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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四季》 

 

春，溫暖和煦，萬物開始有了生機，冬眠休憩後踏出第一個腳步，你是否

為自己準備新目標、新環境或新挑戰？ 

夏，炎熱難耐，是跳脫舒適圈的不適應卻也最能磨練心志，考驗你如何看

待並應對。 

秋，天氣轉涼，努力的路上似乎見到曙光。葉子轉紅凋落，那是失敗的預

兆還是它正織著康莊大道？ 

冬，世界歸於寂靜，而你留下怎樣的餘燼？花落成雪是悲劇，還是蘊含著下

一次的盛開與燦爛？ 

人生有無數個春夏秋冬，風景如何由你定義，蔥蔥鬱鬱的花草木林昭示著生

命力，但有時直到葉片落盡，生命的脈絡才有跡可循。 

 

★  音樂/書籍/影視作品分享 

《去有風的地方》  文 / 一平 杜采萱 

人生如四時季節，免不了酸甜苦辣，高潮與低谷。 

每天每天遵循著安排好的時程順序生活，哪一天突然覺得天變冷了，才意識到

冬天漸漸在靠近，雖然有大眾認定的時間，但往往不等注意，換季就悄悄來

臨，突然哪一天就得穿上外套才能出門。人生中的每一刻又何嘗不是如此，充

滿沒有意識到的「突然」。 

每天《去有風的地方》，故事發生在好友突然的離世後，紅豆的生活陷入沒有盡

頭的荒漠，一望無垠，沒有方向，像不停重複軌跡的指針，在日復一日中失魂

遊走。生命中的每個明天都充斥著不確定，如果持續現在看似規律實則漫無目

的的日子，是不是有一天會來不及？來不及做想做的、吃想吃的、看想看的？

振作起來的紅豆寫了一封辭職信，告訴家人自己要休三個月的長假，收拾行

李，去往雲南。                                                                                               

南方南方的山水之鄉，花草河澗、風光旖旎。有人種地、開雜貨店，染布、雕

木、刺繡。遊客到了那裡，步伐能漸漸慢下來，跳脫一切安排好的時間，睡到

自然醒，吹吹風、騎騎馬，怡然愜意。對紅豆來說，遠離了都市的繁華與效

率，雲苗村就像意外出現的桃花源，還有一絲小時候外婆家的味道。 

然而然而桃花源也

是轉瞬即逝的，就

像四季更迭，循環

往復，美好與災厄

相對而生。為了供

孩子讀書，父母只

能離家賺錢；因為

距離醫院太遠，有

人錯過搶救的時

間。新科技取代了

傳統人力，手工木

雕賣不出去，機器的成本更低，有能力走出村子的人也很少再回來。 

時代在變、在淘汰，能一成不變的桃花源其實並不存在這個現實的世界。

待在雲南的三個月，紅豆認識了許多人，豁達的背後是汗水，澹然的背後是艱

辛。她對這個村子產生了牽絆，最後決定留下來，接手閒置的民宿，成為雲苗

村觀光發展的一塊拼圖。比起按部就班的都市酒店，花鳥和風情圍繞的鄉間民

宿更能體驗行業的樂趣，工作不再只是工作，紅豆也找到了一部分自己想要的

生活方式。 

當然「烏雲會有時，總會有風來」就像嚴嚴寒冬，總會迎來春日第一抹朝陽。

面對未知的未來，迷茫、害怕，但我們總要學會珍惜當下，擁抱身邊的一切，

快走、慢跑，都是體驗當下的方法。 

最重要的是，相信我們依舊像大自然的換季一樣，凜冬寒風會有，和煦的

春風也遲早會光臨這個世界。 

 



《言葉之庭》  文 / 二仁 陳彥蓁 

隱約 

「隱約雷鳴，陰霾天空，但盼風雨來，能留你在此。」 

  

從《你的名字》這部關於穿越時空的浪漫愛情電影播出之後，新海城之名

廣為人知，那些唯美畫面、動人心弦的故事及配樂，都是打動觀眾的關鍵。 

在 2013上映的電影——《言葉之庭》，這部只有四十幾分鐘的動畫，卻將

兩位主角：秋月孝雄以及

雪野百香里之間的情感糾

葛描寫得絲絲入扣，它雖

然沒有如同《你的名字》

般跌宕起伏的情節，只是

平實的描寫角色心境，但

是卻很貼近我們的生活，

彷彿是我們身邊會出現的

人，宛如一杯好茶，讓人

回味再三。 

 故事裡的兩位主角分別是十五歲的秋月孝雄以及二十七歲的雪野百香里，

秋月的父母在他國中時離婚，在正值青春年華的年紀，他被迫長大，也相對同

齡人成熟。他夢想成為鞋匠，但殘酷的現實使他對自己的夢想惴惴不安。雪野

則是一名古文老師，她夢想成為受學生愛戴的老師，現實卻和理想背道而馳。

因為學生的惡意謠言及對她姣好外貌的嫉妒，使雪野無法在學校正常工作，還

因此罹患憂鬱症及味覺失調，吃不出巧克力以外的味道，她每天穿著工作的套

裝，盼望著哪一天能鼓起勇氣踏上電車月台前往學校。 

兩個寂寞的靈魂，在梅雨季時的公園涼亭相遇。起初，他們不認識彼此，

不過雪野發現秋月是她的學生，留下了《萬葉集》的一首短詩後便離去。而在

之後的每個雨天早晨，他們都會在這裡相遇，秋月向雪野分享自己的夢想，決

定為雪野做一雙鞋子。漸漸的，他們對彼此產生超越年齡的感情，但隨著雨季

的結束，他們不再相遇。 

 再一次相遇已經是開學之後，發現雪野曾經的遭遇讓秋月非常生氣，並且

去和散播謠言的學長姐打架。後來，他們在沒有下雨的亭子重逢，再一陣比以

往更強烈的狂風暴雨襲來時，秋月藉躲雨到了雪野的公寓並向雪野告白，但雪

野仍無法直面自己的情感而拒絕秋月，卻又在秋月離開之際猛然認清真心，衝

出家門追上秋月，最後他們在雨中傳達了彼此真實的感受。 

 故事留給觀眾一個開放式的結尾，不管最終在一起與否，他們都已經跨出

了自己的舒適圈，秋月朝著自己的夢想邁進，而雪野回到了家鄉並繼續擔任古

文老師，我認為這便是最好的結局了。 

 

《嫌疑犯 X的獻身》  文 / 二仁 李詠昕 

 

《嫌疑犯 X的獻身》是日本作家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這本書不僅是充滿

了謎團與懸疑的偵探故事，也是一段深刻的情感糾葛。故事主要講述一位數學

天才教授石神，為了讓自己心愛的女人脫罪，犯下一起毫無破綻的殺人案。石

神對靖子的愛深沉而壓抑，像冬天覆蓋大地的積雪，那樣的厚重、不曾透露出

一絲情感，卻是極為堅定真心的愛。 

故事中的石神，是個普通平凡

的數學教師，他的生活單調如寒冬

的街景，枯燥、單調、冰冷，沒有

一點生機。每天從家到學校，從學

校再回到家，循環往復。似乎將情

緒冰封起來，對所有的一切毫無感

受。然而，在他遇到靖子出現在他

的生活的那一刻，數顆種子在他的

世界落下、扎根。石神對靖子的情

感像是冬日裡埋藏在冰雪下的種

子，默默地等待萌芽的機會。這份

壓抑的愛，讓他願意為靖子做任何

事，包括犧牲自己。起初的計劃如

石神所想的進行，不論是證詞、行蹤、證據，還有任何應對警方的方法他都和

靖子交代了。警方對此毫無頭緒，面對沒有任何破綻的犯罪，找不到任何突破

口之時，一位偵探湯川學如一陣寒風踏入這起案件。 

在他的偵查、推理之下，被埋藏在厚重積雪下的真相，及不為人知的祕密



漸漸的顯露出來。百密不免一疏，石神一切精心策劃的計謀如冰山瓦解，除了

要為自己的罪行負責，靖子也無法一逃罪責和殺人犯的污名。 

冬天總會過去，萬物會在春天重新綻放、萌芽，然而對石神來說，這個春

天永遠不會到來，他的故事在他自己的操弄之下注定是一場在寒冬中的悲劇，

他的人生則像一片冰河，被冰封在他自己的設計中，再也沒有回頭的餘地。 

 

《小森時光》  文 / 二敬 司徒巧媃 

 

小森《小森食光》是一部融合了美食與自然的治癒系作品，透過主角小森在四

季更迭中的小餐館故事，帶領讀者感受生活的簡單與美好。故事設定在一個寧

靜的山林小村莊，小森在這裡經營著一家小而溫馨的餐館，專注於當季食材的

料理，讓每一道菜品都充滿了自然的氣息與地方特色。隨著四季的變化，小森

的餐館也隨之調整菜單，展現出不同季節的特色。 

春天，萬物復甦，小森從市場上選

擇新鮮的蔬菜和野菜，製作出清爽的沙

拉與春季湯品，讓客人感受到春日的生

機與希望。這個季節，常常吸引來自各

地的遊客，他們在小森的餐館中品嚐到

那份最純粹的春天氣息，並分享著各自

的故事。 

夏天，山林的氣息變得更加濃厚，

小森則轉向利用當季的水果與海鮮。繽

紛的水果拼盤與冰涼的冷湯成為了餐館

的主打。小森喜歡在這個季節舉辦小型

的戶外聚會，讓客人們在陽光下享受美

食，感受友誼與快樂的氛圍。這一季節

裡，餐館的窗外經常可以見到孩童們的

笑聲與嬉戲，讓人回憶起無憂無慮的夏日時光。 

秋天，樹葉漸漸變黃，小森開始專注於豐收的季節。此時，栗子、南瓜和

蘋果等應季食材成為了廚房的主角。小森創造出一系列溫暖的佳餚，像是香烤

南瓜和蘋果派，讓客人感受到秋天的厚重與溫馨。在這個季節，小森也會舉辦

感恩節特餐，邀請村莊裡的朋友們共聚一堂，分享彼此的感謝與祝福，營造出

濃厚的人情味。 

冬天，小森的餐館則變成了避寒的港灣。雪花飄落時，小森會準備暖心的

鍋物和熱飲，讓客人在寒冷的季節裡感受到家的溫暖。這一季節的料理往往是

濃郁的肉類湯品和各式甜品，伴隨著火爐的溫暖與客人們的笑聲，營造出一種

團圓的氛圍。小森也會在這個時候，與客人們分享自己故事，談論過去一年中

的點滴，讓人倍感親切。 

整體而言，《小森食光》不僅僅是一部描繪食物的漫畫，它更是一個關於季

節變遷與人情冷暖的故事。每一個季節的變化，無論是食材的選擇還是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都讓這部作品充滿了生活的智慧與溫暖。透過小森的眼睛，讀者

可以感受到自然的變化、生活的簡單與心靈的滿足。 

如果你喜愛美食，渴望親近自然，並希望在生活中找到一絲寧靜與慰藉，

那麼《小森食光》將會是一本不可錯過的作品。在這本漫畫中，將體會到四季

的美好，勾起隱居田園的念頭。 

★時事評論 

 

《消失的四季》  文 / 一愛 顧庭瑜 

 

「臺灣 2060年後將沒有冬天」——這樣的標題近來頻繁出現在各大媒體和

論壇上。根據該研究顯示，過去五十年來，每十年臺灣的夏季延長約 6.31天至

12.88天，冬季則縮短約 6.19天至 12.20天。若全球暖化的趨勢持續惡化，冬

季在 2060年可能會完全從臺灣的氣候中消失。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常聽到「都已經十月了，怎麼還沒入秋？」或「臺灣

真的有冬天嗎？」這類疑問。甚至有不少外國人來臺時，對四季如夏的氣候感

到驚訝。以個人的經歷而言，我也發現每年需要開暖氣的日子越來越少，這似

乎驗證了氣候變遷正在改變我們對季節的感受。 



根據《國家氣候變遷科學報告 2024》指出，全球暖化的趨勢不斷加劇，臺

灣的平均升溫速度從每十年約 0.15度提升至 0.27度，氣候惡化的速度一年比

一年快。多年的環保行動雖然被各界寄予

厚望，但成效並不明顯，政府推動的綠電

政策也因執行問題導致不少負面影響。今

年夏天，臺灣經歷了多次停電，電價也隨

之調漲，讓民眾的生活壓力進一步增加。 

在氣候變遷和生活成本雙重壓力下，

作為普通的臺灣民眾，我們除了無奈地

「躺平」，任由自己被太陽曬乾外，還能做

些什麼呢？儘管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解決方

案，但這已經是將來的我們不得不面對的

問題，在這消失的四季中，尋找我們生存

的方式。 

 

★純文學創作 

 

《春秋共行》  文 / 一孝 陳妤宣 

 

我愛春，愛它色彩斑斕，生機勃勃；我愛秋，愛它色彩濃郁，靜謐悠遠。春

與秋，雖屬不同的季節，卻同樣深植於我心。它們是如此的溫柔、包容，曾是我

嚮往的寧靜港灣。 

然而，隨著年歲的增長，我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保持那份純粹的喜悅。生活彷

彿一場場沒有盡頭的賽事，周遭的人們摩拳擦掌，似乎都在爭先恐後地追逐某個

終點。心軟被視為弱勢，放慢腳步等同於落後，對他人示弱則被解讀為懦弱愚蠢。

我開始變得焦躁不安，急於證明自己的價值。 

曾以為歲月會讓我一直保持著對春的溫柔、秋的靜謐的嚮往，但現實卻讓我

不得不面對內心的變化。 

發現自己性格開始變得有如夏天熾熱陽光般的火爆是從何時開始的呢？開

始對周遭漠然有如冬天雪紛飛又是從何時開始的呢？ 

曾羨慕星星般閃爍的他，曾嫉妒花朵般嬌柔卻艷麗的她，曾自卑自己的平庸，

曾想更努力讓自己爬上那山之頂峰。就像春與秋，它們也會羨慕夏日的熱情奔放，

羨慕冬日的傲然挺立。我們都曾為了追逐這份虛幻的美，忽略了那個獨一無二的

自己。 

春有百花爭艷的嬌俏可人，秋也有楓紅妝點的浪漫風雅，每一個季節都有獨

特的魅力，正如每一個生命都有存在的價值。我們不必急於求成，也不必為了迎

合他人而改變自己，可以像春天一樣，充滿希望與活力；也可以像秋天一樣，沉

靜而睿智。 

一味渴望成功，渴望被別人認可，越是努力，就越覺得空虛。有時候生命的

美好，不僅在於外在的成就，更在於內心的平和。春與秋，它們一直都在，從未

遠去。它們是我內心深處的一片淨土，是我疲憊時可以休憩的港灣。 

惟願能與春秋一路同行，在歲月長河中，盪漾一顆寧靜的心。 

 

《青春》  文 / 一誠 陳綺恩 

 

春天，萬物好似無法自拔地，沈浸於鳥語花香的世界之中；春天，往往訴說

著有關「成長」的故事。而我們的人生中，也都有著屬於各自的春天。 

那是以青春為名的繁華時節。只不過這樣的春季，有時對於年僅十幾歲的我

們，實在是有些沈重。關於青春，關於「長大」，到目前為止的妳，都還安好嗎？ 

我們的青春，是從學習失去開始的。而首先逝去的，是世界毫無保留的包容

與呵護，因為它是天真無邪的孩子們所擁有的專利。但也正因如此，我們於是習

得何謂坦然擁抱挫折的勇氣。 

在青春校園片中，百分之九十的篇幅，是主角們愛得死去活來的戲碼，然而，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或許百分之九十的青春年華，都是在和書本談戀愛吧。「她

不愛我，她愛我，她不愛我……」書本沒有這麼複雜的，考試成績就是她所給予

的答覆。 

想起不久前的段考，也為我的青春勾勒了幾條意料之外的痕跡。未知往往令

人感到手足無措，但身為一名高中新生，我無可避免地得和他打交道。還記得某

日小考前的早休時間，推開厚重的的大門後，映入眼簾的是班上同學們個個挺直

腰桿，一本本書橫置於桌面的景象，當時震撼的感受，我至今仍忘不了。國中時



期充斥電玩聲的早自習，已恍如隔世。 

「如果我真的變成全班最後一名怎麼辦？」這樣的恐懼在我的心中埋下種子，

並且漸漸發芽、長大。於是，我成了一名在班上迷路的高中生，無從定位自己在

班上的相對位置，只能漫無目的的前進，卻沒辦法確定自己是否朝著正確的方向

前行。再後來，我懦弱的逃跑了。玩樂成為我暫時躲避這些壓力的避風港，只因

在這短暫的時光裡，我的內心不再波濤洶湧。 

書本最後的回答是：「我不愛妳。」 

在一連串的事情過後，我反覆咀嚼當時所犯下的錯誤。原來，也只不過是自

己先把自己嚇死罷了。長大的過程就是這樣的吧？看似簡單的道理，永遠需要親

身歷經萬難，爾後才能領悟其中的真義。 

 

《盛夏的印記》  文 / 二樂 黃羽歆 

 

盛夏的尾端走過，路旁落葉為風捲起，旋轉成圈。迷戀夏季，彷彿所有故

事落筆於此才算圓滿，相遇、分別好像都與它有關。時序重疊，十年歲月將回

憶熬得滾燙，當我再次回到外婆老家，才終於想起那個去往美國的女孩，記憶

有些模糊得像天邊雲霞。 

那時村口有間小賣部，午後帶上幾元銅板，我們就坐在店門口，含著跳跳

糖，笑說昨晚外公入睡時鼾聲好大，就像買到了世界上所有的快樂。小巷裡，

用石子在柏油路上刻歪扭的線條，糖果盒擲進方框，單腳、雙腳，重複幾回，

我們總嫌棄那格子鋪得太短。下雨了，微風揚起雨滴，我們穿上黃色雨鞋，倒

數後拉手一同踩進水坑，笑聲隨水花肆意綻開……六歲前的夏天，我們走遍街

頭巷尾。大人總說我們活得儼然像上一輩，於是蟬鳴躁動，誤以為盛夏熱烈不

止。 

那年那天的雨，下得急促，打落巷尾的槐花。夏末秋初，我將回到台北，

她則去往美國，再見不到相同的日落和潮漲。雨落著，蒙上窗櫺外的餘暉，我

們誰也沒說話。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想，上次天晴瞧見的那彎瘦月，還來不及

等到月圓。 

當時年紀還太小，就這麼斷了聯繫，我再沒過問她離國後的生活。說實

話，那段日子像一場尋而不得的夢，醒來，就該忘了。只不過在這個夏天，我

重新推開老舊的木門，戶樞吱呀作響，才想起了從我家門穿到她家院的往日。

我恍然發覺愛上夏天的一切源頭，不是溪水潺潺，不是葉的脈絡。 

閒逛到拐彎處，我驟然想起從前巷口那間小賣部。走過街角，市場尾端的

樓房改建成新住宅處，而小賣部旁的空地已然成了一座公園。我對眼前的變化

並未感到一絲意外，卻淡淡的，向公園走去。樹葉將驕陽過了篩，夏季變得和

煦，我坐在樹下，想起那女孩家裡的院子從前也有棵榕樹。終於時間長河晃蕩

十年，榕樹上的鞦韆，我們誰也沒再上去過。正想得出神，公園中央的鐵製攀

爬架反射日光，照得我眼眶有些發疼。我想，就算那榕樹還在，也承載不起如

今這些重量了。 

當年輪生長，時間便悄然遞進，我們的故事好像早就結束了。其實我並不

傷感於這些變化，就是想讓她也看看如今盛夏的光景。圓滿了吧，夏日的印記

刻在故事每一頁。 

我大概再記不起更多的細節，但盛夏的印記沒忘，幀幀赤誠，迴響不止，

繾綣成詩意。 

 

《四季的足跡》  文 / 二捷 張祐瑄 

 

春夏秋冬，象徵著季節嬗遞、萬物興繁盛衰的輪替；同時也被視為人生的

起伏更迭，以春為始，越過人生四季，終於以凋零為名的寒冬。 

春日和煦，伴隨新生嬰兒呱呱墜地時破嗓而出的初啼，萬物萌發、無數個

故事自此揭開序幕。許多人將春天定義為重生的季節，縷縷陽光自天際灑下，

落在蟲鳴鳥叫的稀疏林間，或成為點點光影投射於綠意盎然、生機勃勃的草地

上，這是我對春天最具印象的畫面。然而，若要把自己的一生依四季劃分，關

於人生最初的階段，我選擇用夏天詮釋。 

我是在初夏來臨後不久出生的，比起春天，夏天對我來說更像是這趟生命

旅途的起點。不同於現實中氣溫帶給我的炙熱，我記憶中的夏天是被柔和、

愛、溫暖宜人穿插而成的老舊底片，在瞥見某些事物時，童年的片段總是像晚

風一樣拂來，喚起被遺忘的零碎時光，也像梅雨時節那連綿不絕的細雨，雖然

細小，但回過神時，點點滴滴早已串成這段旅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時光荏苒，正值高中階段的我踏上秋天的腳步，在夏和冬的過度地帶搖擺

不定。曾有人說：熱愛秋天的孩子富有藝術氣息，同時也多愁善感。我最喜歡

的季節正是秋天，涼爽氣候、轉紅的楓葉自天空翩翩落下的軌跡、被染上暖色



的花草樹木、沿路披上清冷氛圍的建築，種種事物皆讓我感到恬靜舒適。而多

愁善感也確實在這時顯露於形，升學壓力和面對未知的徬徨無措總是在夜深人

靜時襲捲而來，空氣漸漸冷的刺鼻。 

直到現在，如何處理這些問題仍是我時常需要面對的課題。當我意識到這

個事實時，我才明白，不論是自我懷疑，抑或是焦躁不安，真正的解決並不是

那些情緒消失與否，而是當我再次與它相遇時，如何以更合適的方式去理解、

消化，而這段過程正是我們的成長所在。隨著時間推移，冬季終將會如期而

至，再更久以後，依序著又是下一輪春夏秋冬。 

人生四季，有如呼嘯而過的火車載著我們前行，至於目的地是何處，沿途

又會遭遇何番風景，唯有親身去體會專屬自己的生命旅途，一切才有跡可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