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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得  報  告  內  容 

ㄧ、相關書訊： 

 

  我們天生就有同情窮人的想法，我們總認為窮人最缺乏的是金錢，其實窮人最缺乏的是

尊嚴。這本書的書名叫做「故事六十八」，〈六十八〉是我寫一則故事，描寫小乞丐的沒有

尊嚴，因為平均而言，他要向人乞討六十八次，才有一人給他錢。我希望藉此機會喚醒社會

大眾對弱勢人士尊嚴的重視。有的時候，當我們幫助弱勢團體的時候，必須非常小心，以免

傷了他們的自尊心。我們總要避免給弱勢團體我們在施捨的印象而是要使他們認為我們是她

們的朋友。這不是一件容易辦到的事，但我們總要努力去做。 

 

二、內容摘錄： 

 

  張爺爺是我們全家的最愛，他是我同事老張的爸爸。我們之所以喜歡張爺爺，是因為他

住在鄉下，而且有一個很大的園子，小孩喜歡去，可以在那個大園子裡玩。(p.46) 

 

  張爺爺的園子有一顆好大的蘋果樹，每年蘋果樹會開花，在一個大園子裡看一株開滿白

花的大樹，誰都會喜歡。因此老張在每年蘋果樹開花的時候，會邀請我們全家去賞花。當然

囉！等到蘋果成熟時，老張會再找我們去一次。張爺爺的蘋果是不賣的，我們要多少，就拿

多少。每次去了回來，辦公室的人都可以拿到好多美味的蘋果。(p.46) 

 

  我們都聽懂了，對張爺爺而言，手榴彈當然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東西。他孫子丟過來的是

一顆蘋果，可是張爺爺想起了手榴彈，難怪他昏倒了。(p.50) 

 

三、我的觀點： 

 

  「六十八」這是什麼意思？原來「六十八」是在說印度街上的一個小乞丐平均要向走過

他面前的行人乞求六十八次以上才有一次成功，而這個意思就是告訴我們不管做什麼事都要



六十八次才有一次會成功，而這是那位小乞丐的想法，而對我而言六十八只是個數字但這個

數字對一個人的尊嚴卻是心裡很大的煎熬，自尊心會影響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會迷失自我方

向的心理作用，但是它卻是會讓人激勵自己的內心，而在這本說裡面有許許多多給人又溫馨

的小故事，並且是激勵人心的，我從文中選出了兩則我認為是讓我感觸深厚的故事。 

  

  我覺得在「蘋果」這篇故事裡面給了我很多的啟發，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那就是文中

張爺爺的孫子將蘋果丟向他時張爺爺以為那是手榴彈所以昏倒了過去，所以說戰爭會使人永

遠無法忘記那痛苦的深淵。而另外一篇「我日用糧」中，我學習到不要浪費食物，每個人每

天只需要自己能夠吃飽的分量就足夠了，儘可能不要去浪費任何一點食物。而耶穌用了「日」

這個字，讓我們知道我日用糧是多麼的重要。 

 

  這是在講解一個老兵心裡的故事，幾年前的一場戰爭使張爺爺德身分一再改變，而身分

改變的同時也是命運改變的時候，命運影響一個人的一生，在張爺爺的部隊要結束戰爭時的

最後一場短兵相接，有一位跟張爺爺情同手足的弟兄在那場戰鬥中被突如其來的手榴彈擊中

炸成了好幾塊，而張爺爺認為手榴彈是全世界最恐怖的東西。事實上手榴彈在戰場上是一種

全面性攻擊的武器所以要說他恐怖不得不低頭，但不要發生戰爭就不會有手榴彈這種東西被

人們發明出來了，所以說人類才是真正恐怖的主要來源。 

 

第二篇中是描述一位作者的朋友，而這位朋友在美國是位很有名的工程師，每次作者去

美國玩或是出差都會去找他的這位朋友，有一次作者到美國出差，一如往常的去找他這位朋

友，他的朋友想要到舊金山玩，到了舊金山當地卻發現舊金山的景色有如人間仙境，中午時

分，作者和他的朋友開始尋找餐館準備用餐，於是他們走到了一間天主教堂卻看到了四個大

字「湯與麵包」，他們百思不解的帶著疑惑進去了，進去後才了解到這間天主教堂是專門提

供湯跟麵包給街上的流浪漢食用的，當他們在用餐時作者的朋友卻看到牆上的標語「請給我

們我日用糧」而他的心中有著千百個疑問，那就是什麼是「我日用糧」？ 

 

  整體而言我覺得這本書帶給我們的啟發不單單只是在於要感恩現今的社會、家人、朋友

還有身旁你覺得重要，不重要的人，並且給了我們激勵人心的一面，讓我們從每天過著渾渾

噩噩的日子改變成每天過著知足惜福的日子。 

 

四、討論議題： 

 

如何學會惜福，知福？ 

 

如何能讓窮困的人得到尊嚴呢？ 

 

  如何讓世上所有人得到應得的尊嚴？ 

 

 


