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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經歷



⼀、當我們說「非虛構寫作」時， 
我們是在說什麼︖



⼀.1 ⽤這些名詞交互定義「非虛構寫作」

! 純新聞（straight news）： 
要求客觀、準確描述所發⽣的事，不刻意留篇幅給細節，⼀般總
結為5W1H。 

! 新新聞寫作（New Journalism）： 
1920到60年代興起於美國，借鑑⽂學⼿法，強調場景和敘事。
Thomas K. Wolfe 1973年編選了《新新聞主義》，被認為是這
⼀流派的開創者。 

! 報導⽂學(報告⽂學)： 
「新新聞」主義到了華⽂世界，發展出「報導⽂學」。



! 非虛構寫作（Creative nonfiction） 
 
美國奧勒岡⼤學新聞學院在1995年開設「創造性非虛構寫
作」課程，「非虛構寫作」成了廣為接受的概念。 
 
它和報(告)導⽂學有近似的外型和相同的追求 
報導⽂學在台灣的傳承很微弱，但仍可辨認 
非虛構對於現實議題有態度、立場和觀照 
貼近時代現場，不追求⽂學性的永恆 



⼀.2非虛構寫作比「純新聞」多了哪些元素︖

! 篇幅：非虛構寫作，有相對⾃由的篇幅。短⾄⼀篇特寫、調
查報導，長⾄⼀本書，都可以列在非虛構的範疇裡。 

! ⾃由度：在敘事上有極⼤的⾃由度 

! 主觀性(參與式觀察)：作者的主觀觀點，是非虛構最重要的元
素，也是作品優劣的關鍵點。



⼆、台灣非虛構寫作的斷與續



⼆.1 台灣報導⽂學的⾥程計：時報⽂學獎

! 1978年，時報⽂學獎開始列入「報導⽂學類」，第⼀年獲得
⾸獎(推薦獎)的是古蒙仁，作品為〈⿊⾊的部落〉 
 



這是他事後的追記

! 頭⽬突然話鋒⼀轉，表⽰⼿上還保有⼀個最珍貴的獎品，要送給今晚的⼀位貴賓，隨即
拿出⼀只傳統的頭飾，鄭重地向台下展⽰了⼀下。這時他的聲調放慢了，以充滿感性的
聲⾳，敘述早年在部落發⽣的⼀個故事。 
 
三⼗年前，有⼀位台北的⼤學⽣，到部落住了⼀個多⽉，與族⼈⼀⿑下⽥耕種、上⼭狩
獵，並到每⼾住家做採訪，離開後寫了⼀篇很長的⽂章，叫做「⿊⾊的部落」。這篇⽂
章在報紙上發表後引起很⼤的迴響。假如沒有這篇報導，部落對外的道路可能還沒開
通，電⼒也無法輸送上來，司⾺庫斯可能還是個半原始的⿊⾊的部落！ 
 
...... 
頭⽬說完便指著我，眾⼈的很光也集中在我⾝上，由於事發突然，我愣了⼀下，還來不
及會過意，便被⼀連串的掌聲催促著步上舞台，靦腆地從頭⽬的⼿中接下那條頭飾。那
是紅⽩⿊三⾊條紋編織成的頭飾，⼿⼯⼗分精巧，代表了傳統部落社會極⾼的榮譽。 
 
古蒙仁，〈重返司⾺庫斯〉，2014年



⼆.2 1985年，《⼈間》雜誌創刊

! ⼆⼗多年來，由於整個社會的勤勉⼯作， 我們已經在台灣創造出⼀個中國歷史上前未
會有的、富裕、飽食的社會。 
 
這⼀個值得我們驕傲的成就，也使我們付出了⼀些代價。 
 
那就是因為社會⾼度的分⼯組織化，造成⼀個⼈和另⼀個⼈之間、⼀個⽣產部⾨與另
⼀個⽣產部⾨之間、⼀個市場與另⼀個市場之間的 陌⽣與隔間。⼈與⼈之間失去了往
⽇深切的、休戚相關的連帶感， 和相互間⾎⾁相連的熱情與關懷。 
 
此外，在⼀個⼤眾消費社會的時代裡，⼈，僅僅成為琳瑯滿⽬之商品的消費⼯具。 
 
於是⽣活失去了意義，⽣命喪失了⽬標。 我們的⽂化⽣活越來越庸俗、膚淺， 我們
的精神⽂明⼀天比⼀天荒廢、枯索。 
 
⼈間雜誌發刊詞，1985年



來看看它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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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潭村的事件，不識字老⼈的遭遇，最很難教⼈釋懷的事。直到最近，調查遭
資遺命運的核三廠不定期契約⼯程⼈員的遭遇，才明⽩這社會如比寡情對待
的，⼤潭村⼈並不是唯⼀受難者。 
 
這群在風雨中，站在臺電超⾼巨⼈般⼤樓前抗議約200餘名核能電廠⼯程⼈員，
在⼀篇他們⾃述的「受難書」中透露：「我們經歷過核⼀、核⼆、核三的鈾燃
料裝填或運轉期間的故障檢修，長期暴露在輻射的⼯作環境下，體內累積了不
少輻射劑量。」讀了這分⾃述才知，他們竟是⽇前核電安全關懷下，最受注意
的族群──⽣命受輻射威脅的「核⼦吉普賽⼈」，並不是⼀般的「⼯程⼈員」。  
「核⼦吉普賽⼈」是美⽇研究輻射效應專家所最關⼼的核電廠⼯作者，這些⼈
進出該電廠⾼輻射污染區，卻不是核電廠的編制內⼈員，他們在各核能電廠之
間「流浪」打⼯，⼀如吉普賽⼈⼀樣。

⼆.3 台灣報導⽂學作品的風格



! 這些⼈到處「吃」輻射線，卻得不到核能電廠全⼒的照顧，他們⾝上所感受的
輻射效應可以表現在癌症、後代不良遺傳上，禍害效應可以潛伏20⾄30年。 
 
輻射效應專家所以關⼼這些⼈，也是因為這些⼈⾝受輻射污染，可能對⼈群遺
傳基因庫造成負⽽影響，傷害優⽣態勢。⽇本學界注意「核⼦吉普賽⼈」有
年，在⼀本討論「核⼦吉普賽⼈」的書中，⽇本⼤阪⼤學物理學教授岡村⽇出
夫曾就1978年，⽇本「核⼦吉普賽⼈」共同所受劑量1萬3千「⼈侖⽬」做出
傷害估計，他引證統計資料指出，這個劑量未來將造成⾄少20名「核⼦吉普賽
⼈」得到癌症，遺傳傷害還不在估計之列。 
 
「⼈侖⽬」是估計暴露劑量所造成傷害的主要單位。它是將暴露⼈數乘上各⾃
暴露量的總和。 
 
                                                                                楊憲宏，《走過傷⼼地》，原刊於1986年台灣新⽣報



⼆.4 2005年時報⽂學獎，報導⽂學的最後⼀年

! 把根據勞委會統計，截⾄2005年五⽉份⽌，共有1萬7959名外勞逃跑，其中男性4731⼈、女性1萬
3228⼈。上個⽉警⽅共查獲538名逃跑外勞並遣送出境，其中男性167⼈、女性371⼈…………。 
 
卡洛琳會是這連串統計數據中的那⼀個呢？逃走，由於無法⾃由轉換雇主，唯有從這個天羅地網中
逃走，才能鬆動⼀點活路。⽽逃跑，也使她從「拿不到薪⽔的關廠受害者」，⼀夕間成為「勞委會
與警察局全⾯通緝的非法外勞」，她從⼀個汲汲可危的強制遣返處境，被迫藏⾝到更不安全的非法
⾝份。 
 
我還是會斷斷續續收到卡洛琳的簡訊。她在台灣的某個⾓落勞動、⽣存下來，看⾒警察就害怕，不
容易在新的勞資關係中議價，陷入更底層的勞動...... 
 
我想著她在他鄉異國艱辛地求⽣存，⼀如我認識的許多移⺠勞⼯，她們來來去去，從低度發展的國
家移動到貨幣價值較⾼的國家，賺取當地最低廉的⼯資，學習以有限的資源⽣存下來，想盡辦法還
債、存錢，為個⼈或⼀整個家庭尋求更好的出路。這個夢想，不⼀定會實現，且多半陷入更慘烈的
處境。 
 
顧⽟玲，《逃》(第28屆時報⽂學獎，報導⽂學⾸獎，2005年)



! 端傳媒、報導者的創立，以非虛構作品為主⼒產品 

! 天下雜誌推出「天下全閱讀」 

! 聯合報深度付費頻道 

! 鏡週刊：時代現場、鏡相⼈間、⼀鏡到底

2015年之後：非虛構寫作「重新」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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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遠⽅的路標



! 1956.1.12 ~ 2012.2.22 
Marie Colvin，著名的戰地記
者，2012年2⽉22⽇在敘利亞
政府軍炮擊霍姆斯市時被轟炸
⾝亡。

! 「我並不是典型的戰地記者，因為我注重
的是戰爭中的⼈性，我想告訴⼈們戰爭究
竟是個什麼樣⼦。幾個世紀過去了，戰爭
並未發⽣明顯的變化。戰場上依舊炮聲隆
隆，⾎⾁橫⾶；戰場外妻離⼦散；交戰雙
⽅都不肯公開真相。所以，我的⼯作就是
做⼀名戰爭證⼈。」



 「在現實⽣活中，很難弄清楚實際發⽣了什麼事，然⽽
在⽇後，她發現事情的經過其實相當單純。 幾名泰⽶爾
⼈帶領著她，從叛軍占領的斯⾥蘭卡地區，進⼊政府的
領地。然⽽，在他們跨越前線時，卻碰上軍隊巡邏。瑪
麗迅速躍向地⾯，⼦彈就在她⾝旁呼嘯飛過。可是護送
她的⼈員已經遁⼊叢林， 掉頭退回他們來程的路上。她
獨⾃⼀⼈躺在那裡⼤約半⼩時，嚇得動彈不得，最後才
做出她命運的抉擇。 

「記者！美國記者！」她邊站起⾝來，邊⼤聲叫喊，雙
⼿⾼舉。突然之間，她的⼀隻眼睛和胸⼝感到⼀陣劇
痛，痛得她幾乎喘不過氣來。其中⼀名⼠兵對她投擲⼿
榴彈。倒地時，她發現鮮⾎正從她的眼睛和嘴⾓緩緩滴
落。她深深感到憂傷，以為⾃⼰就快死了。她孤注⼀擲
爬向他們，希望對⽅會停⽕ 幫助她，⼀邊⼤叫著:「醫
⽣！」或許，他們會看⾒她是個受傷的外國平⺠，⽽不
是游擊隊戰⼠。他們對她⼤吼，要她站起來，把外套脫
掉。不知怎的，她設法跌跌撞撞地⾛向前去，雙⼿⾼舉
在空中。每當她不⽀倒地，他們就會再次⼤喊，要她再
站起⾝來。



…… 

瑪麗·柯爾⽂在⼆OO⼀年四⽉前往斯⾥蘭卡，因為⻑
達整整六年，沒有⼀位外國記者在泰⽶爾猛⻁組織 
(Tamil Tiger)的領地採訪報導。在這場將近⼆⼗年的戰
爭中，⼤約已經有⼋萬三千⼈喪命。 斯國政府封鎖記
者，為獨⽴⽽戰的狂熱游擊隊員也不信任他們，導致沒
有記者膽敢跨越前線。於是， 泰⽶爾平⺠蒙受暴⼒攻
擊，但他們的慘況卻幾乎無⼈報導。這就是她前進當地
的原因。這就是她認為值得冒險⼀試的原因。 
 
                              Lindsey Hilsum，《深⼊絕境：戰地記者瑪麗柯爾⽂的⽣與死》



! 陳柔縉1964年－2021年10⽉18⽇ 
 
台灣雲林⼈，曾任政治記者，後轉職為作
家。 她早年考證、撰寫台灣政商家族，作品
包括《私房政治：25位政治名⼈的政壇秘
聞》、《總統的親戚》、《宮前町九⼗番
地》、《榮町少年走天下：羅福全回憶錄》
等。 
 
⽇後主要書寫⽇治時代社會⽣活的相關題
材。005年和2009年，分別以《台灣⻄⽅⽂
明初體驗》和《⼈⼈⾝上都是⼀個時代》獲
得⾦鼎獎，其它還包括《台灣摩登老廣
告》、《舊⽇時光》、《⼀個⽊匠和他的台
灣博覽會》等。⼩說作品有《⼤港的女
兒》。



對我來說，讀沒有⼈聲和場景的歷史，彷佛掉進四⾯⽩
牆的太空艙，抓不到⽅向和重量，無從了解與感受。我
想，情境和故事才是歷史趣味的核⼼。⼈發出的⾔語、
穿著的服裝、物體出現的動作，甚⾄天空晴或⾬，才能
建⽴情境，所以，種種細節最是要緊。 
 
在這本書中，我有許多挖掘，深到細節，⼀⽅⾯希望讓
歷史情境更⽴體，可閱讀性升⾼，另⼀⽅⾯，時代的特
徵從細微處看，更有味道，所以，也希望對⼤家更細膩
了解那個年代有幫助，也讓電影、⼩說、漫畫、動畫、
舞台戲、電視連續劇，能有更精準的憑藉。 
 
                                                      陳柔縉，《⼈⼈⾝上都是⼀個時代》



1900年，就有個台灣⼈，⼤⽼遠從台北前往法國，參加
了⼆次⼤戰前⼈潮最多的巴黎萬國博覽會。這⼀年，中
國的!和"正#得$%&'萬(，)攻*了北+。, ⽂
- . 命/0在1外 ⼀234。 
 
⽽台灣已經落⼊⽇本的⼝5，進 ⼊6六個年頭。 7 80
在9: 7 ;治 < =，但 ⾃來7 、公> 電?和@AB都有
了。這個台灣⽼前C名叫D ⽂E，頭F上0G著 ⻑H
⼦，I是台灣6 ⼀個參加JK博覽會的 ⼈。 
 
LLLLLL(種種不M)N沒有讓D⽂EOP，相Q的，從報上
的OR看，D ⽂E S 事T為UV。當 ⽇本W法公XY名
Z [巴黎上\]會，^_ ⽇本`(ab台灣`)時，D ⽂
E是「c d e道」，把f傳單和相 Z g，「四處(
發」，要讓h巴黎 ⼈都知道i j `的「k味」。l天不
mn ⼼⼈，台灣的i j `經過o查pqr，最後和s蘭
`t受博覽會 u v。  
                                                   陳柔縉，《⼈⼈⾝上都是⼀個時代》



! 胡慕情 

! 現任《鏡⽂學》採訪主任，曾任
台灣立報⽂字記者、公視「我們
的島」⽂字記者、獨立評論＠天
下「現世」專欄作者。主跑環境
議題與社會運動，著有《黏⼟：
灣寶，⼀段⼈與⼟地的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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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èé情，「她ê了她的ë， ⼀位醫© ⽣的£ ⽕ìí」，《îïð》



! 扶霞·鄧洛普 
(Fuchsia Dunlop) 

! 在⽜津長⼤，於劍橋⼤學取得
英國⽂學學⼠學位，其後於倫
敦亞非學院以名列前茅的優異
成績獲得中國研究碩⼠學位。 
 
1994年前往中國四川⼤學就
讀⼀年；其後⼜在四川烹飪⾼
等專科學校接受了三個⽉的專
業廚師訓練。



ñò有很多種ó呼，ô~õò、öò，巴ò-，是原÷
於中國的òø。ù在èò經由úû的ü路äý帶進中國
前，ñò就已經是þ為 ⼈所X > 的本ÿ ⾹!。ñò也是
⾹!JK裡的 ⼀"#$， %»與ñò的不¾ ⽽&可能會
讓⼈&'•()) ⽽這0*是+‹的說法。我,在 - .
/ 0 ⽂±12會上3了ñò[ ⼀位4 ⽣⼈5，6h沒有
7出任§89，:果他以為我要;死他，從<再也不和
我說?。 
 
其實回想起⾃⼰在⼀== ⼆年到重>時6 ⼀次5到ñò
的經驗，我就I?知道 ⾃⼰@⼈家Êñò時要 ⼩⼼⼀A
才是。我在⽇記裡這麼Ö:「這裡的B都 > ⼀種我C得很
難Ê的特D ⾹!E味，Ê起來很FG ⾹、HIJ和Kò
加在⼀起的LM味道，讓 ⼈難以N受，我的嘴巴都 O
了。P了QR和ÊS外，我Ê得很T。」  
 
          UVWXYZ(Fuchsia [unl\])^ _ `與ñò：a國b ⼦的中國B歷險



! 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 
（Святлана А. Алексіевіч) 

! 出⽣於蘇聯時期的烏克蘭，後
來舉家遷往⽩俄羅斯。⽩俄羅
斯國立⼤學新聞系畢業後任職
記者，報導了美蘇冷戰，蘇聯
阿富汗戰爭，蘇聯解體和⾞諾
比核事故後受到政權迫害。 
 
2015年10⽉獲得諾⾙爾⽂學
獎。



cde«e核電f^他們的g量hi也tj叫個不停^f
k也 ⼀jl 動不m。後來n[ d o Á 核電f時LLLLLL試了
每⼀⽀電?pq^但都無 ⼈rsLLLLLL到了中t我們 才得
知^整個u斯v上空wx著yz性{。|我們r}^那是
yz性~^想•是€ ⼀個QI• 發 ⽣了‚外事故LLLLLL  
 
我的6 ⼀個QI是ƒ緊n電?回家89 ⽼„^可是我們所
k所有電?都受到…s。†^這種'‡幾 ⼗年來深深ˆ在
我們⼼中^‰遠都Š脫不了‹不過?說回來^s的 ⼈也不知
道出了什麼事情LLLLLLÒã¥ ¦從 Œ•©xŽ´後^會和•
®到•區‘eÊ’。到“要不要n”•要是n了^可能會
⾯Ø ⼀–倒—事^ ⽽)以後我就不能參與˜™š畫了LLLLLL



最後我0是N不›3起了?œ: 「•ž細s我說。」 
 
「•說什麼•」 ⽼„沒s清楚^Ÿ  ¡ Q‰。 
「⼩聲A‹快去把氣¢Š上^ 0 物££ > ¤ ¥ ¦§¨5a
起來^©上ª¨ ⼿套把家裡能«的 都 > ¬®«過 ⼀
¯。® > 6也裝到5 ⼦裡⾯^°得±遠±。²台上³
´的 µ 服重新再¶ ⼀次^不要去·¸a^e上¹的ºA絕
對不要碰LLLLLL」  
「•們那裡發 ⽣了什麼事•」 
「⼩聲A‹去倒 ⼀» 7 加¼滴~½QŽ去^頭記得 > 7 ¾
¶´¿LLLLLL」 
「什麼LLLLLL」 
 
我沒讓⽼„把?說6ÀÁ上電?。她 ⼀j在我們1Â所
上Ã^I?s得Ä我的‚Å。~果國家mhÆ員會的 ⼈k
的在…s我的Ò?kÇ^ ⼤È會為了 ⾃⼰和家⼈把我說的
É命Ê ⾔ËŽ來。



Â©家r到Ì Í 後，ÎÏ前往QI•Ð查。Ñ然事
ÒÒ知過他們核電f發 ⽣ÓÔ，但很多 ⼈以為*是
去幾個⼩時，就 幾個⼩時⽽已，所以連ÕÖ × Ø都
沒帶。他們相信⾃⼰所知道的物理©絕對不會有‰
Ù，他們和那個J代的 ⼈都是~<Ú信不Û，然 ⽽
物理©的時代Ü著 d o Á 那場‚外畫Ž了ÝALLLLLL 
 
亞歷Þßà，á 我們都,â情物理©ã，《 d o Á 的聲Œ》



! 楊智強、李雪莉 

! 非營利媒體「報導者」記
者。報導者為2015年成立
的非營利網路媒體，平⽇
靠募款和讀者捐款維持運
作，致⼒於公共議題的深
度調查報導，其內部成員
⼤多是資深媒體⼯作者。 



! 26歲的柏楊，⼝中嚼著檳榔，右眼下⽅的臉頰上有⼀道明顯
的傷疤，是少年時跟別⼈幹架受的傷。柏楊很年輕就成為三
重區「穎川堂」的堂主，採訪這天，喑啞的⺟親、嚼著檳榔
的沈默⽗親，還有三名未成年的少年隨侍在柏楊⾝旁，看得
出他是這個家與堂⼝的權⼒中⼼。 
 
柏楊的⽗親好賭，⼗多年前全家為躲債從雲林搬到新北市，
過著清貧的⽣活。為了⽣存，柏楊很⼩開始打零⼯，後來加
入宮廟，跟著⼤哥全台出陣頭，甚⾄曾經協助管理地下賭
場、協助收帳和討債，最後開了⾃⼰的堂⼝。



! 從穎川堂座落在新北市⼀間公寓⼤樓內，進堂⾺上聞到淡淡線
香，神桌上媽祖、關公整⿑供奉、陣頭法器⼀字排開。這裡的⼤
⾨經常敞開，來來去去都是附近不喜歡上學的少年仔；他們之
間，有的爸媽離異、有的⽗親酗酒癱瘓，加上融不進學校主流，
時常在夜市裡或陣頭徘徊。與柏楊遇上，⾃然⽽然進了堂⼝，這
裡的沙發成了他們不想回家時的床。 
 
除了遁逃的空間，這裡，還給了少年們很少有過的尊嚴和安全。 
 
柏楊知道沒有家⼈依靠的少年需要錢，他帶著少年出陣。出陣時
的「開臉」和舞獅，雄糾氣昂地扛旗⼦提關⼑，讓少年們短暫成
為⼈們的焦點，享受那種老師或⽗⺟很少給予的肯定眼神。



! 譚蕙芸 

! 香港⾃由記者，曾於北美
洲留學主修電影和⼼理
學，遊走於報館和電視
台，現於⼤學教書，⾃稱
「滿腦⼦是怪念頭，始終
相信⽂字的魔⼒」。 



! (中⽂⼤學)校長段崇智姗姗來遲，他於傍晚到達警⽅防線，與警察商討，原
計劃提出以校園保安及義務老師守護天橋以免有⼈把雜物再插入路軌及公
路，但學⽣不滿，聲稱要為兩⽇被捕的⼗位⼿⾜討回公道，也為眼部受傷的
抗爭者申冤，希望校長向警⽅要求釋放學⽣。「放⼈！放⼈！」之聲不絕。
校長表⽰，他會到警署找學⽣，但由於校園內及附近所有交通都被路障阻
礙，座駕只得停泊在警⽅防線的⼆號橋之後。當校長步近警⽅防線，學⽣表
⽰：「要光復⼆號橋，呼籲同學帶上裝備。」我嗅到⼤戰之前的氣息。...... 
 
千⽅百計學⽣堅持到底，持續兩個半⼩時在漆⿊中作戰，不斷有⼈受傷，需
要退到後⽅治療。在混亂中我看到⼀個⿊衣男孩崩潰地哭起來，需要同伴安
慰。整晚的進攻，學⽣以此為主題，燃燒彈，焚燒路障，⼭邊的乾草都起
火，也有⼈⽤了會發出「招招」聲效、活像煙花的訊號彈，消防員也曾出現
在⽰威者防線後救火。學⽣取來能在校園拿到的所有東⻄作戰。有學⽣拿来
⼀個⼿提吹風機，開動時有咆吼的聲⾳， 原來是平⽇⼯友替中⼤綠草如茵的
校園剪草後，吹走草屑的⼯具，現在以此吹散催淚彈的煙霧。



! 約翰．維揚 
John Vaillant 

! 專業作家，特別鍾情⼈類
野⼼和⼤⾃然衝突的故
事，作品⾒於《紐約
客》、《⼤⻄洋⽉刊》、
《國家地理雜誌》等。



! 阿穆爾虎的地域性和長期復仇的能⼒ (沒有更好的形容詞了)，既是
傳說也是事實。⼀隻老虎讓⼈吃驚，甚⾄讓⼈覺得恐怖之處，就在
於牠有⼀種僅能以「抽象思考」 來形容的能⼒。⼀隻老虎可以在極
短時間內消化新的訊息(你要說是證據也可以)，歸納出根源甚⾄動
機，進⽽做出反應。 
 
瑟傑·索科洛夫先前是老虎調查隊員，現在是普列莫亞永續資源管理
協 會的研究員。「基於科學研究，」索科洛夫解釋：「你可以說動
物的食物種類越多，牠的智慧就開發得越多。」 
 
為了展⽰老虎精細的思考過程，他舉了⼀個有關獵⼈的事件，故事
發⽣在他所管理的佩雷瓦那亞河(Perevalnaya Kiver)上游，也就是
普列莫亞中部的虎⼭正南⽅：



! 「當地野豬的食物不多，所餘豬相當罕⾒。」索科洛夫開始說：「此外，有⼀隻
老虎會定期訪問獵⼈的地盤，把當地所剩不多的野豬全嚇跑。因此，獵⼈決定設
⼀個槍陷阱殺死老虎。他第⼀次沒把槍裝好，槍擊發了但沒射死老虎，只擦過牠
的⽑⽪。獵⼈重新把它架好，後來他從⾜跡發現老 虎已經觸到絆網，聽到誤擊的
槍聲，然後緩步後退，再立刻跑去追獵⼈。老虎已經知道誰在那裡， 誰裝了陷
阱，誰想殺牠。牠甚⾄不需跟隨獵⼈的⾜跡，⽽是直接跑到獵⼈的⼩⽊屋，宛如
⽤了指南針⼀般。 
 
「獵⼈告訴我：『我在屋旁劈柴，突然間我覺得有⼈在看我。我⼀轉⾝便瞧⾒⼀
百呎外有⼀隻老虎，牠耳朵向後貼，正準備發動攻擊。』獵⼈遂跑進屋裡，三天
不敢出⾨，連⼩便也⼀樣，只能 撒在盆裡。該獵⼈沒受過什麼教育，通常也不會
給誰寫個信，但如同獵⼈所說的，他在三天內就成 了⼀位作家：『就像列夫·托爾
斯泰⼀樣，把發⽣的事件寫成⼀整本⼩說。』因為他認為老虎⼀定 會殺了他，⾄
少他要讓⼈們知道發⽣了什麼事。三天後，獵⼈終於⿎起勇氣出⾨，檢查四周，
⽽且 發現了老虎等待的位置。根據雪融的程度，他推測老虎已經在那裡待了好幾
天。後來老虎就離開了 他的地盤。」    《復仇與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