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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降臨前的懸繫滋味--〈聽榜〉評析 

余淑玲 1 

多年以前，應考生在放榜第二天的報紙上尋找自己的名字，是一項緊張

刺激的活動，而守候在收音機前「聽榜」，卻是更早以前考生家庭的特殊記憶。

在電子通訊便利的今日，「下午」聽榜的印象在「四、五年級生」的心版上早

已模糊，而「午夜」聽榜在今天更屬奇觀異聞。  

〈聽榜〉一文原載於民國 49 年 (1960)9 月的台中《民聲日報》副刊。在

當時，考上大學是極為難得的幸運，背後必有家人的全力支持、優異的個人

天賦及勤奮的努力，如此才能從激烈的聯招競爭中脫穎而出。相較於今日大

學林立，落榜率奇低，大學生的地位能力低落的情況，實有天壤之別。作者

以時間為經，主角的心境變化為緯，為考生的忐忑不安及家人的關切期盼，

留下極具時代特色的剪影。透過本文，我們可以清晰地理解 50 年前臺灣大學

聯考放榜考生的焦慮心情以及時代的氣氛。在此試就本文的寫作技巧特色，

分述如下：  

一、敘述觀點適切，摹情深刻  

本文採取第三人稱全知視角來開展內容，作者以無所不知的身分，帶領

讀者了解文中人物內在的思想情感。又以「意識流」的技巧來表達瞬息萬變

的意識，隨著主角的意識來組織人物場景，以主角的內心獨白、心理分析、

自由聯想，呈現豐富的意識活動。首段的「蒼茫暮色」即為本文鋪墊出不安

的心理色彩。場景從餐桌到書房再到床上。隨著放榜時間逼近，半夜出門，

小路、庭院徘徊，夜色愈深，心中的焦急不安也愈濃厚。主角透過活動意欲

排遣不安，但仍無法按捺或消弭心中升起的種種疑懼。作者詳實地摹寫情思

推移，以細膩的文字帶領讀者隨情節發展而與主角同感共振，文章因而富有

感染力。  

二、語言平實自然，運鏡生動  

主角勉強地解決晚餐，父親細心地挾菜、愛莫能助地嘆氣……，作者透

過尋常的動作，融塑出緊張焦慮的氛圍。敘事語言形象化，使讀者如臨其境。

父子、兄弟之間深摯而內斂的情感，透過文字，呈現在讀者眼前。例如：「父

                                                 
1 余淑玲，南投縣旭光高中教師，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在職專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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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一身古銅色的皮膚，那是長年為生活奮鬥的結果。他看了，幾乎想哭出來。」

此句敘述真實平淡，然而焦點突顯，字裡行間盈滿淳厚相惜的親情。作者也

擅長以景融情，如：「湛藍的天空有一輪團圞的明月，皎潔的月光普照著大地，

田間籬下不時傳來蛙與蟲的鳴聲，那蛙聲充滿寂寞，蟲聲帶著哀怨，但他並

不關心這些。」在多重感官的摹寫中，讓讀者不自覺地浸潤在既優美又不安

的情境裡。  

三、節奏張弛有致，呼應情節  

作者以精準的語言呈現內在的意識狀態，構成文章「弛中有張，張中有

弛」的效果。如第三段：「他懶洋洋地用鉛桶盛了些溫水……。父親見兒子吃

不下飯，只是沉沉地嘆了一口氣，沒說什麼。」當中的「懶洋洋」除了表現

等待初始，對瑣事意興闌珊的心情，也透露出時間流逝的節奏，再以反襯的

手法隱隱堆高等待的緊張之情。而第三、六段文字簡潔，裁剪俐落，卻將漫

長的等待滋味，淋漓釋出。第十一段聽榜暫停，在突兀的音樂聲中，主角的

落榜夢魘畫面出現，將他心中的不安升至高點再加以延宕蓄勢。如此錯落有

致的節奏安排，十分細膩傳神。  

四、情感誠摯溫厚，彰顯性格  

升學在五十年前是階級流動，創造美好前途的唯一階梯。主角出身務農

家庭，能勤懇向學實在難得；有幸讀高中，憑藉天資與努力，而後榮登金榜，

實是光耀門楣的榮譽。與現今高等教育普及，學子求學的動機低弱，力爭上

游的責任感淡薄的情況相比，確是不可同日而語。文中父親殷切的期盼，家

人溫厚的支持，主角的感恩及高度的自我期許，在在呈顯人物的性格特質，

以及淳樸篤厚的溫馨親情，實令人心嚮往之！  

【附錄一】 

〈聽榜〉集評 

吳福助 2選輯 

〈聽榜〉是我於民國 49 年(1960)7 月 間所寫的一篇散文習作。這篇作品把

我高中畢業後報考大學，聆聽廣播電臺播放榜單時的焦急心情，順筆隨心，

忠實詳細地記載下來。回想當時動筆的時候，全然沒有考慮到要運用什麼藝

                                                 
2 吳福助，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退休，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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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技巧表達，也沒有計劃要投稿到那個刊物發表，更不可能料想五十多年後，

會被提出來公開討論。 

文壇上從事寫作的人很多，但被推舉為「作家」的卻寥寥可數。人的常

情，樂意錦上添花，吝於雪中送炭。當某一作者一旦被發掘出來，被冠上「作

家」的名號，自然就會有應和者接二連三地繼續批評討論，甚至還對某些特

定對象予以造神，愈評說愈偉大，愈鑚研愈離奇，彷彿這個時代，這個地區，

只有某作家才是人才，其餘的全然都不值一顧似的。我一向對這種過度集中

焦點於少數作家，頻頻錦上添花，重重疊疊，盲目跟從的偏狹研究學風，抱

持不同看法。我認為文學研究，在所謂的「作家」之外，還需注意「非作家」，

也就是還沒有被捧上「作家」寶座的人，他們的作品沙裏淘金，應也有些可

觀的篇章，特別是作為歷史材料看待的時候，那意義就更凸顯出來了。為了

證驗上述拙見是否可信，我在長年的教學活動中，就經常會提出一些不大被

人注意的「非作家」及其作品，供給學生評賞參考。〈聽榜〉就是這類實驗教

材中的一篇。 

〈聽榜〉雖是帶有幾分年輕人稚氣的習作，談不上藝術價值，但它摹寫

真情實境，不加任何虛飾，較為詳盡地刻畫了考生等待放榜的焦急心理的變

化過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因而普遍引起擁有相似經驗的後輩晚生的共

鳴，教學效果確實相當不錯。為了評論的客觀，〈聽榜〉作為教材是採匿名方

式散發給學生，再要求寫心得報告的。以下是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班、學士生的代表意見，謹剪輯以供參考。 

*「十年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這兩句話，說明了讀書人的長年奮

勉，只為了等待金榜題名、光宗耀祖的那一刻。不論資訊遲緩的古代，既使

現今廣播、報紙、網路快速傳訊的情況下，這等待放榜，等待光芒綻放的焦

慮心情，從未有過變化。（謝宜娟）  

*所謂「聽榜」，是臺灣早期科技尚未像現今如此發達時，大學聯考學生們從

收音機的廣播節目，得知自己是否錄取的一種放榜方式。由於是依學校次序

唸出錄取名單，使得考生在過程中充滿緊張感，故事中的主人翁在等待放榜

時的緊張心情不言而喻。（劉耿宏）  

*「聽榜」，是古早社會公佈大學錄取名單的方式。「聽榜」，不同於現代的用

眼睛看榜單，它需要更多的敏銳和專注。在心志高度集中的情況下，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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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跳加快，血液沸騰，情緒起伏不定，可說是緊繃了每一條神經。所以，當

聽到自己的名字被唸出時，瞬間就像束紮已久的橡皮筋，突然斷裂飛彈起來

一樣，那種雀躍的情狀，那種值得珍惜一輩子的記憶，現代人已少有機會體

會了。（俞珊）  

*那樣的年代，「聽榜」的方式，距離我們就好似歷史故事一般，如果沒有有

心人提及，便不會有人記起。（胡筠珩）  

*有考過大學的人，應該對〈聽榜〉這篇文章，都深有感觸吧？從文中主角的

形象，好像看到當時那青澀的自己，那等待放榜的不安、焦慮，以及上榜時

的喜悅，這一切的一切，和當初的我們都是一樣的。（王鈺玟）  

*「聯考」、「放榜」、「榮耀」、「落榜」、「補習」、「重考」，組合成聯考時代每

個莘莘學子的每一天。本文寫出了那個時代的典型，走過那個階段的人看

了，應該都會心有戚戚，找到某個部分年少的自己。（簡秀雯）  

*在今日大學生比比皆是的環境下，所謂的「大學」，就像是再平常不過的經

歷，人們對「大學生」的印象，好像少了些景仰和崇拜。但對五、六十年代

的人來說，會讀書代表著「有未來」，而這些「未來」，往往不純是個人的事，

還意味著親戚、家族、甚至全村的榮耀和光彩。（呂宜家）  

*〈聽榜〉一文中細膩地刻畫了五十年代大學聯考放榜的景象。在物質嚴重缺

乏的歲月，人們行事無法「速食化」，連放榜這樣的頭等消息都只能透過廣

播來收聽，正因如此，等待反而變成一件既期待又難挨的必經過程。整篇文

章未出現任何對話，而是透過動作的觀察、內心的獨白，表現出一個人、甚

至一個家庭面對焦急時的反應和思慮：主角的坐立難安、父親的關心難言、

其他家人若有似無的存在，這些「無聲」，對比榜單揭曉後的「拍手大笑、

歡聲笑語」，無疑是一種由極愁到狂喜的轉折歷程。（呂宜家）  

*文末以回想作結：別人過去的期望和讚美，如同一條無形的繩索，將自己緊

緊束縛綑綁，動彈不得，因此，戰戰兢兢走好每一步，再一次地成為別人夢

寐以求的模範，就成了非承擔不可的責任。這隱隱表現出時代風氣加諸於讀

書人的無窮希望和至高期許。（呂宜家）  

*這是一篇時間感極為強烈的作品，時間流逝的痕跡處處可見，貫串了整篇文

章，可說是主要脈絡。時間在全篇中運用靈活，將一個考生等待放榜的心路

歷程，刻畫得絲絲入扣。（羅曼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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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文章高潮迭起，極具有戲劇化效果，引人入勝。情感的處理也十分巧妙，

想要隱藏自己那不安的心理，但卻又難以掩飾。文末又能呼應題目。可謂是

一篇佳作。（王薈雅）  

*詮釋少年的心情與他感受的景物十分貼切。由於筆觸表現得很青澀，如此正

好把作者年少緊張的心緒徹底宣洩。（賴信均）  

*本文採第三人稱全知全能觀點，以順敘法寫成。利用旁觀者的角度，描寫一

名放榜在即考生的心情。藉由各種日常生活事件 (如吃不下飯、看不下書 )，

反映出主角緊張不安的焦慮。作者將主角短短的幾個小時之間的意識流動，

寫得非常生動，當時不安、焦慮、轉憂為喜的過程，全都詳實記錄下來，讓

讀者宛如置身其中，可以與之對話交心。尤其對於親情，更能透過細微動作

的描寫，展露真情。（黃暄文）  

*作者沒有刻意咬文嚼字，使用過多的辭藻賣弄技巧，只是用平實而深刻地描

寫，真實地呈現主人翁等待放榜，那種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忐忑不安的心情。

其中，利用放慢手錶時、分、秒針運作的方式，讓時間極度緩慢地進行，加

強突顯主人翁內心的煎熬。又如利用燈泡微弱的紅黃光線，掩飾自己的難

堪。這些都帶有視覺上的刺激，我認為都是不錯的感觀描寫。（賴香珊）  

*其實看到文章最末段，總不免要把本文作者和吳老師連貫起來。我相信，在

老師的心裡永遠都是保持年輕的。所以不論現在已經是什麼樣的朝代了，都

還隨時記得那份「聽榜」的感覺。於是，珍惜所有一切讀書的機會，從而全

心全力地專注在學術研究上面。這在一生中，確是給自己一個很大很棒的禮

物。（俞珊）  

*文章就像照相機，它捕捉了我們生命歲月裡最璀璨的光影。這些凍結的記憶

片段，載沉載浮，在我們人生歲月的各個時段，都會賦予不同的意義而存在。

如今白髮如星，此情此景，就將之作為最美的生命點綴吧！無需再擦亮那浮

光掠影，往昔縱然璀璨，當下應是更為精采！（黃暄文）  

*從故事的結尾可以讓我了解到，無論在努力的過程中是多麼的辛苦，只要邁

向成功，那麼一切辛苦便都是值得的。尤其在家人的支持下，那成功的果實

就更讓人覺得甜美。就算努力過後失敗了，至少我們曾努力過，始終沒有放

棄，這樣堅持到底的精神就是值得讚揚的。（蕭文羽）  

*壓力有時候反而是助力，尤其在追求學問的過程中，努力踏實是唯一的途



文稿 

 67

徑，從古到今都沒有改變。作者等待放榜的心情，與現今許多考生的心情如

出一轍！從這段故事中，我學習到我們應該更樂觀去接受生命中所遭遇的挑

戰，或許能替自己的人生創造不一樣的生命經驗。再者，我也更加體悟到求

學這條道路上，毅力是很重要的。如今，我想我得更加砥礪自己，期盼自己

有一天也能與作者一樣，接受「金榜題名」的喜悅！（劉湘峮）  

*〈聽榜〉這篇文章主人公的焦慮，是萬一沒考上大學，不但自己過往的苦讀

枉費心機，還愧對親友，無法在社會上立足。現在的大學錄取不像以前那麼

困難，隨著大學愈來愈多，考試制度的改變，以低分上大學的新聞已見怪不

怪。我們的壓力感反而變成了：大學錄取率這麼高，滿街都是大學生，我若

沒學校讀豈不是很丟臉？這兩者其中的差異性，想想倒也蠻諷刺的。（羅逸庭） 

*我們的年代，「聯考」早已走入歷史，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入學方案。其實我

比較喜歡「聯考」制度，雖然是「一試定江山」，但比起多元入學的「多次

傷害」要溫和得多。「繁星計劃」沒有指望，一班才一個有資格。再來「推

薦甄試」不一定有機會，往往不只推甄一間學校，臺灣北、中、南部都要跑

透透，報名費要幾千元，跟考研究所感覺很像。最後看到同學已經推甄上了，

開始玩樂了，而自己還要埋頭苦讀拼「指考」，真是苦不堪言！至少「聯考」，

大家都是站在同一陣線上，一起唸書，一起考試，一起放榜！並且現在的多

元入學，主旨是要減輕學生考試壓力，但自從教育改革開放後，我們唸的不

再只是「國立編譯館」編印的教材，市面上琳瑯滿目，各種出版社出版的教

科書傾巢而出，老師為了怕學生只學到一種版本的內容，相對的其他版本重

要的內容也要一起補充完整，結果變成了本來只要唸一本，現在反而要唸多

本了，那不就和教改原本減輕負擔的目標背道而馳嗎？而現在的大學錄取率

早已破百，代表人人都可以唸大學，但是由於得來太容易，如今會有多少大

學生懂得珍惜學習機會，用功唸書呢？尤其畢業後的出路怎麼辦？失業率節

節上升，雖然這是開發中國家都會面臨的問題，是世界趨勢，但是臺灣真的

就沒有解決的辦法嗎？我想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藍雅屏）  

【附錄二】  

聽榜  

吳福助 

從田裏工作回來，暮色已經蒼茫了。  

今天晚餐有一條煎魚和一盤豬肉，在這簡陋的鄉村能吃到一點魚肉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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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幸運了。可是他似乎不想吃飯，勉強吃了一碗。他吃得很快，恨不得一

口氣把那碗飯吞下。他頭垂得很低，魚肉連看一眼也沒有，只是把竹筍片挾

來吃，其實他連自己也不知在吃些什麼。父親挾了一大塊魚肉放進他的碗中，

他發覺了，才驚訝地偷看了父親一眼。父親一身古銅色的皮膚，那是長年為

生活而奮鬥的結果，他看了，幾乎想哭出來。  

離開飯桌，他懶洋洋地用鉛筒盛了些溫水，洗浴去了。父親見兒子吃不

下飯，只是沉沉地嘆了一口氣，沒說什麼。  

他的心湖彷彿突然被暴風吹掃得波濤洶湧，震盪不已。洗浴完畢，他緩

步到書房，企圖像這幾天來一樣，拿抽屜裏的小說來麻醉自己，讓自己忘掉

心中的焦慮。可是，現在他怎麼也看不下去。他又想拿出《少年日記》的底

稿，想繼續寫幾篇，可是依舊沒有心情寫。他只好找出一本圖畫，一頁一頁

地翻著，走馬看花地翻了一遍。  

現在才不過八點半鐘，離播放「大專乙組錄取名單」還有三個半小時，

他該做些什麼事來打發時間呢？他頹唐地躺在床上。「如果考不上大學該怎麼

辦？」這個問題像一條巨蛇，緊緊地纏著他不放。「是的，如果不幸落第，我

該如何呢？是否像從前向同學開玩笑那樣，要逃到深山裡去隱居嗎？」如果

要他呆在家裏那可真使他痛苦極了，簡直要他的命！因為他在家人面前，不

能忍受痛苦，他覺得「落第」是萬分慚愧的事。如果能如願地考上，那他彷

彿天之驕子，值得在戚友面前高興一番，他更可以開始那夢想已久的大學生

活。哦！如果能考上，他該多麼神氣！  

他胡思亂想著，不時看錶，那紅頭長秒針似乎走得特別慢，分針和時針

更是牢牢不動，一點鐘彷彿比一個世紀還長。  

好不容易挨到十一點，吵雜的布袋戲已經播完了，祖母及父母親也都去睡

了。離放榜還有一個鐘頭，他並不想扭開收音機，收聽「中廣」的音樂節目，

因為前晚放榜丙組前，他曾收聽這個節目，那顫動的小提琴聲使他渾身覺得寒

冷，不住地哆嗦著，焦急不安的心情想來可知，今晚他再也不敢領教了。  

走 出門外，往 那條小路上 走去，他左 腳前進一步 ，右腳似乎 負有千 萬 斤

重 量 ， 久 久 才 抬 起 來 向 前 一 步 ， 這 樣 遲 緩 地 走 著 ， 走 到 小 路 的 盡 頭 ， 便 是 寬

大 的 柏 油 路 了 ， 於 是 他 又 折 了 回 來 。 這 一 去 一 來 共 花 去 了 廿 分 鐘 ， 他 又 走 了

一 次 ， 然 後 在 庭 院 裡 繞 圈 子 。 湛 藍 的 天 空 有 一 輪 團 圞 的 明 月 ， 皎 潔 的 月 光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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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著 大 地 ， 田 間 籬 下 不 時 傳 來 蛙 與 蟲 的 鳴 聲 ， 那 蛙 聲 充 滿 了 寂 寞 ， 蟲 聲 帶 著

哀怨，但他並不關心這些。  

十 一點五十分 ，他知道再 過十分鐘便 可以開始傾 聽審判的宣 佈了。 那 審

判 可 以 決 定 他 今 年 一 年 甚 至 一 生 的 一 部 份 命 運 。 他 扭 開 收 音 機 ， 將 針 轉 移 到

「中廣」第一廣播部份，它正播放出柔和的晚間音樂。  

最後一曲「反共復國歌」終於播完了，接著便開始播放「乙組錄取名單」，

父 母 何 曾 睡 著 ， 都 起 來 了 ， 哥 哥 也 從 街 上 趕 回 來 ， 他 們 內 心 的 焦 急 並 不 亞 於

他。「XXX，XXX……」每唸出一個名字，便像無罪釋放，使他既羨慕又嫉妒。

他傾聽每一個名字，惟恐疏忽，即使自己志願表沒填的院系，他也不肯放鬆。 

多 麼不幸呀！ 臺大、政大 、師大、法 商……，都 一一唸過了 ，都沒 有 他

的名字。廣播到這裏，也就停了一下，改播音樂。他不禁長長地嘆了一口氣，

好 在 他 把 一 切 電 燈 都 熄 了 ， 只 有 收 音 機 裡 幾 個 小 燈 泡 放 出 紅 的 和 黃 的 弱 光 ，

他 臉 上 難 堪 的 失 望 神 色 是 不 易 被 別 人 看 見 的 。 他 彷 彿 看 見 無 數 的 人 圍 著 他 ，

有的袖手，有的不屑地用手指著他，大聲譏笑他。他恨不得能立刻鑽入地下，

誓死不見他們。  

廣播又開始了，這次是播放「東海大學」，這引起他一縷希望，可是外文

系 仍 沒 有 他 的 名 字 ， 當 唸 到 中 文 系 ， 他 就 更 加 注 意 了 。 突 然 間 他 聽 到 他 的 名

字 ， 很 清 晰 ， 準 沒 有 錯 ， 說 時 遲 那 時 快 ， 哥 哥 和 父 親 早 已 拍 手 大 笑 ， 聲 浪 幾

乎要把窗上的玻璃震碎。哦！哈！哈！「東大」這兩個太富有誘惑性的字眼，

簡直使他興奮得不能抑制了。  

祖 母、嫂嫂和 弟妹都醒了 。大家開始 談著關於這 次大專聯考 的種種 。 哥

哥 對 「 東 大 」 尤 有 了 解 ， 因 為 他 曾 去 參 觀 過 。 他 向 大 家 說 「 東 大 」 設 備 如 何

現 代 化 ： 每 四 個 同 學 住 一 間 寢 室 ， 鋁 質 床 、 書 桌 、 衣 櫃 、 臺 燈 … … ， 樣 樣 俱

全 ， 還 有 它 的 環 境 如 何 幽 雅 ， 校 風 如 何 純 樸 … … 。 滿 屋 子 的 歡 聲 笑 語 ， 一 直

到凌晨二時才止。  

過 度的興奮， 使他絲毫沒 有睡意。但 他知到如果 不睡，會使 祖母擔 心 ，

只 得 睡 了 。 躺 在 床 上 ， 他 想 起 了 幾 個 月 前 ， 當 他 還 在 學 校 時 ， 他 當 選 了 全 校

高 中 部 男 生 模 範 生 ， 他 站 在 台 上 ， 向 全 校 的 同 學 答 謝 圈 選 ， 贏 得 了 熱 烈 如 雷

的 掌 聲 。 此 後 幾 乎 每 個 同 學 都 認 識 他 ， 尤 其 初 一 小 同 學 最 有 趣 ， 見 到 他 時 總

要 打 個 招 呼 。 他 又 想 如 果 他 不 幸 落 第 ， 那 豈 不 是 把 過 去 的 好 名 聲 打 得 粉 碎 ，

而且遭人恥笑嗎？好在「皇天不負苦心人」，三年來的努力終於有了收獲，他

感到很欣慰。想著，想著，他終於閤上雙眼，微笑著走入夢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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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49 年 9 月 9 日完稿於竹山社寮。原載臺中《民聲日報》副刊，民國 49

年 9 月 19 日，筆名「吳夢澤」） 

 

 
圖 2  〈聽榜〉作者當年苦讀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