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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隱喻：「死神與男孩」系列作品中啟蒙
的可能

「死亡」這件事情在臺灣社會當中一直是個被視為禁忌、必須以隱諱的方式去處理的一種

在自然不過的人生狀態。例如我們在生活中會避免使用「死」的諧音的數字（4）或者是在行路

時避開正在舉辦喪事的家戶等，這都代表著人們對其抱持著的是敬謝不敏的態度。這意味著對

於「死亡」的恐懼、排拒已經成為潛意識的一部分；我們擔心如果不避諱、死亡就會沾上邊、

找上門。但弔詭的是，死亡伴隨著新生、是生命得以完整的條件之一卻在生活中被刻意隱形了，

那麼這些沒有好好正視的「恐懼」在時刻到了時是否就能被安然接受？因此、另外一個值得思

索的問題是：為何「死亡」讓人害怕？對一般人而言，透過各種關係所建立起情感對象的離去

意味著熟悉的生活形態要面臨衝擊性的改變；處事的步調、節奏、習性等之外，最使人畏懼的

恐怕還是自身所投注的「感情」（有所回饋的）將被整個抽空的情形。

人們可能要理解的是面對「死亡」所需的勇氣是要練習的，而在此之前一個更重要的工作

恐怕就是要如何認識它。不管人們如何限制，兒童仍可以在生活中透過各種方式、管道得知、

接觸有關「死亡」的情事。只是這基本上就是字面意義的了解，要能真正進入其背後乘載的複

雜、龐大的感覺結構所必需的動能也無法呼之即來。我的意思是「死亡」這樣的生理現象（生

老病死）的細節是不可能經由當事者陳述的，事後的一切經驗則是交由其他關係人來接受。也

就是說，「死亡」的本質其實是抽象的；人們的言談是奠基在相當程度的經驗累積抑或是思想

之上。所以我認為對兒童來說，閱讀一個演繹著「死亡」的各種可能（情境）的故事應該會是

幫助他們體會的較佳的方式。

* 和「死神」當朋友？

林秀穗的「死神與男孩」系列作品共有十部，依序是《黑西裝叔叔》、《鉛筆盒裡的秘密》、

《老鼠吃了一座山》、《我要變成大富翁》、《公園裡的大怪獸》、《叫我第一名》、《王子

不愛睡美人》、《正義超人不見了》、《科學怪人的太空衣》、《再見黑西裝叔叔》。這十部

角色、劇情連貫但主題獨立發展的故事是由男孩小光和「黑西裝叔叔」作為主要角色，且兩位

人物的設定相當奇幻。「黑西裝叔叔」在這個系列作品裡的真實身分就是死神，當他出現在故

事中的時候就代表有人即將死亡。而小光是一位能與其對話互動卻又不是面臨生命大限的男孩，

因此許多改變包括情緒衝突後的省思與包容、情感輪廓轉為立體和認知（判斷）能力的攀越以

及一個現實、有血有肉的世界就在他們交會後逐步展現。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候選人│蔡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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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系列作品我想討論幾個問題：第一，面對親近（愛）的人的離世可能出現懊悔的狀

態並且會有「早知道會這樣、當初就會怎樣」、「如果可以重來，我一定會怎樣」這些想法，

只是真的人在某種情境中的決定、行為其實都有跡可循，所以人們衷心盼望的「重來」真的實

現時是否可以如心所願而做出改變嗎？第二，「黑西裝叔叔」(死神 )這樣的角色設計的用意可

能會是什麼？我想問的是，對兒童來說、要如何能接受這樣的人物存在於身邊甚至還能與之互

動？換句話說，人們雖然清楚知道「他」的本身就是一種意義，只是兒童要在怎樣的契機、情

境下去理解呢？

* 人生結局可能改寫嗎？

在《黑西裝叔叔》一書中令眾人頭痛的小光課輔後在車上發脾氣、大叫，因為父親又一次

忘記了他的生日。當小光說出：「我最討厭爸爸了，希望永遠都不要再見到你！」這些話時天

空彷彿應允似的落雨降雷、車禍隨之發生，父親因此離世。男孩事後有兩種反應；面對朋友的

善意關心時大聲叫嚷著：「我爸爸不會當神仙，他只是去工作，他很忙的，以前就這樣，以後

也是這樣，他只是去上班，去工作了！」自己獨處時卻又很能認清這個殘忍事實，像是和黑西

裝叔叔第一次見面時因為身形的關係將其錯認是爸爸，他說：「我的心臟像從高空一下子墜落

下來，像自由落體的遊戲，心跳先是很用力砰咚砰咚的跳兩下，而後墜落到幾乎靜止的狀態，

也像被人用力的捏緊，緊得我差點要喘不過氣……現在，我終於知道，原來失望是這樣的讓人

難過，而且感到深刻無力。我好想哭。現在，我終於知道，原來失望是這樣的讓人難過，而且

感到深刻無力。我好想哭。」

這樣譬喻精準的心理狀態令人玩味之外，也是這系列作品的核心概念。男孩即便內心清楚

但仍保有應該是相當私密的、不能與他人訴說的盼望，他內心期待的是自己是錯的、還有一絲

轉圜的空間。所以當男孩把父親離世模糊、淡化處理意圖營造一切都仍如往昔的假象被外界刺

破的同時，就會引起巨大的反彈。那種幻夢般的想望其實就是準備自我孤立甚至放逐的徵兆，

畢竟唯有如此才能稍減或無視於生命中很重要的部分被剝奪後的傷痛。「黑西裝叔叔」在此時

出現且引起了小光的好奇不僅是他有著令人熟悉的形象，兩人的素昧平生（不知道男孩的任何

事情）反倒開啟了親近的可能。這是能理解的，面對「黑西裝叔叔」時小光擁有言談的主動權，

他不必再閃躲親友帶來的熱情、關切的問候因為那字字句句都是提醒、再一次把小光拉回到爸

爸離開的那天晚上。

* 溝通的藝術

「黑西裝叔叔」的能力在本質上是矛盾的，它代表的是無可以避免的死亡但也能回到「死

亡」發生之前的過去。如果在預視死兆後再能回到過去的用意到底是什麼？如果回到過去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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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轉的可能（各種事實），那麼死神原本的嚴肅、層次繁複的意義就會變得輕薄不堪。反之，

事實既然已經確定，回到過去還有什麼意義？在《黑西裝叔叔》中小光想要完成有福爺爺的臨

終前的遺願、收回曾經對兒子說過的傷人的話，但「說出去的話，像潑出去的水，不可能改變。」

於是在過去男孩希望爭吵過後兩人能彼此道歉，即使感到彆扭也要「在晚上對著月亮練習，大

聲說對不起。」因為男孩爸爸曾經告訴過他，「說了不對的話，做了不對的事，或是心理覺得

對不起別人，就應該說對不起。」

《鉛筆盒裡的秘密》裡小光回到了過去試著提醒安親班老師不要因為爭吵、在氣頭上就忘

記了當初她和男友共同立下的約定，「妳再努力的想想嘛，我爸爸說約定的事是一定要遵守的，

何況那個大哥哥是個男生耶，絕對會守信用的！」《我要變成大富翁》一書中的小光以為自己

能改變一位父親的價值觀進而修補他和兒子的感情，只是最後主角覺得這一切都是徒勞無功。

《叫我第一名》的劇情發展則有所不同；大友是同學之中令人尊敬的電玩高手，小光卻發現死

神出現在他的身旁。在無法回到過去、只能憑藉自己力量試圖去做點什麼的情況下，事情在當

下還真的有了意料外的結果。面對小光的疑惑，黑西裝叔叔是這樣回答的：「每個生命的開始

和結束都不是我所能決定的，更何況是你。」這讓讀者更明白了這位謎樣人物的職責，傳遞訊

息（死亡）與執行任務（新生）的他是兩個世界的渡繼者，因此事件的不可逆是其處事唯一準則。

小光為大友做出了努力而結局也因此不同，但即便如此、一切作為的關鍵仍是當事者。假使當

事者不理睬好友們的計畫、繼續他的電玩奪冠美夢，事件的走向便會依舊。這個故事給了一個

看似事事底定的未來仍有模糊空間和鬆動可能的暗示，小光擁有的能力恰巧是去抓住、實現這

微小的不確定性。

 《王子不愛睡美人》談的是愛情，《正義超人不見了》則是友情，《科學怪人的太空衣》

討論的是到底要給孩子多少的愛（溺愛）？在這些故事中主角小光的成長是清晰可見的，在每

次介入他人人生的過程中他也藉此重省自身，一次又一次的死亡訊息讓他了解了「人」的事物

運行的邏輯。這應該就是這系列作品中男孩能夠藉由黑西裝叔叔的幫助回到過去的重要意義，

在「死亡」來臨前盡可能地完成許多人的未竟之願。在這層意義上，讀者應該可以在男孩反覆

嘗試、徒勞無功的過程中有著挫折、無能為力的同感。這種抉擇、比如說能做的事情如此有限

時是否還要進行的兩難處境都是在挑戰、磨練小光的意志和能力，更何況每次的往返還有著時

間上的壓力，我想這些都是他在父親離開前所從未（不需要）經歷過的。

* 父親替代品

和兒童討論「死亡」的困難在於人們到底要聚焦在哪一個層次上去進行？假使是生理現象

（沒有呼吸、心跳停止）這個具體議題，那將會過於艱澀、生硬且充滿隔閡感，畢竟「死亡」

不是孤立現象、它是在各種機運、選擇、結構中發展後所成就的。但本文所認為的抽象本質更



  

77全國新書資訊月刊
民國 104 年 7 月號第 199 期

不是要把論述方向帶往命定論、宿命論如此虛無飄渺的面向，那將讓生命價值無法彰顯。「死

亡」的內在紋理是「情感」經年累月刻劃、沖刷出的成果，人們便是在這個基礎上找到能安處

自身的相對位置。

「死神」作為這系列作品的主要角色之一、其重要性和獨特性是透過男孩而確立的，兩位

的關係因為各種形式的互動逐漸變得緊密而相互需要。這是很有趣的設計，當這位沒有情緒的

死神開始助人並被賦予了人類世界習用稱謂後態度有了轉變。關於這位「黑西裝叔叔」出現

的意義我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面去解讀；對失親的男孩而言，接近沉默、無感與冷酷的他剛好

免去了過多的關切，因為這些關心的言語主角聽來都像是提醒自己往日對父親做出那麼些令人

失望的行為。但也不能否認的是「父親」在男孩成長過程中的重要性，狄倫．伊凡斯（Dylan 

Evans）撰述的《拉岡精神詞彙》一書中提及了「父親」（father、p`ere），他說：「父親因此

不只是主體的對手、與他競爭母親的愛；他也代表了社會層次本身，只有認同伊底帕斯情結中

的父親，主體才能進入此層次。追溯所有精神病理學結構的病原，將發現父親的缺席都占有相

當重要的因素。」可以這樣說，父親這個角色是讓孩童跨越蒙昧、進入社會化階段的關鍵即使

父子間的關係通常都會是在緊張、對立、衝突的狀態裡去勉力維持。從這個角度來看，父親的

缺席對孩童的影響是巨大的；在「死神與男孩」系列作品中小光在父親意外離世後不久就出現

封閉自我的傾向（對於他人關懷的反應激烈或無視），所以假如情節是往寫實路線發展、主角

在關愛滿溢的環境中如何能啟蒙將會是件令眾人都感到心有餘、力不足的工程。造成這種狀況

的主因是小光本來就叛逆、不易與人善言的個性，越是如此、旁人越會有自以為同理的解讀而

讓雙方的距離拉得更遠。

故事中的黑西裝叔叔的出現暫時填補上「父親」的這個空缺，小光從他的原則、立場中學

習到的東西遠比想像的要來得多，因此安親班老師、好友們時不時會訝異於男孩異於往常的態

度。不過發生這些改變不是某種天啟降臨、靈光乍現後的結果，透過情節的推展讀者就能清楚

知道這是有脈絡可循的。

在《黑西裝叔叔》裡小光身處於有福爺爺即將死去的現場、對於他臨終前的要求感同身受

而有了一些動作：「我聽我爸爸說過，人如果有很強烈的遺憾，是會有很強的掛念，這樣不管

最後如何，都不是心甘情願。」男孩主動提起跟父親有關的事情且開口要求幫忙是這段成長旅

程的起點，這樣的自覺也成為系列作品的主軸。不管是被動或主動，小光一次又一次的嘗試用

自己（父親）的想法、方式挽回、消解種種危急處境與看似無解的僵局。《鉛筆盒裡的秘密》

一書中他告訴一對戀人別忘了共同承諾的約定，《老鼠吃了一座山》裡讓一對祖孫撥開話語的

迷霧、再度確認對彼此的愛。在《公園裡的大怪獸》這篇故事說的是小光和好友們發現住家附

近的流浪狗受了重傷，追查兇手之餘發現這竟是家暴案件造成的。他們勇敢的介入成功地讓事

情出現好轉跡象，但小狗仍然被黑西裝叔叔帶走。《叫我第一名》則是小光在同學們都一頭熱

死亡的隱喻：「死神與男孩」系列作品中啟蒙的可能



論述 

ISBN

8
第一次讀到一本好書，就像找到了一個好朋友；再一次讀這本好書，就像和朋友重逢。
法國諺語

的參加電玩競賽時，提出形式迥異（『我們的暑假生活』紀錄）度過這假期的方式。要學齡孩

童捨棄「電玩」這麼具吸引力的事物改做其他事情想必需要很大決心，但就是因為這樣的念頭

轉換無形中讓某些事情的發生順序位移了。黑西裝叔叔在《正義超人不見了》這部作品中開口

請求小光協助修補一對朋友的友誼，過程中自己也和阿達盡棄前嫌。

黑西裝叔叔本質上是一個全知者，只是面對小光提出的疑問並不能正面、肯定的答覆，他

所給出的回應看似模擬兩可但在男孩心中是不斷地作用、碰撞的。事實上也唯有這位「死神」

才能擔負起這樣的任務；意思是說在這樣一套要為孩童訴說「死亡」故事的系列作品中，孩童

視角的必然和侷限是不可分的，所以一位（群）學習對象（視野、智識的開拓）的存在也是不

可或缺的。但這樣的故事如何不落入教條、訓育式的情節之中，對於寫作者來說可能會是個容

易進退失據的難題。

* 結語：關於無法避免的死亡

我和黑西裝叔叔一起幫助過許多人，黑西裝叔叔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工作，他引領著人們，

從生命的一個階段進入到另一個階段，幾百年從不休息，也因為這樣，他忘掉了許多感覺，屬

於人的感覺，總是面無表情日以繼夜的執行著他的工作。

但，最近我發現，他臉上的表情好像變得豐富了。

上述引文是《再見黑西裝叔叔》故事中小光對黑西裝叔叔的形容，這是段十分體貼、觀察

入微的話。失去父親的他在形形色色的事件流轉中堅強了原本就要萎靡的心志，發散自己的能

量去溫暖、照顧他人。在這一冊作品中（最終回）黑西裝叔叔對著男孩說完：「這幾天，我一

直想告訴你的，小光，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了。」這些話後便將帶著小光回到意外發生前的

那一刻，而故事就在他終於再次見到父親並說出：「爸爸，我愛你，我好想念你！」後結束。

男孩和父親兩人接下來遭遇不得而知。車禍意外是否不會發生？因為小光在種種的歷練過後整

個人都不一樣了；他學會了為人著想、打算，心也變得柔軟。他和爸爸的生命轉輪會因此錯落

一拍嗎？寫作者留下了頗大的懸念在讀者心中盤旋：「死亡」來的早或晚、突然或有所預料哪

種比較不叫人恐懼？那該是讓人們審慎思索的課題。

回到孩童身上，小光在系列故事中試圖完成將被死神帶走的人的願望或是化解盤根錯節般

的困境，那就像是一段又一段的冒險旅程。男孩每次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保持著最誠摯的希望

想實現那一絲絲的可能性，但多數的結果是讓他失望的。這件事情的困難之處在於主角不可能

在過去的時空中毫無來由、無厘頭的對人劈頭就表明來意甚至身分（例如：我來自未來），那

會讓故事變得滑稽而不好收拾。因而精彩的地方也在此，小光必須揣摩人們的心理、設身處地

的試著掌握他們的想法然後盡力解決一個又一個的難題。這一來一往的過程（像是闖關遊戲，

只是代價十分沉重）如果說是一種策略運用恐怕是高估了男孩的能力，但更不是謀略機巧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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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是算計。小光在這方面的種種作為、就是說他願意為他人奔波、嘗盡挫折也無所謂的原因追

根究底說明了其本性就是如此，先前的令眾人惱怒的外在表現基本上是針對家庭功能失衡後的

直覺反應。男孩無法理解且憤怒於爸爸為何會一再忘記生日的日期，畢竟那是對日日忙碌、難

得相聚的他唯一的微小的要求。所以小光在父親離世、遇見黑西裝叔叔後開始完成他人願望的

同時，也是在鼓起勇氣正視生命中的空缺。那其實是使人鼻酸的身影。人們總是希望可以擁有

重新來過的機會，為的是能稍減心中的缺憾。在這些系列作品中小光純粹、直接的態度往往都

能讓大人們願意停下腳步，重新審視自己的所作所為。這一切之所以會發生，都是因為男孩不

願再隱藏、否認與迴避對父親的愛。他樂意和大家分享自己有多愛爸爸，心中曾經的懊悔也已

然轉化為動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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