芬尼，或譯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臘喜劇作家，雅典公民，更有「喜劇之父」稱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B8%8C%E8%85%8A%E5%96%9C%E5%89%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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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h sprang Love, the longed-for, shining, with wings of gold.  

 

    黑翅膀的「夜」 

    投入又黑又深的「黃泉」懷抱 

    生下一個無精卵，當歲月流逝 

    他們渴望的金翅兒「愛」破卵而出 

 

    根據上述說法，世界的起源於「黑暗」和「死亡」結合，生出了「愛」。愛

一出世，便創造了「光明」（Light）及其伴侶「白晝」（radiant Day）。隨著愛和

光明的誕生，於是秩序和美逐漸驅散了蒙昧的混亂（Hamilton, 1942/ 1999, p. 

65-66）。109有了愛和光明的出現，神話中第一個有生物外形的大地母親「蓋婭」

（Gaea）誕生了，她獨自生下了天空之父「烏拉諾斯」（Ouranos，拉丁語 Uranus），

二者結合後孕育出「泰坦神族」，從此開啟了希臘神話輝煌的黃金時代。 

 

    這是神話的創世說，最玄奇的是「黑暗」和「死亡」的結合會生出「愛」？

2014 年 11 月，研究者對高一學生講這段創世說時，同樣有人問了這個問題，儘

管是用象徵性的隱喻來闡述，但依舊令人匪夷所思。這是個好問題，於是我讓全

班一起探索，學生的主要疑問是，愛不是應該來自溫暖、有安全感的地方嗎？沒

錯，但神話往往以出人意料，甚至駭人聽聞的方式敘說，直指人類潛藏未說的話

語，那是關於潛意識的，關乎內在心靈的。 

 

    當代神話學大師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 1904-1987）說：「神話主

要的功能是使我們與現在身處的時代與環境發生意義，而非數千年前那些遙遠而

陌生的時代。」110換言之，神話是以隱喻和象徵的方式敘說，其語言是詩歌而非

散文，故而研究者認為，「詩」最大的特色便是帶給人更多「空間」的想像。解

讀神話旨在尋找其中的意義，然而現代人往往失去解讀神話的能力，此亦可視為

是一種想像能力的喪失。 

     

    從「神話反應人類心靈」的角度來理解，研究者認為神話其實非常生活化，

                                                        
109 中譯版參見宋碧雲（譯）（民 88）。希臘羅馬神話故事。頁 70-72。 
110 朱侃如（譯）（民 86）。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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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描述人類處在最黑暗、無序的時刻。例如在諮商輔導關係中，面對陷入憂鬱的

當事人，除了傾聽，諮商員最重要的是幫當事人找到一絲希望，找到一點愛或感

動，一個當下能令他產生動力去做的事，使他的內在「世界」能夠運轉起來，否

則他的內心將如同「黑洞」自我吞食，「世界」也就無從誕生，甚至消逝。黑暗

和死亡帶給人們最大的禮物是什麼？它讓人更加珍惜光明，讓人有機會停下腳步，

重新體悟死亡、探索生命。換言之，越是陷入絕望的人，反而越有機會看見真正

可貴的事物，那是愛、是希望，因為黑暗與絕望已經幫人們去除了許多遮蔽，讓

人有機會遇見最真實的自己。 

 

    德國人智學創辦人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 1861-1925）在《靈性科

學入門》中描述「世界」時曾引用海倫凱勒的話：「多年來，暗與夜圍繞著我，

爾後，教我的人來了，我於是在暗與夜中，找到了希望與和平。」111從黑暗和死

亡生出來的愛，這裡改以希望或感動來替換同樣適當。可以說，創世神話描述人

類心靈（包含情緒、感受）處在每一個最初、起始時的狀態。以研究者的經驗為

例，2014 年 8 月，剛接新班級時我的心境是紛亂和侷促不安的，許多事情處在

混沌未明的狀態，11 月開設「奧德賽：希臘神話與英雄故事」這門課的時候，

我重新意識到自己初次接班級時的感受，內心世界宛如創世之初，就像走在「迷

宮」中，面對陌生的環境和面孔時，充滿了不確定，然而班上只要有一個聲音認

同我、支持我，便彷彿看到一道光，一線希望，然後「世界」開始運轉。 

 

    初次踏入新的環境，我們的心靈就像創世紀，從混沌開始慢慢滾動、或是劇

烈攪動。創世之初是個謎，就像「迷宮」，指涉人類心靈。 

 

貳、宗教創世說 

 

    除了神話創世說，宗教也有創世起源的說法，根據聖經〈創世紀〉的記載，

上帝耶和華用七天創造了世界。第一天，先有光，於是有白晝和夜晚；第二天，

創造了天、雲和風；第三天，創造海洋和陸地；第四天，創造繁星、四季和節令；

第五天，創造天上飛禽和海洋生物；第六天，創造陸地生命以及人類；第七天，

                                                        
111 潘定凱（譯）（民 97）。靈性科學入門（原作者：Rudolf Steiner）。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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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聖日）。112這是我們最普遍常聽的說法。 

 

叁、另類人智學說 

 

    大約四年前，研究者到宜蘭慈心華德福拜訪時，自王智弘老師書架上取閱一

本書《靈性科學入門》（At the Gates of Spiritual Science），翻看瀏覽後果然令人印

象深刻。那是一本以另類觀點詮釋這個世界和人類生命的書，它既不是神話，也

不是佛學或任何宗教，而是一套從「人智學」（Anthroposophy）觀點探看宇宙之

謎和生死之謎的解答，此處研究者僅簡述有關世界起源（或地球起源）的部分稍

作說明。 

 

    施泰納（Rudolf Steiner）說，人類是同時存在於「三個世界」中，分別為：

(1)實物界（physical world），也就是我們熟悉的這個生活世界；(2)星芒界（astral 

world），是靈魂的世界；(3)天界（devachanic world），指的是靈性世界。113他說

這三個世界存在於同一個時空，只是並非所有人都看得到另外兩個世界。施泰納

說所有的生命都經歷輪迴投生，而地球也同樣依循這個定律，截至目前共有四次

輪迴，分別經歷了土星、太陽、月亮以及地球等四個階段 114，也就是地球的四

種不同狀態，人類生活在其上亦隨著一同變化（進化）。115 

 

肆、宗教與科學 

 

    施泰納的世界觀有其認定的科學基礎和無法證實的論點，世界究竟怎麼形成

的，眾說紛紜，這裡凸顯出科學實證和人類內在信念的雙重性，哪一種為真並且

值得相信，研究者認為神話、宗教和科學其實可以一併參照。當代著名作家丹•

布朗（Dan Brown, 1964-）116的小說《天使與魔鬼》（Angels and Demons）同時處

                                                        
112 參見何恭上主編（民 90），舊約新約聖經名畫。台北：藝術圖書。以及戴歡（譯）（民 92），
聖經故事（全譯本）（原作者：威廉•房龍）。香港：三聯書店。兩個版本對創世的描述大致相同，

僅細節略有差異。 
113 潘定凱（譯）（民 97）。靈性科學入門（原作者：Rudolf Steiner）。頁 29。 
114 施泰納所說的土星、太陽、月亮和地球，並不是我們今日所見到的四種行星，而是同一個行

星的四個不同狀態，是同一個行星的變形，在它之上的所有生命也隨它變化。 
115 引自潘定凱（譯）（民 97）。靈性科學入門（原作者：Rudolf Steiner）。頁 120-121。 
116 丹•布朗的小說多以符號學結合宗教、科學和藝術的懸疑小說。以蘭登教授為主角的系列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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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宗教與科學對創世的看法，相當有挑戰性且意義深遠。故事中，宗座認為科

學家以反物質（antimatter）模擬宇宙大爆炸的實驗，可以證明聖經記載「創世之

初要有光」的說法，這麼一來將為宗教和科學之間的巨大鴻溝搭起橋樑；然而總

司庫 117及另一派團體則認為，一旦強子對撞證明世界是起源於大爆炸，那麼也

就間接證明了上帝並不存在，是自然力創造了世界，而非神，如此一來將造成全

球數十億人的信仰恐慌。 

 

    不論上帝是否真實存在，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從護教心切的總司庫，卡羅•

凡特雷斯卡口中可以明顯知道，他說： 

 

科學的承諾並沒有兌現。科學承諾要帶來效率和簡化，結果只製造出

汙染和混亂……你們總聲稱教會無知。但誰比較無知呢？是無法定義

閃電的人，還是不知敬畏閃電威力的人？……我說，利用你們的望遠

鏡看看天空，告訴我怎麼可能沒有上帝！……寧可相信數學的不可能

性，而不願意相信有一個大於我們的力量存在？118 

 

    神是否存在，如何證明上帝創造這個世界，曾有這麼一則說法，就好比要你

證明某個偉大建築是誰蓋的，同樣難解，因為我們不可能再把建築師或承包商找

回來，而事實是建築物已經完成（世界已被創造），並且就在那兒。這個問題的

重點應該是 Believe，如果我們不再相信有一個大於人類的力量存在，那麼將會

拋棄屬於自己的責任感，一種對人、對世界的責任。科技，第一時間總是讓我們

被感動，之後才發覺我們對生命不夠尊重，習慣思考「我」的結果，忽略了尊重

他人、環境以及萬物。我們難以想像，人人都失去責任感的世界會變成什麼模樣。

基本上所有的信仰都在勸諭人類，心懷信仰，人與人彼此間就會產生責任，並且

對更高的真理有責任。科技的進步也應當不背離此道。這同時也是總司庫的想

法。 

 
                                                                                                                                                               
分別為《天使與魔鬼》（2000）、《達文西密碼》（2003）、《失落的符號》（2009）和《地獄》（2013），
前兩部作品已改編電影上映。在臺灣甚至被譽為「全球驚悚小說之王」。  
117 天主教正式名稱：Camerlengo of the Holy Roman Church（羅馬教廷財務總管）。 
118 參見尤傅莉（譯）（民 96）。天使與魔鬼（原作者：Dan Brown）。台北：時報。（原著出版年：

2000）。頁 38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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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神話起源於相信 

 

    信念（believe），不同於知識（knowledge），是難以被驗證的，甚至被看

作是一種「盲目」的行為，對此，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闡述的最精

要，他以田野調查研究推演人類神話性思維的出現，是從六萬多年前「墓葬的出

現」和「對穴熊頭骨的崇拜」開始 119。相信親屬死後到達另一個世界，靈魂需

要安眠安葬；相信熊骨具有神聖力量，可以透過祈禱實現願望。也就是說，這種

神話經驗起源於人類內心的「相信」（Believe），人類最初的神話性信仰即來自「相

信」，信仰的前提來自「我相信」（I believe）才算成立，於是這種 Believe（堅

信不移的意念）遂變成一種 Faith（信服敬慕）。 

 

    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120說：「被人相信的神

話，就很可能成為事實。」這句話在政治上雖然語帶諷刺，但在非關政治領域中，

持平而論卻也中肯地表達了萬事萬物，像由心生然後成為真實的道理，信念也是

如此。這裡顯然存在著盲目和信念的差異，兩者甚至只有一線之隔，或許正如一

些信徒們所相信的，人本身是瑕疵品，本來就不如上帝完美，縱使有許多的神聖

經驗可以被查證，但難以被重複驗證，甚至被有心人士濫用，因此正如總司庫卡

羅所說：「宗教有瑕疵，但只是因為人類有瑕疵。」121如果沒有人類的虔誠篤信

以及對神明的各種想像，那麼神又如何存在？卡羅這段話留給讀者觀眾更多想像

的空間。 

 

陸、遇見「夢想家」 

 

    承上述，盲目與信念，研究者以為兩者沒有必然優劣的差異，從什麼角度去

看才是最重要的。持正向思維來看，有多少人從小相信著、夢想著未來自己可以

成為改變社會、改變世界的人？無論是藝術家、科學家或革命家等，二十世紀初，

                                                        
119 詳情參見 Campbell, Joseph (1990). Trans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 P.8-10.中譯版見李子

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原作者：Joseph Campbell）。頁 13-15。 
120 喬治•歐威爾，以《動物農莊》（Animal Farm）和《1984》（Nineteen Eighty-Four）兩本政治

諷刺小說聞名，為當代著名的小說家。 
121 2009 年原著小說改編的電影《天使與魔鬼》，將這句話用在片尾，並改由大選舉官 Straus 主
教的口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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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直到登陸月球前，都還認為那不過是導演跟小說家們天真浪漫的夢想，那不

可能成真。然而若沒有這些看似盲目的幻想，甚至放棄這個夢想，那麼人類就等

於放棄了可能實現的夢想。 

 

    哲學家埃里奧•迪安那（Elio D’Anna）122在《眾神的學校》一書中，透過

主人公「我」結識了行蹤神祕的「夢想家」，他不是別人，事實上也就是邂逅內

在的「我」。「我」追隨「夢想家」的腳步，追溯中世紀神秘人物魯浦流士（Lupelius）

的足跡，踏足中東尋訪千年手稿，在諸神的國度徜徉流連，探索人類世界最古老

的秘密—「人性的本質」與「未來的真相」。文末「我」說：「所謂的現實，只是

我們的夢想反映，是本質狀態的鏡像。……除了你此刻投射的戰爭以外，這世上

沒有別的戰爭了。這世界的情況完全對應著你的內心狀態。」
123夢想家甚至指出，

在「眾神的學校」中，若願做一個國王，那麼王國就會出現。 

 

「先信後見」是眾王不可逃避的律令，也是創造者的法則…… 

擁有信念、信仰，屬於夢想的藝術，—這是夢想家的特質。 

準備踏入深淵的人必須相信，將有土地在自己的腳下成形， 

甚至連一絲的懷疑都不能有，如此證明他的神智清明。124 

 

夢想，重要的是，它需要承諾，內在的誓言，它是個體意志力的展現，換言

之，即是做到發自內心的「關注」。夢想家說，當你在本質下足了工夫，富庶和

美就會回應你。這就是所謂的「繁榮意識」。125是承諾使夢想成真，帶來機會和

所需的資源。世界是自己誕生的也好，是造物主創造的也罷，或許，正因為人類

對這世界充滿好奇，並且懷有夢想（繁榮的意識），透過「相信」的神話，逐步

地朝向實踐之途。如此一來，夢想家，事實上也就是「實踐家」，是每個身為人

類的「我」。  

                                                        
122 埃里奧•迪安那（Elio D’Anna），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作家，1989 年擔任歐洲經

濟學院（ESE）的校長。本書記述著一個平凡人從人性的沉淪和挫折中「重獲新生」，踏上重返

本質的旅程，尋求失落的完整性，宛如一場新的「出埃及記」。 
123 章澤儀（譯）（民 100）。眾神的學校：這是一本逃離黑暗人性的地圖（原作者：Elio D’Anna）。
頁 368。 
124 章澤儀（譯）（民 100）。眾神的學校：這是一本逃離黑暗人性的地圖。頁 388。 
125 章澤儀（譯）（民 100）。眾神的學校：這是一本逃離黑暗人性的地圖。頁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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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奇幻的人類起源 

     

    造物主啊，難道我曾要求您，用泥土把我塑造成人嗎？ 

    難道我曾懇求您，把我從黑暗中救出來嗎？126 

 

                                           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 

 

壹、普羅米修斯：泰坦神造人 

 

    創世以極其神奇的方式誕生，之後人類又是怎麼出現的，這部分同樣可從神

話和宗教兩個面向來看。在百花齊放的神話著作中，Edith Hamilton 的版本可謂

簡潔又完整。話說宙斯與上一代泰坦巨神戰爭結束後，將創造萬物生命的任務交

付給戰敗的泰坦神伊比米修斯（Epimetheus），但他將所有優點給了其他動物，

人類卻什麼都沒有，十分脆弱，幸好他的弟弟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127接下

創造人類的任務。由於神施予萬物的不能收回（似乎也不能重覆），普羅米修斯

最後想到一個辦法，他為人類帶來了「火」，也就是智慧，這項優勢足以使人類

超越其他物種，同時他為了袒護人類，用計欺騙了宙斯，讓人類得到牲禮最好的

部分，差的才留給神明。128 

 

    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的種種作為惹惱了宙斯，於是他意圖破壞，創造

了第一個女人潘朵拉（Pandora），名字的意思是「禮物」。先覺者普羅米修斯並

未受騙，但後覺者伊比米修斯卻上了當，他娶潘朵拉為妻，而她因為忍不住好奇

打開宙斯贈送的箱子，於是所有的疾病、哀愁和災禍都飛出來了，從此降禍於人

間，只剩下「希望」還留著。至於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則被囚禁在高加索

                                                        
126 1818 年，《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出版時的銘題，引自英國詩

人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的長詩《失樂園》（Paradise Lost），原文：Did I request thee, 
Maker, from my clay. To mould me man? Did I solicit thee. 中譯參見于而彥（譯）（民 101）。科學

怪人（原作者：Mary Shelley）。台北：台灣商務。（原著出版年：1818） 
127 伊比米修斯（Epimetheus），意指後見之明（afterthought），經常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的

弟弟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則為先見之明（forethought），比眾神聰穎，能預見未來及掌握神

諭。普羅米修斯袒護人類，一生都在與宙斯對抗，是智慧、反冤屈、反權勢的象徵代表。 
128 有關世界與人類的起源，參見 Edith Hamilton 所著 MYTHOLOGY: Timeless Tales of Gods and 
Heroes. Ch3 How the World and Mankind were Created. p.6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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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任由禿鷹啄食肝臟，日覆一日。依神話觀點可以這麼說，人類的造物主就是

普羅米修斯，而他的名字也成為日後探究人類起源的代名詞。  

 

貳、耶和華：上帝造人 

 

    從宗教觀點來看人類起源，聖經記載，上帝耶和華依照自己的形象，用地上

塵土塑造了人類，吹入一口靈氣，於是第一個人類誕生了，上帝給他命名為「亞

當」（Adam），並將他帶到伊甸園（the garden of Eden）。伊甸園裡有兩棵樹，生

命之樹和智慧之樹，祂忠告二人絕不可食用智慧之樹的果實，可惜夏娃最後聽信

了誘惑者蛇的讒言，她吃下智慧樹的果實，並且慫恿亞當一起吃，從此降下大禍，

「原罪」即來自於此。耶和華不讓亞當和夏娃吃這棵能明辨善惡的智慧之樹果實，

是因為正義和邪惡將會給人類靈魂帶來不安。人類從此被逐出上帝的花園，被拋

入時間的領域中，生命變成有限的物質體，有所終了，不再是無限的精神體。也

可以說，人類的誕生是因著「智慧」（蘋果）而來，值得思考的是，擁有智慧卻

給靈魂帶來擾動不安，換來生命的有限性。 

 

    「伊甸園」是最初孕育生命的花園，當「智慧」被食用後，花園遂變成「失

樂園」，一塊掌握生與死的秘密花園。人類生存的大地包含了出生的喜悅和死亡

的悲傷，眾生百態在這塊土地上自由揮灑，以有限的物質身在有限的時間裡生成

流變。世界和人類的起源，不論真相是什麼，創世之謎留給人們最大的資產應是

那無限的想像力和詮釋的自由，疑問比答案更有力量，否則不會有如此精彩的創

世傳說。一個好問題永遠比一個標準答案更具吸引力，帶來更多創造的可能。 

 

叁、法蘭根斯坦：人造人 

 

    延續普羅米修斯的造人神話，研究者舉另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文本，是奇幻（及

科幻）文學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科學怪人》，作者為瑪莉•雪萊（Mary Shelley, 

1797-1851），當初她完成這部作品，於 1818 年出版的完整書名是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直譯為《法蘭根斯坦：現代普羅米修斯》129，明白指出

                                                        
129 關於瑪莉•雪萊和詩人雪萊的關係，以及她如何寫出《科學怪人》這部經典名著，詳細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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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怪人」（the monster）的科學家法蘭根斯坦（Frankenstein），就是擁有創造

人類神力的「普羅米修斯」。此外，2012 年電影《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則

從科學（科幻）角度探尋人類起源，將故事場景拉到外太空，找尋創造人類的「上

帝」。 

 

    在這裡，「普羅米修斯」象徵人類的起源之謎，它是人類無邊無際的想像力

的延伸，到最後甚至將自己幻想成上帝，這樣的幻想似乎成了另一種「夢想」，

即「繁榮的意識」，人類集中夢想的意志，不斷地付出承諾、誓言以及行動，最

終使自己成為「造物主」，成為掌握生命的主人。這裡的生命，所指為自己的、

他人的，或萬物生靈？將帶來正向的或是負向的影響？答案都有可能。這些敘事

文本，重要的是提供人們另一種對生命檢視的機會，思量科技與人性、文明與自

然，許多對立面的省思。 

 

肆、施泰納：人是最初的生命體 

 

    談及幻想和想像力，也就是詮釋的自由，靈性科學的觀點怎麼看，亦即「人

智學」如何看人的演化？研究者比較是以奇幻的角度來看施泰納的這段敘述。前

文已說明地球演化的四個時期，而人在第一期「土星」時便已存在，當時只有人

界，沒有其他界（礦物、植物和動物），當時也沒有光，什麼都看不到，只有聲

音。最初人類是以靈性生命體存在，只有具備天眼能力者能夠看得見：人類外形

像個氣狀蛋，其內是個特出的鱗狀結構，像是個漩渦，好像一個蠔殼做成的小梨

子。土星上充滿了這種初期的肉體結構—由靈性中濃縮出來的分泌物。130施泰納

說，人起初就是這麼演化而來的。接著「土星」回到黑暗的「異滅期」（Pralaya）

和「生住期」（Manvantara），類似人類輪迴的「中陰」和「天界」。人類跟著「土

星」進入輪迴投生，然後在第二期「太陽」時期，人以太陽的身分重現，此時有

了礦物界和植物界，人類屬於植物性生物，是頭下腳上的倒立人 131。  

                                                                                                                                                               
本論文第二章第二節之〈貳、渡假：文人騷客起心動念〉一文內容。值得一提的是，瑪莉•雪萊

完成這部小說時，年紀只有 19 歲，嚴格來說還未成年，中國古代以 20 歲弱冠舉行成年禮，西方

許多國家也從法令界定滿 20 歲後才算成人。 
130 潘定凱（譯）（民 97）。靈性科學入門（原作者：Rudolf Steiner）。頁 121。 
131 施泰納說，太陽時期的人就像現代地球時期的植物，現在的植物是以性器官朝向太陽而生長，

因為太陽點燃牠們的生殖力，而根其實是植物的頭；人剛好相反，因為人的頭是朝向著太陽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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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當地球從「太陽期」進入「月亮期」，人此時取得了「星芒體」（astral），

並提升到動物界層次，這時候宇宙生發大事件，原本的「太陽」分出去成為第二

個天體，太陽升級變成恆星，不再直接與人、礦物、植物等三界有關，而是提供

所需的光。這時期的人，他們呼吸火，吸入火以暖身，呼出火以降溫 132。最後

「月亮」再度進入「異滅期」，再次投生後，最初的「地球」開始獨自形成，演

變成今日的地球。133 施泰納以他的靈視能力敘說一個見解十分獨特的生命起源，

不但人有生命，地球及整個宇宙都是生命體。人，人界，是一開始就存在的靈性

體。  

 

    施泰納的人智學所說的生命體（Life-Body），主要分成靈、心、身三個層級，

而每個層級又分成三種元體（根元）。人類是從「靈性層次」轉變為「物質層次」

的，而中間發生的變化依序為靈、心、身逐次演進而來。「靈」（spirit）可分為靈

體人（Spirit-Man）、生命靈（Life-Spirit）和靈本我（Spirit-self）；「心」（Soul）

可分為意識心（Consciousness Soul）、理智心（Intellectual Soul）或智心（Mind Soul）

以及感覺心（Sentient Soul）；「身」（Body）可分為星芒體（Astral Body）或感覺

體（Sentient Body）、乙太體（Etheric Body）和物質體（Physical Body）。共三層

級九元體（九根元），分別以二構元（member）方式兩兩構成。134 

 

    現任慈心華德福校長，多年研讀人智學的王智弘老師曾說明，可以這麼看九

種根元，從低層次到高層次依序為：身身、身心、身靈、心身、心心、心靈、靈

身、靈心、靈靈。施泰納說它們是循著一定的順序相連結，這樣一來，我們就可

以清楚看到孩童進入塵世的路徑，並發現孩童的靈心（Spirit）尚未與生命體

（Life-Body）相連結，所以就靈性觀點來說，教育的任務就是幫助孩童將心靈

帶到與生命體相互和諧的境界。 
                                                                                                                                                               
長的。太陽是個光體，當時人是住在太陽之內的，是太陽的部分肉體，直到太陽跟地球分離後，

另一個太陽在地球之外存在，而「太陽地球」進入下一個輪迴投生，之後人的頭繼續朝著太陽生

長，才有現在頭上腳下的樣貌。 
132 跟今日的人取暖方式不同，現代人是透過血液流動獲得保暖，施泰納舉古時候具有天眼的畫

家為例，他們畫的龍是以呼吸火來取暖，維持生命，因為他們知道古代曾有過月中的生命。 
133 地球在第四次輪迴投生後，大致成形，根據施泰納敘述，這之後地球又遇上火星期、水星期、

木星期和金星期，加上前面土星、太陽、月亮，一共七個時期，也就是現在一週七天各個星期的

由來。地球生成的幾個時期，詳細參見潘定凱（譯）（民 97）。靈性科學入門（原作者：Rudolf Steiner）。
頁 121-128。 
134 顏維震（譯）（民 99）。人學（Study of Man）（原作者：Rudolf Steiner）。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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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眾神的學校 

 

    依上文所述，無論是神創造人、人創造人，甚至是人的靈與這世界從一開始

便同時存在，一路下來似乎可以發現，壞消息是，上帝已死；而好消息是，你並

不需要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事實，這些敘事都沒有定論或標準答案，它都是人

類的想像所塑造出來的真實，神是無所不能的 almighty，人是最初的存在靈，人

可以創造各種可能，包括生命，人跟神的距離似乎僅在想像的一念之間。 

 

    故埃里奧•迪安那（Elio D’Anna）在「眾神的學校」中所提倡的新典範，

即是敢於夢想的意志，無神論的錯不在於不信神，或否認他的存在，而在於不相

信自己。
135
換言之，神就是自己，否定神性，也就等於否定自我。「眾神」即是

「眾人」，因此「眾神的學校」在教育上提倡的就是視人為神的教育再想像，這

個學校認為，真正的教育是讓人「記起」他自身的獨特性、創意和「夢想」136。

如同書中的「夢想家」一再提醒的，勇於夢想，創造出「繁榮的意識」，也就是

在本質上下功夫，逐步實踐夢想。由此可見，從「那神」圖像到「眾神」圖像，

想像力始終是其核心的心靈思維模式。 

  

                                                        
135 章澤儀（譯）（民 100）。眾神的學校：這是一本逃離黑暗人性的地圖。頁 372。 
136 章澤儀（譯）（民 100）。眾神的學校：這是一本逃離黑暗人性的地圖。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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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迷宮探「園」：謎樣的世界 

 

男人和女人，生命和死亡， 

善和惡：對立的問題。137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 

 

    人從哪裡來？人將往何處去？這兩個生命最大的謎題其實就是出生和死亡

的課題，如同喬瑟夫•坎伯所說，一切始於二元對立的開始，以此做為思考的開

端，從文學創作的觀點來看，出生可以用「花園」來借代，死亡則可用「墓園」

來借代，花園和墓園正是生命兩大謎題的隱喻。這個「謎」，佛教有句諺語：「一

念迷，成人；一念覺，成佛。」一字「迷」，暗喻了生命如同「迷宮」，人生彷彿

就是在迷（謎）中探尋生命的意義。找出謎底、走出迷宮，重要的是先走出去，

先行動，也就是出離（detachment）的精神或去執的意志。離家就像是痛苦的拔

根，出離的喜悅，而「回家」也同樣如此，痛苦和喜樂常常在一念之間互相切換，

形影不離。 

 

    本章從《湯姆的午夜花園》和《墓園裡的男孩》兩部小說，以花園和墓園的

象徵隱喻探看生命的樣貌。生命充滿許多對立和矛盾，然而這些對立都有存在的

必要，我們看待生命的方式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惡，而當抱持合一、兼容並蓄

的態度。這樣的合一好比「空」，空無法講，所指（signified）為存在、當下，但

沒有辦法找到合適的能指（signifier），故佛拿一朵花，微笑。這是「覺」的境界，

是佛、是神。而我們呢？是人，故迷。本文所謂的「迷」，並非盲目或迷惘，而

是明知已覺醒、明知該斷念、當去執，卻仍舊選擇跳入的那種「迷」。在二選一

的當口，放棄了走向偉岸光明的「應然」，而孩子氣的選擇成就小我的「實然」，

一種明知不可而為知的傻氣，賭上一把，宛如人性固著的一面，體現平凡人的樣

貌，極其「頻煩」的人，容易自尋煩惱的人。 

 

    首先說明「那神教育學」的三層次人類圖像，起初設定由上層往下層逐一論

                                                        
137 引自朱侃如（譯）（民 86）。坎伯生活美學（原作者：Diane K. Osbon）。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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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分別為〈另度次「元」〉、〈穿越奇「緣」〉、〈迷宮探「園」〉，分屬第三章、第

四章和第五章，後經研究者斟酌及對人類圖像性質的考量後，認為應翻轉過來，

改由下層往上層論述為最適切。就像耶和華在懲罰亞當和夏娃時曾說，生於塵土，

終歸塵土，於是人類從原本無限（不死）的精神體變成有限（會死亡）的物質體，

此後人便是在大地之上開始和結束。扼要地說，最上層屬於精神體，最下層則是

物質體，神性和人性在兩端之間的往返並無先後之分或孰優孰劣的差別。一念迷，

成人；如上，實下（As above, so below）。由下而上，從人開始做起、談起，因

此關於圖像的論述，研究者採定從「基層」出發。 

 

    「基層」是人類圖像三層中的最下層，也是「底層」。此處引用「生命靈數」

（或稱生命密碼）138中的「2 數」概念，其圖像可用太極圖形「 」139來表示，

陰魚和陽魚呈黑白對立的二分圖像。「2 數」是點對點的概念，兩點之間相連的

線條，彼此間互相牽連、依賴且彼此觀照，此外，這條線不一定是直的，波浪也

代表 2 數，因為每個高點都有一個相對等的低點，因此 2 數代表了宇宙間的所有

二元對立：男與女、黑與白、陰與陽、熱與冷等等。140「2 數」著重彼此間的引

力和關係，講究細節，這些特質也是基層圖像取用「 」的構想來源，它標示了

二元對立，然而在黑白中兼容彼此、在對立間相互交融，當中又包藏著「迷宮」

般的圖像，研究者以為這正是人一生所要面對的處境，所要學習的課題。 

 

    基此，本章欲闡述的「基層圖像」共分成六節：第一節，探看奇幻故事中的

花園和墓園意象；第二節，析論故事中的幻影與鬼影；第三節，關於「時間不再」

與「當下永恆」的主題論述；第四節，Nobody 和 Somebody 的論述；第五節，

論述迷宮和太極陰陽圖的想像連結；第六節，闡釋人在「迷宮」中的洞察。最後

為本章的小結，指出墓園和花園兩個世界的界線，「界」意在破（無）之意。依

節次分述如下。  

                                                        
138 生命靈數，源自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約公元前 580-500）的「黃金三角理論」為基礎，

他是現代「數字學」（numerology，又稱靈數學或占數術）的始祖，數字學是一門探索數字精神

內涵的哲學，因為可以透見人的天賦潛力和性格特質，所以也有人譯為「生命密碼」。參見藍寧

仕（Dr. Dimitrios Lenis），民 92，新生命密碼。頁 31-33。 
139 道教的「太極圖」，相傳為宋朝陳摶所創，或稱「無極圖」，形狀應為「〇」。現在普遍所稱的

「太極圖」，完整應稱作「太極陰陽圖」或「太極兩儀圖」，也就是「 」，本文基於行文易讀之

便，主要也以太極圖稱之。 
140 藍寧仕（民 92）。新生命密碼（原作者：Dimitrios Lenis）。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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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湯姆的午夜花園電影劇照。 

第一節  花園（Garden）vs 墓園（Graveyard） 

 

夢深處仍是夢。我每夜都希望消失 

在為我洗盡白日的陰暗的水中， 

但是在我們溶入虛無之前， 

在那些純淨的水下面。 

 

委瑣的驚異在灰色的時刻搏動。 

可能是一面鏡子映出我變了樣的面孔， 

可能是一座有增無已的牢籠般的迷宮。 

可能是一個花園。但始終是夢魘。 

 

波赫士（J. L. Borges），〈夢魘〉141 

 

    本節試從兩部奇幻敘事的分析，進入「那神教育學」的人類圖像，勾勒二元

對立的樣貌，並進一步說明「基層」圖像的詮釋與再想像。 

 

壹、伊甸園 vs 失樂園 

 

    孕育生命的「花園」（伊甸園）和安

撫生命的「墓園」（失樂園），首先，以

花園主題敘事最為經典的，當屬英國作

家菲利帕•皮亞斯（Philippa Pearce, 

1920-2006）在 1958 年出版的《湯姆的

午夜花園》（Tom's Midnight Garden）142；

而以墓園主題敘事最獨具風格的，則是

                                                        
141 擷取自王永年等（譯）（民 91）。波赫士全集Ⅲ（原作者：Jorge Luis Borges）。頁 146。 
142 菲利帕•皮亞斯（Philippa Pearce），1958 年《湯姆的午夜花園》（Tom's Midnight Garden）出版

後，旋即獲得「卡內基文學獎」（Carnegie Medal），曾改拍為電影，迄今已被公認為兒童文學經

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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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墓園裡的男孩。 

在相隔整整一甲子後，由美國故事鬼才作家尼

爾•蓋曼（Neil Gaiman, 1960-）143在 2008 年

出版的小說《墓園裡的男孩》（The Graveyard 

Book）144。這兩部作品分別處理了「夢」和「靈

魂」這兩個最晦澀難解，一不小心就容易寫壞

的題材，然而作家以其敏銳的生命經驗和淬鍊

的文筆，帶領讀者進入生命課題的省思。 

 

    皮亞斯（Philippa Pearce）構築了一個如夢似幻的花園（garden），這個花園

比較像大型的私人公園，裡頭除了溫室、菜園和果園外，還有許多的門和樹籬笆，

分別種植各種樹木，此外也包含河流、草原和森林，面積大小沒有清楚交代。另

一邊，蓋曼（Neil Gaiman）則為墓園（graveyard）勾勒出虛實交錯的魔幻景象，

這不是普通的墓地，而是一座歷史悠久，被列為自然保護區的墓園，裡頭住了一

萬多個鬼魂，包括橫跨三千年的亡靈如中國皇帝和美國總統，並且還住著其他無

法界定的生靈，如「邊界守護者」145和「上帝的獵犬」146，重要的是，這些亡靈

或靈體們共同的任務是，保護並養育小男嬰平安長大。 

 

貳、湯姆的夢幻花園 

 

    湯姆（Tom）和弟弟彼得原本計畫好暑假要在後花園蓋樹屋，卻因為彼得出

麻疹而被迫隔離，於是湯姆被迫到官安阿姨家住幾週，那是一棟由老豪宅改建的

                                                        
143 尼爾•蓋曼（Neil Gaiman, 1960-），當代成人奇幻小說的新生代作家，他怪誕魔幻的創作風格

更為兒童奇幻文學帶來一股新氣象。蓋曼的鬼才創意橫跨許多領域，小說創作屢獲大獎肯定，並

陸續改拍成電影，其代表作《星塵》（Stardust）於 1999 年獲得創神獎（Mythopoeic Fantasy Award），
《美國眾神》（American Gods）於 2002 年獲得星雲獎（Nebula Award）和雨果獎（Hugo Award）
等重量級奇幻文學大獎，2009 年更以《墓園裡的男孩》（The Graveyard Book）一書，拿下兒童

文學界最大獎，紐伯瑞金牌獎（Newbery Medal）。 
144《墓園裡的男孩》（The Graveyard Book）在 2008 年出版後，立刻獲得「紐伯瑞」（Newbery Medal）
金牌獎、「雨果獎」（Hugo Award）和「星雲獎」（Nebula Award）等多項大獎。 
145 狀似蝙蝠吸血鬼的塞拉（Silas），故事中蓋曼並未明確說明他的長相，但有幾個不同的形容詞

或名稱，例如有蝙蝠翅膀、能飛行，白天不出門，他既不生也不死、是遊走在兩界的獨行俠，亦

是榮譽衛隊的一員，負責守衛陰陽世界的邊界，又稱「邊界守護者」，專門守衛事物的邊界。故

事中，他扮演奴巴弟的監護人腳色，是命名者和守護者。  
146 即露佩思古小姐，跟塞拉相似，同樣負責守衛邊界。在故事中，她擔任塞拉的代理人，偶爾

負起照顧巴弟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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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墓園裡的男孩，奴巴弟。 

 
圖 3-3 莫柏納家族維多利亞時代的豪華宅邸，多

年後改建成公寓。湯姆循聲來到 1 樓查看老爺鐘。 

狹窄公寓，早在維多利亞時代便已

存在，原先是莫柏納家族的豪華宅

邸。湯姆因為睡不著，又聽見午夜

時刻 1 樓的老爺鐘竟然敲了 13 響，

他好奇地下樓一探究竟，無意間發

現公寓一樓的後門不是曬衣場和車

庫，竟然別有天地，是一座美麗的

大花園，於是他每天晚上都跑到花

園裡探險，並且邂逅了女孩海蒂（Hatty）。 

 

    就像在夢裡，湯姆的身體沒有重量、草地上不會留下腳印、溜冰時也不會留

下痕跡；就像在夢裡，他對氣溫沒有感覺、冬天不需添加外套；在那裡，他沒有

足夠力氣，無法開啟溫室的門或幫海蒂製作弓；在那裡，四季更迭迅速，時間快

速流動且跳躍不定，每次進入花園，海蒂時而大他十幾歲、時而又回到幼年；在

那裡，湯姆就像隱形人，沒有人可以看得見或聽得到他，除了鵝、小狗、海蒂和

園丁除外；就像在夢裡，他還可以穿牆，甚至被子彈穿過也無所謂。他就像若有

似無的鬼魂般存在著。147 

 

叁、巴弟的魔幻墓園 

 

    相對於花園的浪漫與夢幻，普曼以驚悚

開頭，構築一則奇幻、華麗又溫馨的墓園場

景。小男嬰家中發生命案，爸爸、媽媽和姊

姊都被暗殺了，只剩下 1 歲的小男嬰，因為

沉浸在學步期的自信和滿足中，他搖搖擺擺

地走出屋外，先是被一團迷霧籠罩，然後踏

進了斜坡上古老的墓園，因此幸運的免於殺

害。殺手「傑克」追了上來，企圖滅口，而

                                                        
147 參見 Philippa Pearce. (1992). Tom’s Midnight Garden(first published 1958). P.7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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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三百多個鬼魂開會商議如何是好時，騎灰馬的女士 148說：「亡者應該慈悲。」

眾鬼魂皆聽從，於是收養了男嬰，並為他命名「奴巴弟」（Nobody）。由於獲

得鬼魂的墓園通行術，巴弟能夠使上一些幻術，如消失術、恐懼術、夢遊術和穿

牆術等，他視墓園為家園，對自己的身世全然無所知。他寫得一手漂亮的字，因

為透過抄寫墓碑來認字，他的歷史超強，因為他有許多各個時代的鬼魂朋友。直

到 12 歲後，他開始要求上學，希望能認識外面的世界，沒想到卻換來更多的傷

害。 

 

    上述兩則對比性強烈的奇幻敘事，挑戰人們的想像空間，透過精緻營造的氛

圍，讓我們細膩的去體會時間與空間。其實早在 1840 年時，德國教育家福祿貝

爾（Friedrich Froebel, 1782-1852）開辦世界第一所幼稚園（或稱幼兒園）時就創

造了一個和空間有關，別具意義的字「Kinder-garten」，意旨兒童的花園，暗示孩

童學習所需的空間概念。花園一詞在西方人的觀念中宛如無所不包的公園，可以

有溪流、溫室、園藝和菜圃田，更有許多舒適宜人的走道和空間，甚至包括一座

小森林。重要的是，孩童在花園裡最主要的活動包含蓋樹屋和挖沙坑，這些行為

背後似充滿了儀式意義，後續將有所論述。 

 

  

                                                        
148 灰衣女士：作者蓋曼不欲在故事中樹立任何神或上帝形象的角色，而這位騎灰馬的灰衣女士，

在故事中象徵每個人或亡魂，在時候到了都會遇見的女士，她就像是接引亡靈的死神使者，墓園

裡的鬼魂都對她非常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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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幻影 vs 鬼魂 

 

「夢」時與「醒」時意識的差別會愈來愈小。夢者在夢中也是醒著的。

也就是說，他隨時都完整的控制著他所有的心識活動。……我們必須

明白的了解，在我們每日有意識的生活之外，我們還在另外一個世界

中，過著一種無意識的生命。149 

                                     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 

 

    鬼魂在夢境花園出現？或是在墓園裡出現？又到底「誰」才是真正的鬼魂？

這兩部奇幻敘事將意識（現實）和潛意識（夢境）的界線模糊了，將物質身（活

人）和精神身（靈魂）的定義削弱了，不同時代的作者點出了相同的主題，挑戰

我們對生命和存在的既有認知，到底什麼是鬼，誰才是「鬼」，值得好好玩味。 

 

壹、夢裡的鬼魂 

 

    即便過了大半個暑假，湯姆仍狐疑海蒂是不是一個不尋常的鬼？他想像，海

蒂是不是很久以前住在這棟巴瑟羅米歐老太太的房子裡，在那個花園裡長大，然

後死去。湯姆甚至在花園裡問海蒂：「當鬼的感覺像什麼？」150，但海蒂反駁判

定湯姆才是鬼，因為她親眼看到湯姆穿牆，此外在她的年代沒有人會穿像湯姆那

樣的衣服（睡衣），只穿一隻拖鞋（另一隻湯姆用來擋住後院的門），而且他的手

確實穿過了自己的手腕，她感覺到那是一隻鬼手，並且只有她看得見鬼魂湯姆，

她的哥哥和家人們都看不見 151。兩人起了爭執，結果湯姆的手甚至穿過海蒂的

手腕，事實上是海蒂的手腕穿過湯姆的手 152。湯姆和海蒂爭辯的「鬼魂」，是一

種真實的存在，是夢裡的真實，也是現實的真實，兩人各自從自己的世界看彼此，

沒有誰對誰錯。 

 
                                                        
149 參見潘定凱（譯）（民 97）。超越生死門：高等靈界知識與修證法門（原作者：Rudolf Steiner）。
頁 174、178。 
150 Pearce, Philippa. (1992). Tom’s Midnight Garden(first published 1958). p.135-141. 
151 海蒂（Hatty），也就是湯姆生存年代的巴瑟羅米歐老太太，湯姆寄居在阿姨家的那幢公寓，

就是海蒂後來繼承的房子。海蒂是個孤兒，自幼失去父母，由嬸嬸帶大，自詡為「海蒂公主」，

她視嬸嬸為壞心的後母，還常常被三個哥哥欺負。 
152 Pearce, Philippa. (1992). Tom’s Midnight Garden(first published 1958). p.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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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比鬼魂可怕 

 

    巴弟（Bod）自幼在墓園裡成長，大約 12 歲那年，他為了幫小女巫麗莎的

鬼魂立一塊墓碑 153，某天他離開墓園來到鎮上，卻遇到當年殺害他全家的殺手

傑克組織，好不容易歷劫歸來，又遇上同學茉兒聯合警察來抓他。最後，他才明

白離開墓園是件多麼危險的事。鬼魂麗莎對他說：「死人不會讓你失望，他們已

經活過了，什麼都做過了。我們不會改變。而活人呢？他們總是會讓你失望，不

是嗎？……那個殺掉你家人的人希望你死掉。但是在墓園裡，我們希望你活

著。」154在那些事件過後，巴弟渴望真正和他的「家人」在一起，他希望永遠不

要面對圍籬外的世界，想留在墓園裡做個真正的鬼魂。 

 

    弔詭的是，到底是死人可怕還是活人可怕？誰才是真正的「鬼」？圍籬外的

世界都是壞人嗎？巴弟感到困惑，他認同死人（他的好朋友都是鬼魂），但又不

能輕易死掉，鬼魂們都希望他活著。那麼到底他該去哪裡？塞拉 155告訴他：「但

是像你這樣的人，只有一個地方能完完全全地保護你，而只有在經歷了所有的冒

險，冒險也不再有意義之後，你才能抵達那個地方。」156這裡的「你」代表活人，

比較墓園內外，塞拉同意面對活人確實比較困難。而巴弟所要抵達的「那個地方」，

則是面對危險的態度和勇氣，一旦能夠面對並且克服，那麼那個地方就是他要前

往的所在。 

 

叁、夢是潛意識的心靈活動 

 

    整體而言，湯姆（Tom）在花園遇到的海蒂，對他來說是不真實的存在；陪

巴弟（Bod）在墓園裡成長的鬼魂，對他來說也是不真實的存在體。兩者相對於

                                                        
153 小女巫麗莎•漢絲托，生前被人用火燒死，沒有墓碑也沒有名字，渴望能有一個標示墳墓的

東西。雖然墓園到處都是墓碑，但墓碑不能隨意取用或用偷的，於是巴弟帶著古墓取來的胸針打

算到鎮上換錢，暗中計畫要給小女巫麗莎一個驚喜。 
154 馮瓊儀（譯）（民 98）。墓園裡的男孩（The Graveyard Book）（原作者：Neil Gaiman）。頁

188-189。 
155 塞拉（Silas），他的身分特殊，既不是鬼魂、不是神祇，也不是人類，他的形貌多變，是少

數能夠穿越陰陽兩界的物種，是超越生死兩界的「榮譽衛隊」，或稱「邊界守護者」。塞拉自願

擔任男嬰的監護人，並為他取名「奴巴弟」（Nobody）。 
156 馮瓊儀（譯）（民 98）。墓園裡的男孩（The Graveyard Book）。頁 20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5 
 

自己來說都不是實體，卻又那樣真實，那麼究竟什麼才是「真」？整個暑假，湯

姆認為自己的真實生活是在午夜鐘敲 13 響後，是在有海蒂的花園裡，至於白天

他就像是在做夢，只想好好休息，細細回憶花園的經歷，推測下一次的場景，會

遇到幾歲的海蒂、遇上什麼季節以及花園的景緻會變成什麼模樣。 

 

    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在《精神分析引論》（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中曾說，睡眠就像是一種脫離人世或者回歸娘胎

的生活，雖然它變得很模糊，但是卻很溫暖，而且不受外界的影響。他指出睡眠

與心理有關且被廣泛認可的是：人們之所以睡眠，是他對現實生活失去興趣，不

願再參與現實生活了。157佛洛伊德說，夢是對殘餘心理活動的一種反應方式

（stimuli act upon the psyche），且不會完全停止。當人無法承受現實壓力時，心

理便渴望逃離，湯姆的奇幻經歷便是一個例子。依此推論，藝術家以超現實手法

呈現畫作，文學家以夢境表現奇幻敘事藝術構思，採取這樣的技法和巧思，不無

道理，因為夢更貼近他們的真實心理狀態。  

 

肆、靈界的遊行者（Wanderer） 

 

    精神分析使「意識」那種直線性和透明性的價值失去信用，從而揭露無意識

猶如一隻躲藏在迷宮深處的怪物（或鬼神），並在禁錮的迷宮中窺測夢幻之路。

從人智學觀點來看「夢」，施泰納說，人類生命是在三種狀態中交替運行著，即

醒時、有夢的睡眠和無夢的睡眠。他在專講沉思與實修的著作《超越生死門》一

書中說到，當修行到一定層度時，「夢」時與「醒」時意識的差別會愈來愈小。

夢者在夢中也是醒著的。也就是說，他隨時都完整的控制著他所有的心識活動。

內修的目的就是要修到清明的本性現前，所謂「意識的連續性」，指的就是在夢

中和在醒時皆能夠觀靈界的印象，時時刻刻清楚明白。158在這裡湯姆當然不是實

修者，但我們不要忘了他還是個孩子，處在孩童心靈敏銳的時期，並且在奇幻敘

                                                        
157 南玉祥（譯）（民 102）。圖解：精神分析引論（原作者：Sigmund Freud）。頁 79。I put myself 
to sleep by withdrawing myself from the external world and by holding off its stimuli. 英譯版參見線

上免費資料庫：Translated by G. Stanley Hall . 
http://ebooks.adelaide.edu.au/f/freud/sigmund/general-introduction-to-psychoanalysis/complete.html#c
hapter5。 
158 參見潘定凱（譯）（民 97）。超越生死門：高等靈界知識與修證法門。頁 17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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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富教育性的故事也喜歡使用「夢」作為超越現實生活的逃避手法，直到獲

得某種啟發後再回到現實世界。 

 

    我們必須明白的了解，在我們每日有意識的生活之外，我們還在另外一個世

界中，過著一種無意識的生命。施泰納形容這種在靈界空間遊走的情形，即靈性

科學中所稱「遊行者」（Wanderer）159，在那裡他沒有固定的家，他必須找一個

地方，仔細調查然後安住，建立屬於他的靈性之家，也就是「結廬」，建造一個

小屋（Building a Hut）。湯姆和海蒂在共同的夢中所建立的「靈性之家」就是那

座莫柏納家族的花園，他們甚至在那裏建造樹屋，以此處作為參考依據，就像人

們會以家為中心，再來看一切其它的事情。 

 

    綜上所述，人為何會做夢沒有標準答案，但夢境會受到外界生活刺激，進而

影響內在的心靈活動，產生補償性作用，或成為夢魘，甚至夢遊。就像午夜跑進

花園的湯姆，因為焦慮不安、排斥現狀、對生活感到有壓力，或者因為極度渴望

某些事物，以至於造成了所有事件的發生。故事尾聲，官安阿姨發現湯姆的拖鞋

卡在後院門口時，想起他跟丈夫阿朗有幾次處得不愉快，懷疑因此對湯姆造成影

響，甚至幾度發現湯姆會做惡夢、喃喃自語。因此，就算湯姆晚上會夢遊，她也

不會感到驚訝 160。那麼他的整個奇幻經歷究竟是做夢還是夢遊，似乎仍是個謎。 

 

    換個角度看，夜裡的夢或白日夢，對佛洛伊德而言是妥協式的紓解，對榮格

而言則持肯定的作用，而德國哲學家布洛赫（Ernst Bloch, 1885-1977）亦持高度

的肯定，他認為白日夢本身具有「企圖改善世界」創造同一性之完滿極致狀態的

特徵，「白日夢就是對完美性所做的精緻幻想性實現。」從而達到一個完美的意

義世界，溝通了本真的自我。161 

 

    在現實中，孩子們是不是活在自己夜晚的夢裡，而在白天睡覺；在現實中，

鬼跟人哪一種最該害怕？虛和實、真和假，界線不再清楚。阿朗姨丈認為湯姆說

                                                        
159 潘定凱（譯）（民 97）。超越生死門：高等靈界知識與修證法門。頁 182-183。 
160 Pearce, Philippa. (1992). Tom’s Midnight Garden(first published 1958). p. 207-209. 
161 馮朝霖（民 95）。希望與參化—Freire 教育美學推演與補充之嘗試。載於李錦旭、王慧蘭（主

編），批判教育學—台灣的探索（頁 137-168）。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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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孩和花園根本不存在，是小孩的一派胡言；史嘉蕾的媽媽對於女兒形容的男

孩和墓園奇遇，則視為孩童另一個自我的表現，不需採信。誰才是鬼？是不是那

些不相信有潛意識夢境花園存在的成人？那些不相信人死後有靈魂存在的成人？

現實中有多少人總是想區分活人跟死人，卻又不讓活人好好活下去，那些人似乎

比鬼更令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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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時間不再 & 當下永恆 

 

午夜的鐘特別慷慨， 

給了充裕的時間， 

我比尤利西斯的水手們航行得更遠， 

駛向夢的境界， 

超越人類記憶的彼岸。 

 

我將是眾人，或許誰也不是， 

我將是另一個人而不自知， 

那人瞅著另一個夢——我的不眠。 

含著淡泊的微笑凝目審視。 

 

波赫士（J. L. Borges），〈夢〉162 

 

    好的奇幻敘事要能夠對現實提出質問或反諷，這點很重要，就像超現實主義

藝術家，在破壞之餘更要提出創建，而非一味的破壞 163；好的奇幻敘事亦秉持

這樣的精神，想要進一步提出方法或指出要領，這樣才能使作品更上層樓。以這

兩個故事來說，在打破分明的「界線」之後，作者到底提出了什麼洞察以作為超

越的方法，研究者認為，皮亞斯和蓋曼已經融入了自己的生命態度和人生哲學在

敘說中。也就是他們看待「時間」和「生命」的觀點。 

 

壹、天使之謎 

 

    故事中，湯姆因為老爺鐘和花園的奇遇，開始探問並追尋時間的奧秘，如圖

3-5，他對老爺鐘上拿著書的天使 164感到好奇，費盡心力地想要解開這個謎題。

                                                        
162 擷取自王永年等（譯）（民 91）。波赫士全集Ⅲ（原作者：Jorge Luis Borges）。頁 104。 
163 在論文第二章第三節之〈叁、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中，簡要釐清對達達主義和超現實

主義的差別，以及表現主義、浪漫主義和象徵主義跟奇幻敘事的相關性。 
164 鐘面上半部半圓的拱形地帶，豎立著一個人物，似乎是個男子。他身上伸展著一雙大翅膀，

身體包裹著白色的東西，圓圓的臉是金黃色的，腳也是。他跨在鐘面的兩邊，一隻腳似乎是站在

草地上，另一隻腳卻伸進海裡，湯姆可以看到他的腳邊畫了一些魚和海草。他手中拿著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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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老爺鐘上面的天使圖案。 

在海蒂的協助下，終於揭開老爺鐘內部底下的文

字：「時間不再。」（Time No Longer）165海蒂幫

他找到聖經出處後（啟示錄 10 章 6 節），湯姆仍

對天使為什麼起誓說「時間不再」這個謎題的答

案感到困惑，海蒂不確定的說：「或許是指當最

後的號角響起，世界末日來臨時的現象吧！」166

然而時間是什麼？時間是如何推進的？湯姆以

為「不再」意謂著時間可以被停止，時間是一種

暫時的現象，甚至可能被避開，就像他可以躲在

時間背後，回到過去在花園裡跟海蒂碰面。這跟阿朗姨丈說的《李伯大夢》（Rip 

van Winkle）167又有什麼關聯？關於這些他很想弄清楚。 

 

貳、Tom Long vs Time No Longer 

 

    與其說湯姆對「時間」感到興趣，不如說他是感到惆悵與徬徨。從英文版小

說中可以窺見一些端倪，正如他的名字，湯姆•隆恩「Tom Long」168，他曾為

自己的名字設計了一個專有符號，一隻加長的公貓「long tom-cat」，他覺得這跟

Tom Long 的寫法很像。169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改編的名字似乎透露出湯姆潛意

識裡希望時間更長久，生命能活得更長更久的渴望，「Time Longer」。所以當他

看到老爺鐘裡面的謎底「Time No Longer」字樣時，不免感到震驚，彷彿是在否

定他的名字，否定他的命運。 

   

    最後一次與海蒂見面，湯姆在艾利塔（Ely’s tower）的紀念碑前，大聲喊出

                                                                                                                                                               
翻開來朝著自己。（張麗雪譯，民 91，頁 53-54） 
165 Pearce, Philippa. (1992). p.162；張麗雪（譯）（民 91）。頁 211。根據新譯本 BBE 中譯聖經的

內容則為：there would be no more waiting.（必不再延遲了）。參考：
http://bible.kuanye.net/xbe/1177.htm 
166 張麗雪（譯）（民 91）。湯姆的午夜花園（Tom’s Midnight Garden）。頁 215。 
167 作者為美國文學之父，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湯姆知道這個故事的

梗概是，住在北美洲的李柏，有一天到山上打獵，在一個奇異的地方睡了一覺。他覺得自己好像

只睡了一個晚上，可是等他醒來，回到山下的家時，卻發現已經過了二十年。（張麗雪譯，頁 222） 
168 Pearce, Philippa. (1992). p. 217。張麗雪（譯）（民 91）。頁 280。 
169 張麗雪（譯）（民 91）。湯姆的午夜花園（Tom’s Midnight Garden）。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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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永恆交換時間」（Exchanged Time for Eternity）170，他渴望留在這個屬於花

園的永恆裡，an endless Time—an Eternity—in the garden，希望當下成為永恆，但

他無能為力。阿朗姨丈曾經無意間說的話，「把鐘放回去」（to put the clock back）171，

意思是說重新回到過去，這當然沒有人做得到，因為時間是不可能回頭的。然而

房東巴瑟羅米歐老太太（也就是海蒂）卻一輩子都在做這件事，她極力的保護好

這座「老爺鐘」，守護這幢如今改建為公寓的老豪宅，儘管偌大的花園因土地變

更、易主，早已不復存在，但房子的某些結構不變，尤其是「老爺鐘」172，她要

守護它及這裡的記憶，她的童年憶往。似乎，人們總是害怕失去什麼，然而「時

間不再」，時間令所有東西不斷逝去。 

  

叁、聖界就是現在與這裡 

 

    湯姆渴望的花園，重要的是有海蒂存在的花園，巧合的是，當然這種巧合只

有在「中譯版」才行得通。在這裡，我打算「使用文本」（using a text）來進行

合理的「過度詮釋」（overinterpretation）173，那是義大利文學家安伯托•艾可

（Umberto Eco, 1932-）所說，他強調「詮釋文本」（interpreting a text）和「使用

文本」（using a text）的差別，前者需考察作者及其時代脈絡，後者則是純粹滿

足個人娛樂目的或找尋靈感、戲仿，以產出創作性的詮釋。基於「使用文本」的

原則，我認為困擾湯姆的那個老爺鐘上，一腳踏在海上一腳踏在地上的天使 174，

海和地正如「海蒂」的名字，她就是那名天使的化身，那也是上帝創造世界時，

                                                        
170 湯姆和海蒂溜冰到艾利（Ely）遊玩，湯姆停在一面紀念碑前，那是紀念城裡紳士羅賓森先生，

他在 1812 年 10 月 15 日，將自己的生命時間與永恆交換，享年 72 歲。湯姆想到自己跟羅賓森先

生很像，他正打算把自己的時間—那個會逐漸推向星期六的時間，與這個無止境的時間交換—這

個屬於花園的永恆。參見 Pearce , 1992, p.193；中譯版，張麗雪譯，民 91，頁 250。 
171 阿朗姨丈告訴湯姆，那只是一種說法，把「鐘放回去」的意思是重新回到過去，這當然沒有

人做得到，因為時間是不可能回頭的。參見 Pearce , 1992, p. 56，張麗雪譯，民 91，頁 80。 
172 湯姆曾想找巴瑟羅米歐老太太詢問，並想像她會告訴他，從前有個女孩海蒂，她非常喜愛這

座花園，在她死後，她跟這座花園把這幢房子困住了，包括這座老爺鐘，也許這就是為什麼秀逗

的老爺鐘每晚午夜會敲 13 響，接著後門通往一座大花園。 
173 過度詮釋（overinterpretation），引自義大利文學家、符號學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 
1932-）在《詮釋與過度詮釋》中所闡釋。參見王宇根（譯）（民 86），詮釋與過度詮釋（原作者：

Umberto Eco），頁 83。英文版：Umberto Eco. (1990). 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World, 
History, Texts.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74 根據書中描述的天使，應是一個被稱之為「艾賽尼派」（Essenes）的古代西方宗教教派。1947
年在死海洞穴中發現的《死海古卷》可能就是艾賽尼派留下來的遺跡。艾賽尼派的《啟示錄》，

又被稱為「艾賽尼派福音書中的啟示錄殘篇」，文獻中描述有一本書，加上了七道封印，有七位

拿著號角的天使一一吹響號角，而第七位天使正是湯姆在老爺鐘上面所看到的圖象。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1 
 

將海、陸分開來的「第三天」，上帝在第四天創造星辰，使四季運行，於是有了

明確的時間流動。於是可以合理推論，這位天使所代表的意義，像是在警告生命

萬物，時間要開始了，所有的生命將開始有消有長，在祂象徵的第三天之前，時

間是無限的，生命是永恆的。老爺中上的天使，以及海蒂的出現，促成了湯姆對

時間的焦慮與惆悵。 

 

    從象徵隱喻的角度來看，花園是領悟的神聖場域，午夜讓人蛻去物質身，進

入靈性世界，宛如經歷一場「變形」（metamorphoses）、一場「儀式」（ritual），

在裡面他彷彿死於時間，回到世界子宮，渴求另一次的誕生。坎伯說，聖界就是

現在與這裡，神話與儀式的功能是讓你經歷現在即時的經歷，而非許久以前遠地

他方的經驗。175湯姆的奇幻經歷，最終所欲傳達的，不是到達聖域以求得更高的

能量或對生命的超越，而是肯認死亡，認同時間的有限性、認同生命的有限，因

為過去已發生的我們無法改變，未來又是難以掌握，因此只有把握當下才是最真，

最值得投入。 

  

                                                        
175 李子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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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佛比沙墓室裡的亡

靈，殺手（Sleer）。 

第四節  Nobody vs Somebody 

 

你怯懦地祈助的 

別人的著作救不了你； 

你不是別人，此刻你正身處 

自己的腳步編織起的迷宮的中心之地。 

耶穌或者蘇格拉底 

所經歷的磨難救不了你， 

就連日暮時分在花園裡圓寂的 

佛法無邊的悉達多也於你無益。 

你手寫的文字、口出的言辭 

都像塵埃一般分文不值。 

命運之神沒有憐憫之心， 

上帝的長夜沒有盡期。 

你的肉體只是時光、不停流逝的時光。 

你不過是一個孤獨的瞬息。 

 

波赫士（J. L. Borges），〈你不是別人〉176 

 

    巴弟對自己的存在感到困惑，一歲就因滅門慘案成

了孤兒，在墓園長大的他，既渴望有活人當他朋友，又

渴望能永遠與墓園的鬼魂好友們在一起。監護人塞拉給

他命名為「奴巴弟」（Nobody），彷彿為這個小生命畫

下註解，表面上合乎這個孤兒的身分，一個沒有歸屬、

無依無靠、甚至沒有主體的 Nothing。就連佛比沙墓室

裡的亡靈也建議男孩去尋找自己的名字 177。直到最後，

                                                        
176 引自〈你不是別人〉，王永年等（譯）（民 91），《波赫士全集Ⅲ》。頁 216。 
177 佛比沙墓室，墓園裡一處神秘的地下墓室，那裡住著名叫「殺手」的亡靈，如圖 3-6，是個

三頭蛇的人首蛇身怪物。「殺手」渴望有主人可以守衛，並且一直在等待主人，巴弟曾來向這個

古老亡靈請益，希望找出殺害他家人的兇手，「殺手」向巴弟召喚當他的主人，但巴弟拒絕了，

殺手說：「那麼就去尋找你的名字吧！」（馮瓊儀譯，民 98，頁 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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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弟在逃避「傑克組織」的追殺時，引誘傑克來到佛比沙墓室，他對著傑克說：

「我叫巴弟（Bod），不是什麼小子（boy）。」亡靈也加入了對話，傑克對著

黑暗說：「我是你的主人，你要服從我的命令。」亡靈聽見了，終於等到了他的

「主人」到來，他將傑克永遠地纏繞，保護他直到時間的盡頭。178 

 

壹、肯定自我：名字是最短的咒語 

 

奴巴弟（Nobody）這個名字的由來，其實互文於神話奧德賽（Odyssey）的

故事，奧德賽告訴獨眼巨人他叫「沒有人」（Nobody），在巨人眼睛被刺瞎後，

其他巨人問他被誰傷害時，他回答：「沒有人。」巨人們束手無策，於是奧德賽

得以順利脫逃。「沒有人」（Nobody）意味著「很有人」（Somebody），不僅是

有，而且還是個「大人物」。這類型的故事暗示著，人都是從沒沒無聞的 Nobody

朝向自我實現的 Somebody。 

 

    關於名字，著名的日本小說《陰陽師》中，主角安倍晴明 179說：「名字是最

短的咒語。」巴弟透過喊出的名字，定義了自己與世界的關係，他順利脫困後，

從此彷彿獲得新生，從「Nobody」到「Body」，從無到有，巴弟冥冥之中自我

定義，為自己取得了「實體」。塞拉曾鄭重地告訴巴弟，他的鬼魂好友們都死了，

而且他們大部分都是塵緣已了，但你卻不是。他對巴弟說：「你還活著，巴弟，

這代表你還有無窮的潛力。你什麼都辦得到，什麼都可以創造、什麼夢都可以作。

如果你想改變世界，世界就會改變，那就是潛力。一旦你死了，潛力也就消失了、

結束了。」180 

 

巴弟對於自己的身分和生命感到困惑，殺洛嬤嬤 181說：「你永遠都是你，

這一點不會改變；而你永遠都會改變，這一點你也無能為力。」182天下無不善的

                                                        
178 馮瓊儀（譯）（民 98）。墓園裡的男孩（The Graveyard Book）。頁 276。 
179 安倍晴明（約西元 921-1005），日本平安時代，受到平安貴族們信賴的大陰陽師。他精通當

時以科技和咒術為主的「天文道」和以占卜為主的「陰陽道」，對兩者相關技術皆有卓越成就。 
180 馮瓊儀譯，民 98，頁 168-169。 
181 殺洛嬤嬤的姓氏 Slaughter，意思是「殺戮」，但她飽受風霜的墓碑上字跡已經模糊，只剩下

LAUGH，也就是「笑」的意思。小男嬰來到墓園的那一晚，她是第一個說不能讓這個小傢伙離

開的鬼魂，她不能讓小男嬰出去被殺。 
182 馮瓊儀譯，民 98，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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筵席，後來巴弟漸漸看不到鬼魂了，他大約 15 歲時，感覺到告別的時刻已經來

臨，巴弟逐一向大家告辭，他跟塞拉說：「我想體驗人生，我想把人生捧在手心。

我想在荒島的沙上留下足跡，我想和別人玩足球，我想……我想擁有一切。」他

告訴養父養母歐文斯夫婦說：「去看看這個世界，去惹惹麻煩，再把麻煩解決。

我要去探訪叢林、火山、沙漠、和島嶼，還有人。我要遇見一大堆的人。」183把

握生命當下，勇敢去闖，活出生命的意義，不管結果如何，這就是存在的表現。 

 

貳、肯定時間與生命：活出當下自我 

 

    湯姆渴望的永恆，不是時間意義上的永生不死，而是當下的永恆，停駐在美

好綺夢般花園時空中的永恆；巴弟想要成為的不是生命意義上的活人身體，而是

靈魂實體，或者說是另一種更真實的「存在」。然而，湯姆和海蒂在花園裡刻有

名字的那棵「狡猾樹」（樅樹）被雷擊劈倒了，象徵美好伊甸園的結束，從此脫

離「子宮」，出生，接受成為人的考驗，生命的有限性暗示人應好好把握時間；

巴弟事實上在他很小的時候就省略全名「奴巴弟」（Nobody），而喜歡自稱「巴

弟」（Bod），他從 1 歲學步期就爬出搖籃，活出自己，他一直活得很真實。這

兩部奇幻敘事讓我們看見，作者除了用心於故事的編織外，更計較「命名」（naming）

的使用，名字宛如故事的靈魂，定義整個文本核心要旨，並傳達出作者的生命觀

和價值觀：把握當下，好好活著。 

 

    綜合第三節和第四節的論述，研究者以為，作家透過湯姆和奴巴弟的故事，

分別闡釋了對時間和生命的觀點，如同「時間不再」的標語，意指生命當把握此

時與當下。一如喬瑟夫•坎伯所說，指向未來的欲望和指向過去的恐懼（恐懼奪

走你現有一切的過去），涵蓋了時間性，兩者產生了我執的表現，應當克服。這

三種威脅也是佛陀曾遭遇過的。184從神話觀點來看，它也是但丁進入地獄時首先

遇到的三個象徵性動物，依序為：猛豹、獅子和母狼，分別代表欲望、我執/傲

慢、恐懼。185佛陀曾克服魔羅（Mara）的誘惑和提婆達多（Devadatta）的忌妒。

                                                        
183 馮瓊儀譯，民 98，頁 296-297。 
184 李子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原作者：Joseph Campbell）。頁 309。 
185 本段敘述同時參照但丁的《神曲：地獄篇》和坎伯的《神話的智慧》，兩者在動物出現的順序

上有出入，但不影響象徵意義。參見黃國彬（譯）（2003）。神曲 1：地獄篇（原作者：Dante Alighi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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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及牠們）是象徵性的角色，是未來、過去和我執。這些在在都闡釋了超越

時間性，活在當下的啟示。總結來說，本節所描述，湯姆的花園，是在夢與現實

中徬徨，在潛意識與意識中追尋；巴弟的墓園，是在靈魂與肉身之間猶疑、交錯，

在精神體與物質體間穿梭並抉擇。界線模糊的意義在於達到另一種當下的融合。 

  

                                                                                                                                                               
頁 97-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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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太極 & 迷宮 

 

更進一步說，我們甚至毋須單獨冒險，因為歷史上的英雄已經為我們

開路了。這條迷宮的路徑已經完全為人熟知。我們只要跟隨英雄的路

線，在我們認為發現憎惡事物之處，我們便發現了神。當我們想要殺

別人的時候，我們應該殺掉自己。當我們想要外出旅行的時候，我們

會來到自己存在的中心。而當我們覺得自己一個人時，我們便與世界

一體。186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 

 

    從混沌到創世，從伊甸園到失樂園，繼而從花園到墓園，「那神」的「基層」

圖像，如本章開頭所述，是「2 數」的概念，包含兩種極端：意識的存在（現實）

和潛意識的存在（夢）；活著的存在和死亡的存在；其中也包含了遊走在兩界之

間如塞拉（邊界守護者）一族的存在，以及超越兩界的神的存在。總之，這些都

是大千世界中的一份子，一種生命形式的存在體。重要的是，兩界（或多界）之

間的交融，互相關聯、互為肯認，是虛和實之間的共存，無和有的「合一」。 

 

壹、陰陽：寰宇眾生 

 

    進一步地詮釋基層圖像，以大陰陽師安倍晴明為例，他曾詮釋太極圖和宇宙

萬物的關係，某天他向博雅 187說明太極圖時，引用漢代《淮南子》188一書中的

〈天文訓〉189，他說天地形成前，一片渾沌空洞，稱之為太始，太始生成宇宙，

宇宙生出氣。清陽之氣向上成為天；重濁之氣向下成為地；天之陽氣與地之陰氣，

其上升與下降的氣流則生出萬物。這裡的萬物之初，跟前文談及施泰納所描述的

地球的「土星」時期極為相似，人類是由靈性中濃縮出來的分泌物，外形像氣狀

                                                        
186 朱侃如（譯）（民 94）。神話。頁 212。 
187 源博雅，是日本平安時代的貴族及雅樂家，有「雅樂之神」稱號。他放棄皇室身分降入臣籍，

被賜姓「源」，為醍醐源氏始祖之一。  
188 《淮南子》又名《鴻烈》、《淮南鴻烈》或《淮南內篇》，作者為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幕下的門

客共同完成，成書於西元前 139 年以前，「鴻烈」意思是大而明亮。《淮南子》內容廣博，對政治、

哲理、天文、地理、自然、養生、軍事都有所論述。 
189 〈天文訓〉，全篇以天文為中心，同時介紹了曆法、氣象、音樂等方面的知識，是中國天文學

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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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從太極陰陽圖推演而來的五角星。 

 

圖 3-7 描繪太極圖的初稿步驟。 

 

圖 3-8 太極陰陽圖形成中已包含四時。 

蛋，裡面是漩渦般的鱗狀結構，那時候人沒有肉體，而是靈性的生命體。換言之，

太極圖上的陰魚和陽魚，代表的就是陰陽道的精義，上升的地氣與下降的天氣。

安倍晴明說，陰陽師必須通曉天地之理，也就是陰與陽，以及金木水火土等五行。

五行是萬物之源，其形容有助於造化。190 

 

    如圖 3-7，從太極圖形的原始構圖來看，外圈的

大圓代表一，也就是太極，內側的兩個圓（黑魚和

白魚的頭部圓形部分）則代表陰陽兩極，由此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從這張初稿圖中可以看出。

接著，再畫一條通過太極中心點的垂直線，畫面被

分隔了四區塊，四個象限，也就是四時，代表循環

不息的季節，於是有了時間，如圖 3-8。巧合的是，前面曾提及創世的「第四天」，

那是時間被創造出來的時刻。透過圓規和方尺，安倍晴明繼續從太極圖中推演，

畫出兩條弧線，分別與兩極的兩個圓的

上下相切，二條弧線與太極（外圈）的

交點，加上垂直線與太極的交點，將太

極正確均分成五等分，於是畫出了五芒

星圖形，如圖 3-9，象徵帶有萬物形體

的五種性格的氣，金木水火土，分別相

生、相剋 191。 

 

                                                        
190 柯明鈺（譯）（民 95）。陰陽師 6（小說原作：夢枕獏；漫畫：岡野玲子）。頁 17-19。 
191 柯明鈺（譯）（民 95）。陰陽師 6。頁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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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共濟會的標誌。 

 

    安倍晴明用圓規和方尺描繪出的宇宙圖像，與共

濟會 192採用圓規和方矩來對應天圓地方的符號概念一

致。如圖 3-10，圓規呈正三角形，代表道德，方矩呈

倒三角形，代表真理，並且分別象徵男性和女性符號，

兩者結合後代表陰陽調和。中間的字母「G」則有許多

意涵，如：Geometry，幾何學，代表偉大的造物主；

Gnosticism，諾斯替教派，源自希臘文的 Gnosis，有靈

知、真知或智慧之意；God，或 Great、Grand，象徵著寰宇之中有「神」在。 

 

    符號學教授蘭登（Robert Landon）193曾在解說「五瓣玫瑰」時說：「玫瑰聯

繫著代表金星維納斯的五角星，以及指引方向的羅盤玫瑰。順帶一提，玫瑰這個

字眼在英文、法文、德文，和其他很多語文裡面，都是拼作 rose。」194玫瑰也是

希臘神話中愛神邱比特的名字 Eros195，rose 就是他的變位字。玫瑰是女性的象徵

符號，五瓣盛開的花朵代表女性生殖器，隱喻著人類因為花朵盛開而進入這個世

界。故而五角星象徵女神的力量，且女性符號「♀」代表的是金星（Venus），也

是維納斯（Venus），Venus 本意與性交（Venereal）有關聯，第一個字母 V 象徵

聖杯和子宮。依次推演，五芒星「☆」象徵生命的孕育和誕生，皆來自象徵陰性

力量的女性（或大地母親）。生命靈數 5 同樣以☆為代表符號，它展現了人體的

基本形狀，因此在靈數中，5 數是相當富含人性蘊意的。  

 

    從太極陰陽圖衍伸而來，宇宙的創世、萬物的生成、人的誕生，加上「玫瑰

十字」196的指引，從人做起，向上通往神之境，是「那神圖像」中「基層」所欲

傳達的基礎圖像。 

 

                                                        
192 共濟會（Freemasonry），或稱石匠公會、美生會（Mason）。1717 年成立英格蘭第一個總會所，

至今已遍布全球。共濟會是一種類似宗教的兄弟會，基本宗旨為倡導博愛、自由、慈善，追求提

升個人精神內在美德以促進人類社會完善。共濟會的理論繼承了諾斯提教派的神祕主義宗教思想，

也包含了 13 世紀左右興起的猶太密教卡巴拉和中世紀煉金術等諸多元素。 
193 丹•布朗的小說《天使與魔鬼》中的男主角，哈佛大學符號學教授羅柏•蘭登，共有四部。 
194 參見尤傳莉（譯）（民 93）。達文西密碼（原作者：Dan Brown）。台北：時報。頁 290-291。 
195 邱比特，羅馬名 Cupid，希臘名為愛洛斯（Eros），即性愛之神。 
196 玫瑰十字，意指「真正的自知」。施泰納於《靈性科學入門》一書中曾提及，靈性生命的三種

內修途徑之一，為「基督式—玫瑰十字教派」（Christian-Rosicru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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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幸運草中庭 

 

    太極圖以「黑魚」和「白魚」明白劃分了陰陽二元對立的各種性質，更蘊藏

了諸多奧義，實非三言兩語能夠道盡，反映在人間世道，宛如玄秘的迷宮圖。本

文以「花園」和「墓園」來替換太極圖，隱喻人類俗世生活的樣貌，並以此作為

「那神」人類圖像的基層圖像思維。如同第一節所言，出生是個謎，死亡也是個

謎，人類被驅逐出「子宮」，從這座象徵保護的「迷宮」進入另一個更廣更大，

充滿許多未確定的人生迷宮，直到旅途末了，再回到「宮內」（墓室）。花園和墓

園如實地展現出人生的迷宮圖像。 

 

    2014 年 6 月，研究者曾到宜蘭慈心參訪，根據當地教師們的說法，剛到慈

心服務的人常常半年過後仍就認不清楚這棟複雜的建築結構，常常在裡頭搞錯方

向，他們形容這裡就像是「霍格華茲」197，像一座迷宮，就連保全系統的設定也

十分魔幻，有自己的脾性。從新大樓二樓往樓下廣場草坪觀看，可以看到有塊修

剪得相當整齊的草皮，顯露出些微軌跡，特別的是這些軌跡似乎循著螺旋圖案排

列。經了解，這塊草坪叫「幸運草中庭」，是幾年前志工家長們植草皮時規劃的，

但沒有任何設計上的考量，這個小中庭常常是一年級小孩遊玩的戶外空間。 

 

    從符號的想像與再詮釋來看，草坪呈螺旋形「 」，周圍環繞著新、舊建築

物，只有最小的孩子可以在這裡面活動，研究者推論，它的象徵符號就是「子宮」，

是孕育生命的「空間」；並且這個螺旋形的排列有點像放射狀，類似「曼陀羅」

（Mandala）198，象徵人類心靈圓滿的殿堂，「壇城」。此外，一年級教室除了圍

繞這塊螺旋小廣場外，教室內空間格局更以「五角形」規劃。這種種訊息不謀而

合的連結了「靈數」與華德福教育理念，出生成為人、重視人性及自由的教育，

正是「5 數」的內涵。而如同它的稱號「幸運草中庭」，全國排隊擠著要進來這

裡就學，到這裡來「降生」的靈性生命，果然需要點運氣！ 

 
                                                        
197 小說《哈利波特》中，小巫師們自 12 歲開始必須到「霍格華茲魔法與巫術學校」（Hogwarts 
School of Witchcraft and Wizardry）接受技藝訓練與學習。 
198 曼陀羅象徵緣起緣滅的自然現象，象徵自我的破除和再生，它就像咒語，並象徵密法傳續的

圖騰。曼陀羅其實沒有固定的形狀，也沒有界內和界外之分，重要的是，若證悟界內亦含攝界外

一切，則結界自然消解，達臻清淨之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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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迷宮：最初與最終的儀式 

 

    最初的螺旋形，最初的迷宮。「螺旋」似是宇宙與心靈的法則，它無法用科

學解釋，卻又如實地呈現。法國學者雅克•阿達利（Jacques Attali）指出，人類

透過觀察大自然，如貝殼、龍捲風及水流等，獲得了有關螺旋形的概念；人類透

過對土地的觀察，如洞穴、深淵、蜿蜒的河流以及曲折的林間小徑等，獲得了有

關迷宮的概念。人之所以成為人的第一條道路，也是跟迷宮有關：即那條使之從

娘胎裡出來的路。女人是男人的第一座迷宮。199迷宮是不是帶有密碼的信息？他

探問道： 

 

迷宮是一種無關緊要的遊戲抑或是一種重要的儀式？是一件藝術品

抑或是一個神祕的信號？是一座監獄抑或是一扇天門？是永無止盡

的流放地抑或是真正通往天堂的道路？200 

 

    阿達利認為，迷宮是「漂泊者」201傳遞給「定居者」202的最後訊息，就彷彿

他們預感到有那麼一天，他們遙遠的後代在不情願成為漂泊者之後，定會在這些

被人遺忘的圖案中尋找他們未來所必須的「智慧之路」。阿達利將「迷宮」這個

概念區分成四重涵義，分別為：彼世圖、犧牲儀式、啟蒙和復活。扼要如下：203 

 

1. 迷宮是「彼世圖」：它是通往亡靈地府的路，是神明的太陽王死後，

深居簡出的螺旋形城堡，是亡靈回歸大地母親懷抱的旅行； 

2. 迷宮是「犧牲儀式」：它敘述了一個人或一個集體經歷的一次考驗，

特別是犧牲的儀式，它既可使首領復活，也可使參加宗教儀式者得

到奧義的傳授； 

3. 迷宮是「啟蒙」：它是人類命運的一種表述形式，在許多文化中，

洞穴因而成為接納人入教的地方，年輕人無名無姓地走了進去，出

來時已然成了成年人，有了姓名，獲得新生，享有團體中的所有權

                                                        
199 參見邱海嬰（譯）（民 93）。智慧之路：論迷宮（原作者：Jacques Attali）。頁 20。 
200 邱海嬰（譯）（民 93）。智慧之路：論迷宮（原作者：Jacques Attali）。頁 12。 
201 指最先活著穿越亡靈地府、穿越沙漠獲得新生的人。也是最先感受到迷宮存在的現實。 
202 隨著漂泊經驗的累積，人逐漸降服空間，穴居、耕種、開墾森林，使自己處在定居狀態。 
203 邱海嬰（譯）（民 93）。智慧之路：論迷宮（原作者：Jacques Attali）。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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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4. 迷宮即是「復活」：從第一個涵義衍伸而來，進入迷宮，歷經考驗、

犧牲和啟蒙，脫胎換骨變成了英雄、變成一個新人，一個能夠在冥

府獲得新生的人。 

 

    換言之，迷宮構成了一個疆界，一個活人與死人相會、交流的地方，是陰陽

兩界的交匯處。因此它是非常危險的，不要忘了，胎兒脫離子宮的過程，伴隨著

出生的喜悅，同時也包括死亡的試煉，產房是個面臨生死交關的空間。如同阿達

利所說，所有的迷宮神話都以不同的方式敘述這四重故事：旅行、考驗、啟蒙和

復活。此一形式跟坎伯（Joseph Campbell）的「英雄旅程」模式：啟程、啟蒙、

回歸。204兩者皆強調一條旅程和循環的模式。 

 

肆、旋轉的迷宮 

 

    回過頭再看《墓園裡的男孩》和《湯姆的午夜花園》，研究者認為，「生命迷

宮」就像「旋轉木馬」，它能為心靈帶來安定感和滿足感，身在「旋轉木馬」中，

人的眼睛既向內看、又向外望，處在滿足與徬徨的狀態，尤其對年紀尚幼或心靈

純真的人來說更是如此。從文本來看，巴弟在廣大的墓園裡長大，彷彿置身在一

座旋轉的迷宮中，他的心既向圓心（墓園）走，又向圓外望；反之，他的行為既

向圓外走，又向圓心望。巴弟 1 歲時無名無姓地走入迷宮墓園，出來時已經是

15 歲的青少年，並且有了姓名，象徵獲得新生，離開墓園後，他轉而跳入了另

一座更龐大的生命迷宮。再者，隨著暑假尾聲的逼近，湯姆預知自己無法再踏入

花園的心情，他感到極度焦躁，對時間產生更多的疑問與徬徨。他跟海蒂在偌大

花園中的經歷，也是另一種在迷宮中探險的經歷，暢飲生命最甘醇最美好的夢，

到最後仍免不了感到迷惑、惆悵，既想要留在迷宮中心，又必須離開迷宮。走出

一座迷宮，係為了進入下一座迷宮，這就是迷宮理論的奧義。 

 

    於是，這裡凸顯了迷宮考驗的雙重性。敘述人生旅途的「迷宮」至少有兩種

考驗，第一種是「穿越」，第二種是「進入核心」。而進入核心則帶來考驗的三重

                                                        
204 參見朱侃如（譯）（民 86）。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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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就是說，迷宮中心可能蘊藏「希望」，一名少女；也可能潛伏著威脅，一

隻怪物；最後，還必須找到出口離開。205現實生活中亦是如此，人不是穿越，接

受一次性考驗，就是進入核心，接受三重性的考驗。舉另一部當代奇幻巨著為例，

即《哈利波特 4：火盃的考驗》，故事中「三巫鬥法大賽」的迷宮陣描寫得十分

有特色，且深具意涵。 

 

伍、意識的迷宮 

 

    在「三巫鬥法大賽」的第三項考驗中，被挑選的巫師們必須進入迷宮，一座

由高大樹籬及迷霧籠罩的森林小徑所組成的迷宮，而且這是個有生命的迷宮，擁

有邪惡的意志，讓進入的人彷彿來到夜晚的墳場，它會迫使人失去理智、感覺錯

亂甚至變得軟弱，最後再奪走你的心智和性命。這是大賽中的最後一項，參賽的

者的目標就是在迷宮中找到獎盃，獲得勝利，為自己的學校帶來榮耀。特別的是，

三個魔法學校的參賽代表不是由誰來決定，而是讓有魔法的「火盃」來挑選，由

於比賽過程涉及性命危險，依規定 17 歲以下沒有參賽資格，14 歲的哈利波特原

本不應出現在名單中，孰料「火盃」竟然吐出了第四個名字，哈利波特。 

 

    我們可以看到，J. K.羅琳（J. K. Rowling, 1965-）讓迷宮活了起來，「迷宮」

讓進入的人不得不面對它那有意識的詭計和考驗；此外，「火盃」也有自己的意

識，它主動挑選命運的參賽者，此時人沒有選擇權。研究者認為這段迷宮的敘事

情節可謂創造了另一則當代神話，它對照人類的心靈處境，儼然一幅人生圖像的

寫照。有時候，人何嘗不是在冥冥之中被挑選，然後捲入一場自己本來不必闖蕩，

或者不願意去面對的「迷宮陣」。在這裡，人失去了主動性，迷宮接管了人的命

運，甚至迷宮的背後另有他人在掌控著，佛地魔用計將「火盃」設計為通向死亡

森林的「港口鑰」206，並間接控制了迷宮的意識，達到他的目的。 

 

    類似的情景，在《飢餓遊戲》（The Hunger Games,2008）三部曲中也有，施

惠國的史諾總統，以高科技進行烏托邦式的權力控制，遊戲設計師同樣以迷宮為

                                                        
205 邱海嬰（譯）（民 93）。智慧之路：論迷宮（原作者：Jacques Attali）。頁 39-40。 
206 港口鑰，在《哈利波特》中，一種經施咒後能瞬間移動的物體，可以指定時間和各種條件，

將觸摸到港口鑰的人，一併帶到事先指定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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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構想，設計出死亡的競賽遊戲，進行高度監控並可隨意製造天災蟲害。史諾

總統利用這場迷宮遊戲的騙局控制人民，施行他的極權統治。而《移動迷宮》（The 

Maze Runner, 2009）三部曲中也如出一轍，是反烏托邦末日題材的奇幻小說，會

移動的迷宮牆以及迷宮中的機械怪物，其背後都是人類科技運作的結果。諸如此

類，在在地凸顯人類的渺小、被動和無奈，然而無論哪種迷宮，重要的是，身在

迷宮中如果失去人性，那麼人還剩下什麼？故事以此考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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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人在「迷宮」中 

 

所以，不要想著與宇宙維持和諧的關係。這是一件絕對不該做的事，

因為善惡對立就是我們本來的狀態。每個人都是善惡的混合體。你必

須竭盡所有的決斷、所有的勇氣、所有的行動與所有的意圖和所知的

美善攜手並行。207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 

 

    從《湯姆的午夜花園》推論，無論男孩或女孩，甚至是成人，都曾經著迷於

花園，並活在花園的世界中。就算沒有花園，一塊空地也好，例如《哆啦 A 夢》

中主人公們最常聚會的地方就是那塊小小的，躺著三根水泥柱的空地。早期生活

空間寬裕，人們對花園的想像是一座私人的小公園，對孩童來說那裡就像迷宮，

可以找到私人的秘密基地，能夠盡情地探險並發掘新樂趣。孩童熱愛猜謎和走迷

宮，而花園象徵迷宮的概念又是怎麼來的？孩子們在花園中都做些什麼？研究者

試闡述如下。 

 

壹、樹屋：迷宮花園裡的空中閣樓 

 

    湯姆幾度分不清夢和現實之間的差異，佛洛伊德認為，夢是一種普遍存在的

現象，因為每個人都有做夢的經驗，古人會做夢、現代人也會做夢、本國人會、

外國人也會、孩童會、成人也會，且無論精神患者或是正常人，都會做夢。他認

為，正因為夢是那麼的有普遍性，所以能夠加以操作研究。208固然夢最大的問題

在於它的不確定性，每個人每次的夢都不盡相同，但若能掌握住幾種夢的共同特

徵或指涉事件，那麼就能和古代解夢者一樣，掌握預言（神諭）。根據佛洛伊德

的解釋，夢的內容（元素）就是將人原本清晰卻壓抑的意識，化簡為繁地表現在

夢境中，然而透過夢的解析，則企圖以化繁為簡的方式來解碼。209 

 

                                                        
207 引自李子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原作者：Joseph Campbell）。
頁 165。 
208 南玉祥（譯）（民 102）。圖解：精神分析引論（原作者：Sigmund Freud）。頁 72-73。 
209 南玉祥（譯）（民 102）。圖解：精神分析引論。頁 8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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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洋經典兒童文學名著中，不難發現西方孩童的成長過程中，非常重視爬

樹和蓋樹屋（the Tree-House）的活動，尤其是男孩子；而女孩的「樹屋」則多

以「家家酒」替代，例如玩洋娃娃、操持家務，或是在花園裡的大樹下辦起家家

酒。從符號的覓尋到解碼，可發現孩童是以「房子」或「家」作為象徵性的遊戲。

在《湯姆的午夜花園》中，湯姆和弟弟彼得最期待的就是暑假時一起在花園的蘋

果樹上蓋樹屋，但最後他則是跟海蒂在公寓的後院蓋樹屋，她非常喜歡湯姆的提

議，甚至愛上樹屋。「樹屋」無形中象徵了孤兒海蒂的避風港，得以逃開不喜歡

她的嬸嬸和三個堂兄，樹屋彷彿是她的家以及最好的藏身地 210。特別的是，湯

姆甚至幻想要讓樹屋變成「船」，一艘有觀望台以及船長的船艙（the captain’s cabin 

on a ship at sea），然後他坐在裏頭享受這個空間。 

 

    從花園到樹屋，可視為象徵生命的起源，孕育生命種子的空間。換言之，樹

屋象徵「子宮」，海蒂想要回到子宮尋求母愛與安全感，而湯姆則渴望搭乘船艦

並沉浸在「子宮海洋」裡的舒適圈中。無論是為了逃避（回歸）或尋覓（出離），

在這裡「樹屋」象徵了子宮，暗示心中渴望回歸與重拾能量的欲望，「蓋樹屋」

的活動（儀式）則提供一場生命向度的可能契機。 

 

貳、沙坑：遊走兩界的玄幻墓塚 

 

    奇幻敘事要寫好，甚至成為經典，翻閱那些得獎作品便會發現，都避免不了

要處理戰爭、死亡和地獄等沉重的議題，即便被視類為次文學（奇幻文學、兒童

文學）、次教育（幼兒教育）的文本，同樣要面臨這些嚴肅議題的考驗，因為除

了文學性、它們更富有教育性，經得起時間考驗。在這裡，《墓園裡的男孩》可

算是屬一屬二的傑作，尼爾•蓋曼處理了象徵死亡的墓園和地獄，面對如此艱澀

的議題，他甚至挑戰極限，仔細描寫嬰兒如何面對重大慘案的過程和成長經歷，

在驚悚和趣味的閱讀中，同時帶給讀者另一番省思。 

 

    沙坑，另一種孩童們嘗試進行的象徵性活動，觀察週遭的孩子就會發現，他

                                                        
210 Philippa Pearce. (1992). Tom’s Midnight Garden(first published 1958). p. 128-129. 張麗雪（譯）

（民 91）。湯姆的午夜花園（Tom’s Midnight Garden）。頁 16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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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莫名地陶醉在挖掘的活動中，彷彿天生具備挖掘的衝動，血液中似有一股「大

地母親」召喚的渴望，彷彿在覓尋並構做另一個子宮，墓塚。研究者以為，奇幻

敘事對於死亡議題的處理方式，主要多採超現實觀點，也就是說，挖掘不是自尋

死亡的舉動，描述墓塚也不再是禁忌，它可以看作是生命渴望超越死亡、迎向新

生的另一層涵義。在教育上理解這一點甚為重要，畢竟神話的寓意告訴我們，死

亡是以犧牲的形式作為生命的再生。 

 

    死亡很容易，但活著卻很辛苦，小說《暮光之城》（Twilight, 2008）中，女

主角貝拉說：「死亡很平靜、也很容易，但活著卻是艱苦的。」可以想見，無痛

苦的死亡加上解脫塵世間的不愉快，似乎是個不錯的選擇，然而存在主義大師卡

謬（Albert Camus, 1913-1960）說：「只有一個哲學問題是真正嚴肅的，那就是自

殺。」211他以為即便體悟生命是荒謬的循環，就像薛西佛斯（Sisyphus）的神話

般，但一個荒謬的人熱愛人類，熱愛生命，人當盡量延續時間，盡量竭盡生命。

死亡或死神，甚至被詩人艾蜜莉•狄金生（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1830～1886）

描述得就像認識多年的老朋友般，那樣親切、善體人意。 

 

叁、迷宮：幻想的儀式性遊戲 

 

    無論是讓生命恣意奔放的花園也好，或是令人膽顫心驚的墓園也罷，花園和

墓園，都象徵了「迷宮」，既想走進去，又害怕出不來，它是「子宮」，也是「聖

杯」。枯即是榮，榮即是枯，生命的繁衍與延續，生和死的力量在這裡缺一不可。

無論墓園或花園，原來都是一塊「地」，「土地」本身便充滿各種可能，即使是荒

蕪之地，「荒蕪」二字上頭仍有象徵生命的小草，因此端看人如何與這塊空間、

這塊土地共處。它就像「子宮」，需要花時間、花心思來孕育腹中之物，那生命

的種子需要被灌溉，在這九個半月的時間裡，不斷地跟「祂」說話、唱歌給祂聽、

想像祂的模樣以及祂的一顰一笑，竭盡所能小心呵護，期待祂的降生。 

 

    如果說花園是生命的再生之處，墓園則是靈魂的安居之地。兩者各司其職，

同樣重要。正如大地若沒有嚴寒冬日的長期醞釀與滋養，哪來春天百花齊放？生

                                                        
211 張漢良（譯）（民 103）。薛西佛斯的神話（原作者：Albert Camus）。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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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如同雙面刃，掌握生和死的力量。「子宮」是「新生」和「死亡」的角力場域。

關於這兩股對立的兩極力量，喬瑟夫•坎伯曾這麼說：希臘奧林匹亞諸神中的阿

波羅信仰基本上是一種光明取向的宗教；而戴奧尼修斯的信仰則代表著黑暗的激

盪力。因此戴奧尼修斯也成為神秘儀式的崇拜對象，他說，這些神秘儀式所欲傳

達的基本訊息，就是讓你在適切安排的情境中，去體認自然界無止歇、無窮盡的

活力；去領悟那個充能於世界、無所不在的宇宙本體兼具創造性與毀滅性之存在

面相。這就是對生命力巔峰極速的體驗。212 

 

    從儀式性的遊戲來看，孩童在幻想中所進行的遊戲，基本上是一種「假裝」

的活動，並且他們是天生的能手。然而「假裝」是為了證明彼此的存在，而重覆

則是為了弄清某個概念。成人也是如此，在肅穆的儀式中，我們慎重地扮演好角

色以進行某項活動，例如喪禮，敬天畏地尊人，我們所進行假裝的幻想儀式，讓

我們相信彼此都還存在，使心靈獲得居所。在歡樂的儀式中，我們不斷渴望重覆

的喜悅和快樂，好比花園帶來的生命活力，男孩在裡頭搭建樹屋，女孩在那裡進

行家家酒，彷彿在子宮中悠游，重拾生命力。在花園裡假裝，扮演、活動、儀式，

包括死亡的假裝，於是墓園融入了花園，在那裡，生與死、苦與樂，反覆上演。 

 

    在那裡，遊戲是一種「想像力」（幻想）的形式，在理性和感性之間調和。

表現在教育上，例如一個孩子感性衝動想打人，但透過內在理性的想像（遊戲性）

外推的結果，他知道不該打人，其中所產生的便是內在的覺醒和想像，這種想像

可以說是一種遊戲性，美的想像。孩童在遊戲中，往往發揮了想像力的天賦潛能，

在遊戲中孩童是天生的演員，他們同時既是恆常如一（永遠是自己），又千變萬

化（演繹各種角色），在獨一的身體中包藏了無數的靈魂。 

 

肆、戴達羅斯的迷宮 

 

    人們常用「十字路口」來形容面對煩惱或抉擇時的處境，改以另一種圖像更

加貼切，那就是迷宮「 」和太極圖「 」。一念迷、一念覺，這樣的「迷」彷

彿有種魔力，就像「迷宮」，讓人擔心受怕又躍躍欲試，我們經常處在黑與白、

                                                        
212 李子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頁 29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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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與錯的抉擇中，而不管做出什麼決定，卻又在其中打轉，充滿不確定性，然後

走入、走出、再走入、在走出，重覆循環著。 

 

    其實，最古老也最有名的迷宮是希臘神話中，偉大的建築設計師戴達羅斯

（Daedalus）所建造的克里特迷宮，那裡是王后帕西法爾（Pasiphae）偷情的密

室，是國王米諾斯（Minos）囚禁人首牛身獸彌諾陶（Minotaur）的監獄，也是

雅典英雄鐵修斯（Theseus）打敗彌諾陶的地方。鐵修斯為了解救百姓，自告奮

勇進入克里特島（Crete）國王的迷宮監獄，他要除掉藏在裡頭的怪物，好讓雅

典以後不需要每九年進貢七男七女。鐵修斯的想法不容置疑，這是一種為理想而

戰，為正義挺身而出的作為，但他的做法是明智的嗎？是深思熟慮審密計畫好的

嗎？沒有。鐵修斯相信自己過人的能耐，但僅止於此，在那個時代，許多男人都

靠著在外闖蕩來自我證明，受人敬仰而達到自我實現，然而成功者又有多少？今

天流傳下來的只是那些少數成功的故事，且主要都是「半神人」的英雄故事。 

     

    倘若「神話反映人類潛在的意識」這句話是對的，就像榮格說的，神話是眾

人的集體潛意識。那麼鐵修斯（Theseus）面對迷宮的態度，那充滿果敢英勇的

神情，那腹中沒有對策卻又異常堅定的意志，就像是現代人容易做出對自己不利

的抉擇，兩者頗有相似之處。但不禁令人懷疑，有多少人能有他的好運？若不是

克里特公主亞莉阿德妮（Ariadne）愛上他，從迷宮設計師戴達羅斯（Daedalus）

那裡取來神線球，幫助他逃出迷宮，那麼他勢必走不出這幢偉大設計的建築。從

結果來看，這是豪賭加上強運，人類體內暗藏著這股膽量，賭上一把，交上好運，

這種選擇對自己不利、勇於挑戰的天性，研究者認為，希臘神話的英雄基因透過

潛在意識的輪迴，早已暗中蟄伏在人體內。因此，人天生具有投入迷宮的衝動，

人總是走在「迷」中。迷宮是自古以來人類思想最古老的一種圖示，它反映人的

心靈，人類面對生命的種種處境可以說就是面對「迷宮」。 

 

伍、戴奧尼索斯的迷宮 

 

    亞莉阿德妮（Ariadne）後來並沒有跟鐵修斯（Theseus）過著雙宿雙飛的生

活，她被拋棄了，後來遇到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os），她被救走後並且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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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酒神，最後也成為神。尼采曾寫下一首詩〈亞莉阿德妮的怨曲〉（Klage der 

Ariadne），描述她等待時的苦悶，酒神時而來、時而又走，最後出現在她面前，

對她說： 

 

聰明點，阿里阿德涅！…… 

你有小的耳朵，你有我的耳朵： 

把一個聰明的字—塞進去！—— 

如果人要愛自己，是否必須先恨自己？…… 

我是你的迷宮……213 

 

    這裡有兩種思維：(1)亞莉阿德妮握有走出迷宮的神線，是不是否定生命的

重覆、否定了更高價值的創造？(2)而酒神卻說：「我是妳的迷宮。」當然這是尼

采說的，似乎暗示他將「迷宮」放入自己「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即無條件

而又無限重覆的萬物循環說）的涵義中來理解。這麼一來，生命歷程就是走入迷

宮的歷程，尼采透過酒神的話，帶領凡人亞莉阿德妮返回迷宮，再一次經歷她曾

經走過，那既熟悉卻又時時刻刻感到新鮮的路徑，最後成為神。我們當思考酒神

的用意何在？法國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德勒茲（Deleuze, 1925-1995）的解釋認為，

迷宮是對流變的肯定，亞莉阿德妮要做的，正確來說是酒神要她做的，就是肯定

這座迷宮、活在這座迷宮裡，而不是走出。德勒茲指出：因為在迷宮裡，就像生

命的永恆回歸一樣，我們要肯定不斷重複、走過已經走過的路，卻如同新的一樣，

所以，肯定迷宮，就是肯定重複、肯定生命。214 

 

    德勒茲指出迷宮哲學的意義是「肯定性」和「重複性」，然而另外三個重要

的涵義是：多樣性、流變性、偶然性。有趣的是，在迷宮中，多樣性變成一個統

一的單位，容許矛盾和變化；在迷宮中，流變性變成固定的存有，千變萬化卻又

有統一性；在迷宮中，偶然性變成必然性，只要時間無盡，在迷宮走過的路必然

會再走一次。他總結說：「所以，肯定的本質就是重複，差異的本質就是不斷產

                                                        
213 黃國鉅（民 103）。尼采：從酒神到超人。頁 386。 
214 黃國鉅（民 103）。尼采：從酒神到超人。頁 38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0 
 

生自己。」215這裡我們可看到三個主軸：多樣—統一、流變—固定、偶然—必然。

這三組概念是動態的，反覆行進的，於是「迷宮」成為尼采「永劫回歸」學說十

分形象化的表達，並凸顯了生命的本質意義。 

 

    總和上述，這就是我們人所要面對的「迷宮」。就像湯姆的花園和巴弟的墓

園，研究者認為，迷宮是動態的、旋轉的，令人目眩神迷，既向內看、又向外望，

既不想進入，又不離開，並且它讓人不容易下判斷，是令人衝動而為的。無論如

何，研究者認為，人是既在迷宮中、又在迷宮外，它予人一種處在當下的存在狀

態。舉例來說，在華德福教育中，每年冬季節慶學校固定會舉辦一項「走螺旋」

的活動，它是一種儀式，依照每個年段有所調整，最簡單的螺旋圖形是「 」，

最複雜的就直接稱為「迷宮」，例如在高中部。螺旋圖形跟研究者當初在「幸運

草中庭」所看到的軌跡形狀一樣，不禁想像，當初那些志工家長們為這塊草地無

意識排列組合的圖樣，彷彿呈現了一幅心靈地圖，展現眾人在這裡共同生活的集

體潛意識，迷宮。儀式的重要性，可以這麼說，當代人類的心靈文明演進，亦須

要儀式來加以推動。 

  

                                                        
215 參見黃國鉅（民 103）。尼采：從酒神到超人。頁 38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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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界意在破（無） 

 

Only in silence the word, only in dark the light, only in dying life, bright 

the hawk’s flight on the empty sky. 

惟靜默，生言語；惟黑暗，成光明；惟死亡，得再生：鷹揚虛空，燦

兮明兮。216  

Ursula K. Le Guni 

 

    本章以「一念迷，成人。」為開頭，進入迷宮及相關論述，書寫至此，以「一

念覺，成佛。」作為結尾。稍作說明，本小結標題原為「原起源滅」，「原起」指

的是「析論起源」217，為起點「●」之意，旨在論述「那神」人類圖像的「基層」

意涵；而「源滅」指的是「源頭為無」之意，是太極「〇」的概念。後來標題改

為「界意在破（無）」，係為了融貫全文而作調整，但要旨不變。 

 

    思考太極「〇」的概念，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要得到一般的

道理就要天天減少具體知識，要日損之，不受具體性的規定所束縛，要損之又損，

以達抽象，按照他的說法，認為道即是「無」。此一思想深獲海德格認同，他更

以「虛無」來對抗「存在」，直言「虛無就是存在」。這裡產生一個有趣的現象是，

「存在」這個充滿正面積極的詞彙，在這裡卻意味著痛苦；而「虛無」這個消極

負面的詞彙，反而成了它的救贖。試把「虛無」和「存在」分別以「〇」和「●」

來替代，將發現兩者之間的曖昧關係，界線已被打破，兩者合一變成「 」。尼

采曾經說過，「虛無主義」有兩種含義：一種是作為精神力上昇徵候的虛無主義，

即主動的虛無主義；另一種是作為精神力衰頹後退的虛無主義，即被動的虛無主

義。218此處所指為，用來對抗存在的是主動積極的虛無，它讓人看見真，並投入

與世界的互動之中。 

 

                                                        
216 Ursula K. Le Guni（1968）, A Wizard of Earthesea, USA: Parnassus press. 中譯參見蔡美玲（譯）

（民 91）。地海巫師（原作者：Ursula K. Le Guni）。 
217 原，原來、探求根源之意，例如古文〈原毀〉、〈原道〉。我借用指分析、闡述的意思。  
218 李永熾（譯）（民 70）。尼采—其人及其思想（原作者：工藤綏夫）。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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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歌德透析光線。 

    如同本章對「墓園」和「花園」的

論述，「虛無」和「存在」，空心圓「〇」

和實心圓「●」，實際上並非對立關係，

精確地說是沒有恆久對立的關係，二者

是沒有界線的。好比佛家所言「色即是

空，空即是色」的意境，以三菱鏡和光

的折色來做譬喻，其實這也是歌德最早

以科學方法將白光透析出七種顏色的

原理。如圖 3-11，一束光透過三菱鏡顯現出各種顏色，好比外在世界透過人的眼

睛呈現出來的形形色色，如同佛教所謂「色相」，反果來看，再一次地，各種「色

相」通過三菱鏡回復到本來的特質，其性本空。本質是是無形無色的。這個譬喻

旨在說明，「有色世界，本性為空」的概念。七彩顏色來自無色（白光），透過三

菱鏡折色現形，此即無中生有，有又歸於無，好比「凡所有相皆無相」之謂。故

性本無相，當悟空。道是宇宙萬物的最高抽象，為「無生有，有生萬物」的境地。

在巫師中，通曉這層道理的，或許就是「地海世界」的歐吉安法師，總是靜默寡

言的他，相似於得道的高僧、獲得果位的仁波切。歐吉安達到天人合一的靜默力

量，他以身示範給格得的正是這樣的生活態度。219  

 

    佛法常談空性，但又說「空」無法講，故佛拈花一笑，這是覺的境界。身為

人，自是從「迷」開始。海德格說明「此在」（人）就是站出來生存，而「此在」

的本質結構中包含著使人經常失誤的因素，老是漂泊在失誤中。而失誤對人造成

的壓力，則可能喚起被他遺忘的神祕境界，進而回到存在的真理中。海德格認為

這樣便造成身為人的一種困境：人本依照「存在」的天命生出來，生存免不了失

誤，失誤迫使他去追隨「存在」的真理。但人追隨「存在」的真理又只能透過生

存、失誤、拘泥於「在者」。這樣一來，人就總是游移於這兩端之間，無法打破

這種循環，這就是人的困境。220也難怪阿不思•鄧不利多最常說：「人類最懂得

                                                        
219 梁可憲（民 99），從真名、言說與力量，探索《地海巫師》中的「一體至衡」。2010「孩童心

靈•地球公民」國際研討會。頁 12-13，未出版。 
220 滕守堯（民 85），海德格。頁 88-98。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3 
 

正確選擇對他們最不利的東西。」221這句話足可用來形容「迷宮」與人之間的關

係，也是人與世界的微妙關係。 

 

    這麼形容人類的處境，似乎顯得太悲觀，然而這大概就是德高望重的巫師們

所喜歡的對話模式，表面上消極，甚至諷刺味道濃厚，其實正是一種「反諷」（Irony）

的風格，與諷刺不同的是，它朝向正面。研究者以為「反諷」有一種姿態：它總

是背對著你，然後正面走向你。從生活層面來看，對煩惱太多的人，可以掌握兩

件事就好，不要貪生，也不要怕死。面對這兩件事，幾乎就是人生的全貌。面對

苦難，我們能否超越或轉化，就像是一種跳躍。甚至可以這麼解讀，苦與樂都要

能吃、也都能不吃，一旦認清了，那麼再苦也能吃下去，超越和轉化可算是一種

選擇，「離苦得樂」不見得永遠是對的、是好的。 

 

    「一念迷，成人；一念覺，成佛。」意思是，一念覺迷，凡夫可以成佛，佛

也可以成眾生。苦與樂，道盡了人生所有。痛苦與快樂就是人生，所有的創作和

敘事皆離不開對它們的敘說。研究者發現，這種同時看見對立「兩端」的視角，

幾乎都包藏了「合一」的奧義。兩端不是造成對立，也不是誰超越誰，而是互相

接納，一同昇華。如同《快樂與痛苦》一書所闡釋的真語，作者為欽多吉仁波切，

是西藏史上第一位在家漢人傳法上師，屬直貢噶舉教派。仁波切透過自己以凡夫

身修得果位的經驗，教導信眾如何以佛法融入現代生活，在家修行而能不受複雜

的商業社會迷亂自心。書中以生活實例，深入淺出地闡述佛法要義，那些涵蓋宇

宙萬物的簡單原理，那既簡單卻又複雜的人生哲理，就在黑與白、是與非、快樂

與痛苦的二元對立中，兼容並蓄以成就人生。 

 

 

 

  

                                                        
221 阿不思•鄧不利多，為《哈利波特》系列中霍格華茲魔法學校的校長。此段話引自林靜華（譯）

（民 97）。吟遊詩人皮陀故事集（原作者：J. K. Rowling）。台北：皇冠。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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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穿越奇「緣」：隧道的盡頭 
 

信徒在進入廟堂的那一刻，確實經歷了一項變形。他的世俗性格留在

外面；並像蛇蛻皮一樣被抖落。一旦進到裡面，他可說已死於時間，

並回到世界的子宮，也就是世界軸心或人間淨土。222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 

 

    佛陀自稱有三件事做不到：第一，眾生度不盡；第二，佛度有緣人；第三，

業要自己消。佛說的三不能，基本上已經闡明了凡事要從自身做起，即「自發性」

（spontaneous）的真理，研究者以為，這三項依序排列，當從第三項「業要自己

消」做起，而重要的是個人的覺知（頓悟）是否點燃。如何被點燃則需要一點奇

幻的調味劑，或者如當頭棒喝般的「醒味劑」，而這也正是奇幻敘事可以施力的

地方。 

 

    頓悟如何被覺知（conscious），它就像催化劑（觸媒）可以讓一個人產生能

動性。在奇幻敘事中，「穿越」的主題可說是重頭戲，其奧義在於帶來領悟。「穿

越」依屬性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以科幻（Science Fiction, 簡稱 SF）為基礎

的時間穿越，主角到不同的年代進行歷險，然後再回來，此類型掌握了 5%至 95%

的科學根據來敘述故事；另一種則是以奇幻（Fantasy）為基礎的空間穿越，在

夢境或各式奇境中冒險，較不強調「世界線」（時間軸），也不堅守合乎現實邏輯

的敘事。以第二種來說，重點在傳達心靈層次的象徵概念，所以研究者認為，「穿

越」所展現的主題其實就是「形變」（metamorphoses）的概念，透過人物及環境

的各種變形，主角經歷外在的考驗以獲得內在的領悟，最終達到圓滿。換言之，

借用榮格（C. G. Jung, 1875-1961）的「同時性」（Synchronicity）223概念粗略地

來詮釋，故事中主角的頓悟「同時性」地令讀者獲得內在的頓悟，原本彼此不相

                                                        
222 引自朱侃如（譯）（民 86）。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頁 95。 
223 同時性（Synchronicity），或譯共時性，由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 G. Jung, 1875-1961）所提出，

他在 1952 年的《論共時性》（On Synchronicity）一書中有詳細定義。榮格認為人類普遍有投射

因果關係的傾向，兩個看似沒有關係的事件，被有意義的連結起來形成一種巧合，故而被用來解

釋因果律無法解釋的現象，這種有意義的聯繫常取決於人的主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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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的兩個主體和脈絡，發生了聯繫效應。從教育的功能來說，研究者認為此可視

為是敘事文本所能達到的最佳目的。 

 

    藉由「穿越」獲得頓悟，也就是「啟蒙」（initiation），使個人產生自發性，

然而自發的主動性不是為了邁向某個終點，終點不是目標，盡頭也不是目的地，

重要的是過程和成長。它是一種循環的圖像，這中間的「過程」表現在故事中即

是一種「儀式」（ritual），它給人帶來啟示或蛻變。故此處研究者以生命靈數的

「8 數」為概念，建構「那神教育學」的「中層」圖像。8 數代表「成長」的極

致，它重視過程性和啟發性，其圖像為「八角形」（八卦型）和「雙環型」，如圖

4-1。這種結構一向含有穩定、權力和保護的意義……8 數象徵生與死之間永不止

息的循環更新，其特點是因果業報，也就是所謂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2248

數的雙環型圖像也就是「噬尾龍」（οὐροβόρος，或譯銜尾蛇、咬尾蛇），是一個

自古代流傳至今的符號，主要形象為一條龍（或蛇）正在吞食自己的尾巴，於是

形成一個環狀，有時候則會變成扭紋形，也就是阿拉伯數字 8 的形狀。「噬尾龍」

的涵義為「自我吞食者」（Self-devourer），這個符號有許多不同的象徵意義，而

最普遍的意思是指「無限大」和「循環」。中層圖像所要闡述的即是重覆、循環、

啟蒙與成長，是無始亦無終的過程性概念。 

 

 
 

    基於上述，本章所欲闡述的「中層圖像」，共選擇四部故事，依其屬性分成

六節論述：第一節，從「曲道幽徑」探看奇幻敘事的隧道意象；第二節，析論隧

道盡頭的園林與森林象徵涵義；第三節，論述空間與人物的形變、他者及試煉的

                                                        
224 藍寧仕（民 92）。新生命密碼（原作者：Dimitrios Lenis）。頁 131。 

  
圖 4-1 噬尾龍及雙環噬尾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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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意義；第四節，詮釋鄉愁、與鮭魚同游的隱喻；第五節，論述漂流與自我的

完整追尋；第六節，淺析童話、聖杯和女神的漂流關係。最後為本章的小結，指

出隧道的穿越之道在於「無」（悟），如同前章，兩個世界的界線意在破界，隧道

的盡頭指的是回到源頭之意。依節次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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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艾倫進入魔法奇的華宅。 

第一節  曲道幽徑 

 

有些人常常問我：「我們現在能有什麼樣的儀式？」事實上，你已經擁

有你自己的儀式，只是你從不對它進行靜觀冥想。當你在吃一頓飯，那

就是一個儀式。你只要去了解你正在做什麼。225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 

 

    研究者約從 1998 年開始接觸繪本藝術（或稱圖畫書、圖文書），透過幼教學

程課程研修，接觸幼兒文學，認識孩童的生活世界和圖文表達方式，尤其在實習

那一年，與幼兒親身接觸彷彿置身童年時代，重新經驗孩童的心靈世界。此後更

在兒童文學研究所專研小說與圖畫書創作的相關理論，因而對幻想世界，或所謂

「第二世界」產生著迷。進入奇幻敘事高度幻想世界（high fantasy literature）的

途徑，最有名的就是「過門」（magical portal）226這個概念，這也是一直以來最

令研究者感興趣的主題。故本節以四本著名的繪本和動畫切入，論述「曲道幽徑」

所帶來的奇幻氛圍及相關涵義。 

 

壹、開啟奇想空間的「幽徑」 

 

    美國作家艾斯伯格（Chris Van Allsburg, 1949

～）1979 年出版的《魔法奇花園》（The Garden of 

Abdul Gasazi），以黑白色系構成整部作品，帶給讀

者另類的視讀感受。故事描述男孩艾倫幫忙鄰居韓

小姐看顧一隻調皮的小狗阿飛，然而就在他帶阿飛

外出散步時，阿飛叼走艾倫的帽子逕自跑開。艾倫

賣力的緊追在阿飛後頭，接著穿過一條隧道來到魔

                                                        
225 李子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原作者：Joseph Campbell）。頁 294。 
226 參見 Zahorski 和 Boyer 於 1982 年發表的一篇論文《高度幻想文學中的第二世界》（The 
Secondary Worlds of High Fantasy , p. 58-64），文中探討第二世界的三類架構，其中第二類是「第

一、第二世界並置，中間有一神奇出入口（magical portal）。這個詞最大的特色是，當「出入口」

這個設計存在時，表示此時此刻「第一世界」以及「第二世界」必然同時存在，缺一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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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妹妹爬進隧道找哥哥。 

術師「魔法奇」（Abdul Gasazi）先生的豪宅，那裡有座廣大且修飾整齊的庭園，

許多樹木修剪成各種動物的形狀，維妙維肖，好不怪異。好不容易見到魔術師，

沒想到魔法奇說他的狗已經被變成鴨子，而且不曉得多久才能變回原形。艾倫深

感愧疚，不知如何面對鄰居，只好如實地說明原委，他的帽子被變成鴨子的阿飛

叼走，從此失去蹤影。沒想到韓小姐卻若無其事的說，阿飛好好的在這裡，也沒

有叼走你的帽子呀！然而就在艾倫離去後，韓小姐驚訝地發現帽子就在阿飛身

旁。 

 

    相隔十年後，另一部由英國超現實派繪本

作家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1946～）

於 1989 年出版的《穿過隧道》（The Tunnel），

故事敘述一對碰在一塊就吵個不停的兄妹。某

天早上，媽媽說：「你們全都給我出去，出去和

平解決，不過要回來吃中飯。」沒多久他們來

到一處髒亂荒廢的小空地，哥哥發現了一條陰

暗矮小的隧道，他不理會妹妹的勸阻便一股腦地爬了進去，心驚膽顫的妹妹等了

又等，眼看就快要中午了，媽媽說要回家吃飯的，於是她爬進去找哥哥。過程中，

妹妹感受到：隧道好暗，好濕，好滑，好可怕。好不容易到達隧道盡頭，眼前出

現的是一片陰暗詭譎的森林，四周出現野狼、巨人和巫婆等幻影，彷彿在窺伺著

她，她害怕地拔腿奔跑，卻撞見了被石化的哥哥，從他驚嚇的表情看來著實駭人。

傷心的妹妹緊緊抱著哥哥痛哭，就在此刻，奇妙的事情發生了，哥哥漸漸恢復體

溫和顏色，然後動了起來，最後他們一同回家吃午飯。媽媽說：「你們兩個看起

來很好，一切都順利嗎？」兄妹倆相視而笑，畫面停留在此，沒有其他文字。  

 

    奇幻敘事的繪本魅力就在這裡，不需要琢磨文字去傳達最真的感情，因為那

麼做只會失真。從穿越隧道、歷險到歸返，宛如經歷一場「儀式」，喬瑟夫•坎

伯（Joseph Campbell）曾說：「當你在吃一頓飯，那就是一個儀式。你只要去了

解你正在做什麼。」227以《穿過隧道》來說再恰當不過，吃一頓飯就是一場儀式，

媽媽懲罰之餘仍不忘讓孩子經驗這場「用餐儀式」。神話大師所欲言說的要義，

                                                        
227 李子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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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千尋一家開車來到隧道口。 

 

圖 4-5 寇洛琳發現一條密道。 

以幼兒讀物平易近人的語言便足以傳達真理訊息，讀者大眾透過翻閱故事同樣獲

得這場啟蒙的儀式。  

 

貳、不思議之境 

 

    除了繪本，在動畫和小說部分，最經

典且內容最平易近人又富含蘊義的當算是

《神隱少女》和《第十四道門》，兩部正好

都在 21 世紀之初先後問世。首先，日本著

名動畫導演宮崎駿（1941~）於 2001 年執

導上映的《神隱少女》（千と千尋と神隠

し）228，片中千尋跟父母穿過一條長長的隧道，無意間闖入了神靈的國度，展開

一場驚心動魄的歷險。在那裡，少女逐漸失去元氣且身體變得透明，為了留在「油

屋」工作、為了在這裡生存以找尋解救父母（變成豬）的辦法，千尋被壞心的湯

婆婆奪走了真名（荻野千尋），只剩下「千」字。生性柔弱膽小、缺乏活力與好

奇心的小千，總是依偎在母親身旁，從一開始走進隧道乃至最後離開隧道，始終

如此。可見她的個性並不因為經歷了一場奇幻的冒險後，整個人便有所改變，她

依然是本來的那個「我」。對千尋來說，她不要搬家、不想離開朋友、不要爸媽

走進隧道去探險、更不要他們逗留太久甚至坐在攤販前大吃特吃。她內心總是疾

呼：「我不要啦！」即便如此，遇到「重大事件」時，原本柔弱的少女不得不變

得堅強起來，在許多貴人的幫助下踏上解救雙

親的旅程。 

 

    接著，上一章提過的美國奇幻文學作家尼

爾蓋曼（Neil Gaiman），他於 2002 年出版的小

說《第十四道門》（Coraline）229，後來改拍為

                                                        
228 《神隱少女》，或譯《千與千尋》（日語：千と千尋の神隠し／せんとちひろのかみかくし），

由吉卜力吉卜力工作室製作的日本動畫電影，劇本和導演為宮崎駿。該片於 2001 年 7 月在日本

首映，同年 12 月在香港及台灣上映，2002 年 9 月在美國上映。 
229 尼爾蓋曼（Neil Gaiman）的《第十四道門》（Coraline, 2002），中譯本 2006 年在台灣出版，

2009 年改編為驚悚奇幻電影《鬼媽媽》，或譯《怪誕隨意門》，由亨利•謝利克（Henry Selick）
執導。該片在北美地區 2009 年 2 月 6 日首映，臺灣於同年 4 月 25 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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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故事中，寇洛琳跟著父母搬到新家，一幢有閣樓和地窖的古老宅邸，被改

建成公寓。寇洛琳十分不開心，父母總是坐在電腦前忙著工作以致於對她無止盡

的冷落和敷衍，屋裡幽暗凌亂、沒有豐盛美味的食物、更沒有願意花一丁點兒時

間陪她說話、陪她玩的父母，家裡令她感到無聊透頂，直到她發現牆壁上一道小

門後，遂開啟了一場驚奇的冒險旅程。原來小小隧道的另一頭竟然有「另一個家」，

在那裡，媽媽喜歡料理美食、爸爸會帶她去花園玩耍，父母眼中只有她，且屋內

窗明几淨，豪華又溫暖，幾乎讓她迷失了自我，只不過每個人的眼睛都縫上了「鈕

扣」。而就在「鬼媽媽」拿出鈕扣時，她很確定自己不要真的變成她們的女兒，

她一點兒也不想留在另一個空間，但為時已晚，真正的父母已經被怪物囚禁在魔

法中，她得設法救出他們。寇洛琳的理由很簡單也很有哲理，她對妖怪說：「如

果我要什麼就有什麼，那還有什麼好玩的？什麼都稱心如意，就什麼意義也沒有。

東西到手了，然後呢？」230 

 

叁、進出「苦路曲徑」（Le Labyrinthe） 

 

    上述四則奇幻敘事，都暗藏危險且挑戰兒童與成人的心智和想像，最終它們

都獲得精采好評，無論是銷售量、票房以及各項大獎，重要的是擄獲了全球孩童

與成人的心。如坎伯所說，一頓飯、一段對話、一本書的閱讀，這些都可以是某

種儀式，這段過程其實就是進出「迷宮」的概念。阿達利認為，迷宮是集體無意

識的表現，是寄往遙遠彼岸的信息，是表示人類命運的最初的抽象，是指導世界

走上軌道的最初的抽象。迷宮入口，既為人所追求，又為人所恐懼，就像一個暫

時且危險的曲道幽徑，好比兩個世界之間的缺口，等待被聯繫。阿達利說，在一

切文明中，迷宮首先是一個象徵，其次是一個神話的載體，最後也是一種交流方

式。它是一種先於文字的語言。231 

 

    如同故事帶來的隱喻，曲徑通往的「迷宮」充滿了危險與考驗，中世紀早期

的大型宗教建築物，地板上都繪有「苦路曲徑」（Le Labyrinthe，法語為迷宮），

主要被用來抓鬼，是阻止其害人的魔符，後來則變得更具基督教色彩，成了通往

                                                        
230 馮瓊儀（譯）（2006）。第十四道門（原著作者：Neil Gaiman）。頁 145。 
231 邱海嬰（譯）（民 93）。智慧之路：論迷宮（原作者：Jacques Attali）。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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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壇的拯救之路，而祭壇則是模擬復活的所在。232如圖 4-6，現存的法國夏特爾

（Chartres）大教堂 233，建於 13 世紀的「苦路曲徑」迷宮圖鑲嵌於中殿地板，

迄今仍保存完好，它是多數中世紀大教堂的特徵，仔細看可以發現中間隱約浮現

十字架圖形，據傳為回應耶穌代替人類受難的「十字架之路」而設計。 

 

    如圖 4-7，朝聖者隨著路線膝行懺悔，至少要花上一小時，這裡我們明顯可

以看到，苦路曲徑的迷宮圖有了具體的作用，而非僅僅隱喻而已，中世紀的朝聖

者們透過跪行迷宮的儀式，表達自我犧牲、獲得領悟、跳脫物質的束縛以達到生

命永恆之境。如本節標題，進出一趟「曲道幽徑」，重要的是讓人獲得生命的啟

蒙與成長，這就是我想指出，也是「穿越」最重要的意涵。 

   

                                                        
232 邱海嬰（譯）（民 93）。智慧之路：論迷宮（原作者：Jacques Attali）。頁 52-53。 
233 法國羅亞爾省的夏特爾（Chartres）大教堂，1979 年被列入世界遺產。「苦路曲徑」以連續同

心圓的路線構成，長達 262 公尺，朝聖者跪著沿線膝行前進，至少需花上一小時。 

 
圖 4-6 夏特爾教堂的「苦路曲徑」。 

 
圖 4-7 跪行苦路曲徑迷宮圖的懺悔者，取自《智

慧之路：論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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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艾倫收好帽子睡午覺，不理阿飛。 

第二節  隧道的盡頭：園林 vs 森林 

 

在這個意欲使理智和邏輯獲勝的世界裡，倖存下來的惟有花園迷宮，

即被馴服的森林。在集體無意識中，森林到那時為止一直是以敵人、

邪惡和危險的巢穴的姿態出現的。234 

 

雅克•阿達利（Jacques Attali） 

 

    穿越的盡頭是什麼？我們可以看到兩部來自美國和英國的大師級繪本，不約

而同地以「隧道」作為高度幻想的「過門」（magical portal）技巧，而隧道盡頭

的另一端，有整齊美觀的「園林」，有陰暗危險的「森林」，兩種空間，透過故事

的敘說，分別帶給讀者截然不同的想像空間（氛圍）。 

 

壹、綺夢般的魔法園林 

 

    在《魔法奇花園》的故事中，狗狗阿

飛闖入退休魔法師魔法奇先生的花園，被

變成鴨子後又叼走艾倫的帽子飛走了，他

以為再也見不到阿飛了，不料狗狗竟然好

端端的出現在韓小姐家。艾倫不知道的是，

他的帽子也回來了，由此證明阿飛的確被

魔法奇變成鴨子。艾斯伯格（Chris Van 

Allsburg）創作了一個詭異、怪誕又耐人

玩味的故事，換個角度看，我們甚至可以將艾倫午覺醒來去遛狗的過程看作是一

場夢境，不喜歡狗狗的他，或許根本就沒有醒來，他才懶得去遛狗哩！ 

 

    怎麼說呢？以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 1932-）所謂「使用文本」（using 

a text）的方式進行詮釋，不考慮作者的創作意圖及時代脈絡。在《魔法奇花園》

一書中，文字沒說的部份，圖畫其實透露了許多訊息，如圖 4-9 至 4-11，艾倫進

                                                        
234 邱海嬰（譯）（民 93）。智慧之路：論迷宮（原作者：Jacques Attali）。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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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夢境就是掛在牆上的那幅畫，畫中有一座橋，暗示著他之後會經過的場景，

「橋」也象徵了通往夢中奇境的「過門」，所以他在畫裡經歷了一場如假似真的

綺夢。夢醒後，一切回到常軌，但整個思緒和記憶仍舊讓人目眩神迷，分不清真

假虛實。這是夢和魔術的特質。 

 
貳、噩夢般的禁忌森林 

 

    相較於精緻美觀的「園林」，

安東尼•布朗（Anthony Brown）

在隧道另一頭營造出一座充滿威

脅的「森林」。《穿過隧道》（The 

Tunnel）一書有別於艾斯伯格營造

的弔詭和趣味性，這裡的「森林」

直指死亡訊息。哥哥被石化的那一

幕，面容停駐在驚恐的表情中，令

倉皇失措的妹妹瞬間崩潰，她抱著哥哥痛哭，就算哥哥總是戲弄她、愛跟她吵架，

但她決心穿越隧道的那一刻早已拋諸腦後。歷劫歸來，宛如噩夢初醒，感受還是

那麼真實，卻又令人不那麼確定，在這之後兄妹倆無情中建立了更加深厚的情感。

末了，作者僅祭出一幅兩人相視微笑的畫面作為結束，沒有任何說教，但寓意及

箇中的滋味（領悟），讀者跟兄妹一樣，當已了然於胸。「石化」可視為夢魘的另

一種象徵形式，帶人前往死亡幽谷走一遭，以「當頭棒喝」的方式讓人經驗「啊！

我懂了。」的頓悟。 

 

    儘管故事中這對兄妹所經歷的「苦路曲徑」堪稱是一場既嚴苛又驚悚的考驗，

 

圖 4-9 牆壁上的掛畫 

 

圖 4-10 艾倫帶阿飛去散步 

 

 
圖 4-11 艾倫焦急的找尋阿飛 

 

圖 4-12 妹妹抱著石化的哥哥，瞬間石像開始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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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魔法奇花園》封面。 

然而這部繪本的適讀年齡絕對是學齡前孩童。雅克•阿達利（Jacques Attali）不

時地強調，閱讀一本書就是進入「迷宮」的歷險，如他所說，迷宮是埃及國王所

羅門（Salomon,?- B.C 932）的秘密，它是「完成事業、需要遵循的道路的全部

辛勞」的象徵，是一種同時走向光明、走向意識最深處的辦法。這條同時也通往

亡靈地府的路。235研究者認為，在這部作品中主角穿過隧道進出「迷宮」所獲得

的頓悟，正是典型奇幻敘事所帶來的「醒味劑」功能。奇幻敘事最令人激賞的特

質是，它危險但不危及性命，是安全可靠的，表現在教育上，它是不說教卻能引

發教育導人向善的功能。《穿過隧道》全文文字極少，沒有華麗的詞藻、絢麗的

圖畫技巧，而是以故事性取勝，它帶給小小孩經歷另類的啟蒙。 

 

叁、不尋常的「園林」 

 

    前章分析過，1958 年菲莉帕・皮爾斯（Philippa Pearce）在小說《湯姆的午

夜花園》中已對「花園」意象有過夢境般的描寫；在繪本藝術中，1979 年艾斯

伯格以魔術師的花園說了一個綺夢般的故事，開放式的結局留給讀者無限的想像

空間，有驚喜、也有困惑，但終究不致讓人失望，就像魔術，它暗示諸多的可能

性。這是艾斯伯格營造的「花園」意象，不過本章以「園林」來形容魔法奇的豪

華庭園，主要是因為園裡面有許多「被加工過的藝術品」，並未保留植物的本來

面貌。 

 

    我們無法確定作者這麼做的用意是什麼，

但此處避開以「詮釋文本」（interpreting a text）

的態度去解讀它，選擇站在「使用文本」（using 

a text）的立場，不考察作者及其時代脈絡，這

麼一來便給讀者我開啟了另一番想像的空間。

魔法奇的花園裡到底暗藏了什麼，翻看書本並

未透露具體的樣貌，除了他豪華的宅邸和寬敞

整潔的花園外，沒有任何異常之處。在幾年教學應用的翻閱過程中，研究者發現，

真正的訊息其實早就被放置在書本的封面。如圖 4-13，許多動物如兔子、鴨子、

                                                        
235 邱海嬰（譯）（民 93）。智慧之路：論迷宮（原作者：Jacques Attali）。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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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鼠和大象等，體型都變成像樹林一般高大的模樣，小徑上艾倫正跑著要追回小

狗阿飛。渺小的他沒有意識到即將進入的地方暗藏了什麼。 

 

    研究者大膽推測魔法奇花園暗藏的訊息其實是「死亡」，而如果魔法奇花園

的主題是「死亡」的話，那麼書中不能提到的訊息是什麼？答案是「死亡」二字。

如果說花園美麗雅緻的外表是為了掩藏醜陋恐怖的內在，那麼作者艾斯柏格做到

了，就像最美麗的動物和植物，通常最危險。論及迷宮，不得不提的是，擅長以

迷宮隱喻手法寫作的阿根廷詩人波赫士（J. L. Borges, 1899-1986），他的短篇小

說〈小徑分岔的花園〉236中有這樣一段描述：在一個謎底是象棋的謎題裡，什麼

是唯一不准說出來的？那就是象棋這兩個字。「小徑分岔的花園」是一則非常龐

大的謎題或謎語，其主題是「時間」，而為了這個奧秘，不准提及時間兩字。閱

讀波赫士的詩和短篇小說，帶給人另一番詮釋繪本的靈感，將這兩篇故事對照來

看，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相較於安東尼•布朗在《穿過隧道》中開門見山、單刀直入式的破題，點出

手足親情的核心主題，艾斯柏格則採用加密的隱晦敘說風格，不露痕跡的說了一

個同樣危險的故事。在《魔法奇花園》中，艾斯柏格似乎想傳達什麼訊息，但其

實又什麼都沒說，僅僅描述一名男孩進出花園的過程，他用似是而非（paradoxical）

的夢境和魔術來迷惑讀者，最後更讓主題自然地模糊消失，變不見了，也可以說

作者這麼做是不想讓主題沾邊吧！似乎，最終「迷宮花園」的樹林馴服了森林，

它使人放心，將威脅納入了秩序，將敵對的自然改造成可控制的花園。我們探尋

不到謎底，卻發現更多謎題，這就好比阿達利強調的，走出「迷宮」的結果是踏

入另一座迷宮的路，一個持續被思考的迷宮歷程。迷宮可說是一個重複不斷的迴

圈。 

  

                                                        
236 〈小徑分岔的花園〉，或譯〈歧路花園〉。收錄在王永年等（譯）（民 91）。波赫士全集Ⅰ（原

作者：Jorge Luis Borges）。台北：台灣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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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形變•他者•試煉 

     

心靈生活越豐富、象徵生活越寬廣的人，越有能力熱愛自己的命運，

而心理分析師的任務，便是幫助我們面對那些突如其來的意象、形象

和景象，鼓舞我們去提煉其中象徵意涵。237 

卡爾•榮格（C. G. Jung） 

 

    奇幻敘事中，一種常見且重要的表現技巧就是「變形」，例如魔法或各種妖

魔鬼怪的形體變換。提到變形，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西遊記》中孫悟空的 72 變，

當時他求教於須菩提祖師，祖師說有 36 般變化的天罡數，也有 72 般變化的地煞

數，孫悟空選擇了後者。事實上西遊記本身並未詳述 72 變的種類特質，主要用

途為躲避天雷、天火和天風等災難，並求得永生的願望。故形體的變化只能算是

「72 變」的一變，而非指 72 種形體變化。大致而言，奇幻敘事中有關變形的意

義可分為兩種層次：第一種，也就是幻術或法術，是解決歷險所需的魔法，多為

角色的變形，孫悟空的 72 變屬於此類；第二種，指的是空間的變化，進而也包

括人或物的變化，但所指涉的是心靈空間，象徵和隱喻的表現，例如卡夫卡的《變

形記》，其對人性的控訴，可說是諷刺味道濃厚的敘事。 

 

    依上述，本研究以第二種為主論述。而本章主要勾勒的「那神教育學」中層

圖像，是屬於過程性的歷程，「隧道」是過程，而「變形」也是過程，皆依循「0-1-0」

的模式重複循環。變形或可稱為「形變」（metamorphoses）238，依字義有後設形

構的意思，形構再形構，也就是明白如何以及為何形構。在教育心理學上有所謂

「後設認知」（meta-cognition），指的是個人能控制及引導心智歷程的現象，並清

楚自己所有認知過程的思考。基於這樣的連結與定義，研究者認為，奇幻敘事中

的形變主題皆有其欲傳達的訊息要義。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中有許多變形的主題，但基本上都是不可逆的，無法再變

                                                        
237 龔卓軍（譯）（民 88）。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的總結（原作者：C. G. Jung）。頁 24。 
238 本文中，「變形」主要指的是外觀形象的轉變，而「形變」則包含了內在本質的改變，我認為

兩者有其因果關聯性，因此在行文上，非必要時我不刻意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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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來，除了少數神祇以外，例如宙斯。本研究中，奇幻敘事裡的變形則具有可逆

性，是能夠「逆向變形」的，即「人變形他者，又變回人形」。變形後的「他者」，

提供了心靈思維一個新契機，在極端中刺激思考各種可能性，於是「頓悟」（醒

未劑）便從中產生。扼要地說，本章將奇幻敘事的「變形」模式看成四種概念：

(1)主角的形變；(2)主角以外的他人形變；(3)空間（環境）的形變；(4)內在本質

（空間）的形變。這四種形變概念在故事中並非單獨存在，它可能同時並存兩種

以上。換言之，研究者認為「變形」是人類面臨壓力時的反應，外在的生理形變

影響內在心理的質變，物理世界的形體變化，透露因心性蛻變進而提升靈性境界

的可能。這段過程就是一場試煉，是一場成長和啟蒙的儀式。 

 

壹、「石化」的形變蘊意  

 

    根據上述四種形變概念，首先在《穿過隧道》一書中，哥哥變成石頭是主角

的形變；對妹妹來說則屬於他人形變；而隧道的另一頭空間，奇幻陰森的樹林則

屬於環境的形變；兄妹兩人歷險歸來感情和好，則是內在本質的形變，心靈的質

變。故事以驚悚駭人的方式，使另一頭的哥哥被不知名的力量「石化」，製造了

畫面張力並帶動故事的高潮，接著透過妹妹的擁抱和眼淚予以化解。兄妹的遭遇

彷彿讓人看見滴水穿石、柔弱勝剛強的寓意，真愛的力量無比強大。類似的劇情

在 24 年後，2013 年瘋迷全球的電影《冰雪奇緣》（Frozen）中，同樣使用了這個

經典橋段，妹妹安娜為了解救姐姐艾莎，被壞人施法結成冰，被石化了，艾莎見

狀哭泣不已，她的眼淚融化了冰人，姊妹倆終能重逢。 

 

    關於石化，希臘神話有這麼一段奇聞，英雄柏修斯（Perseus）在眾神的幫助

下，成功取下蛇髮魔女梅杜莎（Medusa）的首級，之後又營救了原本要獻祭給

海神的安朵美達（Andromeda）公主，就在他們回家鄉舉行婚禮時，遭遇菲紐斯

（Phineus）的阻撓，他帶著一幫人馬全副武裝要來搶婚，柏修斯迫於無奈，只

得使出一計，他大喊：「既然你們苦苦相逼，我只好向敵人求援。在場如果有人

自認是我的朋友，我奉勸你們把臉轉開。」239接著他高舉梅杜莎的頭顱，現場舉

凡不認同或反對者，全部被石化。研究者認為故事在這裡點出了「關係認同」的

                                                        
239 呂建忠（譯）（民 97）。變形記（原作者：Ovidius）。台北市：書林。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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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品牌凡賽斯（Versace）。  

考驗，以兄妹的故事來說，暗示了「出身認同」的考驗，如同柏修斯娶妻，要求

眾人對這樁親事的認同，無論你喜不喜歡自己的手足，唯有認清、認同這段關係，

才能獲得生機。 

 
 

    另一方面，《魔法奇花園》中小狗阿飛變成

鴨子，屬於「主角以外的他人形變」，而艾倫穿

過隧道進入的花園則屬於「空間的形變」。石化，

在希臘神話中最著名的就是蛇髮魔女梅杜莎

（Medusa）和英雄柏修斯（Perseus）的故事。

梅杜莎三姊妹居住的地方，戶外是一座石像公

園，到處矗立著人形或各種生物的石像，皆因

瞥見她的眼睛而被石化。240正因為這些石像個個栩栩如生，當代藝術家或品牌創

辦人更奉其為化石女神或藝術的代表。如圖 4-15，義大利品牌「凡賽斯」（Versace）

便是以梅杜莎的頭像作為 Logo，象徵致命的吸引力，她原本是雅典娜神

廟的祭司，擁有一頭飄逸的長髮，美艷動人。創辦人凡賽斯（Gianni 

Versace,1946-1997）就是希望他的設計能像梅杜莎一樣，逼真且吸引眾人

的注意。 241 

 

    回到故事脈絡，退休的魔術師魔法奇先生，彷彿也暗藏了這股魔法力量，

                                                        
240 呂建忠（譯）（民 97）。變形記（原作者：Ovidius）。台北市：書林。頁 113-114。 
241 凡賽斯或譯范思哲，詳細內容參見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9613.htm?fromTaglist 

 

圖 4-14 妹妹衝過去，抱住這個又冷又硬的東西，開始痛哭起來。慢慢的，慢慢的，這個東西開

始變色、變軟，並且有了體溫。然後，一點一點的，他開始動了，哥哥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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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千尋的父母形變成豬。 

在他神秘的花園裡有著不為人知的祕密，如圖 4-13，他讓許多生物成為自己豪宅

的藝術收藏品，搭配全書黑白畫面的風格，這一幕帶給人的視覺氛圍極不尋常，

彷彿時間被凍結了，詭異的氣氛縈繞在空氣中。花園宛如藝術公園，觀看畫面不

難感受到，艾斯伯格充分掌握了石化的意境和氛圍，他在《魔法奇花園》這部作

品中，以修剪工整的巨大樹木取代了石化的本來形象，可說是形變的再形變。此

外，故事中的主角本身沒有形變，艾倫透過「他者」（變成鴨子的小狗）似乎僅

僅產生困惑，歷險歸來也沒有造成內在本質的改變。因此，艾斯柏格的訴說對象

顯然不是主角艾倫，而是挑戰讀者，作者的目的想必是試圖轉換讀者的視野，變

換讀者的心智。 

 

貳、「食化」的形變蘊意 

 

    其次來看《神隱少女》，這裡以「食化」

來形容，指的是差點被當成食物吃掉的意

思。千尋的父母被施法變成豬，起因也跟

「食」有關，因為闖入神靈國度，且誤食

了神明的食物而遭到懲罰 242。而跟「食」

有關的經典童話就是《漢賽爾與葛麗特》243

的故事，這類因為「誤食」而無法「消化」，導致主角們必須扛起收拾災難的責

任，為故事帶來了張力。在《神隱少女》中，假如歷險的結果失敗，變成豬的父

母將被「食化」，被吃掉。 

 

    父母突然變成豬，是「主角以外的他人形變」；穿越隧道進入神靈的國度則

屬於「空間的形變」；千尋因為「他者」（變成豬的父母），導致原本柔弱毫無主

見的小女生轉換視野，踏上試煉的旅程，於是產生「內在的形變」。特別的是，

故事末了，千尋在返回現實世界前仍有一道律令必須謹守，男孩白龍告訴她，回

                                                        
242 這裡我以誤食來形容，是因為我認為「食」有別於「貪」。千尋父母是否因為貪吃而遭此報應，

其實尚有議論空間，我認為吃是人的天性，黃昏時刻且身在異地，美食當前自然免不了食指大動，

況且千尋的父母積極找尋老闆，堅持要付錢。所以較合理的推論是他們因「誤食」而觸怒了神靈。 
243 《漢賽爾與葛麗特》（德語：Hänsel und Gretel），童話常見翻譯為《糖果屋》，是由格林兄弟

所收錄的德國民間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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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寇洛琳遇見形變的另一個媽媽。 

去的路上千萬不可回頭看，於是她緊緊牽著媽媽的手穿越隧道，片刻不敢轉頭。 

 

    在希臘神話中有一則描寫類似的考驗，天琴座奧菲斯（Orpheus）為了解救

死去的妻子尤麗狄絲（Eurydice），冒死前往地獄，以他的琴藝獲得冥王和冥后

的幫忙，但他們警告奧菲斯夫妻在離開地面前不得回頭，無奈他自己才剛踏出地

面便迫不及待轉頭望向尤麗狄絲（還差一步才跨出地面），以致於挽救妻子的希

望瞬間幻滅。244然而千尋謹守白龍的警告，這道律令，似乎暗示了孩童從「前青

春期」邁向青春期的過程中，這是一項關於人格穩定性的考驗，你必須完全信任

且恪遵指令，必須與同儕互動、學習求助和合作，方能獲得救贖。日本精神科醫

師山中康裕（やまなか やすひろ，1941~）說，孩子們在「前青春期」若能與同

性別、同世代的朋友建立良好的友誼關係，將有助於成年後的精神生活，較能保

持內在與外在的安定。根據美國精神醫師蘇利文(H. S. Sullivan, 1892-1949)的研

究指出，這個階段正好是孩童要揮別主觀世界的幼兒期，同時也是決定是否能安

然度過青春期的一個重要階段。245 

 

    《神隱少女》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形變人物和神怪，而最重要且極具特色的

就是名字的形變。千尋為了在「油屋」生存，被壞心的湯婆婆取走了真名「荻野

千尋」，剩下「千」，這是另類的「主角的形變」。名字的變形即人物的變形，在

這之後，千尋才能在非人類的空間裡工作求生，若沒有這個「形變」，她將變得

透明，在「油屋」的神靈世界裡逐漸消失。在那裡，千尋不再是原來的自己。 

 

叁、「蝕化」的形變蘊意 

  

    最後來看《第十四道門》，根據故事

內容，這裡以「蝕化」象徵人類心靈遭

受腐蝕的涵義。小女孩寇洛琳（Coraline）

內心渴望有個溫暖的家庭，願意陪伴她

                                                        
244 宋碧雲（譯）（民 88）。希臘羅馬神話故事（原作者：Edith Hamilton）。台北：志文。（原著出

版年：1940）。頁 180-181。 
245 「前青春期」指介於 10 歲左右的青少年男女。參見王貞瑤（譯）（民 95）。哈利波特與神隱

少女—進入孩子內心的世界（原作者：山中康裕）。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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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爸媽，沒想到在隧道另一頭，真的存在「另一個媽媽」，這是屬於「主角以外

的她人形變」；隧道盡頭的另一個家，則是「空間的形變」。蜘蛛變成的「鬼媽媽」

佈下天羅地網，要蝕的是人心，人的靈魂。其中又以孩童為對象拐騙，就像「糖

果屋」的誘惑，「她」就地取材，施法編織了一模一樣的人物和空間，有趣的花

園、溫馨華麗的家庭和南瓜變成的爸爸等，巧奪天工的技藝只為騙取孩子的靈魂

之眼，然後「蝕盡」。 

 

    故事創造一個新主題：「每個人都有另一個爸爸和另一個媽媽」，只是你不一

定會知道。後來寇洛琳甚至覺得「另一個媽媽」對她比較好，任何她想要的都會

滿足她，物質的誘惑總能輕易吸引孩童，然後逐漸腐蝕純淨的心靈。在這幢古老

宅邸的神祕空間中，還有其他被「鬼媽媽」囚禁的孩童靈魂，那些意志不夠堅定，

容易受到外在物質和美食誘惑的孩子，越是分不清真實與虛幻、抵擋不了誘惑的

人便要上鉤。慶幸的是，寇洛琳只是個不喜歡無聊，希望有人陪伴的小女孩，但

不至於分不清誰才是她的親生父母，她意志堅定毫不猶疑，所以仍保有強大的生

命力量，最後通過這場試煉成功地救出父母。 

 

    《第十四道門》以現代驚悚童話的風格，重新揉合了童話與神話的元素，可

以看到幾種互文指涉（intertextual reference）246的軌跡，它就像路易士•卡洛爾

（Lewis Carroll, 1832—1898）的《愛麗絲鏡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and What Alice Found There,1871），隔著一面鏡子有另一個世界的存在；就像《漢

賽爾與葛麗特》中的「糖果屋」，森林裡有一個誘人誤食的美麗陷阱，等待獵物

上鉤；而在神話故中更有一則人變形為蜘蛛的故事，阿拉克妮（Arachne）的紡

織技術高超，廣受眾人甚至仙女們的褒獎和愛戴，但她卻因此迷失自我，忘卻謙

卑，甚至對巧藝女神雅典娜輕蔑不敬，誇口下戰帖比試，最後被女神變成蜘蛛，

世世代代都必須無止盡地紡織。247這是一場「心靈的試煉」，愈是經不起物質誘

惑、好大喜功追逐名利者，靈魂也就愈沉淪。越是「腐化」就越容易被「蝕化」。 

                                                        
246 互文指涉：即「互文性」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一語最早由克里斯多娃（Julia Kristeva，
1941~）在《符號學：解析符號學》一書中所提出。她在隨後的《小說文本：轉換式言語結構的

符號學方法》中，以一章的篇幅詳細論述了「互文性」概念的內容。 
247 阿拉克妮（Arachne），或譯阿瑞荷妮，她與雅典娜•米涅娃比賽紡織手藝，二人的織錦圖分

別富含意義，是神話故事中最著名的橋段，參見呂建忠（譯）（民 97）。變形記（原作者：Ovidius）。
頁 14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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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石人腳下有 12 顆石頭。 

肆、三種頓悟：自我、手足及血緣的認同 

 

    千尋穿過隧道歸來後，仍保持自己原來的氣質，依舊柔弱渴望有成人依偎，

透露出天性本質，與其強求改變何不欣然擁抱接納本來的「我」。不同於一般的

說教寓意，千尋的故事可貴之處在於，不因一場歷險後造成全面性的改變，沒有

脫該換骨般的神情與自信，但她牢牢記住自己的名字、自己是誰，喜歡原來的自

己，這是找到「自我認同」的價值，也是最重要的意義；穿過隧道的哥哥和妹妹，

在另一頭頓悟了手足親情的可貴，末了，作者無需多說，一幅兩人相視微笑的構

圖傳達了一切，這是「手足認同」，可貴之處在於不說教而能達到教育目的；寇

洛琳的故事則是關於「親情認同」的意涵，她發自內心珍惜身邊擁有的一切好與

不好，尤其是跟父母的關係，也是對當下（此生）的認同。 

 

    故事的主旨都在表達「關係」的認同，我們是來自同一產道、同一家庭，是

血脈相連的親兄妹；就像受到蠱惑的寇洛琳，她沒有迷失於另一個家庭的美好中，

她抱怨沒有人陪卻不代表討厭爸媽，儘管另一邊的父母對她百般的好，但出於天

性，她毅然拒絕在雙眼縫上鈕扣（獻出靈魂）。寇洛琳明白父母都有缺失，了悟

「凡事稱心如意便失去意義」的真諦。 

 

    最後，關於變形所帶來藝術上的符號指涉，研究者認為，這是繪本畫家們不

安於純粹的作畫與構圖，藝術家們總喜歡玩弄點把戲，隱藏額外且重要的訊息在

裡頭，透過「形變」的方式來達成。一般讀者沒發現也不影響故事的閱讀，但是

在重複閱讀、與他人共讀以及不同時期閱讀下，則

會帶來不同的領悟，這同時考驗了文學作品的可讀

性。 

 

    以《穿過隧道》為例，如圖 4-18，哥哥被石化

的那一幕，「石人」腳下有 12 顆圍成一圈的石頭，

象徵「時間」，暗示生命的有限性，能夠操控時間便

擁有掌握生死的力量；再者，「石人」週遭的森林瞬

間被砍伐殆盡，宛如樹木的墳場，凸顯死亡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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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哥哥變回人形。 

可怕，象徵生命來到這個空間將被終結。而就在

妹妹出現後，她的擁抱和淚水解除了這道魔咒，

如圖 4-19，我們可以觀察到，就在哥哥恢復人身

後，原本腳下的石頭瞬間開出一朵朵美麗的小白

花，樹林恢復了生機，畫面色調變得柔和，象徵

生命力的綻放。 

 

    換個角度看，安東尼布朗說了一則如「夢魘」

（Nightmare）般的驚悚故事。醫學上所謂「夢魘」

或稱「睡眠癱瘓」（Sleep Paralysis）248，主要症

狀是大腦清醒，但四肢卻不聽使喚，甚至以為自己已經甦醒，四處遊歷夢境，最

後才驚覺根本沒醒來過，這時候令人感到異常胸悶，像被千金萬石壓住無法動彈，

恐懼感深深襲來，就像被「石化」了，過程就像「出體經驗」（out of body experience）

使人經歷瀕臨死亡的感受。而對抗夢魘的方式，只需要身旁有人碰觸或叫喚，當

下便可瞬間「解凍」，呼吸立刻獲得舒緩恢復正常狀態。哥哥在故事中歷經一場

出體經驗的夢魘，等待「碰觸」以解除魔咒。這樣的過程恰好與故事情節相符合，

不愧為一則驚悚駭人的噩夢。故事中沒說出來的話，主角們沒察覺的改變，透過

構圖及物件的變形，隱藏在藝術中，它就像是作者要跟讀者說的加了密的語言。 

  

    總合本節所述，這些小主人公在「穿越」過後，在隧道盡頭暗藏的石化、食

化和蝕化等危機中，歷經「奇緣」，歸返後重新找回了屬於自己的重要緣分。在

自己的、他人的、環境的和內在的等四種形變概念中，共同指出一個要義，那就

是刺激主角想法的改變或觀念的頓悟。本研究所倡議的「那神」（No-thing），是

拒絕物質化，反璞歸真，肯定人性中的天性與神性本質，在形變的主題裡，即是

逆向變形的概念，它依循著「人-變形體-人」或「0-1-0」的模式，找回本來的我，

彷彿人的第二次誕生。這四則故事闡述了一個圖像：奇幻敘事是一條走向「苦路

曲徑」的旅程，它不輕鬆而且危險，然而在進出「迷宮」（試煉）之後，往往獲

得啟蒙與成長，這樣的成長與收穫，同樣是生命靈數「8」所欲傳達的要義。  

                                                        
248 症狀，半夢半醒間，感覺胸悶被石頭壓住，中國人稱「鬼壓床」，日本人稱「金屬束縛」，英

國人則稱「夢淫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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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鄉愁，與鮭魚同游 

     

狐狸說：「這就是我的秘密，一個很簡單的秘密：一個人只有用心靈才

能看得真確；重要的東西用肉眼是看不見的。」249 

    

聖修伯里（Saint-Exupery） 

 

    若說希臘神話是變形主題的始祖，那麼古羅馬詩人奧維德（Publius Ovidius 

Naso, B. C. 43-A. D. 17），他的代表作《變形記》（metamorphoseon）可說是集大

成者，奧維德以「變形」作為縱貫神話故事的主軸，融入他獨樹一幟的「陰性書

寫」風格，他一反眾家神話版本中綱要式或陽剛味的書寫風格，而以細膩的筆法

刻畫女性心理與情緒等思路，讓故事長出血肉和靈魂，成為世世代代藝文創作者

的靈感泉源。本章所欲闡釋的主旨是關於「啟蒙」（initiation）的意涵，在穿越

之後領悟了什麼（something），在儀式過後獲得了某種新能量，此處將這類旅程

看作是一段被放逐或自我放逐的漂流（detachment），而回歸則是帶著「鄉愁」

（nostalgia）式的。 

 

    這裡所稱的「鄉愁」概念首先不是來自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 1877-1962）

的同名著作，概念來自義大利符號學家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 1932~）所

寫的諷刺性散文《帶著鮭魚去旅行》250。文中他批評科技（電腦）力量的入侵，

造成人類生活的異化，當時他所處的環境為多種族、多語言並存的後現代差異共

存的景況，然而這盤「沙拉拼盤」式的組合，凸顯了語言溝通的困境，不僅人與

人，人與科技的溝通更是當前和未來所必須面臨的。尊重差異和包容異己若是後

現代社會的特色，那麼它的前提應包含其他素養，「溝通」顯然是其中之一，因

為尊重或包容不見得與生俱有，它仍需要學習，需要的正是一場「儀式」，它可

以是對話、閱讀或教學等形式。換言之，它闡述了「每個人心中都住著一隻鮭魚」

                                                        
249 引自《小王子》，故事中狐狸承諾送給小王子的秘密就是這段話。參見李思（譯）（民 88）。
小王子（原作者：Antoine Saint-Exupery）。頁 92。英文：It is only with the heart that one can see rightly; 
what is essential is invisible to the eye.（頁 222） 
250 張定綺（譯）（民 89）。《帶著鮭魚去旅行》（Partial translation of Il secondo diario minimo, 1994）。
台北市：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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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涵，彷彿人體內都潛藏回流的基因，有著逆流的精神，到這裡，就比較接近

赫塞的小說觀點，那歸鄉的渴望，是一種對家鄉、對土地的認同作用。 

 

壹、鄉愁式的認同作用 

 

    認同作用，尤其「親屬關係的認同」是本章幾則故事所欲傳達的重點。關於

鄉愁（nostalgia），學界普遍以史詩《奧德賽》為典型的代表，然而法國當代哲

學家呂克•費希（Luc Ferry, 1951-）提醒說，「鄉愁」一詞完全沒有出現在《奧

德賽》故事中，也不在當時希臘人所使用的詞彙中，一直要到 1678 年才由哈爾

德的瑞士醫生創造出來，是為了翻譯和詮釋 18、19 世紀所流行的「思鄉病」，意

指「對家鄉與家園的病」。呂克•費希說，「鄉愁懷舊」（nostalgie）這個字的開

頭 nostos，源自 nestai，是回來、回家的意思，它來自 Nestor 這個名字，意指凱

旋歸來的人，而 algos 的意思是痛苦。因此他說，鄉愁是一種痛苦的回家欲望。251

他認為這同時也是觸動奧德賽（Odysseus）252堅持歸返故鄉伊薩卡（Ithaca，或

譯綺色佳）的動力所在。 

 

    試想，對一個年輕國王來說，在離家 20 年後，王國豈能一日無主？妻子是

否安在、是否另嫁他人、或是否依舊貌美，這些只是部分原因，再者，他從沒見

過自己的兒子、也從來沒拒絕許多的豔遇，因此促使他歸鄉的絕不是對妻子的忠

貞愛情、也不完全是對兒子的思念、也不是早日歸國取回王權。然而，奧德賽卻

也拒絕了女神卡呂普索（Calypso）的慰留、對長生不死和永享榮華富貴的條件

視若無睹，這是為什麼？呂克•費希說得好，運動是為了歸位，為了回歸到我們

被不恰當地挪移前的自然之所（綺色佳島）。而旅行的目的，對英雄來說，即是

重新找回他跟宇宙秩序之間失落的協調。253奧德賽回家的欲望，即是跟宇宙和諧

共處的渴望，這是一種接受死亡（有限的生命）、成為真實自己的表現，這也是

他在文學領域裡，被推崇完美體現這項智慧的凡人。 

 

    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在小說《鄉愁》的尾聲，藉由主角培德•卡

                                                        
251 李鳳新（譯）（民 99）。神話的智慧（原作者：Luc Ferry）。頁 187。 
252 奧德賽（Odysseus），或譯奧德修斯，希臘文為 Ulysses，尤里西斯。 
253 李鳳新（譯）（民 99）。神話的智慧（原作者：Luc Ferry）。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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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沁特的口，有感而發地說：「回想過去的漂泊與歷練，我又喜又腦地發現自己

的人生正應證了古老的諺語：魚離不開水，農夫離不開土地。尼米坎的卡門沁特，

即使習得所有技藝，也不可能成為城市與世界之子。」道出了沒有出離便稱不上

懂得鄉愁，始終待在家鄉將體悟不到鄉愁的滋味。培德•卡門沁特說：「兜了個

圈，終究還是事與願違，回到這個湖山環繞的老地方。這兒是我命定的歸屬……

現在才明白，原來是骨子裡的尼米坎的精靈在作祟。」254 南方朔在《鄉愁》的

序文中指出，赫塞由始而終的那種「現實─理想」、「衝突─超越」、「沉淪─

提升」自我對話風格是本書的最大特色，而它最終則以人我合一、人與永恆合一、

人與自然合一，在永恆的懷抱中得到生命的狂喜。這是浪漫主義裡最高的神秘主

義境界。255 

     

    從靈性科學（Spiritual Science）角度來看（「那神」圖像），研究者以為這是

一種「〇—●—〇」的模式，從 0 到 1 之後，如何再回到 0，以及為什麼要回到

0 的命題。有句話說：「從我們來自的地方，我們是無法被分隔的。」（Who we ar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where we are from）256卡門沁特骨子裡作祟的精靈是什麼？

跟他的家鄉古諺似乎有所關聯，無論是從神人到凡人，抑或是從凡人通往神人，

這中間的過程，以浪漫式的精神來詮釋，可以說：每個人（神）心中都住著一隻

「鮭魚」。凡人，尤其是富人、國王，無不想成為不死之身（神），然而神同樣也

想當一次凡人，「鮭魚」在我們身體血液中游著，不斷地作用著。 

 

    以上簡單舉兩個經典故事為例，延續相似的概念，接下來本章試圖將那種「宇

宙和諧」或「回歸大地」式的大我鄉愁的認同，轉向為小我的、貼近當下生活的

「親屬」關係的認同，即視宇宙大地為「母親」，人回歸故鄉、認同親屬關係，

正是基於這項假設前提。也就是受到陰性力量、母性力量的指引。 

 

 

                                                        
254 柯麗芬（譯）（民 97）。鄉愁（原作者：Hermann Hesse）。頁 210。 
255 柯麗芬（譯）（民 97）。鄉愁（原作者：Hermann Hesse）。頁 9。 
256 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暢銷書作者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 1963~）所說，參見：TEEPR
趣味新聞。網址：
http://www.teepr.com/%E5%85%A9%E5%90%8D%E5%AD%B8%E7%94%9F%E5%81%9A%E7%
9A%84%E9%A9%9A%E5%A5%87%E9%BB%91%E6%9D%BF%E7%95%AB%E4%BD%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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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寇洛琳沿著第十四道門，蠕動的「甬

道」爬行，彷彿渴望出生在另一個家庭。 

貳、穿越隧道：生命的考驗 

 

    從再想像與再詮釋的觀點來看，就故事的隱喻而言，「隧道」好比「產道」，

血濃於水，血脈相連的親情關係不容抹除，是無法重新來過的，至少就此生來說

是如此。產道，對弱小的生命體而言，如同《穿過隧道》中妹妹的描述：「隧道

好暗，好濕，好滑，好可怕。」變形的牆面宛如皺褶的產道壁；或如《神隱少女》

中的千尋，走在幽暗的隧道中對她而言是那樣地恐懼害怕；就連《第十四道門》

裡的寇洛琳，同樣是不安地爬進窄小、不停蠕動的「甬道」。對成人而言，好比

千尋的父母親所展現的，舒適自在且充滿自信地走過隧道，完全感覺不到害怕，

生產對成人來說是有足夠時間做好各種準備的，但對小小的生命體而言，卻是沒

有機會做好心理準備的，誕生的那一刻隨即進入嚴峻的考驗，唯有順利通過才能

看見另一頭的「曙光」，迎向新生。 

 
 

    每個孩童心中都存在著另一個世界，對父母都可能曾有不滿，於是就像寇洛

琳，在牆的另一面投射出心中渴望的「真實」。寇洛琳爬進爬出的「甬道」，彷彿

暗示著想要出生在另一個完美家庭的渴求。她藉由鑰匙（陽具）開啟另一個空間

（子宮），於是女孩誕生於另一個世界。

然而，縱使父母有百般的不是，這些似乎

都不是重點，她對妖怪回嗆：「如果我要

什麼就有什麼，那還有什麼好玩的？什麼

都稱心如意，就什麼意義也沒有。東西到

手了，然後呢？」眼睛象徵靈魂之窗，寇

洛琳的雙眼最後沒有縫上鈕釦，象徵她的

  

圖 4-20 妹妹等不到哥哥，只好跟著進入隧道。隧道好暗，好溼，好滑，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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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若沒有建立馴養關係，站在五千朵

玫瑰花的花園裡，也只是毫無感覺。 

「心靈之眼」（inward eye）257尚未被蒙蔽，而史小姐和福小姐送給她的「穿孔石」，

象徵能重啟心靈之眼，暗示人當用「心」去看。這裡的「心」彷彿具有靈視能力

的「天眼」。 

 

叁、馴養（tamed）：建立關係 

 

    如同鮭魚歸鄉的回流，想像它是一種潛意識內在的、天性般的認同，重新開

啟「心靈之眼」以求看得真確。類似的說法在《小王子》（The Little Prince）258一

書中，狐狸對小王子說的秘密淺顯明瞭的指出相同的概念，牠說：「一個人只有

用心靈才能看得真確；重要的東西用肉眼是看不見的。」259小王子原本對自己星

球上的那朵玫瑰花不太重視，後來他在地球上，在五千朵玫瑰花面前所頓悟的道

理即是一種「關係」的肯定。這種肯定、肯認，也是狐狸所說的「馴養」（tamed），

指的是「建立關係」（to establish ties）及其伴隨而來的責任（become responsible）260。

2011 年夏天，研究者在「毛毛蟲兒童哲學基金會」擔任暑期營隊「小王子的哲

學探險」的討論帶領人，其中關於「馴養」議題有許多討論，例如一旦馴養被建

立，那麼有關「受傷」的詮釋就可能是：如果愛沒那麼多，或許就不會那麼受傷；

如果在乎沒那麼多，或許就不會那麼放

不開；如果在意少一點，或許就不會那

麼受傷。類似的思考與對話，在四天三

夜的營隊中不斷發酵。這種「馴養」的

關係就好比意志與意志的締結，它可以

是主僕關係、友誼關係或是更親密的關

係。 

 

    小王子的本質就是孩童哲學家，兒童哲學研究與推廣學者楊茂秀教授，最常

說的是，哲學家不回答問題，但提出問題，而且是好問題。彷彿，他們總是讓自

                                                        
257 心靈之眼（inward eye）一語出自英國浪漫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意指具洞察力，不被事物表象蒙蔽的意思。 
258 作者為法國飛行員兼作家，聖修伯里（Saint-Exupery, 1900-1944）。《小王子》自 1943 年出版

以來，已被譯成 100 多種語言。 
259 李思（譯）（民 88）。小王子（原作者：Antoine Saint-Exupery）。頁 92、222。 
260 李思（譯）（民 88）。小王子（原作者：Antoine Saint-Exupery）。頁 8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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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歸 0」，打扮像歐巴桑、像漁夫，大智若愚般的模樣，這副景象宛如塔羅牌

中的「0-愚人」261，自 15 世紀有塔羅牌以來，「愚人」的位置該如何擺放，始終

是塔羅學者議論的問題，卻也一直沒有最恰當的答案。它象徵一種回歸最自在的

「0 性」生活態度，在生活中有相當多例子，事實上兩千多年前的聖哲蘇格拉底

就是過著「0 性」的生活，用在教學法上，即「蘇格拉底討論法」，這種方法讓

人越是討論，就越自我否定，越是探究，就越回到事物本質，而本質與存在從來

就是最形而上的。從 1 往 0 移動，從實然的現實性往應然的靈性轉移。不過，這

不正是「愚人」的特質嗎？他的角色就是要打翻蘋果車，使塔羅無法「定於一尊」。

「愚人」為塔羅帶來了生命。262 

 

    回到前述幾則穿越的故事主題來看，「隧道」所指涉的隱喻（metaphor）清

楚可見，再怎麼討厭自己的手足，都是親兄妹，再不及格的父母，仍是生父跟生

母，換了另一個爸爸或另一個媽媽就是不對勁。這是無法登報作廢或重新選擇的，

自產道出生哇哇墜地的那一刻起，我們已經無法再回頭，「生過來、生過去」可

謂天方夜譚，那不過是另一齣幻想故事。生產是一場賭上性命的冒險（包括生產

者和被生產者），事實是，沒有人可以決定自己的身世，但可以學習好好相處的

方式。當然，假如「穿越儀式」的頓悟太難領會，那麼好好「溝通」的儀式，好

好「建立關係」應是在教育上可以使上點力的。 

 

肆、長長隧道的盡頭：死光或曙光 

 

    雖然不能說這幾則故事都是發生在夢境中，但以其魔幻寫實般的境遇，將幻

想與現實連結的創作技巧看來，彷彿有「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的朦朧與穿梭感。

柔弱無力的惡魔變換無形，如同在夢境之中，在潛意識之中。這是夢，一場不甜

美的惡夢；這是遊戲，一場恐怖到令人瞬乎窒息的遊戲。來到孕育生命的最後關

卡「產道」，拒絕降生者，回頭已經沒有容身之處，不出去將難產夭折，因此唯

                                                        
261 偉特塔羅牌（Universal Waite Tarot），全稱為「萊德•偉特塔羅牌」（Rider Waite Tarot Deck），
包含 22 張「大阿卡納」（Major Arcana）和 56 張「小阿卡納」（Minor Arcana），共計 78 張牌，「愚

人」屬於大阿卡納的第一張，編號 0。它是唯一超脫 78 張牌的順序之外，它代表起點、不可拘

束者、存在於當下的靈動者，是整副牌的關鍵，非常地具有「0 性」特質。 
262 孫梅君（譯）（民 101）。塔羅全書：如何解開塔羅的秘密（修訂版）。（原作者：Richel Pollack）。
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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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哥哥不理會妹妹，逕自穿過隧道。 

有朝向「甬道」勇闖出去，方能看見一片曙光和生機。 

 

    事實上，手足之情、親子之情，其實

沒有認不認同的問題，不認同就好比否認

這段出生，而拒絕出生，還能鑽回產道重

新來過嗎？那已是無可回頭的事實。不認

同者如同反抗者，那麼盡頭處等著的是另

一股石化的力量，是蛇髮魔女、蜘蛛精或

其他非人類的神靈空間，而石化等同時間

的停止、等同生命的終止，鑽回產道的結

果不言而喻。奇幻敘事的功能之一，就在於提供一趟驚悚的體驗，帶來一次重生，

一次頓悟的契機。 

 

    長長隧道的盡頭，看見「曙光」，好比寇洛琳遇見的另一個「家」，然而蜜糖

總是包藏禍心；長長隧道的盡頭看見「死光」，好比「石化的哥哥」和「油屋」

世界，而唯有充滿愛與希望，方能產生力量。這三則故事，來自美國、日本和英

國等三個國家，包括三種媒材，繪本、動畫和小說，不約而同地採用「隧道」作

為高度幻想的「過門」（magical portal）技巧，巧合的是，三位作者都是男性，

但卻不約而同地讓女性成為解救者。產道，是女性特有的生命奧秘，子宮，是通

往啟蒙的「聖殿」。基本上，穿過「隧道」即是一場出離的漂流旅程。一如哈佛

符號學教授羅柏•蘭登所說：「這是很常見的隱喻—人必須通過神秘的入口才能

獲得啟發。入口跟門戶經常是代表轉變的成長儀式象徵。尋找實體的入口就像試

圖找到實體的天堂之門。」263 

  

                                                        
263 李建興（譯）（民 99）。失落的符號（原著作者：Dan Brown）。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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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大地女神狄密特和女

兒，春神泊瑟芬重逢。 

第五節  漂流，自我的完整 

 

在神話的圖像語言中，女人代表的是能被認識的全體。英雄則是去認

識的人。隨著英雄在人生緩慢啟蒙過程中的逐漸進展，女神的形象也

為他而經歷一連串的變形：她絕不會比他偉大，但她總是能不斷給予

超過他所能了解的事物。264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 

 

    承上文所述，顯然女性的力量不容忽視，奧維德（Ovidius）的「陰性書寫」

同樣蘊藏著女性的力量，透過本章故事的詮釋，讓我想起一段非常精彩的敘述，

即喬瑟夫•坎伯說的兩個啟蒙（initiation）階段。坎伯到世界各地做了許多原住

民神話與儀式的田野調查及文物的考證後指出，第一階段的啟蒙是「女神的啟蒙」

（initiation through the goddesses），第二階段的啟蒙是「終極深淵的啟悟」

（initiation into the ultimate depths），以下兼以羅柏•蘭登的對話論述說明之。 

 

壹、女神的啟蒙 

 

    坎伯說，第一階段的啟蒙是「女神的啟蒙」，

這個圖像是大地女神狄蜜特（Demeter）265和女兒

泊瑟芬（Persephone）重逢的時刻，象徵地上與地

下兩個世界達致和諧的關係（come into harmonious 

relationship）266以及「生命-死亡-復活」的永恆循

環關係（the eternal cycle of life-death-resurrection）。

在《達文西密碼》一書中，曾將聖杯（Holy Grail）

以最古老的形式還原為 Sang Real，意思就是王室

                                                        
264 朱侃如（譯）（民 86）。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頁 121。 
265 狄蜜特（Demeter）是大地女神，或稱穀神、豐收女神，是宙斯的姊姊。女兒泊瑟芬（Persephone）
是春神，某日被冥王黑帝斯（Hedes）強行擄走並成為他的妻室後，每年只有三個月可以到地面

上與母親相會，而這段時間也就是春季。 
266 Campbell, Joseph (1990). Trans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 P.201。另參中譯版，李子寧（譯）

（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原作者：Joseph Campbell），頁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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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小美人魚愛麗兒，家裡掛著一幅

17 世紀畫家拉突爾（La Tour）的〈懺悔

的抹大拉〉。 

之血（Royal Blood）。並且指出「聖杯」符號象徵失去的女神，追尋聖杯，實際

上就是要追尋抹大拉（那個受了冤屈的皇后），要跪在抹大拉的馬利亞（Mary 

Magdalene）屍骨前祈禱。自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I Magnus，272—337）

開始，神聖女性被妖魔化，他將世界成功的由女家長的偶像崇拜轉為男家長的基

督信仰，並將女神從現代宗教中抹除。甚至為時三個世紀的殘酷的十字軍，用各

種創意又可怕的手段去再教育異教徒和女性崇拜的宗教。267 

 

    蘭登直指女性帶來生命的概念是古代宗教的基礎，分娩是隱密而充滿力量的。

他說：「以往人盡皆知，女人乃精神啟蒙之必要一半，如今卻已被世間的神廟逐

出。沒有女性的猶太正教拉比、天主教牧師，也沒有伊斯蘭教的女牧師。」268蘭

登和坎伯皆指出了女神啟蒙的真理。如今這些被打壓的真相以另一種姿態潛藏著，

例如《亞瑟王》和《睡美人》都是聖杯的寓言，雨果的《鐘樓怪人》和莫札特的

《魔笛》則充滿共濟會的象徵符號和聖杯秘密。福爾摩斯曾說：「你看見，但你

沒有觀察。」（You see, but you do not observe.）只要你睜開眼睛尋找聖杯，它便

無所不在，繪畫、音樂、甚至卡通及電影中皆能窺見。蘭登甚至說，華特•迪士

尼（Walter Elias Disney, 1901-1966）一生的秘密志業就是將聖杯故事傳給下一代，

他跟達文西一樣，喜歡在作品中隱藏秘密訊息，那些異教神話和被壓抑的女神故

事，例如《仙履奇緣》中被監禁的灰姑娘、

《睡美人》中奧蘿拉公主的代號是「玫瑰」、

《白雪公主》中吃毒果暗示了夏娃的墮落，

其題材都在處理被監禁的神聖女性。269如圖

4-25，在《小美人魚》中，愛麗兒家裡掛著

的那幅畫〈懺悔的抹大拉〉，明顯在提醒一

向被忽視的抹大拉的馬利亞，這是一幅畫家

向神聖女性致敬的名畫，而人魚的身形宛如

聖杯，紅色頭髮象徵聖血，甚至連愛麗兒

                                                        
267 尤傳莉（譯）（民 93）。達文西密碼（原作者：Dan Brown）。頁 286、293。 
268 尤傳莉（譯）（民 93）。達文西密碼（原作者：Dan Brown）。頁 146。 
269 詳文參見尤傳莉（譯）（民 93）。達文西密碼（原作者：Dan Brown）。頁 29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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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el）這個名字的意思就是「被包圍的聖城」270之意。 

 

女神的啟蒙，敘說著透過女性，人誕生、人渴望被愛與性衝動，如佛洛伊德

所謂的「生之衝動」，這裡女性占據了重要的位置，例如幫助鐵修斯擊敗牛頭怪

走出迷宮的亞莉阿德妮、阻止英法百年戰爭的聖女貞德、法國送給美國象徵自由

與人權的自由女神，或如《魔戒 3》中，能殺死「戒靈」的只有女性（洛汗國王

女兒），甚至俗話常說的，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位成功的「女性」，當然，更不

用說創世之初，眾神之母的大地母親蓋婭（Gaia）。從生物學觀點來看，性器官

與泌尿系統分開的女性，又確實比男性高一等。 

 

貳、終極深淵的啟悟 

 

    坎伯說，第二階段的啟蒙是「終極深淵的啟悟」，這個圖像是女神狄蜜特

（Demeter）和冥王黑帝斯（Hedes）的相遇，此階段的重點在於超越性別的對立、

體驗雌雄同體（androgyneity）的狀態，此外，更深一層的意義則是認清必死之

身與不死之身其實都是一體的，就好像月亮的意識和太陽的意識在此趨同而

歸。271蘭登認為「事實上，達文西是在男性與女性之間達成平衡。他相信除非男

性和女性的元素兼具，否則無法啟迪人類的靈魂。」例如他的〈蒙娜麗莎〉就暗

藏了雌雄同體（hermaphrodite）272的訊息，Mona Lisa 的變位字即 AMONL’ISA，

是源自埃及生殖力男神阿蒙（Amon）和生殖力女神伊西絲（Isis），Isis 在古埃及

象形文字裡又稱為麗莎（L’ISA），故兩者結合後為AMONL’ISA，也就是Mona Lisa

（蒙娜麗莎）。273換言之，蒙娜麗莎不但名字是男性與女性之神聖結合的變位字，

她的臉看起來也是雌雄同體，經電腦分析後發現，她和達文西的自畫像有驚人的

一致性，彷彿是兩者的融合。 

 

                                                        
270 舊約聖經〈以賽亞書〉裡，愛麗兒（Ariel），或譯「亞利伊勒」，是對聖城耶路撒冷的別稱，

意思是神的城、聖城，或指被包圍的聖城。 
271 Campbell, Joseph (1990). Trans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 P.201。另參中譯版，李子寧（譯）

（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原作者：Joseph Campbell），頁 305。 
272 蘭登所指雌雄同體（hermaphrodite），字義是由信使之神赫密士（Hermes）和愛神愛芙羅黛蒂

（Aphrodite）兩者的關聯而來。 
273 尤傳莉（譯）（民 93）。達文西密碼（原作者：Dan Brown）。頁 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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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彼得羅薩碗局部圖。畫面中標示出狄密特

肩上的「死亡烏鴉」以及黑帝斯手持「豐饒角」。 

    坎伯從「彼得羅薩碗」（Pietroasa 

bowl）274來解讀這兩段啟蒙要義，

其中別具象徵意義的是，狄蜜特肩膀

上躺一隻死亡的烏鴉，而黑帝斯的手

上則握著一支巨大的「豐饒角」，如

圖 4-26，兩人分別拿著彼此的象徵

物，隱喻著男與女、生與死的和諧、

合一。這種合一的精神，有著多樣的

詮釋可能，例如：賦予地上生命力的春神泊瑟芬，本身亦是地下力量的冥后；埃

及女神伊西斯（Isis），是生命健康之神，既供給死者食物同時也審判死者；埃及

冥王神奧西利斯（Osiris，也作 Usiris 烏西里斯），既是死神也是生命再生之神。

而就連動畫《魔法公主》中，能賦予生命的山獸神（鹿角人臉，或稱麒麟獸），

同時也是吸取生命的神。 

 

    希臘神話中不乏有男女混的故事，傳達雌雄同體的意象，同樣暗示了調和陽

剛與陰柔的力量，例如半神人赫拉克勒斯（Heracles，或譯赫丘力、海克力士），

他為了贖罪，甘為呂狄亞（Lydia）女王翁法勒（Omphale）的僕人，穿上薄紗女

裝娛樂女王；而起初拒絕被徵召參加特洛伊戰爭的阿基里斯（Achilles，或譯阿

喀琉斯）則扮成女生在王宮內與女僕們嬉戲，以掩人耳目。上帝用亞當的一根肋

骨創造出夏娃，並非象徵女性是男性的附屬品，反而是暗指男性永遠缺乏一塊拼

圖。這些對立的融合與合一，似乎都暗示生命欲追求達到自我完整的天性和渴望。

換言之，從教育觀點來看，成人不過是較有經驗的小孩，小孩是成人的原始版。 

 

    事實上，就連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us）也喜歡穿上女裝在山林間嬉戲，

他誕生於男人和女人的子宮、喜歡男扮女裝、曾是凡人，後來成為神，以及他也

曾有過身為動物的過去。275關於奧尼索斯的故事可說十分傳奇，他的出生一開始

就是個傳奇，他的母親施美樂（Semele）因為受到赫拉的計謀陷害，以凡人的眼

                                                        
274 根據坎伯的描述，彼得羅薩碗（Pietroasa bowl）為一只金碗，雕塑細膩，出土於羅馬尼亞，

後來被運到大英博物館進行複製，可惜原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蘇俄境內被熔解掉。 
275 李鳳新（譯）（民 99）。神話的智慧（原作者：Luc Ferry）。頁 33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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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目睹宙斯恢復天帝神威的光芒而死亡，宙斯傷心地將她腹中骨肉取出植入自己

的大腿，因此最後酒神是在宙斯的大腿出世。276此後為了躲避赫拉的報復，自幼

年起便打扮成女孩，但也常常被逮到，宙斯甚至還將他變成山羊以掩人耳目。因

此酒神幾乎象徵了二元對立的綜合體，他漠然於差異，甚至消解了差異，或者只

因他本身就是差異。 

 

    體認雌雄同體的要義在於，超越性別的界線並達到合一境界，好比黑與白、

陰與陽的調和。我們甚至也可觀察到，菩薩的外貌亦男亦女，或亦非男亦非女，

象徵達到終極的完滿（完整），而日本的漫畫和卡通中，主角的相貌也往往男女

神似（聖鬥士星矢、流星花園……），難以分辨的用意為何？試圖想打破什麼觀

念，在現代社會中又凸顯了什麼意涵，在這裡同樣值得思考玩味。 

 

叁、漂流，追尋自我的完整 

 

    奇幻敘事最核心的基調是冒險，而這個歷程能夠成立的前提，往往是，也必

須是「缺席的父母」，因此父母不是早早過世，就是被另一股力量隔絕，主人公

被迫孤立並獨自去闖蕩。除了本文所舉的故事，《墓園裡的男孩》、《湯姆的午夜

花園》、《穿過隧道》、《神隱少女》以及《第十四道門》，更多的文學名著也是如

此，《姆歷險記》、《木偶奇遇記》、《金銀島》、《小婦人》、《清秀佳人》、《哈利波

特》，以及下一章會提到的《納尼亞傳奇》和《黑暗元素》等，這些故事都呈顯

了一個重要概念，漂流（detachment）。 

 

    在啟蒙與成長的圖像中，從原型與循環的觀點來看，這個概念即是坎伯在《千

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一書中所揭示的「啟程、啟蒙、回歸」

（departure/ initiation/ return）的英雄旅程；兒童文學學者培利•諾德曼（Perry 

Nodelman, 1942~）從敘事詮釋體系出發所闡釋的「在家、離家、返家」（home/ away/ 

home）的基調，以此做為兒童文學文類分析的基本進路 277；而從教育哲學觀點

來看，馮朝霖從儒家人性論中詮釋出「未完成性、依他起性、自我完成性」

                                                        
276 李子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原作者：Joseph Campbell）。頁 296。 
277 劉鳳芯（譯），（民 89）。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原作者：Perry Nodelman）。頁 18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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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terminateness/ contingence / self-fulfillment）此一教育人類學的圖像 278。 

 

這樣的漂流，如同巴西教育學者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所說「人類自

覺的未完成性」即構成人成為「永恆的追尋者」（eternal seeker），並說「如果離

開希望與夢想，我就不了解人類的存在，以及為改善存在所必須的奮鬥。」「事

實上，如果我人自覺到人的未完成性，卻不投身於持續性的追尋歷程，那將是一

個矛盾。」279此一持續性的追尋歷程即是人之自我形成的歷程。小說刻劃人性，

更反映人生，在眾多經典文學名著中，不乏以反思性、自我發現和自我完成作為

書寫的核心主旨，故事中的徬徨與挑戰皆可視為邁向真我的流浪之途，展現自我

省思與批判並朝向探險的旅程。另類教育尤其如此，個體表現於外的抉擇和旅程，

呈現出的不僅是一種行動上，更是心理上的漂流與冒險的雙重意涵： 

 

    旅行乃是自我陶養最佳之途徑！(Weber, 1868. p. 29.)教育總是意

謂著離家，「將自己置於教育之途，即是去成為流浪者追尋通道以邁

向更適當的存在之道」(Matussewicz, 2001)；這是後現代教育學所謂的

「漂流」(detachment)－浪跡如歸，一百多年之前的德國尼采就曾揭櫫

漂流旅遊的教育意義。280 

 

    成人看的神話故事，就是兒童讀的童話故事，法國文藝批評及符號學家羅

蘭•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視神話為一符號學系統，神話本身即是「意

指作用」，他指出神話是一種言談，要做的是定義事物而非字詞，要處理所選擇

的傳播訊息，探究其中的意義，因此神話也是論及價值的科學。281從生命教育的

意義觀之，對於人的「未確定性」的發掘與揭示，研究者認為這正是經典文學之

所以成為經典的重要元素之一，它不僅感動孩童，也揭發成人的問題、打動成人

的心。 

  

                                                        
278 馮朝霖（民 90）。未確定性與自我完成性—從陳大齊論儒家教育人類學。載於中國近代文化

的解構與重建（頁 199-216）。頁 200。 
279 馮朝霖（民 95）。希望與參化—Freire 教育美學推演與補充之嘗試。載於李錦旭、王惠蘭（主

編）批判教育學—台灣的探索（頁 137-168）。 
280 馮朝霖（民 97）。後現代陶養與通識教育。載於通識在線。頁 22-25。 
281 許薔薔、許綺玲（譯）（民 86）。神話學（原作者：Roland Barthes）。頁 16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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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童話•聖杯•女神 

 

我們的夢想世界全都能成真 

童話世界也有嚇人的時候 

當我遠在他處 

閱讀此書，帶我回家。282 

                          薩門•魯西迪（Salman Rushdie, 1947-） 

 

    上文中我們看到了神聖女性自第三世紀開始被打壓以來，透過各種變形的形

式藏身於密教、塔羅、神祕主義，甚至在童話故事中。故事沒說的故事，在《穿

過隧道》一書中彷彿可以看見兩個漂流的敘事脈絡，「主人公的漂流」以及「聖

杯（女神）的漂流」。安東尼•布朗在愛看童話故事的妹妹身上安置了明顯的暗

示，她的書都是翻開的，透過「書中書」若隱若現的插圖可以看見，如圖 4-27

至 4-30，依序為《糖果屋》、《小紅帽》、《傑克與豌豆》和《睡美人》等童話，表

面上這些畫面暗示了接下來的情節中將出現巫婆、大野狼、巨人和陰森鬼怪的事

件，如圖 4-31 至 4-32，安東尼•布朗運用互文指涉（intertextual reference）的技

巧取代了故事中可說可不說的情節，讓圖像說故事，甚至，穿紅色洋裝進入森林

的妹妹也宛若「小紅帽」的翻版。 

 

    

                                                        
282 引自〈再讀班雅明的〈說書人〉：振興歷史以創新未來〉一文，載於張子樟（校譯）（民 95）。
童話•兒童•文化產業（原作者：Jack Zipes）（頁 217-236）。頁 234-235。 

 
圖 4-27 妹妹正在閱讀《糖果屋》。 

 
圖 4-28 睡前閱讀的《小紅帽》。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8 
 

    

   
換個觀點詮釋，將這則故事看作是漂流的童話和漂流的「聖杯」，則神聖女

性的故事在其中顯現。首先看《小紅帽》，穿著紅色衣服的妹妹指涉的是小紅帽，

女性隱喻為聖杯，紅色的衣著如同小美人魚一頭紅色的頭髮，暗指聖血；在《睡

美人》283中，前文提過奧蘿拉公主的代號是「玫瑰」，受到詛咒的公主，在這裡，

睡美人象徵被石化的哥哥，像石頭般沉睡著；在《傑克與豌豆》中，貧窮的傑克

家，母親其實是豌豆頂端城堡的女主人，是受到壓抑的皇后；在《糖果屋》中，

葛麗特最後打敗女巫解救哥哥，呼應了本故事，女性是救贖者、啟蒙者。 

 

依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漂流的女神以各種形象不斷被壓抑，又不斷地顯

                                                        
283 這一小幅書中書（畫中畫）的構圖是：一名女巫在跟皇后說話，畫面的背景是一個有公主蚊

帳的吊床，在後面則是一面鏡子，畫面右方有一位疑似女僕或公主的女性，雙手高舉彷彿聽到駭

人的對話。故我推測這個童話故事不是《白雪公主》、不是《灰姑娘》，比較可能是《睡美人》。 

 
圖 4-29 閱讀《傑克與豌豆》。 

 

圖 4-30 進隧道前疑似讀到《睡美人》的故

事。 

 
圖 4-31 森林中出現新長出的豌豆樹。右方

樹幹上出現巨人的手指，左下方則是傑克用

來砍樹的斧頭。 

 
圖 4-32 森林裡有一間小屋，是小紅帽外婆

住的或引誘小孩的糖果屋。正前方樹幹出

現了穿著睡衣的大野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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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彷彿訴說著「帶我回家」。歷險故事中，一趟往返的漂流旅程，啟蒙，少不

了需要「女神」現身。誠如坎伯所說：「通往聖杯的關鍵在於慈悲，和他人一起

受苦，感受他人的苦難，好像是你自己的苦難一樣。發現慈悲力量的人，就是找

到聖杯的人。」284坎伯娓娓道來，敘說的是一種柔性的、溫暖的陰性力量的啟示，

我們當無畏地面對死亡，它是危機、是低潮，也是試煉的機會，而唯有發自內心

慈悲地擁抱那「敵人」方能達到內在的和諧，超越苦難之境，最後獲得自由。 

 

    從台灣本土生活的例子來對應，近日新聞播報白沙屯媽祖繞境的奇聞軼事，

報導指出，白沙媽的繞境是沒有事先規劃的，沿途會在哪停留也無法預知，最神

奇的是，那些老弱病殘無法按著隊伍跪拜恭候的信眾，白沙媽竟然會主動繞過去

給予加持賜福。白沙媽遶境所顯現的神蹟不斷顯現，令人稱奇。研究者認為這就

是一種迷宮儀式的行動，你永遠不知道會走向哪，但已身在「道」上，守護鑾轎

裡的「聖杯」，依著女神的指引，出離、冒險、降妖除魔、歸返，一段旅程的結

束，就像走完一趟迷宮，回歸，然後等待下一場迷宮。 

 

 

  

                                                        
284 朱侃如（譯）（民 86）。坎伯生活美學（原作者：Diane K. Osbon）。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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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道意在無（悟） 

 

    本章開頭引用佛說：眾生度不盡、佛度有緣人、業要自己消。末了，則指出

「從己身」出發的要義。奇幻敘事中穿越所帶來的「禮物」即是當頭棒喝的「頓

悟」，它透過各種儀式、透過女神的啟蒙，獲得內在的覺知，以求得正緣，而後

力行實踐以度盡己業。實際上盡頭即是源頭，如尼采所云回歸「大地」的精神，

像鮭魚般回游故鄉的篤定，一段痛苦的歸鄉之路。本章最後以「之道在於知道」

和「缺席的必要」作為小結，分述如下。 

 

壹、 「之道」在於知「道」 

 

    回顧四則故事，四種形變，狗變鵝、人變石頭、人變豬及人變妖等。自隧道

走入他界就像進入迷宮，它是一種象徵性的儀式，透過形變，退去原來的我，走

入另一條幽靜，獲得另一個我，歸返。1979 年的《魔法奇花園》展示了迷霧之

道，它是無界、無定義，一種存在的「當下之道」；1989 年的《穿過隧道》呈顯

了頓悟之道，它是有界、作者有所定義的通往「啟蒙之道」；2001 年的《神隱少

女》展現了通向自我之道，它是有界但由主角自行定義的追求「自我之道」；2002

年的《第十四道門》呈現了再生之道，它是有界，但由主角再定義及否定定義的

「出生之道」。要言之，「之道」的奧義在於「知道」，也就是「悟」。奇幻敘事敘

說的啟蒙之道，精義在於「沒說」、不說教，研究者以為此亦是教育無目的性的

合目的性，老子所謂「道可道、非常道」，此道即為「無」（悟）。沒辦法說，所

以不說，而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現，那就是行動，讓主角透過冒險獲得啟示，讓讀

者透過閱讀（迷宮）獲得個人所需要的啟蒙。 

 

貳、教育的啟示：缺席的必要 

 

    綜合以上幾種形變的蘊意，可以發現，在《魔法奇花園》和《穿過隧道》中，

成人從頭到尾不知道孩子們發生了什麼事；在《神隱少女》和《第十四道門》中，

父母都被施法囚禁，等待孩子的救援，一旦獲得解救，時間點又回到一切都沒發

生的那一刻，因此成人依舊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唯有孩子的心靈深刻經歷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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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冒險與試煉，彷彿經歷一場看不見的心靈成長，這是教育工作最需要但也不容

易教給孩童的部分。這些怪誕驚悚的故事宛如「敵人」，但都提供了「救贖」的

機會，激發人渴望珍惜身邊不完美但卻真實的一切。有趣的是，如同標題指出「缺

席的父母」的必要性，這幾部成功的故事，作者們共同指出了一件事實，那就是

孩子的啟蒙成長，不需要父母的引導，似乎他們只會礙事。這也是我們應當悟到

的「無」的真諦。 

 

    從上一章論及的迷宮圖像，本章闡述的女神啟蒙，以及貫穿全文的孩童精神，

包含這三項蘊義的經典文學作品，是畢業於華德福教育，自小深受人智學薰陶的

德國兒童文學作家麥克•安迪（Michael Ende, 1929-1995），他的經典名作《說不

完的故事》（The Neverending Story）中蘊含豐富的象徵意義，男孩巴斯提安進入

書中的幻想世界，孩童女王月童是幻想國的核心，象徵亞莉阿德妮的女性誘導，

是尼采所指至高的孩童精神的呼喚，也是阿達利所謂的迷宮的最大秘密。進入幻

想世界，即是進入迷宮，迷宮的中心有位女性，她是榮格口中等待被救贖，以達

精神合一的心靈象徵。 

 

    最後，呼應「那神」圖像的中層圖像意涵，本章開頭提到的「噬尾龍」圖像，

從 0 變成 8，這段過程從奇幻敘事的脈絡來詮釋，也就是獲得「頓悟」的神奇時

刻。我們試著以噬尾龍來想像，只要身上其中一個環節扭曲，整個身子就會瞬間

扭轉，於是變成 8 字形，這個形象我說它是第一階段的頓悟（啟蒙），而再次扭

動，即是獲得第二次頓悟（啟蒙）時，扭轉回 0。當然 0 或 8 誰是開頭，誰是結

尾，沒有一定，因為它就是循環，它就是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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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另度次「元」：空間與過門 

 

我們需要故事。 

愈是荒誕離奇、天馬行空， 

愈是引人入勝，難以忘懷。 

在種種不可能之中，我們找到自己的可能； 

在幽暗遙遠的未知中，我們獲得了勇氣與慰藉。 

 

我們需要想像力。 

不是教唆逃避現實，陷溺虛無， 

卻是要鼓勵轉換視野，伸展心智。 

奇幻故事獨特的神祕本質、無限的幻想空間， 

正是想像力的泉源。 

於此尋得夢境者，將握有開啟現實奧秘之鑰。285 

 

謬思奇幻館 

 

    本章已來到「那神教育學」的上層圖像，這裡欲論述的是空間與空間的「縫

隙」，也就是不同世界之間的一種過渡空間。在第四章第一節曾提過，奇幻文學

（fantasy literature）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專有名詞「過門」（magical portal）286，

它是「高度幻想文學」（high fantasy literature）中最常被使用的敘事技巧，然而

創作者往往只對穿越之後的「第二世界」（幻想世界）盡情著墨與渲染，對「過

門」本身的空間描繪卻乏善可陳。閱讀奇幻文學多年，研究者認為「過渡空間」

有著迷人且別具意義的特質，它是意念轉變的交界點、是行動轉換的交會處，是

我們所思所為中停頓的當口，因此也是指向內在心靈的，故這裡特別提出並且放

在圖像的上層。 

                                                        
285 引自謬思出版社，開場白「奇幻文學—想像力的泉源」一文。 
286 介於第一世界（現實生活世界）和第二世界（幻想世界、另度世界）之間，有一個「神奇出

入口」（magical portal），或譯「魔法傳送門」，也就是「過門」，英文也常見使用 threshold 這個字。

在音樂領域中也有「過門」（Fill in）一詞，主要是指演唱者或演奏者在歌曲進行到一個段落空間

需要喘口氣時，由鼓手或其他樂手過門來裝飾這些空間。過門的結構、方式和內容，在不同領域

有其不同的型態和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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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本章標題「另度次元」，「次元」指的是一個規則和秩序與我們現實生活

完全不同的世界，是另度的空間狀態；元，是未被定義的次元空間，它可以是覓

尋另度空間中的自我元神（primordial spirit），抑或是探尋性靈（natural disposition）

的空間向度。本章所欲切入的概念是，從「另度」的幻想世界到「靈度」的心靈

世界，聚焦在奇幻敘事的「過門」空間進行發想。大致而言，「那神」圖像的脈

絡為，從基層的「界意在破」和中層的「道意在悟」之後，上層則是領悟後的「心

之作用」，對應到生活實踐上，亦在文末舉例說明。 

 

    本章同樣引用生命靈數中的「3 數」概念，其圖像為三角形「△」，類似於

金字塔的象徵寓意，傳達出人性走向靈性的途徑。藍寧仕（民 92）指出，在許

多宗教裡，3 數代表了靈性存在，例如在基督教，3 數代表了聖父、聖子、聖靈

三位一體，是權力與能量的極致會合 287。此外，3 數的極致表現為理想主義 288，

代表追求崇高完美的境界。正好本章選擇了三個具代表性的奇幻敘事文本來闡釋

這一層的概念，分別為《魔法師的外甥》、《奧秘匕首》和《神隱少女》。這三

部文本對「過門」空間的描繪最多，且風格獨特，研究者依此進行探究，試圖對

「過門」的特質與意涵做相關的想像、連結和延伸。 

 

    本章共分五節：第一節，談世界與世界的縫隙「過門」；第二節，闡釋空間、

皺摺、詮釋與想像力的關係；第三節，從再皺摺、再想像與再詮釋的觀點看三個

過門空間；第四節，闡釋從「性靈」到「心靈」的想像與連結；第五節，詮釋從

「另度」到「靈度」的心之作用。最後小結部分，統整本章所談的空間與過門，

指出「門意在空（心）」的要義，並以生活實例說明結尾。 

                                                        
287 藍寧仕（民 92）。新生命密碼（原作者：Dimitrios Lenis）。頁 79。 
288 生命靈數中 1-9 各自代表的極致表現為：1，獨立；2，依賴；3，理想主義；4，安全感；5，
自由；6，責任感；7，真理；8，成長；9，慈善。（參見藍仕寧，民 92，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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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世界•過門•世界 

     

    如標題，世界與世界之間的「縫隙」總有個空間存在，那就是「過門」。許

多奇幻文本使用它，但卻沒有刻劃它，如果有，這個空間將會是什麼模樣？有什

麼特質？本節以三個故事為例探究其「過門」空間，分別為：一、納尼亞傳奇首

部曲《魔法師的外甥》中的「界中林」；二、黑暗元素二部曲《奧秘匕首》中的

「喜喀則」；三、《神隱少女》中的「復樂站」。最後說明其他「過門」的空間形

式，分別敘述如下。 

 

壹、 界中林（The Wood between the Worlds） 

 

    「界中林」一詞出自《魔法師的外甥》（The Magician’s Nephew），作者為英

國牛津大學教授兼作家 C. S.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 1898-1963）289在 1955

年完成的作品，是《納尼亞傳奇》（The Chronicles of Narnia）系列第六部完成的

作品，但因故事發生年代最早，所以被列為首部曲。 

 

一、進出「界中林」的鑰匙：戒指 

 

    「界中林」是世界與世界交接的中介空間，那裡是通往「他界」（the 

Otherworld）、通往「另度空間」（the Other Place）的「中途站」（a sort of in-between 

place），意指「一種中間地帶」，也就是位於眾多世界中間的樹林 290。在這裡，

穿越空間的條件是戴上「魔戒」。「界中林」是個有許多水池的樹林，而每個水池

通往不同的世界（空間），無論你原本在哪個世界，戴上「黃戒指」後都會先來

到「界中林」，而戴上「綠戒指」後再往水池跳，便能穿越到其他世界。C. S.路

易斯詳細說明了進出這個空間的方法： 

 
                                                        
289 C.S.路易斯為英國牛津大學教授、哲學、文學研究學者、基督教護教大師。納尼亞傳奇系列

故事共七部，陸續完成於 1950 年代，依寫作出版順序為：《獅子•女巫•魔衣櫥》（1950）、《賈

思潘王子》（1951）、《黎明行者號》（1952）、《銀椅》（1953）、《奇幻馬和傳說》（1954）、《魔法師

的外甥》（1955）、《最後的戰役》（1956）；之後作者依故事年代（納尼亞年）順序排列為：《魔法

師的外甥》（納尼亞元年）、《獅子•女巫•魔衣櫥》（1000）、《奇幻馬和傳說》（1014）、《賈思潘

王子》（2303）、《黎明行者號》（2306）、《銀椅》（2356）、《最後的戰役》（2555）。 
290 參見 C. S. Lewis. (1955). The Magician’s Nephew. P. 38-39。或彭文倩譯，頁 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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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連結現實世界和奇幻世界的「界中

林」。 

 

The stuff in the yellow rings had the power of drawing you into the wood; 

it was stuff that wanted to get back to its own place, the in-between place. 

But the stuff in the green rings is stuff that is trying to get out of its own 

place: so that a green ring would take you out of the wood into a world. 

( C. S. Lewis, 1955, p. 43)291 

 

如上文引述，「黃戒指」的成分是以「界中林」的物質所製成，因此它具有

返回「原鄉」的力量；相反地，「綠戒指」的材料則具備離開「原鄉」的力量，

離開樹林進入其他世界。黃、綠兩種戒指的性質宛如正、反物質，因此必須同時

擁有，否則將造成難以想像的後果。 

 

二、「界中林」空間特質 

 

如圖 5-1 所示，如夢似幻的「界中林」，

令人彷彿置身在無憂無慮的「伊甸園」，

率先到達的波莉，竟然就在那裏躺下睡

著，渾然忘記自己要去哪或應該做些什

麼，彷彿就只是存在當下。在「界中林」

是什麼樣的感覺，那是個什麼樣的空間？

狄哥里第一次到那裡的描述： 

 

He was not in the least frightened, or excited, or curious. If anyone had 

asked him”Where did you come from?” he would probably have said, 

“I’ve always been here.” “It’s not the sort of place where things happen. 

The trees go on growing, that’s all.” ( C. S. Lewis, 1955, p. 32)  

 

                                                        
291 關於戒指的來源，安德魯舅舅聲稱這些戒指是繼承於他的教母，老李菲太太（old Mrs. Lefay），
一位據稱是這個國家最後幾位擁有仙子血統的人，在她過世前將一個神祕的盒子交付給安德魯，

要他燒毀這東西，但他沒有遵守這項承諾。原來這個盒子是亞特蘭提斯（Atlantis）時代的遺物，

裝著的是我們這個世界剛誕生時，從另一個世界帶回來的東西（一堆像灰塵的粉末），不是另一

個星球，而是「他界」（Other World），來自另一個自然界（another Nature）或另一個宇宙（another 
universe）。詳情參見 C. S. Lewis, 1955, p. 17-30。或中譯版，頁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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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連結現實世界和另度世界的

「喜喀則」（天使塔）以及新任匕首

人，威爾。 

在那裡，幾乎令人感覺不到恐懼、沒有興奮、也沒有好奇，如果有人問你從哪裡

來？大概會說我一直都在這裡，給人的感覺彷彿一輩子就在那裡，就算終其一生

都沒有特別的事情發生，也不會感到無聊。沒有任何事情能在這裡產生任何影響，

那裡的樹木，只是不斷地生長，如此而已。在「界中林」空間中，每一個呼吸都

是永恆的感受，令人感到無比舒適、無憂無慮、甚至忘了許多事情，處在一種「空」

和「無」的狀態，只想好好待在當下（C. S. Lewis, 1955, p. 31-44）。 

 

貳、 喜喀則（Cittàgazze） 

 

    「喜喀則」一詞出自「最危險的童書作家」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 1946~）

於 1997 年出版的《奧秘匕首》（The Subtle Knife）292，本書是他的成名小說《黑

暗元素三部曲》（His Dark Materials Trilogy）中的第二部，《黑暗元素》是一部

架構龐大，挑戰西方宗教信仰，是情節複雜且描寫細緻的奇幻小說。 

 

一、進出「喜喀則」的鑰匙：匕首  

 

    《奧秘匕首》中，「喜喀則」是一座城市，

同時也是其他「另度世界」的交會點，市中

心有座「天使塔」（The Tower of the Angels），

或稱作「鵲之城」（the city of magpies），也就

是偷竊的意思，因為這裡的「哲學家公會」

（philosopher’s Guild）在天使塔上發現了能夠

進入其他世界的「鑰匙」，它是一把能夠劃開

空間，穿越進入其他世界的「匕首」293。於

是「哲學家公會」以此方式竊取許多黃金珠

                                                        
292 普曼花了近 7 年的時間完成「黑暗元素」三部曲，1995 年第一部《黃金羅盤》出版，隨即贏

得英國衛報兒童小說獎、卡內基獎和書卷獎年度童書等殊榮；1997 年第二部《奧祕匕首》也受

到英國閱讀獎的青睞；第三部《琥珀望遠鏡》則於 2000 年出版，贏得廣大的注目，一舉將書卷

獎、書商協會年度作家獎、惠特筆獎童書及年度風雲書等大獎囊括入袋。2001 年英國惠特筆

（Whitbread）獎將年度風雲書頒給普曼的《琥珀望遠鏡》，打破該獎項成立 30 多年來的紀錄，

首度將年度風雲書頒給了一向處於配角地位的童書。 
293 喜喀則天使塔的奧秘匕首，又稱為「最後的匕首」，能夠切割萬物，無論是人、物、神靈、天

使乃至空氣（另度空間），對奧秘匕首而言，天底下沒有摧毀不了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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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回到「天使塔」，因此又被稱為「竊賊公會」（Guild of thieves）。294特別的是，

「喜喀則」不是別的世界，普曼設定這個城市就是我們的生活世界，現實世界

（primary world），而「天使塔」是穿越各個世界的主要「過門」空間，「奧秘匕

首」則是那把關鍵的「鑰匙」。 

 

二、「喜喀則」空間特質 

 

    根據《黑暗元素三部曲》的故事設定，「喜喀則」的北方就是靈魂的居所，

天使（beings of spirit）們要聚集也會在那裡，如果有人要進攻天堂，也會在北方

建築堡壘 295。原因是，在首部曲尾聲，萊拉（Lyra）的父親艾塞列（Asriel）公

爵炸開了地球磁場，對磁極產生影響，使得原本各世界的中心窗口（十字路口原

本都在喜喀則）整個秩序大亂 296，而「幽靈」（specters）更是全數聚集在這個城

市中。「幽靈」專吃人類身上的「靈」，也就是「塵」（Dust），故事中，「塵」是

組成人類、上帝、天使及各種生命的靈性物質。 

 

    「幽靈」會附著在人類頭上吸食「靈」，唯獨 12 歲以下的孩童不受影響，能

夠在「喜喀則」的世界中暫時生存，所以這裡幾乎沒有成人，是一個被荒廢的城

市，就像逐漸被掏空的心靈廢墟。另一種人可以在這裡存活，那就是考爾特夫人

（Mrs. Coulter，萊拉母親）的「護衛隊」297，是沒有「精靈」的人類。沒有精

靈等於沒有靈魂，那幾乎不能算是人。 

 

叁、復楽站（复乐）空間特質 

 

    「復楽站」一詞出自日本著名動畫大師宮崎駿（1941~）於 2001 年執導上映

                                                        
294 Pullman, Phlip. (1997). The Subtle Knife. p. 135。 
295 在故事中，天使（Angels）自稱「班尼艾霖」（bene elim），人們稱之為「觀察員」（Watchers），
祂們是一種靈體，有雙翼，血肉比人類更細緻、輕微和明亮，是會發光的飛人，能夠穿越不同的

世界，負責傳送天堂的訊息。參見 Pullman, Phlip. (1997). The Subtle Knife. p. 137-138。王晶（譯）

（民 91），奧秘匕首。頁 178-179。 
296 Pullman, Phlip. (1997). The Subtle Knife. p. 198-199。 
297 在萊拉的世界裡，每個人都有一個性別和個性皆與自己相反的精靈，一同生活且彼此生命休

戚相關，而她的母親考爾特夫人（Mrs. Coulter）卻在進行人與精靈切割的實驗，她的「護衛隊」

就是被切割的人類，他們沒有精靈、不會恐懼、沒有想像力，缺乏自由意志，會戰鬥到粉身碎骨

為止。參見英文版 p. 199，或中譯版，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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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隱少女》298，內容梗概在第四章已略提及，此處將詳細圖解這部動畫中的

「過門」空間，宮崎駿光開場就用了 10 分鐘來鋪陳這個空間，刻劃細膩，值得

細細品味。 

 

一、「復楽站」之謎 

 

    《神隱少女》電影中，「復楽」二字僅在片頭出現 1-2 秒，幾乎一閃而過，

許多看過本片超過十次的人也很容易忽略，而這個空間也只出現在開頭和結尾的

「石牆隧道」（復楽站）場景，這幢建築物外牆上以日文片假名寫著「復楽」二

字，牆面上有座時鐘，再往上還有一座塔，塔上每一面個有一座較小的鐘，研究

者認為這幾座鐘隱藏著重要的象徵訊息，一個是現實世界的時間，另一個則象徵

神靈世界，以及其他世界的時間，參見圖 5-12。「復楽站」（候船室）299在故事

中的用途是作為日本民間信仰（神道教）中，八百萬神靈前往休憩場所的接駁站，

千尋與父母穿越的隧道即是在這座建築物裡頭，也是她們誤入神靈國度前的「中

途站」，故此處將它視為「過門」空間的一種形式。 

 

二、充滿暗示的符號 

 

    在動畫製作中，每一秒鐘約需 24 張圖（FPS）300，可說相當費力，而宮崎

駿導演在片頭便耗時 10 分鐘刻劃（約 15000 張畫）這個「中途站」，透過畫面與

符號暗示來鋪陳空間的轉移，足見導演對「過門」的重視，製作十分細膩且用心

營造氛圍。因此研究者認為，導演或畫師在每一秒如此多的圖畫中，畫面構成的

每個元素都不容小覷，每個元素和物件都有導演或編劇所蘊藏，跟故事或生命哲

理有關的意涵，值得讀者反覆觀看，覓尋箇中的奧義。  

                                                        
298 《神隱少女》（日語：千と千尋の神隠し／せんとちひろのかみかくし）是一部由吉卜力吉卜

力工作室製作的日本動畫電影，劇本和導演為宮崎駿。該片於 2001 年 7 月在日本首映，同年 12
月在香港及台灣上映，隔年 9 月在美國上映。宮崎駿這部動畫電影曾獲得 2002 年柏林影展金熊

獎（52 屆）和第 75 屆奧斯卡最佳動畫片等十多項獎，打破日本票房（2350 萬人次）外，亦是首

部風行全世界的吉卜力動畫電影，先後在放映於 20 多國並出版翻譯 16 種語言。 
299 《神隱少女》片中的這棟紅色建築物，每到黃昏時刻，眾神靈們會戴上「雜面」（面具）登船，

前往「油屋」泡湯休憩，因此我以「候船室」稱之，又因為建築物上刻有「復楽」二字，所以又

以「復楽站」稱呼。 
300 FPS（Frame per second），FPS 越高，動畫的連續動作精緻度愈高，使用的圖片數量也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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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復楽站」空間的暗示與描述，這裡以圖表方式呈現，以下各個畫面

在動畫中僅出現約 1 秒鐘，匆匆帶過甚至不刻意強調，故事中也沒有對怪異的環

境變化有任何說明。過去研究者在不同演講或教學場合分析《神隱少女》時，在

重複的觀看中，發現到宮崎駿透過畫面其實已經暗示（或隱藏）了許多重要訊息，

想說卻又刻意不說，似乎是為了避免觀賞影片時造成阻礙，尤其為了不讓小觀眾

們徒添困惑，所以在不影響情節發展的情況下，選擇不說，僅將這些符號暗藏於

畫面中。以下分析如表 1： 

 

 物件名稱 物件符號指涉 物件畫面構成 

1 圖 5-3： 

石祠 

神靈的居所。stone 

shrine，是古代建於

墓前的石質祭祀建

築，又稱石室。301 

車子開進小徑時匆

匆一瞥的場景。  

2 圖 5-4： 

雙面石像 

類似「石敢當」，具

避邪鎮煞的作用。依

各地風俗民情有不

同的形象與功能。然

而石像的出現通常

帶有警告的味道。在

這裡，與石祠同樣匆

匆一瞥而過。  

                                                        
301 參見中國百科網：http://www.chinabaike.com/article/baike/1049/2008/2008080215698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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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 5-5： 

鳥居（Torii） 

鳥居（Torii）是日本

神社前的牌坊。在日

本，烏鴉被視為神的

使者，而 Torii 是烏

鴉所指的方向，也就

是神社所在。畫面中

的鳥居，看似被任意

棄置，卻也是一種暗

示。 
 

4 圖 5-6： 

柏油路 vs產

業道路 

除了「鳥居」，空間

上，以兩種不同的路

面暗示接下來進入

的空間，將是不屬於

人類的世界。  
5 圖 5-7： 

石牆隧道 1 

（進入復樂

站前） 

 

 

圖 5-8： 

石牆隧道 2 

（離開復樂

站後） 

石牆入口處，是「復

樂站」牆身的一部

分。此建築本身即包

含奇幻的元素。千尋

與父母在進去和離

開時，石牆的顏色和

材質都不一樣，儘管

時間點連結無誤，卻

恍如隔世，彷彿已經

過了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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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圖 5-9： 

候船室（復

樂站內部） 

 

 

 

圖 5-10： 

廣闊草原 

穿過建築物後，緊接

著是一片大草原，回

頭看，石牆原來是一

棟古老建築，裡頭設

有座位，每天黃昏天

黑時，草原變成一片

汪洋，眾神靈便在這

幢建築物（候船室）

裡等待船班，前往

「油屋」度假休憩。 

 

 
7 圖 5-11： 

通往「油屋」

的橋 

通往異世界的最後

一道「過門」當屬這

座橋，一旦通過後，

便進入神靈的區

域，在這裡有它自己

的規則和秩序，也是

創作者完整構設「第

二世界」的領域。 

 
8 圖 5-12： 

兩界— 

兩個空間＆

兩個時間 

石牆外觀，在動畫中

沒有出現過完整清

晰的畫面，透過剪接

可以發現，建築物上

有三個鐘，似乎暗示

這個空間掌握或劃

分了人類世界與神

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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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圖 5-13： 

雙面石像 1 

（進入前） 

 

 

 

圖 5-14： 

雙面石像 2 

（離開後） 

除了石牆隧道的改

變外，隧道入口前的

雙面石像也產生了

「形變」。圖 14，千

尋進入隧道前，石像

有面孔口；圖 15，

離開時，石像的面孔

不見了，原本新穎的

車子竟彷彿停了好

幾個月，但時間卻沒

有耽擱多久。 

 

 

表 1：梁可憲 2015 年 

 

肆、其他「過門」空間形式 

 

    其他常見的奇幻敘事文類，「神奇出入口」（過門）的重要性雖高，但被刻畫

得很有限，多為功能性取向，在許多經典文學作品中，「過門」的型態繁多，如

圖 5-15 至 5-21：《說不完的故事》（The Neverending stroy）主角透過閱讀書本進

入第二世界幻想國度；《愛麗絲漫遊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以

兔子洞為過門手法；《愛麗絲鏡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中的鏡子；

納尼亞系列之《獅子、女巫、魔衣櫥》（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裡的大衣櫥；同系列《黎明行者號》（The Voyage of the Dawn Treader）以畫框作

為過門；《哈利波特系列》（Harry Potter）則需穿過「九又四分之三月台」進入

魔法世界；電影《阿凡達》中以科技儀器作為跨越的過門方式，主人公最終選擇

變成納美人融入另一個世界的生活，也是另一種過門技巧。 

 

    另外，以神奇寶物作為「神奇出入口」的，如《地板下的舊懷錶》（A Handful 

of Time）中的老舊懷錶，它使時空倒轉，使主角體悟到母親辛酸的少女時代，

因而對於現實中父母離婚的問題有了嶄新的看法；《哆啦 A 夢》的神祕口袋（四

次元口袋）得以任意穿越時空；電影《異星戰場：強卡特戰記》中的五芒星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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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波斯王子：時之刃》中匕首裡的細砂石，具有穿越時空的神奇力量，凡此

種種，只要透過這個方式便可以讓人在「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間穿梭。 

 

      
圖 5-15 說不完的故事        圖 5-16 愛麗絲漫遊奇境       圖 5-17 愛麗絲鏡中奇遇 

 

     
圖 5-18 獅子女巫魔衣櫥    圖 5-19 黎明行者號               圖 5-20 哈利波特 

 

      
圖 5-21 阿凡達                       圖 5-22 哆啦 A 夢         圖 5-23 強卡特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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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文所述，形形色色的「過門」形式，都是奇幻敘事創作的使用技巧及幻

設的橋段，這些「神奇出入口」瞬間即逝，只剩下功能性作用，沒有其它更深刻

的意涵。但研究者以為事實不然，故從其他角度來重新詮釋，根據前述三則「過

門」空間的描述可知其共通性為：第一，空間上，不僅是一扇門、一本書或一幅

畫，瞬間就過去的空間，而是實在的，能夠讓人四處走動的世界；第二，時間上，

不是短暫即逝或無法久留的，是可以讓人長久停留，繼續成長或發展；第三，心

理上，不是感受不到任何情緒的，它可以是讓人沒有煩惱、沒有歡樂，呈現一片

空無、平靜與祥和的狀態，也可以是令人感到不安、猶豫和焦慮的。 

 

    綜合本節分析的三個「空間」，可以這麼說，「界中林」闡釋一種心靈的零度

存在感，是一種空性或者活在當下的精神狀態；「喜喀則」闡明架構在我們（人

類）現實生活的空間（現實世界），它是世界的中心，想像我們所處的世界即是

「中介空間」（過度的世界），那麼我們從哪裡來？又將要去往何處？則是個十分

有趣的問題，就像藝術大師高更（1897）的名畫《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什麼？

我們往何處去？》（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那樣地發人省思；而「復樂站」則呈顯出一種瞬間即永恆的錯覺，歷

險歸來，首尾銜接沒有時差，心靈空間與神靈空間交融在一塊，掉入另一種極致

的狀態中，讓人重新體驗時間性與空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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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4 多雷（Gustave Doré, 1832-1883）1870 所

繪，倫敦開始有工業區形成。 

第二節  空間•皺摺•詮釋 

 

    本節共分四部分：首先淺談「空間」與生活世界的關係；其次，簡述奇幻敘

事空間與不同世界的關係；再其次，簡述從皺摺、展開與再皺摺的概念，最後，

嘗試連結想像力、差異與創造的關係。 

 

壹、生活世界裡的空間 

 

自 18世紀工業革命 302以來，

現代人在人口密集與生活步調快

速的當下，逐漸產生空間生存的問

題，「空間」成了人類時代焦慮的

核心問題之一，相較於對「時間」

的焦慮，空間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

及。20 世紀以後，許多大城市及

大都會不斷開發建設的結果，空間

理論開始受到重視，主要來自建築

和地理學者的研究。以台灣來說，現代人買房相當不易，想要獲得一個舒適的生

活空間更是奢侈品，長期下來，生理空間所造成的焦慮，心理空間也受到波及，

此即「心靈空間」的威脅。「空間」的概念主要被用在試圖超越西方哲學長期以

來的二元典範，例如「主體—客體」、「連續性—非連續性」、「開放—封閉」、「中

心—邊緣」等，國外學者對此有較多論述，並冠以「第三空間」的名稱，指的就

是「生活空間」和「社會活動」的相關想像。 

 

關於空間，列斐伏爾（Henry Lefebvre, 1905-1991）303在他所著《空間的生

產》（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書曾提出「三元組合概念」，他如此界定：第一，

                                                        
302 工業革命，又稱產業革命，約發生在 18 世紀中葉，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早期歷程。工業革命

是以機器取代人力，以大規模工廠化生產取代個體工場手工生產的一場生產與科技革命。一般認

為，蒸汽機、煤、鐵和鋼是促成工業革命技術加速發展的四項主要因素。詳情參見維基百科：工

業革命。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4%B8%9A%E9%9D%A9%E5%91%BD 
303 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為法國空間理論學家。1974 年出版的名著《空間的生產》

（The Production of Space）為其代表作。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7%A5%E4%B8%9A%E9%9D%A9%E5%91%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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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實踐」（espace perçu）；第二，「空間的再現」（espace conçu）；第三，「再

現的空間」（espace vécu）。三者分別代表感知的空間、構想的空間和生活的空間，

他試圖融合物質的、精神的和社會的三度空間，並形構出空間性的三元辯證法

（trialectics）304，試圖以「空間」作為超克二元對立的可能性。之後愛德華•索

雅（Edward Soja）305於 1996 年出版《第三空間》，更以認識論詳細說明了這三

個空間的關係，認為第三空間是對第一空間和第二空間認識論的解構與重構。索

雅強調，在「第三空間」裡一切都匯聚在一起：主體性與客體性、抽象與具象、

真實與想像、可知與不可知、重複與差異、精神與肉體、意識與無意識、學科與

跨學科等等，不一而足 306。索雅將「第三空間」闡釋為是爭取自由與解放的鬥

爭的空間，在第三空間裡，空間既不是客體也不是主體，亦即它是兩個對立空間

的「縫隙」，而這個縫隙就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世界中。 

 

貳、奇幻敘事的空間與世界 

 

由上述可知，「第三空間」的綜合性與複構性融合了二元對立觀點，包含內

在衝突、外部衝突以及其他可能的干擾和影響，而透過「空間」概念欲求得一個

突破與穿越的可能性。由此來看可以發現，奇幻敘事中對「過門」空間的描述相

似於列斐伏爾和索雅所描繪的「第三空間」，同樣具備了「穿越」的特質，兼容

了索雅（Edward Soja）所稱超越物質與精神的特性，以及列斐伏爾（Henry Lefebvre）

所關注的兩者融合後在社會生活層面的「再現」。 

 

從文學觀點來看，回顧托爾金（J.R.R Tolkien）所謂「第一世界」（primary 

world）和「第二世界」（secondary world）的定義說法。「第二世界」一詞首見

於 1939 年托爾金應邀前往蘇格蘭安德魯大學「蘭格講座」中的演講內容 307，大

                                                        
304 朱立元（編）（民 94）。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第 2 版，增補版）。頁 489-491。 
305 愛德華•索雅（Edward Soja）美國後現代地理學家。1996 年出版《第三空間：去往洛杉磯和

其他真實和想像地方的旅程》（Third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一書。 
306 朱立元（主編）（民 94）。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第 2 版，增補版）。頁 494。 
307 1947 年時，此演講稿被收錄到《Charles Williams 紀念論文集》中的〈關於妖精的故事〉(On Fairy 
Stories)，1964 年再版時加入一部短篇〈Leaf by Niggle〉，並被冠上《樹與葉》(Tree and Leaf)的
書名。〈關於妖精的故事〉不僅僅論述有關妖精的故事，托爾金也提出一些重要的用語和概念，

他在此篇講稿中所提出的詞彙「第一世界」（primary world）和「第二世界」（secondary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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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指定講題為《論奇幻文學》（On Fairy Stories），托爾金闡述他對想像以及「潛

創造」（sub-creation）的基本概念。此外，他清楚地界定「第一世界」是神所創

造的世界，即人類所生活的現實世界；而「第二世界」則是由於人類不滿第一世

界，厭倦現實生活轉而透過想像所創造的「幻想世界」，泛指精神的、心靈的空

間，理由是，人類當初依照上帝的形象被創造，因此同樣具有創造能力。308 

 

「第二世界」可說是文學家、藝術家和哲學家等所建構的虛幻世界，是一塊

等待發揮的空間場域。如今「第二世界」已普遍被發展為「高度幻想文學」（high 

fantasy）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一般幻想文學處理的議題，高度幻想文

學更具挑戰性，更勇於處理嚴肅的議題，有其嚴謹的敘事邏輯，並以「過門」

（threshold）技巧為主要方法，其關鍵同樣是透過「神奇出入口」（magical portal），

或稱「魔法傳送門」作為跨越兩個世界的窗口。 

 

叁、皺摺、展開、再皺摺 

 

    延續對「空間」的探索，從方法上來說，想像力及創造力的實踐如何形成？

以及如何可能？本文嘗試以後結構主義的觀點來理解，劉育忠（民 99）從德勒

茲（G. Deleuze, 1925-1995）差異哲學中的「皺摺」（li pli / folds）概念切入，開

展出創造性的教育哲學新面貌。根據他的研究指出，「皺摺」主要是德勒茲從萊

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的「單子論」（Monado-logie）開

採出來，簡單的說，「皺摺」（folding）指的是個體對外部的「內部化」（interiorization）

作用，也就是將外部所見、所思折疊到裡面，成為自我內部的一部分。 

 

    德勒茲認為「整個世界不過是一種虛擬，

只在將其傳遞的靈魂皺摺中當下地存在，靈魂

運用『內部皺摺』（the inner pleats），藉以賦予

自身一個對周圍世界的再現。」（Deleuze, 2007, 

                                                                                                                                                               
成為後世學者探究此領域相關概念時，必然會提起且不得不提起的。 
308 Duriez, Colin. (2004). Tolkien and C.S. Lewis : the gift of friendship. p. 72-73. 

 
圖 5-25 示意圖，對生活世界的皺

摺，並視其為一部部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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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3）309。如圖 5-25，我們可以嘗試這樣想像，將生活的一切「實在」（reality）

都視為一種「文本」（text），如此一來便具有「文本性」（textuality）及「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特質，於是我們觀看自己、他人、社會、自然和超自然等事物

（事件）時，我們是如何理解、如何感受乃至如何詮釋與再詮釋，都反映出個人

身處的世界性真實。 

 

    德勒茲所謂的「靈魂」，在此研究者認為似乎指出了靈魂具有的性靈本質，

並能夠再現世界。在《奧秘匕首》中，人類羅倫茲（Lorenz）回答恩納拉湖女王

帕可拉（Pekkala, queen of the witches of Lake Enara）的問題時說，天使不像我們

一樣有血有肉（beings of flesh），而是一種「靈體」（beings of spirit），或許他們

的血肉比我們更細緻、輕微、也更明亮些 310。而無論是人或天使乃至神、鬼及

萬物，「靈體」的最小粒子也就是萊拉世界中實驗神學家口中的「塵」（Dust），

或是瑪隆博士世界中基礎物理學家所謂的「影子粒子」（shadow particles / shadow 

matters / dark matter）311。再從萊布尼茲的「單子論」觀點來看，「塵」已是不可

再分割的最小單位，它具有物質的形式，並兼具了靈性的體質，「塵」本身便具

有意識性和靈動性。 

 

肆、差異•想像•創造 

 

    劉育忠研究指出，通過「與」（AND）312的方式來進行「皺摺」（folding）、「展

開」（unfolding）與「再皺摺」（refolding）三個重要概念間的連結，進而產生「關

聯」（relations），並以德勒茲的思想來更新教育學的想像，最後提出一種創造取

向的教育（哲）學再想像。313皺摺的三個概念，向內的皺摺，向外的展開以及向

內或向外的再皺摺，皆不斷地強調連結（associate）、踰越、自由與創造的概念

想像。他說，「創造」即是「製造差異」，是內在性所引動的差異化動力，而對德

勒茲來說，差異本身就是對差異的肯定，在尼采（F. W. Nietzsche, 1844-1900）的

「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中以重複的面貌出現，然而這個回歸的主體（重複

                                                        
309 譯文參見劉育忠（民 99）。教育學的再想像：德勒茲思想與教育哲學。頁 67。 
310 Pullman, Phlip. (1997). The Subtle Knife. p. 132-137. 
311 Pullman, Phlip. (1997). The Subtle Knife. p. 248-249. 
312 與 association, connection, relation 等字有相似關聯性。參見劉育忠（民 99），頁 85-98。 
313 劉育忠（民 99）。教育學的再想像：德勒茲思想與教育哲學。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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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是相同者，不是相似者，而是「不相

似者」，不是一而是「多」（Deleuze, 1994, p. 

126）。如圖 5-26，差異與重複等於宣告了「再

現是不可能的」這項事實 314，因此每一次皺

摺都會產生兩種作用、兩種結果，那就是「複

增」（doubling）和「空無」（hollowing/hole）。也就是說，每經過一次皺摺，就

會產生新的、超越的、重疊前者的新文本（text），但同時也有另一個空無未被發

現。315我們常聽人說，重複不可能完全的複製，大致就是「複增」的概念，又說

「魔鬼藏在細節裡」或者「天使就在細節裡」這類的話，那細節就是皺摺所帶來

的「空無」。 

 

    舉例來說，桌上有一條圍巾，在場所有看到圍巾的人，都將這件物品皺摺進

自己的內在世界，然後形成一種認知（knowing）概念，但人人所理解的都不相

同：可以圍在脖子上保暖、適合冬季送人、可以當寵物的棉被……。諸如此類，

這些 knowing 就像許多不同的「裝配」（equipment），被見仁見智的皺摺、形成

概念後，最終變成「官能」（faculty）的條件或原因。研究者以為這裡的「官能」，

舉例來說好比一輛汽車，用整體的思維來看它，我們知道車子可以從事哪些活動，

但車體內外的改裝，如音響系統、烤漆貼紙、皮椅材質等，同款車型有著不同的

細節差異，將帶給駕駛者不同的體驗，在車子既有的「官能」中賦予創意，這就

是「裝配」透過各種想像力、創造力所帶來的不同效果。在這裡，「裝配」也就

是德勒茲對「想像力」的界定，它是一種「裝配」而非「官能」，是注重經驗性

的，也是關於連結性（association / connection）與關聯性（relation）的。 

 

劉育忠說明，《教育學的再想像：德勒茲思想與教育哲學》一書作為一種實

驗報告，指出德勒茲的教育思想實際上開啟了另一個隱匿的哲學傳統，用他的概

念來說，是一個不同的思想平台（plane），是一種逃離現代哲學慣用的「批判—

                                                        
314 德勒茲所言「再現是不可能的」，其「再現」指的是完整重複或複製的意思，與前文列斐伏爾

（Henry Lefebvre）所說的社會生活層面的「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兩種「再現」

所指不相同。 
315 劉育忠（民 99）。教育學的再想像：德勒茲思想與教育哲學。頁 69-70。 

 

圖 5-26 皺摺、複增與差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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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證」傳統，以開啟另一種創造的、差異的「非哲學」思想路線。316此處特別引

用其皺摺所產生的「裝配—想像力」、「複增—空無」等概念，作為一種詮釋文學

與教育學的方法。 

                                                        
316 劉育忠（民 99）。教育學的再想像：德勒茲思想與教育哲學。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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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再皺摺•再想像•再詮釋 

 

    依前文所述可知，「空間」有許多奇妙的特質，人們如何透過所見、所思以

至於再現，這一過程本節試以「皺摺」觀點創造性地（實驗性）詮釋本章三則奇

幻敘事，將過門與教育做一連結，指出零度的、空無的和玄祕的三種心靈狀態，

分別敘述如下。 

 

壹、 界中林：零度的心靈空間 

 

    「界中林」是零度的心靈空間。這裡試著

這麼詮釋，對於《魔法師的外甥》故事中「界

中林」空間的第一層理解，可說是以「皺摺」

（folding）的方式進入讀者我的內心形成「心

像」（mental picture），將它視為一種「過門」

空間；第二層，將「界中林」作為「過門」的

象徵意義，詮釋為內在空間（世界）與外在空

間（世界）交流的緩衝區，象徵學習者返回純

然無目的的心靈狀態（零度的），可說是一種

「展開」（unfolding）的呈現於外部的表現；

第三層，可理解為再想像、再詮釋的歷程，也就是在展開前，於內部已經先經歷

了「再皺摺」的歷程。一如進出「界中林」的鑰匙，黃戒指象徵「回歸」（homeward），

意味著爭取自由與解放的力量，回到「純然我」的零度狀態（空性）；綠戒指，

象徵「出走/啟程」（outward），意味著行動與冒險的賭注，到另度世界去闖蕩一

番。 

 

    於是從「皺摺」的三個概念來闡述，則「界中林」作為通往「另度空間」的

中介點，所指即通往不同的人生抉擇、教育選擇或其他各種抉擇等，這樣的途徑

也需要一場象徵性的儀式（或方法），每個人心中都有座「界中林」，那是一塊「空

地」（空性），讓我們得以自由進出，在「喘一口氣」（fill in）中擬定完善的策略，

讓內心有個底，然後再啟程。 

 
圖 5-27 狄哥里與波莉來到界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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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喜喀則：空無的心靈空間（純真童心） 

 

    「喜喀則」是純淨的、空無的心靈空間。在《奧秘匕首》中，「喜喀則」又

稱「孩子國」，因為那裡充斥著來自各個世界的「幽靈」（specter），他們出現於

匕首每劃破一個空間時所開啟的一扇「門」（時空輪），粗心的匕首人總是忘記關

上，於是便趁隙而入，透過這個門幽靈得以穿梭於不同世界，而主要集中在這個

竊賊公會的喜喀則世界中，他們啃食成人身上的「塵」，啃食靈性、啃食意識，

只有 12 以下的孩童免遭啃食。 

 

They eat the life out of them there and then, all right. I don’t want to be 

grown up, for sure……And no one ain’ gonna go near them, they on they 

own. Then they get pale and they stop moving. They still alive, but it’s like 

they been eaten from inside. You look in they eyes, you see the back of 

they heads. Ain’ nothing there. (Philip Pullman, 1997, p. 60) 

 

如圖 5-28，這裡的孩子沒有一個想要長大，

他們擔心受怕一旦長大成人的後果，那些幽靈會

當場吃掉他們的生命。沒有人想接近那些大人，

他們變得孤孤單單，被啃食後，他們漸漸全身變

得慘白，最後一動也不動，仍然活著，但卻像是

裡面的什麼東西被吃光、被食盡了，從那些人的

眼睛裡可以看他們的腦袋空空，什麼也沒有了。 

 

    從「皺摺」的三個概念來詮釋，第一層，「喜

喀則」是哲學家公會貿易的中心位置，是另度世

界的匯集點，這是透過閱讀，第一次皺摺進入讀

者心中的理解；第二層，透過「再皺摺」，將這個概念轉化成另一種象徵性的理

解，「喜喀則」的「天使塔」是墮落的「天使」，因為哲學家公會的腐敗，那裡成

了萬惡的起源，「喜喀則」成了幽靈滿布的「空無世界」；第三層，「展開」，然而

那裡卻是個擁有「孩童心靈」者能夠生存的世界，未滿 12 歲的孩童，精靈尚未

定型之前，心靈尚未受到「塵」染（屬靈的塵尚未深度進入人類身體），因此在

 
圖 5-28 喜喀則的天使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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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生活不會受到幽靈的影響，幽靈只吃「塵」。可以這麼說，純真的童心足以

抵抗邪惡的幽靈，正確來說，無需抵抗，因為他們絲毫不受影響。 

 

叁、 復樂站：玄秘的神靈空間 

 

    「復樂站」是玄秘的神靈空間。不同於前二個故事，在《神隱少女》中，千

尋不經意踏入的神靈國度，在離開「油屋」後整個時間點銜接回進入前的時刻，

整個經歷的過程彷彿「南柯一夢」（南柯太守傳）或「枕中記」（黃粱夢）般，是

真實發生的經歷，但回首凝望時卻又感到如夢似幻，那樣地不真實。依「皺摺」

的觀點來看，第一層，皺摺，「復樂站」是搭載戴著「雜面」的神靈前往休憩場

所的候船室；第二層，展開，這裡是人界與神界的交界處；第三層，再皺摺，人

類靈性體質與神性體質的邂逅，象徵萬物皆有相似的靈性。倘若我們視整個「油

屋」神靈世界為一場夢境，那麼夢應當是最接近人類潛意識的管道，與潛意識相

逢可說是一種與自我再認識的契機。接著，第四層，試著將思維「再展開」

（re-unfolding），每個人心中都住著一隻「無臉男」，他是人們內在貪、嗔、癡的

化身，千尋與無臉男的相逢，象徵著我與自我的對待處境，她無意間帶引無臉男

進入油屋，他為了報答

而對她好，卻也在「油

屋」複雜的染缸中性格

大變，千尋將他帶離開

後，兩人並肩坐在火車

廂裡，如圖 5-29，畫面

呈現出一股寧靜與安詳

的景致，宛如千尋與自

己共處於心靈的空間中，

不禁要說，這是同一個

人。 

 

 

 

 
圖 5-29 並肩坐在電車上的千尋與無臉男，宛如我與自己共處於

同一心靈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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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三則奇幻敘事，《魔法師的外甥》和《奧秘匕首》不約而同地以聖經創

世故事中亞當和夏娃作為互文援引（intertextuality），不同的是，前者是護教派

大師所寫，站在肯定的立場遞宗教信仰；而後者是由無神論者所寫，採懷疑論立

場，不相信上帝，甚至透過書寫要謀殺上帝。第三則故事《神隱少女》，同樣帶

有神話故事的原型，天琴座奧菲斯和妻子的愛情故事，以日式靈幻動畫風格敘說

英倫古典奇幻文學《愛麗絲漫遊奇境》的故事原型，充滿互文性與超文性風格，

成功擄獲中外觀眾的口味。重要的是，充滿幻想的故事情節帶給讀者的再想像、

再省思，以及再詮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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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從「性靈」到「心靈」 

 

    依據前三節的闡釋與論述，本節將探究奇幻敘事藝術與靈性教育之間的關聯

性。以本體論來說，存在事物的本質是精神抑或是物質？實體本身是符應自然秩

序或是立基於人類心靈？實體的本質是一或是多？而就宇宙論而言，宇宙的起源

和本質是由有意向的主宰所創造？還是一種機械的偶然？時間與空間的意義究

竟為何？317萬事、萬物乃至萬象的終極本質為何，始終是科學家、人類學家及關

心這件事的人傾心關注的問題，這些關於形上學的探究問題，各學派立場不同，

本研究亦不在解決這項問題，但從奇幻敘事出發，從三部敘事文本對物質和精神

的描述來看，或能提出一點創造性的關聯。 

    

壹、最小的塵埃粒子、最初的靈性因子 

 

    奇幻敘事中如何描寫靈性物質？又如何敘說心靈？大作家們無疑都得面對

這個問題，他們從小說立場探究本體論（ontology），包含事物的本質（being）

與實體（reality），其中以菲力普•普曼的《黑暗元素》（His Dark Materials）三

部曲最為精采，他直接構念以「塵」（Dust）318作為萬物有靈的物質和起源，就

連造物主、天使和撒旦也都是由「塵」所構成。 

 

    在《奧秘匕首》中，專門研究意識的科學家瑪麗•瑪隆博士（Dr. Mary 

Malone）319敲著電腦鍵盤和「影子粒子」（shadow particles）對話 320：  

 

Dr. Mary Malone   shadow particles / Dust 

Are you Shadows ? 

Are you the same as Lyra’s Dust ? 

YES.  

YES.  

                                                        
317 邱兆偉、簡成熙（民 93）。哲學與教育哲學，載於邱兆偉（主編），教育哲學（增訂二版，頁

1-32）。頁 16。 
318 影子（Shadow），也就是萊拉世界中所稱的「塵」，又稱「影子粒子」（shadow particles）或「黑

暗物質」，跟意識、靈性有關的最小粒子，是黑暗元素整部故事最抽象，也最核心的關鍵所在。 
319 瑪隆博士是黑暗事物研究小組的成員，她發現「影子」的存在。在她的世界中，專門研究基

礎物理（fundamental physics）的研究人員，在萊拉的世界就相當於實驗神學家（experimental 
theology），都在為發現事情的真相而努力。參見英文版，Philip Pullman, 1997, p. 200. 
320 以下的對話內容，引自 Philip Pullman, 1997, p. 24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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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s that dark matter ?             

Dark matter is conscious ?  

The mind that is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isn’t human, is it ? 

 

Us ? There’s more than one of you ? 

But what are you ? 

 

---------------------------- 
Angels are creatures of Shadow matter ? 

of Dust ? 

 

And Shadow matter is what we have 

called spirit ? 

YES. 

EVIDENTLY. 

NO. BUT HUMANS HAVE 

ALWAYS KNOWN US. 

 

UNCOUNTABLE 

BILLIONS. 

ANGELS. 

-------------------------- 

STRUCTURES. 

COMPLEXIFICATIONS. 

YES. 

FROM WHAT WE ARE, 

SPIRIT ;  

FROM WHAT WE DO, 

MATTER, MATTER AND 

SPIRIT ARE ONE. 

 

    由上述對話可知，「影子粒子」（天使）直截了當地回答了瑪隆博士有關物質

與靈魂（sprirt）的提問，祂最後說：「物質與精神是一體的」（MATTER AND SPIRIT 

ARE ONE）。從施泰納的靈性科學來看，這堪稱是物質世界與靈性世界的交談，

物質體（人）與精神體（神）的對話，透過電腦（科技）媒介，橋接起兩個世界，

奇幻敘事自然而然地將它敘說出來。事實上，在作者普曼筆下，閃閃發亮的天使

是 beings of spirit 的存在體，有別於人類的 beings of flesh321，然而無論是神、撒

旦或萬物生靈，皆由「塵」構成。普曼以無神論立場闡述自己的信仰，他認為生

命應把握當下，不應寄望來世的天堂樂園，應當積極在地球（此生此世）建立屬

於人類的天堂共和國。 

     

貳、靈性粒子形構靈性空間 

 

    若問文學帶給人類最大的貢獻是什麼，無疑是幻想的空間，想像力的表現，

                                                        
321 Pullman, Phlip. (1997). The Subtle Knife.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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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空間」是抽象的、心象的以及心靈的，一種圖像的概念。總括來說，《納

尼亞傳奇》系列是肯定神性的存在以及上帝的光輝；《神隱少女》則刻劃八百萬

神靈的生活國度，肯認萬物有靈說。前者敘述非黑即白的人物、真神與邪神的對

峙，後者描繪的是非善非惡（或亦善亦惡）的神靈（包括眾多小神），暗指人心

內在的表現，例如「無臉男」便是最典型的象徵代表。而《黑暗元素》則直指善

與惡、神與鬼、上帝與惡魔、乃至人類和萬物生靈的本質和起源，那就是「塵」

（Dust）。塵既是萬物生靈最小的組成粒子，同時也具有靈性和意識。 

 

叁、「過門」是自我追尋的渡口 

 

I mean that when we ask why, when we repeat that linguistic function, we 

are opening a space in which there are an indefinite number of possible 

answers for us to choose, some more interesting and some more accurate 

or sensible than others.322 

 

    美國後現代教育學者 Martusewicz Rebecca 說，當我們對自己探問為什麼，

當我們重複語言的功能時，可說是開啟了內在的「空間」之門，在那裡充滿了未

確定及可能性，等待我們自己去抉擇，這當中有些非常有趣、有些更準確或比其

他更合情理。如其所著 Seeking Passage 一書所揭示，這樣的「空間」提供人們

「尋渡」的可能，人的成長過程可說是不斷地在找尋自我教育的「渡口」，那裡

充滿各種冒險與試煉，充滿樂趣或完全的寧靜。我想像這樣的「渡口」，它就像

是千尋受困的「復樂站」，是狄哥里與波莉中途停留的「界中林」，是萊拉與威爾

相遇的「孩子國」（喜喀則）。「渡口」可視為「過門」，它不容易被發現，不易掌

握，而唯有人自我探問、向內探詢時，它才可能出現。  

 

    總體而言，三個故事分別觸及了性靈或自然靈（natural spirit）的議題，透過

空間與過門的詮釋，這裡將其轉向，從外在的活動空間（界中林、喜喀則、復樂

站）指向內在的心靈空間。從象徵隱喻的視角來看，「界中林」指的不是外在的

樹林，而是人內在的心靈，指涉的是通往新生活和改變前的抉擇與領悟狀態，它

                                                        
322 Martusewicz, Rebecca A. (2001). Seeking passage: Post-structuralism, pedagogy, ethics.p. 5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68 
 

的特性既是虛又是實，既是向內同時又是朝外的；「喜喀則」指的不僅僅是被幽

靈入侵的空間，更指涉了成人醜陋的心、被汙染的心靈，「童心」固然可以讓孩

童幸免於難，但也透露了孩童即將面臨這項心靈危機；「復樂站」指的不是神靈

等候船班的中途站，而是通往人神交界的信仰關口，它提供心靈一次改變和冒險

的機會。 

 

    上述種種，不禁令人思索，「過門」彷彿有「喘一口氣」的特質，透過練習

調節呼吸節奏，進而使人感覺到它。它讓心靈獲得平靜，並且有「再考慮一下」

的意涵，讓人在短暫喘息之後，投入冒險、面對挑戰。最後，透過這些「過門」

的能指性，所指涉的是人實存的內在心靈，研究者認為，奇幻敘事所描述的種種

「性靈」事物，基本上都可以更好地被理解為「心靈」的一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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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從「另度」到「靈度」 

 

    上一節中，依奇幻故事的題材內容，從「性靈世界」論述至「心靈渡口」，

本節將再換個方式，從另度的奇幻世界看靈度的心靈世界。依第三節所述，無論

是「界中林」零度的心靈空間、「喜喀則」空無的幽靈空間，抑或是「復樂站」

玄秘的神靈空間，這些「過門」的空間如何可尋？基本上，它是一種想像和聯結

的作用，而方法上，如前文所述，研究者以為採用「再皺摺」與「再展開」的抽

象思維，可說是想像力的鍛鍊法門，一種「心之作用」的練習法，是練習再想像

與再詮釋的方法。 

 

    從三則敘事來看，「過門」所需的鑰匙分別為戒指、匕首和誤闖。戒指象徵

心理的冥想作用，匕首象徵鍛鍊的技術，而誤闖，就像千尋那樣，具備勇於面對

突發事件的勇氣。畢竟突然進入異世界並不容易，就像初次打坐入定的人，不見

得感受都很好，甚至難以適應，此外，如同人不願意真正面對虛假、懦弱的自己

一樣，它需要勇氣。戒指、匕首和誤闖，此處欲傳達的是，面對生活的各種處境，

我們需要「戒指」帶領我們歸返和出離，並且不斷重複的「鍛鍊」以掌握這個方

法，然後勇於「誤闖」。 

 

    本節以《魔法師的外甥》為主，從教育的觀懷來解讀，「黃戒指」和「綠戒

指」分別象徵回家（返回心之原鄉）與出走（出離）的「心之作用」力量。研究

者以為，在教育中我們尤須這兩種象徵意義的戒指，面對未來不同的教育階段，

人生有許多關卡需要作出選擇，而每一次做抉擇時，都需要心靈的回歸，一旦決

定後當抱以冒險的精神和行動力，勇於負責地接受挑戰。如此，一場英雄式的啟

程、啟蒙與回歸的迴圈於焉開展。以下我依戒指的特性，分別以「回歸」（homeward）

和「出走」（outward）二種性質詮釋說明如下。 

 

壹、心靈的回歸（Homeward）—意識型態的覺醒 

 

近代偉大教育思想家，心靈導師克里希那穆提（J. Krishnamurti）曾說，只

有當人具有完整性時（了解自己），人與人之間的充分合作才可能；只有當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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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完整性時，這個世界才能免於混亂。323他主張的即是一種個人心靈自由的啟迪，

欲喚醒人類內心的覺知。克里希那穆提認為教育應當喚醒個人的智慧，而不是去

因襲某個教育模式。因此，教育可說是「喚醒智慧」的能力，而喚醒必須對自我

探問，以回歸心靈安住之所，培養內在的審視能力、發掘恐懼並讓自由意志覺醒。

重要的是，必先有「自由」，自我認識和智慧才能存在，才能不屈服於權威。這

一觀點符合自由主義精神，充滿自覺、批判、邁向真理想的途徑。 

 

    在教學現場我們很容易發現，孩子本身其實是沒有階級意識，也沒有種族或

信仰的歧見，然而整個社會結構的壓力不斷衝擊他的心，影響他、塑造他。因此

孩童的心靈竟不是被政府教育，就是被宗教組織給限制了，一種無所不在的意識

形態不停地穿梭在周遭。因此，對於這種無形的意識形態的覺察和破除，便成了

回歸之途的先決條件。 

 

    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曾說：「追隨你內心直覺的喜悅」及「你

就是你一直尋尋覓覓想知道的奧秘」。324他說能夠賦予你生命意義的沒有別人，

只有你自己，並且，神性存在自己的心中，心靈的回歸，不在於如何追求原先沒

有的，而在於如何去恢復一向已有的。在教育現場中我們也不難體認，對生命的

質疑與批判，早在兩千多年前，蘇格拉底便說過「未經檢視的生命不曾活過」，

當代巴西成人教育學者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也指出主體自覺的批判精神

的重要性，凡此種種，顯見這些對生命、對自我的檢省，從古至今都非常強調。 

 

    回歸（homeward），也可以說是回到自我的心靈「原鄉」，可以這麼看，每

一名學生都是一個獨有的、特殊的個體，都有其生命價值和意義，可以走向心中

涅槃的境地，並且有權拒絕追求既定的、神格化的體制教育，這些「怪獸」或「機

器」都成了「使人成為人」（人成為神）的阻礙，因此人應轉向自己學習，順從

內心的召喚，以求得智慧與真理，發掘那潛藏於自己心中的「佛陀」。因此，對

自我探問、找回自由的心靈、覺察意識形態的黑手乃至順從內在的召喚，即是邁

向肯定自我及完成自我的重要途徑。 

                                                        
323 張星南（譯）（民 84）。人生•教育•學習（原作者：Jiddu Krishnamurti）。頁 38-39。 
324 梁永安（譯）（民 90）。英雄的旅程（原作者：Phil Cousineau）。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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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冒險的啟程（Outward）—迎向不確定 

 

我們之渴望出外流浪或許是一種瘋狂而殊為不智的行徑。一個人如

果想要得到卓越的知識，則他的體態必然得十分輕盈，因為他必須

飛躍自身所處的時代，以成就一雙盱衡千古的慧眼，而在慧眼中還

含藏著一個美妙的天堂。325（Nietzsche, The Joyful wisdom） 

 

    「啟程」意味著英雄步向命運的挑戰，進行一場未知的冒險旅程，或是一段

流浪的歷險。如坎伯（Joseph Campbell）所說，啟程是為了回歸，而回歸又意謂

著終有出走的一天，在啟程、試煉、啟蒙與回歸的循環中不斷重覆。 

 

    法國當代思想家家莫翰（Edgar Morin）在其「複構思維範式」（complexity）326

中曾指出，認為教育當務之急所需努力的是開啟一套具開放性的理論，讓長久以

來被科學屏除在外的世界與主體能夠浮現出來。複構性思維的核心思想即是「自

發性」（spontaneity），也就是空性的重要，一種發自主動性的關懷，其三個要件

為，任何真正人類的發展意謂著個人的自主性、對共同體的參與和對人類的歸屬

感這三者的聯合的發展。327這三者的整體發展構成了重要的人類倫理，換言之，

人類的複構性需要以總體性和系統性的視角來觀看。 

 

    基於本章故事脈絡，我們可以看到回歸（homeward）和「出走」（outward）

存在著猶疑（hesitation），對照人類本性同樣具有這樣的特質，並且這種「人的

曖昧性」構成了人的心靈活動的基礎。出走，投入冒險的旅程，具備了參戲的浪

漫式情懷，也就是需要一點誤闖和遊戲當下的精神。德國文學家及美學家席勒（F. 

Schiller）曾說：「唯有完整的人才遊戲；也唯有在遊戲中，人才完整。」328馮

朝霖（民 95）指出，對於「未確定性」、「自我完成性」和「依他起性」，再加上

                                                        
325 參引自網頁：台灣另類教育發展與全球經驗實驗室：http://ae9981.blogspot.com/ 
326 施植明（譯）（民 89）。複合思想導論（原作者：Edgar Morin）。 
327 Edgar Morin(2008). On Complexity. P. 25.英文：all truly human development means joint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autonomie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s,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human species. 
328 馮至、范大燦（譯）（民 78）。審美教育書簡（原作者：J. Schiller）。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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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本性的「自覺」329，四者開顯出人類圖像在教育上的意義和旨要，並試圖恢

復人充滿學習能力的可塑性。這當中所體現的人的「自由」，不亦為盧梭（J.J. 

Rousseau）所謂「人的第二次誕生」。 

 

    綜上所述，「過門」在教育中的意涵，研究者認為可輔以「黃戒指」和「綠

戒指」兩項象徵物來加以詮釋，其所指涉的是：心靈的回歸（Homeward）與冒

險的啟程（Outward）。在此「心之作用」的空間中，使人具備獲得完整的可能性。

可以說人就是「永恆的追尋者」，然而追尋卻不保證能指向一個終極的目的，它

也不是透過縝密的偉大計劃便可提供保證，便能使個體找到「真正」的自我，或

「完善」的自我。未來充滿著不確定，如何因應以對，研究者認為想像的連結或

可視為一種魔法的力量運作，一種站在「界中林」面對無數個水池，帶著一股即

興闖蕩的行動精神啟程。 

 

叁、奇幻空間 vs 教育空間 

 

    從文學角度來看，大致而言，18 世紀以前的小說多以時間為主，強調線性

的時間敘事，較少關注空間；19 世紀以後的「奇幻小說」（幻想文學）則已注意

並肯認空間的重要性。檢視我們的教育，同樣較關注「時間性」，什麼年齡該進

入什麼學習階段，而忽略了「空間性」，亦即對學習氛圍的重視。例如過去威權

時代的體制教育（黨國教育），對於學習空間的霸凌有過之而無不及。換言之，

教育的過程，應當注重「時間」與「空間」兩項因素，就空間來說，我們給孩子

什麼樣的「環境」影響甚大。空間可以是感性的直觀形式，強調「開放系統」的

特性，是情性、美學與藝術陶養的重要場域，可以這麼說，「過門」空間的概念，

是一種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跨領域、橫向連繫的思維。如前兩章所闡述，「過

門」是進入「迷宮」的門口，迷宮是自我追尋和超越的契機。亦如酒神所說，找

尋我就必須回到迷宮，因為我是迷宮。亞莉阿德妮找到酒神之後，也找到了自己。 

 

    思量「空間」，我們需要更多的想像力，社會科學領域出身的學者莫翰亦曾

                                                        
329 馮朝霖（民 95）。希望與參化—Freire 教育美學推演與補充之嘗試，載於李錦旭、王慧蘭（主

編），批判教育學—台灣的探索（頁 137-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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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想像（imagination）、幻想/洞察（illumination）與創造（creation）的重要性，

這些能力如果沒有偷偷摸摸地進入科學領域的話，科學將不可能有所進步。教育

領域尤其如此，我們需要理念的延伸、需要大膽的假設、需要突發奇想、需要創

造的勇氣。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才能有開展性的可能。他曾說：「世界是在人的

心靈內，人的心靈在世界之內」，說明了主體與客體是互相建構的，此外二者必

須皆保持開放性，且對環境保持開放性，並向我們的理智範圍之外敞開。基此，

研究者以為，從奇幻文學（幻想故事）中汲取對教育的啟示，可說是閱讀教育中

的另類教育，透過一場內在的遊戲性旅程，達到樂趣與滿足，當中所蘊含的「成

長」意義油然而生。 

 

    總體來說，想像的空間在教育上所帶來的要義為，開啟靈魂的自由，使自我

得以開創，進而為人群帶來不一樣的改變，使整體社會朝向更美好演進。教育最

重要的任務在開啟孩子的什麼？一如馮朝霖（民 100）所言，莫過於引起學生對

學習的渴望、對生命的喜悅、對生活充滿信心、敢於創造的勇氣、共生的智慧和

即興的美學等六項目標 330。精要地說，「做自己，為生命付出」，亦是實然面與

應然面一再被強調的意義。《英雄的旅程》一書的主編菲爾•柯西諾（Phil Cousineau）

曾告訴坎伯的一段話，他曾在亞利桑納州墓石鎮的墓園裡看見一個已經腐朽的墓

誌銘，上面寫著：「當你自己（Be what you is），因為如果你不當你自己，你就不

會是你自己。」331這句話彷彿將人帶往英雄旅程的心臟地帶。  

 

                                                        
330 馮朝霖、范信賢、白亦方（民 100）。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系統圖像之研究—研究報告。國

家教育研究院委託計劃。 
331梁永安（譯）（民 90）。英雄的旅程（原作者：Phil Cousineau）。頁 27。按該書原註(17)說明：

「當你自己」（Be what you is）這句墓誌銘違反英語的文法規則，用 is 更能達到強調每個人應該

當「自己」的修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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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門意在空（心） 

 

    我們都曾戴過「黃戒指」嗎？例如考試前、出遠門前或執行一項重大任務時，

我們總不經意地要去上香拜拜，或靜坐沉思、深呼吸調整心緒等，這樣的「儀式」

所企求的正是一種內在的安定。我們都曾帶過「綠戒指」嗎？是的，比之黃戒指

甚至更常配戴，好奇並勇於冒險、追求刺激的行動，只不過隨著年紀愈大就愈失

去那樣的精神。 

 

    以美食聞名世界的台灣，對於我們的教育也可以有這樣的期待和想像：另類

學校就像是特色餐廳，重質不重量（僅此一家，別無分店）；再者，台灣因地理

條件特殊，所以生態環境呈現多元發展，對此我將它類比為，期待教育文化如「雜

木林」般多元化發展；換言之，後現代的教育生態是一種複構的存在，有主要物

種、原生物種、外來物種和特色物種等，兼容並蓄。以複構作為先驗的處事邏輯

和態度，正如每一條迷宮終究有一條指引迷津的繩索，引領著英雄。 

 

    以希臘神話寓言來連結詮釋，我們必須尋找亞莉阿德妮（Ariadne）的線，

身為教育工作者的吾人，就好比半人馬奇戎（Chiron），專門教導每一位英雄（學

習者）。視每一個英雄（孩子）為獨特的、唯一的「原民」。體制外教育如同在體

制教育的迷宮中找尋一條理想的出口，而能夠看清路線的人只有凡人亞莉阿德妮

（普羅大眾、受教者），並透過英雄鐵修斯（強而有力者）來完成任務，打敗迷

宮中的怪獸彌諾陶（Minotaur）（惡的國家機器），解放無辜獻貢的少男少女。關

於奇幻的想像空間，此一想像即是「寄希望於未來」的渴求，是希望的語言。 

 

    有人說讀書的不二法門，就是凡讀過就把它給忘掉，也就是說，讀懂、讀通，

熟記後就放在心上（胸口），然後讓腦袋放空（頭殼）。這樣的說法頗為玄奇，它

就像張三丰練太極時的頓悟，熟練而後忘掉才能出神入化吧！總之，一門技術、

一門功夫、一個學門，每個「門」都有它蘊藏的「道」在裡頭，若想從「入門」

進階到通曉「行道」，那麼用心自然不在話下，至於能否悟得門內的「空」，如何

能過此「門」，那又是另一個境界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75 
 

    2011 年 1 月，在一場「另類教育與未來社會」的國際研討會中，研究者發

表了一篇論文〈「界中林」的回歸與啟程—從「另度空間」到另類教育的再想像〉332，

那是我初次構想「過門」並且引用「界中林」的概念來談另類教育的嘗試。會議

結束前，主席丁興祥教授給予回饋時，有感而發地說，這就像許多信心滿滿進入

心理研究所的學生，以為找到自己喜歡的領域，殊不知心理系這個學門還細分許

多流派，且各不相同、各有一片天。他說「界中林」以故事的方式提供了一則隱

喻，提醒學生應當抱持開放的心胸，帶著好奇與求知的渴望勇敢進入每個「水池」，

一探池裡世界，但重要的是，要記得再回到這個「中途站」來，放空一下，重新

審視，不僅審視各個池裡世界，還包括自己。  

 

    同一年，研究者在新莊社大開課「奇幻文學經典閱讀」時，關於「過門」的

討論，有學員分享說，它就像去遊樂園玩或去看電影時，在「排隊等待」的時刻。

我覺得很恰當，暢遊一趟遊樂園或欣賞一場電影，就好比徜徉在「第二世界」，

因此購票就變成了現實世界與幻想世界的中途站。不過我認為，最好是一個人，

比較有「過門」所欲傳達的心靈意境，兩個人多半淪為聊天殺時間。我們多數人

都沒有宗教方面實修的經驗，但在生活中也不難體悟到，一個人時比較容易照見

自己，進入心靈沉澱甚至空的狀態。我認為假如有一個人搭火車經驗的話，也會

很適切，不做其他事情，純粹冥想或觀望窗外，將更能感受「過門」所帶來的心

靈體會。所以總體來說，「過門」之意，在空，或在心。 

 

 

 

  

                                                        
332 梁可憲（民 100）。「界中林」的回歸與啟程—從「另度空間」到另類教育的再想像。混沌•

即興•樂學—2011「另類教育與未來社會」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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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究極奧「圓」：〇、●、 、◎ 

 

沒有圖像，則靈魂無從思考。 

（The soul never thinks without an image）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 

 

    本章標題「究極奧『圓』」，意思是將本研究主要構思的圖像「圓」，盡所能

地完整說明。「究極」一詞常見於各類奇幻敘事，類似「奧義」，為窮盡極限之意 333；

「奧圓」實則諧擬於「奧援」一詞，研究者欲傳達的是，透過靈感和想像，將援

引的敘事及相關概念連結起來的關係，以說明「圓」的箇中奧妙之處 334。這些

複雜且交織而成的概念，多引自神祕學和奇幻領域，不同形式的「圓」（〇、●、

、◎）旨在闡釋「人即是神、神即是人」的「神化」（from mankind to divine）

過程。 

 

    亞里斯多德說：「沒有圖像，則靈魂無從思考。」（The soul never thinks without 

an image）足見圖像是心靈的最佳思考方式。舉例來說，C. S.路易斯曾在自述中

說，他在不到三歲的時候，某天六歲的哥哥華倫衝進屋裡向他展示一個餅乾鐵盒

蓋，上面推滿了蘚草、花朵和小樹枝，他得意的向弟弟炫耀。路易斯說這是他記

憶中第一次接觸的美好事物，第一次興起原始且浪漫的悸動。於是他對平日玩耍

的花園有了全新的感觸，這個鐵皮蓋上的迷你花園成為路易斯所稱的「啟示聖像」

（epiphany）335，開啟他日後「內觀式」的思維習慣，從記憶或文學作品透視隱

藏其中的喜樂和美 336。這種喜樂，成為一種可想而不可得的樂園，一種追求不

可能實現美境的過程，然而它卻是屬靈的真實性感受。 

 

                                                        
333 「究極」一詞常見於卡通、漫畫及動畫中，說文解字中，「究」是窮、盡的意思；詩經中，「極」

表示盡頭、最高境界。「究極」一詞在日文中也常見，近似於佛教經典中的「奧義」，常用來表示

「至上」、「絕對」或「神之〇〇」等，表示極為強大、無法再超越的意思。 
334 「奧」主要為秘或妙的意思，而「援」則是牽引、引用或「借……之意」。「奧援」常被用來

稱作獲得外部力量的援助，教育部線上「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意指：有力而可靠的後援。 
335 Epiphany 意指神靈的顯現或頓悟之意。 
336 Duriez, Colin. (2004). Tolkien and C.S. Lewis : the gift of friendship.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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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C.S.路易斯的自述彷彿令人看到：人類心靈圓滿的最初圖像，花園。然而

我們需看透的是，花園也包含了象徵死亡的森林，甚至是墓園 337。花園源自那

創世之初被馴服的森林，而恢復原貌的途徑則是返回森林。簡單的說，這就是「那

神圖像」所欲傳達的「零—整—零」、「〇—●—〇」或「0—1—0」的概念。文

字無法道盡的，以圖像示之，圖像無法傳達的，則需要人們的想像力，試著去洞

察、領悟，然後產生相信。C. S.路易斯的「啟示聖像」，我以為它就像是由內而

外擠壓出（express），併發出來的某種頓悟（insight），然後置放在心中，成為永

恆心靈的神聖圖像。它是一種「信念」（believe）338，一種發生自個人內在的神

蹟。 

 

    本章作為總結，旨在闡釋本研究的核心觀念，以「金字塔」、「仙骨」、「生命

樹」、「羅盤玫瑰」和「太極陰陽圖」等作為主要圖像，闡述靈性思維在「那神教

育學」中的蘊意。本章共分五節闡述：第一節，超越始「原」：旨在闡述人成為

神，「神意在人」的圖像；第二節，神•靈•人，闡釋「那神」的神性概念；第

三節，金字塔•仙骨•生命樹，闡釋人即「神殿」的意涵；第四節，如上、實下；

如人、實神，闡述那神圖像的本質精神；第五節，羅盤•玫瑰•太極，闡釋真正

的方向；第六節，靈性•生態•未來教育，結合教育與人類圖像的詮釋；最後小

結，以「邁向靈園（Spirit Park）」作為本章及整體研究的結語。 

 

  

                                                        
337 這裡的墓園沒有貶抑或負面之意，相對於花園所帶來的生命力，墓園則呈現另一種生命轉化

的的精神體。 
338 信念，從哲學是思辨的活動（Speculative Activities）來看，在研究上所涉及的題材較無法以

客觀分析的方式重複檢證，但其形而上的玄思蘊藏有人生意義。通常可以重複驗證的被稱為「知

識」（Knowledge），而無法驗證的則稱之為「信念」（Bel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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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339  超越始「原」340：人轉化為神 341 

 

 
  

                                                        
339 基於「那神教育學」所勾勒之人類圖像的需要，在三層圖像之上，還有最重要的一小塊，即

神聖不可言喻的靈性本體，故以「頂石」，或稱「全視之眼」為象徵代表，沒有內文，僅以圖示

意說明。此處假設「第一語言」是神的語言，是 reality，「第二語言」是人類使用的語言，然而

我們都在使用「第二語言」詮釋「第一語言」，如何可能？因此用「佛陀拈花微笑」的意境來形

容最為貼切，所以本節以「空白」來表示最上層的概念。留一頁空白，靈感來自坎伯在《神話的

智慧》一書所說，他引述私人導師亨利•吉謨（Henry Zimmer）的話說：「最好的事物是不能說

的。第二好的事物是被誤解的。」因為第二好的事物是用時空中的東西來說明先於時空的超越，

所以它們總是被時空的觀念所誤解。第三好的事物就是交談。我們現在就是在用第二好的方式來

談論最好的事物。引自李子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頁 218。 
340 來到圖像的最上層，也就是性靈之境。依標題「超越始原」，意指回到最初的原點，是一種精

神體（spiritual being），好比人的元神、元靈或神性體，華德福教育習慣稱之為「天使」，人智學

則有靈或靈人（spirit-man）一說；而標題「超越」的目的在於不住，不停駐，它是從基層「人」

的層次來到「神」的層次，並且重複循環。原點，另一個意思是指回到基層的原點，人。 
341 如上註所述，人轉化為神，旨在循環，「如上，實下」故神意在人。如同尼采的詩所闡釋，戴

奧尼索斯告訴亞莉阿德妮「回到迷宮」，意指從無限的精神體回到有限的物質體，祂又說「我是

迷宮」，意指神就是迷宮，而人在迷宮中。故人即是神，神即是人。 

 

圖 6-1 「那神教育學」人類圖像「上層之上」（頂端金色部分），圖像示意圖。 

                                               （梁可憲，2015 年繪製） 

基層：墓園 vs花園 

兩個世界，界意在破。 

中層：穿越奇緣 

隧道的盡頭， 

道意在無（悟）。 

上層：另度次元 

空間與過門， 

門意在空（心）。 

上層之上：超越始原 

人成為神，神意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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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神•靈•人 

壹、「那神」圖像示意 

 

    那神（N0-thing），意指非物，即在肯定人之中的靈性價值。延續第一節「那

神教育學」的示意圖，進一步說明相關概念。如圖 6-2，在圖像的「基層」之下，

研究者描繪創世之初生命處在混沌的狀態，此示意圖以施泰納的地球創生與人類

誕生的構念所繪製。根據他的說法，人類的靈（spirit）一開始便與地球同時存在，

地球和人類一樣自誕生起就不斷地在演化（過程參見第二章第七節），而最初屬

靈存在的人是頭下腳上的「倒立人」，且屬於人的形體尚不明顯，如圖 7-1 箭頭

所指，紅色的倒立人形。 

 
    反過來看，如圖 6-3，「那神人類圖像」中，基層即是上層，上層亦是基層。

根據施泰納所言，地球的生命演進依序經歷土星、太陽、月亮、火星、水星、木

星和金星等七個時期。依圖所示，處在土星期的「倒立人」，向上演進到了太陽

期，因為太陽從地球生出去成為獨立的恆星，而人的頭是向陽生長的，於是變成

頭上腳下的形式；到了月亮期，月亮從地球生出去後，此時人類獲得了「星芒體」，

 
圖 6-2 基層之下，生命處在混沌創生狀態。       圖 6-3 反過來看，基層之下即是向上發展。 

（梁可憲，2015 年繪製）                      （梁可憲，2015 年繪製） 

金星 

木星 

水星 

火星 

月亮 

太陽 

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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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人的情緒和情感發展。這之後地球依序又與火星、水星等行星碰撞，發展為

現今的模樣，如圖所示，外緣淡藍色的人形輪廓即是地球，象徵人類的生命起源

（靈）與地球的形成同時演進。在圖 6-3，紅色弧形箭頭所指的演進方向好比爬

山（金字塔），由山下往山上走，到了最上層，轉而依循藍色的長箭頭，由不可

言說的「神性」，一層層降生成為人。 

 

貳、那神：靈或能量 

 

    研究書寫至此，或許可以交代一下到目前為止研究者對「神」的看法。就像

羅柏•蘭登所解釋，共濟會所相信的神。他說構成宗教意識型態的三大要素ABC，

分別是 Assure、Believe 和 Convert。蘭登：「宗教承諾救贖，宗教相信明確的神

學理論，而且非信徒必須皈依。」他暫停一下，「但是共濟會一項也沒有。共濟

會不保證救贖，他們沒有特定的神學理論，也不要求眾人皈依。事實上在共濟會

的會所裡是禁止討論宗教的。」然而這並非是反宗教的，成為共濟會的要件之一

就是你必須相信有神明，共濟會對神明沒有精確定義或名稱。例如耶穌、阿拉、

佛陀等明確的神學身分，而是採用比較概括的詞彙，例如神靈、造物主或宇宙的

偉大建築師等。這麼一來，不同信仰的共濟會成員也更能夠聚集在一起。他們包

容與開放的傳統、提供毫無歧視的精神結盟，十分值得稱讚。 

 

    同樣以華德福教育為例，研究者在該校服務期間的經驗為，人智學信仰中的

神，一般都以「天使」稱之，祂不是一個具體的神格，而是一種靈的組成，類似

星芒體，星芒是變動無常的，是靈與物質交流的工具，也是個體性展現的途徑。

施泰納的人智學說，主要為個人的靈視和主觀描繪，輔以當時科學發展的知識加

以論述而來，後人其實難以考證，故將他歸屬於神祕學。但就隱喻來說，這樣的

學說充滿了靈性的教育思維。研究者曾向長年鑽研人智學的智弘請益，他說明，

宇宙之始，這個原初的靈，帶著令自身不斷進化的計畫，一次一次的入世進化，

從暖、氣、聲、光、礦物、植物、動物、人一路下來到現今。而下一次則會進化

成天使、大天使等，且每一次都要從頭來過。他指出，在這過程中所「遺棄」下

來的就成為礦物、植物或動物，是為不完整或部分的人（或靈）。而所謂的「倒

立人」，指的就是這個靈性開展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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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沒有頂石的金字塔，是「未完

成的金字塔」。 

    根據智弘校長的闡述，在人智學的觀點中，沒有「靈魂」的概念，而是將靈

（spirit）跟魂（soul）區分開來，一般所說的靈魂則是指「心魂」（soul）。就靈

性教育而言，談的就是「靈」（spirit），是天界的存有，最高級的存有，智弘以佛

教用語來理解，靈（spirit）可對應第八識，「阿賴耶識」（藏識、種子識）；而魂

（soul）指的是變動不居的個體，可理解為第七識，「末那識」（我執）；至於身

（body）的部分，對應的就是前六識。坎伯晚年曾在一篇演講稿〈東方的本我到

自我：拙火瑜珈Ⅰ〉中提到，靜坐者雙手虛握著的是一個體內微妙質的代表，即

「微妙身」（subtle body）。它是相對於清醒時的身體「粗質身」（gross body），他

說，微妙身就是充溢在時空領域裡所有生命能量的代表。這也就是我們所稱的神。

神就是這些能量的人格化象徵，如此而已。342他曾指出，西方宗教的問題就是把

神視為一個事實的存在，例如，基督教和回教的特色就是滅絕所有當地的宗教信

仰，而佛教卻能承認這些當地的神明，把祂們視為當地生命力的象徵，本身亦反

映著佛性。343  

 

    總和上述，施泰納的人智學說沒有指涉特定的神，指的是靈；坎伯的神話學

研究亦指出，神不是某個特定的人，而是某種能量（宇宙能量）。綜合而言，研

究者認為靈本身具有神奇的演化特性，一種「神性」，能形成各種萬物生靈，包

括人。因此，靈具有神性，靈形成人，故神即是人，人即是神。 

 

    在本研究中，「那神教育學」圖像主要分為

基層、中層和上層，共計三層，而若加上「基層

之下」和「上層之上」，則可視為五層。如圖 6-4，

蘭登說，「頂石」的希臘文是 telesma，意為「完

成」。就符號而言，頂石是終極的護身符，把「未

完成金字塔」轉變成完美的象徵。344「上層之上」

的概念在本章第一節已有說明，它好比「頂石」，

象徵人是未完成的個體，需通過金字塔結構，一

層一層使人通向「神化」的過程。最上層的眼睛符號意指「全視之眼」（the all seeing 
                                                        
342 李子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頁 207。 
343 李子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頁 193。 
344 李建興（譯）（民 99）。失落的符號（原著作者：Dan Brown）。頁 1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2 
 

eye），原為「頂石」（capstone）的所在。依上圖 6-1 至 6-3 所示，「那神教育學」

圖像約略呈金字塔形狀，在教育上即暗示人自覺不足，並邁向完整之途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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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拱心石」（keystone）。 

 

圖 6-6 電影《天空之城》。 

第三節  金字塔•仙骨•生命樹 

 

壹、金字塔：通往「神化」的鑰匙 

 

    承上文，「頂石」象徵賢者之石，是「完

成的要素」，暗示「神化」的智慧。如圖 6-5，

共濟會原意指「石匠」，其「拱心石」（keystone）

代表關鍵和基礎的所在，也是畫龍點睛之處。

「頂石」象徵著提醒人們尚需發揮潛能努力達

臻頂點的過程。 

 

    羅柏•蘭登說：「金字塔基本上代表啟蒙。這種建築物象徵古代人類脫離地

平面向天空、向金色太陽，以及最終向至高的知識來源發展的能力。」他補充：

「人類透過這種結構可以自我提升到神的領域。」也就是說，金字塔讓去世的法

老王可以升天為神，這個觀點被認為純屬幻想。他解釋，共濟會把他們的秘密智

慧從舊世界運送到新世界—就是美國—他們希望能逃過宗教暴政的土地……根

據迷思，共濟會在他們的大金字塔頂上放了閃亮的純金頂石，象徵裡面的珍貴寶

藏—能讓人類發揮全部潛能的古老智慧。也就是神化。345 

 

    全球各地有關金字塔的傳聞眾

說紛紜，許多證據甚至指出其建造與

外星人有關，主要作為能量的集散。

從文學角度出發暫不做歷史的考據，

在奇幻敘事中，金字塔造型的建築物

常常帶給人神聖的夢幻色彩，如圖

6-6，宮崎駿電影《天空之城》（天空

の城ラピュタ, 1986），希達（Sheeta）公主的家鄉天空城堡也以金字塔造型呈現，

而維繫整座城堡建物的飛行機制，其核心是一顆充滿靈性與神力的「生命之樹」；

如圖6-7，就連改編自北歐神話的電影《雷神索爾》（Thor, 2011），也將眾神的居

                                                        
345 李建興（譯）（民 99）。失落的符號（原著作者：Dan Brown）。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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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阿斯嘉」（Asgard）塑造為類似金字塔造型的建築物，以此作為神的國度。 

 
 

    尤有甚者，人類脊椎中的「薦骨」（sacrum）也呈金字塔型。蘭登說：「人

的脊椎有 33 個骨節並非巧合。」共濟會選擇 33 當作他們最高階級是有其歷史與

符號上的理由。在畢達哥拉斯的時代，耶穌出生前 6 世紀，數字占卜的傳統認為

33 是所有卓越數字之首，它是最神聖的數字，象徵無上的真理。耶穌 33 歲被釘

死，約瑟夫 33 歲娶了處女瑪麗，耶穌施行了 33 次神蹟，上帝的名號在創世紀中

被提到 33 次，伊斯蘭教義中，天堂的所有居民永遠是 33 歲。以及迷戀煉金術的

牛頓，設定牛頓溫標的融冰為 0 度，沸點則是 33 度。這些都不是巧合。346 

 

    電影《超人：鋼鐵英雄》（Man of Steel.2013）347中，男主角克拉克和耶穌

基督亦有相似的特質。超人故事自 1933 年創刊以來，不論被改編拍成電影多少

次，始終保有和基督信仰相關的隱喻和元素，超人來到地球 33 年後才以真實身

份出現在世人眼前，化身救世主，明顯另有含義。耶穌被釘於十字架，死後復活

就發生在 33 歲。超人的父親對他說：「地球人是一群偉大的人，但他們因缺乏

光，而行在黑暗中，因此他們沒有能力行善，為了他們，我將你，我唯一的愛子

賜給他們。」此與約翰福音 3 章 16 節意義相近似：「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

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348超人的故事與耶穌的

                                                        
346 李建興（譯）（民 99）。失落的符號（原著作者：Dan Brown）。頁 362-364。 
347 《超人：鋼鐵英雄》中，凱艾爾（Kal El，超人的嬰孩時期）是克利普頓星球數世紀來第一

位自然生產的人，他的父親喬艾爾（Jor El）因事先預感到該星球即將毀滅，於是製造一艘飛船

把兒子送到地球，最後被肯特夫婦收養，取名為克拉克•肯特。 
348 參見：http://news.dhf.org.tw/News.aspx?cate=07&key=3644 

 
圖 6-7 電影《雷神索爾》中的聖域，阿斯嘉。 

http://news.dhf.org.tw/News.aspx?cate=07&key=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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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薦骨，又稱仙骨。 

 
圖 6-9 蘭登破解後的符號圖案。 

故事息息相關，該片中也正式揭曉超人胸前「S」的真正意義，它是克利普頓星

語言，代表「希望」。 

 

    承上，人體脊椎中，最特別的就是尾端的「薦骨」

（sacrum），也就是 sacred bone，又稱骶骨、仙骨，

字義為「神聖的骨頭」。故蘭登指出，身體確實是座神

殿。聖經〈創世紀〉中，雅各的天梯 349指的便是「人

的脊椎」，從人到神的旅程，世俗與心靈領域之間的聯

繫。然而階梯的迷思完全是個象徵，而「神殿」就是

身體，「天上」指的是心智。蘭登說：「心智像黃金頂石一樣高居肉體之上。賢者

之石。透過脊椎的階梯，能量上升下降，循環流動，聯繫神聖的心智與肉體。」350

如圖 6-8，薦骨的形狀為倒三角形，彷彿暗示著「如上、實下」的箴言。 

 

研究者認為，蘭登在《失落的符號》

中，精彩地詮釋了「失落的教育」圖像，

揭示了「人即是神」的奧義。蘭登運用富

蘭克林的八階幻方重新排列相應格子中

的字符，成功地破解原來在金字塔底部的

混亂圖案，成為一個玄妙有序的符號圖解。

如圖 6-9，金字塔底部的十二星座符號，

象徵眾生，中間是螺旋階梯，階梯之上為

各種宗教或占星學的符號，指引凡人朝上

走向無限的生命實體，最上面的小三角形則是「頂石」，頂石之上的「⊙」即為

神的共通符號。而與神（靈）同一層的則是宇宙間各種星體的符號，最上面的希

臘文字翻成英文為「Heredom」，也就是神聖的房子、上帝或天堂的房子之意，

右上方的箭頭指著朝下，顯然暗示了天堂以下的領域，人間。351 人往上爬升的

目的，意味著要再次下凡，重複、循環。 

                                                        
349 描述雅各與神相遇的故事，他離家途中以石為枕，夢見通往上帝耶和華的天梯，並獲得耶和

華的祝福。此後他將枕石立為柱子，睡的地方便命名為伯特利（Bethel），意思是神殿或神的家。 
350 李建興（譯）（民 99）。失落的符號（原著作者：Dan Brown）。頁 466-467。 
351 李建興（譯）（民 99）。失落的符號（原著作者：Dan Brown）。頁 5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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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仙骨側面圖。 

 

圖 6-11 「唵」（Aum）。 

貳、仙骨：靈性能量的聖殿 

 

    薦骨被稱為「仙骨」，數世紀以來一直是個謎。希伯

來文 Halyah，稱鏈或脊椎，這個字蘊藏有天神 yah 的名

號（耶和華 yahweh 的簡稱）。這塊骨頭具備保護生殖器

的功能，因此被視為神聖的，而傳說它也被用於獻祭儀

式，甚至有人相信在「最後審判」時，這塊骨頭要完整

無缺才能盛載救贖。伊斯蘭教中有一段聖訓記載，先知

說：「人的肉身一切終歸消逝，腐滅，唯有最底的尾骨除

外。」猶太民間傳說同樣得到此印證。這塊「三角骨」（Mooladhara）十分特別，

如圖 6-8 和 6-10，側面如象形的仙骨圖樣，相傳它受到印

度神格涅沙（Ganesha）352的守護，祂是象頭童身的神祇。

事實上，任何一本解剖學書籍都顯示組成薦骨的這組骨塊，

就是大象頭顱的形狀，甚至神聖之音「唵」（Aum）的書

寫形狀也描繪出側面的象頭。如圖 6-11，耳朵在左，象鼻在右。353 

 

    根據吠陀經的傳統，「唵」這個音節在印度教裡非常神聖，它認為「唵」是

宇宙中所出現的第一個音，也是嬰兒出生後所發出的第一個音。佛教受印度教影

響，也認為這是一個聖潔音節，不少密宗咒語都以「唵」字作開首，如著名的六

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喬瑟夫•坎伯解釋說，「唵」由阿（a）、烏（oo）和姆

（mm）組成，「阿」與我們清醒時的意識有關；「烏」是屬於夢境意識的，而「姆」

則是純粹的意識，是深沉無夢的睡眠。而瑜珈（yoga）的目的就是將人從清醒的

意識帶入「姆」中。354瑜珈的字根 yui，意思是「連結或結合一物到另外一物」

（to yoga），也就是將我們的意識連結並結合於「意識之源」，意識之源指的就是

「超越所有的概念」。易言之，「唵」就是神明能量之音或宇宙能量之音。坎伯引

述帕坦迦里（Patanjali）的話說：「瑜珈就是有意地停止腦中自發性的活動。」他

                                                        
352 格涅沙（Ganesha）一般中國人可能直稱象頭神，又譯作伽內什。在印度是廣為人知以及備受

崇敬的神明，是天神濕婆與帕爾瓦蒂的兒子。在梵語中，格涅沙是智慧與才華之神。 
353 參見霎哈嘉瑜伽國際(英文)網頁：神聖薦骨（On the Sacrum Bone）：
http://www.angelfire.com/zine/sychinese/10_sacrum.htm 
354 李子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頁 244-246。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4541/153716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52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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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龍貓居住的神木。 

形容，人靜坐時將脊椎挺直，因為人體與天體是相對應的，因此人體的脊柱就等

同於天體中的世界之軸。打坐就是將身體貼近世界之軸、中心與不動之點。355 

 

    由此可知，仙骨蘊含生命的奧義，在希伯來文中，Etzem 一詞意為骨頭或精

粹，而 etz 指的就是樹，因此薦骨（希伯來文為 atz）經常被指稱為「生命之樹」356

的種籽形像。可以這麼理解，亞當說：「這一次這是我眾多骨中之骨……它要稱

作女人。」（創世記 2：23）換言之，「她是我骨中的精粹所在。」357瑜伽修行者

認為，丹田就在仙骨，由丹田發出的能源波通過仙骨後由脊椎骨傳遞到大腦，這

段過程就是在喚醒「昆達里尼能量」（Kundalini power），它被視為是女性能量，

是關於骨頭的神聖精粹所在，也是人體靈性的重要部位。由此可見，身體既是奧

秘的「迷宮」，也是一座「神殿」。 

 

叁、生命樹：萬物生靈息息關聯 

 

    仙骨蘊藏生命能量的奧秘，從它被視為「生

命之樹」的象徵來看，宮崎駿導演的《龍貓》

動畫中，樸實的鄉村是個充滿萬物生靈出沒的

世界，如圖 6-12，龍貓（Totoro）的居所是一棵

巨樹，如一座山龐大的樟樹神木，老宅裡頭住

了許多「灰塵精靈」，另類的靈性生物；《天空

之城》中維繫城堡在天空飛行且萬物生長的能

量，也同樣來自整座城堡的核心，一棵神樹，

一旦核心被破壞，整座城堡便毀壞崩塌；而電影《阿凡達》中，納美人居住的潘

朵拉星球上也有一棵「靈魂之樹」。 

 

    如圖 6-13，納美人相信它是星球上所有生物緊密相連的關鍵，所有生物之間

的聯繫就像神經系統般運作，而靈魂之樹的種子是會發光的「木精靈」，一種兼

                                                        
355 李子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頁 196-205。 
356 Etz Chaim 的意思是「生命之樹」的意思，它來自《摩西五經》中的《箴言》，常被用來作為

會堂或者學校的名稱。 
357 參見霎哈嘉瑜伽國際(英文)網頁：神聖薦骨（On the Sacrum Bone）：
http://www.angelfire.com/zine/sychinese/10_sacru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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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4 早期佛教雕刻中，佛陀不現

身，只以一棵樹代表。 

具靈性特質的物體，這棵樹是所有生命的共同體，承載了星球上過去與未來的一

切記憶，納美人甚至透過與牠交流以獲得啟示。依此，「樹」象徵了維繫整個世

界生靈的重要符號。 

 

 
 

    由上述推論可知，「樹」（或神木）在奇幻敘

事（靈性）的世界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圖 6-14，

坎伯曾在他的考究中指出，在釋迦摩尼圓寂（西

元前 483 年）後的大約五百年間，象徵佛陀的原

型就是一棵樹，因為佛陀的形體已如夕陽般拋在

身後了 358。佛陀是在菩提樹下悟道涅槃的，由上

向下俯瞰，樹的形體呈放射狀的「曼陀羅」（梵語

為圓的意思，象徵圓滿）；在西方，舊約聖經〈創

世紀〉中曾記載，伊甸園裡有兩棵樹，一顆為「生

命之樹」，另一棵為「智慧之樹」，由此可知，生

命體（靈）多以樹作為象徵，似乎有這樣的關聯。

藝術家，包含作家、導演等相關文藝創作者，有意無意取材的符號，或許如容格

所說，是一種人類的集體潛意識在背後操弄著，而這些象徵寓意也的確獲得讀者

和觀眾的共鳴，這又是另一種集體潛意識的效果。 

                                                        
358 李子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頁 170。Campbell, Joseph (1990). 
Transformations of myth through time. p. 111-112. 

 
圖 6-13 電影《阿凡達》中潘朵拉星球的靈魂之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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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像山一樣思考 

 

    本節依序從金字塔、仙骨和生命樹，闡述萬物生靈共存共榮的生命面貌，人

與地球、生態、甚至宇宙星系都存在生命的聯繫關係。末了，以「像山一樣思考」

或者說「向山一樣思考」，作為對教育的延伸和小結。山的簡易形狀「△」如同

金字塔，換言之，站在山的角度，向山學習，也就是向自然界萬物生命學習，尤

其是對生態意識的覺醒。 

 

    澳洲著名環保運動家約翰•席德（John Seed）說「世界，存在我們身體中—

深層生態學」359，此一標語直指生態思維與人類靈性的關係，而挪威哲學家及深

層生態學（deep ecology）創始人阿恩•奈斯（Arne Naess）也說，人類當破除以

人為中心（Anthropocentrism）的主宰性思維，提倡以小我（ego）的範疇延伸到

「生態我」（eco-self）的認識，以此作為自我實現的最高境界的深層生態學思想，

這跟佛教思想對於「無我」以及緣起的根本教理有許多的關聯和對話的地方。360 

約翰•席德、阿恩•奈斯、喬安娜•梅西（Joanna Macy）和佩德•福連明（Pat Fleming）

等人以具體的行動「眾生大會」實踐深層生態學的理念，約翰•席德更曾在 2011

年來台主持「眾生大會工作坊」，這些正在發生的經驗，誠可作為靈性教育多元

實踐的參照。 

 

    換句話說，現代人或現在的孩子是否都患了「大自然缺失症」？它影響人的

創造力、想像力、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有憂鬱和躁鬱的傾向。「兒童與自然網路」

創辦人理查•洛夫（Richard Louv）曾指出，既然孩子有營養和睡眠的需求，或

許他們也有跟大自然接觸的需求……兒童和自然相繫的行動也許有更大的潛力，

因為它碰觸到我們內心更深層的事物，不管事生理或心理。361他說兒童的健康和

地球的健康同等重要，正因如此，他發起兒童與自然結合的運動。哈佛大學科學

家艾德華•威爾森（Edwar O. Wilson）提出「親生命性」（biophilia）的假說，他

的定義是：「與其他生命形式相接觸的慾望。」他指出現代心理學已經把內在世

                                                        
359 黃懿翎（譯）（民 104）。像山一樣思考（原作者：John Seed, Joanna Macy, Pat Fleming, Arne Naess）。
頁 31。 
360黃懿翎（譯）（民 104）。像山一樣思考。頁 5。 
361 郝冰、王西敏（譯）（民 104）。失去山林的孩子（原作者：Richard Louv）。頁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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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與現實生活切割開來，壓抑了我們的「生態潛意識」，從而難以「與我們在地

球上的進化發生關係」。362 

 

    換言之，花些時間在花園裡掘土、種菜，有益於健康；在土地上挖坑對精神

疾病有治療作用；爬上樹、向山頂爬去，因為土地形塑人的力量遠大於人類創造

土地的力量。如今，園藝治療和寵物治療甚至已成為針對老人和兒童的保健方案

之一。363本研究在第三章第六節中對於樹屋與沙坑的論述，亦可看見孩子的天性

即是與自然同在，與自然同在即是對自我的統整。正如理查•洛夫所說，其實生

命之始，自然的型態、感覺、氣味和聲音就圍繞著每個生命，自然是我們生存的

場域，也是與我們真實日常生活緊緊相繫的地方。作為一個物種，我們是該努力

復原過去被我們破壞的自然。復原自然，自然也就復原人，恢復人之內的靈（與

精神）。 

 

 

  

                                                        
362 郝冰、王西敏（譯）（民 104）。失去山林的孩子（原作者：Richard Louv）。頁 58-59。 
363 郝冰、王西敏（譯）（民 104）。失去山林的孩子。頁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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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如上、實下；如人、實神 

     
    「如上，實下」（As above, so below）。符號學教授羅柏•蘭登（Robert Langdon）
說：「……這個怪異的回答是古代隱修教派諺語，宣示一種天堂與俗世之間有實

質聯繫的信仰。如上，實下。」364換言之，信徒們堅信天上的星辰和地上人類的

命運是有互相影響關係的。最初研究者被這段文字吸引住，思索著上和下之間的

關係，連結不同領域的探索，尤其是教育人類學圖像，並啟發構思「那神教育學」

的細部發想。過程中，有個圖像明顯浮現，金字塔。朝向理想邁進時仍需腳踏實

地從基礎做起，神可以從凡人提升上來，凡人有機會「神化」，或更直接的說，

成為「神」。 
 
    兩年後研究者遇見了「0-愚人」牌，好奇它的編號「0」，於是促動搜尋塔羅

牌牌義，在翻閱相關書籍時，無意間在《塔羅全書：如何解開塔羅的秘密》一書

中瞥見了這段標題「如其在上，如其在下。」原文同為「As above, so below」。

書中闡明象徵三種覺知的層次，地理景觀代表「無意識」或動物性的本能，建築

和其他人類創造物代表「意識」的心靈，及其轉化自然的能力，而天上的星體象

徵蘊含永恆真理的「更高意識」。365廣褒無垠的蒼穹，意味著人類對自然的開放

與探索，綴滿天空的星星則象徵天人之間的聯繫，暗示宇宙力量如何影響著人

類。 
 
    「天人相應」（As above, so below）。就在覓尋塔羅（Tarot）歷史的相關書籍

時，不斷地接觸到和占星學有關的書籍，在《當神祕學來敲門》一書中，內容十

分精簡扼要地概說神祕學的相關知識背景和人物，其中關於占星學的章節裡指出，

占星學（Astrology）原意是星星（Astral）的學問（logos），基於天人相應（As above, 
so below）的原理，發展出一套與萬事萬物相應的系統。366也就是說，只要掌握

天體運行的各種變化，便能夠獲取所有相關事物的訊息。基本上，占星學這些知

識，可說是最早將人心比喻為星星的立論基礎。 
 

壹、「我」字訣：圓點、原點、源點 

 

    如上，實下，我們必須回到基礎、回到自身，才能解開玄祕奧義。「我」字

訣，也就是當從「我」開始，回到我主體，從渺小個人出發，主動、自發乃至實

踐以影響全世界，歷代聖賢哲人皆從自身覺醒做起，達臻「如上」之境。從我這

                                                        
364 李建興（譯）（民 99）。失落的符號（原著作者：Dan Brown）。頁 46。 
365 孫梅君（譯）（民 101）。塔羅全書：如何解開塔羅的秘密（修訂版）（原作者：Richel Pollack）。
頁 66。 
366 丹尼爾（民 93）。當神祕學來敲門：西方神祕學入門。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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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點（1 或●）開始產生串聯效應。 

 

    舉例來說，第一個畫，幼兒自 1 歲起拿筆塗鴉，在「命名期」367所畫的第一

個圓圈，問他畫什麼？他會指一下那個圈圈說，這是「我」呀；第一個字，「一」

或「1」，蘭登說，一開始就有這個字，但古人稱之為「書」，文字會照亮方向。

失落的文字不是一個字，而是符號。例如古籍經書；第一個圓心點「⊙」，這是

神的共通符號。是太陽神拉、鍊金術的黃金、金字塔上的全能之眼、大霹靂的奇

異點或賢者之智等；「〇」即是「我」，我是秘密，我識靈性與神性的整體，圓，

象徵循環，如同「噬尾龍」的隱喻。我字訣，從「我」開始，最終回到「我」。

全人教育之意涵，在於使人成為人的過程，而非符應社會再製；「〇」是原點，

原鄉教育，意指回到生命最初的所在，投入鄉愁（nostalgia）的歸返途徑。故說，

每個人的血液中有如住著一條鮭魚，生活彷彿「帶著鮭魚去旅行」，象徵即使遍

體鱗傷也要跳、衝、返回故鄉。 

 

    空洞中的一個點「我」，如同「塵」（dust），一個點，象徵光，創世之初，

聖經上說要有光，光創造萬物；亞斯蘭（納尼亞中象徵上帝的獅子）說「言說即

是創造」；科學家證實，經過對撞後產生的強光會產生兩種物質，正物質和反物

質，然後推論有萬物生命的起源；一個點，好比 「上帝粒子」（God Particle），

2013 年 10 月，諾貝爾獎得主以「大強子對撞機」證實它的存在；一個點，象徵

光，形同「火」，火神赫菲斯特斯（金工之神），象徵源源不絕的創造力，審美感

藝術，巧奪天工之技藝；一個點，象徵基礎與起點，如同懷疑論與存在主義學者

的詰問，站在最初與最原始之點，邁開步伐、拓展人生。 

 

    以回歸原點而言，教育若未能達成基本的「鄉愁教育」，那麼將變成「逃學

威龍」，當個「教育難民」趕緊逃走。是以，我們當珍惜每一個孩子，如同珍惜

每一個「原民」孩子，每個孩童宛若「神」一般的珍貴，值得被尊重。在教育上，

尊重少數（Minority）的差異存在，即是重視「差異的權利」更優先於基本，優

先於教育機會平等的權益。 
                                                        
367 在幼兒繪畫研究中，有「圓形塗鴉期」和「命名塗鴉期」兩個時期的說法，多發生在 3 歲左

右的幼兒。然而研究者在實際與幼兒互動中發現，1 歲的幼兒自握筆開始，很快便能從點狀和不

規則線條狀，進入到有意識地畫出圓形，與幼兒對話可知，每個圓形都代表一個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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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如上、實下（As above, so below） 

     

    本研究所構念的「基層」（物質空間）主要為地面層次的，與「上層」（靈性

空間）互為始末關係，成為一種循環。基層著重「土地」思維，荷蘭有句諺語說

「上帝造人，荷蘭人造地」，荷蘭人幾百年來與水、與河、與海爭地，如今他們

知道錯了，花了一千多億台幣要將地還給水。荷蘭人繼承了從啟蒙時代以來的人

定勝天思想，如今覺悟到人類應與環境共生才對，應學習如何共同學習，如何與

生命學習共生，才能永續，積極面而言亦是心靈態度的提升，對靈性生態的重視。

換言之，我們不僅當懷 inter-being 的態度，即同在、共在之意，更當懷抱

being-with 的思維，如此方能達臻「共生」之境地。從土地思考，「大地」的意

義指的是「人不是孤立的」，人以及萬物生靈皆受到萬物和土地的滋養，休戚與

共。 

 

    菲力普•普曼以無神論的立場，透過小說《黑暗元素》闡明了一個重要的概

念，他認為生命應把握當下，不應寄望來世的天堂樂園，當積極在地球（此生此

世）建立屬於人類的天堂共和國。在《眾神的學校》一書中，夢想家也指出，無

神論的錯不是不相信神，而是不相信自己，否定自己就是否定他內在的神性。他

說： 

 

天地間沒有錯誤，沒有罪孽，沒有業力或懲罰； 

也沒有來世，或是眾生審判； 

沒有天堂，也沒有地獄。 

只有此刻當下—神聖、無限、而且萬能。 

好好利用它！因為這是你唯一的機會。
368 

 

從伊甸園（Garden of Eden）到「失樂園」（Paradise Lost），系出同「園」，人類

欲追求的「極樂世界」（Elysium）又稱「至福之境」，它不在天國，而是在所屬

的地表世界，天堂共和國當在人類生存的世界中期許和建造，此為對生命抱持積

極作用的思維向度。 

                                                        
368 章澤儀（譯）（民 100）。眾神的學校：這是一本逃離黑暗人性的地圖。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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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內，實外；如上，實下（As within, so without; As above, so below）。上、

外：指宇宙、自然、大千世界；下、內：即心靈、心胸、靈魂。按中國人的說法

有「大周天」與「小周天」概念，或如內丹術「煉氣化神」的過程，內在思想能

影響外在事物，外在環境也會改變人內在想法。如上、實下，是從「凡人」往上

提升到「神」的境界，是一種象徵隱喻，在教育上則有「草根精神」（bottom up），

由下而上的點滴力量凝聚而成。在這樣的思維系統中，人和大自然的互動應當是

和諧的，用廣大心胸去面對一切事物，用謙卑的心靈對待這個世界。 

 

叁、如人，實神（as human being, so spirit being） 

 

    如人，實神。歷代玄學教誨都試圖傳達一個概念，秘密藏在人心。耶穌說：

「神的國就在你們裡面。」；畢達哥拉斯說：「了解你自己。」；埃及智慧之神赫

密斯•特利斯美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希臘稱法）說：「難道你們不知

道你們是神。」即便如此，弔詭的是，人們仍然仰望天空尋找神的處所，企求瞻

望神的面容。東西方的教義都在闡釋一件事實，人即是神。 

 

    坎伯提及，某次他在美國聆聽日本著名禪學大師鈴木大拙（すずきだいせつ、

D. T. Suzuki, 1870-1966）的佛學演講時，曾談到佛陀誕生的故事，他說：「人們

說嬰兒出生後第一件事就是哭。嬰兒們哭是在說什麼？他們在說：『天上天下唯

我獨尊』。每一個嬰兒都是佛陀的嬰兒。」因此，所謂佛性的真正意義就是，你

自身必須知道自己擁有它，知道自己就是佛陀嬰兒。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因

為社會大眾總是不斷告訴你：「你不是。」369重點是，不必仰望他人，自己也是

風景；不必凝望「聖域」，自身即是「神殿」。 

 

肆、我思「那神」（Nothing） 

 

    蘇格拉底說：「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什麼都不知道。」當我們說 I am nothing

時，彷彿只剩下空洞中唯一的一個點「•」，而這個點也可能是「●」或「⊙」。

懷疑論者對世界的質疑，最終歸結為只有「我」是唯一的確定，從我出發，才有

                                                        
369 李子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頁 175-17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95 
 

其他的可能性。存在主義所說，人被拋擲到這個世界，不知為何而來，不知去向

何處，唯一可確定的是走向死亡，直指存在是一種痛苦的存有。看似極其虛無，

但海德格卻說唯有虛無能夠對抗存在，虛無並非負面的，人透過體認存在的虛無，

才能迎向現實的存在。 

 

    從生命的發展來看，「孩童→成人→？」是一種如神、若神、那神的概念，

A process from “Nothing” toward “Something”，「？」指的是「神聖靈體」或「世

間塵土」。佛洛伊德的母親曾以雙手搓「仙」（癬），證明給他看，讓他明白人都

是土做的，佛洛伊德當下心服口服。是塵土也沒什麼不好，從宇宙觀來看，人就

是在家鄉生成流變的過程。 

 

    當我們說 You are good for nothing（你這沒用的東西）時，字面上仍指出了

「你是很好的 nothing」。當我們說 You are nothing but a fool（你是個傻瓜）時，

fool 即是「愚人」，偉特塔羅牌（Universal Waite Tarot）中的「愚人」編號為 0，

它是唯一超脫 77 張牌的順序之外，它代表起點、不可拘束者、存在於當下的靈

動者，是整副牌的關鍵，非常地具有「0 性」特質。Nothing 顯然指涉了 Something，

具備神秘、神性的意涵，因此難以言說，怎麼說便怎麼錯，此亦為本章第一節腳

註中所傳達的奧義。那神教育學（Pedagogy of No-thing），也可說是「Nothing」

教育學，是本土語音（台語）含意的，是在地的，當視每一個孩子為獨一無二的

存有，是真神，因為神就住在個體的生命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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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羅盤玫瑰示意圖。 

第五節  羅盤•玫瑰•太極 

 

    第三章曾提到，巴弟（Bod）自 1 歲起便活出實體（Body），他從象徵保護

傘的「搖籃」中爬出來，走出自己的路，活出自我。這裡有一幅景象，我們可以

想像從母親胎裡「〇」出生後的生命「●」，是一個完整個體，這是一個點，一

個圓形，是太極「 」分化成兩極之前的圓形，如同安倍晴明的圖解（參見第三

章第五節）。由此來看「基層」圖像，會發現它就像是生命靈數中的「1 數」。 

 

    假想出生前為「0」（靈），沒有具體形狀的靈（spirit），類似於人智學所稱的

「星芒」（Astral），在宇宙空間中無常地變動著。而自出生的那一刻起，可視為

「1」，1 數是能量凝聚的起點，由此開始向外延伸。1 數代表太陽，能量的源頭

（藍寧仕，民 92，頁 59）。而生命誕生之後便處在極度「依賴」的「2 數」中，

也就是「 」圖像所代表的涵義，依賴指的是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

象徵最初開始的樣貌、對立、調和，然後融合。這就是基層的主要構念，變動不

居的靈停駐在某一起點，成為人，再由人繼續朝向靈邁進。 

 

壹、羅盤玫瑰：通往真正的方向 

 

    靈成為人而誕生，接下來如何前進？也就

是從基層的太極「 」演繹到五芒星「★」的過

程，退去靈性（神性），人誕生，尤其人性也誕

生了。五芒星「★」或以五瓣玫瑰表示，它如

同符號學教授羅柏•蘭登所說，是指引方向的

「羅盤玫瑰」370，它是夜間航海時為人們導航

的金星（Venus）371，其圖像與女神（維納斯 Venus）

的概念緊密相連。蘭登解釋說： 

 

玫瑰又密切聯繫著「真正的方向」這個概念以及指引正途。「羅盤玫瑰」

                                                        
370 羅盤玫瑰，在羅盤上有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共指出 32 種風向，32 個方位點畫在同一個圓圈裡，

像一朵傳統的 32 瓣盛開的玫瑰。 
371 航海上能利用的有四大行星，依亮度順序排列為：金星、木星、火星和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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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旅人航行，而地圖上的經線「玫瑰線」372也是如此。因此，玫瑰

在許多層次上都最能代表聖杯—保密、女性、以及指引方向—通向秘

密真相的女性聖爵和導航星。373 

 

    「玫瑰線」原本指的是地球儀上的「零度經線」，本初子午線，此處借喻指

稱「正確的方向」，事實上子午線也是經線，而連結南北極的經線有無數條，引

申在教育上，就好比每個孩子（每個生命）都有自己的道路要走，那條不會跟別

人一樣的屬於自己的「真正的方向」。研究者將「玫瑰線」引申為從「基層」出

發導引往「上層」的途徑，也就是說，在「金星女神」的指引下，人類朝「上層」

走去的智慧之途。再詮釋，真正的方向是從「零度」開始，教育人類學彷彿有這

樣一個圖像，「玫瑰線」（0 度經線）為人類心靈指引出一條走出迷宮的途徑，其

隱喻正如亞莉阿德妮（Ariadne）指引鐵修斯（Theseus）走出克里特迷宮時所使

用的神線。 

 

貳、玫瑰十字：真正的自知 

 

    施泰納（Rudolf Steiner）在近代神祕學中佔有一席之地，他在《靈性科學入

門》（At the Gates of Spiritual Science）一書中闡釋了靈性生命的三種內修途徑，

包含：東方瑜珈修法、基督教諾斯教派（Christian-Gnostic）修法，以及基督式—

玫瑰十字派（Christian-Rosicrucian）374修法。「玫瑰十字會」自稱擁有自古代傳

下的神祕宇宙知識，採納哲學、科學和神祕學的觀點，提出以「神祕智慧」改造

世界的主張。該會認為，神普遍存在於宇宙萬物之中，人一旦意識到神就在自己

之內，其作為宇宙的縮影，便擁有掌握宇宙的力量。基本上，這類玄奧的泛神論

                                                        
372 玫瑰線，即零度經線，又稱「本初子午線」，指的是任何一條連接南北極的經線。經線可以有

無數條，在英格蘭格林威治成為本初子午線之前（1888 年），全世界的零度經線穿過巴黎、穿過

聖許畢斯教堂。 
373 參見尤傳莉（譯）（民 93）。達文西密碼（原作者：Dan Brown）。頁 233。 
374 玫瑰十字會（Rosenkreutzer/ Rosicrucians）是近代歐洲的秘密宗教團體，會員通常以十字架上

一朵玫瑰花作為標誌。玫瑰十字會的起源，據傳是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的顧問約翰．迪（John 
Dee）所創，他是 16 世紀著名的天文學、數學及地理學家，精通占卜、煉金術及古埃及祕術，

並曾翻譯《死亡之書》。1580 年，約翰．迪在伊莉莎白女王的授意下，前往布拉格傳教，造成不

少影響。玫瑰十字會始終保持神祕，直到 17 世紀初才被會員以外的人才得知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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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義，經常包含了煉金術、占星術和神秘學。375施泰納特別指出，「玫瑰十字派」376

對中世紀時期滿腦子科學的人而言，是最適當的啟蒙之道，因為它顯示了凡間的

最高知識與靈界真理的最高知識是完全相容的 377。真理只有一個，但是有許多

不同的道路可以達到，就好像爬山，山腳下有很多條路，但都在山頂上會合。「玫

瑰線」有很多條，但每一條都指向同一個位置。 

 

    羅盤玫瑰象徵指引「真正的方向」，而玫瑰十字派的教義精髓則是「真正的

自知」，截至目前為止我試著將兩者並列論述。施泰納描述所謂「真正的自知」

有兩個層次，一個是「低層自知」，或稱「自鑑」（self-mirroring），指的是認清

那悠悠度日的自己，我是什麼樣的人，有著什麼樣的習氣，應當檢視自己的靈魂

生命；另一個是「高層自知」，指的是從厭世出世的心態中脫離出來，再度入世。

也就是認知到自我不再是在一般的「我」之內，而是在整個外界、在日月中、在

一塊石頭、一隻動物之內，處處都可以找到自我的本性。378 

 

    「高層自知」中所謂「脫離出來，再度入世」的概念，其本質就是一種「肯

定」，如同前文尼采的詩，酒神指引亞莉阿德妮返回迷宮的寓意，在於肯定迷宮

人生，故而德勒茲根據尼采對迷宮的闡釋為「肯定的本質就是重複，差異的本質

就是不斷產生自己」。 

 

叁、阿波羅神諭：做自己 

 

    施泰納強調「物質是會毀滅的，但是靈性永在」，他說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也是玫瑰十字派的一員，他能帶領我們到靈魂的生命之

中。379所謂「出離」或「離世絕塵」，不是離開世間，而是走出自己，玫瑰十字

派內修的目標在於將低層自我由人中拉出來，其修行原則的四條中更講到：「想

像自己是神性，但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如果要知道神性，我們要走出自己，所以

                                                        
375 詳細內容及符號涵義參見：http://www.ylib.com/hotsale/roselabyrinth/explain.htm 
376 施泰納指出，「玫瑰十字派」的內修修法主要有七個層次，扼要分為：研習、想像或想像性的

知識、學習靈界內文、規律性的呼吸、小宇宙與大宇宙的對應、沉浸入大宇宙之中、對應東方修

法的三昧（或稱神性之加持）。詳參潘定凱（譯）（民 97）。靈性科學入門。頁 200-205。 
377 潘定凱（譯）（民 97）。靈性科學入門（原作者：Rudolf Steiner）。頁 195。 
378 潘定凱（譯）（民 97）。靈性科學入門（原作者：Rudolf Steiner）。頁 196-198。 
379 潘定凱（譯）（民 97）。靈性科學入門（原作者：Rudolf Steiner）。頁 201。 

http://www.ylib.com/hotsale/roselabyrinth/explai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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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自己」其實是「克服自己」的意思。」380至此，可以發現施泰納所援引的

相關內修法門皆強調實修，強調從肉身修起，肯定物質體，即便它是最低層次的。

在「那神」的人類圖像中，「基層」所採取的基礎方向亦在此。 

 

    從生命靈數觀點來看，其要義即在於「了解自己」，這同時也是畢達哥拉斯

的核心觀點。他引用希臘神話的隱喻，在阿波羅神殿（德爾菲神殿）入口處刻有

「認識你自己」（Γνώθι σεαυτόν / Know Thyself）的格言。德爾菲（Delphi）神殿

又稱「世界之臍」，曾經是大地之母蓋婭的神殿 381，掌握神諭的所在。認識你自

己，做自己，「我」就是一個起點。一個點是「One」，是「1」數。夢想就像路

標，導引邁向美好的明天，任何人的人生目標都應是「做自己」。接受自己心中

的夢想並努力實現，這樣的行動表示我們接受了自己，也就是「愛自己」，這將

能增進快樂和自信。故代表孩童精神的「1」數人，要義即在「做自己」。 

 

    生命靈數中「1 數」代表自主、自信，是「獨立」的極致展現，是坦誠無欺、

自我揭露，是真實（authentic）、獨一無二（unique）和自主（autonomy）的。「1

數」人的關鍵句是「先問我」，因為孩童就好比「失去國土的國王」（1 數人的圖

像），而不是「受雇來保護你的保鑣」（2 數人的圖像，關鍵句「你決定就好」）。382

有跟嬰幼兒相處經驗的人便能感同身受，任何行動前若先與孩子溝通好，就不會

有衝突狀況發生。例如帶孩子去逛超市，但不允許買東西，那是經過「1 數人」

的事先同意，不是你決定的。幼小的孩子會哭鬧通常是他還沒認同你，因此溝通

很重要，哪怕只是重複提醒與告知（幼兒園教師最懂得這項道理），然而告知希

望獲得允許是很重要的，因為孩子就像《小王子》中的那位國王，渴望被尊重。 

 

肆、太極：擁抱、合一 

 

    「做自己」其實並不容易，因為在我之內，亦包含了邪惡的、不好的，有許

多缺點和不足的我。如本節開頭所述，生命誕生之後便處在極度依賴的「2 數」

                                                        
380 潘定凱（譯）（民 97）。靈性科學入門（原作者：Rudolf Steiner）。頁 199。 
381 根據神話，在冰河時期，德爾菲就有一座供俸大地之母蓋婭的神殿。到了西元前 10 世紀左右，

原本守護大地之母的巨蟒「皮同」被太陽神阿波羅一箭射死，從此他成為德爾菲的主人。 
382 藍寧仕（民 92）。新生命密碼（原作者：Dimitrios Lenis）。頁 6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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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然而其奧義在於太極陰陽圖「 」所蘊藏的涵義，依賴指的是人與自我、與

他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最終達到合一、完整。在阿波羅的德爾菲神殿，

每年冬季三個月他會離開，而由他的同父異母胞弟，酒神戴奧尼索斯取代，人民

同樣期待他的到來，象徵理性與秩序的阿波羅，若沒有象徵非理性、狂歡無拘束

的戴奧尼索斯來平衡，那麼人民的日子豈不苦悶乏味？如同坎伯所說，一切始於

二元對立的開始，二分的太極陰陽圖是個恰當的參照。 

 

    觀想太極圖的「陰魚」和「陽魚」，有一個畫面在腦海浮現，兒童文學中五

大必讀經典 383之一的《地海傳說》系列 384，故事中年輕氣盛的格得遭到黑暗力

量「黑影」385的反撲，此後他謙卑地跟從「柔克九尊」386師傅學習、低調的苟活

及逃亡，直到最後他終於「轉身」面對「黑影」，在世界的邊陲與「黑影」擁抱

在一起的，那畫面其實就是格得與自己相擁，象徵接受有陰影的自己。「陰影」

一如佛陀所遭遇的魔羅（Mara）和提婆達多（Devadatta），都是象徵性的角色，

超越或轉化不是理想，而是擁抱，合一。387格得的命名師傅歐吉安說： 

 

……「你必須轉身。」……你必須主動去追尋那追尋你的東西；你必須

主動搜索那搜索你的黑影。……一個人終有一天會知道他所前往的終點，

但他如果不轉身，不回到起點，不把起點放入自己的存在之中，就不可

能知道終點。388 

                                                        
383 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過去相傳，認為兒童文學的五大經典必讀作品，依年代順序為《魔

戒》、《納尼亞傳奇》、《地海傳說》、《黑暗元素》、《哈利波特》。 
384 《地海傳說》系列作者為美國作家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 1929-），她身跨奇幻與

科幻創作兩界，早期的「地海傳說」系列包括有《地海巫師》（1968）、《地海古墓》（1970）和《地

海彼岸》（1972），她沒想過要再寫續集，但 18 年後，她說彷彿是主角活出了自己，有話要說，

有故事要繼續，於是《地海孤雛》（1990）、《地海奇風》（2001）和《地海故事集》（2001）應運

而生，她在奇幻文學的成就斐然並享譽崇高地位，凡探討奇幻或青少年文學的論文或評論，必提

及「地海」的重大成就。 
385 格得 13 歲時尚未正式修習巫術，他在第一位師傅歐吉安山上屋內唸讀《民俗書》，在召喚亡

靈的符文一頁裡，意外召喚出自己的黑影，一個象徵負面、邪惡的自我的形體，一個比黑暗更黑

的黑影現形，從此糾纏著他。 
386 地海系列中，修習巫術的最高殿堂為柔克島的巫師學院，裡頭有九位師傅，簡稱柔克九尊，

分別為：風鑰師傅、手師傅、藥草師傅、變換師傅、召喚師傅、名字師傅、形意師傅、尋查師傅、

守門師傅。其中首席大法師廢除尋查師頭銜，改以誦唱師傅替代。誦唱師傅主要是保存並教導所

有口傳行誼、敘事詩和歌曲等，以及誦唱咒語。 
387 梁可憲（民 99），從真名、言說與力量，探索《地海巫師》中的「一體至衡」。2010「孩童心

靈•地球公民」國際研討會。未出版。 
388 蔡美玲（譯）（民 91）。地海巫師（原作者：Ursula K. Le Guni）。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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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得最終打破萬古寂靜，大聲而清晰地喊出黑影的名字，同時，那沒有唇舌

的黑影也說出了相同的名字：「格得。」兩個聲音合為一聲。格得伸出雙手，放

下巫杖，抱住他的影子，抱住那個向他伸展而來的黑色自我。光明與黑暗相遇、

交會、合一。389 

 

    如圖 6-16，研究者以為，太極陰陽圖所揭示的調和、合一與完整，傳達的即

是一種超克之志。跟「超越」不同的是，「超越」看似超然，但卻越而不過，僅

僅站在外圍觀望或閃開，沒有真正的投入、互動，就沒有調和、融合。換言之，

從「複雜科學」觀點看佛家的「不二」，不二等同於複雜，複雜的即興、即興的

複雜，那是處在一種「完整」的狀態，而完整是某一種當下的狀態（狀況）而已，

是動態作用的複雜存在。換言之，陰和陽的對立關係，求的是「不二」和「合一」。 

     

 

                                                        
389 蔡美玲（譯）（民 91）。地海巫師（原作者：Ursula K. Le Guni）。頁 252。 

 

圖 6-16  太極陰陽圖，蘊意示意圖。    （梁可憲 2015 仿作於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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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靈性•生態•未來教育 

 

    總和前文「那神」人類圖像的形塑，可以看到人不只是人，更是與世界之初

同在的生命體，是過去、現在、未來，無生無滅的靈，145億年來，人從靈體開

始演化、進化，而地球同樣在演進，人如何與同為生命的地球共生？這是接下來

我們必須認知與面對的問題。站在教育的立場，研究者認為，培養人類後代的責

任應體認這項事實，當科技文明不斷邁進，具前瞻性的同時亦須往回探看，了解

同為萬物生命的一份子，人類與環境的共生共榮關係。生命權、生物權，甚至生

態也當享有權利，人不是世界的主宰，可以對祂予取予求，否則大自然一旦啟動

療癒機制，那麼自以為萬物之靈的人類，也不過是大地母親蓋婭身上的微生物或

細菌，一個噴嚏，一點新陳代謝，就把病菌排掉了。人類就像是地球的癌細胞或

腫瘤，是地球體內的大腸桿菌，一旦體內益菌和害菌失去平衡，地球便會生病，

產生抗體以調整。 

 

壹、蓋婭假說與靈性生態學 

 

    面對未來的教育，未來生命的處境，我們該怎麼做，還需注意些什麼，研究

者認為從認知的美感與情意出發可為參照。馮朝霖（民102）從教育美學出發，

曾指出當代美感素養所包含的三大範疇，存在美學、公民美學和生態美學，分別

對應了個體、社會和族類等三個範疇，他說：「存在美學要回應的是自由個體在

『意義世界』中『精神的究極性發展』；公民美學要追尋的是社會人在『民主社

會』中『實踐的正當性可能』；生態美學要開展的則是地球人在『地球社區』中

『共生的永續性價值』」390此段敘說直指人類生命與地球生命休戚與共的關係，

並且呼應法國思想家莫翰（Edgar Morin）所提出的元人類圖像，他認為：「所有

真正的人類發展都意謂個體自主性、社群參與、人類歸屬感這三者的統整發展」。

馮朝霖（民104）依據莫翰的人類圖像內涵，闡明教育最重要的任務在於喚醒個

人對地球公民身份（族類）的覺醒，當視地球上所有生命（包含動、植物）為生

命共同體。並提醒世人，當視地球為人類唯一的故鄉（the only Homeland）。 

                                                        
390 馮朝霖（民 102）。和光同塵與天地遊—論當代美感素養，載於教育研究月刊（頁 29-43），
第 23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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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眾神的學校》封面。 

    英國自然科學家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於1972年所提出的「蓋婭假說」

（Gaia Hypothesis），指出在生命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下，能使得地球適合生命持

續的生存與發展。換言之，如果地球是所有生物的母親，重建與母親的和諧關係，

對地球母親的愛慕與歌頌就是生態美學的真意，而在另一層面，如此的認知與情

意關係就是個人靈性（小我）與宇宙靈性（大我）的關係。因此生態美學本質上

也即是靈性美學。391馮朝霖以〈靈性生態學與美感教育〉一文補述〈和光同塵與

天地遊—論當代美感素養〉中對於「生態美學本質上也即是靈性美學」此一命題

立論的充分說明，提供了更完整的世界觀與人類圖像的理論基礎。 

 

貳、夢想家與「眾神的學校」 

 

    埃里奧•迪安那（Elio D’Anna）

指出，經濟學院教的也是哲學，

經濟學的真理在於，發現道德價

值和思想才是推動經濟的最大動

力，並能找出全球各地資源短缺

和經濟落後的原因。392埃里奧•

迪安那以想像力為核心，勾勒出

一幅人神的圖像。如圖6-17，這

幅樹形圖案是一種隱喻，暗示著

你就是夢想家，也是眼前所見這個世界的唯一創造者。這張圖的主幹就是夢想家，

經由他的視角生出萬物，而全世界都位於他的肩膀之上。這就是說，夢想家好比

大樹的種子，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和根基。「眾神的學校」即在告訴人們，人不

只是神！人是可以驅使神的！你可以向祂要求一切。神會滿足你所有的心願，沒

有任何強迫或限制……神是個好僕人，卻不是個好主人。神喜歡服侍，喜歡去

愛……神完全臣服於你，聽你差遣。神存在，是因為「你」存在……神就是你的

行動意志。393 

                                                        
391 馮朝霖（民 104）。靈性生態學與美感教育，載於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頁 1-26），
第 2 期。 
392 章澤儀（譯）（民 100）。眾神的學校：這是一本逃離黑暗人性的地圖。頁 354。 
393 引自《眾神的學校：這是一本逃離黑暗人性的地圖》書衣文字「你憑什麼讓神為你幹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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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神的學校」是專為務實的夢想家而設的學校，是一所教導責任感的學校。

延伸而言，研究者以為這裡的「責任感」不單是成就個人的一切，當包括對人類、

對地球上萬物生靈的責任。在《天使與魔鬼》中，總司庫卡羅曾說，如果我們不

再相信有一個大於人類的力量存在，那麼將會拋棄屬於自己的責任感，一種對人、

對世界的責任。我們難以想像，人人都失去責任感的世界會變成什麼模樣，倘若

人與人彼此間產生責任，也將會對更高的真理產生責任。處在科技進步的世代，

也應當不背離此道。394因此，延伸地說，視眾人為眾神、眾靈，是世間美妙的存

在體，人類與世界和諧共處，自是再圓滿不過的一樁美事。 

 

    如同「夢想家」所倡導的，敢於夢想的意志即是把握當下，給予高度關注、

承諾和即時行動，以創造出「繁榮的意識」。「眾神的學校」中最大的奧義在於，

它要教人認知到現實是「夢想」的產物。夢想家說：「別再做個被動的人了，你

要主動，否則便是這世界的受害者。你要明白，整個世界、整趟旅程，都是為使

你更臻完善而運作的，這就是最大的秘密。」395常懷夢想，不停地實踐它，那就

是真實的所在。換句話說，這裡的學生將在新的「出埃及記」裡成為領袖，它是

一場「心靈層面的出埃及記」。 

 

叁、以想像力為核心的美感教育 

 

    從美感教育與想像力的向度來看，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員洪詠善、范信賢等

（民104）從美感教育出發，透過訪談與課程參與等方式，考察探究美國紐約「林

肯中心學苑」（Lincoln Center Institute, LCI）和Maxine Greene Center（MGC）兩

個學術與實務機構，透過實地參訪與研究，進而對臺灣的美感教育提出三項省思

與建議，包括：美感教育論述應介入與引導、藝術家教師（teaching artist）概

念的引進，以及藝術家/研究者/教師（A/R/T）增能模式的建立。396該研究指出，

視「美感教育等同於藝術教育」的立場已經被否決並且超越了，此一狹隘的觀念

應當屏除，進而關注於本質、環境的感知鑑賞與日常生活藝術，從藝術或美感觀

                                                        
394 參見本論文第二章第六節之〈肆、宗教與科學〉。 
395 章澤儀（譯）（民 100）。眾神的學校：這是一本逃離黑暗人性的地圖。頁 349。 
396 洪詠善、范信賢（民 99）。教育脈動：美感教育視點的國際視野─美國實踐案例之探析，載於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第 2 期。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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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來理解教育現象。 

 

    林肯中心學苑（LCI）在1976至2012年期間，曾邀請美國當代教育哲學家葛

琳（Maxine Greene, 1917-2014）擔任長駐哲學家，她提出「以想像力為核心的美

感教育」理念，認為美感教育關注的是培養學生更積極的感受（sensibility）與

覺察（awareness），因此她主張以「想像」為核心、「知覺」為進路、「生活

經驗」為場域，並透過林肯中心辦理的工作坊、研討會和夏季學期等，推展美感

教育工作。因此就落實面而言，該研究團隊指出，我國如能參考林肯中心學苑研

發出的十項能力，搭配結合一至十二年級學生學習的內容素材進行研發，應有助

於中小學美感教育的推展，使之更趨具體化及更具指向性。397 

 

    十項能力以「想像力」為核心，分為三類，包括：第一類，深層注視（Notice 

Deeply）、以身體驗（Embody）、質問探詢（Pose Questions）和型態辨識（Identify 

Patterns），旨在促發想像並形塑初始心智圖像；第二類，產生連結（Make 

Connections）、移情理解（Empathize）和混沌共存（Live with Ambiguity），旨

在探索心智圖像與個人個別經驗的關聯；第三類，意義創塑（Create Meaning）、

採取行動（Take Action）及反思評價（Reflect/Assess），此類別能力與前述二大

類能力，透過非線性的反覆交織，漸次形成。398在這裡，想像力成為落實美感教

育的核心概念，它不僅是概念，更是引領實踐的明燈。 

 

    整體而言，從人到神、從靈性、美感到生態教育，「想像力」居間的連結功

不可沒，換言之，文學與教育的連結，正是以想像作為媒介，它的姿態是藝術的、

美感的、是跨學科的，目的在於傳達人內心深層的感受與覺知，因此尤為重要。

故「那神」人類圖像最終的推展係指向靈性生態學為依歸，如同〈靈性生態學與

美感教育〉一文指出，生態與靈性在本質上互相連結，因為生態意識之究極乃是

靈性意識，馮朝霖（民 104）認為，「靈性生態學」的論述具有統整性與創發性

意義，可以為完整之美感教育提供具有更成熟之理論基礎。最終期待可以回答

                                                        
397 洪詠善、范信賢（民 99）。教育脈動：美感教育視點的國際視野─美國實踐案例之探析，載於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第 2 期。頁 15。 
398 洪詠善、范信賢（民 99）。教育脈動：美感教育視點的國際視野─美國實踐案例之探析，載於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第 2 期。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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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ewellyn Vaughan-Lee 的一個關鍵提問：「人類如何能活出地球始終教導我們的

寬宏大量（慈悲喜捨）？」此一探問，答案就在問題中，亦如喬瑟夫•坎伯對地

球上人類生命存在的最終醒語，慈悲。399愛生命，包括萬物生態，如同愛自己，

愛地球，因為這是我們無生無滅的靈（或靈人）不斷降生的唯一居所。 

 

    洪詠善、范信賢等（民104）研究團隊指出，臺灣的美感教育必須從「人」

開始，關心「存在的意義」及「如何存在」等議題，在所處的時代中去追尋、建

立及共生友善的關係。因此，美感教育發展的圖像即是從「人」出發，再層層向

外推延，展開人與自己、人與他人、人與環境等三個層次向度，進而結合存在美

學、公民美學與生態美學等三大範疇。400研究者認為，以此基礎發展，可再加上

本研究所提出對「人與超自然」向度的重視，透過「那神教育學」人類圖像的勾

勒，傳達靈性教育和靈性生態學的關懷，如此對未來教育的想像與擘劃，將獲得

更圓滿的實踐。 

 

    如何看待人，我們需要一種圖像思維，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言：「沒有圖像，

則靈魂無從思考。」（The soul never thinks without an image）可見思索人的圖像

即是在探究人的靈性（soul and spirit），美感教育推展的極致，實質上也就是靈

性教育發展的樣貌，就長遠與深度的演化來看，即是朝向深度生態學發展，一種

人與萬物生靈的互動關係，此為靈性教育的重要性所在。 

 

  

                                                        
399 朱侃如（譯）（民 86）。坎伯生活美學（原作者：Diane K. Osbon）。 
400 洪詠善、范信賢（民 99）。教育脈動：美感教育視點的國際視野─美國實踐案例之探析，載於

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第 2 期。頁 2-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07 
 

小結  邁向「靈園」（Spirit Park） 

 

    本研究最後，以「靈園」（Spirit Park）一詞融合「花園」和「墓園」的象

徵意義，也就是「靈性花園」，它是無限循環的「噬尾龍」，是心靈的「曼陀羅」，

是一整全、合一及圓融的圖像。俗話說「萬物有靈」，「靈」在這裡可以是「身體」

（Body）三根元的最高層次「星芒體」（Astral Body）401，也就是說，靈亦包含

在身裡面，而不是獨立於外的，是可以透過各種修練加以提升的。視靈（spirit）

為萬物的本質與基礎，故生於斯、長於斯、歸於斯，研究者以 Spirit Park 一詞代

表具備「土地精神」（Spirit Land）的靈性教育情懷。 

 

    尼采說：「超人就是大地的意義。」（The Meaning of Earth）他的「超人」是

拒絕來自天上（上帝、基督）的意義，而徹底忠實於地上的意志。尼采並未替「超

人」下任何定義，故他不愧是一位傑出的生命哲學家，尼采了解生命的是動態的，

而非抽象的概念。402我們不確定尼采否定上帝的同時，是不是也否定人之內的神

性，然而在「那神」的基層圖像中，攫取「大地」和「人」的意義，但不否定神

性（靈性）。這裡似乎比較強調「基層」圖像，然而並不表示忽視「中層」和「上

層」，甚至「上層之上」的圖像，而是基於「如上、實下」的思維，再說，本研

究勾勒的那神圖像，「基層」就是「上層之上」發展到最後的另一個終點與起點。 

 

    在這個基礎上，從教育層面來看，研究者主張教育或教育工作者，當引導學

生回歸/朝向「零圓」（O Dollar）403的學習途徑，而不是「多圓」（all dollar）的

教育途徑。「零圓」（O Dollar）或「靈園」（Spirit Park）的教育圖像，也就是說，

當以「那神教育學」中所闡釋的各種「圓」（源、園、緣、元、原）的內涵來理

解生命的面貌，其始終為一迷宮式的、整全式的「圓」（〇、●、 、◎）之概

念。教育的主體不是物（thing），是人（no-thing），這個人不僅是粗質身（gross body），

更是微妙身（subtle body），是具靈性的，故不應以金錢（dollar）或物質來衡量、

                                                        
401 靈，指施泰納談靈性科學時所講的「生命體」（Life-Body），主要可分為靈體、心體和身體三

個層級，而每個層級又分成三種元體（根元）。「身體」（Body）的三根元分別為「星芒體」（Astral 
Body）、「乙太體」（Etheric Body）和「物質體」（Physical Body）。 
402 陳鼓應（民 103）。悲劇哲學家尼采。頁 92。 
403 英文中，O Dollar 讀音為 zero dollar 或 O dollar，O 讀音類似 all，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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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對待，教育的成效更不應以量化的評鑑作為唯一的標準。 

 

    當前教育不斷提倡「多元入學」（multi-admission），常被譏諷是「多元」（much 

money）的入學方案，對於弱勢家庭而言簡直是重傷害，教育政策無異是在開「倒

頭車」。再者，學校可不可以沒有教科書？甚至不要有制式的課表？除了「一綱

一本」和「一綱多本」外，能不能有「一綱無本」的選項？也就是 Pedagogy of 

“Nothing”的思維，教育者一旦體悟生命的本質意涵，將更懂得如何對待生命。

課綱、教材、教法，都是在當下與生命共同交織出來的，教學無異是一種即興的

美學，它好比演奏一場沒有譜的音樂，但不是真的沒有半點兒譜（好比 nothing），

而是技術內化了，技能提昇了，於是才氣浮現了（好比 something）。Pedagogy of 

No-thing (or Nothing)，指的並非沒料、無才或不教。Nothing 意味著 Something，

因為奧德賽的神話告訴我們，Nobody 才是 Somebody。 

 

    談教育，若不重視靈性與人性，對人、對環境都是一種傷害。20 世紀最偉

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曾說，第三次世界大戰何時發生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確定的

是，第四次世界大戰使用的武器絕對是石頭。科技文明的演進太過強調物質，經

濟的發展只看重金錢，到頭來食安問題、就業問題，都回過頭來變成人類的生存

危機。是故，未來教育明顯走向了推廣反璞歸真的樸實生活，務農變成許多人最

渴望學習的才藝，也是最嚮往的生活，對土地遲來的認同，嚮往過著集村生活，

這些都成了現代人最大的奢求。這也是未來教育當著力之處，對生態學以及靈性

生態學的耕耘播種。 

 

    最後，本研究所欲倡議的「那神教育學」觀點是一種「從零到滿」及「從滿

歸零」的「0-1-0」或「〇—●—〇」的歷程，它是循環的圖像，是空性的圓滿。

人類在世間活動，當視整個地球為「國家公園」，這個公園包含了死亡的禁忌森

林和孕育生命的花園，無論哪一個角落，人都應善盡維護和保持原始自然的樣貌，

使萬物生有其所、死亦得其所，不應破壞「一體至衡」（equilibrium）的系統均

勢（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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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 Joseph）。新北市：立緒文化。（原著出版年：1949） 

朱侃如（譯）（民 94）。神話（原作者：Campbell, Joseph、Bill Moyers）。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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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緒。（原著出版年：1988） 

朱立元（主編）（民 94）。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第 2 版，增補版）。上海：華東師 

    範大學。 

李子寧（譯）（民 95）。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原作者：Joseph Campbell）。

台北：立緒。（原著出版年：1990） 

李永熾（譯）（民 70）。尼采—其人及其思想（原作者：工藤綏夫）。台北市：水 

    牛出版社。 

李文彬（譯）（民 91）。小說面面觀—現代小說寫作的藝術（原作者：Edward Morgan  

    Forster）。台北：志文。（原著出版年：1927） 

李思（譯）（民 88）。小王子（原作者：Antoine Saint-Exupery）。台北：寂天文 

    化。（原著出版年：1940） 

李建興（譯）（民 99）。失落的符號（原著作者：Dan Brown）。台北：時報。（原 

    著出版年：2009） 

李鳳新（譯）（民 99）。神話的智慧（原作者：Luc Ferry）。台北市：台灣商務。 

    （原著出版年：2008） 

呂建忠（譯）（民 97）。變形記（原作者：Ovidius）。台北市：書林。 

宋碧雲（譯）（民 88）。希臘羅馬神話故事（原作者：Edith Hamilton）。台北：志 

    文。（原著出版年：1942） 

余淑慧（譯）（民 104）。希臘羅馬神話：永恆的諸神、英雄、愛情與冒險故事（原 

    作者：Edith Hamilton）。台北：漫遊者。（原著出版年：1942） 

何上恭（主編）（民 90）。舊約新約聖經名畫。台北市：藝術圖書。 

何玉蔚（民 98）。對「過度詮釋」的詮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何畫瑰（譯）（民 101）。認識更高層的世界：一條通往奧義的現代之路（原作者： 

    Rudolf Steiner）。新北市：光佑文化。 

林靜華（譯）（民 97）。吟遊詩人皮陀故事集（原作者：J. K. Rowling）。台北：

皇冠。 

邱兆偉、簡成熙（民 93）。哲學與教育哲學。載於邱兆偉（主編），教育哲學（增

訂二版，頁 1-32）。台北市：師大書苑。 

邱海嬰（譯）（民 93）。智慧之路：論迷宮（原作者：Jacques Attali）。北京：商 

    務印書館。（原著出版年：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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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煒（譯）（民 92）。互文性研究（原作者：Samovault, Tiphaine）。天津：天津人 

    民。 

柯明鈺（譯）（民 95）。陰陽師 6（小說原作：夢枕獏；漫畫：岡野玲子）。台北： 

    東立。 

洪詠善（民 99）。教學藝術之意蘊與陶養。載於黃政傑（主編）教學藝術（頁 

    481-506）。台北市：五南。 

洪詠善、范信賢（民 99）。教育脈動：美感教育視點的國際視野─美國實踐案例 

    之探析，載於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期刊，第 2 期。 

柯麗芬（譯）（民 97）。鄉愁（原作者：Hermann Hesse）。台北市：遠流。 

南玉祥（譯）（民 102）。圖解：精神分析引論（原作者：Sigmund Freud）。台 

    北：海鴿文化。（原著出版年：1917） 

施植明（譯）（民 89）。複合思想導論（原作者：Edgar Morin）。台北市：時報 

    文化。（原著出版年：1990） 

夏春祥（民 86）。文本分析與傳播研究。載於新聞學研究，第 54 卷，頁 141-166。 

徐文瑞（譯）（民 87）。偶然、反諷與團結：一個實用主義者的政治想像（原作 

    者：Richard Rorty）。台北市：麥田。（原著出版年：1989） 

郝冰、王西敏（譯）（民 104）。失去山林的孩子（原作者：Rrchard Louv）。新北 

    市：野人文化。 

孫梅君（譯）（民 101）。塔羅全書：如何解開塔羅的秘密（修訂版）（原作者：

Richel Pollack）。台北市：商周。（原著出版年：1999） 

章澤儀（譯）（民 100）。眾神的學校：這是一本逃離黑暗人性的地圖（原作者： 

    Elio D’Anna）。新北市：親哲文化。（原著出版年：2009） 

陳一壯（譯）（民 93）。複雜性理論與教育問題（原作者：Morin, E.）。北京：北 

京大學。（原著出版年：2000） 

陳鼓應（民 103）。悲劇哲學家尼采。台北：商務。 

陳德中（譯）（民 93）。希臘神話故事（原作者：Gustav Schwab）。台中：好讀。

陳瑞妶（譯）（民 102）。穿過隧道（原作者：Anthony Browne）。台北市：遠流。 

    （原著出版年：1989） 

梁可憲（民 99）。從真名、言說與力量，探索《地海巫師》中的「一體至衡」。 

    2010「孩童心靈•地球公民」國際研討會。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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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可憲（民 100）。「界中林」的回歸與啟程—從「另度空間」到另類教育的再想 

    像。混沌•即興•樂學—2011「另類教育與未來社會」國際研討會。未出版。 

梁永安（譯）（民 90）。英雄的旅程（原作者：Phil Cousineau）。新北市：立緒文 

    化。（原著出版年：1990） 

許薔薔、許綺玲（譯）（民 86）。神話學（原作者：Roland Barthes）。台北：桂冠。 

（原著出版年：1957） 

黃政傑（民 80）。課程設計。台北：東華。 

黃海（民 95）。臺灣科幻文學薪火錄（1956-2005）。台北市：五南。 

黃國鉅（民 103）。尼采：從酒神到超人。香港：中華書局。 

黃國彬（譯）（民 92）。神曲 1：地獄篇（原作者：Dante Alighieri）。台北：九歌。 

黃懿翎（譯）（民 104）。像山一樣思考（原作者：John Seed, Joanna Macy, Pat Fleming,  

    Arne Naess）。台北市：紅桌文化。 

張心龍（民 88）。西洋美術史之旅。台北市：雄師美術。頁 184。 

張子樟（校譯）（民 95）。童話•兒童•文化產業（原作者：Jack Zipes）。台北 

    市：台灣東方。（原著出版年：1997） 

張子樟（民 98）。說書人的異想世界：細讀經典少年小說。台北市：幼獅。 

張星南（譯）（民 84）。人生•教育•學習（原作者：Jiddu Krishnamurti）。台 

    北市：方智。（原著出版年：1981） 

張漢良（譯）（民 103）。薛西佛斯的神話（原作者：Albert Camus）。台北市： 

    志文。（原著出版年：1943） 

張麗雪（譯）（民 91）。湯姆的午夜花園（Tom’s Midnight Garden）（原作者：Philippa  

    Pearce；插圖：Susan Einzig）。台北市：東方。（原著出版年：1958） 

張曉琪（譯）（民 103）。跳脫框架的教與學：啟發課程的想像力（原作者：Kieran  

    Egan, Maureen Stout, Keiichi Takaya 等主編）。台北市：遠流。（原著出版年： 

    2007） 

馮至、范大燦（譯）（民 78）。審美教育書簡（原作者：J. Schiller）。台北：淑馨。 

    （原著出版年：1794） 

馮朝霖（民 90）。未確定性與自我完成性—從陳大齊論儒家教育人類學。載於中 

    國近代文化的解構與重建（頁 199-216）。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主辦「第四屆 

    中國近代文化解構與重建•陳百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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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朝霖（譯）（民 90）。質性方法中的參照推論分析：傳記研究之案例分析（原 

    作者：R. Kokemohr）。載於應用心理研究（頁 25-48），12 期。台北市：五 

    南。 

馮朝霖（民 95）。希望與參化—Freire 教育美學推演與補充之嘗試。載於李錦旭、 

    王慧蘭（主編），批判教育學—台灣的探索（頁 137-168）。台北：心理。 

馮朝霖（民 99）。曖昧•謙卑與參化－新世紀之世界觀教育。載於劉育忠（主編）， 

    當代教育論述的踰越（頁 15-38）。台北：巨流。 

馮朝霖、范信賢、白亦方（民 100）。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系統圖像之研究—研 

    究報告。國家教育研究院委託計劃（編號：NAER-100-12-A-1-02-01-1-02）， 

    未出版。 

馮朝霖（民 102）。和光同塵與天地遊—論當代美感素養，載於教育研究月刊（頁 

    29-43），236 期。 

馮朝霖（民 104）。靈性生態學與美感教育，載於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脈動電子 

    期刊（頁 1-26），第 2 期。 

馮瓊儀（譯）（民 95）。第十四道門（Coraline）（原作者：Neil Gaiman）。台北： 

    皇冠。（原著出版年：2002） 

馮瓊儀（譯）（民 98）。墓園裡的男孩（The Graveyard Book）（原作者：Neil  

    Gaiman）。台北：皇冠。（原著出版年：2008） 

彭文倩（譯）（民 94）。魔法師的外甥（原作者：Lewis, C. S.）。台北市：大田。 

    （原著出版年：1955） 

褚耐安（譯）。（民 93）。聖經、魔戒與奇幻宗師（原作者：Colin Duriez）。台北 

    市：啟示。（原著出版年：2003） 

楊耐冬（譯）。（民 93）。百年孤寂（原作者：G. G. Marquez）。台北市：志文。（原 

    著出版年：1967） 

楊茂秀（譯）（民 96）。遊戲是孩子的功課：幻想戲的重要性（原作者：Vivian Gussin  

    Paley）。台北市：成長基金會。（原著出版年：2004） 

楊茂秀（譯）（民 97）。幻想的文法（The Grammar of Fantasy）（原作者：Gianni  

    Rodari）。台北市：成長基金會。（原著出版年：1997） 

廖玉儀（譯）（民 101）。神智學（原作者：Rudolf Steiner）。宜蘭：人智學教育 

    基金會。（原著出版年：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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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霞飛（譯）（民 86）。貝洛民間故事集（原作者：Charles Perrault）。台北市： 

    志文。 

滕守堯（民 85），海德格。台北：生智。 

黎志煌（譯）（民 77）。怪誕（原作者：Philip Thomson）。河北：北方文藝。（原 

    著出版年：1972） 

蔡美玲（譯）（民 91）。地海巫師（原作者：Ursula K. Le Guni）。新北市：謬思。 

（原著出版年：1968） 

蔡源煌（民 87）。從浪漫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台北市：雅典。 

劉大悲（譯）（民 89）。沙特文學論（原作者：J. P. Sartre）。台北市：志文。 

劉育忠（民 99）。教育學的再想像：德勒茲思想與教育哲學。台北市：巨流。 

劉振源（民 87）。超現實畫派。台北：藝術圖書。 

劉鳳芯、吳宜潔（譯）（民 89）。閱讀兒童文學的樂趣（第三版）（原作者：Perry  

    Nodelman）。台北市：天衛文化。（原著出版年：1992） 

潘定凱（譯）（民 97）。靈性科學入門（原作者：Rudolf Steiner）。台北市：琉璃 

光。 

潘定凱（譯）（民 97）。超越生死門：高等靈界知識與修正法門（原作者：Rudolf  

    Steiner）。台北市：琉璃光。 

蔣興儀（民 93）。在對話與遊戲之間：高達美的「陶養」概念與教育經驗之本質。 

    載於教育與社會學研究（頁 41-68），第 7 期。 

諾埃爾•高夫（民 97）。反射與衍射：課程探究中小說的功能，載於派納（編）， 

課程：走向新的身份。中國：教育科學。 

戴歡（譯）（民 92）。聖經故事（全譯本）（原作者：威廉•房龍）。香港：三聯。 

藍寧仕（民 92）。新生命密碼（原作者：Dimitrios Lenis）。新北市：大塊文化。 

    （原著出版年：2003） 

羅婷（民 91）。克里斯多娃：Julia Kristeva。台北市：生智文化。 

顏維震（譯）（民 99）。人學（Study of Man）（原作者：Rudolf Steiner）。台北市： 

    洪葉文化。（原著出版年：1947） 

蘇永明（民 92）。新實用主義的教育哲學。載於邱兆偉（主編），當代教育哲學 

    （頁 61-90）。台北市：師大書苑。 

龔卓軍（譯）（民 88）。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的總結（原作者：C. G. J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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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緒。（原著出版年：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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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kens, Rebecca J. & Cline, Ruth K. J. (Editors)(1995). A Critical Handbook of  

Literature for Young Adult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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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資料 

 

About Writer：普曼談寫作 

http://www.best100club.com/bestfocus/pullman/golden/writer_main.html 

臺北人展現驚人閱讀力  2010 圖書外借突破千萬  借書人次成長 13％：  

http://www.tpml.edu.tw/ct.asp?xItem=1677145&ctNode=57686&mp=1

04021 

台灣另類教育發展與全球經驗實驗室：http://ae9981.blogspot.com/ 

多元閱讀 才是正道： 

http://www.best100club.com/bestfocus/pullman/golden/writer_main.html
http://www.tpml.edu.tw/ct.asp?xItem=1677145&ctNode=57686&mp=104021
http://www.tpml.edu.tw/ct.asp?xItem=1677145&ctNode=57686&mp=104021
http://ae9981.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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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paper.naer.edu.tw/index.php?edm_no=35&content_no=949 

站在高處瞧看人類――沙特（Jean-Paul Sartre）： 

    http://mypaper.pchome.com.tw/2257/post/3522218（曾節錄刊載於《國語日 

    報•5•少年文藝》2003 年 7 月 31 日） 

全人教育百寶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72 

梁可憲（2011/06/15）。遊戲和教育的連結與想像。國家教育研究院電子報，第 

    18 期。取自 http://epaper.naer.edu.tw/index.php?edm_no=18&content_no=402 

國民教育社群網： 

    http://teach.eje.edu.tw/9CC2/9cc_97.php 

「魔幻寫實主義是什麼？--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 

    http://www.complit.fju.edu.tw/complit/course/020313/magic.html 

維基百科「魔幻寫實主義」：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5%B9%BB%E7%8F%BE%E5%

AF%A6%E4%B8%BB%E7%BE%A9 

批踢踢實業坊：字根字源解析法（六） 

http://www.ptt.cc/man/ntnuch92c/NTNUCH92C/D.995123654.A/D.989585891.

A/D.973967033.A/D.946624658.A/D.1027503808.A/D.995559220.A/D.982904

748.A/D.960259129.A/M.959366012.A.html 

維基百科：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7%8F%BE%E5%AF%A6%E4%B

8%BB%E7%BE%A9 

維基百科：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A8%E7%8F%BE%E4%B8%BB%

E7%BE%A9 

維基百科（文化霸權）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9%9C%B8%E6%A

C%8A 

黃武雄，套裝知識與經驗知識─ 兼談社區大學學術課程的定位。 

    http://www.napcu.org.tw/2012/db163.html 

維基百科（卐）：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0 

http://mypaper.pchome.com.tw/2257/post/3522218
http://hep.ccic.ntnu.edu.tw/browse2.php?s=72
http://epaper.naer.edu.tw/index.php?edm_no=18&content_no=402
http://teach.eje.edu.tw/9CC2/9cc_97.php
http://www.complit.fju.edu.tw/complit/course/020313/magic.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5%B9%BB%E7%8F%BE%E5%AF%A6%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94%E5%B9%BB%E7%8F%BE%E5%AF%A6%E4%B8%BB%E7%BE%A9
http://www.ptt.cc/man/ntnuch92c/NTNUCH92C/D.995123654.A/D.989585891.A/D.973967033.A/D.946624658.A/D.1027503808.A/D.995559220.A/D.982904748.A/D.960259129.A/M.959366012.A.html
http://www.ptt.cc/man/ntnuch92c/NTNUCH92C/D.995123654.A/D.989585891.A/D.973967033.A/D.946624658.A/D.1027503808.A/D.995559220.A/D.982904748.A/D.960259129.A/M.959366012.A.html
http://www.ptt.cc/man/ntnuch92c/NTNUCH92C/D.995123654.A/D.989585891.A/D.973967033.A/D.946624658.A/D.1027503808.A/D.995559220.A/D.982904748.A/D.960259129.A/M.959366012.A.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7%8F%BE%E5%AF%A6%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7%8F%BE%E5%AF%A6%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A8%E7%8F%BE%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A8%E7%8F%BE%E4%B8%BB%E7%BE%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9%9C%B8%E6%AC%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8C%96%E9%9C%B8%E6%AC%8A
http://www.napcu.org.tw/2012/db163.html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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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大衛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1%9B%E6%98%9F 

維基百科（沙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9%BE%8D_(%E8%81%9A%E6%

9C%83)#cite_note-18 

霎哈嘉瑜伽國際(英文)網頁：神聖薦骨（On the Sacrum Bone） 

    http://www.angelfire.com/zine/sychinese/10_sacrum.htm 

超人的原型是耶穌？http://news.dhf.org.tw/News.aspx?cate=07&key=3644 

玫瑰迷宮：謎樣的玫瑰十字會 

    http://www.ylib.com/hotsale/roselabyrinth/explain.htm 

教育脈動：靈性生態學與美感教育 

    http://pulse.naer.edu.tw/content.aspx?type=A&sid=121 

教育脈動：美感教育視點的國際視野─美國實踐案例之探析 

    http://pulse.naer.edu.tw/content.aspx?type=A&sid=12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A1%9B%E6%98%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9%BE%8D_(%E8%81%9A%E6%9C%83)%23cite_note-1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9%BE%8D_(%E8%81%9A%E6%9C%83)%23cite_note-18
http://www.angelfire.com/zine/sychinese/10_sacrum.htm
http://news.dhf.org.tw/News.aspx?cate=07&key=3644
http://www.ylib.com/hotsale/roselabyrinth/explain.htm
http://pulse.naer.edu.tw/content.aspx?type=A&sid=121
http://pulse.naer.edu.tw/content.aspx?type=A&sid=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