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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吾兒：

　　展信佳，見字如晤。

　　春去冬來春又回，當我坐在窗明几淨的書房裏提筆寫下這封信

時，窗外春光明媚，一片祥和的光景。你睡在柔軟的小床上，粉嫩

的臉頰沐浴在和煦的陽光裏，清澈靈動的雙眸好奇地打量着陌生的 

世界。

　　我生性內斂，不擅用華麗的詞藻去書寫細水長流的母愛。這是

我第一次扮演母親的角色，第一次承擔起孕育新生命的責任。當我

滿懷憧憬地盼望着你的降生時，尚未出世的你卻被檢查出患有唐氏綜

合症。那一瞬間我的世界就此崩塌，彷彿遊蕩在黑暗中忐忑的孤魂。

我猶疑過、徬徨過，不知道該如何譜寫你的命運。我害怕我的自私會

讓你未來的人生變得不幸，可我又怎麼忍心剝奪你的生命，雲淡風輕

地抹去你曾在腹中安然生長的痕跡？看着尚在襁褓的你一天天茁壯成

長，憐愛的情愫油然而生，恨不得將大千世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贈 

予你。

　　親愛的孩子，當你從牙牙學語的嬰幼兒時期成長到童年期，你會

逐漸對日常生活中的具體事物產生好奇心，並嘗試用感官經驗 1去探

1	 指借助感官作用，如視覺、聽覺、觸覺等獲取經驗的過程。

聲明
優秀論文獎旨在表彰學生的努力和成就，展示優秀作品。在此收錄的得獎作品通過優秀論文獎的甄選準則，
惟並不一定符合所有通識教育基礎課程對論文的課業評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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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妙趣橫生的世界。或許你會對生命的起源感到困惑，驚嘆於生命

體複雜曼妙的結構。我願與你共讀由沃森（James D. Watson）所著的

《DNA：生命的秘密》（DNA: The Secret of Life），徜徉在神秘莫測

的分子世界裏，揭開生命藍圖的神秘面紗。你不必擔心晦澀的科學知

識會令你望而卻步，沃森用生動有趣的文筆記錄了雙螺旋結構學說由

猜想到面世的過程，言簡意賅地闡明含氮鹼基互補配對的化學結構。

你可以將DNA想像成兩節相互纏繞對稱的長階梯，在肉眼無法看見

的細胞內部悄然無息地運作着，維繫身體機能活動，儲存大量遺傳信

息（Watson 130–134）。在共同創造出DNA三維模型後，沃森和克里

克並未停下尋求科學真知的腳步，試圖尋找雙螺旋結構中遺失的一塊

拼圖—DNA自我複製的方式。同一時間，酶學專家科恩伯格經過反

覆實驗，發現DNA酶合成機制的奧秘，進一步完善雙螺旋結構學說

（Watson 138–140）。

　　四季更迭，代代衍化的生命形成了龐大而複雜的體系，人類窮極

一生也難以讀盡厚重的生命之書。對尚處在具體運思期 2的你而言，將

此文當作幼年的啟蒙讀物未免過於嚴苛。但我並不是苛求你將科學理

論知識熟記於心，而是希望你能明白世間萬物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正是生命的多樣性和獨特性創造了九州四海的生靈。這篇文章能幫助

你窺探宏大科學世界的一角，知曉科學變革背後的艱辛與努力。再精

密的儀器也會犯錯，一旦DNA攜帶的遺傳信息在自我複製過程中產生

錯誤，便會導致個體出現不同的表現型（陳沛隆〈DNA、RNA〉）。 

遺傳因子的隨機組合造就了個體的差異性，但從本質上而論，每個人

都是由細胞、器官、組織、系統一步步演化而成，共同享有生存的權

利。這世上有很多人一出世便被遺傳病的枷鎖束縛着，我們應當擺脫

2	 皮亞傑提出的認知發展理論中對童年期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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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見，平等地與他人共處。孩子，終有一天你會察覺到自己的與眾 

不同，我由衷地希望當這一天來臨時，你能鼓足勇氣坦然接受自己的

不完美，樂觀積極地面對人生。我希望你能學會自尊自愛，愛自己身

體美麗的缺陷，愛出現在你生命中的每一個人。

　　當你步入追求自我意識的青春期，認知方式會逐步擺脫具體事物

的限制，培養抽象思考和邏輯推理的能力。在刻苦學習之餘，我希

望你能抽空閱讀由龐加萊（Henri Poincaré）所著的《科學與方法》

（Science and Method），以全新的角度定義科學、看待科學領域日新

月異的發展進程。人類總是下意識地將科學與枯燥無味的理論公式綑

綁在一起，卻鮮少有人能洞察到科學知性之美。正如龐加萊在文中寫

道：「科學家之所以投身於長期而艱巨的勞動，也許為理智美甚於為

人類未來的福利。」（166）3科學家在萬千事物繁瑣的變化中一針見血

地捕捉到共通點，發現自然界簡單卻具有普及性的法則。他們擁有發

現美的眼睛，在廣袤的天地間尋根究底，細緻入微地觀察每一次潮漲

潮落、日落月起的規律之美，追求事物背後簡單、崇高的事實。龐加

萊將科學的作用類比作機器生產，二者不同之處在於機器生產勞動經

濟，而科學生產思維經濟，強調人不能「為科學而科學」，誕下定向

思維的產物（161）。

　　現今社會提倡全人發展的教育方針，旨在培養學生探索自然、尋

找事物規律的能力。然而，急於求成的填鴨式教育 4扭曲了科學的意

義，探求真理的腳步自此駐足於片面的數理公式和實驗結論。時下的

求學風氣日漸消極，學生對所授知識淺嘗輒止，囫圇吞棗般消化，

甚少有人執着於探究公式的推導原理和宇宙萬物存在的意義。孩子，

我不願你成為教育制度的犧牲品，我希望你能用自己的雙眼去觀察每

3	 本篇所有引文由作者翻譯。
4	 填鴨式教育指灌輸式教育，意思是將知識一味地灌輸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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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沙、每一塊石子的紋理；用自己的雙腳去丈量大江南北的每一方

土地。願你能保持對世間萬物的新鮮感，發現源自事物規律性、超越

感官的科學知性美。我不要求你學識淵博，我只希望你能秉持求知若

渴的學習態度，從一而終堅持自己的立場。你應當遵循科學「細心觀

察，大膽設想，謹慎求證」的法則，在感官經驗和邏輯理性的共同作

用下，全面認識事物的本質，暢遊在真理的海洋中。只要你懷抱追求

科學理性美的信念，留意生活中發生的每一處微小變化，知其然且知

其所以然，終能有所得益，逐步發現科學嚴謹之美、創造之美、規律

之美。

　　白駒過隙，彼時我已年華老去，你會隨四季更迭邁向心智成熟的

成年期，學有所成投身社會。當看到的世界愈寬廣，人生閱歷日漸豐

富時，你會驚嘆於蔚藍星球背後千瘡百孔的模樣；無奈於人類為經濟

收益而變得貪婪自私的醜惡嘴臉。若你難以在自然與人類活動之間

找到平衡點，不妨閱讀卡森（Rachel Carson）所著的《寂靜的春天》

（Silent Spring），看這位海洋生物學家筆下的文字如何書寫生命之網

的歷史。當人類依靠人為力量消滅田間的害蟲雜草、大肆噴灑農藥

時，短視的利益蒙蔽了他們的雙眼，對潛在的危害視而不見。據世

界衛生組織估計，每年約有三百萬例農藥中毒事件（Organic Without 

Boundaries）。一旦殘留的化學品滲入土壤，有害物質的毒素便會隨着

繁複的生物鏈層層積聚，對人體健康構成潛在威脅。在有害污染物造

成的眾多傷害裏，人類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生態環境的平衡同樣會

遭到破壞，生存在綠色地衣上的物種數量會日漸減少，生機勃勃的景

象不復以往。

　　世間萬物有靈且美，地球用無私的愛養育了一眾生靈，但人類

卻不知感恩，貪婪地索取大自然的饋贈。日復一日，富饒的土地變

得貧瘠、水源不再清澈，物種在人類的捕殺下走上滅絕的不歸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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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無節制的索取在日積月累間破壞生態平衡，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工廠排放的廢氣污水嚴重影響了周邊地區的環境，霧濛濛的天和污濁

的河水也在潛移默化地傷害着人類的健康。為滿足一己之利，在生態

環境裏隨意丟棄的垃圾會潛入海底、深入地下，讓無數生靈付出生命

的代價。環保一向是受人矚目的議題，不同持份者間引發的爭議與日 

俱增，人類試圖在生態保護與經濟效益間找尋共存共榮的途徑。我衷

心希望人類能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不要再讓賴以生存

的家園受到傷害。願不遠的將來，我還能與你一齊踏足自然，大口呼

吸新鮮空氣，在綠草如茵的曠野上盡情玩樂。

　　親愛的孩子，對於這片大千世界而言，你不過是萬千星辰中一粒

微小的塵埃；但在我的眼中，你卻是獨一無二的存在。我不是一位貪

得無厭的母親，我不奢求你擁有平步青雲的成功仕途，一身豐功偉

業；我只卑微地祈求你能一生平安健康，成為幸福快樂的人。在你漫

長的一生裏，願這三篇文章帶給你的影響能見證你的每一處進步、每

一個嶄新的人生階段。我始終相信每一個生命都有存在的價值，每一

個生命都不該被輕易地否定。

愛你勝過一切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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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短評

　　鈺玲藉由給自己未來的孩子推薦三篇經典文本《DNA：生命的秘

密》、《科學與方法》、《寂靜的春天》，將心中對生命的反思娓娓道

來。她的文字綿密溫柔，立意鏗鏘堅韌，讀來分外動人。（楊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