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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很榮幸採訪到現在中文系系主任陳

恆嵩老師。陳恆嵩主任在圖書文獻學、

《尚書》、經學史等領域的研究，在學

術界有相當高的聲望，大家常常稱他為

嵩哥，陳恆嵩主任在治學嚴謹，但私底

下對學生非常關照。

陳恆嵩主任回憶，東吳中文系在民國

六十三年成立碩士班，民國六十六年成

立博士班，當時全台灣有中文博士班的

學校只有五間大學，東吳便是其中之一，

而且博士班是教育部指定東吳要辦的。

陳恆嵩主任就讀大學一年級時，校長是

端木愷先生，中文研究所所長是徐可熛

先生，中文系主任是劉兆祐先生，當時

系所分開。徐可熛先生是政大西班牙語

文學系主任出身，是胡適的朋友，退休

後被端木愷校長延聘來東吳中文系擔任

系所主任，但因非中文系出身，對於中

文系學術圈的老師並不熟。

劉兆祐先生擔任系主任後，有感於系上

師資不足，透過指導教授屈萬里先生的

推薦，從臺大、政大邀請到臺靜農、屈

萬里、戴君仁、鄭騫、王夢鷗、昌彼得

等在中文學界相當知名的專家學者來到

東吳任教。整個東吳中文系有如今的規

模與聲譽，也都是在他手上建立起來的。

當時中文系大學部裡面沒有專任老師，

專業學科老師都需要去外校聘請，如教

授《文心雕龍》的王更生教授，《周易》

的黃慶萱教授，《四史選讀》的賴明德

教授，「戲劇選讀」的曾永義教授，《楚

辭》的傅錫壬教授，教授「　曲選」的

洪惟助教授，神話的金榮華教授，新詩

的瘂弦先生等，當時請到的師資，後來

都成為學術界公認該領域的權威專家。

即使如此，劉兆祐先生仍認為東吳中文

系需要積極地培養屬於自己學系的老

師，才不用每年到外校懇託學界友人幫

忙。

陳恆嵩主任在東吳中文系讀完學士班

後，又在東吳中文唸完碩士、博士，受

到許多師長的栽培與照顧，對母校中文

系懷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因此在民國

八十八年應聘回到東吳中文任教，貢獻

採訪撰文　江舒澐 攝影 　陳奕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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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給母校的學弟妹們。在當系主任後，

陳恆嵩主任回顧當時昔日劉兆祐先生擔

任系主任時的種種作為，深刻了解到當

系主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門科目都

去找最適合的老師來教授學生。當有學

生反應課堂教學有問題時，系主任需要

去了解問題癥結所在並進行排解。而培

養自己學系的優秀學生成為東吳中文系

自己的師資也很重要，系上要有自己的

專任教師，如有不足，再去外面請適合

的師資。

陳恆嵩主任提到在民國六十八年進入東

吳中文系讀大一時，那時候有中文系系

刊，也有舉辦系慶，當時系慶大概在

十一月或十二月的時候舉辦，當時全校

很多系都有系慶，熱鬧非凡，但後來什

麼時候停辦系慶就不太清楚，只知道他

民國八十八年回東吳任教後就已沒有

了。

陳恆嵩主任回憶中文系以前的學長姐跟

學弟妹之間關係，從大四到大一都非常

緊密，情感和諧，甚至外系的也都會互

稱學長姐或學弟妹，因為以前活動很多，

會互相連結彼此的情感，當時是民歌流

行的時代，辦活動時常常可以看到有人

在彈吉他唱歌。

劉兆祐先生在擔任系主任期間，與同學

關係非常密切，但也很關心學生讀書的

狀況，當時系主任非常威嚴，陳恆嵩主

任講到之前在讀大二時一件有趣的事，

有一位同宿舍的碩二學長，很喜歡打藍

球，常常在下午四點多就去愛徒樓對面

的音樂系館旁邊的藍球場打籃球，有一

次恰巧被劉兆祐先生看到，就對那位碩

二的學長說：「你應該是讀中國文學研

究所的吧！而不是讀體育系的吧！」後

來那位學長就都等系主任下班才去打籃

球。

林慶彰先生是陳恆嵩主任大學時「中國

思想史」的任課老師，在林慶彰先生讀

研究所時，劉兆祐先生是系主任，當時

林慶彰先生等男同學都覺得系主任為人

很有威嚴很可怕，不敢接近，但在畢業

多年後跟劉兆祐先生最親密的反而是這

群男同學。

陳恆嵩主任回憶從唸碩博班開始，林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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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先生和彰化師大國文系黃文吉老師，

在每年中秋節及農曆過年前都會去劉先

生家祝賀老師佳節愉快，三十幾年沒有

間斷過，當時陳恆嵩主任都有跟著他們

一起去，師生深摯的情誼讓人感佩。

陳恆嵩主任對東吳中文的期望是維持系

上內部和諧與公平，期望恢復以前師長

輩時期的學術聲望，這聲望是當年幾任

師長帶領全系老師及學長學姐們所奠定

下來的。

主任表示不能讓東吳中文的聲望跌落下

去，會盡最大的能力找適合的老師來開

課，但因學校有開課學分數的限制，沒

辦法將所有中文系重要的課都開成，只

能有所抉擇。

雖然師資不比當年，但目前東吳中文系

的師資陣容也已經相當完善，年輕老師

們的教學極用心，且研究能力非常強，

是未來的希望。「文心雕龍」跟「楚辭」

是中文系相當重要的課程，目前因缺乏

師資停開，主任也努力將這些重要的課

程重開，以讓學生可以獲得更完整中國

文學的訓練。

東吳中文系的特點是以古典文學為主，

輔以現代文學。徐公起先生一開始定調

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是研究純

文學。後來從劉兆祐先生時期就定調「以

古典文學為主，輔以現代文學」。台灣

中文學界公認東吳中文在古典文學的領

域上根基非常深厚，有非常多的學術界

人才，但在現代文學上也是非常注重，

不會忽略，系上也培養出非常多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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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祐先生是有名的詩人，創作過許多

新詩、散文，「雙溪文學獎」便是劉兆

祐先生擔任系主任時所設立，是台灣兩

個最早創立現代文學獎的學校之一，一

個是成大的「鳳凰文學獎」，另一個便

是東吳中文的「雙溪文學獎」。

劉兆祐先生清楚地定調東吳中文系的主

軸是古今兼容，既重視古典文學，也兼

顧現代文學，因此請當時聯合報副刊主

編著名詩人瘂弦來系上教新詩，還有請

沈謙來教授新文藝批評。

劉兆祐先生認為現代文學的基礎在於古

典文學，古典文學的底子涵養深厚，基

礎穩妥後，才能從事現代文學的創作，

因為在現代文學創作上有許多素材、靈

感都是來自古典文學，如果古典文學的

根基不深厚，創作出來的作品會無法借

鑑古代傳統優美文學作品，「取法乎上，

僅得乎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就

如同鄭愁予〈錯誤〉這首詩即是模仿古

代詩詞的寫作手法，汲取其古典詩文的

養分轉化成著名的現代詩。

陳恆嵩主任提到中文很重要，它是用來

調劑身心靈的重要元素，但它永遠不會

是熱門科系，畢竟在固有觀念裡中文系

不是謀生必要的技能科系。但主任也強

調：中文系的學生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

兼具的時候，出去找工作，從事的行業

其實並沒有被限制住，前提是要懂得轉

化運用。所以系上也注重現代實務運用

課程，如新聞編採與實務實習等，讓學

生將來畢業出社會後得以學致用。

陳恆嵩主任強調：東吳中文系還有一個

強項，就是注重「文獻學」，在「版本

學」與「目錄學」上非常強，學生在「治

學方法」這門課培養出非常強大蒐集資

料的能力，畢業後這項能力非常適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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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各領域學研究工作上，甚至可以運

用在職場教書或編輯等事務上，這項特

有的隱藏能力也是當時劉兆祐先生教導

出來的，「文獻學」這項傳承對東吳中

文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東吳位在風景優美的外雙溪畔，緊臨故

宮博物院，佔盡地利之便，周圍又鄰近

臺大、政大、師大，輔大、淡江跟文化

等學校，東吳在雙北的生活圈內。陳恆

嵩主任鼓勵學生平日可以安心的在學校

裡面學習，若有不足之處就可以去鄰近

的大學中文系旁聽相關課程，以補充自

己的不足的地方，應開擴胸懷坦然去吸

收知識，切記不可以故步自封，邯鄲學

步。

東吳中文系在設立將近七十年的歷史，

培養甚多的人才，遍及各行各業。活躍

於文壇的知名作家甚多，例如張曼娟和

路寒袖，前者是著名作家，後者曾在前

總統陳水扁競選台北市長及總統時，幫

忙寫過競選歌曲，是知名的新詩詩人與

詞曲作家，曾當過高雄市、台中市的文

化局局長。另外，阿盛、廖玉蕙等著名

作家也是東吳中文的系友。

服務於學術界的學者也有很多是東吳中

文系的系友，例如現在政大中文系張堂

錡主任、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楊菁主任、

中興大學中文系黃東陽主任等也是東吳

中文系的系友。

最後，感謝陳恆嵩主任在百忙之中特別

撥冗接受我們的採訪，跟我們分享東吳

中文系這麼多的歷史沿革與他對系的願

景，期待東吳中文系在陳恆嵩主任的帶

領下走向更輝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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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跡可尋

教室之死亡

雙調【大德歌】賞春

雙調【大德歌】任朝暮

雙調【沈醉東風】遙念

雙調【水仙子】詠太史公 

商調【梧葉兒】月夜賞燈

雙調【水仙子】海天

新 散
詩 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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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晦的浪潮吻過

沙灘

深淺不一的、足印

幼稚的、我愛你

寫上、再沖刷

埋著愛過的痕跡

從此

消弭在每個黑夜

我眼裡的潮汐

無
跡
可
尋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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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室
之
死
亡    

中
一
Ａ 

徐
楷
翔

1.

祇偶然望向窗外鳥兒自由地飛，我便怔住

八點鐘，我以書本背叛早晨

任一條黑墨大蛇在紙上咆哮舞動

我又怔住。目光掃過長文——

立起鐵柵囚禁青春

面容開始膨脹，我妄想逃離

從眼瞼開始

在頰上展開一座大壩

洩洪。

2.

我們擁簇著呼喊，言語具現成矗然而直的大樹

鐘響——

凡是叩門的總令人悒鬱

樹被鋸斷。慢步回位

和眾人共飲來自青春的紊亂

對理想的飢渴在倒地的枝幹旁開花

粉筆與黑板敲擊像木魚

高舉書本的和尚仍在台上呢喃，咕噥久了

——便成為安眠曲。閉眼

花也就凋謝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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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也會喜悅，喜悅總是一個人的名字

那名字背向十點鐘的太陽

我蟄伏

在那人型的黑影之中。凝視——

一雙靈動的眼

那對黑眼珠子會是這場死亡的救贖，或是

另一場馥郁繾綣的死亡嗎？

他們說，此場所的旨意僅是學習

雙唇間擠出利刃

我淺嚐血液，與這半晌即逝的喜悅

4.

十二點，日光以爆裂之姿擁抱世界

望向鏡中，髮尾呈束狀

被黏膩的流質包裹

髮絲聚攏的尖端刺進心臟

我幻想能就這麼終止於一個人的時候

我持續呼吸，讓阿摩尼亞住進肺裡

或許會昏迷。我想

倒下時

只渴求死死注視著我的青春的人能因嫌惡而移開視線

抑或自覺其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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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雷雨匯流成河

他們奢求我與東坡在這大水中乘舟共遊

可我無暇顧及江水與月相

未乘於一葉扁舟，也從沒上岸

只這樣在水下嗚咽

暗流湧動於我脹大的體內

冒泡。　　。　　泡　。　。

　　　。　泡。　。　　。

。。　。　　。泡　。　泡

　　泡　　。　。　　泡　。

6.

某些事物總是猥褻的可愛，顏色即是如此

（尤其是那似血的鮮紅）

只要隨意塗抹於某處並化作數字之型

它便開始揮霍

決定某人某事的本質與好壞

猥褻的鮮紅

矗立，在白淨紙張上方睥睨

我望向它時，它也瞪大雙眼

那張狂的黑眼珠子就要吞噬整個世界

包括理想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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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近四點，死亡的氣息隱伏於此

祇昂首望向窗外甬道，我便怔住

我仍被囚禁

任死亡吞噬身子，任大水沖洗眼瞼；

——我便怔住

五點鐘，連黃昏都要藏身

就要離開這，死亡卻從沒結束

血液迸發成鳳凰木

開花時死亡就要結束了，要結束了。

死亡後便重生

8.

青春是首日復一日八節長詩

匆匆地走，踱出艱澀與隱晦。這類灰暗

如倒地枝幹旁的花朵之夭亡

把青春說成一場死亡，再生後

只能更像大人

不願死得俗濫，只想

就這麼華麗的甦醒

捻一些悲樂交雜出教室之死

重生

以淚痕作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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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調
︻
沈
醉
東
風
︼
遙
念                             

中
三
B  

詹
羽
晴

金
風
起
蟬
聲
漸
遠
，秋
意
濃
多
少
繁
華
。
蕭
蕭
襲
落
花
，颯
颯
紛
如
畫w

。
望
湖
鏡
倒
映
初
葭
，

忽
念
伊
人
遠
處
家
。
又
夢
醒
真
來
亦
假
。

雙
調
︻
大
德
歌
︼
任
朝
暮                             

中
三
B  

劉
寶
雄

風
急
白
鳥
迴
，騷
情
嘯
猿
悲
，勸
君
急
飲
酒
莫
等
杯
空
處
處
悔
。
散
盡
千
金
睡
，等
秋
月
兒
明
大
雁
兒

飛
。
清
風
拂
去
愁
人
淚
，遙
看
旭
日
染
寒
薇
。

雙
調
︻
大
德
歌
︼
賞
春                                 

中
三
B  
潘
仁
翊

梨
花
香
，暖
風
芳
，春
燕
迎
人
冬
雪
藏
，萬
里
憑
欄
望
。
浮
雲
舒
眺
大
江
，琴
音
裊
裊
高
聲
唱
，

雀
鳥
落
身
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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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
調
︻
水
仙
子
︼
海
天                                

中
三
C 

李
旻
燕

暮
秋
暇
日
望
瀟
湘
，翠
嶺
蒼
天
松
栢
鄉
。
晨
曦
散
落
波
流
亮
，晴
空
山
色
朗
。
客
船
航
清
景
茫
茫
。

波
潮
漲
，見
晚
陽
。
海
水
泱
泱
。

商
調
︻
梧
葉
兒
︼
月
夜
賞
燈                         

中
三
C  

葉
蘊
佳

雙
輪
滿
，燈
火
通
明
，獨
立
小
山
青
。
人
來
去
，薄
暮
漸
冥
，晚
風
方
清
。
寂
寞
空
林
寒
蛩
夜
鳴
。

雙
調
︻
水
仙
子
︼
詠
太
史
公                         

中
三
Ｃ  
黃
耀
宸

刀
刻
筆
書
青
簡
古
今
章
，身
歷
目
覽
名
山
南
北
江
，幾
百
朝
幾
千
載
往
事
得
傳
唱
。
拳
拳
直
言
可
卻
反

辱
枉
。
怨
困
蠶
房
孤
憤
恥
宮
傷
。
春
秋
法
天
人
際
，筆
墨
活
文
史
彰
。
萬
世
流
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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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陳德鍇    不太青春的毛邊先生

徐楷翔    我是什麼很賤的人嗎

吳子頵    一抹紅



腦中梳理的語句，一下被擱在曬衣架上；或摔在隧道一晃一晃的光影裡；或

是翻折過百葉窗後，隨著陽光將我的腳踝染黃。泰半時間裡，將它們都記下，

組成一身破陷軀體。曾說過自己是落者，生血生瘀，而有時，日子不是太特

別，我就在顛躓處躺一會兒，聞血滲出的腥，讓傷口發熱發痛。焦慮可以蜷

縮失眠，也能表現得泰然自若，像是落葉，不管怎樣地飛動，本質上還是落

葉。

中四Ｂ 陳德鍇 

不    

太

青
春
的

毛
邊

先
生

散

創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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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內的溼濡小溪不斷地流，

時而滿溢，時而打轉，這一

年特別會流淚。看過一部英

國短動畫片後，開始莫名地

長出淚，這是一部描述一對

戀人相愛，最終兩人皆被時

間這同時為搖籃和喪鐘之物

帶走的故事，文字停在這，

人生悄然翻篇，對於世界而

言只不過一介生命的消去，

我卻攪起一股漩渦，無以名

狀的。簡媜說：「把身體撐

成金字塔，憂傷，

就不是頂點。」

更多的是內心積累的委屈，像秋日丘上的落葉，當下好累好累，誰能夠在滿

山荒涼的地方等我？沒有雨淋肩臂的傲氣橫生，頓時只是一只麻雀，想倚身

暫歇而已。我在自傳書內寫道：「特殊性別氣質的人成長過程並不像我們自

己，我們在成長過程中扮演自己的一個版本，犧牲了真實性以盡量減少羞辱

和偏見，我們成年生活的艱鉅任務是辨別我們自己的哪些部分是真正的自

己，哪些部分是我們為了保護自己而創造的。」

你想要怎樣的生活？若明日遲遲未到，今日又倏忽地過去了，那我們將在哪

裡？

作

文

21



散

創

二十二歲，眨眼便來，來得悄聲無息，又來得明目張膽。活著其實很單純，仍

然思念著一件事，一個人。

為讓我活著的存有在寫，擲地而有聲。

我是什麼

的人嗎 ?
很賤

中一 A  徐楷翔

有些積了灰的記憶，再回頭望去仍

舊很清晰，但早已經碰不到。

和 W 是在高中時交往，分手時也

是在高中。

昨天又夢到 W 了。是在夢裡夢到

的。

W 辦了一個活動，在台北。日期和

地點我不太記得。活動正式開始前

一天，我參加了類似行前會的小聚

會。W 是活動工作人員，所以也在

那。我們在會場遇到幾次，但沒有

太多互動。活動結束後，不知為何

心底有道聲音，要我必須在這等他

出來──那衝動像高中交往時，儘

管無法聯絡，我們兩人也會有默契

地在校門外等待對方。

後來，我決定在會場外等他。他或

許也有感受到那股衝動，於是我們

便在門外碰到。寒暄一下，決定一

起去附近的海岸晃一晃。那個海岸

是 W 幾年前曾說過他最想來攝影

的地方。

那一路上聊了什麼大致都忘了。但

這段對話我一直記得。

「其實我感覺滿對不起你的。」我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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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說。

「為什麼？」

「我覺得那時候對你很壞、很逼迫

你。」我又接著說：「但我真的很

喜歡你。」

「分手那麼久了，你怎麼能記那麼

久？」我沒回應，緩了幾秒後他又

說：「你真的還喜歡我嗎？」

「嗯。」

然後我們越湊越近，很近很近。

社交距離驟減，「100、95、73、

63......20、17、10」，數字不斷下

降，逐漸小於三。

後來，我從夢中甦醒。我從在夢中

做的夢甦醒。

我起身，按著日常規律，洗臉、刷

牙、吹頭髮，然後換上 W 曾說過

他最喜歡看我穿的白襯衫。我記得

今天和 W 約了要出去。

路上我嘗試重複夢裡的場景。我把

自己的身子輕輕湊過去。他卻用手

抵住我的肩膀，把我推開。「這和

夢中的不一樣。」我在心中暗語。

那刻，胸前的鈕扣明明還撐著兩側

的布料，但在更深的地方，似乎有

什麼早就繃開，裡頭正不斷淌出鮮

血。但我知道人必須體面，於是迅

速整理情緒，望向 W 那深邃到近

乎要把我吸進去的眼珠，模仿鈕扣

的倔將，死撐著上揚的嘴角。

那次分開後，我們就沒有再聯絡。

後來我真的醒了。我發覺有關 W

的一切都成為了夢。

起床的時候眼睛睜不太開，朦朧的

視線湮糊世界。我似乎有哭，只不

過不太清楚是在夢裡的夢，或是在

夢裡，或是在現實。

忘了這是夢到 W 的第幾次，但絕

不是頭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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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交往的記憶一直纏繞在我身

上，漸漸的我也就無法動彈。這些

年，我只在原地踟躕，從未再前進

──儘管我知道 W 早就又交了幾任

男友。

待我把思緒疏裡清晰，似乎又有去

聯絡 W 的衝動。

「最近還好嗎？」我顫抖著敲打鍵

盤。

按下傳送鍵前，我低聲問自己──

我是什麼很賤的人嗎？

男子開著車，有怪物在後頭以非世

界的速度追趕他，他開著車對觀眾

說道：「這遊戲很奇怪，如果你一

直踩著油門不放，那就會輸。」後

來他在閃躲一位自行車騎士之後就

被怪物追上，死了。

夢醒之後我全身冷汗，下體有溫熱

液體流出近乎沸騰，那是個我會

穿著制服睡覺的冬天，早起不用特

地以棉被隔絕寒冷穿衣，也阻卻了

懶惰致使遲到的可能性。我衝到廁

所將體育褲褪下，半夢半醒之際，

我坐在馬桶上試著想著那開車的男

子以及經期之間的關聯，但毫無干

一
抹
紅

03

中二 C  吳子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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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我的雙腿之間紅通一片，內褲

浸濕在血液當中。

生理期無預警地闖進我的人生，我

羞愧得難以啟齒。那年我十二歲，

被性別脫掉下褲，在浴室裡無聲大

哭著刷洗我的內褲和體育服，下身

光溜。生命不費自然吹灰之力就可

以被摧毀，自尊心也是。那時對我

而言女性的頭之下是肩和臂膀，胃

和小腹，一團混亂後直至雙腿。

那天我遲到了，用衛生紙胡亂鋪墊

在內褲上後急匆出門，趕上學校大

門卻只追到最後一聲鐘響，我罰站

在教室後面，老師判定我睡過頭，

我慶幸於月經二字不會烙印在我臉

上詔告全世界，但味道像幽魂跟

在我身後。我每節下課都上趕著廁

所，拒絕與朋友的日常交流，我怕

有人聞得出我的不對勁。下課去廁

所的鏡子查看褲子上是否又沾染，

又惱又羞，這是我人生最接近「性」

的時刻，但我只感到被背叛，來自

體內、世界、整個宇宙以性別為由，

欺壓我。

至今內褲上沾有紅印，還是會夢迴

那時刻，那個感到被遺棄的時刻，

壓抑得讓一個國小生在洗手台前無

聲大哭，我原以為經血的溫度是會

燒傷人的，後來才曉得那真正使人

受傷的是無知。

ww

有些限制是永遠的，自從國小後我

再也沒穿過白色褲子，某種錯誤的

女性自覺攀附於妳，明知錯誤卻依

然故我。我那天被怪物追趕上了，

信任斷裂式地破壞，難以重新生

長。就算妳現在明白所謂經期是為

孕育生命的美好象徵，但妳永遠無

法信任白色褲子，也永遠無法信任

任何一張衛生棉，人一但跨過了成

熟的界線，像疤也像消亡。

內褲上的紅漬讓我感到羞愧，至今

仍難以定義的那天，我所感受到

25



散

創

的是什麼？是我投胎成人後第一次

明白自己身為女性？是賀爾蒙的作

祟讓我感到不堪？又或是那瞬間理

解在我身上的是可以孕育生命的壓

力？有那麼偉大的象徵意義嗎？

不論意義，現在夢還是能把我吃

了，在那些不經意的清晨，直起身

子，意識到不對勁，不確定是否清

醒，一度非常真實，夢境把我吃了。

那怪物咬了男子後血液濺上我的內

褲，總是這樣開展，血跡的擴散舒

張了我整片生命藍圖。

有時候我會偷偷原諒，原諒這個世

界對於兩性所制定的運作模式，如

當我遇上一把好椅子，脊椎和蜿蜒

的椅背相接和，痠痛被完美承接。

一腳放在床上，另一腳則架在那腳

上，書本又完美被雙腳捧著，這舒

適的時刻讓我暫時忽略關於不公平

的性。

有時候我會加倍憎恨，憤恨來自於

散溢出的血腥味，生理期最難熬永

遠不是下腹部的悶脹，是那惱人氣

味，血腥味是性別在每月殺害我一

禮拜，當妳知道這血是卵子沒有精

子的結合，自妳身體所剝落的一部

分時，妳又會更感到不公，那不平

的感受是妳自以為是獨立個體，卻

又在某意義上妳不過是個容器。除

了能夠承載自己的靈魂外，又能容

納新生命的載體。

認為自己還是孩子是件危險的事，

妳將在後一秒將意識到生理會背棄

心靈，大人都是渾然不覺長成的，

自以為的不著痕跡都有了代名詞：

成長紋、皺紋、內褲上的血漬。妳

一不小心成為女人，而成長還真

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殘忍在某個夜

裡偷走了純真。醫療科技沒能提醒

妳，子宮內膜避人眼目躡手躡腳地

剝落，日月潮汐循規蹈矩，誰也躲

不了，看到內褲的紅後妳雖脆弱又

盛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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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納鄂蘭說：「對於人類而言，思

考過去的事意味著向更深層境界移

動，意味著扎根，讓自己穩定下來，

使他們不至於被任何可能發生的

事席捲而去，不管那是所謂時代精

神、大歷史，或是就只是單純的誘

惑。」如果說人類進行回憶的動作

是原始的保護機制，在那名為成長

的荒野孤島上單打獨鬥，我們要學

會如何從過去汲取經驗，好應對未

來，那我想攀附於身上的紋路以及

內褲上的一灘紅，本身也是一種搏

鬥和死亡，我們只能苟且慶幸，死

亡過後便是新造的。

而生命，它是大宇宙裡一抹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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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的話

接下《雙溪文穗》，就像續寫一則故事。

感謝老師、團隊以及投稿的同學們將這

故事的脈絡延續。希望大家多多關注

《雙溪文穗》！

總編輯 中二 B 葉于媗

《雙溪文穗》延續了中文系的傳統，重

新再啟程，很高興能參與這歷史性的一

刻，也感謝團隊中各位用心的付出，還

有教授們的幫助。希望《雙溪文穗》可

以記錄下東吳中文的痕跡！

副編輯 中二 B 徐延臻

這是《雙溪文穗》啟程，也是我的，能

夠一起經營是我的榮幸，萬事起頭難，

還好我們一起努力跨出最重要的一步。

故事有人提筆，而我們，說給大家聽。

編輯 中二 C 翁嘉妤

重新出刊是我們團隊的榮幸，期盼接續

往日榮光，為東吳中文再度劃下美好的

痕跡，讓在《雙溪文穗》新的時代繼續

流傳。

編輯 中碩二 魏佑亘

若無人留下那片痕跡

那便由我們來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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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文穗》，一個能夠給予系上師生

展現自己的地方，我們以文字相遇、互

相擁抱、留下了屬於自己的痕跡，沒有

期限。很榮幸能參與復刊。

美編 中三 B 林又臻

《雙溪文穗》的重啟，使一群拼拼湊湊

而來的人，撿拾散落各處的痕跡，封頁

入書。感謝系刊給予我們能有參與編輯

的機會。

美編 中三 A 謝蕣嶸

很高興參與《雙溪文穗》再啟程，採訪

過程就像是走進歷史，重新認識東吳中

文。希望系刊被大家看見，能夠傳承下

去。

採訪 中三 C 江舒澐

很高興參與了《雙溪文穗》重新出發的

重要瞬間，也希望有更多人一起關注

《雙溪文穗》！

攝影 中四 A 陳奕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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