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慧炬兒童作文寫作班」總是

充滿喜悅的。

孩子對生命不質疑，文字中呈現

深層的精神信念，那往往便是良善的

心寶。有時靈光閃現，常令我們讚歎

佩服；有時吐露妙語，可以是久浸塵

勞的人們一記醒鐘棒喝。穿梭在這樣

的真心交流中，常常，我不覺得自己

是在「教寫作」，而是透過寫作，與

一群澄淨靈敏的生命「交心」，在孩

子們純真的文字裡獲得啟悟。

感恩慧炬雜誌惠賜這方天地，於

是有機會將每篇交心的文字中，那一

次次的生命感動與讀友們分享。透過

孩子的創作，可以照見我們的本心，

若能因此引動迴響，讓更多的慈悲與

智慧增長，則是我最衷心的盼望。

主題設定—寬容，是慈悲的前行

世上種種的爭執紛擾，莫不起因

於缺乏慈悲的觀照。回頭看著孩子在

成長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人際好惡，我

們不忍心，孩子即將涉入這樣的對立

之中。

慈 悲 是 大 愛 ， 在 慈 悲 的 修 練 之

前，「寬容」將是一項前行。當我們

寬大得容得下原先的不願原諒，我們

便開始踏上了慈悲的修練之道。基於

這樣的信念，便以「寬容」作為這次

的寫作主題。

課程現場—自他交換，感通兩端

首 先 請 孩 子 發 表 自 己 所 「 不 能

原諒」的人與事，並將內容記錄在學

習單上，同時回答學習單上的提問：

「不原諒他，自己的心情如何？」完

成後，我們討論：「有誰出生到現在

沒 犯 過 錯 ？ 」 然 後 再 依 次 縮 短 範 圍

「一年內沒犯錯的」、「一個月內沒

犯錯的」，結果大家發現，犯錯是如

寬容
—給犯錯的他 
     也給自己一份愛的希望

 林彥宏

圖：林靖淳、林靖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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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容易發生的事。隨後，請孩子閉目

靜心，回憶自己曾經犯過的錯，回到

當時那個情境，感覺當時心裡有個很

卑 微 的 聲 音 說 著 ： 「 希 望 你 能 原 諒

我！」

張開雙眼，將學習單與周旁同學

交換。現在，請同學秉持那份「希望

你原諒我」的心聲，化身為同學學習

單上那位不被原諒的人，針對所犯下

的過錯，在學習單上寫下造成此錯的

原因與當下內心的感受，然後真誠道

歉。學習單完成後再交還給同學。

孩子在取回自己的學習單後，紛

紛急著閱讀對方的回應，我們可以在

孩子閱讀時，那深鎖眉頭轉為面帶微

笑的表情中，看到書寫的療癒實景。

此時，每位孩子手上的學習單，皆記

錄著自己「不願原諒的錯」、「『不

願原諒』對自己身心的影響」與對方

「犯錯的說明與道歉」和「請求被原

諒的心情」。以這四項元素，孩子便

組織起這樣的段落：

高智勇

那天同學把我鉛筆盒裡的橡皮擦

偷走，在我發現之後還不願意承認，

因為這樣，我們好幾天不說話，因為

我一直無法原諒他。直到某天，我在

校園裡散步，路過過去我和他一起打

過羽毛球的球場，想起過去的我們其

實非常要好，我的心裡有個聲音告訴

我：「他可能因為橡皮擦不見了，而正

好看見我的鉛筆盒裡有一個跟他一模

一樣的像皮擦，所以才把它拿走了。」

這麼一想讓我恍然大悟，於是我決定

原諒他。沒想到這個念頭才一生起，

那些不快樂的心情便一掃而空，我真

正的感到解放。

在智勇的書寫中，我們看到他找

到了一個化解對立的方法，是「回想

對方的美好」。走過記錄著彼此快樂

身影的球場，他發現與好友之間的相

處一直都是愉悅的，如果因為一次的

小摩擦就全盤推翻，實在不公平也不

捨得。經過這樣的返照，他

展開了寬容的悲懷。

李霖

新聞曾經播報挪威殺人魔的駭

人事件，他無情地殺害與他不相關

的人，當下我感到非常憤怒，認為他

完全沒有人性，永遠不能原諒！這樣

的心情持續了好多天，我甚至還因此

作了噩夢。然而我始終無法相信一個

人可以無緣無故的殺人，於是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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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他生了病，失去了理智。」沒想

到，這個想法一出現，原本在心中的憤

怒竟然一溜煙的飛走，讓我重新找到

平靜。

李 霖 所 呈 現 的 是 面 對 不 平 之 事

所生起的一種情緒反應—憤怒。無

論什麼原因，憤怒都將對身心造成負

面影響，它所帶來的破壞甚至會波及

旁人。文字裡透露了他擺脫這個折磨

的重要力量—慈悲。由慈的觀點，

他無法相信一個人可以無緣無故地殺

人 ， 由 此 他 去 揣 想 此 人 犯 行 的 背 後

「或許他生了病」這正是悲的精神。

當慈悲一現，安定了憤怒所造成的身

心震盪，讓他重回平靜。

胡昱庭

我的好朋友CC有次缺交作業，當

老師發現後，她竟然推卸責任到我身

上，說我沒告訴她作業內容，連累我

也被師責罵。當時我失望又生氣，過

了好幾天也都耿耿於懷。後來我在家

裡犯了一個小錯，雖然不是故意的，

卻擔心會受到責備，幸好媽媽原諒了

我，我才放下了心。就在那時候，我

想起CC，心中閃過了一句話：「人非

聖賢，孰能無過；恕人之過，善莫大

焉。」於是我決定原諒她。頃刻間，心

中那耿耿於懷的烏雲便消散了。

昱 庭 示 現 的 是 另 一 種 面 對 「 不

可原諒」時所進行的修練—自他交

換 。 她 前 後 經 歷 了 「 被 犯 之 人 」 與

「 犯 錯 之 人 」 的 過 程 ， 發 現 犯 錯 的

人 都 會 有 的 共 同 希 求 ， 便 是 「 被 原

諒 」 。 於 是 她 以 這 樣 的 體 會 去 重 新

面對CC，那耿耿於懷的烏雲消散，

「寬容」為她重現晴空。

課後餘音

人 世 的 變 化 是 無 常 的 顯 現 ， 我

們無法為孩子預約一個無爭的未來。

然而萬法唯心造，如果我們在孩子心

中先播下慈悲的種子，養成寬容的氣

度，當風暴來襲時，這樣的守護將使

生命安然鎮定。而這樣的寫作課，是

我所認為「寫作」在語言文字的訓練

之外，能與孩子們更具意義的「心交

流」。

以 此 作 為 專 欄 初 篇 ， 與 讀 友 分

享。

本文作者為「紀念余家菊先生文教獎學基金會」
兒童作文寫作班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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