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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一、讓世界擁有它的腳步，讓我係有我的繭。當潰斕已極的心靈再不想作一絲一毫的
思索時，就讓我靜靜回到我的繭內，以回憶為睡榻，以悲哀為霞被。這是我淮－的美
麗。

曾經，每一度春光鸞訝藩我赤熱的心腸。怎麼回事呀？它們開得多美！我沒有忘
記自己睜在花前的塩恨。大自然一花一草生長的韻律，教玲我再生的祕密。像花朵對
於季節的忠實，我聽到杜鵑顗微微的傾訴。每一度春天之後，我更忠實於我所深愛的。

如今，彷彿春已缺席。突然想超，只是一陣冷寒在心裡，三月春風似剪刀啊！
有時，把自己交給街道，交給電影院的椅子。那一晚，莫名其妙地去電影浣，隨

便坐蓍，有人來趕，換了一張椅子，又有人來要，最後，乖乖掏出票看個仔鈿，摸黑
去最角落的座位，這才是自己的。被註定了的，永遠便是註定。突然了悟，一切要強
都是徒然，自己的空間早已安排好了，一出生，便是干方百計要往那個空間推去，不
笮願不願念。乖乖隨薳安排，回到那個空間，告別繽紛的世界，告別我所深愛的，回
到那個一度逃脫，以為再也不會回去的角落。當鐵櫚的瑩音落下， 我曉得，我再也出
不去。

我含笑地躺下，攤薯偷回來的記憶 ，一一檢點。也許 ，是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
也許，很宿命地直覺到終要被遺回 ，當我進入那片繽紛的世界，便急薯把人生的滋味
一一嚐遍。很認真，也很死心塌地。一衣－衫，都還有笑差，還有芳罄。

我是要仔鈿收藏的，畢免得來不易。在最貼心的衣袋裡，有我最珍惜的名字，我
仍要每天喚幾次，威覺那一絲溫暖。它們全曾真心真意待藩我。如今在這方黑暗的角
落，懷抱荅它們入睡，已是我淮一能做的報答。

夠了，我含笑地躺下，這些已夠我做一個美亂的繭。（節選自簡娥〈美麗的繭〉）

（一）你認為作者在上面這篇文字袤主要想傳達的內容是什麼？ （請在一百字內說
明， 15分）

(...::..) 中文裏有個成語叫 「作繭自縛」，作者卻用 「 美晨」來形容 「 繭」，你認為
二者對 「 繭」的這個意象的認知有什麼異同？又，請反思你的生命中是否存
在某種形式的 「 繭」？ （字數不限，35分）

二、每當媒鱧出現關於黑熊保育的新聞消息，就會同時釋放出與黑熊生活領域重疊的
原住民，尤其是布農族是黑熊保育的重大威脅，黑熊的斷掌、斷趾或死亡皆與狩獵文
化有關，縱使族人不斷的表達傳統狩獵也很生態，是有規範的，甚至有忌殺黑熊的傳
統，但只被噹作是傳統的、過去式的，是不具備現代保育價值的，於是面對當代生態
保育，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了語語模，不知該如何辯駁，只能莫名的背負了玻壞
生態保育的污名。

然而作為一個長期關注環境係護以及一位布農族後裔的我而言， 我認為可能就
連布農族自己也都輳忽或低估了傳統 「 忌殺黑熊」背後的超越意義，這些知識都以神
語傳說的形式來記憶與傳承，表達了布農族與黑熊擁有極為特殊的關係，比如傳說雲
豹與黑熊曾經都是人，後來互棓彩繪彼此的身髖，就成為了現在雲豹與黑熊的模樣，
所以布農族有時會以kaviaz（朋友）來稱呼黑熊，甚至認為黑熊是人類的親族。

另外，黑熊也被認為是上古時代英勇獵人的化身，時時回來巡視自己的獵場，黑
熊如同一道黑影出沒在山林裡，人們被禁止直呼tumaz（黑熊），牠們聽見了會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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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因為那是不尊重，而是以taqdung （黑影）丶qanitu（鬼）作為代稱。很奇妙的是
布農族後來的殺豬以及分豬肉的文化免來自黑熊，過去有個人喝酒醉卻在黑熊的巢
穴醞來，他隱約聽到黑熊媽媯教導荅小黑熊如何分食眼前的獵 物，哪個部位是老人家
的，哪個又是大人、以及小孩子的部位，後來逃脫之後就將這事流傳開來，也開始了
後來的分食倫理文化(paqosil)。

可以說布裏族從黑熊身上得到 了諸多的文化智慧，另一則清楚劃清布裏族與黑
熊之間關係的則是本書所提到的Maletaztu Binanoaz（懶惰的女孩） 的故事，這則傳
說啟示了布農族人深刻的認知到殺害黑熊會遭到夭譴，造成家族pakasoqzang（槿琉）
以及發生各種途外災難，甚至整個家族衰敗， 這是非帝可怕的禁忌 ， 我們稱之為
Masamu Pataz Tumaz（忌殺黑熊），一直到現在布農族人都還很清楚。正因為這則傳
說布農族就開始了以一種整個民族集體都參與的生活實踐，展開了 忌殺黑熊的文化
行動，更深刻的意義則是忌殺就是保謾，係謾的第一層次是人類自己，讓自己在蠻荒
自然中可以持續生存，也同時保護了黑熊。

對布農族人而言，忌殺黑熊不只是獵人的事，也不只是狩獵文化的層次，它是不
分男女老少都集體參與的黑熊文化保護工作，我們可以說布農族雖是狩獵的民族，但
忌殺黑熊，黑熊不是布農族的食物，反而是被忌殺而係護的動物， 在傳統祭典的狩獵
祭歌panapatusan（直達槍魂）不會唱名到tumaz（黑熊），報戰功更不可能提到tumaz
（黑熊），因為這是禁忌，褻瀆整個民族文化與自然倫理。

因此我認為早在當代生態保育産生之前，布農族就已經透過傳統忌殺黑熊的生
態 倫理，實踐了一種忌殺即是保謾的文化生態保育，在人與黑熊之間豎超了一道看不
見的防範，讓彼此保持蹠離，也同時隈制了人的活動行為，彼此不互棓傷害，這就是
為什麼作為高山民族的布裏族人與臺灣黑熊的傾域雖是重疊的，黑熊卻仍然可以維
持穩定的族群數量，一 直到現在，我更認為這正是布農族存在於臺灣的一 種土地使命，
因此我呼籲我族人不要遺忘了祺先流傳給我的民族任務—一－忌殺並保護黑熊。（乜
寇鸕索克魯曼〈布農族忌殺黑熊的襯念〉）

（一 ）請根據文章內容以一百字左右說明台灣黑熊對布農族文化的悉義。(20分）

（二）作者在這篇文章的論述目的以及主要論點為何？作者提出的論點是否能說服
你，為什麼？（字數不限，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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