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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和解的地圖──〈勸和論〉學習單 
設計者：高雄市立楠梓高中 顏嘉儀 

壹、課前探索 

一、不一樣又怎樣？──兩大陣營拉鋸戰(文章背景)  

 
 

清領時期的移民來到陌生的臺灣，不僅沒有和睦相處，反而大打

出手，其中又以閩粵械鬥最為嚴重。請觀賞下列來自台灣吧製作『不

打 不 相 識 ？ 客 家 風雲 之 閩 粵 械 鬥 』 - 客 客 客 棧  第 2 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JiokRWb-bo 有關閩粵械鬥的影

片，並完成表格： 

 

(一)閩粵械鬥的由來與內涵 

分類因素 
 表面 省籍 閩 粵 

 實際 語言 福佬話 客語 

移民省分 福建省 廣東省 

械鬥的原因 原鄉「菜刀、鋤頭滿天飛」的械鬥習慣 

對立催化劑 科舉考試 

科舉名額 ˇ x 

三、國學常識－論辨類的「黃金比例」 

〈勸和論〉──「論」，文體名，是以【 議論、辯駁 】為主的說理文章。當你試圖針

說服他人時，必須瞭解這個論題的事實，理解被說服者的心態以及他們認為什麼是重要的。

「辯論是科學，說服是藝術。」最重要的是，說服不是使人屈服。姚鼐《古文辭類纂》被稱為

文章正宗，其將「論辨類」依「用途」不同區分：論、原、辨、問及說等。而「論」又分為：

政論、史論及文論。以下整理如表，請將代號填入適當空格中： 

 

閩 粵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JiokRWb-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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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用途 篇目 主題 說明 

論 D 

賈誼《過秦論》 E 引史論政，欲抑先揚，「論辨類」之祖 

蘇軾〈賈誼論〉 F 
評論賈誼失敗乃「志大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 

→翻案文章 

曹丕〈典論論文〉 G 
呈現文學評論的多個面向，包括態度、方法、標

準、獨特見解、肯定文學的價值。 

鄭用錫〈勸和論〉 E 論臺灣社會族群和睦相處之重要。 

原 C 
黃宗義 

〈原君、原臣、原法〉 
推究國君、臣子、法律的根源。 

說 A 

韓愈〈馬說〉 說明千里馬常有，但伯樂不常有。 

韓愈〈師說〉 
藉李蟠請學為文慨師道淪喪，說明從師學習之重

要。 

喻 B 
方孝孺〈指喻〉 借手指染病喻國家，談防微杜漸、居安思危。 

錢大昕〈弈喻〉 借下棋為喻，論「觀人之失易，見己之失難」。 

 

貳、關於作者 

一、早期黑暗台灣的榮耀──鄭用錫的好，人人都稱道 

鄭用錫，名蕃，譜名文衍，字在中，號祉亭。一七八八年（乾

隆五十三年）生於竹塹北門外。幼時追隨王士俊就學，嘉慶十五年取為

彰化縣學廩生，嘉慶二十三年，二應鄉試，取中恩科舉人，道光三年，

赴京會試，取中進士三甲及第。這是開台以來，編為「至」字號的台籍

考生，首次登科的進士。人皆稱為「開台黃甲」。 

鄭用錫自京城禮部退居竹塹時，致力於教育事業，前後八年間，主

講明志書院，每有課日，親自為文作詩，做為諸生模範。考評學生，則

秉存公正，人皆信服。又常製作摺卷，教授學生書法制藝，汲引後學甚

眾。復鑑於淡水廳自開闢以來，欠缺史乘，召集弟友門生，博採資料，

據事直書，纂修《淡水廳志稿》四卷。同治九年，陳培桂命楊浚所修之《淡水廳志》，即多依

鄭氏稿本，方始克盡全功。  

D 

論斷事理 C 

推究根源 

B 

借事比喻 A 

說明事理 

E 

政論(政治) 

F 

史論(歷史事件

或人物) 
G 

文論(文學) 

鄭用錫 

用途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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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用錫長於經史百家之學，貫通之餘，尤精擅《易經》，曾綜合古今各家之說，撰就《欽

定周易折中衍義》。此外，《周禮》亦研究有素，著有《周禮解疑》。又好擊缽吟詠，領導「斯

盛社」七君子，雅集酬唱，開啟竹塹詩社吟誦之風，晚年寄情北郭園，著作尤多。其子鄭如

梁將作品輯為《北郭園全集》。後分為《北郭園詩文鈔》一卷，《北郭園詩鈔》五卷，《述榖堂

制藝》二卷，《述榖堂試帖》二卷。其詩文平淡而雋永，楊浚稱為：「發於性情，深得三百篇之

遺旨，其品格在晉為陶靖節，在唐為白樂天，在宋為邵堯夫，間有逼肖元遺山」，日本漢學家

並譽三百年來台灣儒者之代表，淡北文風之興，功不可沒。咸豐八年去世，同治十一年詔准

入祀鄉賢祠。（參考資料：《浯江鄭氏族譜》、《北郭園全集》） 
※閱讀以上資料，完成表格內容。 

姓名 鄭用錫 字號 字【  在中  】，號【  祉亭    】 

時代 □宋 □元 □明 □清 著作 《  【  北郭園全集 】  》（總稱） 

生平 

事蹟 

 
 
 
 
 

 

 

關鍵字 內容 

開臺進士 鄭用錫為清治時期首位高中進士的臺籍考生，因此人稱「開臺進

士」或「 開臺黃甲 」（黃甲：進士的別稱）」 

PS.科舉甲科進士及第的名冊以黃紙書寫，稱為「黃甲」。 

鄭善人 從人物誌中內容可知鄭用錫熱衷地方公益事務，時常捐資建設地

方，故有「鄭善人」之稱。請問他具體都協助了什麼事務？ 

公共建設：捐建(  文廟  )、監督(  竹塹石城  )的興建 

鄉里事務：致力於竹塹的(  教育 )、排解鄉里間的糾紛 

災害民生：戰爭時招募( 民勇 )以守衛國土、募捐( 米糧 )賑災 

北郭園 為鄭用錫次子建築的中式園林，鄭用錫命名為「北郭園」，是當時（ 文

人雅士 ）聚會、吟詠之所。 

擅長 

文體 
□周禮   □易經   □春秋   □史書   □詩   □詞   □曲  □古文  □小說 

他人 

評價 

‧楊浚評其詩：「發於性情，深得《三百篇》之遺旨。其品格在晉為陶靖節（指陶

淵明 ），在唐為白樂天（指白居易） ，在宋為邵堯夫（指邵雍），間有逼肖（指

非常相似）元遺山（指元好問 ）者。」 

‧王國璠評其詩：「獨五言律絕，頗有（ 田園之趣  ），應可傳也。」 

‧日治時期來臺的漢學家尾崎秀真，曾稱鄭用錫為臺灣三百年間最具代表性的

（ 儒者 ）。 

 

二、勸和不迷路──說服別人除了智慧，還有情感。 

淡水廳自開闢以來，分類械鬥頻繁，道光六年，焚燒搶劫、威脅滋生，用錫認為「禦暴

必藉範圍，安民全資捍衛」，聯同士紳，向同知李慎彝建議，築城為當務之急。適逢總督孫爾

準巡視台灣，批准用錫等士紳奏議，並由其擔任築城總監。在「不動公帑一絲」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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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九年，磚造石城完工。用錫因功加同知銜。道光十四年往北京就職，籤分兵部武選司，

補授禮部鑄印局員外郎，兼儀制司。十七年返回竹塹，再次主講明志書院，鄉黨之中，遇有

紛爭，事無小大，樂於為人排解。二十二年鴉片戰爭影響及於台灣，英艦侵犯大安港口，用

錫聞急，召募民勇，守衛國土，因功賞戴花翎，繼獲土地公港草烏洋匪，加四品銜。 

咸豐三年，北部分類械鬥起於板橋，蔓延至各地，用錫往來奔波，全力排解，五月撰〈勸

和論〉文辭剴切，開誠布公，亂事漸至平定。四年，奉旨與施瓊芳進士等協辦團練，並勸捐

運津米糧，恩給二品封典。是時分類械鬥在新社，六張犁、紅毛港、大湖口等再度擴展，用

錫親冒險阻、奔走其間。多方折衝，各地為首者，接讀〈勸和論〉，莫不感動，械鬥為之暫息。 

1.根據以上人物誌中，請問鄭用錫應歸於的類別是：（多選） 

□武功   □拓殖    □烈女 

□文治   □名宦    □科舉 

2.根據上述人物誌，請問鄭用錫為了減少械鬥，進行的措施有：（多選）  

□建築石城    □以兵抗暴  □撰寫勸和論 

□協辦民兵制度   □捐獻米糧  □實施教育制度 

3.根據上述人物誌，請以表格方式，分析鄭用錫撰寫〈勸和論〉的用意與影響： 

時間 械鬥地點 影響 

咸豐三年五月 板橋至各地 亂事漸至平定 

咸豐四年 新社、六張犁、紅毛港、大湖口 械鬥為之暫息 

 
參、課文深究 

一、段落分析： 

(一)第一段：闡明族群分類的起源與禍害 

原文第 1段 

甚矣，人心之變也，自分類始！其禍倡於匪徒，後遂燎原莫遏，玉石俱焚。雖正人君

子，亦受其牽制而或朋從之也。 

語譯：真是太過份了，人心的變化啊，從把人區分為不同的族類開始！這種災禍倡始於盜匪之類，

後來就像野火延燒一般沒有人能阻止，而造成玉石一同焚毀的悲劇。即使是正人君子，也難免受到

牽連而結黨跟從啊。 

1.「甚矣，人心之變也，自分類始」一句，點出造成人心發生變化，導致族群失和械鬥的起

因是：□正邪分別          □族群分類       □種族不同        □性格迥異 

2.族群間彼此「分類」的這種禍端，肇因於哪一類人？又擴展到哪一類人？將帶來怎樣的後

果是： 

禍 分類之禍 擴散 後果 

因 匪徒 正人君子 玉石俱焚 

解釋 林爽文事件等民變 族群的對立 同時受害，盡皆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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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段：正面論述勸和的理由及分類械鬥的不智 

原文第 2段 

夫人與禽各為一類、邪與正各為一類，此不可不分。乃同此血氣、同此官骸、同為國

家之良民、同為鄉閭之善人，無分士、無分民，即子夏所言四海皆兄弟是也，況當共處一

隅？揆諸出入相友之義，古聖賢所謂同鄉共井者也。在字義，友從兩手、朋從兩肉。是朋

友如一身左右手，即吾身之肉也。今試執塗人而語之曰：爾其自戕爾手、爾其自噬爾肉，

鮮不拂然而怒。何今分類至於此極耶？ 

語譯：大體而言，人類和禽獸各成為一類、邪與正也各成為一類，這是不可不分的觀念。而同樣具

有毛血體力，同樣具備五官四肢，又同是國家的善良人民、同樣是鄉里的善良人士，不分士人、不

分百姓，就如同子夏所說的：四海之內都是兄弟啊！何況共同生活在小小的一角呢？仔細度量之於：

出入互相照顧的深精義，是古來聖賢所期望同一鄉里者的至理名言。在字義上，友這個字從兩隻手、

而朋字則從兩塊肉。是指朋友就像一身的左右手，也就是我身上的肉啊。今天試著捉住路上的人而

告訴他說：請你自己砍下你的手，請你自己吞下你的肉。很少人聽了不會大為憤怒的。為何今日族

群的分類到達這種程度呢？ 

1.本段開頭作者先為分類與否做了辨析，作者認為需要分類的有：（多選） 

   □人與禽 □ 不同省分的人 □不同城市的人 □ 來臺灣的先後  □邪與正 

2.作者從三個方面來論述人們不應區分彼此，請完成理解與梳理。 

方面 方法 舉例 共通點 內容 論證 

地緣 

關係 
引用 言例 

同此血氣、同此官骸 

同國良民、同鄉善人 
子夏【 四海皆兄弟 】 印證不可分類 

先賢 

所言 
引用 古訓 共處一隅 

以古聖賢【  同鄉共

井  】之理 

說明應當友愛，

不可分類。 

文字 

形義 
析字 字義 兩手、兩肉 以【 友 】、【 朋 】兩字 

闡發臺灣族群相

殘對立的荒謬 

3.根據許慎《說文解字》的說明，「朋」與「友」二字應屬六書的類別是： 

（六書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 

 甲骨文 許慎《說文解字》的說明 應屬六書 

友  同志為友，從二又（手），相交友也。 【 會意  】 

朋  所系之貝、玉，於玉則謂之玨，於貝則謂之朋。 【 象形 】 

4.作者針對「朋友」二字，就字形上做造字原則的分析，認為「友從兩手，朋從兩肉」，因此

「朋友如一身左右手，即吾身之肉也」。根據「作者的說法」，「朋友」二字解說方式是使用

六書中【 會意 】字的說明法。 

5.承上兩題，「作者的說法」是否符合「原本」的六書原則？  □是   □否 

而說法有誤的字是：□友   □朋 

6.作者明知說法有誤，但為什麼還要以「友從兩手，朋從兩肉」的方式來說明呢？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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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段：反面論證臺灣分類械鬥的類型及其不良影響，並探究其因。 

原文第 3段 

顧分類之害，甚於臺灣。臺屬尤甚於淡之新艋。臺為五方雜處，自林逆倡亂以來，有分

為閩、粵焉，有分為漳、泉焉。閩、粵以其異省也，漳、泉以其異府也。然同自內府播遷而

來，則同為臺人而已。今以異省、異府苦分畛域，王法在所必誅。矧更同為一府，而亦有

秦、越之異，是變本加厲，非奇而又奇者哉？夫人未有不親其所親而能親其所疏。同居一

府，猶同室之兄弟，至親也。乃以同室而操戈，更安能由親及疏，而親隔府之漳人、親隔省

之粵人乎？淡屬素敦古處，新、艋尤為菁華所聚之區，遊斯土者，嘖嘖稱羨。自分類興，元

氣剝削殆盡，未有如去年之甚也！干戈之禍愈烈，村市半成邱墟。問為漳、泉而至此乎？無

有也。問為閩、粵而至此乎？無有也。蓋孽由自作，釁起鬩牆，大抵在非漳泉、非閩粵間耳。 

語譯：而區分族類的禍害，以臺灣特別嚴重，而臺灣之內又以淡水廳的新莊、艋舺尤其嚴重。臺

灣是五地雜處的多元族群，自從林爽文倡導動亂以來，有人把族群分為閩、粵二類，又有人把族

群分為漳、泉二類。閩、粵的分別來自不同省籍，而漳、泉的分法則因為出自不同府：一為漳州

府，一為泉州府。然是他們同樣是從中原內地播越遷徏而來，就同樣成為臺灣人而已啊。今日只

因為不同省籍、不同府別而苦苦劃分彼此的地域，這是朝廷的法令必定要制裁的。況且同為一府

之人，卻也有南北親疏的差異，更是變本加厲，這豈不是奇中更為奇特之事嗎？人從來沒有不能

親近親友而能親近陌生人的道理。同住在一府，就像同處一室的兄弟，是最最親近的人了。若竟

然以同處一室而操戈相對，又哪裡能由親人推及疏遠的人，而去親近隔著一府的漳州人、親近隔

著一省的廣東人呢？淡水屬於素來敦厚的古樸之地，新莊、艋舺尤其是中原菁華匯萃的地區，遊

歷這方土地的人，都咂嘴表示讚嘆和驚奇，羨慕他們的豐足。但自從分類的觀念興起，此地人們

的元氣卻被剝削到將盡的程度，沒有比去年更慘烈的狀況了！戰鬥的災禍愈激烈，村落城市多成

為廢墟。若問人們是為爭取漳州、泉州的本籍利益而走到這個地步的嗎？從沒有人如此認為。再

問他們是為了閩、粵的隔閡而到此地步嗎？更是沒有的事啊。大概是因為罪孽都是自己造的，而

裂痕肇因於國家或族群內部的爭鬥，大致而言，並非在於漳泉或閩粵間的閒隙啊！ 

1.作者認為分類械鬥的源頭：由【 自林逆倡亂以來 】一句可知，呼應第一段所言【 其

禍倡於匪徒 】。 

2. 地緣械鬥今昔對比：（以原文檢索書寫） 

械鬥最嚴重的地區 昔(盛) 

前 械鬥 後 

今(衰) 

淡水廳 
素敦古處 

（敦厚古樸之地） 
元氣殆盡、 

干戈之禍、 

市成邱墟、 新莊、艋舺地區 
精華所聚 

（淡水廳精華地區） 

3. 作者認為分類械鬥的類型可分為哪三類： 

異省 閩  粵 

異府 漳 泉 

同府（異縣） 新莊（下郊） 艋舺（頂郊） 

4.如此頻繁的分類械鬥，所造成的後果會有：（多選） 

□地方領導者強者益強     □地區發展的活力消失殆盡   □武力爭鬥愈演愈烈     

□因而開發了許多新的區域    □活絡的村莊市鎮成了廢墟   □促進移民開發新區域 

□族群對立更加嚴重         □經濟上開始有良性的競爭   □族群的分化更加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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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是說服中時常出現的策略，本段作者藉由反面論述族群對立產生

的壞處，表達對於同為泉州府的新、艋械鬥的看法，請找出課文相關內容，完成以下表格。 

項目 內容 看法剖析 反面 感嘆 

動之以情 

同自內府播遷而來，則同為臺

人而已。……同居一府，猶同室

之兄弟，至親也。 

同居一府 = 

【同室兄弟（至親）】 

同室

操戈 
奇 

說之以理 

今以異省異府，若分畛域，王法

在所必誅。矧更同為一府，而亦

有秦越之異，是變本加厲。 

可見作者認為，相較於異

省異府的械鬥，同府相殘

更不合理 

兄弟

鬩牆 
又奇 

6.作者認為引起械鬥及族群對立最關鍵的原因是？請以文章證據說明。 

文章證據 蓋孽由自作，釁起鬩牆，大抵在非漳、泉，非閩、粵間耳 

族群對立的原因 個人私利及私怨所產生的內部的爭端 

 

7.延伸學習：請將下列選項中的成語歸類並完成下表： 

A同室操戈  B釁起鬩牆  C變生肘腋  D禍起蕭牆  E尺布斗粟  F煮豆燃萁  G同仇敵愾 

 

 

 
內部爭鬥 兄弟相殘 

C、D A、B、E、F 

 

(四)第四段：勸人洗心革面，改正分類惡習，勾勒美好願景。 

原文第 4段 

自來物窮必變，慘極知悔。天地有好生之德，人心無不轉之時。予生長是邦，自念士

為四民之首，不能與在事諸公竭誠化導，力挽而更張之，滋愧實甚。願今以後，父誡其

子、兄告其弟，各革面、各洗心，勿懷夙忿、勿蹈前愆。既親其所親、亦親其所疏，一體

同仁，斯內患不生、外禍不至。漳、泉、閩、粵之氣習，默消於無形。譬如人身血脈節節

相通，自無他病；數年以後仍成樂土，豈不休哉！ 

語譯：自古以來事物發展到極點必生變化，悲慘之極的人必知後悔反省。天地一向有愛好生育人民

的仁德，人心更無永不轉變的時刻。我生在這裡，長在這裡，自己想讀書人生為四民的首位，不能

與當政主事的人們竭盡誠意感化勸導人民，努力挽救他們的偏差並改變他們，實覺慚愧之至。但願

從今以後，父親告誡他的兒子、兄長告誡他的弟弟，各自改頭換面、各自洗滌心靈，不要再懷著往

昔的怨忿、更不要踏上前人的過失。既已親愛自己的親友，也該親近自己疏遠的人們，感受到民如

同胞的一體之仁心，則內患不再發生、外禍也不會降臨。漳、泉、閩、粵的鬥爭風氣，默默消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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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就像人身上的血脈節節相通，自然沒有其他毛病。即使數年以後，仍然成為人間樂土，豈不

是件美好的事呢！ 

1.關於本段作者「物窮必變」的思考歷程，結合易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概念整理

如下表，請閱讀後完成。 

現況 寄託 

變 窮 變 通 久 

人心之變 玉石俱焚 竭誠化導 物窮必變 洗心革面 內患不生 

共待樂土 

分類觀念 
正人君子

跟從 
力挽更張 慘極知悔 一體同仁 外禍不至 

 
人心可轉善，械鬥造成的損害已達極

致，分類械鬥自有消弭之時。 
 

 

2.由「予生長是邦，自念士為四民之首，不能與在事諸公竭誠化導，力挽而更張之，滋愧實

甚」可知作者為何自省愧疚的理由？同時亦交代寫作動機的原因為何？請簡述在下表中。 

自省愧疚 寫作動機 

慚愧自己未善盡讀書人的責任 

沒有與官員一同化解疏導族群對立的情況，

努力改變現狀。 

作者認為自己生活於臺灣這塊土地上，身為

「士」（知識分子）的身分有其社會責任。 

隱含為政者應盡力化導族群衝突之意。 

 

3.作者期盼重造臺灣美好樂土，為此提出針對族群對立及械鬥提出的改進方案有：（多選） 

□放下舊恨，不重蹈覆轍      □放任管理，順應時機，分久必合 

□知錯能改，力行傳承       □遠近親疏，皆以相同仁心對待 

□指出分類為國法所不容將被懲處  □凝聚同為臺灣人的共識 

 

肆、課文深究 

一、關於我和你變成家人的那件事──勸和論的方程式 

※全文以「【  勸和  】」為核心，緊扣【 族群和與分 】的關係。 

論點 

+ 
論據 

主論：人心之變也，自【分類始 】 

正面肯定 

分類的必要 

□不同地域的人 □人與禽獸 

□來臺灣的先後  □邪與正 
族群融合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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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據 

族群對立的不良影響 反面剖析 

1.古訓：子夏【四海皆兄弟 】、

古聖賢【 同鄉共井 】否定

劃分族群 
3.字義：以【 友 】、【 朋 】

兩字闡發族群分類的荒謬。 

族群分類 閩，粵對立 

府籍分類 漳、泉對立。 

內患不生，外禍不至 改進方案 

□放下舊恨，不重蹈覆轍   

□放任管理，分久必合 

□知錯能改，力行傳承    

□遠近親疏，皆相同仁心對待 

 

 

 

論證 

正面肯定、反面剖析→突出論點、彰顯主題 
對比立說、改進方案 

 

 

1.根據上表我們可以發現，在議論文的公式中，結論的產生是透過(論點+論據)的過程(論證)

推演出來的。下列〈勸和論〉中的句子，請結合上述公式說明進行連連看： 

矧更同為一府，而亦有秦越之異！是

變本加厲，非奇而又奇者哉？ 

  

問為漳、泉而至此乎？無有也；問為

閩、粵而至此乎？無有也。 

乃以同室而操戈，更安能由親及疏，

而親隔府之漳人、親隔省之粵人乎？ 

自分類興，而元氣剝削殆盡，未有如

去年之甚也，干戈之禍愈烈，村市半

成邱墟。 

人心之變也，自分類始。 

2.在〈勸和論〉中，作者多次使用了正反對比的寫作手法，凸顯作者自身的觀點及族群對立

之荒謬。下列選項說明正確的是：（單選） 

□「夫人與禽各為一類，邪與正各為一類，此不可不分」正面論述族群融合的重要，並凸顯

族群對立之荒謬 

□「乃同此血氣，同此官骸，同為國家之良民，同為鄉閭之善人，無分土，無分民」提出了分

類的基本原則，正面肯定分類的必要性（解析：並未提出分類的必要性） 
□「即子夏所言『四海皆兄弟』是也，況當共處一隅」，反面論述族群對立的類型及對立所產

生的不良影響 
□「爾其自戕爾手，爾其自噬爾肉」，反面否定族群的區分，並凸顯自己的觀點 
□「予生長是邦，自念士為四民之首，不能與在事諸公竭誠化導，力挽而更張之，滋愧實甚」，

透過一正一反的論述與對比，分析族群對立之弊 

論題 

本文以【 和】

為核心 

論點 

論證 

結論 

期許台人能

【和睦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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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衝突會碰撞出火花還是花火？ 

所謂：「做事難，做人更難，管理人最難。」可見人人都需要有「組織行為」的管理知識。

美國管理學學者羅賓斯(Stephen Robbins)曾提出四階段衝突理論，發展過程如下： 

 

 

 

 

 

 

※請運用上述理論分析〈勸和論〉一文中「移民群體」的衝突發展過程。 

產生原因 認知／感覺到衝突 衝突處理意向 功能性的結果 

□語言溝通 

□個人因素 
與個人情緒產生連結 

□競爭 □協調 

□遷就 □迴避 □折衷 

□提高群體績效 

□降低群體績效 

移民間競爭 

（各類資源） 

產生（分類）之心，

互相仇恨。 

從原鄉到姓氏、村莊，甚

至同莊間都不停爭鬥。 
因械鬥損失財產、生命 

三、顯微鏡下的真相─－一層一層撥開問題的核心 

議論，是猶太人的智慧泉源，他們的議論從不淪於情緒化的「爭論」，而是秉持「為什麼」的中心

思考，從而看清真相。他們強調運用「WHY 思考法」進行原因分析，認為只要針對問題不斷往下問 why，

就可以找到根本原因，在處理問題的同時，讓你理性思考、勇敢議論所有事。 

1.請利用「why思維」簡要分析並完成的勸和論「原因分析表」，請試著問「為什麼？」找出

同府械鬥的可能原因是：  

主張 
WHY? 

→ 

現況 
WHY? 

→ 

行為 
WHY? 

→ 

心態 
WHY? 

→ 

生活 

勸和 
社會 

混亂 
爭鬥 分類 資源、利益 

 

2.作者在第一段緒論提到「分類」是造成械鬥問題的根本，你是否認同？（文長約 100字）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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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延伸閱讀 

一、請閱讀藍鼎元〈諭閩粵民人〉一文，並回答下列問題： 

諭閩粵民人 

鄭章毆死賴君奏、賴以槐，按問抵償。聞汝等漳泉百姓，以鄭章兄弟眷屬，被殺被辱，

復仇為義，鄉情繾綣，共憐其死。本鎮豈非漳人？豈無桑梓之念？道府為民父母，豈忍

鄭章無辜受屈？但賴君奏、賴以槐果有殺害鄭章兄弟家屬，應告官究償，無擅自撲滅之理。

乃文武衙門未見鄭章片紙告愬，而賴家兩命忽遭兇手，雖欲以復仇之義相寬，不可得已。

況賴君奏等建立大清旗號以拒朱一貴諸賊，乃朝廷義民，非聚眾為盜者比，鄭章擅殺義民，

律以國法，罪在不赦。 

汝等漳泉百姓但知漳泉是親，客莊居民又但知客民是親；自本鎮道府視之，則均是臺灣

百姓，均是治下子民，有善必賞，有惡必誅，未嘗有輕重厚薄之異。即在汝等客民，與漳泉

各處之人，同自內地出來，同屬天涯海外、離鄉背井之客，為貧所驅，彼此同痛。幸得同居

一郡，正宜相愛相親，何苦無故妄生嫌隙，以致相仇相怨，互相戕賊？本鎮每念及此，輒為

汝等寒心。 

今與汝民約！從前之事，盡付逝流，一概勿論。以後不許再分黨羽，再尋仇釁，各釋前

怨，共敦新好，為盛世之良民。或有言語爭競，則投明鄉保耆老，據理勸息，庶幾興仁興

讓之風。敢有攘奪鬥毆，負嵎肆橫，本鎮執法創徵，決不一毫假借！其或操戈動眾相攻殺

者，以謀逆論罪，鄉保耆老管事人等一併從重究處。汝等縱無良心，寧獨不畏刑戮？本鎮以

殺止殺，無非為汝等綏靖地方，使各安生樂業。速宜凜遵，無貽後悔。 

【注釋】 
本鎮：藍廷珍自稱。鎮，鎮臺，為當時位階最高的臺灣武官。本文為藍鼎元代其族兄藍廷

珍所寫，故文中自稱本鎮。 
桑梓：桑樹、梓樹，借指故鄉、家園。 
愬：音ㄙㄨˋ，通「訴」，訴說。 
耆老：老人，多指德高望重者。耆，音ㄑㄧˊ。 

負嵎：依恃險要的地勢，比喻憑藉某種條件。嵎，音ㄩˊ。 
綏靖：安撫、平定。綏，音ㄙㄨㄟ。 

【語譯】鄭章打死了賴君奏、賴以槐，依照審判結果須處死以償命。聽聞你們漳州、泉州百姓，因為

鄭章兄弟的家屬被賴家殺死、侮辱，因此認為鄭章殺人是伸張復仇的正義，再加上深厚的同鄉之情，

因此無不同情鄭章。本鎮難道不是漳州人嗎？難道沒有對家園的情感嗎？如同道、府，是人民的父

母、祖先，難道會忍心讓鄭章沒有罪過卻受到冤屈嗎？只是賴君奏、賴以槐真的殺了鄭章兄弟的家

屬，鄭章應該向官府狀告，請官府審問判決，而沒有私自殺人的道理。相關的文武官署都沒看到鄭章

有任何狀紙控告，而賴家兩條人命忽然被凶手殺死，即使想以復仇的大義來寬恕鄭章，這也是於法不

容的。何況賴君奏等人曾豎立「大清良民」的旗號，響應反抗朱一貴之亂，是朝廷封賜的義民，並非

那些聚眾為盜之人所能相提並論。鄭章私自殺害義民，應以國法來處治，他的死罪不可赦免。 
  你們漳州、泉州的百姓只知道親近漳州人、泉州人，客家籍的居民也只知道親近客家人，從本鎮、

道、知府的角度來看，都是臺灣百姓，都是統治下的人民，有好的表現一定獎賞，有惡行一定懲罰，

從來沒有厚此薄彼或輕重不一的差異。你們之中，客家人和漳州、泉州各地的人，都是從中國出來，

一樣都是流落天涯海外、離鄉背井的移民，都是被貧困驅使，彼此有一樣的痛苦。慶幸能夠同住在臺

灣府，正應該相愛相親；何苦無緣無故隨便產生仇恨、爭端，以致互相仇視、結怨，進而互相傷害呢？

本鎮每次想到這種狀況，往往對你們感到痛心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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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與鄭用錫〈勸和論〉皆在勸止臺人族群內鬥紛爭，請問藍鼎元〈諭閩粵民人〉是屬於： 

□記敘文  □應用文 □議論文 □抒情文 

2. 藍鼎元〈諭閩粵民人〉寫作背景是屬於： 

□官方立場的諭告     □知識分子自發性地關懷社會 

□自我情感的表述     □史學家社會寫實的歷史紀錄 

3. 關於藍鼎元〈諭閩粵民人〉寫作筆法分析： 

寫作筆法 內容分析 

動之以情 
【（參考答案）漳、泉、客莊居民本是一家，雖原籍不同，但同居一郡，其離

鄉背井、天涯海外之情是相同的 】的情感訴求勸臺人不應分裂，相互戕賊。 

許以願景 勸勉臺人盡棄前嫌，重修舊好，以成為盛世的好國民 

威之以法 若有人鼓動以致鬥毆，以【 謀逆 】論罪，而【 鄉保、耆老、管事人 】

等，一併從重究處。 

 
二、在閱讀完〈勸和論〉後及上述衝突成因的分析之後，或許能夠抽絲剝繭，理解衝突產生

的原因便是出自於對於衝突對象的「未知」與「不理解」。也因此產生無端而難以抹滅的「刻

板印象」，而刻板印象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請閱讀謝若蘭（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

教授）2012年 03月 9日在卓越新聞電子報發表的文章，可以提供一些解答。 

媒體刻板印象與偏見淺談 

    媒體對特定族群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幾乎處處可見，尤其從廣告、娛樂節目、新聞報導中，

更是無所不在。這些媒介因為其存在目的，必須讓閱聽者在瞬間獲得所要餵養的資料，因此常

常會用誇大手法加深這些刻板印象，而在惡性循環之下讓這些刻板印象成為某種不符合真實情

況的族群代碼與標準形象。 

  這些刻板印象所造成的問題包括：讓少數、弱勢族群內外的差異，被簡化、成為單一化的

樣貌。在這些媒體所造成的偏見與刻板印象問題中，最嚴重的是，被刻板印象化的弱勢族群常

是被消音的，他們無力抵抗由資本主義挾持、為主流權勢者發聲的媒體霸權。 

  如原住民被描寫與呈現也常常是粗獷、野蠻、搞笑的這種形象，可以說完全充滿族群優勢

者想像下的刻板印象，這種刻板印象造成的是讓原住民「他者化」的效果。對擁有優勢地位的

社群而言，他者化少數族群是一種施展權力的方法，能持續維持原住民非主流、弱勢的現況。

大致上歸納偏見下的刻板印象呈現問題： 

1.浪漫化原住民：不管是否符合各族群特殊的親屬或社會規範，媒體總是會有「公主」或

者「勇士」或「頭目」的幻想。以公主形象來舉例，在西方世界有迪士尼的「風中奇緣」，其中

的 Pocahontas （寶嘉公主）。這種原住民公主的刻板印象，進一步會跟當代主流社會流行的走

秀模特兒審美觀結合，讓大家誤以為公主就是要跟模特兒或漫畫中的美女形象一樣。這種公主

與勇士現象，過度浪漫化原住民的真實樣貌，也似乎將時空錯置，甚至標本化或物化了原住民

族呈現。 

2.歷史描述的失真：電影、電視、紀錄片、報章、雜誌、小說、論文等各傳媒各有其功能

與應遵守之倫理規範，但也因為性質不同而有所差異。但是，對於閱聽者而言，究竟每個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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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足夠的知識背景去瞭解不同傳媒所傳播的何者為真？哪些部分是改編？為何而改編？誰

有詮釋權？當影視媒介本身與資本主義相互配搭下，歷史描述失真狀況又沒有被檢視或說明，

則會造成誤導閱聽者的族群知識與印象，因而延伸出種種問題。 

3.族群性格的簡化：不管是在北美洲或台灣，媒體對於族群性格的描寫常常流於單一化，

將族群差異性簡化，甚至以便宜行事、草草了事或是刻意迎合閱聽者獵奇的口味來處理。例如

在台灣，媒體總將原住民談話口音變調，或是膚色都是暗黑色的，或是一貫的呈現喝醉酒及豐

年祭等「基準形象」。 

  針對媒體偏見與刻板印象，問題常常出在「人為」。對於關心媒體如何呈現與型塑特定族群

的人而言，應該有最基本的敏感度：總不免要去理解，到底是誰選擇或是創造出這些族群印象

或是故事？誰的聲音被聽到？誰的聲音沒有被聽到？原因是為什麼？被呈現的樣貌是否符合

原住民實際的多元樣貌？所呈現的是否尊敬部落傳統文化差異性？  

  在當代傳媒教育中，普遍人應該可以同意，批判媒體與教育的重要性，這也是一種扭轉媒

體正義的方式。閱聽者與傳媒工作者對於族群媒體印象的呈現有足夠的反思力，維持對被呈現

者判斷的敏感度、時時採取批判的思維。 

節選自謝若蘭〈媒體刻板印象與偏見淺談〉 

1.請問下列選項中符合文中所說『他者化(othering)』」的效果的選項有：（多選） 

□原住民學生最常被問的問題第一名：「原住民是不是都很愛喝酒、吃檳榔？」 

□淹水是因為外省人太多；模仿閩南人的「臺灣國語」；說客家人比較「吝嗇」，稱他們為「鐵公

雞」；說原住民比較「愛喝酒」、「懶散」，稱他們為「番仔」 

□稱臺北市人是「天龍國」居民；說雲林是「黑道的故鄉」 

□說年輕一代是「草莓族」；嘲諷長輩愛用「長輩圖」 

□博愛座的「正義魔人」：「你一個年輕人憑甚麼坐在這裡？」 

□脫離社會「正軌」的人物，很多都屬於文化的邊緣人或社會底層的人士 

 

2.媒體影像中的人是否能夠呈現表達真實的方式？(文長 100字以內) 

答： 

 

 

 

3.生活中，當我們初次見到一個人時，很容易就在心裡默默將他貼標籤、劃分類。你認為這

種評斷他人的方式，會造成什麼問題？請能如何避免？請說明你的看法。(文長 200字以內)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