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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橋下的鰻魚王》（注1）曾在 1997

年由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出版，當時的書名

是《鐵橋下的水蛇和鰻魚王》（注 2），與

《野溪之歌》和《銀光幕後》，一同列在中

華兒童叢書高年級適讀的短篇小說，廖素珠

（ 2000 年）（注 3）曾評論過《鐵橋下的水

蛇和鰻魚王》中身心障礙兒童的形象塑造，

陳兆禎（ 2005 年）（注 4）曾評論過《野溪

之歌》和《銀光幕後》。這三本著作，後來

在 2007 年又由小兵出版社重新編排出版。

《鐵橋下的鰻魚王》在李潼的小說中算

是比較易讀易懂的，其中的減肥題材，也頗

能掌握時代趨勢，主角鰻魚王的形象鮮明，

個性獨特，雖不像李潼某些分量重的作品，

有博大的架構，但情節引人入勝，卻能讓讀

者很快掌握主軸，少了人文、歷史的鋪陳，

反而更直指人心，讓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可說是輕快的短篇，亮眼的小品，其中

更隱含許多作者個性的秘密。

 ◆ 殘缺英雄的十足戲感

李潼一開始不提殘缺，先描述鰻魚王

出神入化的特殊本領，以及放走小鰻魚的俠

骨柔情，然後用一句單獨成段的文字震憾讀

者：「鰻魚王只有一隻手。」（注 5）「哪

個真正的英雄，身上沒有一些傷殘？」李潼

接著用排比的方式，舉了獨臂刀王、盲劍

客、李鐵拐、戴一只黑眼罩的西部英雄約翰

• 韋恩、全身 17 個彈痕的比利小子和三指神

槍手，鋪陳烘托出鰻魚王的獨特造型。

「英雄」，一定要是英俊挺拔，雄

赳赳氣昂昂的嗎？如果真是這樣，有很多

人生下來就不是英雄的料，書中的四個少

年，有肥胖、重聽、近視、小兒麻痺、超

大汗量、口吃等缺點，別說當英雄了，想

有點自信都難。而四個少年所崇拜的英雄

「鰻魚王」，卻也是缺了右臂，沉默寡言

的殘缺者，他的大姐還笑他看到鐵橋就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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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躲得遠遠的呢！ 

人，誰沒有幾件身不由己的毛病？誰的

毛病經得起挑剔的看、擴大的看？ （注 6）

這段敘述加強了英雄的悲劇性，隱藏著

身不由己，不欲人知的傷痛，勇敢的面對命

運，讓人替他覺得委屈，並更加敬佩，比完

美無瑕的強者更引人同情。英雄雖然也有害

怕的時候，但崇拜者也能接受，並相信他最

後終能鼓起勇氣，戰勝命運。

◆ 在幽暗處尋找失落的一角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英雄與

支持者互相需要，不會單獨存在。當人們心

裡脆弱，需要英雄壯大聲勢時，英雄就現身

了。然而英雄也是凡人，一樣會有恐懼脆弱

的時候，一樣有突破不了的障礙。人在太平

日子裡不會期待英雄，四個少年遇到困境，

所以希望英雄來拯救他們，「很奇怪，是

吧？人在絕境，總有一現的靈光！我們四人

組同時想到那座鐵橋，想到獨臂鰻魚王。」

（注 7）李潼對殘缺有一份包容，這是一種

心靈境界的提昇。好像是謝爾 • 希爾弗斯坦

《失落的一角》（注 8）中的故事，一個圓

費盡千辛萬苦，去尋找適合自己缺口的那一

角，到最後卻發現，少了那一角，自己反而

自在快樂，缺口已經不再是失落，而是生命

的一部分。鰻魚王在鐵橋上拋著竹簍子，無

非是在尋找自己失落的一角。找回之後，鰻

魚王對過去終於釋懷，原本拿不起，放不

下，後來則是解脫自在。

鰻魚王以快哭出來的聲音說：「我要

是趕早一步，就可以拉住媽媽。是它沒有拉

住，沒有拉緊。它丟掉很久了，是我的紀念

品，我一直不敢來找回，是你們幫我的，是

你們。」（注 9）

英雄與支持者都有殘缺，互相幫助，一

起成長。鰻魚王一方面幫助四個少年，一方

面也在治療內心的創傷。在冷靜堅毅的外表

下，鰻魚王其實有著一顆脆弱的心，既想念

母親，又悔恨自己無力挽救，且為了殘缺而

自卑退縮。若不是四個少年給他支持，幫他

壯膽，他還不敢找回自己的「紀念品」呢！

英雄往往需要支持者來為他壯大聲勢，而支

持者也需要英雄，帶領他們衝破難關，可以

說是互利共生的關係。作者在此破除刻板印

象，重新立下註解⋯⋯能克服內心障礙的，

才是真正的英雄。其中講話結巴，爸爸試過

很多方法都治不好的張嘟嘟，在潭中開懷

忘我之時，說話竟溜了起來，廖素珠（2000

年）曾分析：「是加入減肥四人組，歷經避

難、游泳、潛水、尋寶與認識鰻魚王等過程

的淨化與救贖。」（注 10）四個需要減肥的

同學，雖然是減重班的逃兵，卻用自己的方

法找到一片天，不僅讓身體更健康，還強化

了心智，提昇了自尊。

李潼曾提及他的支持者：「……還有許

多容忍我發表寫作心得的新銳，……他們努

力演出『我不懂，我們沒你懂』，……在必

要時遞上熱茶一杯，拉張椅子讓你歇腿，…

…他們勇於供應虛榮，讓你覺得沒有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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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白活。卻也在虛榮中，越說越心虛，

『再不回去想個清楚，不行了』。」（注

11），教學相長，英雄與支持者也是一同成

長壯大的。

◆ 生命力照亮心中的陰森

面對陰森的回憶，是件十分嚇人的事，

就如來往匆促的人群常忽略的幽暗角落。

「……一些受了委屈的婦人，常帶小孩來臥

軌。……陰森古怪，煞氣特別重，……這叢

桂竹比別處的竹子長得旺、生的綠，整叢竹

子給人放火燒過，……可是它每死過一次，

就再吐露新芽，……那座南無阿彌陀佛石

碑，石座有火燒的焦黑和裂痕，隱約還有濃

烈藥水的腐蝕斑紋，……。」（注 12）李潼

將葫蘆塘的比喻很巧妙，氣氛營造得詭譎迷

濛，很有戲劇效果，並埋下了伏筆。這裡的

桂竹與石碑既隱喻著斬不斷的煩惱，也隱喻

著領悟與解脫。鰻魚王在煩惱中歷鍊生命，

而作者在創作生涯中亦復如是。煩惱讓人不

悅，卻也是智慧的泉源，而智慧就像葫蘆塘

底冒出的清泉。    

作家是最守不住祕密的職業，常常洩

漏自己的行跡，作品多處反映出作者的童年

經驗，例如李潼曾提及他小時候逃學到荒郊

野外，恰似減重班的逃兵溜到鐵橋下秘密訓

練。鰻魚王沒有升學，卻在大小池塘中放竹

簍子捕鰻魚，不就像是李潼當初辭去教職，

到戶政事務所把自己的職業改成作家嗎？

桂文亞在〈作家李潼〉一文中寫道：「必也

正名乎？……，來證明自己，考驗自己，實

踐自己對自己的諾言。」（注 13）李潼就像

鰻魚王，用文字來捕鰻，同時尋找自己失落

的一角。鰻魚與海明威《老人與海》中的大

旗魚，都象徵著人生的追求，鰻魚的滑溜狡

獪，捕捉的難度不下於旗魚，水蛇則是心中

隱藏的驚怖，恰可對應啃食旗魚的鯊魚群。

鰻魚王會在各個池塘出入，也正是在挑

戰自己的失落感。這在老師評吳肥的生活周

記時，又有意無意的洩露出來：「天底下的

職業那麼多，不一定只可以立志當捕鰻人。

你的文筆很生動，多多練習，將來若沒更好

的工作，可以考慮當作家。」（注 14）這實

際上是李潼的老師曾對他說過的一句話，而

李潼曾自我調侃，自己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所以去當作家。李潼也常在眾人皆睡我獨醒

的時候寫作，與鰻魚王深夜清晨放竹簍的時

間，又有幾分神似。

◆ 真實人生殘缺中有風景

筆者與李潼生前閒聊之中，曾聽他提及

《海有多深》（注 15）紀錄片中，蘭嶼的

殘缺射魚王馬目諾（達悟名），年輕時到臺

灣闖蕩，卻因為飲酒過量，腦部病變造成右

半身癱瘓，本來萬念俱灰，想要走進海裡一

死了之。但蘭嶼的大海給了他撫慰，讓他擁

有重生的力量，慢慢的，他的右手和右腳漸

漸恢復了知覺，雖然還是一瘸一拐的，但在

海中殘缺的肢體比陸地上好用很多。他從可

以漂浮，慢慢可以前進，最後恢復了射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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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他發現，其實內心最愛的，還是這片

生命之海。最後，在部落合作之下，大家幫

他把新居蓋了起來，讓他在故鄉有了棲身之

所，生命重現了希望。

這段談話是在李潼發現自己罹患癌症

之後，他的心情與想法，可以反映出內心對

生命的詮釋。米開朗基羅晚年經過沉痛的疾

病洗禮，竟不再雕刻雄健美好的身體，反

而捕捉殘缺之美，這是對生命更大的肯定、

疼惜與包容，李潼能有欣賞殘缺的詩意，與

米開朗基羅的心境轉變，有著某種神祕的共

通性。李潼敘述馬目諾的話：「不需要門，

我手不方便，有門反而麻煩。……涼風吹過

來，我就睡著了。」我發現他陶醉在悟性的

詩境中，是一種歷盡滄桑的美，似乎這涼風

曾吹入了他的心中，伴他入睡了。就像鰻魚

王常在葫蘆塘捕鰻，因此發現水底湧出的冷

冽清泉一般，在失落的角落裡，仍然有風景

可以欣賞，所以捕來的鰻魚沒有土味，特別

鮮美。

筆者在蘭嶼教書兩年，曾經與馬目諾一

起聊天吃飯，一位體育系畢業的男同事，鼓

起了勇氣，在夜間與馬目諾一起潛水射魚，

發現他在水下的動作仍然十分靈活，同事得

努力游泳才能跟得上，而他們打了一串魚回

來，大夥們還分享了美味鮮魚。我將這段經

歷告訴李潼，他甚感幻境成真的驚奇，聽得

興味盎然，整個故事彷彿在眼前活了起來，

鰻魚王與馬目諾一樣肢體殘缺，一樣擅長

游泳捕魚，小說與真實人生似幻似真，互相

映照。或許鰻魚王的造型，在馬目諾身上印

證，或許吸納了馬目諾的生命能量，而變得

更有故事可說。李潼為何對馬目諾感同身受

呢？又是什麼安慰了李潼身心的痛呢？是他

在最後遺作《魚藤號列車長》中描述的親人

與朋友們嗎？

◆ 作者化身為主角說法

作品最終還是反映作者的內心世界，

四個少年也可以想成支持李潼的讀者。我們

或許可以把鰻魚王當成李潼的化身，試著揣

摩他曾在陰森恐怖的潭中，努力克服恐懼與

傷痛。在看似無怨無悔的作家身涯背後，在

被許建崑封為「陷危的旗手」之時，心中難

道沒有脆弱與掙扎？李潼生前總是一臉豁達

的笑容，但當我這麼稱道他時，他卻總提醒

我：「這是含淚的微笑啊！」當他正微笑著

面對讀者，提攜後輩時，或許也同時在幽潭

中尋找紀念品。

李潼是反抗命運的英雄嗎？答案雖已隨

風散去，隨雲飄走，但我們從他對英雄形象

的描寫中，可以找出蛛絲馬跡，「英雄是以

殘缺來表現特技和勇氣的人，而真正的鐵漢

也多半具有柔腸。」（注 16）燦爛的文思，

正是李潼的特技與勇氣，而鐵漢的柔腸，則

可到軼事與作品裡去尋。李潼超越了失落，

留下了許多精彩的作品，至於英雄隱藏的殘

缺，瀟灑無淚身影後的「紀念品」究竟是什

麼，則超乎文字之外，永遠毋需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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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潼與作家王洛夫（左一）合影。（照片提供／祝建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